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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教育·

药学专业实验教材的改革与实践

廖昌军，臧志和(成都医学院药学院，四川成都610083)

[摘要] 本文分析了药学专业实验的特点和当前药学专业实验教学部分课程各自为政的情况，根据药物研制与开发的

一般规律，即原料．制剂一品质评价，将实验内容组建为两大模块：药学基础实验和药学综合性与设计性实验，通过从原料药到

成品药的全过程学习，使学生学会采用现代检测分析手段与方法，对原料药与制剂药的质量以及药物的有效性、安全性进行

科学评价，从而学习如何获得安全有效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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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and practice of pharmacy experiment teaching materials

LIA0 Chang-jun，ZANG Zhi—he(Department 01 Fharmaey，Chengdu Medical College，Chengdu 610083，China)

[Abstract]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periment in pharmaceutical specialtie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sonic experimental

teaching courses were fragmented in pharmaceutical specialties were analyzed in this article．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rules of the dru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namely the raw materials—preparation—quality evaluation，the experiment content was made up by two pans：

pharmaceutical foundational experiment and pharmacy comprehensive and designing experiment．By study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API to the finished product medicine．students could learn to use the modern detection means and method．take scientific evaluation for

quality of API and preparation medicine，drug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and learn how to get safe and effective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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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校药学教学实验室已经过整合，为院管

实验室，基本上克服了以往资源分散、各自为政和重

复建设的弊端。但因教学仍以教研室作为基本教学

单位，讲课与实验带教均由教研室安排和落实，药学

教学实验中心只起准备实验的作用。教研室仍是教

学活动的主体单元，教研室之间对实验教学方法交

流甚少，各课程的实验教学方式差异明显。这导致

学生操作的规范程度不一，通过实验取得的收获差

别也非常明显。而且学生实验指导从实验目的、原

理、仪器、操作步骤到注意事项等都写得面面俱到，

学生只需循规蹈矩地去完成。学生实验课只是作为

理论课内容的补充，其中验证性实验多，综合性、设

计性实验少，且实验成绩只占理论课成绩的很少部

分，这样难以激发学生进行实验课学习的积极性，不

利于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及创新能力，不利于提高学

生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

形成。随着医药事业的飞速发展，无论从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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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及实验内容设置与安排上来看，现有的实验教学

模式均不能满足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需要，须进一步

深化改革。药学院应从整体药学教育培养目标出

发，全面计划构思文验室的建设和发展，调整教学大

纲和建立新的教学模式，包括编写实验教材和修改

实验内容，从体制上保证实验教学改革向纵深发展。

1 药学实验教材主要存在的问题

专业实验课程贯穿药学和药物制剂本科学习的

整个过程，以往的实验教学是依据理论教学进度开

设的，彼此自成一体。我院药学专业实验教材存在

的主要问题是：①内容陈旧：目前药学专业12门实

验课中各科实验教学内容多是孤立的、经典的，学科

之间缺少联系，且与新的医药技术的发展和研究严

重脱节；②内容重复：由于药学专业实验都依附于

理论教学，彼此独立，内容编排上讲究各自的系统性

和必要性，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重复，如无机化学实验

和分析化学实验都安排了溶液的配制、酸度计的使

用等：③内容起点低：以验证性、单科性实验为主，综

合性实验少，无设计性实验。所谓验证型实验，是指

学生通过实验来直接验证已学过的基本理论、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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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在这种实验模式中，每一个实验指导从实验

目的、原理、操作步骤、实验现象等都由教师包办写

得清清楚楚，学生依照讲义，机械照搬就能得出结

论，这样易造成学生只会动手、不会动脑，“提出问

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

2构建我校药学实验教材体系

2．1 教材编写 编写一套好的药学专业综合实验

教材，根据药学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之问的

内在联系，我们将药学专业实验课划分为两大部分，

从整体的角度考虑如何将相近学科的内容有机地结

合，统一安排好学生实验；同时结合近12门实验课

的具体特点，将实验教学内容分药学基础实验、药学

综合性与设计性实验两大块，由浅人深、循序渐进，

对学生进行全面的训练，必将大大提高学生的综合

素质和实验操作能力。而这一切的实施依赖于一套

好的综合性实验教材，因此，编写一套好的实验教材

是实验教学改革的基础。总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

断深入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的教学观念已

不符合知识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只有转变教育

思想，更新教育观念，建立新型实验教学模式，才能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意识，才能提高学生对

