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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性评价在独立学院《药物制剂工程》课程中的应用*

顾雪梅1,吕志阳1,陈 璟1,程再功2△,汪 洁1,郑 涛3

(1.南京中医药大学翰林学院药剂教研室,江苏泰州
 

225300;2.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龙凤堂中药

有限公司制造部,江苏泰州
 

225300;3.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江苏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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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运用形成性评价模式建立适合独立学院《药物制剂工程》课程的教学评价方法。
方法 将新设计的形成性评价方法与课程原有评价方法分别应用在药物制剂专业2015级(观察组,n=56)和

2014级(对照组,n=59)学生的制剂工程学教学中,并对评价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新设计

的形成性评价方法使观察组学生对制剂工程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应用情况掌握更扎实,同时增强了学生

的沟通表达能力、自主学习的意识及能力,提高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综合素质整体提高。
观察组学生 平 时 成 绩、终 结 性 测 试 成 绩 及 综 合 成 绩 均 明 显 高 于 对 照 组,两 组 比 较 差 异 均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88.79±0.68)分
 

vs.(80.34±0.57)分、(82.42±0.95)分
 

vs.(76.52±1.31)分、(86.24±1.09)分
 

vs.
(77.67±1.28)分,P<0.05]。结论 所建立的形成性评价方法全面、细致、客观,能有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促进教学模式的优化及教学质量的提升。

[关键词] 形成性评价;制剂工程学;独立学院

[中图法分类号] R94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1-8348(2020)04-0682-04

  应用型本科独立学院致力于培养应用技术型人

才,在“供给侧改革”战略指导下[1],南京中医药大学

翰林学院从教育供给端开展结构性调整和改革,力求

匹配作为用人单位的人才需求端和作为教育消费者

的学生需求端的双重需求,而形成性评价是基于学生

发展本位思想提出的,打破了以往教师“满堂灌”的传

统模式,侧重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和

善于沟通的能力[2]。《药物制剂工程》是一门以药剂

学、工程学及相关科学理论和技术来综合研究制剂生

产实践的应用科学[3],是药物制剂专业的必修课,在
应用型本科独立学院的制剂工程学课程中探索实施

形成性评价模式,寻找合适的教学方法、学习方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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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方法,使之真正成为有利于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和实践能力的教学评价模式,既能发掘、引导和满

足学生的个性需求,又能培育出行业所需的综合职业

素养人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5级药物制剂专业(56人)为观察组,
2014级药物制剂专业(59人)为对照组。学生在年

龄、录取形式、前期基础课程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观察组按新设计的形成性评价体

系进行课程评价考核。对照组按原有形式进行课程

评价考核。
1.2 方法

1.2.1 原有课程评价体系

  综合成绩的分值分配为平时成绩占30%,终结性

测试占70%。(1)
 

平时成绩:平时成绩占综合成绩的

30%,由考勤(平均每月1次)、课前提问(根据上次课

内容由教师进行课前提问,保证每学期每人至少被提

问1次)及课堂表现(即结合学生课上听课状态、课内

互动情况进行给分)3部分组成。(2)终结性测试
 

:终
结性测试占综合成绩的70%,以闭卷考试形式开展,
在学期末由学校统一安排考核日期,考试时间120

 

