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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建设浅谈

———以吉林大学珠海学院－丽珠医药研究院药学专业实践教学基地为例

◆杨东生 刘晓妹 王立英 朱禹铮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药学与食品科学学院）

【摘要】校外实践基地是学生专业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巩固学生理论知识，加深感性认识，培养创新意识和
团队精神，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高校利用实验资源、知识人员储备为企业提供科技支撑，企业利用产业平台为
学生提供实践学习真实环境，共建校外实践基地，实现高校与社会协调实践育人。
【关键词】校外实践基地 基地建设 实施措施

校外实践基地是学生专业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巩固学生理论知识，加深感性认识，培养创新意识和团
队精神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专业教学质量提高也有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吉林大学珠海学院－丽珠医药研
究院药学专业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过程中，校企双方共同
努力夯实建设基础。

一、校外实践基地建设基础

１．形成教学科研双向互补的项目基础
药学与食品科学学院教师５人与实践基地企业建立

横向课题６项，总 经 费１６万 元，为 企 业 解 决 中 药 产 品
参芪扶正注射液的质量标准提升的技术瓶颈问题，为企
业在市场 竞 争 中 的 地 位 优 势 做 出 贡 献。２０１１年，由 学
院牵头，联合实践基地等３家企业共建广东省生物医药
协同创新发 展 中 心，获 得１０００万 元 的 经 费 支 持，解 决
企业研发瓶颈，提高企业科技能力和社会影响力。
２．构筑 “交叉协管，双向联合”的管理基础
实践基地重视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与引进，构筑 “双

向联合，交叉协管”的管理模式。合作以来学院教师利
用假期３７人次深入企 业 生 产 实 践 第 一 线，了 解 产 品 生
产研发过程，将生产一线的情况融入到实践教学中，将
校内开展的综合性大实验、开放创新实验和实训实习零
距离贴近现实生产，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增强其
就业竞争能力，提高学校的人才培养能力；引进企业生
产、管理精英作为企业外聘师资人员５人，行业精英均
具有较高的社会使命感，深知培养人才的重要作用，并
不计较劳务费用，同时，能够有机会与即将步入社会的
学生进行交流，给予他们职业生涯中的美好开端，感到
自身社会价值极度提 升，乐 于 并 热 衷 于 从 事 这 项 工 作，
自２０１０年起邀请 企 业 生 产、管 理 精 英 到 学 院 为 学 生 开
展精英讲座、创业沙龙、企业运营心得等多种形式的讲
座与培训２６次，受益学生５０００余人次，２０１６年建立校
外实践教育基地后，学生到校外企业实践时实行 “双向
联合，交叉协管”的管理模式，校企双方联合管理，制
定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管理模式，保证学生在校外期
间的教学方案的执行与学生安全，使实践教学的质量稳
步提升。
３．打造 “内外兼优、无缝对接”的环境基础
我院自２００７年 建 设 之 时，即 依 托 吉 林 大 学 生 物 国

家级示范中心的建设 理 念，开 展 校 内 实 训 基 地 的 建 设，

目前已有５００Ｌ发酵罐、ＧＭＰ实验室、中药提取罐等有
大型仪器设备，形成中试实训路线６条，包括基因工程
实训路线、发酵工程实训路线、天然药物实训路线、生
物和药物分离纯化等中试实训路线４条，为学生创建了
质量检验 与 分 析、产 品 功 能 与 安 全 性 初 步 评 价 实 训 路
线，使学生在校实验与企业生产无缝对接，实现零距离
企业上岗，形成了校内到企业实践的宽阔桥梁。校外实
践教育基地为使我校学生到企业实践时学习理念、适应
能力无缝对接，不断加大基础建设，为学生提供临时休
息学习场所，加大食堂接待能力，制定学生实践时期工
人错时就餐等制度，并开展网络媒体教学、生产一线员
工讲解、师傅责任制、顶岗实习等多项切实可行的培训
制度，营造利于学生实践教学开展的软硬件环境基础。
４．努力形成双方共赢的情感基础

