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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本科有机化学课程和实验教学探讨

宋 尔 群
，
宋 杨 （ 西南 大学药学 院 ， 電庆 丨

摘要 目 的 建立药学 专业有机化学教学策略 ，提高学生 的实践能 力 和创 新精神 ，探讨 如何 更好地适 应药学现 代化 的

教育 发展 目 标 。 方法 采用学生调查问 卷 、 文献调研 和 实验研 究 等方法 。 结果 设置 了针 对药学 专业 的有机 化学课程教学

和实验课 ，采用 了 开放 教学 的形式 ，建立 了研究性教 学的 平 台 。 结论 药 学本科 的 有机 化学课程和 实验教学需 要 ： ①结合药

学 类专业特点 ， 合理调 整教学模式 ；②选择合适 的授课 内 容 ， 多种教学 方法 灵 活 使用
，
激 发学 生学 习 兴趣 ； ③结 合具体 临床使

用药物来 设计 有机化学实验 ④ 引 入开放式 教学 ，鼓励学 生课外拓展知识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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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机化学是化学大学科中 的一 门 基础课 ，该课 实验教学 ， 适应药学现代化的 教育发展 目 标 。

结合药学专业 选择合适的教学 内容
课 在药学专业课程体 系 中具有重要地位 。 但药学

本科专业中 有机化学理 论课仅有 学时
， 实验课 药学专业课 中的 药物化学 、药物分析和药理学

学时 ，
相对 化学本科专业来说课时较 为紧张 ，

一 等很多学科都需要有机化学知 识来 奠定 。 因 此 ， 在

般都存在学时少和进度快 、 内容多 的矛盾 。 如何 安 有机化学课程教学中结 合基本理论 和基础知识 ， 将

排药学本科专业学生进行有机化学的理论和实验课 教学内 容适当延伸 到 药学专业课 的边沿 ，加强 与 药

程
，达到既完成教学计划 、保证 教学质量 ，

又能 达到 学专业课 的渗透 ， 可 以充分提高学生 的学 习兴趣 ，
扩

培养学生素质和提高学生创新能力 的 目 的 。 就有必 大学生 的 知识面 。 有机化 学和药物化学 两者 间

要对有机化学的教学 手段与 方法进行 进一步探讨 。 具有特殊关系 ，在形式 、 内 容和手段方面既具有相似

探讨的 内容包括如何选择教材 、授课 内容的范 围 及 性
，
又在定位上存在明显差异 。 例 如 ，

在讲授各类有

重点划分 ，实验课程安排等 。 笔者通过多 年药学本 机化合物命名 的时候 ，用临 床上广泛使用 的药物作

科专业有机化学和药物化学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中 为例子 将相应的命名法则结合于教学 中 。 又如 ，取

的一点体会 探讨如 何更好地开展有机化学课 程和 代基的电子效应是有机化学课程学 习 中非常重要的

理论 ，而这种效应在有机药物分子的 设计 和 发展过
基金项 目 西南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 目 （ 科技部

山廿 ，由 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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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大 新 药 创 制
“

科 技 重 大 专 项 （

程中 曰 遍存在 ，
并直接影响药物的性质 ，所 以在有机

化学课程教学中可 以选择用药物结构变化带来性质
简 宋 ’ 女 ’博 士 ’ 副 教授 ’

化的相关实例 ，
来帮 助学生理解和记忆电 子效应

通 讯作者 宋 杨 ：
： 的基本 内容 。 再如 ， 有机化合物的 立体异构对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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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药理活性有着显著 的影响 ，
用顺反异构体拥有不 学生分析 、解决问题 的能力 和学习 的积极性 。

