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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下大学生就业难成了困扰整个社会的难题，破题的关键在于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就业能力。《药物

合成反应》作为制药工程专业重要的专业课，与药物的研发、合成和生产有密切关系，然而传统的教学

模式忽略了对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本文从产业实际需求出发，以提升学生就业能力为导向，通过强化

师资队伍建设、改革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方式、完善评价机制等措施进行教学改革，培养符合产业高质

量发展和创新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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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 employ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become a serious problem afflicting the whole 
society, and the key to solve this problem is to develop the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y and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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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yability. Drug Synthesis Reac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pharma-
ceutical engineering specialty,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dru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ynthe-
sis and production. However,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employability of students was often neglected 
i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 of this course. Based on the deman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
dustries and businesses, we explored the teaching reform of Drug Synthesis Reaction in this paper 
which was guided by the employability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strengthening teach-
ers team construction, optimizing teaching contents, reform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improv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etc. whose main objective is to cultivate outstanding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mee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emand and strategic innovation demand for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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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强化就业优

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1]。”近年来，我国大学生毕业人数屡创新高，随之

而来的则是严峻的就业形势，如何实现大学生的高质量就业成为了整个社会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2] [3]。
解决大学生就业的关键在于提高大学生的职业素养以及企业对毕业生的认可度[4]。地方本科院校承担着

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和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任，亟需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强化学生的就业能力和

创新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在未来岗位上的适应力和创造力。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载体，学生就业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课程建设质量与

课程教学质量。《药物合成反应》是制药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

性，内容上侧重于探讨合成反应机理、反应物结构以及反应影响因素等[5]。通过本门课的学习不仅能够

让学生深入地掌握药物设计与合成的相关有机知识，而且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为

其从事化学药物的研发、合成和生产等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2. 药物合成反应课程教学现状 

在药物合成反应的实际教学过程中，其经常被简单地当作《有机化学》的高阶形式。传统的理论教

学与制药行业的实际需求结合不够紧密，通常囿于对反应机理、反应特点、影响因素等知识的一般性讲

解，内容晦涩单调，教学过程与有机化学的高度相似，学生极易产生厌学情绪[6]。实验教学受制于有限

的场地平台和教学课时，通常选择一些合成路线和技术较为成熟的药物合成实验，教学过程中欠缺行业

最新技术和前沿科技的融入，同时与药企实际的合成研发工作相去甚远[7]。传统教学模式对学生的启发

性、挑战性和创新性训练不足，无法充分发挥本课程在提升学生就业能力和创新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地方院校和企业的共同努力。商洛学院与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平等自愿、互惠双赢、共同发展”的原则，整合、利用校企优质教

育教学资源，共建盘龙产业学院。校企双方结合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技术需求，开展相关基础应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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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开发，推动区域医药大健康产业集群优化升级，创新校企协同育人机制，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

量，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药物合成反应课程改革措施 

鉴于药物合成反应实际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本团队依托盘龙产业学院，以提升学生就业能力为

导向，从社会和产业实际需求出发，通过强化师资队伍建设、优化教学内容、创新课程教学方式、改革

评价机制等措施，引导学生客观冷静地认识就业环境，加强学生就业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教育，实现专

业和就业的无缝连接，为社会培养更多“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3.1. 校企共建育人团队，筑牢育人根基 

提升学生就业能力的关键在于建设一流的课程教学团队[8]。目前青年教师在高校教师中的比重越来

越高，高校青年教师普遍具有高学历、有热情有活力、富有创新性，对培养学生的创新性和职业素质具

有重要促进作用。然而大多数青年教师刚走出高校不久，难以快速适应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变，加之

对行业实际需求和企业发展现状缺乏翔实而客观的认识，很难将企业的现实需求与课程育人过程相结合，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不免存在着重理论知识讲授而忽略就业能力培养的问题。 
校企双方共同打造“想学生就业之所想，急企业发展之所急”的一流教学创新团队。商洛学院以盘

