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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药理学是医药学高等院校举足轻重的经典学科 ,药理学授课的艺术性从内容上讲要做到教书与育人

并举、知识与兴趣并重 ;从形式上讲要做到图文并茂、情真辞切 ;从教师自身来讲要具备可亲可敬的个人气

质 ,进而保证课堂教学的最佳效果 ,让学生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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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理学是一门研究药物与机体 (含病原体 )相

互作用及作用规律的学科。药理学科的形成经过了

较长时间的演进过程 ,西方研究者对近代纷繁复杂

的药理实践进行了全面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 ,出

版了不少专门论述药理理论的著作、论文和教材 ,取

得了大量层次较高的研究成果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

了药理学较为严密的逻辑结构和较为完整的理论体

系。药理学的综合性很强 ,需要将总论和各论的知

识融会贯通 ;药理学的知识体系庞大 ,包括传出神经

系统药理学、中枢神经系统药理学、循环系统及血液

系统药理学、内脏系统及内分泌系统药理学以及化

学治疗药物药理学等。药理学被引入我国以来 ,理

论与实践的结合成为推动我国药理学科教学和研究

工作不断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药理学的原理既具

有哲学基础或哲学层次意义 ,具有最高和抽象层次

的药理学方法论 ,又具有一般思维原理和分析方法 ,

以及具体的技术方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药理学相

比 ,我国的药理理论研究仍有明显的差距。因此 ,药

理学授课的目标不仅局限于传授药理学的基本理论

和知识 ,而且还应培养学生钻研药理学的兴趣、树立

探求药理学奥秘的勇气、增强学科发展的历史观和

历史使命感、掌握科学的药理学的研究方法、培育严

谨治学的态度等 ,最终培养推动我国药理学科体系

建设的专业人才。鉴于本科教育阶段重在素质教

育 ,药理学授课应重点在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即

体现其欣赏性、趣味性、可记性 ,充分调动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 ,注重教学的实际效果 ,展现这门学科的学

问和艺术。

1　教书与育人并举

三尺讲台之上 ,作为一名教师 ,其职责不仅是传

授知识 ,更肩负着传递人类文明的重大责任 ,首先应

该做到教书与育人并举。比如讲到化疗药物药理学

部分 ,我们可以提到化学治疗的先驱德国科学家欧

利希 ( Ehrlich) ,他是免疫学家、血液学家 ,诺贝尔奖

获得者 ,亦是化学治疗奠基人。他在血清疗法治疗

感染性疾病研究中已作出重大贡献 ,但并未止步于

此 ,一直在该领域做不懈地努力和追求 ,结果在晚年

的时候 ,他发现血清疗法对许多细菌和原虫引起的

感染没有效果。据此 ,他提出了用化学药物治疗感

染性疾病的重大设想 ,即化学治疗。其后 ,他合成了

一系列化合物 ,其中 ,他合成的第 606号化合物对多

种细菌和梅毒螺旋体有较好的活性 ,后在临床广泛

使用 ,商品名为申凡纳明 ,又名 606。因此 ,欧利希

可以称得上是化学治疗的奠基人。欧利希的典故传

递给学生的信息不仅是知识 ,更包括了实事求是的

精神、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以及持之以恒的科学作风。

“授之以鱼 ”不如“授之以渔 ”,我们在传授知识

的同时还要传授技能。笔者在做学生的时候有个 "法

宝 " ,要将知识融会贯通 ,把书读 "薄 " ,就要巧用目

录。利用目录构建知识框架 ,将具体的知识点分类存

放 ,学习记忆的成效显著。笔者将这一经验体会传授

给学生 ,使得学生的学习更加高效率、高质量。

2　知识与兴趣并重

在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中 ,兴趣是持续的动力。有

了兴趣 ,才有了达尔文的进化论 ,才有贝多芬在音乐上

的造诣。在教学过程中 ,作为教师要引经据典激发学

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使学生进入积极主动探索知识

的状态 ,对所讲知识有较强的兴趣 ,变“要我学”为“我

要学”。例如在总论部分我们向学生阐明药理学学习

的意义 ,可以提到德国科学家格哈德·多马克 (Gerhard

Domagk) ,他也是化学治疗的先驱 ,他在 1932年合成了

染料百浪多息 ,药理学研究发现百浪多息有抗菌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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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对其进行结构改造。到 1936年 ,磺胺作为抗菌药

应用于临床 ,作为主要抗菌药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磺胺作为主要的合成抗菌药之一 ,一直沿用至今。通

