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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药物化学》是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而《药物化学》实验课程是该课程的基础。《药物化学》实验课

程在该学科教学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文中针对《药物化学》实验课程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改革，

旨在提高《药物化学》实验课程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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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cinal chemistry is an important professional course, and the experimental course of medicin-
al chemistry is the basis of the course. The experimental course of medicinal chemist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this subject. This paper aim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the experimental course of high medicinal chemistry by reforming the existing prob-
lems in the teaching of the experimental course of medicinal 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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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药物化学》是药学、制药学等专业学科里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它同化学、生物学、医学等自然

学科都存在着相互的交叉性，该课程属于应用性的自然学科[1] [2] [3]。实验教学是《药物化学》课程教

学的基础，《药物化学》的实验课程教学在整个《药物化学》教学过程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包括理论课

程教学和实验课程教学)。从整个人才培养方案来看，《药物化学》实验课程的开设通常会安排在学生学

习和掌握了无机化学实验课程和有机化学等基础实验课程之后。《药物化学》实验课程是实验体系中重

要的组成部分，该实验课程能够将化学实验体系完美的衔接到药学实验体系中来[4]。与此同时，《药物

化学》实验课程对学生的知识体系形成也能够起着一定的衔接作用。在《药物化学》实验课程教学过程

中，该实验课程不仅能够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理论课(药物化学课程)上学到的课本知识，还能够激发学生

对《药物化学》课程学习的兴趣。另外，学习《药物化学》实验课程还能够促使学生进一步了解经典药

物的研究过程、生产环节、检验内容、药物储存等[5]。《药物化学》实验课程在培养学生的创新和动手

能力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为了能够培养学生成为一名合格的药学、制药学等领域专业性高级技能人

才，需要学生除了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外，还应当具备必备的实验或者实践能力[6]。重庆化工职业学院(下
述为我院)药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所设置的《药物化学》课程开设时间比较早，配套的《药物化学》实验课

程也同时启动，但在实验课程教学存在一定的不成熟[7]。本文针对我院《药物化学》实验课程教学过程

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对改革《药物化学》实验课程教学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目的在于可以提高实验课

程的教学质量[8]。 

2. 《药物化学》实验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由于授课教师、学生等因素，每门课程在教学过程中，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问题，《药物化学》实

验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同样会出现一些问题。根据我院教学大纲或者课程标准规定，《药物化学》实验课

程要求学生能够熟练掌握代表性药物(如阿司匹林、对乙酰氨基酚、苯妥英钠等)在合成过程中所涉及到的

基本实验操作。例如，反应装置的选择与安装、加热方式的选择(如水浴加热、油浴加热、电热套加热等

方式)、产物分离(如重结晶、柱层析)、产物鉴定(如化学分析法、仪器分析法)等。同时，按照教学大纲或

者课程标准的要求，学生还应当学会结合《药物化学》理论课程的相关知识。通过一些专业性文献资料

阅读(包括学术论文、专利等)，来设计目标化合物的合成反应路线，并能够达到对所做实验进行相应结果

分析的目的。这样教学大纲或者课程标准的要求，不但能够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实验操作能力)，同时也

能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以及他们的创新(创造)意识。以往我院《药物化学》实验课程教学，通常采用教师

讲解和学生操作相结合的实验课程教学模式(传统模式)。最终，《药物化学》实验课程得到教学效果并不

理想，不能达到课程标准或者教学大纲的相关要求。特别是在培养学生的自主实验(操作)、综合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结合我院具体情况以及近年来药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药物化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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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课程教学方面的相关经验，存在如下具体问题： 

2.1. 实验课程教学课时安排固定 

课时是教学的时间单位，一种好的课时安排能够保证高质量完成某个课程的教学工作。《药物化学》

实验课程教学安排一般是根据课程标准或者教学大纲要求所进行。在结合我院的具体情况，以及该课程

中代表性药品的物化性质特点、实验操作性难易程度等因素来综合考虑来确定《药物化学》实验课程教

学课时具体安排。一般情况下，《药物化学》实验课程教学课时是 40 个课时(可获得 3 个学分)。实验操

作的安排相对固定，通常以 4 个课时为一次实验课(包括操作讲解、实验准备等)。在《药物化学》实验课

程教学过程中，有些实验难度相对大、操作时间长的合成实验(如苯妥英钠)，一次实验课(4 个课时)的时

间不足，完成不了相关实验操作。《药物化学》实验课程一般采用分组合作完成实验，对于部分动手能

力差的学生来说，在这紧凑的时间里来不及做到每步实际操作。另外，由于实验操作时间不充足，学生

在操作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仪器(特别是玻璃仪器)的损坏。甚至还会存在实验操作步骤的错误，合成反应时

