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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专业有机化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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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机化学作为药学类专业的一门基础必修课程，对学生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起铺垫作用，且对于整个药学知识体
系构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结合药学专业特点及自身教学实践，针对有机化学教学现状进行了一系列的教学改革探索，通过组
建优秀的课程管理小组、优化有机化学课程教学内容、改进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建立合理的考核体系及加强药学实践能力与人
文素质培养等一系列教学改革措施，为药学专业有机化学课程的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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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eaching Reform of Organic Chemistry Course
in Pharmacy Speci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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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basic compulsory course for Pharmacy majors，Organic Chemistry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study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ntire pharmacy knowledge system. Comb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harmacy and our teaching practice，a series of teaching reform explorations on the status quo of
Organic Chemistry teaching were carried out.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excellent curriculum management team，
optimization of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Organic Chemistry curriculum，improvement of course teaching methods and means，
establishment of reasonable assessment，and strengthening pharmaceutical practice ability and humanistic quality training，
it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Organic Chemistry courses in Phar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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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医疗保健需

求的不断增长，医药行业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发展速度，对于医

药类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增加。早在十九大，习主席便提

出了“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大学生质量，

实现“强国梦”的号召。即社会对药学类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专业技能与创新能力，不仅要

把所学知识融会贯通还要学以致用。有机化学作为一门基础核

心课程，教授的知识交叉渗透于多个药学学科中，是药学类学

生深入专业学习的基础，深刻影响着他们后续专业课程的学

习，故在药学人才培养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1］。

1 有机化学课程现状

传统的有机化学课程学习模式是，老师课堂上教授有机化

学知识，学生课上听讲，而课下只是简单完成一定量的练习作

业，被动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而且学生经常课前无预习，课

上无主动思考，课下也无复习巩固，学习态度懒散被动，造成

专业知识只是机械接受、学习效率低下、运用能力不足等问

题。同时教师在教学中常因课程内容繁多而学时偏少，忽视了

有机化学中各个知识点间的紧密联系，使学生易孤立地看待各
个知识点，没有有效地衔接串联起来。实验教学实践也没能与
教材中的理论知识同步联系起来，造成学生实验只是照搬板书
步骤，而没有去深刻理解实验原理。同时因为无自主学习的过
程，学生实验存在自主动手能力差、实验操作不规范、无独立
思考能力以及实验报告敷衍不严谨等一系列问题。

2 改革基本思路

2. 1 组建优秀的课程管理小组

由有机化学课程负责人组建一个优秀的课程管理小组，主
体为这门课程的任课老师。借鉴国内外高等院校的有机化学的
教学经验，注意引入先进的教学理念，结合不同专业的特色和
本校实际，课程管理小组最终确定有机化学总的目标和任务
———构建药学类有机化学理论和实验课程体系，优化教学内
容，改进教学方法与手段，建立合理的考核体系，加强药学实
践能力与人文素质培养，努力培养实践型、应用型高素质药学
人才，为我国医药行业的发展贡献力量。管理组制定了合理的
教学大纲，设置合理的教学计划，同时注意强化组内师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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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通过对课程老师的再教育，使老师在拥有过硬的专业知识
和深厚的教学经验的同时，还具备一体化教学的能力［2］。管理
小组应具有积极良性互动、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知识储备更
新快速等特点。

2. 2 优化课程教学内容

以有机化学为核心，其他学科知识为补充，帮助学生把各
个学科知识有机联系起来，加深学生对这门课程的理解，同时
理论课联系实验课，尽量做到同步教学以便于学生用实验验证
理论，加深对理论知识的记忆和运用能力［3］。由于不同药学专
业有其不同的重点、不同的特色，故可对有机化学教材内容进
行归类选择并重点讲授，调整理论课和实验课课时，比如药物
化学、药剂学等药学核心专业，采用长学时课程设置，而对于
卫生检验与检疫等偏医学基础专业，考虑到其对有机化学知识
的依赖性稍弱，采用短学时授课。此外，鉴于有机化学课程的
重要性，理论课与实验课课时都应适当增多。对于实验教学内
容，传统多是些单一的基础操作实验和验证性实验，偏重于获
得实验结论而忽视学生体验实验的过程。因此我们在其基础
上，设置了一系列综合性实验与开放性实验，提高学生动手动
脑能力，比如设置了阿司匹林的制备，要求学生在课前查阅相
关文献完成一篇阿司匹林的小综述，并要求学生上课期间对自
己设计的实验方案进行详细讲解，再经教师点评后开展实验，