２０１４年，应 珠 海 市 科 工 贸 信 局 的 要 求，在 学 院 的
大力协助下，珠海市 “三高一特”重点民营企业高管人
员研修班在吉林大学商学院开班，学员中有校外实践基
地人员３人，在祖国北疆的学习过程中，积淀了深厚的
吉大情结。自此通过多种形式吉林大学为丽珠集团在职
培养管理类人 才１６人，科 技 人 员９人，销 售 推 广 人 员

１２人，提高 了 企 业 人 才 质 量，为 企 业 在 市 场 竞 争 中 处
于优势 地 位 打 下 夯 实 基 础。同 时，吉 林 大 学 的 文 化 底
蕴、育人理念也通过培训根植于企业人才，为其传授着
吉大人的 “基因”密码，使实践教育基地愿意接受我院
学生的实践实习，愿意为我院人才培养鞠躬尽力。

二、校外实践基地建设实施措施

１．组建 “外引内强”的双师型实践团队
实践教学队伍采取引进与培养的方式，引进企业高

级管理人员、生产实践一线主管、营销精英等企业运营
各环节的优秀人才 加 入 实 践 教 学 队 伍，扩 充 师 资 队 伍，
目前引进５人作为实践教育基地的指导教师；鼓励教师
与企业共建合作项目，选派教师利用假期和休息时间到
企业生产第一线去跟岗学习，增强教师的实践能力，目
前有３７人次深入企 业 一 线 跟 岗。逐 步 形 成 我 院 人 才 培
养的 “外引内强”的双师型队伍。
２．“参与式”方案制定
实践教学方案的制定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第一要

务。为此，在实践教学方案 （下转第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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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表演形式也是越来越丰富了，长久以来合唱团都是
以统一的姿势，单一的表情来演绎歌曲，已经不适合今
天的合唱审美标准，优美的和声加进合理而又不过分的
舞台调度与肢体动作或乐器，恰如其分的动态与静态的
画面结合，能极大地丰富合唱表演色彩，吸引观众的眼
球，提升合唱的艺术表现力。为此，在日常的合唱基础
训练中有必要对学生增加一定的肢体语言训练，使之能
适 应 不 同 风 格 的 歌 曲 表 演。例 如，演 唱 《ｓｉｎｇ　ｓｉｎｇ
ｓｉｎｇ》时，歌曲爵士音乐的感觉，可以设计少量的舞蹈
动作，让全 体 合 唱 队 员 边 唱 边 跳，使 歌 曲 气 氛 活 泼、
热烈。

你想干什么，都在手里头。合唱指挥既是团队的音
乐带领人，同时又是声乐指导者，还需要具备高超的指
挥技能。在进 行 合 唱 指 挥 时，指 挥 通 过 手 势、面 部 表
情、眼睛、肢体动作等向合唱者传达情感，还要逐渐形
成适合自己风格的合唱指挥的基本动作，动作一定要简
洁易懂。指挥者的手要会说话，指挥者要练习双手分工
的技术，左手是 音 乐 的 表 情 变 化，要 学 会 控 制 好 节 奏、
速度、力度，右 手 是 指 挥 的 灵 魂，要 表 达 各 种 表 情 记
号、情感和音乐色彩的表现。指挥者的表情是调动演唱
者情绪的有力工具，必须给予重视。指挥者根据歌曲本
身的情绪和力量用面部表情去表现，会有效提高演唱效
果。指挥者的眼睛要能传神，善于运用眼神来启发合唱

