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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解决当前药理学教学面临的诸多困难，本研究随机选取某院校临床医学专业2个班的120名学生分别作

为对照组和试验组，分别采取传统教学法和动态分层教学法开展药理学教学，从学生分层、教学目标分

层等角度进行教学设计，比较两组学生期末成绩，并发放问卷完成满意度调查。研究结果表明，试验组

学生的平均成绩和课程满意度更高，应用动态分层教学法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有助于

提升药理学的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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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in pharmacology teaching, 120 students from 2 classes of 
clinical medicine major in a university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
rimental group respectively.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and dynamic stratified teaching method 
were adopted to carry out pharmacology teaching, and the teaching design was carried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tratification of students and stratification of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the final 
scores of studen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Questionnaires were issued to comple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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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sfaction surve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score and course satisfaction of the stu-
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and the application of dynamic stratification teach-
ing method could fully mobilize the students’ learning subjective initiative and help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level of pharma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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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医学教育中，药理学作为基础课程，具有知识量大且抽象的特点，教师仅仅通过照本宣科的方式

向学生传授知识，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提升学生的临床分析、实践等能力，难以达成懂医精药的

高素质人才培养目标。伴随着学科教学改革的逐步深入，高职药理学教学引入动态分层教学法有助于创

新课程教学模式，满足学生的个体发展需求，对取得理想课程教学效果和强化医学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

义。 

2. 药理学教学难点 

药理学作为连接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课程，以药物理论为核心内容，探究各类药物和机体间的相

互作用及规律，其与生理学、生物化学等多学科知识存在密切关联，同时涉及中枢神经系统、心血管系

统、消化系统等领域的临床知识，具有知识点多、信息量大等特点[1]。学生在学习各种药物知识时，需

掌握药物作用机制、药理作用、临床用途、不良反应等诸多内容，学习压力较大。加上药理学具有较强

综合性，学生前期完成生理学、药理学等医学理论学习后，尚未接触临床课程，难以对药物临床应用产

生清晰认识，因此给药理学的教学工作带来了挑战。 

3. 动态分层教学法在药理学教学中的应用 

(一) 研究目标 
考虑到传统药理学教学采取“一刀切”的灌输式教学方法，忽略了学生在知识水平、学习能力等各

方面的差异，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提出了动态分层教学法推动药理学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创新。

作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动态分层教学法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结合学情将学生划分为水平相近的

群体，为各个群体制定相适应的教学目标，采取适合的教学方法，做到分层布置作业，并通过分层考核

动态调整教学计划，确保各层次学生能够在知识学习、技能锻炼等各方面取得发展[2]。教师在药理学教

学中始终做到以学生为主导，采取有效教学策略调动学生的学习动机，确保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师生共同协作，打造药理学高效课堂，从而促进课程教学质量的提升。 
(二) 研究方法 
以某院校 2021 级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对照组 60 人，试验组 60 人，两组学生在性别构成、

年龄组成、上学年各科平均成绩等各方面无明显差异，并同时在大二开设《药理学》课程，由同一教师

授课，教学进度保持一致。对照组学生按照传统教学法授课，课前自学预习课程内容，课中教师通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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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法、任务驱动法等方法教学，课后安排学生通过做作业方式巩固课堂学习到的内容。试验组学生则采

取动态分层教学法授课，在学期末对试验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包含 5 项满意度调查内容，具体为“是

否对药理学课程教学感到满意？”、“是否因分层教学感到压力？”、“是否对药理学学习效果感到满

意？”、“能否主动学习药理学知识？”、“是否愿意与同学或教师分享药理学内容？”，并完成试验

组和对照组的综合成绩比较，验证动态分层教学法在药理学教学中的应用成效。 
(三) 研究内容 
1、结合学情实现学生分层 
在实际应用动态分层教学法的过程中，教师应充分了解学情，确定学生对药理学相关概念和知识的