min,卷面共计100分。
1.2.2 新设计的形成性评价体系

  根据形成性评价方案[4-8],将学生分成5人学习

小组,把授课内容分解成各个模块,以任务驱动式下

达任务至每一小组,小组成绩即为每个同学的成绩,
综合成绩分值分配为平时成绩占60%,终结性测试占

40%,其中平时成绩包含课前评价+课中评价+课后

评价,各占20%。(1)课前评价:每次课前,学生向其

他小组成员提问,并对答案进行解析和评价。提出的

问题,或针对重点内容,或与新课联系在一起,对答案

的要求不是死记硬背式,只要能够以理解的方式答题

即可。而针对没有回答正确的同学下一次还要继续

回答或进行提问及解析,直至正确为止,确保在完成

课程之前每位同学都能提问及回答至少各两次。(2)
课中评价:①分组案例式讨论或课题讨论。课堂教学

过程中会采用案例式教学、基于问题式学习法、探究

式教学法、直观教学法和主题讨论等多种教学方

法[9-11],即针对部分章节涉及的一些典型案例或者知

识点,进行课堂探究和讨论,教师可以针对学生的讨

论过程及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

学生的学习方法进行调整和指导。如在讲授完“制剂

企业生产管理”这一章内容时,以甲氨蝶呤事件、刺五

加注射液事件等为案例,让学生讨论分析这些案例所

体现出来的企业严格控制产品质量的重要性,在讨论

过程中教师会对学生的讨论内容进行评论,评论的要

点如过程监控、卫生与消毒、文件管理及执行情况等

均是教材中的重点内容。②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

room)[12-14]:将教学流程由传统课堂的“预习-课堂讲

解-练习”翻转为“学生课前看资料-PPT汇报讲解-学
生相互提问及答疑-教师指导-总结提升”,把新知识的

学习放到学生课余时间,而在课上则以小组汇报及教

师答疑解惑为主。如课程进入中期开始布置此项任

务,选取经典的注射剂、固体制剂、液体制剂、软膏剂、
栓剂、膜剂等部分内容进行自主学习,通过查阅文献

资料并制作PPT,在课堂上与同学们汇报交流,同时

要解答其他小组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师根据汇报情况

进行指导、总结和评价。(3)
 

课后评价:在学生掌握大

部分制剂工艺、设备选型的前提下,开展设计性方案

的学习。①带领学生参观校内实训中心和药品生产

企业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车间,通过对比

分析,指出校内实训中心与GMP车间的关键差别;②
每组同学针对任意一个关键差别写一篇微综述,深入

剖析此问题,并对实训中心改建给出合理化的建议;
③选取某一经典药物,自主设计可年产达上市销售规

模的制剂车间,要包含产品的工艺流程、设备选型、车
间规划布局及说明等内容,并绘制车间布局图。教师

在整个环节中建立学习群,定期指导,跟随学生一起

完成任务。(4)终结性测试
 

:与原有评价体系方式相

同,但在题目设置上将各部分内容综合起来,减少了

标准式的考核,增加了综合性、开放性的试题,例如大

容量注射剂车间与口服固体制剂车间在空调系统设

置上有哪些差异? 针对某一已知生物药动学数据的

原料药,自行设计其制剂的生产工艺,并简述会用到

的生产设备及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监控点等问题。
1.2.3 效果评估[15]

  (1)成绩对比分析:分别对平时成绩、终结性测试

成绩和综合成绩比较分析,平均成绩越高,说明学生

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及应用情况越好;并观察学生综合

成绩各分数段的成绩分布,进而评价班级学生整体对

于知识的掌握情况。(2)授课效果评价:通过给改革

班和对照班的学生发放调查问卷进行自主评价,内容

以学生的学习效果、学习主动性、信息搜索能力、综合

知识运用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沟通及表达能力、发现

并分析解决问题能力为观测点,学生自主评分,每个

指标分别有优、良、中、合格和差5级,分别计5、4、3、
2、1分,各指标之和即为总分,分数越高,说明学生对

授课评价效果越好。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9.0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  果

2.1 成绩对比分析

2.1.1 平时成绩、终结性测试成绩和综合成绩对比

  观察组学生平时成绩为(88.79±0.68)分,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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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80.34±0.57)分高10.52%,其中90分以上者