间不够，以及产物分离、纯化等步骤不到位等问题。与此同时，在部分实验内容中存在课时浪费的现象，

如在实验基本技能操作(认识常见玻璃器皿、加热方式等)、蒸馏、重结晶等实验内容。这些实验内容操作

简单，耗时较短，如果按 4 个课时来教学，将存在一定的浪费教学课时。由于《药物化学》实验课程教

学课时安排相对固定，从而在教学过程中存在实验操作完不成或者实验操作时间过剩等现象。 

2.2. 实验课程教学与理论教学脱钩 

很多自然学科，如化学类、生物学类、药学类学科，都存在一门课程下包括理论课程和实验课程。

理论课程以教授学生学科理论知识为主，实验课程以指导学生完成相关综合性实验为主，如何将理论部

分衔接到实验部分中去，将在整个课程教学过程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药物化学》课程是以实验为基

础，它是将化学学科衔接到药学学科上的一门基础性专业课程。通常，我院在《药物化学》课程教学过

程中，理论课程与实验课程是同步展开。因此，在《药物化学》实验课程进行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与实

验相关的理论知识做不到同步。例如，在阿司匹林的合成与纯化实验中，按照教学计划表该实验内容通

常安排在《药物化学》实验课程进度中靠前时间段进行。而在学生实验操作时(实验课程)，与其相关的理

论知识部分(如阿司匹林的理化性质、合成路线、分离与纯化方式等)还没有应用的接触。在教学计划表中

阿司匹林相关的理论部分教学内容一般安排在教学进度里比较靠后时间段，因此学生对这些理论知识延

后，会出现对实验理解存在一定不到位的现象。这种现象也会增加操作失误的几率，甚至会出现一些安

全事故，增大了《药物化学》实验课程教学风险。由于，《药物化学》课程中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在内

容上存在着不同步，甚至出现严重脱钩现象，从而导致了《药物化学》实验课程教学过程中出现不少问

题，如安全事故、实验教学效果等。 

2.3. 实验课程教学考核不合理 

课程教学考核是对该门课程的教与学进行综合性评价，用来评价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生情况，一

般重点在于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评价。因为，学生的学情情况，可以直接反应出教师教学的总体水平，具

有一定的指示性作用。在《药物化学》实验课程教学过程中，我院一般采用传统的分组操作(根据每个班

级人数情况，通常 5~8 人为小组)，共同来完成相关实验。分组实验操作用意在于培养学生的协作能力，

同时也可以节省实验仪器、实验工作台等。目前，大部分高校实验室建设还是不够完善，实验条件都是

有限，不可能做到一人一套实验仪器、实验工作台等。但是这种传统的分组实验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一

些不爱动手操作(实验操作)的学生在《药物化学》实验过程中不参与，没有达到实际操作目的。这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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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考核就至关重要了。一个好的考核方式、标准，能够带动学生的学习兴趣、积极性，能够提高课

程的教学水平。以前，我院针对学生的《药物化学》实验课程成绩考核，主要以实验报告作为参考进行

成绩评价，以百分制计算最终换算成学分。这种《药物化学》实验课程考核方式，仅仅以实验报告作为

体现形式是不够全面，这也无法反映出学生的实验操作熟悉程度(技能)以及综合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 《药物化学》实验课程教学改革 

课程教学改革意在促进学科教育的进步，用来提高教学的质量。课程教学改革包括在教学的内容、

方法和制度等多方面的改革。结合我院《药物化学》实验课程教学方面存在的具体问题，针对问题对《药

物化学》实验课程教学从教学安排与方法、教学评价两方面进行初步改革探讨。 

3.1. 教学安排与方法改革 

实验是建立在理论知识基础之上，理论与实验两者间存在着相互联系性。实验教学同样也是建立在

理论教学基础上，要达到良好的实验教学效果，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理论作为指导(理论教学作为基础)。
《药物化学》实验课程也是建立在学生具备一定的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等基础实验上，再加上储备了一

定《药物化学》理论课程相关知识后，才能顺利完成《药物化学》实验课程相关代表性药物的合成实验，

以致达到良好的实验课程教学效果。针对我院药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所开设的《药物化学》实验课程所存

