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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药物分析 》课程的双语教学实践中探索了双语教学的技巧 ,并对药物分析双语教学中教材、教师

及学生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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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语教学如今已成为各高校以素质教育为核心

的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陕西科技大学生命学

院药剂教研室对《药物分析 》课程的双语教学进行

了尝试和探索。

1　药物分析双语教学实践

1. 1　浅显英语介绍本课程内容 　在《药物分析 》刚

开始第一节课时 ,用较浅显的英语介绍该课程的性

质、任务和主要内容等 ,使不同英语基础的学生都能

听懂并理解本课程。例如在第一章《绪论 》中介绍

药物分析的性质为 : Pharmaceutical analysis is an ap2
p lied science dealing with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2
opment of the quality control methods of drugs(药物分

析是一门研究与发展药品质量控制的应用学科 )。

并将药物分析的任务概括为四个方面 : the quality

research during the new drugs development (新药开发

中的质量研究 ) ; the quality control during the drugs

p roduction (药品生产中的质量控制 ) ; the quality test

of the p roducts (药物成品的检验 ) ; bio2pharmaceuti2
cal analysis (生物体内的药物分析 )。

1. 2　简短英语概括每章节主题 　每次课开始 5分

钟安排对上次课的重点内容复习提问 ,让学生尽量

用英语回答。同时在复习过程中引出本章节主题 ,

并用简短英语概括。例如第二章《药物的鉴别试

验 》,将其内容概括为 5个方面 : general considera2
tions(概述 ) ; the item s of identification test (鉴别试

验的项目 ) ; the methods of identification (鉴别的方

法 ) ; the condition of identification test (鉴别试验条

件 ) ; sensitivity of identification test (鉴别试验的灵敏

度 )。这样学生可在掌握上节课内容的基础上对本

次课内容有一个提纲挈领的认识。

1. 3　中英双语反复强调基本概念 　用汉语解释基

本概念可使学生容易理解并准确掌握专业知识 ;同

时用英语解释可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基本概念并掌握

专业词汇与表达方法。例如一般鉴别试验的中文定

义为 :以某一类药物的化学结构和物理化学性质为

依据 ,通过化学反应来鉴别药物真伪的试验 ;其英文

解释为 : general identification test is a test that identify

a sort of drug by the chem ical reactions, according to

the chem ical structure and physical and chem ical p rop2
erties。这样学生既掌握了一般鉴别试验的概念 ,又

学习了诸如 chem ical reaction, general identification

test等英文表达方法。

1. 4　引导学生总结专业英语规律与特点 　引导学

生总结诸如有机化学文献、药典、药品说明书等药学

英语常见文体的规律与特点 ,以更好地掌握专业英

语知识并能举一反三、活学活用。例如有关有机化

合物的构词法 ,总结了词缀法、合成法、缩略法等方

法。学生只要掌握了这些方法 ,就能在碰到新词汇

与文献时了解其意思。

1. 5　专业英语作业及考试　每节课结束前 ,用英语布

置作业 ,要求学生用英语完成。有些作业比较简单 ,只

是对课堂内容的总结。有些作业需查阅文献 ,这对学

生的专业知识与英语阅读、写作能力都是很大的锻炼

与提高。同时在期末考试中设置专业英语试题。

2　药物分析双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 1　教材方面 　双语教学要求使用国外原版教材 ,

但由于国内外教学体系的差别 ,目前整个药学专业

教学体系中 ,均缺乏适合本科生使用的系统的英文

教材。因此 ,选择合适的教材是药学专业双语教学

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药物分析 》双语教学实践中 ,

采取了中英文教材相结合的方法。英文教材选取

David G. W atson编写的 Pharmaceutical Analysis
[ 1 ]

,

该教材侧重于各种分析方法。中文教材选取刘文英

主编的《药物分析 》[ 2 ] ,该教材重点介绍不同结构类

别药物的分析。中文教材易于学生理解和掌握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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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材可提供地道的英文表达方式。同时以分析方

