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潘伦（１９８１～），讲师，本科，主要从事化学教育工作。　△　通讯作者，Ｔｅｌ：１３４３６１５３９３４；Ｅｍａｉｌ：ｘｉｎ３０６６＠１６３．ｃｏｍ。

·医学教育·

《药用基础化学》“订单式”实验教学课程改革初探

潘　伦，许　新△，何　坪，陈先玉，程家蓉，杨振川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药学系　４０１３３１）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３．０６．０４４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３）０６０７１２０２

　　如今，高职高专院校广泛开展了以“任务为驱动”的“订单

式”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和探索。从岗位的实际特点和需求出

发，形成了岗位任务指导专业与课程建设的格局。课程构建形

成了职业岗位能力“订单”专业课程，专业课程“订单”基础课程

的规律。

作为药学专业重要基础课———《药用基础化学》，不仅是学

生专业学习和发展的基石，对后续《药物化学》《药物分析化学》

《生物化学》《天然药物化学》等专业课程的学习也至关重要，同

时，也是今后从事药物分析、药物生产、药物研究工作所必须掌

握的方法和手段。因此，药用基础化学实验在药学类专业人才

培养过程中处于关键的环节，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１］。而化学

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众多化学理论和化学规律

的基本源泉和出发点都源于化学实验，同时任何理论的检验、

评价乃至应用，又都以实验为依据［２］。

目前，本校《药用基础化学》的实验课程“订单式”课程改革

研究比较滞后，“服务”意识淡薄，学情分析不够，缺乏相应的实

验考核评价体系，导致实验教学质量下滑，教学效果不理想，一

定程度挫伤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不利于培养拥有高技能素质的

高职高专人才。为此，作者开展了针对《药用基础化学》的实验

课程“订单式”课程改革的初步探索。

１　分析学情，了解学生实验能力和实验需求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在２０１１级药学专业８个班中随机抽

查了２个班进行深入调研，分析生源情况和学情，结果发现：

１．１　绝大部分学生对化学实验感兴趣，但入校前化学实验做

得较少　对化学实验感兴趣的学生比例达到８９．５６％，其中十

分感兴趣的达到３６．５７％。另一方面，２９．８５％的学生入校前

没做过化学实验（其中一半是文科生和三校生），２３．１３％的学

生做过的化学实验不到４次，分析原因，可能由于中学阶段对

化学实验要求较低，再加上应试教育的倾向，导致部分中学没

有开设或者很少开设实验课程［３］，部分中学开设了较多实验，

但学生实验小组人数过多，学生无法充分参与实验［４］。

１．２　入校前的化学实验以验证性为主，但更青睐自主实验和

综合实验　９２．５４％的学生未做过综合实验，７６．１２％的学生未

做过自主实验。反映中学阶段的化学实验基本以验证性实验

为主，中学实验内容上的倾向导致４６．２７％的学生喜欢验证性

实验，但只有１８．６５％的学生认为验证性实验对自己的帮助

更大。

１．３　 一半多的学生入学前没有参加过化学实验考试　调查

发现，只有５１．４９％的学生参加过实验考试，并且以期末考实

验的方式为主。这些数据反映，中学阶段缺乏科学合理的化学

实验技能的评价体系，无法保证学生化学实验的技能水平。

１．４　大部分学生认为自己的实验技能和实验习惯不好　调查

显示，只有６．７２％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实验技能好，４１．０４％的

学生认为自己的实验习惯好。

２　分析人才培养目标，确定课程３大任务

只有深入分析人才培养方案，充分了解专业对人才的培养

要求，并加以细化，才能保障药用基础化学实验教学改革的方

向性。根据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确定《药用基础化

学》实验课程３大任务。

２．１　化学知识的培养　通过学生亲自动手做实验，观察并分

析实验现象，既加深学生对化学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的理解和

掌握，又对培养其形象思维能力、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具有特

殊的作用［２］，不仅能激发学生对实验的兴趣，也能激发学生对

化学这门课程的兴趣，有效的提高整门课程的教学质量和

效果。

２．２　实验技能的培养　药品调剂、合理用药咨询、药品生产、

药品检验及药品营销等工作岗位所需的专业技能主要由专业

课完成，但一些基本操作也应由《药用基础化学》承担，如药物

分析中基本的定量操作，药物化学中的药品的鉴别等。

２．３　综合素质的培养　团队协作精神、良好的人际交往和沟

通能力的培养必须贯穿整个人才培养过程，从基础课到专业

课，《药用基础化学》也是其重要的一环。

３　分析专业需要，确定３方面需求

后续专业课反映实验教学困难，学生缺乏基本化学素养，

没有形成良好的操作规范和操作习惯，特别是一些基本操作，

如胶头滴管的使用、液体固体样品的取用等。因此，了解专业

课需求、制订专业课订单是化学实验“订单式”改革的核心内

容，专业课程的需求主要有３方面。

３．１　实验内容　包括基本操作、与专业相关实验。基本操作

是专业课迫切希望《药用基础化学》完成的一个任务。而与专

业相关的实验，能让学生尽早接触专业，激发学习兴趣，了解本

专业岗位需求。

３．２　实验习惯　实验习惯的培养不应只从专业课实验开始，

基础课实验就应该开始注重培养，才能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因此，应引导学生从以下８点培养良好的实验习惯
［９］。（１）重