课后通过学生之间互相交流，比较各个实验方案的优缺点。同
时教学内容应多结合当下的学科热点知识，补充一些特色案例
教学，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探究热情，比如在理论课讲
解时联系当前药物研究的热点问题进行适当讨论，培养学生对
药学领域的研究兴趣。

2. 3 改进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改进传统的教学方式与方法，增加学生课前任务单，把学
生分为几个学习小组，参与到实验课和理论课的课前准备、课
上学习 讨 论 与 课 后 总 结 中 去。课 堂 上 还 可 应 用 “翻 转 教 学
法”［4］，对调老师与学生的角色，对自己的课前准备内容进行
分享或者进行课堂小结与回顾。实验课上也同理建立实验小
组，对调角色，独立设计并完成实验及其论文写作。这种方法
可以很好地锻炼到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自主预习总结能力、
独立组织开展分析实验能力等。且为强化有机化学实验的重要
性，还可对有机化学实验进行独立授课，小班授课，这将大大
提高学生对实验课的重视程度。

如今已是网络信息化时代，信息资源丰富，应善于利用这
些网络资源与多媒体技术，优化教学手段，采用多种不同教学
方式去讲解授课。如除了制作传统 PPT 外，还可在 PPT 中引入
教学动画与教学视频; 实验课上通过观看教学录像预先学习实
验操作，同时还可引入仿真软件进行仿真实验教学［5］，便于学
生对实验内容进行课前预习与课下复习; 利用功能完善的学习
软件，构建老师与学生之间的课下联系，便于讨论学习内容及
课下网络解答，同时还可增进师生间的情谊。

2. 4 建立合理的考核体系

改变单 一 的 考 核 体 系，理 论 教 学 把 从 传 统 的 期 末 考 核
( 100% ) 转变为平时表现( 30%，包括考勤、课堂回答问题和小
组表现) 加期末考核( 70%，其中包含实验、理论的考核) 。实
验课独立考核，包括考勤( 10% ) 、实验操作( 20% ) 、实验报告
上交情况及完成质量( 50% ) 、小组间互评和小组内自评( 20% )

等，加大了平时考核与小组考核的比重。这样的考核体系更加

合理，更能了解学生的学习效果，使学生能更好地运用所学的
知识与技能，考核方式也更显灵活。

2. 5 加强药学实践能力与人文素质培养

药学是一个多学科交叉、渗透、融合的学科，其更重视学
生学科知识的灵活运用与实操能力。故在实验教学过程中，应
高度重视学生的药学实践能力，教师科研实验室对高年级学生
开放，坚持实验教学和科学研究相结合，让学生自己选择感兴
趣的实验方向与课题，提高对专业知识的了解，激发学习兴
趣［6－7］。还可推行本科生 “导师制”，让高年级带动低年级进
行科学研究［8］。同时，我校因材施教，选取优秀学生组成整合
药学班级，以导师一对一带教制度和院士论坛启发学生的科研
兴趣，有机化学作为药学基础学科，是整合药学班中最先接触
到的科研训练之一。这一系列措施有利于学生科研素质的培养
和实践操作技能的提高，同时增强了学生动手动脑能力、独立
分析思考问题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提高学生
的科学素质，有利于学生尽早适应企业和社会的需求，早日成
长为医药行业的中坚力量，服务于祖国的发展与建设。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要富强，要复兴，除了要拥有雄厚经济基础与
发达科学技术，也须有高度文化自信。而面对当前很多理工科
院校人文素养教育缺失的问题，学校在培养药学专业应用型人
才时，也注重了文理双渗透，实施“理工与人文结合”的教育
理念，在培养学生专业技能与创新能力的同时，也在注意培养
学生的人文素质，大力发展学生健全人格，以便于向社会输送
更多文理兼修的高素质药学人才。

3 结 语

社会在发展，国家在进步，相应地，大学生教育与人才培
养都应与时俱进，多进行教学改革探索，有利于淘汰掉一些过
于传统陈旧的教育理念，优化我们的教育系统。对于在药学专
业学习中至关重要的有机化学课程，我们在提供组建优秀的课
程管理小组、优化课程教学内容、改进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建立合理的考核体系、加强药学实践能力与人文素质培养的改
革思路时，对这门课程的教学改革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希望能
带给广大教育工作者些许启发，对药学专业的有机化学课程的
教学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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