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创新教育研究, 2024, 12(3), 238-244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3158  

文章引用: 叶小弟, 罗砚曦. 基于混合式教学的药理学课程思政教学初探[J]. 创新教育研究, 2024, 12(3): 238-244.  
DOI: 10.12677/ces.2024.123158 

 
 

基于混合式教学的药理学课程思政教学初探 

叶小弟1,2*，罗砚曦1,2 
1杭州医学院药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浙江 杭州 
2杭州医学院，浙江省神经精神疾病药物研究重点实验室，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2024年1月31日；录用日期：2024年3月18日；发布日期：2024年3月26日 

 
 

 
摘  要 

药理学是药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药学专业毕业生主要从事药物开发研究、药品销售、药学服务等方

面的工作。伴随着现代社会大众药理学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对药学服务方面的需求也逐渐提升，在药

理学教学工作中就不能单一的注重课程知识的传授，还需要重视加强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从而可以开

展更加个性化的药学服务，最终使得人们的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同时药理学课程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育

专业技能扎实、德才兼备的药学工作者，这对于提升药学服务质量和促进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和作用。因此，本文将针对基于混合式教学的药理学课程的思政教学进行初步探究和分析，

其主要目标是让药理学教学进一步贴近社会、贴近岗位，提高药理学课程教育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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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armacology is one of the basic courses for pharmacy majors. Graduates of pharmacy mainly 
engage in drug development research, drug sales, pharmacy services and other aspects of work.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public’s pharmacology cognitive level in modern society, 
the demand for pharmacy services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In the teaching of pharmacology, it is 
not only necessary to focus on the imparting of curriculum knowledge, but also to pay attention to 
strengthen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is way, more personalized pharmacy ser-
vices can be developed to effectively meet people’s needs. At the same time, the main goal of 
pharmacology course education is to cultivate pharmacy workers with solid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both ability and integrity. This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importa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harmacy services and promoting the physical health of the general public. There-
fore, this article will preliminarily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pharmacology courses based on mixed teaching. Its main goal is to further integrate pharmacolo-
gy teaching with society and the job market,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pharmacology edu-
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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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是教学的主体，亦是教育工作的开展者，在课堂教学中发挥主导作用，通过

系统地规划和组织课程，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使学生能够获得全面和深入的知识，确保教学活动的顺利

进行。但是由于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教育，个性化差异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导致学习积极性严重下降，

进而使得创新能力和思维拓展能力的发展受阻[1]。药理学的知识涵盖广泛，包含生理学、生物化学、微

生物学、病理学、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等，是一门研究药物与机体(包括病原体)相互作用及作用规律的学

科，也是一门连接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医学和药学的桥梁学科，为防病治病、合理用药提供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和科学的思维方法[2]。近年来，伴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基因工程、蛋白和抗体等生物医药不

断地涌现，药理学也是生物医药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是对生物医药产品质量和评价的基础，是一门

多专业、多领域、多层次的课程。针对药理学课程教育中，更好地发挥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的作用，我们

采取重视学生之间的个性化差异，通过对课程内容进行了改造，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整合

各种教学资源，包括视频、图片、案例等，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优化课程考核方式，促进

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思维拓展能力的提升；融合思政内容，混合式教学可以通过引入思政元素，将专业知

识与思想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人文素养，提高学生的道德责任感和

职业素养，努力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为国家的医药健康和药学服务的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2. 药学专业课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探析 

在 2016 年 12 月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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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

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

面[3]。因此，新时代的教育工作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位置，把它贯穿于整个教育教学工作的各个

环节，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的育人工作。在具体的课程思政过程中，课堂教学是一个主要渠道

和载体，课程思政的含义就是使各类课程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保持“同向同行”，从而形成重要的协同

效应[4]。就药理学而言，其教学内容是以药物与机体互相作用的规律和作用机理为主，与其它专业课程

相比较，多学科的基础知识理论互相交叉，互相支撑，这也给学生的学习带来了较大的困难，所以更需

要课程思政元素融入教育。 
将《药理学》教学目标确定为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思政目标三个层次。其中“课程思政”的教学

