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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药物分析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课程。为了提高药物分析的教学质量，挖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在基于药物分析课程教学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增加多种教学方式在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增加学生的

社会实践锻炼和科研训练，让学生深度参与到期末考试试卷内容的设计中等措施，以期逐步建立起适合

本校学生的药物分析课程的科学化的教学模式，培养出具备扎实基础理论知识及高效分析实践操作能力

的高素质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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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armaceutical analysis is a course in which theory and practice are closely integrat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pharmaceutical analysis and tap the students’ initiativ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teaching situation of pharmaceutical analysis course, it is proposed to 
increase the application of various teaching methods in the course teaching, increase students’ so-

 

 

*通讯作者。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ve
https://doi.org/10.12677/ve.2022.114061
https://doi.org/10.12677/ve.2022.114061
http://www.hanspub.org


唐昊 等 
 

 

DOI: 10.12677/ve.2022.114061 388 职业教育 
 

cial practice train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raining, and let students deeply participate in the 
design of the final examination paper content, so as to gradually establish a scientific teaching 
mode suitable for the pharmaceutical analysis course of students in our school, and cultivate 
high-quality students with solid basic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efficient analysis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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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药物分析是在仪器分析、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及其他相关课程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基础

上开设的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应用型课程，具有较强的学科交叉性、内容多样性、实验性强等特

点，其主要内容包括药物分析方法与验证、原料药、制剂、体内药物、中药、生物药等质量的分析控制。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要求能够培养学生具有较为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操作分析能力[1]。药

物分析课程在我校仅针对生物技术专业的学生作为选修课程开设，为了适应药物分析及相关学科飞速发

展的现状，提高该课程的教学质量和强化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有必要结合本校生物技术专业同学的实

际出发，分析该课程在教学中存在的多方面问题，有针对性地在后续的教学过程中付诸改革实践，以建

立起适合本校学生的药物分析课程教学模式。 

2. 地方高校生物相关专业药物分析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2.1. 教师在药物分析教学中面临的问题 

药物分析课程是我校生物技术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在实际的药物分析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从教师端

来看，首先是适配生物学相关专业学生的药物分析教材相对较少，现行出版的药物分析权威性教材相对

较少且主要针对药学及相关专业的学生进行编纂。其次是药物分析教材的重点是掌握药典内容、药物的

鉴别及含量测定、药物分析方法的选择与验证，与此对应的是在原料药、制剂、中药、生物药的分析等

章节中，存在大量本质上重复的内容，因此教材内容显得比较繁杂。三是授课教师在在课程的教授方式

上较为单一化，通常采用讲授法及部分穿插翻转课堂等授课方式，课堂教学氛围较为枯燥乏味。四是地

方高校受限于办学条件及经费，通常未能配置有专业的药物分析实验室场地及缺乏与药物分析相关的专

用的现代大型精密仪器，即使有零星的精密仪器如高效液相色谱仪、气相色谱–质谱、单晶衍射仪等，

也主要分布于多个学院的多个实验室，协调给学生操作使用较为困难。五是药物分析课程考评体系较为

传统，对学生的学习效果的评价也主要采用笔试加平时成绩相结合的方式，对实操能力的考核尚有欠缺。

此外，出于安全、经费等因素的考虑，任课教师带领学生参与校外的与药物分析相关的交流实践机会较

少。 

2.2. 学生在药物分析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我校生物技术专业学生的专业背景与药物分析课程的关联度较低，学生对药物分析前置课程如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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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无机化学，仪器分析等的基础知识掌握不牢，也未系统的学习过药理学、药代动力学、药事法规、

中药学等相关课程。药物分析课程的重要理论知识点包括药物杂质的鉴别、药物含量的测定及药物的分

析方法与验证。学生在学习中及学习后普遍反映该课程内容繁多，无法有机地组织零散的知识，构建完

整的知识框架，加之较为缺乏与课程相应的生动形象的实践训练，课程学习后收获感较少。例如学生对

《中国药典》中的凡例、通则等通用知识点接受度较好，因为可以进行强制性的记忆学习来掌握，但以

实际生活中存在的某种具体药物的分析作为试题，考察学生对理论知识间及与实践操作的融会贯通时，

会表现出无从下手，因而此类题型答题的正确率较低，主要原因在于以我校为代表的省属地方高校在药

物分析实践课程上开课量的缺失，学生化学基础知识和统计分析的掌握度较差，缺乏相关大型精密实验

仪器(如高效液相色谱、红外光谱等)的操作经验及相关分析软件的培训，导致学生在不能用感官去直接体

验或上手操作相关仪器设备的情况下，无法正确的针对某种药物的分析选择正确的分析方法，乃至无法

行之有效的描述应该怎样去开展实际操作，因此很多知识点的掌握未落到实处。 
此外，学生在对药物分析类似的选修课程上，学习投入度和心态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部分同学

