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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建设背景下药学实验教学优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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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药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实验教学在药学教学和科研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实验教学注重对学生创造思维的启发和应用开

发能力的塑造，是学习和科学探究的基本方式。本文从安全意识培养、基本素养养成，开放性实验开展和教师队伍建设四方面探讨在“双一流”

建设背景下，如何对药学实验教学进行优化，以提升药学专业实验教学效果，达到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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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armacy is a highly practical subject. Experimental teaching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pharmacy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Experimental 

teaching is the basic way of learning and scientific inquiry, which pays attention to the inspiration of students' creative thinking and the shaping of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abilit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how to optimize pharmacy experimental teaching in the context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safety awareness training, basic literacy development, open experiment development, and teacher team building, so as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pharmacy 
experimental teaching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training innovativ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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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的

重大战略决策，有利于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提供有力支柱[1]。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全球陷入危机之中，
也给全世界的医药产业带来巨大机遇与挑战。同时也对药学研发
人员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勇于创新的精神、严谨的实
验设计、扎实的专业基础都不可或缺。而实验教学在药学教学和
科研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学习和科学探究的基本方式[2]。 

药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学科，涵盖医学、化学、生
物学等相关学科[3]。实验教学相对理论教学而言，更偏向于实验、
理论知识在实际中的应用和直接动手操作能力的培养[4]，它注重
对学生创造思维的启发和应用开发能力的塑造。在整个教学体系
中，实验教学部分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5]，锻炼学生的动
手操作能力，加强实际与理论的联系，使学生正确认识专业和社
会的关系，拓展学生的视野，帮助学生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从
而提升整体的综合素质。 

目前，药学实验课程的开展主要依照“老师课前准备仪器、
试剂-学生按照实验指导完成实验操作-课后完成实验报告”的模
式进行。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部分实验项目老旧、更新不及时，
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思维能力得不到锻炼，无法充分调动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等问题。而实验教学作为药学教学过程中的灵魂，是理
论联系实际的重要途径，是达到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在“双一
流”建设背景下，对药学实验教学进行优化改革，可以有效地提
高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提高教学质量，努力培养出国家和民族
需要的卓越人才。 

1 强调安全意识的培养 
安全是一切教学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在实验教学过程中，我

们发现少数学生缺乏安全意识。比如：由于对危化品的理化性质
不熟悉，无法对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废液废渣进行正确的分类回收；
甚至有个别学生直接将废液倒进下水道中。因此培养学生实践能
力的同时，一定要不断的巩固和加强安全防范意识。不仅需要对
新进实验室的学生设置安全知识测试，还需要将提高安全意识贯
穿于整个实验教学。比如在《天然药物化学》汉防己甲素、乙素
分离实验中用到的甲苯，教师通过介绍和讲述其理化性质、作用
原理，进而讲述其回收处理的方法，应急处理等知识点，潜移默
化的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 

 

2 注重基本素养的养成 
《仪器分析》、《分析化学》等实验课是学生进行药学实验

的基础课程。在这些基础实验课程中，着重培养学生规范的实验
操作，掌握操作要点、难点是开展其他专业实验的前提。强调规
范严谨的实验操作，是开展实验、保障实验结果可信度的必要条
件。在课堂中，应巡回帮助学生解决问题，对不当操作及时指出
并进行示范，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的科研素养，提高动手能力。此
外，鼓励将良好的实验卫生习惯纳入实验考核的内容。 

3 鼓励开放性实验的开展 
传统实验课学生只能被动根据实验流程进行实验操作，学生

缺乏主动性。而开放性实验较好的弥补了传统实验的不足。目前
我中心的开放实验课程库 10 余门，包括《白杨素结构修饰及其抗
癌活性研究》、《自制中药美白护手霜及其 pH 值测定》、《色
谱仪操作使用实验-气相色谱测酒中乙醇的含量，液相色谱测可乐
饮料中咖啡因的含量》、《茶叶中儿茶素超声辅助醇提工艺》、
《黄酮类化合物对乙酰胆碱酯酶抑制作用的研究》等。通过开放
性实验的开设，锻炼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性思维，使学生
成为了实验设计和执行的主体，参与项目的开发设计、具体实施，
较好的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 

4 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 
在整个药学实验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积极引进高水平、高学历的师资力量，组建一支既有丰富教学经
验，又实时掌握科学前沿教师队伍是保障教学的重要环节。同时，
可以加强同岗位人员间的沟通交流、鼓励参加短期培训、定期组
织参加学术会议、参观国内先进的实验中心，学习教学和管理经
验。 