目标确定为：将思政教育融合到药学专业的有关课程教学工作中。首先，通过对药理学课程思政的融合，

孕育学生的灵性，润泽学生的生命[5]，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能够让学生在学习中形成为人民服务的坚定

信仰，进而支持其不断努力学习。其次，在药理学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既能够传授专业理论知识，同

时可以引导学生认同祖国医药文化、职业道德以及“是药三分毒”等的药物使用理念，并且将其传递到

广大的用药人群当中，从而使得人们合理用药，这也是药学专业岗位人员应该做到的一点。最后，在持

续进行药理学课程思政教育中，教师也需要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同

频共振，以学识能力和人格魅力教育感染学生，积极引导学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

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6]。 

3. 混合式教学模式及优势概述 

3.1. 混合式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是指传统面授教学和线上教学优势结合起来的一种教学模式[7]。是指两种及以上的教

学混合，例如将探究式学习、在线学习、翻转课堂等教学策略融合在内。随着我国学校教学改革工作的

不断推进，当前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已经成为很多教师关注的重点。混合教学模式的兴起不仅能够

直观性的展现出课程教学的内容，同时还能改善传统教学方式中存在的师生缺乏交流与互动、学习内容

理论与实践脱节以及缺乏个性化教学等方面的不足；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提升学生专业学习能力[8]，也能充分发挥教师引导、启发、监控教学过程的主导作用，从而提高教学质

量和学生的学习效果。 

3.2.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优势 

3.2.1. 实现资源共享，助力“教育公正”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兴起，使得当前在学校教学中应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已经成为一种必要趋势。

混合式教学模式通过建立信息化的教学平台，利用丰富的教学资源及教学活动等形式能够较好的改善传

统教学中存在的效率低下、学生学习积极主动性差等问题。教师在开展学科教学时可以结合学生的实际

需求制定出完善的教学策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同时在开展教学时借助信息化技术融合教学资

源形态、教学场景、评价方式、教学模式等各个因素，能够实现资源共享，也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教学原

则，对于教育公平的开展有着重要意义。 

3.2.2. 线上线下教学有机结合，提升教学质量 
在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时，利用问卷星、钉钉及雨课堂等构建出课前、课中、课后的灵活

教学模式，对于提升教师的教学质量，激发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主动性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本身的

优势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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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于学生学习而言，在线教学平台的添加，转变了中学时期的教学模式，使专业学习变得更

加多元化和个性化，学生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需要选择相应的学习板块。在课堂上，学生可以结合课前

预习的重难点与教师讲授的要求进行查漏补缺；课后则可以进行加强和巩固，提高学习效率，为后续学

习的开展提供一定的保障。 
其次，对于教学工作的开展而言，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极大地转变了教师讲授、学生听课的传

统教学模式，通过这种教学模式教师一方面可以结合课程内容及学生需要，开展针对性的教学，另一方

面还可以借助信息技术以及相关的平台追踪学生的学习成果，指导学生提升专业素养。 
第三，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实际应用中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灵活地应用信息技术的优势，将

各种技术整合在教学当中，丰富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方式。同时强化师生之间的互动、实现实时交流，

对于教师实施管理有着积极作用。整体而言，是提升教师教学效率，提升学生专业学习能力以及优化教

学管理的重要方式。 

4. 药理学中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应用策略 

4.1. 立足于药学专业，发掘多元思政教育内容 

我们华夏医药文化，有着悠久的发展历程，可以回溯到五六千年前，比如饮酒止痛、大黄导泻等。

在以混合式教学模式为基础的药理学的思政教育工作中，教师要充分利用线上教育资源的优点，将许多

药物故事、药物发现史等内容融合到药理学各个章节的课程思政之中。 
笔者在讲授抗疟药时，融合了屠呦呦及其研究小组从东晋名医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中得到启