同药理活性 的 例子来 阐 述立体异构 体的 概念 。 所

以
，
在有机鮮鮮 巾縣 关鮮舰

，
龍鮮

殳 冑 ㈣

习 兴趣 、加深知识点记忆和提高教学效果非常有利 。 在有机化学实验教学 中 ，除 了 让药学生掌握有

另 外 ，在有机化学的 教学 中 除进
一步强化基础 知识 机化学实验的基本实验技术外 ，也要注意讲授 与药

的掌握和理解外 ，
必须更多地 关注到一些与 药物结 物化学相关的 知识

⋯
。 有 机化学 和药 物化学作 为

构联 系 紧密 的 内 容 ， 例 如羧酸及其 衍生物 、胺类 、 杂 药学专业重要的 基础 和 专业课程 ， 相互之间有 紧密

环类以 及立体化学等 章节 ， 给 以后 的药物化学学 习 的关联 。 因 此 ， 在 有机 化学 实验 课 的 合成 实验

打下扎实的 基础 。 中 ，
应当选择

一些药物作为合成的对象 使学生 了解

多种教学方法灵活使用 ，激发学 生学 习 兴趣
成

右这样可 以更好地激发学生对实验 的兴趣 。 在安排有

学生在最初接触有机化合物的 时候 ，
容 易 被其 机化学实验时 ，

可 以 有意识 的安排 和药物化学 实验

复杂的 结构和性质难倒 ，再加上抽象的 反应机理 往 交叉 的内容 将药物化学实验 中 的 基本实 验操作技

往感觉接受起来非常吃力 。 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 中 能整合到有机化学实验 的基本操作实验中去 ，
加强

一定要突出 重点 ，对化合物之间细微 的结构 和性 质 基础课和专业课之间 的联系 ，淡化课程意识 解决学

差 别讲透 。 采用现代化的教 学方法和 手段 ，
如 充分 生基础课学 习 中 目 的性不强 的 问题

，
提高 学生的求

利 用多媒体课件可 以 节约课堂时间 ， 同时使
一

些 原 知欲及对专业课学 习 的 兴趣 。 有机化学实验 中

本既复杂又 繁琐的有机化合物结构形 象生动 的绘制 的官能团鉴别试验可 以 针对药物的特征官能团 为基

出 来 。 为 了 巩固学生对重点 和难点 知识的学习 和掌 础来设计 。 例如 ，
酚羟基和 三价铁离子 的显色反 应

握 ，教师还应该有计划 、有步 骤地开设随堂 习 题环 可 以用 来鉴别 肾上腺素 。 有机合成的综合性实验与

节 ， 引 导学生在课堂上展开讨论 ， 充分交流 。 通过教 药物化学的设计性试验在 内容选取上尽可能有所配

师 的启 发 、
学生 的讨论 和 回答 ，

一方面极大地 调动 合 ，
突 出体现两 门课程之 间 的关系 。 在教学 内容上

了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
，
另
一方面也使课堂成为 学生 实现两 门课程的协调与融合 ， 真正巩 固两 门课程的

复 习 、巩 固和提高 的重 要场所 。 对 比 是在分析和综 内 在联系 ，使两 门课程相互依托 、
相互协调 ，更有效

合 的基础上将各种事物加 以 比较 ， 并确定它们之间 地调动学生积极性 、创造性 ，从而充分 、合理 、有效地

异 同 的一种思维方法
，
是学习 知识 的一种重要的科 利用现有教学资源 。

学方法
‘

。 有 机化学现行教 材 的 章节按官能 团 分

类
， 有很高 的逻辑性 ，各类有机化合物之间既有共性

又 有个性 。 因 为结构 中具有 的 官能 团决定性 质 ，性 前面提到
，药学专业的 有机化学理论 和实验课

质决定用途
，
有机物结构 中所含官能团 和性质之 间 程教学受课时少等影 响 ，

因此
，将学生的学习带到课

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
所 以通过 比较 法教学明 确物质 堂外就显得十分重要 。 为 了训练学生对有机化学内

间的差异性和相似性 ，
澄清一些易混淆 的概念 ，

帮助 容 的掌握 ，并将其和 医药行业知识精密联系 ，
必须扩

学生进
一步明 确有机物 的系统分类和各层次间 的关 大学生知识结构 ，培养学生查阅 文献收集信息 的能

系 。 例如
，
将新药 申 报 和专利保护 相关内 容引 人有 力 。 对于理论性较强的 有机化 学课程 ，

必须有意识

机化学课程 中 ， 通过官能 团的 变换 重点 突 出专利 保 地引 导学生关注有机化学和药学前沿课题研究的最

护等概念 ，这样不仅加强 了学生对知识产权的认识 ，
新动态

，
同时 向学生指 出有机化学课 程的学习 内容

也强化 了官能团变换 的重要 。 经典案 例为德 国拜耳 在生活和 生产实践 中应用 的联 系 。 例 如 ， 手性 药物

公司 花 年 时 间创 制 的 高 血压治疗药物
“

硝苯地 的构型与生物活性之间 的联系可 以用具体案例进行

平
”