法为主线的英文教材和以药物结构为主线的中文教

材结合使用 ,可以优势互补 ,发挥更大作用。

2. 2　教师方面 　双语教学对教师要求很高 ,不仅要

精通专业知识 ,还要用准确流利的英语讲解。但目

前同时具备专业素质与外语能力的教师十分缺乏 ,

因此培养和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双语教学教师队伍显

得十分重要。我校对此的解决办法是选择现有师资

中英语水平较高的教师担任双语教学任务 ,并对教

师进行定期英语培训。与此同时 ,教师本人也应努

力提高英语水平 ,以更好地适应教学要求。

2. 3　学生方面　双语教学对学生也提出了相当高的

要求 ,而学生的英语水平又参差不齐 ,英语基础较差

的学生可能会消极对待。教师应想方设法尽量让每

位学生都对课程产生兴趣且上课都能听懂。在《药物

分析》双语教学实践中 ,一方面加强与学生交流 ,了解

学生的英语水平 ,并根据情况随时调整双语教学的方

式方法 ,兼顾不同英语水平学生的学习。另一方面多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方法 ,让学生对药物分析专

业知识和专业英语都有一个较好的收获。

参考文献 :

[ 1 ]　David G. W atson. PharmaceuticalAnalysis[M ]. London: Churchill

L ivingstone Publishers L im ited, 1999.

[ 2 ] 刘文英. 药物分析 [M ]. 第五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

2003.

收稿日期 : 2007204203

(上接第 223页 )

过什么贡献。可以分析作者单位 ,作者单位有何等

优势。至于内容分析是最重要的 ,分析研究内容 ,创

新性及结果的意义。甚至还会对垃圾文章进行分

析 ,拿出某个重要人物的垃圾文章 ,分析一番其内容

水平有多低 ,其目的不在贬低作者的个人水平 ,而在

于提醒大家科研选题的风险所在。文献分析报告这

种形式 ,不仅使个人在文献阅读、学术素养、口头表

达等方面受益 ,也会使整个课题组在团结协作、集思

广益等方面受益。

7　参与教学活动

在美国和日本的大学 ,研究生兼助教 ( Teaching

assistant, TA)制度是一项普遍采用、措施完备、富有

成效的教学制度 [ 7 ]。按照有关规定 ,研究生在读期间

可以受聘于主讲教师完成一门或几门课程的教学或

教学辅助工作。每个 TA负责约 20名学生 ,开展辅导

答疑、带教实验、组织讨论、批改作业和阅卷打分等工

作。研究生担任助教不仅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社交

能力和实践能力 ,而且也让研究生得到经济上的资

助 ,同时还可缓解教师资源紧张的压力。本科生课后

与任课老师的直接交流机会并不多 , TA是沟通师生

的桥梁和纽带。一方面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在教学过

程中提高自己的表达、沟通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尤其

对于非英语国家的研究生在语言方面的锻炼很大 ,真

正体现了教学相长。另一方面 ,老师也可以通过 TA

进一步了解学生 ,及时了解优秀本科生的情况 ,及早

引导培养。很多中国籍学生普遍对他们的 TA生活

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 TA教学过程中 ,通过与学生的

交流 ,提高语言能力 ,结识朋友 ,交流文化。

在上述七个方面的实践过程中 ,笔者认为非常

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大学的学术风气和科研氛围。良

好的风气和氛围会激励师生开展更多更好的教学活

动。正所谓一位名家所说 ,好学生是熏出来的。没

有良好的学风如何熏陶出优秀的人才。著名的学者

大多是“工作狂 ”,他们通过这种勤奋精神带动课题

组和研究生。科研需要智慧 ,智慧来源于勤奋。笔

者的导师 A lan R. Katritzky教授是国际知名的杂环

化学大家 ,家中的图书绝非摆设 ,而是日夜专心于学

问的见证。年逾 80的他 ,仍是每天早上五点进办公

室。先后发表 1600多篇文章 ,篇篇凝聚他的心血 ,

他的学风感动了一代又一代学生。由此可见 ,研究

生教育的培养制度、过程和方法是十分重要的 ,而

且 ,这过程本身起着大浪淘沙的作用 ,去劣存优 ,不

断提升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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