队，协同一 致 地 表 达 出 作 品 内 容，能 够 传 达 出 个 人 情
感，所以指挥必须重视运用眼神和队员进行交流，恰当
的进行 示 意 传 神，实 现 情 感 启 示，从 而 更 好 地 指 挥 合
唱。指挥要善于调动每个合唱队员的积极性和挖掘出演
员们最大 的 潜 力，在 作 品 的 处 理 和 表 现 上 要 有 独 到 之
处，从而体现音乐表现的最高意境。合唱指挥还须重视
身体的内在律动，指挥要全身心沉浸到合唱中，尽可能
恰当地进行情感提示，才能更好地演绎音乐作品。

合唱训练是一项特别重要的教学活动，通过合唱训
练能够感知艺 术 情 感，陶 冶 自 身 情 操。作 为 音 乐 教 师，
在日常教学中应该不断探索并积累教学经验，合理安排
合唱训练内容，提高合唱团的水平，让学生既掌握了合
唱技能，又培养孩子们的协作精神和集体主义情感，增
强孩子的自信心。

参考文献：
［１］姜 雪．合 唱 指 挥 中 情 感 启 示 的 艺 术 功 能 ［Ｊ］．

黄河之声，２０１１．
［２］钱 大 维．合 唱 训 练 学．上 海 音 乐 学 院 出 版 社，
２００９．３５．

［３］孟超美．合唱表演艺术新概念．天津 音 乐 学 院
报，２００４，（０４）．

［４］杨鸿年．合唱训练学 ［Ｍ］．北京：中央音乐学
院出版社，２００８．

（上接第３页）制定 时，多 次 与 企 业 协 商，制 定 适 应 人
才培养、切实可 行、内 容 充 实 的 教 学 方 案 和 课 程 体 系。
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院学生大一时利用校内
实训基地进行专业认知实习和始业教育，大二、大三到
校内实训基地进行模拟生产实习，逐步培养学生的综合
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使学生由记忆型、模仿型向应用
创新型转化。大四学生全年到企业，结合生产实习进行
毕业论文撰写。将毕业论文与毕业实习连贯起来，聘请
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程师作为校外指导教师，与校内指
导教师共同担负学生的毕业设计指导工作。这样可以使
学生在完成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的同时又得到了岗前技
能训练，有利于单位接受学生就业。
３．制度化管理确保实践顺利开展
为保证实践教育的顺利实施，我们在原有院企教学

合作协议框架下，建立和完善了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工作
章程、实践教育基地日常管理办法。为切实保障实践教
学质量，进一步完善院企联合人才培养模式与评价考核
机制，建立和完善了企业导师聘任办法、学生企业实习
实践规章制度、学生企业实习实践日常管理办法、学生
实习实践考核与成绩评定办法、产品培训制度、学生顶
岗实践制度、企业安全制度等规章制度。
４．共建信息化教育实现终身学习
我院自２０１５年 起 在 企 业 的 协 助 下，建 设 虚 拟 仿 真

实验１２项，目前 已 应 用 于 教 学。虚 拟 仿 真 实 验 的 建 设
为学生营造了在线学 习 的 可 能，使 学 生 能 够 不 受 空 间、
时间的限制，随时随地学习，同时企业新上岗人员可以
通过在线学习实验的标准化操作，进行生产人员的岗前
培训，实现学生、企业员工终身学习。

为满足产业人才需求、面向行业未来发展，各专业
需加强校外实践基地建设力度，强化实践教学。通过各
种有效措施校企达成共识，高校利用实验资源、知识人
员储备为企业提供科技支撑，企业利用产业平台为学生
提供实 践 学 习 真 实 环 境，实 现 高 校 与 社 会 协 调 实 践
育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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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２０１７，（２）：１８９．

［４］刘艳，孟令军，邵妍．打造一支持续发展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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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６２．

［５］邵妍，闫国栋，孟令军．生物医药技术人员非
学历培 训 教 育 体 系 的 初 探 ［Ｊ］．教 育 教 学 论
坛，２０１６，（４６）：４４．

［６］周毓麟，徐立新，王贞佐．虚实结合构建生物
医 药 实 训 平 台 ［Ｊ］．中 国 教 育 技 术 装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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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革实验教学强化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
□孟凡欣 王立英 赵明智 金元宝

