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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据“药物分析”课程的特点和社会对药学专业人才实践、创新和协作能力的要求，在传统药学专业“药物分析”教学的基

础上构建新的教学体系的需求是十分迫切的。因此，我们归纳实际教学经验，基于药学专业课的教学大纲安排，针对“药物分

析”课程内容、教学方式进行以创新型人才培养为导向的“药物分析”教学改革探索，并取得较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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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cipline of“pharmaceutical analysis”，and the society, s requirement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practice，innovation and collaboration capability of pharmaceutical professionals，it is urgent to construct a new phar⁃
maceutical analysis teaching system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pharmaceutical professional“pharmaceutical analysis”teaching.There⁃
fore，we summarized the actual teaching experiences，based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the course content，and explored teaching
methods of“pharmaceutical analysis”oriented by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method of pharma⁃
ceutical analysis course content，and achieved goo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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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aching reform.

近年来，随着分析化学和生命科学等学科的不

断发展，“药物分析”学科作为药学学科研究的“方

法科学”“眼睛科学”，需要实现从“服务支撑”到“创

新引领”的转变。实现药物分析学科的“创新引领”

关键在于药学专业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药学专业

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要求学生具有宽泛的基础知识、

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科研创新能力［1⁃2］。所以

在“药物分析”的学习过程中，要求学生既要重视专

业知识的学习和积累、课程基本操作技能的训练，

又要勤于思考，加强科研创新思维和批判思维的训

练，提高发现问题、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目前，“药物分析”学科在人才培养方面主要依赖专

业课课堂教学来实现，制约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为了加强大学生创新教育，为国家和社会培养

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药学专业人员，

必须对本校“药物分析”学科的课程内容、课程设置

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为了激发学生在学

习中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问题的能

力和创新思维，传统的教学模式需要不断的改革与

创新［3⁃5］。因此，我们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积极发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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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并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总结优秀的课堂教学经

验［6⁃8］、参考其他高校成功的教学体系［9⁃13］、依据安徽

医科大学“药物分析”课程设置的特点［14⁃16］，针对本

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以创新型人才

培养为导向的教学改革和探索，并且取得了较好效

果，特此报告。

1 “药物分析”学科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现状及存在

问题

1.1 课程内容 目前我们在课程设置上以杭太俊

主编的药学类专业第八轮规划教材《药物分析》为

主，相关课程群为依托（如分析化学）。课程内容分

布为总论⁃各论⁃总论。学生通过分析化学等相关课

程的学习，掌握各种分析方法和技术的原理、应用

和规范操作，在此基础上进行“药物分析”课程的学

习［17］。虽然《药物分析》教材一直紧随《中国药典》

进行调整和修订，但是对于药物分析领域最新、最

前沿的研究介绍极少，教材中仅第二十一章介绍了

现代分析方法的研究进展，其内容局限于对手性高

效液相色谱（HPLC）、气相色谱⁃质谱联用（GC⁃MS）、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LC⁃MS）的简单介绍。

1.2 教学方式 近年来，我们严格按照教学大纲规

定制定“药物分析”学科的课程质量标准，并安排相

关教学内容，采用讲授式的教学方式进行课堂教

学。在教学过程中发现以下问题：一方面，课时安

排不尽合理。例如第四章药物的含量测定与分析

方法的验证为含量测定总论介绍，涉及很多含量计

算及分析方法验证的内容，仅安排三个课时，内容

重、难点太多，学生难以消化。因此在与理论教学

同步开展的实验教学过程中涉及到含量计算时，学

生只会机械的套用公式，根本不知道公式推导过程

及含义，错误百出。课程第六章到第十七章为各类

药物的分析专论内容，其内容都有内在联系，只要

学生抓住结构决定性质，根据性质进行鉴别、检查、

含量测定这条学习主线进行学习，能达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如图 1），而较多的课时安排和传统的讲授