掌握水平。通过课前开展前测活动，掌握学生是否具有药理学相关知识背景，判断学生对新知识的接受

程度，为教师合理划分学生层次做好准备。在开学第一周，教师可以安排学生进行摸底考试，内容包含

生理学、解剖学、生物化学、临床医学等领域知识，反映学生药理学学习基础。综合考虑学生的学习基

础、能力和偏好等情况后，可以初步将学生由低到高划分为基础层、潜力层和创新层三个层别。面向不

同层次的学生，教师需要制定合理的教学计划。如面向基础层的学生，考虑到学生基础水平稍差，教师

应重点帮助学生巩固相关理论知识，系统化学习药理学内容，建构完整知识架构，促使学生夯实基础[3]。
针对潜力层学生，教师应指导学生加强药理学技能锻炼，培养其成为高技能型人才。面向创新层学生，

教师应当鼓励学生加强知识迁移和运用，主动尝试利用药理学知识和技能解决实践问题。为充分挖掘学

生潜能，教师后续每个月结合学生学习状况动态调整学生层别，为学生提供更多发展机会的同时，鼓励

学生不断超越自我。 
2、根据大纲设置分层目标 
在药理学教学中，教师需要结合教学大纲合理设置教学目标，确保全体学生顺利完成教学内容学习

的同时，自主学习更多的课程内容，主动完成课程理论知识建构，提升实践能力。根据药理学课程标准，

学生需完成药理学基本理论和概念、外周神经系统药物、中枢神经系统药物、心血管系统药物、利尿药

与脱水药、消化系统药物等多项内容学习。课程标准属于纲领性文件，以标准为指导分层设置教学目标，

确保提出的教学要求与学生实际水平相适应，引导学生自主完成学习任务[4]。围绕教学目标合理确定学

习任务难度，为学生提供基本内容、进阶内容、拓展内容等，鼓励学生开展进阶式学习活动，形成较强

学习能力。例如，在学习“抗消化性溃疡药”的内容时，可以设置“掌握稀盐酸、胃蛋白酶、胰酶等常

用药物作用、应用、不良反应及注意事项”的基础目标，然后设置“与其他消化系统药物比较，总结抗

消化性溃疡药特点和用药护理方法”的进阶目标，对创新层学生则提出“结合现实案例，合理制定抗消

化性溃疡药的用药方案”等教学目标。围绕不同的教学目标，教师需要提前收集相关学习资料，为学生

提供充足的参考资料，有效调动各层次学生的学习兴趣。 
3、实现教学方法动态分层 
在课堂教学实践中，教师应运用多样化教学方法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要。面向基础层的学生，

考虑到该层次学生学习基础不佳，普遍缺乏学习动力，为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更加形象方式向学

生传授药理学知识，教师可以采用翻转课堂等教学方法，通过微视频形式生动展示消化性溃疡发生部位、

发病过程等内容，将学生带入到真实的用药场景中，加深学生对药理学学习重要性的认识，确保学生可

以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从内心产生探究药理学知识的兴趣。在开展药理学实验教学时，为帮助学生克服

心理上的障碍，教师可以采用角色扮演法开展教学，先为学生示范用药方法，然后组织学生开展互动讨

论，自主选择“观察员”、“记录员”等角色，参与到药理学实验中。面向潜力层学生开展教学时，考

虑到学生可以完成药理学知识自主学习，应重点引导学生加强技能锻炼。教师可以采用任务驱动法、小

组合作法等方法开展教学，使学生通过相互学习、交流配合等方式获得练习机会，在互动沟通中拓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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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获得自主学习、协作精神等各方面培养。对于创新层的学生来讲，在课堂上往往只需要较短时间便

可完成课程内容学习，教师需要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自我发挥和发展机会，因此教师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

等方法开展教学，为学生提供更多与用药知识相关的案例，由学生自行总结用药经验，主动创新用药方

案，有效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通过采取多元化教学方法，能够为各层次学生营造良好学习氛围，促进

师生、生生间的沟通互动，使学生在良好情绪的支持下始终保持对药理学内容的新鲜感，促使学生形成

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动机。 
4、做到分层布置课后作业 
药理学章节内容较多，教师指导学生学习相关内容后，应及时布置课后练习题，帮助学生巩固学习

内容，更好地完成药理学知识探究学习。考虑到学生学习水平存在差异，教师需要完成作业分层布置，

如针对基础层学生，在学生知识相对薄弱且缺乏自我学习能力的情况下，教师可以为学生布置更多的基

础练习题，引导学生复习课堂上学习过的药物作用、不良反应等知识，熟练记忆药物餐前或餐后服用等

知识点。针对潜力层学生，教师应指导学生在课后加强用药知识运用，布置案例解答类型的作业题，要

求学生在课后完成相关用药案例分析，加强用药知识应用思考。针对创新层学生，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加