【内容摘要】我国经济发展对人才的要求逐渐向应用型转变，强调高校应切实落实实验教学改革，确保人才培养始终与社会需

求保持一致。本文主要以某院校实验教学改革展开研究，具体分析了其在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的具体应用，

通过结合该院校实验教学改革问题展开分析，提出了具体的人才培养策略，以供参考。
【关键词】实验教学; 应用型人才; 大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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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是提升高校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手段，有效促

进了学生探索与科学素养、能力等方面的培养。因此，基于

当前教育行业新形势，高校应抓住实验教学改革机遇，切实

推进产学研结合，以为经济发展服务作为出发点，确保人才

培养逐渐向应用型靠拢。
一、案例分析

分子生物学兼具了生命科学、医学两个领域，可将其视

为一种研究工具，在生命科学研究中具有突出性作用，其前

沿性特点对实验技术、动手操作等能力要求较为严格。分子

生物学强调实践与理论应具有联系性，涉及到实验经费消耗

量较大，其整个学习环节涵盖理论、实践与研究等多个方面，

发挥效用突出。而该院校专业生源基础知识储备相对薄弱，

如果仅依托在理论知识中学习，学生将难以掌握较为抽象化

的概念，对学科专业学习动力不足。
因此，围绕学生实践应用能力培养展开，可着手提升学

生的理解能力，某院校将国家下发的相关教育改革文件作为

中心指导思想，围绕改革、发展的中心命题，统一教学方向，

秉承着突出人才培养特色的原则，将产学研合作融入到实验

改革中。院校要求教师立足在实际教学环境与教学现状中，

结合自身教学经验，积极探索分子生物学的教学模式创新，

强化相应的考核建设，全面加快学科建设改革步伐，通过加

强对学生实验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综合能力优化，确保分

子生物学实验教学模式能够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相匹配。截

至目前，相关数据显示，该院校实验改革效果显著，内部人才

培养已经基本满足了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下文着重

对该院校的实验改革全过程展开分析，为相关院校实验教学

改革发展提供一定意义上的借鉴。
二、高校实验教学改革现状分析
( 一) 教学方面。
1． 基础设施落后。目前，我国高校已经充分认知到分子

生物学这一学科建设的重要性，高度关注其基础设施的落

实，并进一步将其纳入到必修课开设内容中。但是基于分子

生物学的前沿性特征，其较快的知识更新速度要求相关仪器

设备应及时予以更新。但是分子生物学涉及到的仪器设备

价格相对昂贵，频繁的更新增加了高校的资金投入负担，同

时，设备采购还需要配套相应的试剂，实验往往需要耗费大

量材料，进一步加大了高校的财政压力。在一些高校内部试

剂短缺、设备仪器采购数目不足以及设备落后情况十分常

见，使实验教学以及科研发展相对滞后，学生在实验课程中

多以参观教师操作为主，很难有机会自己动手，在缺乏锻炼

的情况下，学生的创新、探索能力培养受到了极大程度上的

限制，学生实践能力相对较差。
2． 实验课时不足。传统分子生物主要以 18 课时完成学

习，在实验设置上最多能进行三个实验设计，受到课时的影

响，实验内容被大幅度缩减，呈现出单一化的特征，知识的连

贯性不强。同时，分子生物学理论知识较为晦涩，学习难度

较高，在缺乏实验课时的情况下，学生更加难以得到正确的

理论知 识 运 用，造 成 学 习 似 懂 非 懂 的 情 况，教 学 效 果 不

理想［1］。
3． 教学模式单一。在分子生物学中，较为常见的现象就

是学生参与度的不足，分子生物学实验不仅会受到现实条件

的影响，操作技能不规范，同样会对实验造成制约。同时，实

验课程安排较少、学生人数众多的问题，使分子生物学实验

学习难度升级。传统实验教学主要围绕验证性实验方法展

开，课堂内容以教师操作为主体，由教师通过操作讲解把控

课堂节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讲解将占据课堂的大部分

时间，学生能够参与到实验的时间相对较少，整个课堂呈现

出被动状态，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这种

课堂虽然承认了实验教学所具有的地位，但是在实际教学环

节，理论与实践的占比安排科学性缺失，学生很难得到实践

技术的提升。除此之外，高校内部基础硬件设备建设不全以

及经费紧张问题将加剧课堂结构的不合理性，相当一部分高

校内部甚至直接略去了学生参与实验的环节，由教师演示替

代，造成课堂氛围活跃度较差，学生创新能力受到束缚［2］。
( 二) 考核方面。分子生物学课程开设在时间上略晚于

其他学科，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很难接触到学科知识，对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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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较为陌生，同时，分子生物学极强的抽象性加剧了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的困难程度，学科学习的排斥感十分严重，学