龙产业学院为纽带，建立了选聘企业业务骨干、优秀技术和管理人才到学院任教的有效路径。学校根据

企业实际需求，有计划选送现有专任教师到盘龙药业接受培训、挂职工作和实践锻炼，促进校内教师转

型，提升现有师资队伍的“双师双能型”比例。此外校企双方利用博士后工作站等平台，根据实际情况

灵活开展形式多样的技术合作，促进校企双方人员交流互通和双向流动，实现智力资源共享。 

3.2. 整合优化教学内容，丰富育人载体 

课程内容不仅与教学质量息息相关，更是关系到人才培养目标能否顺利实现[9]。我校采用的教材是

复旦大学闻韧主编的《药物合成反应》(第四版)，该教材根据不同官能团化合物的反应类型进行编排，内

容涉及卤化、烃化、酰化、缩合、重排、氧化、还原等七大类反应以及药物合成设计原理。该教材名称

虽然冠以“药物”，然而内容上仍侧重于探讨有机合成反应的反应通式、反应机理、影响因素和应用特

点等，与药物的实际制备和生产仍存在较大的差距。鉴于此，笔者所在的教学团队秉承“守正创新，立

德树人”的教育理念，根据当前制药行业的发展现状，针对药物合成反应内容多而杂以及实践性强的特

点来调整课程大纲、动态优化授课内容。一方面广泛吸纳本课程领域的前沿技术，并将团队教师的相关

科研成果融入到教学过程当中，从而保证教学内容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将企业科研案例和生产

实践经验融入到课程教学过程当中，使之有深度、有温度、有力度、接地气。此外，教学团队深入挖掘

本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并结合教师专业教育工作经验以及药物研发和生产中的经验教训，在教学过程中

巧妙地开展思政教育，实现专业知识教育与职业素养教育同频共振。 
在药物的实际生产制备过程中，药物基本上都是通过多步反应制备的，制备过程涉及到合成路线的

选择、合成工艺的优化、纯化工艺的开发等内容。药物合成反应实验教学中通常选择一些经典药物的合

成实验，实验内容、方法、技术过于陈旧，使其与有机化学的验证性实验差别不大，难以有效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实验的合成方案优先考虑的是工艺的可行性，而对工艺的安全性、环保性和经济性关注不

够，同时实验教学中也普遍存在“重合成轻纯化”的现象。这与药物实际的生产制备过程大相径庭。为

此，本团队不仅将教师的科研内容与企业真实的药物制备案例引入到实验教学，更是将企业科研的思路、

方法和评价手段一并引入，缩短了实验课教学与药物实际生产的距离，从而提升学生的实验技能，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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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塑造学生求实、创新、科学、严谨的科研素养。 

3.3. 融合创新教学方式，打造育人工具 

当今社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药物合成的技术和理念也在不断地取得突破。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

出现，极有可能从根本上颠覆传统的药物合成工艺研发路径[10]。新形势下对制药从业人员的能力和素质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紧跟产业时代发展趋势，加快知识的更新换代，才能在自己的职业发展中保持

强进的创新力和竞争力。鉴于此，本团队依托盘龙产业学院，立足于实现学生的高质量就业，改革药物

合成反应理论和实践教学方式，培养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过硬职业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3.3.1. 对接产业需求，改革理论教学模式 
药物合成反应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在有机化学、制药工艺学、药物化学、新药开发过程等课

程的学习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传统的理论教学侧重于对学生知识的传授，而容易忽略对学生职业能

力的培养，导致了学校教育与职业需求严重脱节。为此本团队以教材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以案例为

载体、以资源为支撑，根据教学内容的实际需要灵活应用各种教学方法，加强理论教学与药物实际生产

的结合，推动课程教学提质增效。 
在理论教学实践中通过多种教学方法的优化整合实现优势互补，全过程构建学生就业能力培养框架，

推动课程教学与岗位就业无缝链接，实现专业知识学习与就业能力提升的同频共振。例如在讲授《合成

设计原理》一章时摒弃了传统的单向灌输式教学方式，教学团队引入了项目化教学。以药企的研发项目

作为载体，以抗丙肝新药的合成工艺研发为主线，巧妙地的将合成设计的相关知识联系起来。在教学实

践中模拟企业的研发环境和工作流程，通过大量真实的第一手生产实践文件、图片、视频等资料，为学

生呈现出一个生动逼真的教学环境，而学生的角色也将蜕变为制药企业生产研发人员。教师通过启发式、

问题导向式、互动式等教学方式，引导学生思考诸如“逆合成”的原理及其在药物合成中的重要作用、

合成路线的制定与评估方法、企业研发思维与传统教学思路之间的差异等问题，层层递进，环环相扣，

真正做到了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巧妙地融入思政元素，通过介绍药物研发过程中的有趣故

事，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科研热情；通过介绍人工智能在药物研发生产中的应用前景，让学生深刻认

识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通过强调对生命的敬畏与对社会的大爱，增强学生的专业认同感和职业认同感。 

3.3.2. 融入企业元素，创新实验教学方式 
药物合成反应传统实验教学一般是由教师提供合成方案，学生则是按部就班地实施既定的方案。药

企研发生产人员所需的独立思考能力、查阅文献能力、合成设计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在此过程

中难以得到有效地提升。鉴于此，本团队依托盘龙产业学院，利用校企双方的师资、平台、资源等优势，

在实验教学中开展任务驱动式教学，将药企的合成研发模式借鉴到实验教学中，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积极性，同时也让学生熟悉了企业的研发流程和思维习惯，有效地缩短了课堂与岗位的距离。 
实验过程中学生不只是实验方案的执行者，更是方案的设计者和评估者。课前教师将学生分成若干