发，对青蒿进行深入研究，最终发现了青蒿素的相关内容。而这一发现为全球抗疟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屠呦呦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引导学生认识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培养其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讲授抗心绞痛药时，穿插王逸平与丹参多酚酸盐的故事——展现了王逸平及其团队克服了重重困难，

将不可能变为可能，将丹参多酚酸盐研发成一种新型的中药制剂并被广泛应用于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等

疾病。他们的成果也证明了中药现代化的可能性，为中药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些例子展示了中国

科学家在药理学领域的杰出贡献和创新能力。使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药物的作用机制和研发过程，同时

也可以培养他们的科学素养，从而能够更加努力学习，并积极地参加医药学领域的科研工作之中。 
药物的两重作用是指药物不仅具有治疗疾病的作用，还可能产生不良反应。这是因为药物在发挥治

疗作用的同时，也可能影响机体的其他生理过程，导致不良反应的发生。在讲授该章节内容时，通过视

频案例：某药店的药品销售人员为了提高销售业绩，夸大药品的疗效，隐瞒药品的毒副作用，误导消费

者。最终，由于消费者使用该药品后出现严重不良反应，被送往医院抢救。引导学生针对这一案例进行

讨论，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药品销售领域的职业道德要求，培养其诚信、负责、专业的职业态度和价

值观，提高学生职业素养和实践能力。再通过对医药健康行业中出现的违规案件的分析，来指导学生坚

持自己的职业操守，并建立起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唯有在大学生心中埋下坚持专业伦理的种子，他们在

步入社会时，方能保持专业的良知，并能自觉地抵御各种利欲熏心，努力工作，为人民服务[9]。 

4.2. 从药理学中蕴含的哲学思维中发掘多元思政教育内容 

在特定的课程思政教育中，要注重对药理学中所蕴含的哲学思维的发掘与应用，包括因果关系、相

对主义以及道德伦理等，利用哲学思维来思考有关问题。例如笔者通过引导学生思考因果关系，可以帮

助他们理解药物如何通过干扰疾病的病理生理过程来发挥治疗作用；在药理学中，不同的药物对于不同

的患者可能产生不同的疗效。运用相对主义的哲学观点，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这种差异，并认识到药物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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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是相对于个体而言的。这种哲学思考可以引导学生更加客观地评价药物的疗效，并意识到个体差异对

治疗效果的影响。在药理学课程中，道德伦理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药物研发过程中的伦理问题，如患者

的权益、临床试验的公正性和人道主义等，需要得到充分的关注和讨论。通过引导学生思考这些伦理问

题，可以帮助他们培养社会责任感和伦理意识，为将来从事医学工作打下坚实的道德基础。此外，通过

对专业课程学习中进行哲学思考的过程，可以极大地推动学生进行相关的思政哲学的思考，进而达到提

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养的目的[10]。 

4.3. 重视医药学岗位的“工匠精神” 

在当代教学工作中，对课程思政的关注，一是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养的效果，二是提高专业学生在

工作岗位上的工作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药理学课程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和“大学生在将来

的工作中所从事的工作”实际上是互补的。简而言之，在基于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药理学课程思政过程中，

可以积极利用医药学岗位的“工匠精神”，也就是医药师精神，其中药学从业者的行为表现、职业道德

等都会对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提升产生积极的影响。 
实践中，笔者通过在线教学模式、互联网教学平台等，指导学生对奋战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进行观

察和学习，让他们感受医药学岗位的工匠精神、医药师精神，这是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养的一个主要途

径。同时，学生也能感受到各医药学岗位人员的敬业精神，奉献精神和对社会的责任意识。此外，老师

还可以在线上进行诸如“降压药使用、降糖药使用、农药中毒解救、抗生素的滥用”等方面的健康宣传，

在培养同学们高质量思想政治素养的基础上，立志在自己的职业领域种做一名出色的医药学工作者，从

而推动提高药理学的教学质量[11]。 

4.4. 加强药理学专任教师课程思政教育水平 

当今飞速发展的时代，各个岗位都在不断地寻找着既有学识，又有道德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在课