生难以对其产生学习动力。同时，传统分子生物学实验主要

以实验报告作为衡量实验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准，因此，为追

求高分值，学生往往更加注重对实验报告的琢磨，弱化了实

验过程研究，造成学习上的本末倒置，甚至在院校内部还出

现为提升实验报告的专业性，强行添加数据以及伪造数据的

情况，对学生技能、素质培养十分不利。基于实验报告相关

不正之风盛行的现象，教师难以真正判断学生的实际水平，

无法明确学生在实验过程中的真实问题，加大了学生评价偏

颇的可能性。
三、以实验教学改革突出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

( 一) 完善实验教学。
1． 完善基础设施。该院校建立在明确实验教学重要性

的基础上，加大对分子生物学学科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相

关投入在总预算中的比重，使其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有效

落实。同时，院校应强化对相关实验试剂的采购，确保其数

量能够满足学生的实验使用，保障学生良好的实验条件［3］。
借助专业指导教师的配备，及时对学生在实验中产生的问题

予以解答，提升学生实验效率，使学生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

到实验的原理。基于全方位开放条件完成实验室的创新建

设，使学生在业余时间内得以进行实验练习，实现思维的

拓展。
2． 合理安排实验课时。在综合考虑教学难度的情况下，

该院校立足于总体优化了分子生物学在整体学科中的课时

安排，以分子生物学实验复杂性作为出发点，增加了实验的

课时比例，确保学生能够得到完整的实验教学。同时，教师

围绕实验的连贯性展开，着力于教学内容的优化，通过对比

各知识点的难易程度，使重点知识得以在实验中展示，帮助

学生快速了解。同时，借助多媒体，学生可以通过观看视频

动画，加上教师的现场讲解，使得实验知识能够快速掌握，并

在课后运用实验室器材反复练习，促进知识的巩固。多媒体

的运用不仅实现了教学效率的提升，还满足了技术性人才培

养的要求，推动学生综合能力的强化［4］。
3． 个性化教学模式。生命科学在分子生物学中贯穿始

终，该院校切实密切把控分子生物学教学与现代社会发展之

间的联系，使学生能够将学科知识融入到生活中，终身受益。
这也是当前院校教学工作的当务之急。考虑到分子生物学

实验具有较强的周期性，整体流程对系统化要求较高，教师

可将实际问题有机融入到实验课题中，使学生感受到分子生

物学的价值所在，强化学生的实验热情。教师应建立在整个

实验项目基础上，将其划分为四个部分具体展开教学，从实

验规范操作到最后的实验报告完成，教师应充分发挥引导作

用，以问题作为课堂导向，使学生在探索问题的过程中，得到

学科专业知识的掌握。借助小组合作方式，实现实验设计方

案的个性化定制，使每名学生都能得到更适合自己的实验学

习方法，全面提升学生的实验理解能力，各种抽象化的理论

知识逐渐被具体的语言阐述所替代，推动学生应用能力的

发展。
( 二) 完善考核方式。实验教学是对学生理论知识学习

能力的一次考察，具有良好的公平性，通过对学生实验能力

的考量，能够客观全面地完成对学生的评价，在提升学生兴

趣方面效果显著。秉承着授之以渔的原则，应建立在优化实

验教学理念的基础上，全面强化对实验评价体系的构建，以

教学质量提升作为总体发展方向，该院校积极转变实验考核

思路，从传统的以结果导向为主，逐渐向过程结果同步跟进

方向过渡，密切关注知识与技能的联系性。目前，该院校结

合自身发展实际，出台了具体的实验课程考试成绩标准规定。
其中，在总成绩占比中，平时成绩包括实验操作、出勤以及实

