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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学科的时代特点
,

促进药理学教学改革

徐添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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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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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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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在分析了药理学在新时期的发展特点以及药理教学面 临的问题的基础上
,

简述 了近期 国内外应

对这种变化所采取的主要教改方法与对策
,

提出了药理 学教育工作者应把握社会对 药理 学知识 日益增 长的

需求与药理学在新药评价中的地位提升这 两大机遇
,

利用各种资源方法将药理学教改推上一个新的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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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很多的药理学教育工作者都有这样的困

惑
7
现今药理学知识的快速增长和更新

,

以及新兴学

科如药物基因组学
、

蛋白质组学等与药理学科的相

互交叉渗透
,

使这门学科变得难以驾驭
,

而教授药理

学也因此变得更具有挑战性
。

因此
,

有必要重新审

视新时期下药理学教学的特点与发展
,

找出对策
,

把

握机遇
,

搞好药理学教改
。

有药理学的知识背景不仅仅要掌握分子生物学技

术
,

经典药理学的知识和能力对于当今发展理想的

药物而言仍是必需的
。

: 新时期药理学教育的挑战

药理学的发展大大地推动了药物研发
,

带来了

科学信息的大量积累与快速更新
。

但与此同时
,

也

给学习药理学造成了困惑
。

因为要把药物的相关知

识在课堂上全部传授给学生既没有可能也不现实
。

而且
,

随着药理学的普及
,

不仅仅是医疗专业的学生

需学习药理
,

还有生物技术
、

卫生管理等多种专业也

开设药理学课程
。

给不同专业的学生讲授同样广度

和深度
、

相似重点的药理学显然是不合理的
。

因此

需要针对每一专业方向的实际
,

制定出适合不 同层

次的药理学核心知识点和评价体系〔’〕
。

例如医学

专业的知识点要着眼于学生今后临床实际工作的需

要
,

强化临床用药与合理用药的能力
。

生物技术专

业的知识点要为服务于生物制剂
、

临床检测及诊断

技术等生物医学相关领域奠定较好的基础 厄− 〕
。

如何将经典的药理学概念与新兴的学科知识相

整合是另一个新的挑战
。

众多新兴学科在飞速发展

2分子生物学
,

免疫学或基因组学等5
,

如果要把握

当代药理学的发展
,

作为药理学工作者
,

不能忽视这

些学科中的一些基本概念
,

但同时
,

即使在学习那些

通过蛋白质组学或生物技术来源的新的药物时
,

我

们也不应完全撇开经典的药理学知识
,

认为它们是

已经过时了
。

因为现在制药企业要求研发工作者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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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教授药理学

当这些药理学知识和相关的内容涉及到教学

的时候
,

我们必然会碰到一个问题
,

即应该如何教

授所选定的知识点 Δ 近来的教学改革上提出两种

方案
7 一 是基于 问题 的学习方式 2Ε∋ &# ( !

一

Φ∀Γ (Η

#( ∀∋ Χ∗ ΧΙ
,

%9 ϑ 5 6 二是计算机辅助教学 以及 网络
。

国内不少医学院校 已经在使用 %9ϑ
,

并且这种方法

还在不断的推广〔’〕
。

很多药理学教师关注 %9ϑ
,

因为这个方法能将药物学 习融人它们临床使用 的

背景中去
。

不仅如此
,

这一方法也使多学科知识

的整合成为可能
。

从学生这个角度
,

他们也认为

%9 ϑ 十分有效
,

对理解药理学更有帮助
。

%9 ϑ 极大

的增强了学生 自主学习的技能以及分析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

同时学生们也了解到哪里是主要的药

理学习资源所在
。

不仅如此
,

教师们也都很欣赏

%9ϑ 讨论课
,

认为有利于师生的交流和相互学习
,

有利于构建和谐宽松的师生关系
。

然 而
,

这种方

法需要老师花费较多时间备课
,

另外评价体系不

够完善
,

缺乏合理的问题构建标准与动机刺激
,

这

些限制了 %9ϑ 的成功运 用
。

此外
,

另一个被普遍

认可并 已在 国内推广 的方法是计算机辅助教学

2
Κ ! Ε  )( ∋ ∀ Γ Γ∗Γ)( Η ∗Χ Γ )∋ ( )∗ Χ ,

(Λ > 5
。

国内外的调

查显示 ΒΛΜ 节省了课堂写板书的时间同时增加了

授课的信息量
,

既便于教师阐明知识点又 能提高

课堂效率
,

使学生建立起全面 的
、

多感知的
、

形象

化的及多维的知识体系 Ν 3 卫
。

特别是计算机化实验

室的推广使药理学实验教学更高效
、

科学
,

有利于

锻炼能力
,

培养创新思维
。

还有 一种交互式计算

机程序的方法也在代替某些动物实验上成功 的运

用
。

虽然这一方法在 国内尚处 于尝试起步 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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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编程 和技术方面的困难
,

