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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药物分析》课程是应用化学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方向课程，是拓展学生知识面和就业面而开设的学科

之一。针对目前《药物分析》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我校应用化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探讨了《药物分

析》课程的教学改革，提高《药物分析》课程的教学效果和质量，使学生在学习兴趣、学习潜能和实践

能力方面得到提高，同时也有助于应用化学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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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armaceutical Analysis” is one of the major courses for students of applied chemistry, the 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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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plines offered to broaden students’ knowledge and employment prospects. Aiming at the exist-
ing problems in the course of “Pharmaceutical Analysis” and combining with the training objec-
tives of applied chemistry in our school,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teaching reform of “Pharmaceut-
ical Analysis” course,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quality of “Pharmaceutical Analysis” 
course, including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learning potential and practical ability. The teaching 
reform would contribute to train the applied talents of applied 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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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早在 2015 年，由教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

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提出了普通高等学校应该将办学思路转向服务地方经济，培养应用型

技术人才，加强毕业生就业能力，更好地服务于区域性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我校作为国家第一批转型

试点高校，在学生培养方面一再强调要要向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方向发展，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对

课程的教学改革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究。应用化学专业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更是注重学生动手、创新能

力的培养。在培养方案中，一方面需要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理论功底，全面掌握药物分析的相关知识；另

一方面需要培养学生具有熟练的实验技能和操作水平，二者缺一不可。 
《药物分析》是应用化学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必修课，它的任务是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药品质量控

制观念，使学生能够胜任药品研究、生产、供应和临床使用过程中的分析检验工作，同时使他们具有分

析检验药品质量问题的基本思路和基本能力 [1]。论文“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导向，以实验实践技能为核

心”，对应用化学专业《药物分析》的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进行改革探究，结合我校实际，

将教学内容与人才培养目标统一结合；将传统纸质教材与数字化资源结合；达到产教融合、理实融合、

德技融合的目的 [2]，从而实现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2. 教学改革的背景 

《药物分析》课程是为我校应用化学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方向课，其目的主要对接药品检验岗位，

为满足医药企业药物分析与检验岗位的任职要求以及完成药品的检验任务，拓展学生就业面而开设的。

《药物分析》是在应用化学专业第 5 学期开设，前期已经学习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仪器

分析等理论课程及无机、分析、有机实验等基础操作课程，总学时为 56 学时，其中理论 32 学时，实验

24 学时，此外，还有一周的实训实践课程。从现有的学情来分析，学生在前期的学习中已经具备了一

定的分析化学方面的理论知识，欠缺的是对药物分析行业的相关知识。因此，在教材的选用上，我们

选择了由梁颖主编的《药物检验技术》作为教材。该教材从应用上来说，是针对高等职业教育药学类

专业的一本教材，但教材“以就业为导向，职业能力为本位”的教学指导思想，符合我校目前应用型

人才培养的要求。教材贯彻“实用为主，必需、够用为度”的原则，重点强调对职业岗位所需的基本

技能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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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过程中存在的“痛点”问题及成因分析 

3.1. 从《药物分析》教学的内容上分析 

现行的药物分析教材涉及到在药物分析检验过程中基本的理论和实践操作，不是某一个学科能够单

独完成的，而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多学科的综合性工作。就内容来讲，药物分析包涵了有机化学、分析

化学、物理化学、药剂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目前常用的《药物分析》教材在教学内容上分

析和仪器分析部分的内容所占篇幅较大，针对的学生主要是医学和药学相关专业的学生。应用化学专业

培养方案目标是培养分析检测行业的应用型人才，故在课程设置中，分析化学占了最大的比重。在前期

的课程安排上已经有了《分析化学》和《仪器分析》两门主干课程，还有水质分析、土壤分析、食品分

析等和分析化学相关的方向型课程。《药物分析》作为应用化学专业的方向课，如果直接用目前市面上

常用的《药物分析》教材，不能够适应目前学生的知识需求。 

3.2. 从《药物分析》教学模式上分析 

现有的教学模式基本上是采用授课、答疑、作业这一传统教学模式完成。授课一般都采用老师讲述、

学生记笔记的模式，缺少发散与连贯；答疑过程由于学生很少接触到具体的仪器设备，许多问题都在课

堂没法讲述清楚；而作业普遍存在查阅参考书看答案，很少自己动脑筋去完成的现象。最终对学习效果

的考察，主要用期末考试成绩来确定，这导致学生只注重书面知识点的记忆，而实验操作技能和其在实

际的应用关注较少。从理论联系实际情况来看，理论教学与实际操作脱节严重。由于药物分析课程开设

时间不长，同时教育经费的匮乏，学校确实一些必需的实验设备，学生缺少动手操作机会，很难进一步

理解掌握理论课的知识。理论与实际脱节，导致学生脑海里只有抽象的概念，缺乏具体的感官认知，更

别说学以致用。所以传统教学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教学要求，也无法满足工程认证中对人才培养的

