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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是药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在药物的剂型设计、新药研发、药物质量评价、指

导临床合理用药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然而，传统的教学模式难以满足培养现代新型药学人才的需求。针

对该课程的特点及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文章总结了提高其理论教学质量的方法，为提高课程教学效果奠定了一定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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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药
学分支学科，也是药学专业的主干课程，是研究药物及
其剂型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排泄过程，阐明
药物的剂型因素，机体生物因素和药物疗效间相互关
系，并应用动力学原理与数学处理方法，定量描述药物
在体内动态变化规律的学科。其研究内容对药物的剂型
设计、新药研发、药物质量评价和指导临床合理用药等
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1]。该课程涉及学科多、知
识内容抽象、信息量较大，课堂教学如采用单一“灌输
式”方法，必然使学生的积极性不高，学习效果不理想。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化和互联网教育技术的发展，传统的

“灌输式”教学模式难以适应当代大学生的学习习惯与
思维。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需
要我们不断探索、实践以及要及时更新教学方法。文章

初步探索了提高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课程教学效果
的方法与措施。

一  立德树人目标框架下的思政融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
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
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
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同时也指出“所
有课堂都有育人功能，不能把思想政治工作只当作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事，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
任田”，提出了“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
行，形成协同效应”的要求。立足于药学特色，结合“思
政元素与专业知识融合融通”的教学理念，在保证教学
过程的完整性、学生学好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可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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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思政”贯穿于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课程整个教学
过程之中，不断从教学内容各部分章节中充分挖掘具有
本课程特点的“思政资源”。如，在讲授微粒给药系统
的制剂设计时，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以阿
霉素为例，通过其注射剂与脂质体注射剂两种剂型价格
和药理效应的对比，引出具有“灵魂砍价”之称的国家
医保药品目录谈判的视频——浙江省医疗保障局许伟领
衔的专家组将一款治疗 2 型糖尿病药品，从报价 5.62
元 / 片，砍到了 4.36 元 / 片，几乎为全球最低，进一步
说明国家为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正以更有效举措、
更大力度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各项工作，使更多种
具有较高临床价值的新药“入围”医保，使更多患者用
上了放心药、廉价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仅是
为健康中国建设夯实民生之基，更是为构建和谐社会助
力 [2]。在讲授药物动力学的发展史时，介绍我国著名的
药代动力学的学科开拓者和学科带头人刘昌孝院士的守
望理想与信念的事迹 [3，4]，从而激发学生对祖国药学事
业的热爱，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责任意识，同时，也
从其身上学习不畏艰苦，勇于奉献的精神以及创新、专
注、严谨、仁爱的品质，这不仅能够在知识传播中实现
价值引领，增强学生对专业的认同感和获得感，而且能
够在价值传播中凝聚知识底蕴，增强学生对本课程学习
的兴趣以及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对提高学生的职业素
养和职业道德，进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实现
人才培养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5]。“课程思政”把“立德
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将传统的思政教育对接
专业课程、课堂教学与师资团队，形成密集型与全方位
并存，渗透型与一体化互进的全新教育模式，能够充分
发挥课堂育人主渠道的作用 [6]。在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
力学课程的教学中融入德育元素，将“思政”资源转化
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教学载体，在“润物
细无声”的知识传授中融入理想信念的精神指引，从而
实现专业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

二  引入案例教学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案例教学法（Case Method），又称苏格拉底式教
学法（Socratic Method），以真实案例为载体，提出思
考问题，引导学生进行问题分析。案例教学法实施的关
键是选择恰当的案例，接近生活的案例更容易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激情。在本课程的实际教学中，除了强调
基本原理和概念外，更要注重引入恰当的实例，加深学
生对概念的理解。例如，药物的溶出速率直接影响药物
的起效时间、药效强度和作用持续时间，提高药物溶出
速率能够显著改善药物的吸收。其中药物粒子的大小和
表面积与溶出速率有一定关系，药物粒子越小，则与体
液的接触面积越大，药物的溶出速率增大，吸收也加
快。在讲授这一章节过程时，教师可引入灰黄霉素的案
例。灰黄霉素临床上主要用来治疗毛发癣菌、小孢子菌、
表皮癣菌等浅部真菌感染，是一种难溶性中性药物，不