但笔者认为很有运

用前景
。

因为其突出的优点是可 以节省物力又能

在很大程度上 让每一个人参与实验的全过 程
,

这

在我国人 口众多
、

资源 相对紧缺的国情下尤有价

值
。

同时
,

对于普及药理实验的思维和能力
,

更大

程度的尝试各项药理实验都有帮助
。

最后
,

值得

关注的是英特网的运用
,

这越发被认为是 一个教

学的重要资源
。

它提供的众多药理学资源能帮助

学生找到涉及所有药物的相关信息
。

因此药理学

网站的建设就显得极为重要
。

通过建设教学和学

习资源共享平台
,

并进行适当的引导和互动
,

一方

面有利于教师提高备课效率和效果
,

有利于推广

教学软件的运用 6另一方面对于学生 自主学习
,

深

化对课堂知识的理解
,

发现他们未来的研究课题

十分有利
。

4 把握机遇
、

促进药理学教改

新时期对药理学而言既充满挑战又潜藏机

遇
。

毫无疑问
,

现代社会药物的使用将愈发广泛
。

社会心理对药物的依赖
,

制药企业的商业 压力以

及医师开药的需要都会大大促进药物的使用
。

因

此
,

很多职业都需要药理学的基础训练来准备面

对新时代
。

在过去
,

药理学只需要教授给医疗健

康专业
,

而今具有生物学或工程学背景的学生也

正在接受这门学科的训练
。

来 自记者
、

经济
、

保险

甚至法律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对药理学感兴趣
。

国

外有的大学已经开展药理学相关的公开课面 向所

有的不同专业的学生
,

并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6
。

目前在国内
,

一般大众对 于药理学的认识与理解

还是十分缺乏的
。

作为药理学教育工作者需要把

握这一机遇增强药理学知识的普及和扩大药理学

的影响力
。

比如加强 网站建设
,

扩大宣传与交流
,

提供更多的药理专业实践机会给学生等
。

第二个

药理学 的未来机遇 是它 在新药研发中的 中心位

置
。

当前人们对于通过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 的

方式找到新药寄予很高的期望
。

虽然新时期需要

分子生物学知识来发现新药
,

但毫无疑 问
,

药理学

思维对于充分研究和认识新药是重要的
。

相 比起

分子生物学家要掌握药理学的众多知识来正确评

价新药而言
,

一个药理学家理解分子生 物学的概

念是相对容易的
。

药物在投人使用之前只有通 过

体外和体内严格的药理学试验才能获得关于新药

的必要的信息
。

最近正 在组织实施的
“

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
7
重大新药创制

”

中有不少有关药理学平

台建设的专题
7
药效学研究和评价技术平台

、

药物

代谢动力学研究和评价技术平台
、

药物筛选技术

平台
。

这些都说明了药理学在新药研发中的重要

地位
。

因此
,

药理学教育工 作者应把握学科发展

的机遇
,

改革教学的内容和形式
,

使之更适应时代

的需求
。

总之
,

新时期药理学教育工作者应在不忽视药

理学基本概念的基础上
,

不断跟进药理学前沿进展
,

善于学习和利用新技术背景下的多种教学手段
,

引

人适应时代需求的教学内容和形式
,

把握学科发展

机遇
,

将药理学教改推上一个新的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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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收

载临床常用药物 . :. 种
,

介绍 了每种药物的药理分类
、

适应证和常用量
,

并重点详细阐述 了与护理密切相关

的注意事项和给药护理
。

该书资料翔实
,

内容丰富
,

信息量大
,

实用性强
,

并具有较好的指导性
,

是护士实施

给药护理的必备实用工具书
,

也是临床医师和临床药师的常用参考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