要求。 

3.3. 从《药物分析》课程评价体系上分析 

传统的课程评价体系的成绩由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组成，平时成绩主要依赖于课堂提问情况和课后

习题的完成情况，其弊端是课后习题的知识相对滞后，且学生做习题的过程难于监控，存在抄袭现象，

课堂提问情况也比较片面，不能涵盖整个班级的学生情况。期末考试只涉及到部分知识点，对学生学习

能力的提升很难评估。 

4. 教学改革的思路 

4.1. 教学内容的改革 

教材选择上，我们选择了《药物检验技术》这本教材，其内容分为概论、药物鉴别技术、药物检査

技术、药物含量测定技术及药物检验综合实例等 5 个主模块，共 16 章，另附药物检验技术实训指导。学

生常吐槽“药物检验技术”课程理论知识庞杂，关联了本专业诸多专业课程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术，内

容枯燥且易让人产生畏难情绪。针对此问题，根据应用化学专业培养方案的要求，从基本理论能力、基

本技能能力、综合应用能力、创新实践能力四个方面着手，对课程内容进行了整体规划和改革。 
首先，基本理论能力主要是概述部分的内容，包括明确药物分析工作的性质和任务，熟练掌握《中

国药典》的使用查询方法，了解不同国家药物质量监控的法律法规，树立科学的药品质量观。这方面的

知识琐碎，涉及面多，但是内容很少，偏重理论讲解，在学习上注重资料的查阅和知识面的拓展。在学

习中要求学生通过自学 + 讲解的形式来进行学习。让学生通过自己查阅《中国药典》和网络文献了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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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知识，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其次，基本技能方面包括药物鉴别技术、药物检査技术、药物含量测定技术。这些内容和前面已经

学习过的分析化学内容有较多的重叠，特别是药物含量测定技术，主要就是仪器分析部分的内容。所以

在教学内容上，重点讲授选取涵盖原料药、片剂、注射剂、胶囊剂、颗粒剂、粉针剂、口服液体制剂等

不同剂型药物的鉴别技术和检査技术方面的知识，使学生获得检验和解决药品质量问题的基本思路、方

法和能力。 
第三，综合应用能力主要是药物检验综合实例，在所用教材中，药物检验综合实例按照药物官能团

和其药理作用进行分类分析，共 9 章内容。虽然看起来内容很大，但是每章的内容都是遵循“结构与性

质–鉴别–检查–含量测定”这样的主线来设置。不同药物结构具有不同的官能团，而这些官能团的特

点决定药物性质，药物性质决定其鉴别、检查、含量测定方法，各环节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在进行讲

授的过程中，老师结合前面已经学习的各种分析方法，理论具体的药物，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可以提高

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良好的专业素养。 
最后，创新实践能力。根据培养方案的要求，我们培养的目标是应用型创新型人才。目前我国科技

的发展日新月异，各种分析测试手段层出不穷，药物分析技术也是不断发展的，先后经历了“容量分析

–光谱色谱分析–光谱色谱联用”等发展阶段。目前，电化学技术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学生应该用发

展的眼光看问题，在学习实践过程中，安排学生尝试用不同的技术对药物进行分析检测，并对比不同方

法的优缺点，不断探究新的药物分析技术 [3]。提高自主研究性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全面提高将来服务

社会的能力。 

4.2. 教学方法的改革 

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包括教师讲授、案例讨论、学生作业展示等，构建“以问题为导向、从参

与中学习”的整体授课与分组研讨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例如，结合相关的热点事件，组织学生进行分组

讨论，引导学生进行网络资料检索和学习，让学生明确学习本章知识内容能够解决什么样的科研和工程

问题，提升学生思考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课堂教学和课余学习相结合，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让学生在业余时间多利用诸如 MOOC 等教学平台加深学习。此外，课堂教学与实验相结合。在进行药物

实例分析的课堂教学中，教学地点由传统的理论教学教室转变为实验室，教学方法由传统的“PPT 课件

讲解式”转变为“仪器辅助演示式”，以便学生更为直观地理解和掌握教学内容。 
 

 
Figure 1. Diagram of the teaching reform system of Pharmaceutical 
Analysis course 
图 1. 药物分析课程教学改革体系图 