程思政大背景下，我们在提高学生学习能力的目标基础上，融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在教

学大纲的框架指导下，专任教师对每个章节要实现的特定课程思政目标进行整理，并与其相关的教学内

容相联系，选取合适的思想政治素材进行融合，借助于恰当的载体得以顺利地实现。 
作为“药理学”学科教学主力军的专任教师，要在思想上自觉地认可“课程思政”，并对课程思政

的实践意义进行了充分的理解，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扎实的专业理论、熟练的专

业技能、提升教学观念的前提下，持续地提升自身的思想政治素养，持续地增强自己的育德意识和技能，

在教学实践时，将专业的技能、专业的知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与其相融合，并传递给学生[12]。 
在互联网时代，教师要跟上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主动提高自身信息化教育水平，主动利用好互联

网的教育技术及教育软件，让教育的时效性、新颖性、趣味性都得到呈现和增强。我们还通过以比赛促

进教学，督促年轻的教师提高自己的教育能力和专业知识的融合程度，经过多年的不懈的工作，许多药

理教学专任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4.5. 积极利用不同的信息化教学平台资源开展思政教育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最大的优点就是应用各类网络和信息化的教育手段。在课前，利用微课资源，

让学生自主、积极地进行药理知识的学习和思考。在这种“混合”的课堂中，老师可以主动地将有关的

药理学的思想政治案例纳入其中，将药物文化、药师精神、哲理思考、法制意识和社会责任等要素有机

地结合起来，比如，通过介绍古代医药学家扁鹊、华佗和张仲景等，让学生了解祖国医学对世界医药事

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通过观看涉及到药害问题和监管问题的“齐二药事件”和“欣弗事件”的相关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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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并分析这些案例，引导学生思考如何维护公平正义和公众利益等等，以实现“课程思政”教育的真

实，让学生在学习时被这些要素所不知不觉地影响。在课后，通过众多在线教学平台如中国大学 MOOC、
学堂在线、浙江省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共享平台以及雨课堂等，指导学生学习使用，一方面，可以让

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进行自主的药理课程的学习，另一方面，也可以让课程思政摆脱了传统线下课堂教

学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13]。 

4.6. 完善融合思政教学评价 

在以混合式教学模式为核心的药理学课程进行思政教育工作的时候，要在传统教学试卷评价的基础

上，对教学评价进行多方面的改进，从而让学生能够主动地、下意识地进行学习了解[14]。首先，教师要

根据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课程内容设置一份课程评价表，包括药理专业知识、药理专业技能、哲学思维能

力以及专业素养的培训。其次，在综合教学的基础上，对《药理学》的思政教育进行评价，既要做到过

程化，又要做到最终化，将课堂作业成绩、课堂互动成绩、考勤成绩与考试成绩以及思想政治素质结合

起来，这样才能保证学生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第三，注重与课程思政相结合的药理学课程

混合式教学教师的自我评价。在考核评价的内容当中，包括教学目标的实现程度(专业课程目标、思想政

治教育目标)，教学活动的状况(专业教学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等，尤其要注意的就是学生的反馈评

价，以此来实现具有一定的针对性的药理学课程思政融合。这对促进药理学专业教育工作的发展和促进

学生个人的学习和成长，都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价值和影响[15]。 

5. 结语 

总结以上，就是笔者对以混合式教学为基础的药理学课程进行的思考与分析，混合式教学模式是当

今社会发展的一个很大的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在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实施药理学课程的思政

教育，能够极大地推动学科的发展，并让学生的学习获得满意。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在混合式的基

础上开展的药理学课程思政教学工作，给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校也要注重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

从而让混合式的教学方式起到应有的效果，让每个药学专业的同学都能成为专业知识更加全面、思想政

治修养更高的人才，这对药学专业的发展以及学生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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