会有意识的区分专业必修与选修课，而药物分析作为我校生物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课程期末考

试的方式为开卷笔试，部分同学对课程的学习比较懈怠，认为该门课程获得学分较易，原因是学生们会

在临近期末时进行“临时抱佛脚”型的突击复习，有针对性的对该课程的重难点进行总结和资料的收集

整理。二是学生认为现行的大多数药物分析课程的教材都类似于相关实验操作分析的“工具书”，无需

花费过多精力去钻研，仅需要在实操时按步骤操作就行。三是较多同学在自身的人身规划中认为在毕业

后不会从事药物分析相关工作，也无需去准备药物分析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的考试或从业资格考试，认为

与其花费大量时间去加强学习，不如把精力分配到生活中或其他感兴趣的事情上。四是我校学生每周上

课的课时量及相应的课程作业量较大，此外还有部分学生还需要跟随导师开展毕业试验，缺乏足够的精

力去进行药物分析课程的预习及复习。正是这几种心态的存在，导致学生对药物分析课程进行主动学习

的积极性不高。 

3. 药物分析教学改革措施实施探讨 

3.1. 药物分析课程教学设计的变革 

选用优秀的适配学生专业的药物分析教材，教材是教学实施的基础。目前，权威性的药物分析教材

仍处于缺乏状态，现行的药物分析教材来源众多，其受众(学生)也多样化，教材中章节的编排及内容不具

有一致性，导致教师在选择教材时十分为难，因此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专业及课程的预设属性，参考合

适的教材。在此之后，授课教师除了做好常见的教学设计之外，还需要参考药物分析课程所具有的应用

性，收集整理好药物分析章节中的可能在实际中出现过的案例并在拟讲授的章节内容之前做好章节知识

点的思维导图，因为部分药物分析教材存在着同一知识点在几个章节里重复出现，这会让学生感觉课程

的内容过于冗杂[2]。章节思维导图的绘制，不仅能够帮助任课教师理顺教学思路，也可以在课堂教学中

引导学生从复杂到简明，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等，这将有助于学生快速和清晰的掌握知识点，

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兴趣，同时还可以培养学生以思维导图等方式进行总结和分析的思维方式[3]。 

3.2. 多样化药物分析教学方式的实施 

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模式，主张把学习设置于具体的有意义的环境

中，以学习小组的形式引导学生针对某个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强调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4]；微

课是针对某个知识点设计开发的一种情景化、支持多种学习方式的视频课程资源[5]；此外翻转课堂也可

以与 PBL 教学及微课模式一样，教师将某个章节的拟讲授知识点下发给学生，从而使传统课堂中的知识

https://doi.org/10.12677/ve.2022.114061


唐昊 等 
 

 

DOI: 10.12677/ve.2022.114061 390 职业教育 
 

讲授延伸持续到课外时段，三者之间的互相借鉴与补充，可以促使学生在课外自主学习、提炼归纳知识

点并派出小组代表或自身在课堂上进行问题讨论结果或知识点的讲解。如果学生遇到难以理解和掌握的

重难点，可以及时的在课堂上与教师进行讨论或让教师答疑解惑，这将进一步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同

时也部分的让学生的角色发生转变，由知识的被动灌输者转变为主动获取者[6]。多样化教学模式在长年

累月的教学过程中实施对教师的教学经验的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可以督促教师进一步加强课前准备，

提高教学设计及教学组织的能力，因为教师不仅需要精心选择开展翻转课堂教学的内容或 PBL 教学的情

景模式，也需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对课堂的把握度，进而根据课堂的教学环境和氛围，把

控课堂的节奏。适度的在药物分析的课前及课中采取 PBL、微课及翻转课堂等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可以