组，并布置目标药物的合成工艺研究任务。学生通过小组讨论等方式确定基本的研发思路，进而查阅文

献资料拟定合成路线，在此过程中可以有效培养学生查阅文献的能力和团队协作意识。教师组织学生进

行答辩汇报，针对学生提出的多种合成方案，以工厂规模化生产的可行性为主要标准，从安全、环保、

经济等多个维度对其进行评价，打破学生只重视理论可行性而忽略现实可行性的思维惯性，引导学生

学会用企业的研发思维开展药物合成研究工作。学生根据评委的指导意见来继续完善实验方案，在课

上实施完善后的方案，实验过程中需确保实验操作和记录符合 GMP 规范，培养学生良好的 GMP 管理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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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推动学科融合，完善闭环教学机制 
药物合成研究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需要经过小试研究、中试生产和车间放大生产阶段。大多

数高校由于场地、设备、人员等条件的限制，一般只能开展药物合成的小试研究，难以实现完整的教学

闭环。基于此，本团队依托盘龙产业学院，以培养学生就业能力为导向，打破各课程教学团队之间的界

限，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实现跨课程知识关联，校企教师协同构建药物合成“小试、中试、放大生产”

完整的教学闭环。通过制药工程专业的认知实习让学生初步了解药物合成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流程。通过

药物合成反应理论及实验教学让学生掌握药物合成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借助综合实习的契机学生亲自参

与到药企研发生产的第一线，并利用此机会来检验药物合成反应的教学成果。校企教师充分利用双方的

平台和资源，统筹谋划提前布局，相互协调，密切配合，共同完成药物合成的小试研究、中试生产及车

间放大生产的教学任务。 

3.4. 持续完善评价方式，突出育人导向 

考核评价是教学的重要环节，只有科学合理的评价方式才能真实客观地反映教学成效[11]。药物合成

反应课程评价主体多为教师，学生参与度不高；评价方式多限于终结性评价，相较于课程的日常学习，

学生更愿意琢磨如何在期末考试中考高分；评价标准多侧重于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实验操作的

规范程度，而容易忽略对学生的就业能力的培养。因此，本团队以培养学生就业能力和创新能力为目标，

对评价主体、评价方式、评价标准等进行大胆革新，持续推进多元化评价改革，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

养、价值塑造的有机结合。 
理论教学过程中建立了“课堂讨论 + 课堂测试 + 课后拓展 + 期末考试”的全过程评价体系，引导

学生回归学习的本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将学生的学习态度、课堂提问、课堂测试、任务汇报、课后拓

展练习等环节纳入到评价过程当中，合理设置各部分的权重，强化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管理与评价。改革

期末考试内容，减少识记类内容的考核，强化对学生职业能力的考察，如校企共同出卷，将企业文化、

职业道德、企业实际问题等内容设计到考试当中等。学生想要获得好成绩，不能寄希望于期末的突击式

学习，而是要将重心放在课程的日常学习中，不但要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应用，更要注重职业能力和

创新能力的提升。 
实验教学评价过程中大量引入了企业元素，通过教师评价、学生评价、自主评价等多种评价方式，

提升学生的参与度和自主创新能力。实验前学生自主制定实验方案并进行答辩汇报，评委由教师和学生

代表共同组成，重点从理论上是否可行、生产上是否可行、安全上是否可行、环保上是否可行、经济上

是否可行等多方面来评价实验方案。实验过程中分别由教师和学生就实验安排是否合理、实验操作是否

规范、实验记录是否准确、实验结果是否理想等多个维度对学生实验全过程进行评价。实验后则重点放

在实验报告的评价上，从实验报告的完整性、数据处理的规范性、实验结果的合理性、实验反思的客观

性等方面给予评价。通过考核方法改革，学生的创新能力、职业素养、专业技能均得到了显著地提高，

真正突出了“能力、技能、素质”的考核，达到了考核目的。 

4. 结语 

药物合成反应在制药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本门课的学习让学生深

入掌握药物设计与制备的相关知识，为其今后从事化学药物的研发、合成和生产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基于医药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以提升学生就业能力为导向，依托盘龙产业学院，在药物合成反应教学

实践中进行大胆探索与尝试。通过教学团队建设、课程内容优化、教学方式转变、教学评价改革等方面

的工作，成功探索出“知识学习、能力提升、价值塑造”三位一体的药物合成反应教学改革新路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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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为地方本科院校破解毕业生高质量就业难题提供了思路，同时也为省内外相关高校开展提升学生就

业能力和创新能力研究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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