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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药学是影响人类健康和国计民生的重要学科，创新型药学人才培养既能促进医药学科发展，也
是国家培养创新卫生健康事业人才的重要举措。在药学专业本科生的培养过程中以科研项目为基础，科研教

学互动，既能让学生早期接触科研，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与素养，又能促进药学教育工作者教学相长，
促进自身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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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明确规定，高等教

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

才，发展科学技术 文 化，促 进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建 设。因

而，现代高等教育要求高校教师在传授知识技能的同时，
还应注重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创新型药学专业人才的培养着重在于培养出能追踪

当今学科技发展前沿、具有扎实的理论知识与较强的实

验技能，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和创业潜力、在完成医药领

域常规性工作的同时能在疾病新靶点发现、药物研发新

技术开 展 等 方 面 进 行 创 新 性 思 考 和 探 索 的 复 合 型 人

才［１－２］。项目驱动式的人才培养理念源自构建主义，其思

路是从实践能力角度出发，让学生在课程学习中参与具

体项目，通过项目的实施过程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技能［３］。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等多所知名大学的教育尝试和推广结

果显示，项目驱动式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科研实践能

力、创造能力、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
笔者所在的教学团队在教学过程中将科研项目管理

和项目驱动式教学融合，进行了一些探索性实践。结果

表明，在对药学本科生教育和培养的过程中将科研项目

和教学进行结合和互动，以科研项目驱动的形式引导学

生参与科研课题的实施和管理过程，可以促进药学专业

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以科研项目为依托，结合科研技能赛事，培养药

学本科生的科研创新能力

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造就创新人

才的关键之一［４］，科研项目的实施过程即是检验和修正

理论假设的过程。参与科研实践对本科生来说是一项比

较有挑战性的创新活动。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带

领学生参与科研项目的实施过程，激发本科生的科研热

情，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唯 物 辩 证 的 思 维 方

法、勤奋刻苦的科研作风和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提高学

生的科研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５］。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教师应根据学生所学习知识体系

的进度采用不同策略。并且不断总结和优化科研项目和

成果进课堂的具体方案和形式。
如何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锻炼学生的创新能力业

是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课题之一。笔者所在的国家

级临床药理学教学团队，一直尝试将科研项目和教学工

作融合，发挥学科优势，以项目驱动促进药学生创新能力

的提升。比如，在带领学生实施省级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白藜芦醇对淀粉样蛋白聚集过程的影响及部分机制研

究”时，引导学生查阅文献，结合天然药物化学等相关知

识，探索性观察了白藜芦醇对慢性应激诱导的大鼠抑郁

状态的影响，拓宽视野的同时，培养了 学 生 理 论 联 系 实

际、对科学问题理解并深入思考的能力。
科研项目实施过程中辩证思维和理论联系实践能力

的培养尤为重要。在带领学生进行神经行为学实验的过

程中，首先从动物宠物的饲养和日常照料着手，帮助学生

正确认识进行神经行为学实验时近乎苛刻的要求。学生

在思考后能在实验过程中避免声音、气味、光线、温度等

因素的影响，能在实验前按照要求抚触动物，减轻动物的

应激状态。继而，在实施行为学实验之前引导学生理解

行为学范式选择的依据和意义。
项目驱动式教学的发展和推广在于将教学目标从培

养学生的即时兴趣转移到支持其长期的学习目标［６］。得益

于科研项目实施过程中培养的科研兴趣和敬业、吃苦的科

研态度，学生动手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参加了包

括全国医药院校药学／中药学专业大学生实验技能竞赛在

内的多项赛事并获奖。多名学生在本科毕业后选择了攻读

硕士学位，接受更系统的科研素质和技能的培养和训练。
二、以科研兴趣为契机，结合论文撰写和科研项目申

请，培养药学本科生的科研实践能力

教学团队倡导“学用结合、学 创 结 合”，在 教 学 过 程

中，带领本科生进行科研实践，鼓励学生大量阅读文献并

·４１·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２０１９年　第５期



进行初步的实验设计，团队合作，做到“学而优则创，学而

优则用，学而优则思”。在带领本科生完成题为“下丘脑

室旁核ｎｅｓｆａｔｉｎ－１通过胰岛素信号通路调控慢性应激大

鼠的抑郁相关行为”的国家级自然科学科研项目过程中，
启发学生基于摄食抑制因子ｎｅｓｆａｔｉｎ－１的生物学作用和

下丘脑功能，创新性思考ｎｅｓｆａｔｉｎ－１能否桥接代谢性疾病

和神经精神疾病？并以此为契机，笔者带领学生探索性

研究了高脂饮食对大鼠脂质代谢及神经精神行为的影

响，指导学生申请获得国家级和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项目各１项。
学科竞赛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是提高大学生

综合素质和培养创新精神的有效手段和重要载体，有助

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潜能、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和实践

能力 ［７］。科研论文的撰写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总结、
归纳和创新性思维能力。本团队所指导的本科生以第一作

者在包括ＳＣＩ收录期刊在内的期刊上公开发表科研论文多

篇［８－９］，所撰写论文参加“全国大学生药苑论坛”获得三等

奖。学生总结科研成果的能力得以培养和提高。
三、科研教学互动，发挥学科优势，促进学科可持续

发展

在带领和指导本科生早期接触科研、完成科研项目

的过程中，学科人才培养质量大幅提升，毕业论文选题类

型得以优化，多名学生论文获评校级优秀毕业论文，大学

生创新训练项目质量明显提升。此外，教学团队成员自

身也获益匪浅，教学和科研能力得到很大提升。近５年

团队成员申请获得多项国家及省部级教学科研项目，发
表的科研和教学论文数量和质量均有很大程度的提高。
团队中的年轻成员也逐渐成长，其中多名成员获评 “科技

新星”、“中青年学术骨干”及“最受欢迎教师教学奖”等殊

荣。团队也于２０１７年被评选为全国黄大年式教学团队。
四、结　语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突出培

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是人才队伍建设主要任务之一，
并把建立学校教育和实践锻炼相结合列为重要举措。在

药学教育过程中，以科研项目为依托，实 践 科 研 教 学 互

动，是提升创新能力、培养创新型药学人才的重要措施。
顺应这一举措的教学改革仍有待继续和深入，我们将继

续前行，不懈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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