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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模块化教学是依据教学目的将教学内容划分成不同层次模块，每个教学模块中都包含了特定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各

模块之间相互关联、层层递进，构成一个完整的教学系统。该文探索了天然药物化学实验课程模块化教学设计思路，力求提高

教学效果，达到提升学生创新研究能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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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odular teaching is the hierarchical division of teaching contents according to teaching objectives.Each teaching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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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ins specific teaching contents and teaching objectives.Modules are related with each other and linked progressively，forming a
completed teaching system.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idea of modular teaching designed for Natural Medicine Chemistry practice
course in our university，aiming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enhance the students’innovative ability.
Key words：Pharmacognosy/education； Teaching； Natural medicine chemistry； Practice course； Modular design

“天然药物化学”是药学专业主干课程，具有很

强的实践性，因此天然药物化学实验课是教学的重

要环节。因此，我校于2017年将天然药物化学实验

课设置为一门独立的课程，教学时数与理论课学时

数相同，均为 72学时，旨在通过实验教学使学生掌

握天然药物中所含有效成分的结构类型、理化性

质、提取分离、检识和结构鉴定的基本理论、基本知

识和基本技能，训练和培养学生操作能力，提高学

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

是培养学生具备天然药物新药研发的素质，使学生

具备科学研究的思维、素质及严谨的科学作风。

1 天然药物化学实验课程存在的问题

根据课程特点，我校天然药物化学实验安排了9
次实验，每次实验8学时，学生每两周进行一次实验，

由于间隔时间太长导致实验缺乏连贯性，学生对实验

缺乏整体认识；其次，为强化规范化操作练习，教师提

供给学生“菜谱式”操作流程，学生只需照单操作，这

种教学模式导致学生思维僵化，不会解决实际问题，

更难以适应企业生产、科学研究等工作的实际需要［1］。

教学组对学生发放实验课满意度调查问卷，并通

过分析发现：大部分学生对天然药物化学实验课很感

兴趣，但认为创新型和设计型实验项目不够，有的学

生提出增加一些与毕业设计或就业相关的实验，如天

然化妆品、保健品的制备等，可见学生并不满足于被

动操作和机械重复，对实验教学提出更高的要求［2］。

2 天然药物化学实验模块化教学设计思路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为了使学生成为学习的

主体，锻炼和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教学组依据天然药物化学实验教

学大纲，将教学内容或组合或分解成相应的模块（表

1），根据培养目标确定技能目标，明确学生在各个模

块中需要掌握的教学内容，并最终实现培养目标。

模块一的设计思路：本模块的实验项目多为经

典验证性内容，旨在强化学生基本操作技能，如药

材的前处理、回流、煎煮、过滤、结晶与重结晶、萃

取、薄层色谱与柱色谱等，其目标是培养学生掌握

天然药物提取分离有效成分的基本操作技能，并加

以熟练运用，提高学生操作技能。

模块二的设计思路：由于传统菜单式、验证性

实验内容不能很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求知欲，以

应用和成果导向为目的的实验项目尤其能够激发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3］。例如我校天然药物化学学科

多年来围绕新疆特色植物资源，结合课程的研究性

和实践性特点，利用充足的研究经费和科研创新，

开展了一系列研究，经过多年的积淀和发展，获得

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并挑选成熟的科研成果引入实

验教学，如我们对肉苁蓉的研究取得系列成果，肉

苁蓉苯乙醇苷制备工艺稳定成熟，是最好的实验教

学范例，该实验既能体现课程的重要知识点，又切合

生产实际，集中体现“产-学-研”相结合的药物开发

思路，因此面向学生开设了实验“肉苁蓉中苯乙醇总

苷的提取纯化和结构鉴定”［4⁃7］。此外，根据科研成

表1 天然药物化学实验模块与技能培养目标

模块

模块一

模块二

模块三

模块四

内容

基础与经典实验

科研转化实验

自我设计实验

实验考核

技能目标

掌握基本操作技能，提
升技能运用能力

培养科研素质，分析和
解决问题能力

开拓创新能力，灵活解
决实际问题

理论与实践融会贯通

实验项目

1.实验室规则和安全须知
2.实验基本操作及常用仪器装置
3.中草药化学成分预实验
4.柱色谱和薄层色谱分离3种色素

1. 槐花米中芦丁的提取分离及结构鉴定
2. 虎杖中游离羟基蒽醌的提取分离及鉴定
3. 肉苁蓉中苯乙醇苷的提取制备及鉴定
4. 新疆地产药材苦豆子生物碱的提取分离及鉴定
5. 黄藤中巴马汀的提取精制和还原及生物碱检识