为20.51%,80~90分者为77.78%,80分以下者仅

为1.71%,观察组学生对各部分知识的掌握程度明显

优于对照组;观察组学生终结性测试平均成绩为

(82.42±0.95)分,较对照组成绩(76.52±1.31)分高

7.71%,且观察组学生对于综合性、开放性的试题答

题效果较好,关键知识点掌握较精准,综合应用能力

较强;观察组学生综合成绩(86.24±1.09)分,也明显

优于对照组(77.67±1.28)分,增加了11.03%;观察

组学生的各项成绩均高于对照组(P<0.05),学习整

体成果实现有效提升,对重点知识的掌握程度加深,
学生们自主学习能力、知识综合运用等方面的能力明

显提高,两组学生各项成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1。
表1  两组学生各项成绩比较(x±s,分)

组别 n 平时成绩 终结性测试成绩 综合成绩

对照组 59 80.34±0.57 76.52±1.31 77.67±1.28

观察组 56 88.79±0.68a 82.42±0.95a 86.24±1.09a

  a:P<0.05,与对照组比较。

2.1.2 综合成绩分数段分布对比

  分数段区间结果表明,观察组学生的整体学习效

果较好,其中低分数段人数均减少,而高分数段学生人

数增多,观察组80~90分区间段的学生人数明显多于

对照组[22(39.29%)
 

vs.11(18.64%),P<0.05],见
图1。

  a:P<0.05,与对照组比较。

图1  两组学生各分数段成绩人数比较

2.2 两组学生授课效果评价

  两组学生调查问卷自主评分结果显示,观察组学

生的学习主动性、信息搜索能力和综合知识运用能力

提升比较明显。改革后的形成性评价体系使学生对

制剂工程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应用情况掌握更

扎实,同时增强了学生的沟通表达能力,提升了同学

们自主学习的意识及能力,提高了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综合素质整体提高。两组学生

综合能力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图2。

  A:学习效果;B:学习主动性;C:信息搜索能力;D:综合知识运用

通力;E:团队协作能力;F:沟通及表达能力;G:发现并分析解决问题能

力;a:P<0.05,与对照组比较。

图2  两组学生综合能力对比

3 讨  论

  《药物制剂工程》是药物制剂专业的专业课程,应
用性和实践性均较强,且目前行业对于此类人才需求

的标准也越来越高,因此为全面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及综合能力,探索建立适合的教学形式和评价方法迫

在眉睫。形成性评价方法是目前应用于课程教学的

主要方法之一,应用效果良好,本研究在此基础上结

合本门课程特点将具体评价方法改良后细化,不断关

注学生的发展、学生学习的态度、兴趣的变化等,分步

分阶段地融入实用性案例,启发学生不断地发现问

题、分析 问 题,进 而 解 决 问 题,以 获 得 更 好 的 教 学

效果。
本研究将形成性评价方法改良后细化,使评价体

系更全面、更细致。(1)知识结构逐层递进,从学生课

前相互提问的简单知识点起步,到课中案例或课题讨

论、翻转课堂等形式让知识点串联成线,再到课后深

入挖掘形成微综述及完成自主设计车间,让知识点融

会贯通由线到面,逐步提高学生的综合知识运用能

力。(2)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全程参

与,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从课前互动提问到翻转课

题、从课后方案设计到汇报交流,学生要不断地学习,
并对其他人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或评价,而解答及评

价的结果都会计入评价体系内,强化学生理解知识点

的同时也锻炼了综合知识应用能力。(3)整个学习过

程中,学生不能仅仅将知识停留在纸面上,而需要与

同组伙伴沟通交流、与外组同学答疑讨论、向全班同

学汇报成果,锻炼了学生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
本研究的实践结果表明,观察组学生的平时成

绩、终结性测试及综合成绩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学习效果、学习主动性、信息搜索能力、综合知

识运用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沟通及表达能力、发现并

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均优于对照组(P<0.05)。运用形

成性教学评价体系,既重结果,又重过程,既重基础理

论知识,又重综合知识运用能力,有利于提高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全面提高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并
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符合该院培养实践型、应
用型人才的教学宗旨,同时对培养新形势下的医药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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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才具有极为深远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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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分类,分别设立统一标准,对公立医院进行评估。
这样可明确将公立医院的管理与监督权力分离,也让

社会机构能更公平、有效地发挥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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