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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工程专业药理学教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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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药理学是制药工程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选修课。教学团队从新时代本科教育要求出发，顺应“学生中心、
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改革方向，针对传统教学的“痛点”，以“增强针对性、打造创新性、体现高阶性、突出挑战

度”为出发点，按照“以生为本、知识传授、情感育人、思政融合”的创新改革思路，探索面向制药工程专业的混合式

教学创新模式。完善“知识＋能力＋情感”的多元评价体系，构建药理学课程思政素材库及案例库，实现整体设计、
多元融合、螺旋上升的教学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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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ｉｎ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牞ＬＩＵＱｉｎｇｃｈａｏ

牗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牞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牞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６９牞Ｃｈｉｎａ牘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牶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ｉｓａｎ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ｆｅｒ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ａｊｏｒ．Ｉ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ｔｈ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ａｎｄ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牞ｏｕｔｐｕ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牞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ｍ牞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ｅａｍ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ｓｔｈｅｐａｉｎ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ｐｅｒｔｉｎｅｎｃｅ牞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牞ｅｍｂｏｄｙｉｎｇ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ａｐａ
ｂｉｌｉｔｉｅｓ牞ａｎｄ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牞ｔｈｅｔｅａｍｅｘｐｌｏｒｅｓａｍｉｘｅ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ｈｅｐｈａｒｍａ
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ａｊｏｒ．Ｂｙａｄｏｐｔｉｎｇａ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ｈａｔ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ｎ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牞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牞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ｎｕｒｔｕｒｉｎｇ牞ａｎ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ｗｉｔｈ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ｎｅｓｓ牞ｔｈｅｔｅａｍａｉｍ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ｉ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ｃａｓｅ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牞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ｏｖｅｒａｌ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ｒｅｆｏｒｍｐｒｏｃｅｓ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牶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牷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牷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ｒｅｆｏｒｍ牷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药理学是研究药物在人体或动物体内产生的作
用、规律和机制，以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化学、微生

物学、细胞生物学等为基础的一门综合学科［１］。制

药工程专业是以培养从事药品生产与管理、技术与

产品研发、工艺与工程设计、教育教学等人才为目标

的化学、药学和工程学交叉的工科专业［２］。药理学

作为制药工程专业的一门选修课，课时量偏少。由

于该专业学生生理学、医学基础知识薄弱，课程之间

衔接较差，学生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鉴于

此，药理学教学团队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

念，遵循“两性一度”的课程要求［３］，按照“以生为

本、知识传授、情感育人、思政融合”的教学改革思

路，结合学情实际，探索了一套成效显著的面向制药

工程专业的药理学混合式教学创新模式。该模式将

学生知识内化与素养提升有机融合，实现立德树人

的根本目标，旨在将药理学课程打造成学生所希望

的“有温度的课”“有深度的课”。

—１０１—

药学教育２０２３年 第３９卷 第６期



!

　制药工程药理学课程传统教学的“痛点”

药理学传统教学没有结合制药工程专业学生的

学情特点，内容抽象枯燥，知识点碎片化，课堂教学

效果不佳［４］，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１　教学缺乏学情分析，课程针对性不强
制药工程专业的学生化学基础深厚而医学基础

知识薄弱，不能对药理学课程进行有效转化与衔接，

导致学生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传统教学模式下教

师在授课前往往没有根据授课对象进行有效的学情

分析，没有针对性地设计教学内容与调整教学方法。

传统的讲授止于解释，分析止于表象，教师没有完全

讲透药理学和药物研发生产之间的联系，慢慢形成

了教者无力、听者无心的尴尬状态。

１２　教学内容缺乏系统性，课程挑战性不够
制药工程专业采用的教材是朱依谆主编的全国

高等学校药学类专业规划教材《药理学》第八版，全

书共４５章，涵盖的内容非常丰富全面。制药工程专
业开设的药理学课程一般为３６学时，课时偏少，学
生的生理学基础知识相对薄弱，学生对医学专业名

词难以理解，不能直观感受药物的体内过程与作用

机制；对具有相似作用机制的药物，理解时容易出现

混乱与迷茫。药理学知识点比较细碎分散、片段化，

学生对药物的体内过程与作用靶点缺乏直观的认识

与理解。此外，对一些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传统的

授课内容缺乏新颖性、高阶性和挑战度。

１３　教学方法落后，课程吸引力不强
传统药理学课程的教学设计单调且平淡，对于

在信息时代成长起来的“００后”大学生来说缺乏针
对性和吸引力，学生缺乏“代入感”与“参与感”，仍

停留在被动学习、机械学习阶段，缺乏学习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

"