式教学方式，使得学生学习乏味，上课积极性不高。

另一方面，由于“药物分析”课程各论部分知识点多

且分散，如果学生不能找到一根学习主线将知识点

串联起来，教与学的难度都很大［18］。一直以来以讲

授式教学法为主的课堂教学，老师是课堂的主体，

学生被动的接受知识，因此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得不

到提高。

2 以创新型人才培养为导向的“药物分析”课程教

学改革探索

2.1 以科研成果丰富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的创新思

图1 “药物分析”课程内容分布

维能力 随着科技的进步，分析要求不断提高、分

析方法和技术飞速发展，“药物分析”教材内容更新

滞后，课堂教学已不能局限于对传统知识的简单灌

输，更需要就本学科研究的前沿动态，把如何发现

问题、研究问题、思考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

教授给学生。为了让学生更快、更好地了解本学科

领域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

思维，尝试以科研成果丰富教学内容。结合2015版
药典和现用的“药物分析”教材重新拟订教学大纲，

组织集体备课，以教研室各教师所擅长的研究领域

为依据分配教学内容。每位教师在上课过程中，结

合各章节的内容，将自己所熟悉的科研领域的新成

果、新技术和新知识补充到教学内容中，促进教学

内容的更新，保证教学内容与时俱进。例如在毛细

管电泳法的课堂教学中，由一直从事毛细管电泳分

析和色谱分析的朱老师负责本章内容，跟大家介绍

其课题组在毛细管电泳方面的相关工作：合成一些

高分子双亲性聚合物，通过自组装形成胶束，一方

面用于药物载体研究，另一方面用做电动色谱假固

定相实现复杂样品的分离分析。既拓宽了学生的

知识面，又实现了药剂学、药物分析学以及高分子

化学的交叉学习。又如在学习第五章体内“药物分

析”时，本教研室的张老师负责主讲。张老师近年

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微透析采样技术和色谱分离技

术的联用，并用于大鼠脑内小分子的检测。通过对

微透析采样⁃色谱分离技术联用的介绍，学生能够了

解到目前适用于连续、在线和活体分析的新技术和

新方法。以科研成果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到药物分析领域最新的研

究成果。但是学生对于新方法和技术的掌握仅停

留在了解的层面，过耳就忘。因此需要积极鼓励感

兴趣的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加入到教师的科研小组

中，在研究生的带教下熟悉课题的背景、意义以及

研究内容。学生在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后，可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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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探索科研方向，开展科研课题。

2.2 教学方式多样化，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锻炼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目前，药物分析专业教学依然

是传统教学模式，教师是课堂上的主体，学生在课

堂上只能被动地接受知识和学习，课程知识点多且

分散，课堂气氛沉闷，学习效果差。为了提高学生

学习的自主性和创新思维能力，达到更好的教学效

果，需要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2.2.1 案例教学法和问题引导教学法相结合 案

例教学法是指教师通过将一些典型事例引入课程，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在课程引入的时候可

以结合国内外重大医药事故，以药品从生产到临床

使用等各个环节中发现的质量问题做为教学案例。

在绪论部分讲到“药物分析”的性质和任务的时候，

以著名的“反应停事件”做为案例解析。通过讲解

这些案例，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让学

生对学习“药物分析”学科的意义有更深刻的理解。

而在“药物分析”各论部分介绍时，可以从当前食品

药品安全热点问题或者日常能接触到的药物引入

课程。例如在学习第七章苯乙胺类拟肾上腺素药

物的分析时，我们从“瘦肉精”事件了解到盐酸克伦

特罗。我们日常所用的止咳药中又能找到氨溴索。

克伦特罗和氨溴索都属于拟肾上腺素药物。通过

案例教学引入课程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大

家觉得教材中的药物并不陌生，都是我们日常生活

能接触到的东西。

问题引导教学法是以问题为中心，学生是学习

主体，教师只起引导作用的一种小组讨论式教学。

例如在第八章开始，可以给出某一局麻药物的结构

式，让学生以小组讨论的形式讨论其理化性质、鉴

别、检查和含量测定的方法（如图 2）。结构式中含

有脂烃胺侧链，那么理论上应该有弱碱性，是否可

以用非水溶液滴定法测定含量？采用案例教学和

问题引导相结合的方式贯穿于“药物分析”教学中，

图2 局麻药物的结构式分析

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自主学习。从一些实际案例

出发引入课程，可以抓住学生的兴趣点，激发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结合问题引导式教学方法，在教学