在的教学课时固定，以及《药物化学》理论课程与实验课程教学存在脱节等问题。结合我院《药物化学》

课程教学的具体情况(包括课程标准或者教学大纲)，《药物化学》实验课程教学要突破以往传统的教学模

式，对这两个方面的实验课程教学问题作出相应的改革。在《药物化学》实验课程教学课时固定问题上，

适当调整了实验课时安排，增添了机动灵活性。以往通常以 4 个课时为一次《药物化学》实验操作课，

改革后的课时安排是在原总课时不变的情况下(总的实验课时为 40 个)，部分实验课时延长至 6 个课时或

者 8 个课时(如苯妥英钠的合成与纯化实验延长至 8 个课时)，有些实验内容课时缩短为 2 个课时(如基本

操作技能、重结晶操作等)，其余的还是采用原来 4 个课时进行。改革后的《药物化学》实验课程教学课

时安排，基本上实现了保障学生能够顺利的完成每次实验。在实验操作过程中，通过课时安排改革后，

避免了因时间紧凑而引起的仪器、用具等损坏，杜绝了实验操作严重性失误，降低了实验教学的风险。

目前，我院《药物化学》实验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实现了安全事故为零的业绩，教学计划完成率达到百

分之百。另外，在《药物化学》实验课程与理论课程教学存在脱节问题上，改革后对整个课程进度进行

调整。在不改变《药物化学》课程标准或者教学大纲总体要求的基础上，调整了原来理论课与实验课同

时进行模式，采用先理论教学后实验教学的模式。改革后的教学模式，可以让学生能够储备一定的《药

物化学》理论课程知识，能够掌握基本的跟《药物化学》实验课程相关的理论，如一些合成路线、药物

的理化性质等。有了《药物化学》理论课程作为基础，在后续实验操作过程中避免了学生难理解代表性

药品的合成路线、产物分离等关键操作点。同时，也能培养出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有助于提高学生综合

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加了学生对《药物化学》实验课程的喜爱程度。在此基础上，也达到了提高

《药物化学》实验课程教学的目的，真正做到了理论联系实践的作用。 

3.2. 教学评价改革 

课程教学评价是以课程教学目标作为依据，按照所指定评价的标准，运用有效的技术手段，对课程

教学过程以及课程教学结果进行相应测量，给出课程教学价值判断的一个评价过程。实验课程的成绩(评
价)通常具有一定导向性的作用。根据我院药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实际情况，并结合《药物化学》实验课

程特点，以前采用传统的分组进行实验，以 5~8 人一组，协同合作完成相关实验。为了保证《药物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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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课程教学顺利的完成，达到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的要求，需要对学生建立一套完整的课程考核体系。

合理的《药物化学》实验课程评价体系能够激励学生认真自主的完成相关实验，并且能够保证学生完成

实验报告编写并保证数据真实有效。以此同时，在《药物化学》实验课程教学过程中学生能够提出自己

对每次实验的相关观点或者看法，并同教师共同探讨每次实验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前在我院的

《药物化学》实验课程评价体系中，主要以学生的实验报告完成情况作为实验课程成绩。注重实验报告，

针对具体实验操作情况不够重视，这样在课程教学评价中会出现评价标准不合理等现象。针对《药物化

学》实验课程教学考核的不合理，我院在教学过程中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药物化学》实验课程成绩沿

用原来制度，按 100 分制计入后在换算成学分，改革后的《药物化学》实验课程评价体系包括四个部分：

包括实验报告成绩(占 30 分)、实验操作(占 30 分)、实验结构及分析(占 20 分)技能考试(占 20 分)。《药物

化学》实验课程评价体系中降低了实验报告成绩的权重，增加实验操作、实验结构及分析和技能考试成

绩权重。采用新的《药物化学》实验课程评价体系对学生成绩考核，能够提高学生实验的主动性，重视

平时《药物化学》实验练习，认真操作每一次实验并完成真实的实验报告。改革后的《药物化学》实验

课程评价体系对实验课程的教学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4. 结语 

《药物化学》实验课程是衔接化学科学与药学学科的一门重要的基础性专业课程，在药学、制药等

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各大院校具体情况以及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教学大纲等要求有所不

同，在《药物化学》实验课程教学过程中，都会存在一定的教学问题。针对《药物化学》实验课程存在

的相关教学问题，要求我们能够不断的深化《药物化学》实验课程教学改革，找到切实可行能够适用于

各自院校、各自专业的课程教学模式。通过对课程教学的改革，能够达到真正发挥《药物化学》实验课

程衔接理论到社会实践中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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