验习惯等内容，占据 10%，整体实验参与过程以及参与情况、
参与结果占据 20%，期末考核涵盖理论试卷知识、实验技能在

内共占据 70%。这种考核方式的优势在于公平性的提升，确

保了最终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合理性，通过对实验技能、实验

参与考核比重的增加，实现了对学生实验学习积极性的调动，

学生能够以正确的学习意识进行实验技能锻炼。
四、未来发展方向

( 一) 强化实验内容整合，强化教学改革。目前，在实验

课时不足的限制下，相关分子生物实验技术学习在完整度上

相对较差，一些缺陷的出现还尚待院校予以解决，确保实验

设计的进一步完善。在下一步计划中，该院校建立在实验内

容完善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基因工程的整合设计更新，并予

以将其纳入到整体实验教学中，切实强化教学研的深度融

合，强化实验的设计性，拓展了实验教学的思路，使其教学比

例更具有创新性，通过扩大自选内容，使学生可选择的实验

空间更大，更容易得到自身优势的发挥，学生能够在探索中

感受到分子生物学学科所存在的魅力，实验操作热情大幅度

提升，推动学生创新能力的良好培养进程。
( 二) 优化教学资源，彰显教学特色。就目前而言，该院

校以分子生物学为核心，已经完成了对相关优秀教学素材的

收集，在完善分子实验仪器操作规程的同时，将实验室安全

事项慕课建设进一步划分到教改项目中，以市重点实验室作

为依 托，全 面 打 造 具 有 院 校 自 身 特 色 的 分 子 生 物 学 实 验

教材。
五、结语

分子生物学实验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和前沿性，要求学生

应具有良好的操作能力。同时，高校应着力于良好实验环境

的创设，借助合理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课时安排，保证学生

能够基于良好的条件下，有充足时间参与到实验学习中来。
教师应集中把控实验教学模式的探索创新，提升学生解决问

题能力，全面优化应用型技能人才的培养，为区域发展提供

人才上的支持与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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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学宗旨是制备安全、有效、稳定、使用方便的
药物制剂，这就决定了工业药剂学不仅是工程制造，更
要着重于质量的控制， 而多学科之间的交叉， 相互渗
透，是制备出符合要求的药物制剂的基础[1]。 与药剂学
相关的学科有化学、物理学、数学、药用高分子材料学、
药理学、药物分析、药物动力学以及医药情报学等，涉
及面广，内容繁杂。 随着医药行业的飞速发展，工业药
剂学的理论教学也应与时俱进，积极进行教学改革[2]。

1 工业药剂学在本学院的教学现状及存在问题
1.1 教学现状

以吉林大学珠海学院为例， 该课程共设置 48 学
时，是药物制剂、制药工程以及药物分析专业的必修课
程，先讲授理论课，再进行药学基础实验、药学综合实
验和药学实训实验，先理论后实践，具有系统性，递进
性。 在理论教学中主要是对基本剂型如液体制剂、注射
剂、片剂、软膏剂等内容进行讲授，为了适应药剂学研
发现状，对脂质体、微球、纳米粒等靶向制剂也有适当
的介绍；在实践教学环节，涵盖了基本剂型的制备及质
量检查，药物分析、基本药理学方法、药物化学等方面
实验， 这些和药剂学结合起来， 将理论和实践反复磨
合，使学生在毕业前达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的，为药