过程中锻炼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

学生科研思维能力，为培养创新型人才奠定坚实的

基础。

2.2.2 讲授式教学和“翻转课堂”教学相结合 讲

授式教学法是以教师教授为主，学生被动的接收信

息。“翻转课堂”是指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完成相关知

识的学习，课堂上老师和学生进行讨论、答疑解惑

等方式进行学习，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讲授

式教学和“翻转课堂”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方式是学

生作为课堂教学的主体进行课堂教学：教师将教学

内容分成几个部分交给学生，学生利用课堂外的时

间按小组或者个人进行学习。学生自主学习、准备

教学课件、设计课堂教学过程并完成教学。教师在

课堂上答疑解惑，并对学生主讲内容进行点评补

充，启发学生们就重难点问题进行讨论。以“药物

分析”课程第六章到第十七章各论部分内容为例，

开始以教师讲授为主，提示学生各论部分内容的连

贯性，要抓住一条学习的主线将所有知识点串联起

来。这条学习的主线就是首先掌握一类药物的结

构，尤其是共有结构部分，按照结构分析其性质，根

据理化性质进行鉴别、检查和含量测定。对于每章

节交叉知识点，要注意其相同点和不同点。然后将

学生分组或者按个人将教学内容进行分配，学生利

用课堂外的时间备课、制作课件并在课堂上进行主

讲。其他同学进行提问，老师在课堂上答疑解惑并

对重难点内容进行补充。将讲授和“翻转课堂”两

种教学方式相结合应用于教学中可以较好地提高

教学质量，让同学们最大限度地参与到教学过程。

2.2.3 微课教学与课堂教学相结合 微课是以微

视频为主要载体，记录教师围绕着某个知识点或教

学环节而开展的简短、完整的教学活动过程［19］。“药

物分析”课程的知识点多且分散，如果只靠课堂教

学，学生学习起来比较吃力、乏味。教师可以根据

教学目标和教学的重难点将课程内容分解成一个

个比较小的知识点，然后每个完整的知识点制作成

十分钟左右的小视频。教师在课前将微课视频上

传至学习群供学生预习，并提出问题。课堂上，老

师引导学生进行讨论并给出问题的答案。课后，对

于没有掌握的知识点，可以通过反复观看微课视频

进行巩固学习。例如在讲解第三章药物的杂质检

查——重金属检查法部分，通过制作 15min的微课

视频详细介绍重金属检查法的第一法硫代乙酰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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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原理和方法。课前上传至学习群让学生预习，

并提出问题：①在加入显色剂前，如果甲乙丙三管

中颜色不一致该如何处理？②如果实验操作过程

中出现丙管的颜色比甲管浅，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该如何解决？课堂上教师将引导学生对问题进行

讨论并讲解答案。课堂教学结束后给学生布置课

后作业，让学生自己进行文献检索并总结近几年药

物中重金属分析的最新方法和技术。

3 新教学体系实施成效

3.1 学生对基础理论的掌握得到加强，自主学习能

力得到培养 改革教学方法，一方面通过案例介绍

引入课程，从当前的热点问题或者是身边发生的事

件出发，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另一方面，对于一

些重复且零散的知识点，采用讲授式和“翻转课堂”

教学相结合；对于一些难于理解或操作性较强的知

识点，将知识点细化后制作微课视频，结合课堂教

学帮助学生掌握课程的重难点知识。课堂上老师

帮助学生找到各章节的内在联系，指导学生按照一

条主线进行学习，教与学的过程相对轻松。课下学

生通过搜集资料、备课、上课的过程主动学习，对基

础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刻。在课堂教学中多采用问

题引导式教学方法，学生不再是被动接受知识，而

是自己去探索、去发现问题，并通过小组合作的方

式去分析和解决问题。

3.2 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得到提高 目前有许多

大学生可以参与的课外竞赛，如“挑战杯”、“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等，很多同学想要参加，但是不知道

如何选题和开展实验。在我们新的教学体系中，通

过在课堂教学中对专业领域前沿研究的介绍，培养

学生创新思维，并让学生能够了解到本学科研究的

热点和难点问题。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与科

研，利用科研平台构建学生参与科研的通道，有利

于学生在日后科研活动中独立进行文献综述、课题

设计、课题实施等，培养了学生科研创新能力。

4 小结

以创新型人才培养为导向的“药物分析”教学

新体系中，一方面在于学生基本理论和技能的掌

握。以案例教学和问题引导相结合、讲授式和“翻

转课堂”教学相结合、微课教学和课堂教学相结合

等多样的教学形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学生不仅仅知道“学什么”，还学会

了“如何学习”。另一方面，以科研促教学，将科研

成果融入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鼓励学生

参与到教师的科研项目中来，在实践教学中培养创

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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