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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探讨药物动力学课程教学中的三个常见问题 :板书与 PowerPoint CA I课件的结合使用问题 ;药物动力

学公式推导问题 ;例题与作业设计问题。初步总结了我校提高药物动力学教学效果的一些可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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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动力学是应用动力学原理和数学处理方

法 ,通过药物在体内的“量时 ”变化或“血药浓度经

时 ”变化 ,定量描述药物的体内过程动态变化规律

的科学 [ 1 ]。研究药物动力学 ,对于指导临床合理用

药、新药的研究开发、药物制剂的体内质量控制及药

物的分子设计与剂型设计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回顾近年来的药物动力学教学实践 ,并结合当

前的教学工作状况和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的反馈信

息 ,笔者以为有必要对困扰药物动力学教学质量的

几个常见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

1　板书与 Pow e rPo in t CA I课件结合使用的问题

当前很多院校在药物动力学课堂教学中引入了

多媒体教学 ,并且日益成为主要的教学形式。虽然

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确实有着诸多的优点 ,它以其

直观、生动、形象的画面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比如化抽象的概念为直观 ,化复杂的问题为简单 ,化

静止的事物为运动等等 ,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

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 ,从而提高了教学效果。Pow2
erpoint电子教案让教师告别了 "一块黑板擦 ,满身

粉笔灰 "的教学时代 ,给日常教学提供了极大的方

便 ,使教师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解放。并节约了大

量时间。笔者从与学生的交流中了解到 :多数同学

乐于接受 PowerPoint CA I课件。

但是应该看到 :在药物动力学课堂教学中 ,也存

在着多媒体教学课件应用不当或者过滥的情况 ,在

教学过程中显露出诸多弊端 ,有的还很严重 ,从某种

程度上说不是提高而是减弱了药物动力学课堂教学

的效果 [ 2 ]。有以下几种情况值得引起老师们足够

重视 : ①课堂教学全程使用课件 ,很少甚至不使用板

书 ,教师成了课件放映员。课堂上没有了教师生动

的形体语言 ,也就没有了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

②在实际授课时多媒体课件显示速度过快 ,学生思

维跟不上又无法做笔记 ,常常引起学生的反感。③

有些多媒体课件制作粗糙 ,如简单地将教科书内容

堆砌在课件中 ,文字的摆放位置不协调 ,制作的图形

显示不甚清晰 ,动画效果杂乱等。④有些青年教师

用大量的时间制作课件 ,而忽视了对教学目的、教材

内容、学生接受能力的研究 ,忽视了学生对知识的掌

握和应用。虽然备课很辛苦 ,但事倍功半的教学效

果不可避免地会伤害师生双方的积极性。

实际上 ,教学方法只是一个中介、一个手段 ,是

教师和学生为达到教学目标所采用的途径 ,多媒体

教学与传统的“粉笔加黑板式 ”的教学模式都是为

教学目的服务的 ,因此即使应用了现代化技术的多

媒体教学也应该避免“越位 ”。教师在每节课中 ,要

根据教学内容和讲述的重点来确定采取哪种教学方

法 ,未必需要从头到尾使用多媒体教学。在实际教

学过程中 ,也应该运用两种教学手段相互配合 ,尽量

地利用多媒体教学和传统的板书相结合 ,这样可以

充分调动师生的兴趣 ,使学生的思维与教师的讲授

保持一致 ,巩固学生的感知量 ,突出课堂的教学重点

及难点 ;相反若只是一味地运用多媒体显示一晃而

过的内容来代替必要的板书 ,不仅不会给学生留下

太深的印象 ,还不利于学生对学习内容的掌握。而

且教学过程还是一个教师与学生双向交流的过程 ,

在教学过程中若发现学生对自己所讲授的内容反映

出疑惑时 ,教师则应通过板书对具体内容进行重新

讲解 ;通过板书还可以强调并列出授课内容中某些

知识点的难点和要点等 ;同时板书还可以及时提醒

学生 ,有利于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在药物动力学中

有些教学内容 ,特别是涉及到图形图片的内容 ,用多

媒体表达出来就形象直观 ,当然就要不失时机地利

用好多媒体课件 ,比如绪论课中药物吸收、分布、代

谢、排泄的讲解、药物消除速度的说明以及药物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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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演示等等 ,这样就会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 ,并

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有些内容通过板书讲解则更清

楚更细致 ,就不要全部用多媒体课件 ,例如在讲解消

除速度微分方程时可采用课件与板书相结合的形

式 ,由板书逐步讲解其中的推导过程并随时与学生

进行交流 ,让学生慢慢地跟随教师把握其来龙去脉 ,

放映的课件中只需要清晰地列出重要的中间公式及

最后的结果即可 ,这样一步步采用互动形式可以让

老师和学生同时专注于推导过程 ,能起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课堂教学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方式可行 ,对学