强实践，设计模块化作业，要求学生主动查找身边与“消化系统用药”等相关的病例，综合运用病理学、

药理学、临床医学等相关学科知识判断如何用药，制定多种用药方案，后续尝试在药理学实验中验证有

关思路，从而形成跨学科知识运用能力和临床实践技能。应用动态分层教学法，教师应认识到学生学习

状态将不时发生变化，为给学生提供更多选择，教师可以通过微信群等方式发布作业，在学生轻松完成

各自作业后，鼓励学生自主选择更高层次作业。教师通过在线平台与学生沟通，帮助学生答疑解惑，引

导学生分享作业心得，使各层次学生取得理想学习成效。 
5、分层评价引领个体发展 
在考核课程教学效果时，教师同样需要实施分层评价，确保有效反映每名的学生学习和发展情况，

为后续科学制定教学策略和调整学生层次提供依据。为此，教师应设置过程性评价指标，包含资料查阅

情况、小组协作情况等等，从学生的学习态度、能力、知识掌握等各方面考察学生学习水平。如在任务

驱动教学中，教师应结合学生自评、组内评价、组间评价等对学生展开综合评价，以便结合学生学习基

础、性格、习惯等各方面差异完成分层评价。面向基础层的学生，在学生取得明显进步的情况下，教师

需要给予更多表扬，帮助学生树立药理学学习的自信心，对于表现不佳的学生需要给予更多鼓励，善于

发掘学生在学习态度、方式等各方面取得的进步。面向潜力层学生，在学生取得进步后教师应有针对性

的指出学生在药理学学习中的优点，鼓励学生向更高层次挑战，学生表现不佳则应加强与学生的沟通，

帮助学生正视自身问题，激励学生完成自我挑战。针对创新层学生，教师应提出更高要求，主要采取竞

争性评价策略，促使学生不断创新和发展。 
(四) 研究结果 
从对照组和试验组期末课程成绩来看，对照组学生优秀率仅 15%，达标率能够达到 63%，不达标的

学生多达 13 人，综合成绩平均为 70.7 分，试验组学生优秀率达 25%，达标率能够达到 70%，不达标的

学生仅 3 人，综合成绩平均为 87.6 分。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试验组 95%的学生表示对药理学课程教学

感到满意，83%的学生表示满意药理学学习效果，少数学生表示应当取得更好学习成绩，87%的学生表示

后续能够主动学习药理知识，90%的学生表示愿意分享药理学内容，另外有 17%的学生表示因分层教学

承受了一定压力。从总体上来看，相较于传统教学法，应用动态分层教学法开展药理学教学能帮助多数

学生取得更好成绩，突显更多优势： 
1、激发学生学习动力 
教师应用动态分层教学法，学生在药理学学习上的个体差异能够得到充分体现，有助于增强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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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意识。教师为不同层次学生提供难度适宜的学习内容，也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 
2、助力教学目标实现 
教师提出不同教学目标，并制定对应的教学计划，可以做到对学生因材施教，引导各层次学生在知

识、技能等各方面取得发展，为达成课程教学目标提供保障。 
3、提升教师教学水平 
教师采用动态分层教学法开展药理学教学活动，对教师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教师加强各

种教学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模式的学习，转变以往教学思维，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高效组织分层教

学活动。 
此外，在药理学教学实践中，教师也应认识到动态分层教学给部分学生带来的心理压力，注意观察

和了解不同层次学生的教学反馈，在教学初期适当放慢进度，加强个体指导，确保学生能够适应新的教

学模式，更好地投入到课程学习活动中。 

4. 结语 

采取动态分层教学模式，教师能够真正将学生当成是教学主体，落实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增强学

生在课程学习中的主动性。在药理学教学中，教师开展动态分层教学还应结合学生情况动态划分学生层

次，通过分层设置目标和采用多样教学方法引导各层次学生取得发展，并通过分层布置作业和实施考评

合理调整教学计划，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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