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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药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本文阐述了对药学专业的药理学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和探索。通过教学中贯穿启发式教

学方法、指导学生对科研文献的学习、开展药理学设计性实验及调整考评方法，将药理学教学与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相结合。通过强

调药理学中“构-效性”、强调药物作用的靶点和开设新药研发的专题讲座，培养学生科研的思维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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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医学院校药学专业培养的目标是具有药学基本理论、基

本技能和专业知识，具备从事药物的研究与开发、生产、检验、

销售和使用等方面能力的高级医药专门人才[1]。因此，药学专业

是一个实践性强、动手能力要求高的专业。药理学是药学专业学

生的核心课程之一，它是研究药物与机体（包括病原体）间相互

作用规律和原理的学科。药学专业的药理学应该有不同于医学专

业的特点，其主要任务除了使学生获得临床合理用药所必需的药

理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外，还应突出“药”学的特点，即为学

生从事新药的研究与开发能力奠定相应的基础。现行的药学专业

的药理学教学沿袭以教师、教材为中心，以教师讲、学生听为主，

以介绍药物作用机制、临床用途、不良反应等为主，以考试成绩

作评价的教学形式。使学生学习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对学生主

动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不足，这种教学模式培养出来的

学生往往在实际工作中缺乏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2，3]。在近

几年药学专业的药理学教学中，我们发现教材中存在部分内容比

较陈旧，且与实践脱节，不能有效的为药学专业学生的科研工作

服务等一系列问题。为了更好的与药学专业培养目标相适应，着

重为培养药学专业学生的科研能力奠定基础，我们在教学过程中

对药理学的教学方法、内容进行一些调整、尝试和探索。 

一、教学方法的调整 

除了启发式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外，将药理学科研

文献引入药理学课堂教学，同时开展以学生为主体的药理学设计

性实验，并调整课终考评的内容，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的科研兴

趣和能力。 

（一）教学中始终贯穿启发式教学方法 

启发式教学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把讲解与学生思考有机

地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引导学生积极思

维，从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融会贯通地掌握知识

和技能的一种教学方式[4]。 

教师设问前先介绍相关背景知识进行铺垫，设问后启发、引

导学生带着问题思考，老师以围绕着问题做解答的方式进行讲

授。比如在介绍抑制胃酸分泌药的分类时，先介绍胃酸的生理性

分泌，胃酸的分泌与胃壁细胞上的胆碱受体、胃泌素受体、组胺

H2 受体及 H+-K+-ATP 酶等有关，当乙酰胆碱或胃泌素激动相应

受体后，促进壁细胞膜的钙通道开放，从而激活壁细胞上的

H+-K+-ATP 酶，促使 H+-K+交换，胃酸分泌增多；组胺和组胺

H2 受体结合后，能经 cAMP 依赖途径激活 H+-K+-ATP 酶，增加

胃酸分泌。然后启发学生思考，抗消化性溃疡药要减少胃酸的思

路之一是抑制胃酸的分泌，从哪些环节入手能抑制胃酸的分泌？

学生自然就能想到用相应受体的阻断药和质子泵的抑制药。这种

方法改变了注入式教学呆板、沉闷以教师为教学主体，学生被动

接受的状态。既能启发学生的积极思维，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能

力，更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独立思考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掌握知识

点。 

（二）将科研文献的学习引入药理学课堂教学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除了教师，学生也是教学的主体，如何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是教学成功

的关键因素[5]，其方法之一就是在授课过程中培养药学专业学生

逐步阅读，并进一步理解和应用药理学科研文献的能力。 

1.授课过程中引入相关科研文献以巩固理论知识，并为科研

奠定基础 

教师首先选择一篇具有代表性的药理学科研文献，并介绍此

文献的主要框架及内容组成，让学生对药理学文献有初步的了解

和认识。如在介绍“量-效关系”时，引入药理文献中给药组的

低、中、高剂量组，随着药物剂量的增加，受试药物某一药理效

应逐渐增强的实验结果，启发和引导学生思考“量-效关系”，

除了进一步巩固理论知识，还可以让学生给学生布置课后的思考

题，如在药理实验中的剂量如何设计，学生在查阅相关资料后分

析讨论后，教师再进行总结和评价，为药理实验奠定初步的基础。 

2.讨论相关科研文献以提高科研兴趣 

在学生掌握了一定的药理学理论知识和相应的药物后，教师

围绕药理学教材中学过的药物，选择具有创新性、设计严谨的不

同科研文献提供给各组同学，布置思考题目（如该项研究的实验

目的、低、中、高剂量组如何设计、阳性药的选择、采用的实验

方法、得到的实验结果、体现了药理学的哪些基本理论等），请

各小组同学讨论、归纳和总结后，派代表在课堂上发言后，教师

点评。通过这种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方式，可以把科研文献的学

习进一步引入教学中去，这样既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调动了

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又能提高学生的科研兴趣，培养科研思

维方法。 

3.撰写综述以培养科研思维 

在进一步深入学习药理学理论知识并教会学生查阅科研文

献的技能后，组织学生撰写药理学研究进展方面的综述，集中培

养学生独立、主动地获取新知识的能力，熟悉获取医药学新知识

的途径。比如，讲到解热镇痛药一章，可以撰写中药及其复方中

具有解热镇痛作用药物的研究进展，如桂枝解热镇痛作用的研究

进展，使学生开阔了视野，弥补了药理学教材和课堂教学的不足，

同时又掌握了药理学的研究方法与思路，激发学生求知热情，培

养他们的科学思维能力及论文书写能力。 

（三）开展药理学设计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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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方面：社会大环境也是决定大学生个性发展的一个重