药学实验教学改革的目标在于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基础、科
学严谨的学习态度、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通过推进与研
究型药学人才培养相适应的实验教学模式和课程体系改革，因材
施教，个性化培养的教学理念，不断学习先进的教学思想， 通过
不断深入的探索和改革，培养出适应当代社会的高素质创新型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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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人们对新技术的认识会经过一个“否定—怀疑—认可”
的过程，这需要大量的科学研究，通过详实的数据证实技术的先
进性，打消人们的疑虑。课件中展示国内外研究的进展，尤其是
我国各大油田开展微生物采油技术的时间表、试验规模以及原油
增产效果，让学生认识到：科学研究的曲折性与持久性，虽然研
究的过程是辛苦的，但收获是幸福的。 

(3)深刻认识微生物在石油开采与环境保护中的运行规律。微
生物技术在我国油田的应用与发展，离不开广大科研工作者的辛
勤付出。该技术在实际应用中既有缺点，又有优点，只有脚踏实
地、因地制宜，利用所学知识及时有效的解决所有问题，才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提高石油的开采效率、降低企业的运行成本。

相反，对所学知识僵化理解、生搬硬套，理论不能有效结合实际，
就不能充分调动“微生物”参与采油、环境保护的“积极性”。
通过课程的讲授让学生意识到将来作为从业人员，必须本着认真、
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开展各项工作，不同的道德素养将导致完
全不同的结果。 

此外，还有一些碎片化的知识点可以挖掘思政元素，以专业
知识为载体传递价值。比如石油开采的历史、微生物的生长代谢
规律、胜利油田微生物采油试验、油田的环保减排举措以及微生
物技术在油田取得成功等知识点，每个知识点所蕴含的思政元素
是不同的，在本课程内容设计中探索的思政内容见表 1 所示。 

 
表 1  各知识点可挖掘的思政元素 

Tab.1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each knowledge point 

知识点 思政元素 展开说明 

石油开采的历史 重温家国历史 发扬铁人精神，摘掉“贫油”帽子。 

微生物生长代谢规律 微生物的双重性 适应环境则可生存，不适应则淘汰。 

胜利油田微生物采油试验 遵循事物规律 充分认识微生物的生长规律，优化培养条件，充分发挥“微生物”在采油中的积极效应。 

油田的环保减排举措 大国担当 处理发展与环保的关系，“碳中和”、“碳达峰”的国家承诺。 

微生物技术在油田取得成功 理论与实践 理论为实践的指导，实践为理论的延伸。 

中原油田注水系统腐蚀 实事求是 无论在学习还是生活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油污土壤的处理技术 环境保护的法律 生态环境对污染物的响应机制，人类社会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机制。 

 
2.3 教学方法的设计 

通过深度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找准切入点，将主流价值
观念以浅隐的形式渗透于专业课的教学过程中，不仅能授业解惑，
更能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为防止课程
思政过于生硬，甚至出现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脱节的现象，可通
过以下教学方法开展课程教学： 

(1)师生研讨，启发引导学生主动思考，把课堂主体交还给学
生。因为传统的教学模式如“一言堂”、“满堂灌”很难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尤其是说教的方式易引起学生的厌学情绪，不利于
专业知识与思政要点的传授。通过课堂大讨论的方式，将学生熟
悉的议题与课程内容结合，更能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获得良好
的效果。 

(2)将案例引入课堂，丰富授课内容与形式。充分利用网络媒
体的资源，将课程内容适当拓展，如将微视频、微动画等多种信
息载体嵌入实际案例进行展示，多样化的教学内容可有效促进知
识点的消化吸收。 

(3)改变单一的考核方式，提升学生的参与度。可安排学生以
小组为单位完成课堂展示，在平时成绩中记录每个小组的组员分
工、任务达成度。让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明确自身的职责，
并体会到团队协作的重要性，进而培养学生的沟通交流能力。 

3 结语 
总之，《石油与环境微生物技术》课程含有丰富的思想政治

教学资源，开展课程思政的教学探索具有一定的优势。我们应对

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优化，充分挖掘其蕴含的思政元素，通过合
理的教学方法设计，使理论课程更加生动。在教学过程中，使知
识、能力与价值“多管齐下”，达到全方位育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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