 
此外，《药物分析》作为一门实践性强的课程，实验是对学生所学的理论知识检验和实践。实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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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让学生具备探索药品质量检测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药物分析实验技能，培养学生的药品质量控制观念；

同时通过专业实践教学实践项目来提高学生对药物分析的认识。然而对于工科背景相对薄弱的师范类院

校而言，工科实验课程的教学方法依旧与非工科实验的教学方法类似，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分

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验内容多为比较经典或老旧的验证性实验，缺少综合性及创新型实验设计，

学生通过实验讲义已经预知了实验的结果，对实验过程探索缺乏主观能动性，对实验内容缺乏兴趣。基

于成果导向模式的《药物分析》课程教学创新实施方案主要分三步走：强化预习–方案设计–独立操作，

具体步骤如图 1 所示。 
1) 强化预习。在课程教学开始前，明确课程的整体目标：① 掌握常见药物的结构性质、理化分析

特点和应用范围，并能将所学知识用于解决复杂环境下药物质量分析检测问题；② 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

采用科学方法分析与解释实验数据。此外，细化各个章节的学习目标，告知学生在课程结束后应掌握的

知识和技能。 
2) 方案设计。根据课程目标和教学内容，结合我院实际实验条件，做好药物分析实验方案、案例的

准备，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实验方案。例如，阿司匹林片剂的理化检验，首先老师针对该药物的结构官能

团，联系到它的理化性质上，让学生根据理化性质，通过查阅文献的方式设计实验方案，提交老师审核，

老师结合学校现有的实验条件进行筛选，选择仪器和药品都具有可操作性的试验方案，不同的实验方案

采用案例分组讨论或学生大作业形式展示，让学生知道同样的分析对象可以有不同的分析方案，根据分

析要求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方案进行实验。 
3) 独立操作。仪器操作由原来的小组实验的形式，改变为独立操作模式。利用不同仪器不同教师讲

授，学生以循环操作的方式进行强化仪器操作，保证每个学生都能有动手机会，同时还能促使学生们相

互学习、相互促进。 

4.3. 评价体系的改革 

按照新的教学方式，课题组对《药物分析》课程的评价方式也进行了改进，主要从之前的重知识向

重技能、重应用方面转变。实施教学改革后，学生的成绩由以下三部分组成：① 案例研讨时，观点的鲜

明度(总体考查知识点的灵活运用能力)，② 学生作业展示时，资料收集、课件制作和知识的应用能力，

③ 期末考试成绩。评价主体由原来的单一老师评价转变为教师、学生、团队等多元主体评价，凸显激励、

反馈、教育等发展性评价功能。通过课程评价体系的重建和改革缔造全方位发展的学习者。 
综上所述，在现有的药物分析教学模式下，探索与构建新的应用型理论与实验教学模式，重点是实

验教学要以学生为主体，使得应用化学专业学生在理论知识运用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有所提高，

以期能够在医药行业从事药物质量分析与评价、药物质量控制、药物研发等工作方面能够很好地胜任工

作，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基金项目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教学质量提升工程教改项目(JG202111)，毕节市科技局联合基金项目(毕科联

合[2023] 13 号)。 

参考文献 
[1] 舒朋华, 孙娜, 肖付刚, 孙军涛, 曹玉松, 蔡清伟, 吕春杰, 魏夏兰. 奥尔堡 PBL 模式在课程思政教学中的应用

——以《药物分析》课程为例[J]. 中国药事, 2021, 35(11): 1322-1326. 

[2] 李丹, 尹秀娟, 廖婵娟. 立体化“工作页式”活页教材的设计与开发[J]. 化学教育, 2021, 42(14): 73-79. 

[3] 刘芳, 何蓉. 基于现代学徒制模式的药物分析教学改革探索[J]. 海峡药学, 2019, 31(9): 110-111.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8318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药物分析》课程的教学改革探究
	摘  要
	关键词
	The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Pharmaceutical Analysis Course Based on the Training of Applied Talent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教学改革的背景
	3. 教学过程中存在的“痛点”问题及成因分析
	3.1. 从《药物分析》教学的内容上分析
	3.2. 从《药物分析》教学模式上分析
	3.3. 从《药物分析》课程评价体系上分析

	4. 教学改革的思路
	4.1. 教学内容的改革
	4.2. 教学方法的改革
	4.3. 评价体系的改革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