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3, 13(12), 9538-9543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21474    

文章引用: 陈天恒, 马志强, 张运昌, 王柄凯, 郭贝贝, 杨峰.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药学专业物理化学课程教学设

计中的应用[J]. 教育进展, 2023, 13(12): 9538-9543. DOI: 10.12677/ae.2023.13121474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药学专业物理化学课程

教学设计中的应用 

陈天恒，马志强，张运昌，王柄凯，郭贝贝，杨  峰* 

海军军医大学药学系，上海 
 
收稿日期：2023年11月1日；录用日期：2023年11月28日；发布日期：2023年12月4日 

 
 

 
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不断深入。近年来，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引

起了广泛关注。物理化学作为医科院校药学专业学习的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基础课程，对后续基础和专业

课程的学习都具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以《胶体分散系》章节为例，对该章节教学实施方案采用人工智能

技术进行辅助，并加以思考和总结，以期为物理化学课程采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教学设计的改革和发展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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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ts applications in th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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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ducation have been steadily advancing.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particular attention 
given to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ols. Physical chemistry, as a fundamental course with 
strong theoretical content in pharmaceutical education,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subse-
quent courses. Taking the chapter of “Colloidal Dispersion System”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us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o assist the whole teaching process. It further summarizes these 
efforts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insights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design of 
physical chemistry courses through the utiliz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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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心一言，ChatGPT 等生成式智能工具作为人工智能的最新突破自发布以来吸引了各领域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该类工具的应用也引发了教育教学领域的诸多思考与讨论[1] [2] [3] [4]。当前，有必要深入思

考和探索如何正确使用这些工具辅助师生，提高教学效率。 
物理化学作为药学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必修课程，为药学本科生提供医药学相关的现代化学基本概念、

基本原理及其应用方面的知识，为后续专业领域其他课程的学习打下广泛而深入的基础[5] [6]。然而，由

于物理化学课程理论性较强，其中涉及公式记忆和推导过程较多，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学习过

程中面临较多负反馈。因此我们尝试通过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对现有物理化学课程教学全过程进

行优化设计，以保持和调动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提高教学效果。 

2.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在物理化学课程中的应用 

《胶体分散系》作为物理化学课程中重要的一章节，不仅涵盖了大量理论知识，而且与实际生产与

生活联系广泛，需要学生掌握的知识点较多且较为繁杂。因此，本文以该章节为例，探讨如何在以下四

个教学过程中采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语言工具辅助教学设计，以期提高教学效果，为未来人工智能技术辅

助进行教学设计提供参考借鉴。 

2.1. 授课内容准备 

针对物理化学课程，本教研室此前探索了双语教学的创新方式，在部分章节的教学中使用双语教学

形式，学生对此反应积极。然而，由于物理化学部分章节涵盖内容较多且涉及大量晦涩的专业英语词汇，

口语化转化较为困难，因此部分章节的双语教案尚未完善。以《胶体分散系》章节为例，溶胶的制备与

净化的内容中，需要对制备溶胶的分散法及凝聚法的各种方法进行介绍，内容繁杂，之前的教案中仅提

供了关键词的翻译，未对其详细展开。因此，我们尝试采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对该部分的教案进行翻

译及口语表达部分的优化。对于两种溶胶制备方法的介绍部分，将中文教案部分输入到生成式人工智能

工具中，可得到以下优化翻译，“A colloid can be prepared via two approaches. Dispersion: By breaking down 
large piece to the size required. Condensation: By aggregation a molecular dispersion to the size range of a 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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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id.”经过教师对比英文教材中的相关内容，我们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的翻译十分准确，相较

于普通的翻译软件更加可靠且更符合口语表达习惯，可直接采用。同时，与原教案中仅提供分散法和凝

聚法的英文名称相比，优化后的解释下语句使用基础词汇，更易于学生理解，能够提高教学效果。 
教师可以进一步采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来扩展课程内容，使之与社会生活以及实际应用实例相关

联，以激发学生的课堂兴趣，这也是人工智能工具的优势。普通教师往往受教育背景和个人精力所限，

课堂拓展内容局限性较大，且受个人精力影响，不能及时追踪相关热点内容。例如《胶体分散系》章节

中的重点部分——溶胶的光学性质中，之前的授课内容中在给出丁达尔现象的具体科学定义后会介绍一

些丁达尔现象的具体实例，如天空的颜色及朝霞、晚霞的形成原因。然而，这些例子在高中物理、化学

课程中已经出现，学生对其较为熟悉，可能导致教师在课堂举例时学生的反应较为平淡。为了改善这种

情况，我们采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来丰富举例内容。由于本教研室任课老师主要为理科专业背景，艺