获得 了较好的 治疗效果 ，但并未就其母核结构 ， 说 明 。 在课堂上讲述
“

反应停
”

事件 ，
激发学生 的好

即二氢吡 啶衍化物进行有效的专利保护 。 日 本 山之 奇心 ， 引导学生在课堂外进行相关资料检索 必要时

内公司 随即 用 了 短 短半 年时 间设 计 、 合成 出 含 有 可 以 以课题报告 的形式检查学生掌握情 况 ，衡量学
“

地平
”

母核结 构 的新型化合物
——

盐酸尼卡地平 ， 生收集信息资料 的能力 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 。

并很快上市 。 此后 ，
日 美等 制药公 司纷纷 展开

“

地 药学本科课程教育是
一个长期的 、探索性 的过

平
”

母核侧链 的改变 和修饰从 而 占 领高血压新药市 程 ， 如何培养适应社会需要 的合格药学人才是每
一

场 。 总之
，
在讲授过程中 ，

应该注 意避免千篇
一

律和 个药学教育工作者需要考虑的 问题 。 有机化学的理

平铺直叙的教学方法 ，
通过启 发

、
引 导等方法 ，

培养 论 和实验教学
，将对培养 药学本科人才奠定

一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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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 笔者通过几年来的教学实践证 明药学本科 的有 化工

机化学理论和实验教学需要结 合专业特点 ，选 择合
朱小康 ’ 李 琼 袁 吕 江 本科药物合 成实验教 学改革船寸

适的授课内容
，
多种教学方法灵活使用 ，

激发学生学
‘ 西賴 n 学学报 ： 自 然科学版 ’戰“⑷ ：

卢一齐
“

化学实验教学研究 课程改革擁 ⑴ 西南师范

习兴趣 ， 同时弓 丨 人开放式教学和鼓励学生课 外拓展 大学学报 ； 自然科学 版
：

知 只面 。 赵大伟 ， 王佩华 孙红 梅 ，等 制 药工程 专业药物 化学实验与

有机化学实验教学存 在问题与课程整 合探讨 ■
中 国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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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酵提工艺正交试验结果

因 素 干裔得 率 （ ％ 丹参酮 含量 （ 综 合评分

注 ： 综合评分

对上述实验结果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详见表 。
、 、 。 验证结 果表

明本工艺稳定可行 。

表 综合评分方 差分析 表
讨 论

方差 来源 离差平方和 自 由 度 值 比 显著性

； ！ ！

‘

中药复方制剂 成分复杂 ，采用单
一指标考察工

艺有一
■定的 局限性 。 本试验以丹参嗣 含量和干

膏得率为指标进行考察 ，釆用综合评分分析 ，优选出

± 的提取工艺更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 ，对生产有着更

好的指导意义 。

由 表 可知 个 因素极差值 乙

醇浓度对提取工艺影响最大 。 由 表 可知 ， 因 素

乙醇浓度对实验结果有显著性影响 ， 、 、 因 素无 丨 李 红卫 荆晓红 路 勤 等 正交试 验法优 选乳病 消片醇提

显 著 性 影 响 。 因 而 综 合 分 析 得 最 佳 工 艺 为 工艺条件 中 成药 丨

即 倍量 的 乙 醇加 热 回流 提取 范 彬 石晓峰 ， 沈 薇 等 安乳颗 粒 中丹 参的 乙醇 提取试

次 ，每次
验研究 中国 药事 ’ ’而 ）

娘

收稿 曰 期
验证实验 采用优选 的醇提工艺

’
进行 次重

修 回 曰 期 丨 叫

复 试 验 ， 干 膏 得 率 分 别 为 、 、

， 丹参 酮 含量 分别 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