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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药理学涉及面广、内容多，学生普遍反映药理学难学、难记，学习积极性不高。本文从课程教学实践改革角度，运用 PBL教学

法、病例讨论式教学、跨学科基础知识、新型实验教学体系以及如何利用互联网资源等方面，将“教”与“学”有机结合起来，调动了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启迪了思维，培养了创新意识，提高了自主学习能力，取得了很好的教学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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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Students’Independent Study Capability in
Pharmacology Teaching

Pharmacology is a complicated discipline involving a wide range of contents, which is difficult to study by students. In

this study, the author applied some novel teaching reforms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cluding problem based-learning, case

based-teaching, basic knowledge of interdisciplinary, novel experimental teaching system and web resources application. This
exploration have achieved an organic combination between teaching and learning, cultivated the students’consciousness of innovation

and inspired the emotion of students’independent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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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药理学是医学课程中一门非常重要的专业基础必修课[1]，

也是一门为临床防病治病和合理用药提供理论依据的药学与

医学、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双重桥梁学科[2]，其内容多、涉及

面广、概念抽象，不易理解和记忆[3]。传统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

讲学生听为主”，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学生是听和记笔记的

工具；讲授内容以教材为主，缺少临床实例，学生难以将所学药

理知识与临床实际相结合，被动记忆大量的理论知识。因此，在

学习药理学的过程中，学生普遍表现出厌倦、抵触情绪，极大的

降低了学习的积极性和热情，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的培养，使得药理学的教学效果不理想。如何教好这门重要基

础课，培养学生的兴趣，激发学习积极性，使学生理解和掌握药

理学基础知识的同时，培养他们的科研意识，实现培养创新型

科研人才的目标，己成为药理学教育改革中需要深入探索和研

究的重大问题[4]。近几年，我们教研室来在以下几方面作了一些

探索和改革，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现将经验总结如下。

1 PBL教学激发学习兴趣

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教学法是由美国神经病学教

授 Barrow在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提出的一种课程模式，于
1993年在爱丁堡世界医学教育高峰会议中被推荐，其是一种

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导向的启发性教育，以

培养学生的能力为教学目标[5]。

学习过程其实就是疑 -问 -思 -解的过程，在授课时可以

利用提问设置悬念的方式来设立疑问情境，一环扣一环，由简

单到复杂，层层深入，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引起课堂活跃气氛，

激发求知欲，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讲授M胆碱

受体阻断药时，我们首先提出几个大家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

的问题：“酒足饭饱之后剧烈的运动导致的胃肠道绞痛可以使

用哪些药物缓解？为什么？佩戴眼镜时验光师为什么要使用扩

瞳药物？问题的提出往往引起课堂热烈的讨论，同学们各抒已

见，教师很自然的引出授课的主题，让学生带着疑问来学习，教

师讲述的内容会吸引学生注意力。当讲清 M胆碱受体阻断药

的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等内容后，疑问自然就解开了。

教学过程中也可以适当提出具有启发性的关键问题 [6]，例

如在讲解吗啡中毒会引起针尖样瞳孔，这时可以联系所学提问

哪一种药物中毒也能造成针尖样瞳孔?还有哪些药物可引起瞳

孔缩小?它们的作用机制相同吗？这一连串相关问题引起学生

们积极回忆和思考已学过的知识，想到有机磷中毒通过抑制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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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酯酶，造成乙酰胆碱在体内大量堆积间接引起针尖样瞳孔，