术领域知识有限，因此我们向工具提问：能否举出丁达尔现象在艺术中的应用案例？生成式人工智能工

具给出的回答包含了印象派绘画技法的例子，如莫奈等印象派画家采用丁达尔现象来捕捉他们的户外光

线闪烁的效果，比如描绘睡莲或雾气缭绕的景象。教师核实相关艺术作品并审核其中科学性知识进行后，

可以将该部分内容融入到教学中。这种方法不仅丰富了授课内容，还可以在展示印象派画作中的丁达尔

现象时进行思政教育。教师可以在举例时解释，虽然印象派代表人物与丁达尔生活在同一个历史时期，

但他们对于景色的描绘可能更加是因为他们敏锐的观察力，而非物理化学知识。而我们同学通过今天的

知识内容的学习，可以深入的了解画作中表现出的景色的科学原理。这些采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辅助

更新的授课内容既开拓了专业视野，增加了课堂的趣味性，也较好实现了课程思政建设的目标，是未来

重要课程设计方法。 

2.2. 课堂教学资源优化 

本教研室在物理化学课程方面有着丰富的信息化教学资源，然而随着教学设施软硬件的不断更新，

部分课程幻灯片较为老旧，已不符合当今教学需求。于是我们探索使用了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幻

灯片美化工具，旨在优化现有课程幻灯片。智能工具对于幻灯片的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工具可以自动优化幻灯片的排版、字体、字号，从而减轻教师的排版负担，使得教师更加关

注于课程内容的传递。此外通过提升幻灯片的视觉吸引力，促使学生更加积极地专注于所呈现的知识内

容。 
其次，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可以对制作完成的幻灯片内容自动进行语言和拼写检查，可确保幻灯片

中的文字内容正确无误，进一步增强教学材料的专业性。这将为教师提供一个无需繁琐校对的环境，从

而更好地将精力集中在物理化学课程的具体内容中。 
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可以对多媒体素材进行优化。部分老旧的课程幻灯片中图片较为模糊，

动画内容较多采用已不受现行软件支持的 FLASH 制作。然而，通过借助工具，我们能够自动匹配适合的

图片、图标及其他多媒体素材，以更有力地支持课程内容。同时，对于一些模糊的课程经典内容图片，

工具也可进行智能修复及高清化处理，从而实现内容更加清晰和生动的展示。这一创新性方法不仅提升

幻灯片的多样性，还能加强学生的视觉体验，有利促进他们对于物理化学课程更深入的学习。 

2.3. 课后教学系统资源补充 

本教研室一直致力于通过非实时教学系统引导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自主设计研发了国内首创的具有专业特色的物理化学课程 4A 信息化教学平台。其中课后拓展阅读

部分是该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模块包含大量课程参考资料及最新科研文献。其中大部分文献均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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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极大拓展学生的科学视野，提升学生英语水平同时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 
然而，课后拓展阅读部分的更新需要及时搜集最新科技文献信息，该过程涉及到关键词搜索、内容

筛选、阅读整理等多个环节，工作量较大。另外由于部分科技论文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与教师自身的研

究方向可能存在差异，导致教师在阅读整理文献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致使课后拓展阅读部分科技文

献数量较少，无法达到预期目的。为了应对此难题，我们积极探索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协助教师

进行课后教学系统中课后拓展阅读部分的内容更新。 
首先，教师通过关键词搜索近期与课程教学内容相关的科技论文，并通过阅读摘要以确认文献内容

与课程内容相关。随后，教师将电子版文献通过插件导入到工具中，工具能够自动生成该篇科技文献的

具体内容梗概并加以翻译。最终，教师快速阅读文献，将工具生成的概要与文献具体内容进行对比，确

认无科学性错误后，即可将该篇科技文献更新至线上教学平台。 
通过采用这一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完成教学系统中课后拓展阅读部分的内容更新的方法，不仅

能够增加科技文献的数量，还能够提高更新的速度。此方法有效地减轻教师的工作压力，同时也为学生

提供更多、更新的科技文献，协助他们更全面地了解学科前沿与发展动态。 
实践证明，采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辅助更新课后拓展阅读部分的内容是有效的。它不仅提高了教师

的教学效率和工作质量，还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提高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更好地培养了他们的

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因此，我们将持续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物理化学课程的课后教学系统的其他

板块中的应用，不断更新教学系统中的内容，为学生提供更加优秀的课后学习体验和更高的教育质量。 

2.4. 课后作业与任务布置 

在过去的物理化学课程中，课后作业常依赖于教材内课后习题，这些问题往往显得单调乏味，导致

学生对于完成习题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我们积极探索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对课程的课后作业进行重新设计。以溶胶动力学性质的习题为例，我们选取沙尘暴为切入点，设计了一

道综合性习题。 
首先为资料引入，我们将 2023 年 3 月最大沙尘暴的新闻内容导入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中生成背景

介绍。与冗长的新闻介绍相比，这种背景知识更能引起学生兴趣，为后续问题的回答打下基础。随后进

行问题设计，我们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辅助设计一系列由简至难的题目，帮助学生逐步进入问题解