要因素。首先，社会必须为大学生个性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良好

的氛围。进一步深化当代的教育体制改革，新闻媒体有正确的舆

论导向和正确的价值导向，开展全方位的社会教育，引导学生参

加积极有益的社会活动，为大学生个性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其

次，社会用人单位也要实现转变，由追求人才的专业性转变为更

加注重人才的社会适应性，以及知识、能力的综合性。 

2.个人方面：90 后的我们，曾经是每个家庭的中心，家中所

有人都围绕着我们而转。可是进入大学之后，我们必须清楚地明

白，每个人都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别人也不可能会围着你转，

只有自己去积极主动地适应他人，才能更好的融入这个环境之

中。克服独生子女固有的娇惯，我们要变得更加有担当，多为宿

舍工作做贡献，多多关心宿舍其他同学。成绩固然很重要，但我

们不能只看到这些，人际关系的培养，对我们以后的人生、工作

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要学着宽容、理解他人，消除嫉妒、偏见

等不健康的心理。已经迈入 20 岁的我们在心理上要慢慢走向成

熟，不再以小孩的思维考虑事情，而要以成年人的视角看待问题。

事在人为，我们真正从态度上转变了，很多问题也就不成问题了。 

3.学校方面，也应当尝试一些方面的改变：让心理辅导员真

正介入到学生宿舍管理中去，不仅仅只是挂个名，而是要切切实

实的去了解学生心里真实的想法，给予他们有效的开导和引领。

多开设一些人际交往方面的课程，让同学更多的了解人际交往的

技巧，感受人际交往的魅力。当然，对于宿舍集体活动，应该鼓

励同学们多多参加，以增强宿舍凝聚力，促进宿舍成员情感的交

流。 

4.最后，在家庭教育方面，从小就要灌输孩子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告诉他们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逐步引导他怎样关心别

人，以及培养他宽容、赞美、团结、有担当等一系列良好的品质。 

总之，女大学生宿舍文化作为高校女生校园生活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女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构

建和谐美好的宿舍关系，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从

个人、社会、学校、家庭等多个方面进行探讨，找出解决宿舍关

系的方法与对策，经过各方不懈努力，相信一定能营造出和谐温

馨的宿舍文化，为女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有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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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是药理学教学的重要部分，是培养具有高素质药学

人才的关键环节之一[6]。为此，我们除了开展传统的验证性实验

外，积极开展设计性实验。如传出神经系统药物对血压的影响的

实验，从文献的检索、阅读、实验设计、实验材料的准备、实验

操作、结果的总结分析和实验报告的撰写等整个过程均以学生为

主体进行，过程中若有疑问或问题时，教师给予相应的启发性指

导。 

（四）调整考评内容 

我校药学专业药理学大纲规定，考试成绩占 60%，平时成绩

占 30%，实验成绩占 10%，结合上述药理教学方法的探索，我们

在平时成绩和实验成绩的内容和形式上做了相应的调整。平时成

绩除了考勤、课堂提问外，主要以文献讨论、综述撰写的成绩为

主。另外结合设计性实验的表现给予实验评分。这样更客观和有

效的反映了学生学习主动性和创新能力。 

二、教学内容的调整 

目前所采用的药学专业药理学教材来源于临床医学专业教

材，其学科针对性有所不足。针对药学专业教学目标，我们在教

学中对教学内容进行了相关的调整。 

（一）补充、展开药理学中“构-效性” 

在药理学各章节教学中适当加入药物的化学结构与药理效

应及毒性之间的关系，以提高学生对常见药物结构母核的认识和

理解。在讲解具有相同母核的同类药物时，如β-受体激动药、

强心苷、第 3 代氟喹诺酮类抗菌药等时，附加介绍该类药物结构

母核，侧链改造位点，结构改造后药物化学性质、体内过程、药

理活性和毒性的改变程度，使学生了解药物研发的思路，增强对

药物作用特点的掌握。 

（二）强调药物作用的靶点 

在介绍抗帕金森病药、抗精神失常药、抗心律失常药、抗高

血压药、抗心衰药、抗心绞痛药等的作用机制时，先介绍疾病的

病理生理机制，启发和引导学生自己思考、推测本病的治疗原则、

治疗思路和药物相应的治疗靶点，从而既明确了治疗此类疾病药

物的分类，同时进一步强调药物的作用靶点，培养学生新药研发

的基本思维。 

（三）开设新药研发的专题讲座 

结合观看新药研发的视频和理论讲解，使学生了解与药理学

相关的新药研发内容和流程，如临床前实验的内容、临床实验的

基本方法和原则、实验结果的分析评价及部分药物临床试验医疗

机构等，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和思维。 

通过以上优化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教学实践，学生们反映

他们对药理学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增加，不仅掌握和巩固了药理

学教材中的基本理论和内容，而且通过科研文献的学习、综述的

撰写及设计性实验的完成，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培养了科研素质，

提高了科研兴趣，初步掌握了新药研发的相关内容，这为培养出

适应社会需求的实用型药学专业人才提供了有意义的探索和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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