还有毒扁豆碱和毛果芸香碱也可以引起缩瞳，前者是可逆性胆

碱酯酶抑制药作用机制和有机磷酸酯类相似，后者直接激动虹

膜括约肌上 M型胆碱能受体。这时再详细讲解吗啡引起瞳孔

缩小如针尖样的作用机制，接着结合药理实验启发引导学生，

如果将动眼神经切断，有机磷酸酯类、毒扁豆碱、毛果芸香碱、

吗啡中哪些药物还可以引起瞳孔缩小?学生会联系所学知识综

合思考并做出正确的选择，切断动眼神经后只有毛果芸香碱能

引起缩瞳，而其它药物都需要通过动眼神经才能缩小瞳孔。另

外，还可通过逆向思维，通过瞳孔缩小这一关键性问题启发引

导学生联系已学过的哪些药物可引起瞳孔散大，其作用机制是

什么呢？积极跟进教学的学生就能联想起阿托品类生物碱可通

过阻断虹膜括约肌上的 M胆碱能受体引起散瞳。通过瞳孔缩

小这个关键性问题将已学过的内容串起来，举一反三，经过逐

层深入推理分析，使学生对许多相反或相似的药物作用机制理

解更透彻，从而便于理解记忆和掌握。

2 病例讨论式教学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

病例讨论式教学是将理论知识与临床实际紧密联系的有

效方式[7]，在教学过程中合理穿插典型的临床病例，可以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增加学习的主动性，提高教学效果；也有助于培

养学生多方面的素质，如科学的思维推理能力、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团队合作精神、言语表达能力等[8]。我们可以在授

课开始前引入简单病例，以吸引同学兴趣。如讲解有机磷酸酯

类药物时，教员可先播放一段临床有机磷农药自杀患者抢救的

教学录像，患者中毒后瞳孔呈针尖样、骨骼肌震颤、口吐白沫等

常见症状会给学生们留下深刻印象，接下来的理论授课中，学

生注意力集中，求知欲增加，会认真倾听教师的讲述。

课堂讲解阶段，结合典型病例对药物的作用、应用、不良反

应进行讲述。如对于强心苷类药物的药理作用及应用，历来被

同学反映是较难掌握的内容，鉴于此，在讲述过程中，我们列举

典型慢性心衰患者的病例，介绍其临床表现、药物选用、用法、

出现的不良反应等，并提出预先设计的讨论题，让学生结合所

学的理论知识进行思考、讨论，鼓励学生积极发言，课堂气氛活

跃，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枯燥的书本知识变为鲜活具体的实

际应用，学生印象鲜明，记忆深刻。再如对于有机磷中毒的讲

解，讲完中毒机制后，给出具体病例，让同学解释中毒表现，并

启发同学推想解救的药物有哪些，学生们兴趣盎然，很快能给

出正确答案。

复习小结阶段，给出较为复杂的病例及综合性的讨论题。

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查阅资料，以小组为单位准备发言材料，

讨论题尽可能涵盖该章节的重点内容，如讲完心血管系统药理

后，列举心肌梗死病例，让学生探讨给药方案及药物使用注意

事项，学生需要全面复习所学的理论知识，并查阅相关资料，才

能整理出答案。这种结合病例讨论的复习方式可以提高学生综

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增强学习的主动

性。

3 联系跨学科基础知识启迪思维

药理学是连接基础学科和临床学科的桥梁学科，是一门与

诸多学科息息相关密切联系的综合性功能课程。因此，在教学

过程中有针对性的复习和联系相关的跨学科基础知识，对于理

解药物药理作用及作用机制等方面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

时对一些疾病的治疗机制作简要介绍，为下一步临床医学的学

习打下良好的基础[9]。例如在讲药理学最难讲授学生反映最难

理解的抗心律失常药时，先复习生理学包括正常心肌电生理、

心肌细胞膜电位、动作电位五个时相的基本知识；然后再引导

学生探讨心律失常形成机制；最后再讲针对心律失的常用治疗

药物，反问学生各自药物的作用机制并予以解答。在前面相关

学科理论基础铺垫的前提下，再讲解本学科难讲的内容学生容

易理解，不容易产生厌烦情绪。这种相关学科知识点相互联系

在药理学教学的许多部分中可以应用，例如镇痛药一章授课

时，首先要讲解一下关于疼痛的发生机制和内源性镇痛系统的

相关背景知识，再来讲解吗啡的药理作用和作用机制，学生就

容易理解和掌握。这样联系相关学科知识点，不仅为巩固了旧

知识，加强了学科之间的联系性，同时还能引导学生进行分析

和思考，有助于新知识的掌握，提高运用知识的能力，为今后临

床知识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 新型实验教学体系培养创新能力

药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在药理教学中，实验教学发挥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10]。药理学实验教学不仅仅是验证书本上的药