视实验预习；（２）规范使用实验室中每一件物品；（３）及时清洗

和整理；（４）及时、规范的记录；（５）及时总结，客观分析；（６）注

意个人及实验室安全；（７）实验操作严肃认真；（８）团结协作，互

助互利。

３．３　化学素养　专业课对学生的化学素养也提出了要求，特

别是文科生和三校生，这部分学生的化学素养方面急需加强。

在由经验陈述（外部层）、具体理论（中间层）和科学观念（核心

层）所形成的化学素养教育知识框架中，只有核心层才是化学

素养教育的本质所在，才能为化学素养教育的研究和发展奠定

科学的思维框架和行为准则，才能促使理论的升华和发展［１０］。

因此，要把化学素养教育融合到实验教学过程中，拓宽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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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面，加强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验能

力，以此形成良好的化学科学观念，从而推动自身化学素养的

提高。

４　综合学情、任务、需求，确定课程订单

根据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确定《药用基础化学》课程订

单主要有两类：专业培养目标对本课程的直接订单、后学专业

课对本课程的专业课程订单。直接订单分为：化学知识的订单

和综合素质的订单。专业课程订单对实验技能的订单分为３

方面：实验内容的订单、实验习惯的订单、化学素养的订单。其

中，实验内容的订单涵盖药物化学、药物分析、天然药物化学、

生物化学等课程的订单。

５　重组实验模块，落实订单任务

根据各订单任务，打破原有的课程体系，整合课程资源，针

对现有的实验内容进行重组，形成模块，制订出各模块承担的

订单任务。初步建立两段式课程体系———基础阶段和综合

阶段。

５．１　基础阶段　共７个模块，侧重于基本操作技能的训练、良

好实验习惯和化学素养的培养。

５．２　综合阶段　共３个模块，分别整合设计了３个综合实验：

（１）药用氯化钠的制备和检测，侧重药物分析；（２）乙酰水杨酸

的制备和熔点测定，侧重药物合成；（３）茶叶中提取咖啡因，侧

重药物提取。综合阶段的实验注重专业相关的综合应用、团队

协作能力的培养，同时培养良好实验习惯和化学素养。

６　技能考核突出基本操作，加入实验习惯评定

６．１　突出基本操作的技能考核　为规范基本操作，引起学生

对基本操作的重视，加强了基本操作的技能考核。由于课时安

排的关系，对每一个学生进行所有的基本操作技能考核并不现

实，因此，计划在每个学生在“基础阶段”共考核３次。分数设

定上，基本操作技能考核占总成绩的５０％。

６．２　加入实验习惯的评定　把实验习惯从传统的实验技能考

核中分离出来，将实验技能考核分为实验习惯和实验技能两方

面的考核，这种考核方式更能准确、客观、科学的评定学生成

绩，且对学生良好实验习惯和化学素质的培养起到导向作用。

最后汇总学生每次实验考核中实验习惯的表现，汇总得到学生

实验习惯的评价占总成绩的２０％。

６．３　强化综合实验报告的书写　实验报告是分析、表达、总结

实验结果的报告［１１］。为了规范实验报告的书写，让学生养成

良好的书写实验报告的习惯，培养学生科学研究的能力，对于

综合阶段的３个实验，主要以实验报告作为成绩判定的依据，

占总成绩的３０％。要求实验报告思路清晰，结构完整，实验步

骤简明扼要，数据记录完整清楚，结果讨论分析到位，此外还要

求实验报告不得抄袭，应及时上交。

综上，学生的实验考核分为３部分：基本操作的技能考核

５０％、综合实验的实验报告考核３０％、实验习惯总体评价

２０％。

７　课程改革与传统教学效果比较

在本校２０１１级药学专业中选择平行班２个，随机分成试

验班和对照班。试验班采取课程改革，对照班按传统教学，课

程完之后进行统一效果评价。

７．１　成绩评价　统计学分析显示，对照班（共４７人）和试验班

（共４８人）的成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狋＝－４．０７，犘＜

０．０１），其中对照班平均成绩为５９．２６分，试验班平均成绩为

７０．０４分。

７．２　学生问卷调查分析　在化学实验课程结束后，对两个班

共发调查问卷９６份，回收有效问卷７７份（其中对照班３８份，

试验班３９份），调查分析：通过化学实验课程，试验班９７．４％

的学生认为有收获，对照班只有９３．７％。试验班８２．１％的学

生认为激发了兴趣，８９．７％的学生认为实验技能得到提高，

６６．７％的学生认为沟通能力和人际关系得到提高，６１．５％的学

生认为对后续课程有帮助，６６．７％的学生对专业学习有帮助。

对照 班 的 相 应 比 例 为 ７８．２％、７５．８％、５５．３％、５０．０％、

５２．６％。

８　讨　　论

通过“订单式”实验教学课程改革较好的培养和激发了学

生的兴趣，提高了《药用基础化学》课程的教学质量，较好的针

对专业进行了相关的技能训练，使学生的实验习惯和化学素养

有较大的提高，但依然存在一些善待解决的问题。（１）未引入

自主实验模块，一定程度限制了课程改革的深入。主要原因是

实验实训课时不足，而实验实训内容较多，导致无法开展。此

外，课时不足也导致部分课程改革内容没有深入，一定程度影

响了最后的效果。（２）评价手段目前较为单一。由于部分专业

课在第２学年才开设，效果评价中后续专业课教师评价还没有

开展。此外，受到两个班专业教师不同的原因，专业课教师的

评价存在一定的主观性。（３）药学专业学生入校时实验技能水

平参差不齐，没有参加过化学实验考试的学生较多，对实验不

重视，实验技能的锻炼和实验习惯的培养需要在《药用基础化

学》课程中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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