生掌握理解矩阵位移法的实质和实现过程有良好的

效果。

因此 ,在药物动力学的教学中 ,板书用于计算性

与推理性内容 ,幻灯片用于文字性内容。以人为本

的科学发展观体现在教学实践中就是“以学生为

本 ”,根据学生的需要来设计教师的教学活动。

2　药物动力学公式的推导问题

药物动力学的理论是定量描述药物体内过程的

动态变化规律 ,因此在教学中会牵涉到大量的药物

动力学公式 ,公式推导和公式应用的知识介绍是教

学的重点。那么 ,到底推导和应用哪个方面的内容

更重要呢 ? 这需要由各任课教师自己把握。在这

里 ,笔者就教学体会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

首先 ,药学专业的学生 ,毕业后主要面向医院药

学和制药工程 ,药学知识的应用能力尤为重要。在

教学实践中 ,我们针对性地简化部分理论公式的推

导 ,使学生重点掌握理论公式的实际应用。如在给

药方案设计时 ,省略了各种给药方式、具体公式的推

导 ,而把重点放在各种给药方式的体内过程动态变

化规律特点、给药剂量设计计算上。又如讲解非线

性药物动力学时 ,着重讲解非线性药物动力学的血

药浓度规律、非线性判断方法等。通过这样的调整 ,

使得教学内容详略得当、合理实用 ,避免了一些枯燥

的公式推导过程。

其次 , 省略公式推导并不是说理论公式推导不

重要 ,对于一些重要的理论 ,公式推导还是很重要

的。如单室、双室模型的静脉注射、静脉滴注推导部

分就很重要。这一部分搞清楚了 ,具体给药方案的

设计实质上就是一个具体应用的过程。因此在教学

中 ,我们分清重点 ,有的放矢 ,突出应用。

第三 ,在教学中 ,应该强调学以致用。课程讲授

始终围绕药物动力学临床应用而展开 ,公式内容的

深度和广度也以应用这把尺子来衡量。针对临床需

要的特点 ,在教学中我们把如何正确选择药物动力

学公式作为重点 ,逐渐展开加以讲解。首先从药物

动力学的基本公式出发 ,使学生了解公式的性质决

定了它在临床中的应用范围 ;再来分析各种公式的

组成、各个模型参数及其对混杂参数的影响 ;最后介

绍各种公式在临床实践领域的具体应用 ,以及如何

结合具体公式的理论特点、适用范围、具体指标等 ,

合理选取药物动力学公式。围绕这样一条主线展

开 ,使学生思路清晰 ,尽管内容较多 ,但能做到条理

分明 ,教学效果较好。

3　讲授例题与作业设计的问题

例题与作业是课程设计中的必要部分 ,但是例

题与作业的设计好坏 ,对教学效果的影响非同寻常。

常见的问题是教学中引用的例题与作业是否限于教

科书上。

首先 ,在药动学例题讲授时 ,典型例题的选题充

分注意体现基本理论与方法、题型的代表性与涵盖

面以及答疑与解惑的针对性。应该做到除书本原例

题外 ,适当引进书本外针对性强的综合性例题 ,讲授

时重在于典型习题的解题思路点拨。

其次 ,作为大学教育 ,建议习题以学生按需练习

为主 ,不提倡布置作业。我校的教学实践是 ,编录一

本实用性强的药物动力学习题集 ,作为学生配合用

内部参考书。这种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自我学习、

自我提高的能力。《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 》(人

民卫生出版社 )第三版即将有相应的配套习题集出

版 ,将是解决现有例题习题不足的重要工具。

第三 ,为弥补缺少综合性习题、设计性习题的缺

乏 ,在课程结束前 ,给学生布置一个贯穿药物动力学

各个知识点的大作业。大作业的题目是设计一个新

药的给药方案。设计内容包括 :给药途径、给药剂

量、给药间隔和给药剂型等 ,整个设计过程几乎涵

盖了药物动力学所有章节的内容 ,是一个综合运用

知识的过程 ;同时也锻炼了药物动力学知识和药剂

学的综合技巧。在做这个大作业的过程中. 学生确

定了解决实际设计问题的思路 ,对于设计中出现的

问题 ,大家共同磋商 ,相互讨论 ,能够活跃学习气氛 ;

同时促进学生学会使用参考资料及相关设计手册 ,

并能将所学知识综合起来解决设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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