未来社会的适应能力。

2．2 药学基础实验教材建设 按照药学和药物制

剂本科生培养目标，我院将无机化学实验、有机化学

实验、分析化学实验和物理化学实验组合成药学基

础实验。整合后的药学基础实验不仅对无机化学实

验、有机化学实验和分析化学实验中重复和相近的

实验项目进行了删减，还增加了综合与设计性实验

项目，药学基础实验药学专业总计实验项目22个，

实验150个学时，7．5个学分；药物制剂专、Ik的药学

基础实验总计160个学时，8个学分，该部分实验内

容主要是本学科经典的基本实验方法和基本操作技

能，通过一定数量的实验练习，让学生反复操作，达

到熟练掌握，这部分内容保持相对稳定，占整个专业

实验学时的40％左右，其目的是通过药学基础实验

基本技能的训练和相关的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药

学基础实验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有关实验的基本方

法、基本技能和基本操作，具备正确处理实验数据和

分析实验结果的能力，使学生具有运用药学基础实

验的基本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造性思

维，为药学综合性与设计性实验课程的学习打下坚

实基础。

2．3 药学综合性与设计性实验教材建设 根据药

学专业实验课程不同学科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

独立的关系，根据药物研制开发的一般规律，即原

料一制剂一品质评价，在对实验教学内容、方法进行

改革时，大量削减验证性实验，增加了设计性实验。

将原来的药物化学实验、天然药物化学实验、药剂学

实验、制药机械设备实验、生药学实验、药用植物学

实验、生药理化鉴定实验、约物分析实验、药理学实

验和药物代谢动力学实验组合成药学综合性与设计

性实验。整合后的药学综合性与设计性实验将药学

专业中分散的、有关联的实验内容进行有机组合，本

书由上、下两篇共5章构成。上篇为基础知识与研

究方法篇，分别介绍了药学综合实验与设计性实验

的基本特性和在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及作用，药学实

验的基本知识、实验方案设计、实验记录、实验数据

获取和分析及处理的基本知识，药物药效和毒理研

究思路与方法、中药质量评价思路与方法、药物分析

研究思路与方法、药物化学研究思路与方法和药物

制剂和新剂型研究思路与方法。下篇为实验方法

篇，共选取有鲜明药学特色的综合性实验11个，设

计性实验5个。在实验项目的设置上，着力体现药

学各二级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做到实验教学内容

与科研、社会应用实践密切联系，实现基础与前沿、

经典与现代的有机结合。如本书中“阿昔洛韦的合

成及其制剂的设计性实验研究”，该实验项目包含

了阿昔洛韦合成路线设计思路和方法、阿昔洛韦制

剂成型工艺研究的思路和方法、阿昔洛韦制剂质量

标准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和阿昔洛韦的质量标准研究

和药效学评价方法。学生通过药学综合性与设计性

实验的学习，能综合应用分析化学、生药学、药物分

析、药理学、药物化学、天然药物化学、药剂学等学科

的知识对药物进行质量评价，促进学生科研思维和

实际动手能力的提高。同时，使学生在实验设计能

力、创新意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方面都有较大

的提高，实现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全面协调发展。还

要适当介绍药物品质评价的一些重大的新成就，使

药学本科生能站在本学科的前沿，适应新药的开发

和研究。药学综合性实验与设计性实验药学专业

220个学时，11个学分，药物制剂专业的实验280个

学时，14个学分，整个综合性与设计性实验学时占

总实验学时的60％左右。

3药学专业实验教材改革实践

我院已编写并内部出版了药学基础实验和药学

综合性与设计性实验教材，药学专业实验课程开始

独立设置，并实行学分制管理，建立了以药物研究和

开发为基础的“约学专业一体化实验教学”实验课

程体系¨一。药学专业和药物制剂专业的实验教学

改革前后比较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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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专业和药物制剂专业的药学基础实验于

2009年秋季学期在09级药学和药物制剂本科班开

始投入使用，药学综合性与设计性实验于201 1年9

月在09级药学和药物制剂本科班开始投入使用。

新的实验教材将在实验教学使用过程不断完善，最

后完善好的教材将联系出版社进行公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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