厂及相关部门输送合格的专业人才。
1.2 存在问题

该课程尽管在教学培养方案等方面安排得仔细周
到，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影响教学效
果，现总结如下。
1.2.1 教学方法陈旧

《工业药剂学》 现有理论教学以 PPT 课件讲授为
主，结合少量教学视频，课堂作业等形式，这种教学方
法使知识点过于抽象化， 学生理解困难， 且抓不住重
点，导致学习兴趣下降，影响最终学习效果，也限制了
创新思维能力的发展。
1.2.2 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紧密结合，多给学生自己动
手操作的机会

药剂学是一门综合科学，制药工艺、药物分析、制
药设备缺一不可， 很多高校在基本剂型制备的实验操
作上都能满足学生要求， 但在药物分析和药学实训课
程上，由于现有仪器设备等条件限制，不能保证每个学
生都能动手操作， 出现了懂设备结构确不会操作的问
题，设备运行中出现问题更是不知所措。

2 教学改革的探讨
针对该学院具体情况， 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工业

药剂学进行教学改革。
2.1 教学方法的转换

教学方法的合理运用是保证最佳教 学 效 果 的 手
段，普遍使用的教学方法包括课件，练习题，少量视频，
除此以外还可结合网络教学、实物展示、课堂讨论、微
课制作等 [3]形式，多种方式的有效结合，可以让学生从

《工业药剂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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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ustrial pharmaceutics, as a basic course of pharmac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ersonnel training.
It is a science that combines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e closely.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study the teach-
ing reform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This paper aims at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undergraduate teaching of pharmacy in
the school of pharmacy and food science, Zhuhai College, Jilin University. The reform of industrial pharmaceutics
teaching wa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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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角度学习相关知识，理解更为透彻，也才能更好地
引导学生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2.1.1 教学模式

该学科在教学理论的指导下， 重点培养应用型和
科研型人才，在此前提下，采用以教师教授为主，学生
自主学习为辅的手段，进行理论课教学。 同时，在教学
过程中时刻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为主， 激起学生对知
识的探索欲望，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例如，采用启
发式教学、范例教学、基于问题式学习等方式[4]，提高学
生学习兴趣。
2.1.2 教学方法的设计与创新

（1）范例教学引入课堂。
首先，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将药品带进课堂，例

如，泡腾片的溶解过程，糖包衣和薄膜包衣片的区别，
眼用凝胶剂的形态，渗透泵控释片的外观，使学生印象
深刻，并有兴趣去学习和研究这种剂型。

此外，学生以个人为单位，搜集身边正在使用的药
品包装盒或说明书，针对这些日用药品，学生自己先进
行处方分析，猜测制备过程，药品标示量及服用剂量的
比较，教师再根据学生给出的方法进行指导，这个过程
可使学生自然地将理论知识和实际结合起来， 甚至会
指导他人合理用药，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

（2）基于问题式学习。
针对难点，可以先提出问题，学生以小组或个人的

方式探讨、思考，然后在教师的引导下，逐步解开答案；
或者以正确答案的反面来设想，此种方法行不通，再给
出正确方法，也有助于学生对该问题的思考。 比如，在
讲授片剂制备时， 可先提出问题：“为什么一个药片制
备时要加入多种辅料？ ”“不加辅料直接使用原料能否
压制出合格的药片？”。再比如，教师选取几种临床上常
见药物，给 出 该 药 物 的 药 理 作 用、理 化 性 质，学 生 分
组讨论可以制备成何种剂型， 这种方式 对引发学生
思考效果非常好， 也让学生明白 临床上使用的药物
制剂为什么选择这种剂型，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具
有一定意义。