过百浪多息的典故告诉学生们药理学可以指导新药的

发现 ,对救死扶伤有重要意义。再例如在心血管药理

学部分我们可以讲到在我国高血压普遍存在着患病率

高、死亡率高、残疾率高的“三高”和知晓率低、治疗率

低、控制率低的“三低”特点。2004年 10月 12日国务

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

状况调查报告”中指出 :我国成人高血压患病率为

1818% ,估计全国现患病人数为 1. 6亿 ,比 1991年增加

7 000多万 ,而人群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仅

为 3012%、2417%和 611%。这些数字使我国成为世界

上高血压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通过加深学生们对

高血压现状的忧虑激发学习兴趣 ,使学生们更加专注

所学内容。此外还可以通过临床病例讨论来激发学生

兴趣。例如讲到地高辛 ,可以分析病例 :男性 , 66岁 ,高

血压病 ,心衰Ⅲ度 ,房颤 (室率 110 bpm) 心悸 ,气促 ,恶

心 ,下肢浮肿 ,口服地高辛 0. 25 mg, 1 /d, 症状体征渐

好转 ,第 5 d腹泻 ,口服四环素 3 d后恶心、呕吐 ,黄视 ,

尿减少 ,肌注胃复安 ,当晚突然意识丧失 , ECG示室颤 ,

死亡 ,血钾 3. 3 mmol/L,地高辛 5 ng/mL。通过病例讨

论加深学生对地高辛中毒反应、诱因、先兆、诊断以及

治疗的认识。

3　丰富的表现形式

当今时代 ,书本、挂图、模型等表现形式已不能

适应教学需要。利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教学 ,信息

量大、图文并茂、形象生动 ,使学生从简单记忆转变

为理解记忆 ,一改传统抽象呆板的教学模式 ,优化了

教学过程 ,开阔学生的视野。比如 ,在讲解抗心绞痛

药物的作用机理时 ,我们设计多媒体动画 ,将心肌的

供氧和耗氧以直观的爱心的形状分别放在一个天平

的两边 ,当两颗爱心变了心 ,耗氧爱心比供氧爱心大

的时候 ,天平就失去了平衡 ,心绞痛就会发作。而抗

心绞痛药或者可以帮助供氧的爱心 ,使其增大 ;或者

可以制约耗氧的爱心 ,使其缩小 ;或者兼而有之。总

之 ,帮助失衡的天平恢复平衡 ,而缓解或解除心绞痛

的发作。一副直观的图画 ,配上温馨而浪漫的讲解 ,

使学生在轻松而富有遐想的故事中意会抗心绞痛的

作用机理。再比如经家属及本人同意后 ,我们把

“帕金森病 ”患者临床表现进行录像 ,制成电影 ,患

者“搓丸样震颤 ,慌张步态 ,动作迟缓 ”让学生经久

不忘 ,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总之 ,形式是为内

容服务的 ,为药理学知识配以生动的表现形式就会

达到良好的课堂效果。

4　情真辞切的语言艺术

教材如同剧本 ,讲台如同舞台 ,那么课堂语言如

同“台词 ”,应具有艺术感染力 ,才能引起学生的共

鸣。教师课堂语言的艺术性首先体现在音量、语气、

节奏的变化上。音量要适度也要有变化 ,根据教学

内容 ,音量或轻或重、时高时低 ,抑扬顿挫、波澜起

伏。语气要传情 ,赞许的语气能赢得学生的信任 ,增

强其学习的信心 ;感叹的语气能增强感情色彩 ,吸引

学生的注意力 ;启发的语气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在

学习中化被动为主动。节奏要协调 ,讲解重点难点

节奏要放慢 ,给学生理解的余地 ;讲解浅易的内容节

奏要适当加快 ,让学生感觉酣畅淋漓。艺术无定法 ,

教学亦然 ,生硬的概念、复杂的机制 ,理性的分析、发

现的乐趣尽可以配合幽默的谈吐、优美的手势步态。

例如可以运用成语 ,用“双管齐下 ”或“前后夹击 ”形

容 SMZ与 TMP的合用 ;可以自编顺口溜 ,用“满月

脸 ,水牛背 ,啤酒肚子、细腿腿 ”概括糖皮质激素的

不良反应 ,语言确切、妙趣横生。

5　可亲可敬的个人气质

学生因为欣赏老师而喜欢这门功课不乏其例 ,学

生大有可能因为接受了教师的个人气质而激发了对

本门课程的兴趣。所以深厚的人格魅力也是一种教

学资源 ,在教学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师应该严

格要求自己 ,要培养学生的智商和情商 ,首先培养自

己的智商和情商 ;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培养

自己的创新精神 ;要塑造学生的人格和修养 ,首先塑

造自己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修养 ,进而造就可亲可敬

的个人气质 ,体现教师良好的导向性和示范性。

总之 ,药理学授课的艺术性从内容上讲要做到

教书与育人并举、知识与兴趣并重 ;从形式上讲要做

到图文并茂、情真辞切 ;从教师自身来讲要不懈努

力 ,塑造自己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修养 ,进而保证课

堂教学的最佳效果 ,让学生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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