　制药工程药理学课程教学创新策略

针对传统教学的“痛点”，教学团队坚持“以学

生为中心”，将传统“先教后学，授人以鱼”的教学理

念转变为“先学后教，授人以渔”，以“增强针对性、

打造创新性、体现高阶性、突出挑战度”为出发点，

打造能够激发学生自主性与积极性的混合式教学模

式，按照“以生为本、知识传授、情感育人、思政融

合”的创新改革思路，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

传递深度融入教学，帮助学生从被动的依赖学习者

转变为积极的自主学习者。同时教学团队还构建药

理学课程思政素材库，将课程思政育人目标有机融

合于教学过程中，探索出一套“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的教学创新之路。制药工程药理学课程教学创

新策略如图１所示。

图１　制药工程药理学课程教学创新策略

２１　以“以生为本”为教学任务的创新方向，用工
程教育认证理念铸魂育人

结合学院正在进行的制药工程专业认证理念，

教学团队根据学生反馈信息、调研结果及工程认证

的要求，重新设定培养目标。课程教学目标为能够

运用药理学的基本理论与概念、药物的药动学与药

效学知识，在对各类代表药物的作用机制、药理作

用、临床运用与不良反应等知识掌握的基础上，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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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复杂工程问题进行识别、判断与逻辑推理，并具备