答状态，掌握并应用课堂所学知识。首先是问题一：沙尘暴中的粒子为哪一类型的溶胶系统？主要考察

溶胶的基本定义。接下来问题二：探究沙尘暴中的粒子对于大气透明度及太阳光的影响，本题主要考察

溶胶的光学性质，对上节课学习的内容进行复习。问题三为计算题，题干中将沙尘颗粒进行估算简化为

均一球体，固定风速及沙尘吹起高度，要求学生计算降落到各地的沙尘直径。这个问题有效地考察学生

对于沉降速率公式的掌握。最后是问题四，探究如何可持续抑制沙尘暴的办法。该开放式问题可以培养

学生收集信息，整理信息的能力，同时在课后继续达到课程思政的教学目的。 
此外，为了激发学生更深入地参与到课堂中，我们在胶体分散系章节的计划学时上分配了一次学生

课堂展示的环节，以推动更深层次的学习互动。在此环节中，每组学生将结合当前各类热门领域与胶体

分散系有关的内容，开展一次主题报告，同时鼓励同学以英文进行演讲。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积极探索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应用。具体包括学生自选主题的建议，查找资料后的概括总结，英文讲稿的

修正与优化以及最后展示幻灯片的美化等环节。有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辅助，学生在整个过程中随时有

帮手可以求助，明显感觉难度降低，从而更加积极参与其中。在这个教学过程中，学生不仅深化了学生

对于本章节知识内容的理解，还改善英语读写听说能力，同时分析及解答问题的能力也得到提升。使用

生成式人工势能工具通过以上三个方面充分挖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潜力，使得同他们对于“我要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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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学习方式有了初步的行为范式。 

3.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基础化学教学中的问题 

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功能强大，但由于技术限制，不能确保其产生的输出结果完全正确，因此

还需要师生充分的个人主观能动性来做支撑。例如，同学们在课后复习和完成作业时若过分依赖生成式

人工智能技术，直接将问题和作业抛给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则可能对教学效果起到反作用。以《胶体

分散系》章节中的一道习题为例，该题要求从灭火泡沫，珍珠，雾和空气选出不为胶体的物质。这道习

题为一道考察胶体定义的基本概念题，学生经过课堂学习后可以判断出空气不存在分散相和分散介质，

因此空气不属于胶体。但如果直接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寻求答案，可能会得到珍珠不是胶体的错误

结果。而珍珠实际上是课堂教学中举例的一种特别类型的胶体分散系统。 
同时，对于主观题解答，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给出的错误答案中往往具有部分正确性，这会对

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造成极大困扰。例如，针对问题“人工肾脏利用了胶体化学中的什么原理？”

直接将该问题提交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可能会得到如下答案：“人工肾脏利用了胶体化学中的电泳

原理。电泳是一种利用带电粒子在电场中的迁移速度不同而进行分离的技术。在人工肾脏中，血液中的

废物和多余水分会被过滤出来，同时还需要将过滤后的血液重新输回体内。这个过程类似于电泳中的分

离过程，其中带电粒子在电场中的迁移速度不同，从而使得不同的粒子得以分离。在人工肾脏中，血液

中的废物和多余水分带有不同的电荷，因此在电场的作用下，它们可以被分离出来。”然而，正确答案

应该是人工肾脏利用了溶胶的净化中渗析和超滤的原理。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给出的错误回答具有很大

的迷惑性。因为其中包含着人工肾脏的定义部分：在人工肾脏中，血液中的废物和多余水分会被过滤出

来，同时还需要将过滤后的血液重新输回体内。而且电泳也是溶胶的一个典型电学性质。学生对该知识

点掌握不牢固时，很容易误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给出的回答为正确答案，从而造成学习上的困扰和

障碍。 
因此，在课程教学中，引导学生正确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显得至关重要。大学生好奇心、动手能力强，

许多学生已经通过社交平台或同学的推荐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有所了解并进行了尝试。同时，学生可

以随时在电脑上或手机上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因此完全禁止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是不现

实的。为了确保学生正确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教师需要明确工具在课程中的使用范围，并鼓励学

生使用工具进行课外拓展学习。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可以采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对英文文献进行翻译阅读，以提高学生对于文献内容的掌握同时提升英语水平。但是，教师需要强调并

加强监管，以防学生滥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解答习题，从而依赖工具而失去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具体地，教师可以在课堂上给出具体案例，直接说明直接向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询问习题答案时可

能会出错的情形，以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局限性。这些措施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

术能力和实践技能，同时也可以增强学生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正确使用和理解，为未来的学习和工

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4. 小结 

人工智能技术引入课堂是今后教学改革与实践的必然趋势。在此背景下，物理化学作为药学类专业

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课程，面对着理论性较强，教学内容繁杂的特点，更加需要利用这些人工智能工具

辅助课程设计与内容完善，以提升课程吸引力。但是该工具仍然存在着输出结果无法保证正确性、学生

过分依赖该工具导致教学效果下降等缺点，因此如何应用好这些工具仍需要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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