理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更重要的是发挥学生的动手能力，

培养科研思维，从而提高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1,12]。

我们在药理学实验实施过程中对其进行改革，可将现有的药理

学实验分为验证型实验、综合型实验、创新型实验、应用型实验

四个部分，采取从“抱着走”、“扶着走”、到“自己走”和“如何用”

的四个步骤循序渐进的开展实验教学，主要目的是将传授知识

为主要特征的被动教学向培养认知和动手能力为主要特征的

研究型和创新型主动教学模式进行转变。“抱着走”阶段即“验

证性实验”阶段，教师指导学生进行基本操作和基本技能的训

练，加深学生对基本知识的理解、掌握以及实践技能的训练，激

发学生对药理学实验的兴趣，培养学生基本实验素质；“扶着

走”阶段即“综合性实验”阶段，教师指导学生开展综合了多个

知识点的比较复杂的综合实验，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鼓励学生

善思、勤问、多动手，对学生思维中合理的思考予以肯定，使学

生不囿于固定思维模式和唯一答案。“自己走”阶段即“创新性

实验阶段”，完全由学生自己确定实验方向，设计实验方案，由

几个学生组成的实验小组独立完成。在这个阶段，教师的作用

主要是以提示和启发为主，肯定学生的合理设计和创新思维，

引导学生完成实验，提供智力和技术支持但绝不是代替学生解

决问题。通过创新探索型实验阶段，可充分锻炼学生综合实验

能力和科研协作能力，培养未来学术之星[13]。

5 充分应用互联网资源

随着计算机技术及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教学资

源在药理学教学中的应用已经非常普遍[14]。药理学涉及面广、

内容多，学生普遍反映药理学难学、难记，因此学习积极性不

高，而学生普遍能够接受多样化的教学形式，而且网络教学形

式多样，图文并茂，声像同步，电脑界面亲切，信息量大。这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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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使课堂教学变得更加生动活泼，能使一些抽象、难懂、枯燥的

药理知识变得生动直观易于理解，增强学生学习药理学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

药理学内容庞杂，但是学时有限，更多的内容依靠学生课

后进行自学掌握。我校的药理学网站给学生提供了药理学教学

大纲、教学内容、教师授课幻灯及教案、相关背景知识及考试复

习题等。借助于互联网，学生在课后可随时访问校内网进行自

学，从而摆脱了原始的课本学习模式，既增强了学习的趣味性，

又拓宽了视野，加深了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进而提高了课堂学

习的教学效果，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还能提高学生学习

兴趣、调动学生自主学习，使学生在掌握知识、培养技能的同

时，启迪思维、发展智力。此外，学生在自学和复习时遇到一些

问题，由于不能与教师及时取得联系，必须留待下一次教师授

课时才有机会询问，许多时候想到的问题都会因得不到及时的

解决而忘记，这样就达不到较好的学习效果。通过互联网，学习

交流克服了时间与空间的阻碍，而且各大学术论坛上还有其他

同行及老师，这样沟通更为及时方便有效，取得比较好的自学

效果。目前常用的网络交流方式有：电子邮件、博客、论坛、微

博、聊天工具、QQ空间等。

6 结论

我们根据教与学的特点，结合本学科特色，采取以上不同

的方法在药理学教学改革中的进行尝试，改变了传统的教学内

容与方式，取得了不错的教学互动效果。当然，就方法本身而

言，也有许多亟待完善和改进的地方。综上所述，教师的教学手

段和方法应多种多样，主动地引导学生学习，激发学习兴趣，注

重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使学生由被动学习转变为自主学习。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

不断探索总结出好的教学方法，从而提高教育质量和教学水

平，让广大医学生能享受到药理学创新教育的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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