根据临床适应证提供合理用药方案的能力，掌握新

药研发的流程、前沿及发展动向。总之，课程要契合

工程教育认证的要求，以能力培养为目标、以产出为

导向，着重培养学生的药理学研究思维与能力。

２２　创新教学内容，融入新工科特色
药理学教材内容丰富庞杂，涉及人体八大系统

的疾病及相关药物，发病机制复杂，种类繁多，教师

要在有限的授课时间内讲解所有知识并让学生掌

握，显然不太可能。因此，立足于人才培养目标和课

程目标，教学团队重新编写和优化了面向制药工程

专业的药理学教学大纲。

２２１　精简与优化教材理论内容
在对学生学情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教学团队重

构了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一些在药物化学课程中

已涉及的药物，如抗菌药、镇静催眠药等，教师要求

学生课后自学；一些临床罕见的疾病及其相关治疗

药物，教师在课堂上不做讲解，要求学生分组讨论学

习并制作海报进行汇报；对于常见疾病如肿瘤、糖尿

病、高血压等所涉及的药物，教师除了重点介绍这些

疾病发生机制、临床治疗药物的作用机制外，还会发

掘追踪学科前沿热点药物进行讲解，以开拓学生的

国际视野，激发学生的科研兴趣。

２２２　增加药理学实验方案设计
药理学是一门实验学科，药理学实验课程的开

设，对帮助学生理解与掌握药理学课程内容十分重

要，同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技能，激发科学

创新思维［５］。根据多年的教学反馈，笔者发现制药

工程班级中年均约１８％的学生有意愿攻读药理学
方向的研究生。但由于学时所限，该专业并未开设

药理学实验课程。为使学生了解药理学实验的设计

原则、细胞及动物模型，教学团队补充了２个学时的
药理学实验课程，注重实验方案的设计性，令学生对

药理学实验有了初步的认识与了解。此外，专业综

合实验中补充了盐酸小檗碱降血糖作用研究的实

验，以此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与实践动手能力，为学

生的升学深造奠定一定的基础。

２２３　融合新工科特色，制药行业产学研协同育人
新工科建设，应面向未来、更加注重学科交叉融

合、关注产业和行业发展［６］。在新工科建设背景

下，教学团队聚焦西北地区制药行业发展战略，以产

业需求为导向，努力挖掘制药过程中的工程问题，结

合药物研发生产的具体实例，以增强学生的工程实

践能力，实现产学研协同育人。

２３　探索混合式教学
教学团队在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中采用“翻转

课堂－对分课堂－五位一体”的混合式教学创新策
略，结合西北大学网络教学平台，制作发布线上课

程，要求学生自行线上预习与自我测试，课前进行学

习检验。教师在课上采用“五位一体”的教学方法

帮助学生梳理记忆药理学中代表药物的药理作用、

不良反应及临床应用等，提出一些挑战性的课程项

目让学生进行分组讨论，以此引导学生构建自己的

知识体系，实现由知识的传递向师生间深度交流和

学生自主学习的转变。

２４　推进课程思政教学
教学团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课程思政的重

要讲话精神，深入挖掘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和

德育功能，结合陕西地域文化、学校办学特色和专业

目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基，以职业道德为

树冠，用好课堂教学主渠道和课堂思政主阵地，有效

激发学生为祖国学习的内在动力，使专业课程与思

政课程同向同行、同频共振，学生专业能力和政治素

养均得以提升。

课程教学团队组织编写了丰富的药理学课程思

政素材库，包括社会热点素材库、临床用药案例库、

药物发现案例库、制药领域人物素材库四个板块。

该课程在教学中融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爱国主义、

法治意识、创新意识和大国工匠精神，把思政教育渗

透入专业课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和价值观。

#

　药理学课程教学创新的实践

教学团队按照“以生为本、知识传授、情感育人、

思政融合”的创新改革思路，遵循“两性一度”的教学

要求，对面向制药工程专业的药理学课程进行了全方

位的创新和优化，打造了“翻转课堂 －五位一体”的
混合式教学模式，初步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３１　药理学教学模式
为确保创新策略的实施效果，教学团队遵循

“基于教材、高于教材、突出特色”的原则，结合西北

大学网络教学资源平台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７］，主要包括教师在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教学

环节的安排与学生反馈。课前教师发布预习资料、

补充知识或者问卷调查，根据学生的课前预习情况

及调查反馈针对性地设计教学方案；课中教师采取

多种教学方法突破重难点；课后教师发布线上／线下
作业或者教学内容拓展资料。三个教学环节环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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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实现教学质量的多元融合与螺旋上升。

３２　“五位一体”的药理学课堂
在教学中，根据教学内容和学情，教师采取案例

教学法、情景教学法、问题链教学法、互动教学法、思

维导图教学法［８］“五位一体”组合教学方法。五种

教学方法融为一体，可帮助学生理解记忆，进一步完

善“５＋３模式”药理学课堂。教师将五种学习方式
有机、灵活地融入三个学习阶段，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图２）。

图２　基于“五位一体”药理学教学模式

３３　“知识＋能力＋情感”的多元评价体系
结合《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

关于德育评价的要求［９］，教学团队完善了知识、能

力、情感全过程、多方位的综合考核方案（图３），以
综合考查学生对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情感目标的

达成度。

３４　构建药理学课程思政素材库及案例库
教学团队依据专业培养目标制定教学大纲与教

学目标，优化调整教学内容，构建药理学课程思政素

材库，包括社会热点素材库、临床用药案例库、药物

发现案例库、制药领域人物素材库。教学团队搜集

整理了十余个社会热点案例事件、１６个临床用药案
例、２０位制药工程领域突出人物、２１项药物发现素
材、１６项制药相关前沿科技资料。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不断持续改进，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深挖

专业课程思政素材与案例，为讲好制药工程学科专

业类课程提供鲜活事例和素材，为相关类似专业教

师讲授课程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为学生深入了解专

业背景及前沿动态提供了拓展与进阶学习资料，突出

高等教育的育人本质，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总目标。

$

　教学成果的初步推广和应用效果

近年来，参与制药工程药理学课程创新教学的

学生（２０１６级至２０１９级）满意程度明显上升，学生
的综合能力和思政素质明显提高，逐渐从被动的依

赖学习者转变为积极的自主学习者。

图３　“知识＋能力＋情感”的多元评价体系

４１　人才培养成效显著
学生积极参与课程教学改革，其学习兴趣显著

提升，研究生阶段攻读药理学研究方向的学生比例

逐年上升。此外，本专业学生积极参与各类科技创

新创业比赛，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在校级／省级／国
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中，本专业学生获第七／八
届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级

银奖、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全球银奖、全国大学生

制药工程设计竞赛国家级二等奖 １项及三等奖 ２
项，实现了“以赛促教，以赛促学，赛教学融合”的良

性循环。

４２　教育教学成果突出
课程教学团队成员近五年参编专业教材４部；

主持或参与国家级自然科学项目６项，省级项目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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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发表ＳＣＩ论文６０余篇；获授权发明专利１７项。
近三年主持教学改革研究项目１０项，教育部产学研
项目８项，获得教学成果奖４项。

本课程的创新方向契合新时代本科教育创新改

革要求。但是在创新实践中，教学团队发现教学创

新的效果仍然不够理想，例如选取的部分教学案例

与学生的关注点不尽相符，部分学生的实践教学作

品流于形式等，创新教育任重道远。今后，教学团队

将持续改进，以推动药理学课程沿着新时代本科教

育要求的方向稳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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