能制成盐来增加其溶解度，该药的一般微粉化型口服只
能吸收 25% ～ 70%，其超微粉化型口服后绝大部分能
被吸收，用药剂量小且血药浓度高，临床上治疗真菌感
染效果较好 [7]。在讲解过程中引入灰黄霉素的实例，使
学生更好地理解粒径与溶出速率的关系，了解难溶性药
物增加溶出速率和加快吸收的制剂的方法，使教学内容
具象化，从而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增强课堂教
学的趣味性。同样，在某一章节讲授完后也可引入恰当
案例，让同学们学以致用。例如，在讲授完影响药物分
布因素这一章节后，引入实例 [7]，患者，男性，72 岁。
因黑便半天，呕咖啡样液体入院。十四年前因“心脏膜
病”行主动脉瓣及二尖瓣人工瓣膜置换术，术后长期服
用华法林、阿司匹林抗凝抗血小板治疗，但未规律检测
凝血指标。一年前因“胸闷气急”入院治疗，骨穿刺检
查结果提示存在溶血性贫血，给予暂停华法林。既往病
史还有高血压病及慢性肾功能不全。急诊胃镜检查显
示胃窦黏膜糜烂出血。入院后给子质子泵抑制剂护胃，
并加用维生素 K 及蛇毒凝血酶止血。第六天病情加重，
出现失血性休克。经抢救治疗后，继续给予维生素 K
对抗华法林抗凝作用，多巴胺维持血压，输注冰冻血浆
增加凝血因子促进止血，洗涤红细胞纠正贫血。一周后
失血性休克纠正，消化道出血停止。根据案例，引导学
生对问题进行分析：该患者出现反复消化道出血症状主
要与其服用华法林有关。本例中由于分布过程变化造成
华法林抗凝作用异常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1）
疾病因素。该患者患有慢性肾功能不全及消化道溃疡出
血，导致蛋白质丢失。其血浆白蛋白水平严重偏低。华
法林血浆蛋白结合率高达 99％，血浆蛋白水平低下使
药物蛋白结合率低，游离的华法林浓度显著增加，最终
导致其抗凝作用增强；（2）药物因素。该患者入院前长
期同时服用阿司匹林和华法林。前者的血浆蛋白亲和力
比华法林强，可竞争性与血浆蛋白结合，使游离华法林
浓度增加，从而增强其抗凝作用。通过案例分析，引导
学生们学会运用所学专业知识灵活地分析、思考问题，
形成自己的观点或寻找解决的办法，学以致用，将自己
的理论知识应用于生活实践中，充分展示自己的知识才
能，增强了学生对专业课的理解和将来的使命感，激发
了学习热情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思维方式 [8]。

三  基于“雨课堂”智慧工具教学模式改进

随着信息技术尤其是移动技术的发展，出现了
“雨课堂”、MOOC 等多种形式的智慧教学工具。其
中“雨课堂”以手机为载体，将复杂的信息技术与
PowerPoint、微信相融合，集线上慕课资源共享的优点
和线下传统课堂面对面言传身教的优点于一身，科学地
覆盖了课前—课上—课后的每一个教学环节，为师生提
供完整立体的数据支持，个性化报表、自动任务提醒，
让教与学更明了，从而促进教学质量的新提升 [9-11]。在
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教学中，可充分利用“雨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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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智慧教学工具。以药物代谢为例，课前，任课教师可
通过“雨课堂”将药物代谢这一章节含有语音、习题、
MOOC 视频等课前预习资料及相关知识拓展资料推送
到学生手机，学生在课余时间进入“雨课堂”，对整个
章节进行预习，标记出预习过程中的难点，也可以给老
师留言，教师在后台可以及时对学生做出回应，借助“雨
课堂”中单选、多选、投票等功能对学生的预习情况进
行在线测试，掌握学生的预习情况。课中，通过“雨课
堂”的扫码可快速自动完成签到，借助于雨课堂学生预
习中反馈的问题，教师增加相应的教学材料，并总结几
个有价值的问题，引导学生进行讨论。例如 A. 药物代
谢的临床意义是什么？ B.影响药物代谢的因素有哪些？
C. 运用药物代谢酶性质进行制剂设计的方法。在讨论
过程中，教师重点纠正学生思考和讨论过程中出现的错
误，解答反馈较多的问题，并布置本章作业题。课堂上
的弹幕互动、实时答题及“不懂”按钮可以及时反馈学
生课堂学习情况，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主动参与性、课堂
的趣味性和互动性，有利于教师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轨
迹以及量化学习效果。课后，学生不受时间地点限制，
通过“雨课堂”推送的习题巩固教学内容，在讨论区实
现师生互动、生生互动。“雨课堂”这种智慧教学工具
在课外预习与课堂教学间建立沟通的桥梁，打破了传统
教学模式的限制，让课堂互动永不下线，这种教学模式
是一种更加有效的现代化教学手段，能让学生更直观的
了解课程内容，在轻松的氛围中获取更多知识，并激发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大学课堂更加实效。

四  在课堂专题讨论中提高学生学习自主性

结合具体教学内容，改变单纯的讲授式教学方式，
有针对性的组织开展专题讨论等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学
生在学习中的主体作用。例如，在讲授口服药物的吸收
这一章节时，对影响口服药物吸收的因素做专题讨论。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课下搜集相关理论知识、汇总相关文
献，分别从生理因素、药物因素以及剂型因素三个方面
探讨其影响因素。在课堂上，每个小组选派代表进行讲
解，其他小组根据自己查阅文献情况进行补充和质疑，
任课教师引导学生的讨论方向，最后进行概括总结。该
种教学模式既能让学生自主获取新知识，又能锻炼学生

查阅文献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对学生的知识深化及以
后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奠定一定的基础。

五  结论

总之，将“课程思政”、案例教学、“雨课堂”、专
题讨论等教学模式及方法相结合，应用于生物药剂学与
药物动力学的理论课程教学中，不仅能发挥学生在学习
中的主体作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观能动
性，加深对本课程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记忆，更能提
高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严谨的科学作
风，保证言传身教、立德树人的教学效果和质量，为从
事药学及临床药学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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