缓解传统教学方式的沉闷气氛，使学生加强对知识点的掌握度。 

3.3. 针对性的提升学生实操能力和增加社会实践锻炼 

以我校生物技术专业的同学为例，需要进一步夯实药物分析课程相关的理论基础，因为药物分析与

医学、生物学、化学及农学等学科的密切相关。如化学与药物的部分杂质及含量测定的方法相关；生物

学及农学的基础知识与药物分析中与中药栽培和生物药的开发等关联；仪器分析的基础理论知识可以帮

助学生理解现代分析检测仪器(如光谱、色谱和质谱等)的原理及多种系统分析软件参数等。目前，学生学

习的课程过多而不精，也是影响药物分析课程教学效果的一个因素。在此状况下，药物分析授课教师应

有意识的在课程的讲授中回顾强调相关课程的理论知识，如加强仪器分析中精密仪器的测定分析原理与

技术参数设置及使用，有机和无机化学等化学反应的原理等知识点的讲解。 
药物分析课程教学质量的提升还需要加强学生实验技能实操能力的训练和增加社会实践培养。授课

教师应带领学生多参加药品生产企业的社会观摩实践，有条件的情况下邀请行业专家来校为学生开展相

关讲座，有意识的引导学生去查阅与药物分析相关知识点的文献资料，对于学有余力和对本课程有兴趣

的同学还可以引导进行文献综述撰写、外文期刊论文翻译等。训练和提升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结合授

课教师的相关科研课题及充分利用学校范围内已有的与药物分析相关的大型科研仪器，从教师的部分科

研项目中提前预算出一部分经费以支持有想法的学生开展自主实验，强化药物分析的实验操作。比如针

对乐山市本地的道地药材川泽泻，开展川泽泻活性成分的提取，川泽泻指纹图谱的鉴定分析，利用

GC/LC-MS 开展川泽泻内代谢产物的分析。通过众多举措的实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效地培养学

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的一体化[7] [8]。师生双方边教、边学、边做，理中有实、

实中有理，突出动手能力的培养，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4. 挖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目前在校的大学生基本是“00”后，不管是学习还是生活，都有自己新颖的想法。教师需要转换思

路，需要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想象创造力，让学生深度参与到自己课程试卷的设计中来。在试

卷设计时，可以承诺学生大约 50%的试题将从他们设计的试题中选出。此外，教师需要针对这一半分值

的试题，考虑试题的题型和分数分布，同时控制好试题的难易程度。 
通过让学生自主去查阅相关资料来设计试题，具有以下优势：部分改变过往学生课后复习懈怠及考

前临时抱佛脚的心态，让学生们感觉到是在开展自己的学习历程。可以部分替代课后作业，改变传统的

课后复习方式，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复习知识点并设计考题，从而加深对知识点的理

解。有效帮助授课教师掌握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帮助授课教师拓展教学思路，因为有个别学生设

计的试题让人耳目一新，这将方便教师对课程讲授的内容做出微调，对学生理解和掌握困难的重难点在

后续的教学过程中有针对性的进行补充讲解。此外，关于学生所出试题的质量方面，也折射出部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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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学生对一些概念的理解和界定不清晰；二是部分同学可能存在畏难情绪，尽管针对每个章节都根据

章节内容在相应题型的出题量上设定了相应的要求，但学生的针对重难点问题上所出题目较少，而更倾

向于将多个简单知识点进行归类，这也提醒我们在后续的教学过程中做出适当的调整和加强与学生在课

后的沟通。 

3.5. 多元化的考评体系的建立与实施 

本科阶段药物分析课程的教学开展仅能让学生具备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掌握简易的药物分析实验

技能，这与具备进行具体药物分析的科学研究所要求的素质相去甚远，也与相关的生产实践相脱节。因

此，应当建立多元化的药物分析课程考评体系，尽全力提升学生的药物分析综合素养。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入手：一是采用灵活多样的课程考核方式，避免期末考试成绩占比过大，而忽视学习中间过程的考

核形式，可以在授课时增加随堂测验和课程讨论等在最终成绩中的占比。二是照顾和考虑到学生的学习

兴趣，并不一定要以课程笔试成绩作为课程学习成效的最终评价，可以根据学生自行设计开展的药物分

析实验，通过撰写综述，整理实验记录和分析具体的实验数据形成报告，并根据其报告的质量进行课程

学习成效评价并给出具体成绩。三是加强试验技能熟练度测评在药物分析课程考核中的占比，因为部分

同学可能实践动手能力较强而理论学习比较吃力，做好学生的因材施教，可以提升学生的自信心，增加

学生在毕业后与社会生产实践相接轨的能力。 

4. 结语 

通过在本校生物技术专业学生的药物分析教学过程的改革实践，加强与学生的沟通交流，激发学生

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对药物分析实践动手能力和激发学生对将来从事药物分析工作的兴趣。与

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向外校优秀的从事药物分析教学的教师学习先进科学的教学理念，提高课堂及课后

教学质量，逐步建立起适合本校学生的药物分析课程的科学化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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