（3）微课教学手段的使用。
微课是以阐释某一知识点或教学环节为目标，与

其他辅助教学资源共同构成完整的在线教学视频[5]。这
种教学方法正适应了工业药剂学的学科特点， 可以对
重点难点知识进行精炼讲解，还可供学生反复观看，便
于理解和记忆。

（4）教学知识点的总结。
前面反复提到工业药剂学的学科特点， 面对这样

庞大的知识体系，教师首先要善于总结，在每节课结束
前至少留 5 分钟时间，对该次课程进行系统的总结，要
求学生在书本上做好笔记，方便以后的复习。 另外要多
和学生沟通，可利用网络教学平台，雨课堂等方式，进
行课堂讨论，以了解学生学习现状，存在的问题，并及
时进行解答。

在每章结束以后， 以练习题的方式带领学生进行
章节重点知识的复习总结， 进一步加强学生对教学内
容的理解，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2.2 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紧密结合，多给学生自己动手

操作的机会

以药学实训实验为例， 该试验设置的目的是让学

生了解各制药设备，如中药提取浓缩机组，超临界二氧
化碳萃取机、冷冻干燥机、片剂包衣机、压片机等，在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多给学生动手操作的机会，这些设
备的熟练掌握对学生工作实习会有很大的帮助， 鉴于
学生人数较多而设备又少的实际情况， 可以考虑分专
业分组的形式进行实际操作， 或者使用软件上机模拟
操作。

PBL 教学法是基于问题式教学方法，自 20 世纪 60
年代产生后，在国内外著名医学院校得到推广和应用[6]。
比如，留出一次实验课时间，教师依据实验内容，设置
问题情境，使学生成为课程主体，通过自学、查资料、讨
论等方式设计实验，验证书本上的理论知识，从而激发
学生思考问题、 解决问题的热情， 促进师生之间的互
动，在此模式中，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由此可见， 这一教学方法的应用对提高教学效果
有着直接的帮助， 同时也解决了教学过程当中教学方
法单一的问题，通过该教学法的应用，使整个教学模式
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使教学模式的针对性更强，教学方
法的落地实施效果更理想， 对整个课堂教学效果和教
学实效性的提高有着重要帮助。 我们应当将 PBL 教学
法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教学法来看待， 并在实际教学过
程当中予以有效地应用。 通过 PBL 教学法的应用，全
面提高工业药剂学课程教学质量， 使工业药剂学课程
教学能够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上得到有效的支持，
帮助工业药剂学课程教学实现教学创新。

3 结论与展望
教学改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教学方法的

研究也应与时俱进， 上述内容仅仅是笔者在工业药剂
学课程教学中，通过教学改革和实践总结的一些经验，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学质量， 增强了学生的学习氛
围。 综上所述，工业药剂学的教学模式，应以学生为中
心，增强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培养学生对学习的热情和
兴趣，提高学习的综合能力。

参考文献
[1] 黄娟，王建伟，孙祎蔓，等，工业药剂学的教学改革

与 实 践 [J]． 浙 江 科 技 学 院 学 报 ，2013，25 （6）：472-
475.

[2] 王农银，高晓勤. 校院融合，开创全新的人才培养和
办学模式[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3（9）：20-21.

[3] 杨雪， 张平平. 探讨药剂学在应用型本科教育下的
教 学 改 革 [J]．当 代 教 育 实 践 与 教 学 研 究，2015（7）:
0246.

[4] 蒋革，吴艳华.浅谈工业药剂学课程教学改革[J].教
育教学论坛，2015,3（11）：128-129.

[5] 曲晓兰，高红莉，刘克，等，微课教学法在中药炮制
学教学中的应用 [J]．中国高 等 医 学 教 育，2016（1）：
119-120.

[6] 王斌，郑亚安.浅谈 PBL 教学模式下问题的设计[J]．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5（2）：63,136.

（本文编辑：赵喜红）

4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