1. 补骨脂中香豆素成分的提取分离和结构鉴定
2. 番茄中类胡萝卜素的制备
3. 枸杞多糖的制备及鉴定
4. 沙枣多酚制备及其含量测定
5. 新疆鼠尾草花挥发油提取及化学成分研究
6. 蔷薇红景天总黄酮纯化工艺及化学成分研究

1.中草药各类化学成分提取分离和鉴定的相关理论
知识点和实践操作

培养目标

掌握天然药物提取分
离有效成分的基本操
作技能，并具有一定的
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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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教学组还设计了“新疆地产药材苦豆子生物碱的

提取、分离及鉴定”。这些综合型实验涉及实践技能

训练内容很多，主要有溶剂回流法的操作，大孔吸附

树脂法分离的原理、操作及结果判断，葡聚糖凝胶色

谱法分离的原理、操作及结果判断，硅胶薄层法分离

的原理、操作及结果判断等，让学生在理论知识水平

和实验技能方面得到提高，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得到了训练，并培养了学生早期的科研素

质［8⁃9］。更重要的是，很多学生对家乡的资源了如指

掌，如数家珍，有些药材甚至长在家门口，看到熟悉

的资源有如此大的药用价值，学生会涌现出无限自

豪感，会更加热爱家乡，并树立扎根边疆、服务边疆

的家国情怀，成为未来稳疆建疆的力量。

模块三的设计思路：98.94%的学生赞同自主选

择实验［2］，说明同学们自主学习的热情高涨，主人翁意

识强烈，对天然药物化学实验兴趣浓厚，愿意尝试创

新性实验。教学组鼓励学生实践自己感兴趣的实验，

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自选模块主要由设计型实验

组成，学生充分挖掘家乡药材资源如新疆鼠尾草、番

茄、肉苁蓉、沙枣、红景天、枸杞等，经查阅文献、讨论

并设计技术路线，完成实验等环节培养了学生严谨的

科学作风；通过分析数据、撰写论文或实验报告、答辩

等环节，培养了学生表达撰写能力、自主思考问题能

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实现了对学生创新能

力和个性化培养。此模块充分体现了专业课程的理

论性、实践性和研究性特点，以基础技能培养为底座，

渗透专业应用和思维创新，涉及到技能、能力、素质、

思维等全方位的综合训练，为学生提供早期科研的舞

台，充分体现了“厚基础、宽口径”的教学理念［10⁃11］。
模块四的设计思路：上述三个模块是按照“循序

渐进”原则构建的实训体系，对学生素质和教师教学

能力的要求是层层递进的。然而，教师和学生是否能

够实现教学目标的要求，完成培养目标中的任务，合

理、系统的考核方法是十分必要的。以前实验考核只

是作为理论课的附属部分，实验成绩等于平时操作成

绩加实验报告成绩，且只占课程成绩的15%，该成绩

不能全面评价学生的实验情况，导致学生对实验课不

够重视，认为实验课是理论课的附属品［12］。为强化实

验课质量，全面客观评价学生的实验质量，我们对实

验课教学进行了如下改革：（1）将天然药物化学实验

课单独立课，72学时（4学分），与天然药物化学理论

课在第六学期同时开课，并选派优秀的高年资教师参

与实验教学。（2）天然药物化学实验成绩由实验理论

考试（30%）、实验操作考试（40%）和实验平时成绩

（30%）组成。实验理论考试为笔试，从建立的题库中

抽取选择题、判断题、简答题、问答题等组卷，卷面总

分100分，占总成绩30%；实验操作考试由每个学生

单独操作，按操作50分、结果判断20分、实验报告20
分、卫生10分共计100分，此部分占总成绩的40%；实

验平时成绩是对学生平时各次实验的操作、产物得率

及纯度、思考题、卫生等方面的得分加以平均得出的，

占总成绩的30%。（3）在理论课上强化实验课知识，课

上对学生随机提问知识点进行检查，加固知识的梳

理，然后由老师串联知识点和框架知识结构，以点带

面，培养学生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实现理论知识与

实践应用的有机结合。自从进行上述改革后，学生对

实验课的态度大为改观，重视程度不断加强，操作水

平和实验报告质量明显提高。学生对天然药物化学

实验课的兴趣更加浓厚，致使天然药物化学SRTP项

目成为热门选项，每年毕业生争相来实验室参加毕业

设计，在学生中赢得良好的口碑。

综上，模块化教学在设计上环环相扣、层层递

进，通过不同模块的组合，加强对学生基本操作技

能训练、创新思维训练、知识整合训练等多种实践

训练，充分发挥天然药物化学实验的教学功能，以

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学生药物创新研究能

力、全面提高药学人才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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