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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ross-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course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of teaching 
refor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a leading discipline in the field of pharmacy, medicinal chemistry is an important core course 
of pharmacy and related majors, 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ntegrate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to the teaching of medicinal 
chemistry courses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and high-quality pharmaceutical talents. The paper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sele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ases in the course of Medicinal Chemistry,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the course, and the evaluation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the course. It comprehensively explores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Medicinal Chemistry, with the aim of truly achieving 
all-round and full proces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words
medicinal chemistry;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teaching methods; teaching practice

《药物化学》课程思政建设实践研究
赵永龙   陈蕾   姜飞   杨元勇   傅晓钟 *

贵州医科大学药学院药物化学教研室，中国·贵州 贵阳 561113

摘　要

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教学的交叉融合是当下高校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药物化学”作为药学领域的带头学科，是药学及
相关专业重要的一门核心课程，将课程思政融于药物化学课程教学对培养高品质和高素质药学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文重点对《药物化学》课程思政案例选择、课程思政教学实施策略以及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方式进行分析，全面探讨了药
物化学思政课程建设的实践经验，目的是真正实现全方位、全过程思政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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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药物化学》是药学及相关领域的重要核心课程，是

建立在化学和生命科学基础上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其知识点

繁多、内容涉及面广、教学内容更新快，故学习难度较大，

不易掌握。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往往因为理论教学内容

偏多而采取封闭式灌输教学，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不足，课堂

教学质量不理想，严重制约教学质量的提升 [1]。因此，在药

物化学课程教学过程中结合专业知识特点适当增加相应课

程思政元素，不仅可以增加课程趣味性使学生学习效率进一

步提升，还可以革新学生从前在学习中重智慧轻道德的观

念，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药物

化学课程教学内容复杂繁多，涉及药物研发的各个环节，包

括药物的发展史、构性 / 构效 / 构毒关系、制备贮存、分析

检验和临床应用等方面内容，每个药物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

都有许多关于科学家成长、努力和创新的感人故事，里面都

蕴含着严谨求实、持之以恒、突破自我、团队协作、追求真

理的科研精神，都具有一定的时代文化背景，这些都是课程

思政教育开展素材的丰富来源；在药物构性 / 构效和构毒关

系中均蕴含着很强的辩证逻辑思维、推导和归纳能力，里面

含有丰富的课程思政教育点 [2]。总之，基于药物化学学科的

综合性特点，其课程内容中含有丰富的课程思政教育点，但

是正是由于该门课程内容量大且复杂，再加上授课时数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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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约，开展相关思政课程面临不小的挑战。下面，我们将

从药物化学课程思政课程案例选择、教学实施策略、课程教

学评价方式和持续改进与展望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全面探讨

我校药物化学思政课程建设的实践经验。

2 精准全面进行课程思政案例选择

教育部在 2020 年 6 月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

指导纲要》（教高〔2020〕3 号文件）明确了全面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的重要任务是课程思政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3]。同时，上述《纲

要》也指明：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将显性教育和

隐性教育相统一，形成协同效应，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大格局 [2-5]。因此，要在药学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进而培养高质量的药学专业人才，在药物化学

课程教学过程中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为了在药物化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全面涵盖德育，

全方位发挥育人目的，我们将整个药物化学教学内容按章

节给教研室老师分配任务，让最擅长最熟悉每个章节的授课

老师去查找资料，深入挖掘其章节内容中所蕴含的思政教育

点，然后开展本教研室或其他交叉学科的老师参与集体备

课，让相应负责老师展示其负责所在章节的思政元素和素

材，在尽可能多地覆盖课程思政德育的前提下，大家集思广

益，将整个授课内容中相似和重复的课程思政点进行筛选和

整合，从而达到对本校药物化学课程思政案例进行精准全面

选择的目的。我们所使用的药物化学课程教材为科学出版社

“十四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规划教材，共计 12 章共 11 大

类药物，目前，该教材每个章节，每类药物均实现了课程思

政案例的全覆盖。与此同时，我们在具体挖掘思政案例时着

重考虑了这些案例对老师在课程教学中运用各类教学方法

的促进和配合作用。这些思政案例要有助于加强各教学点的

理论性、实用性及综合性，有助于突显药物化学的课程特色

及其在药学其他学科中的承上启下作用，这样可帮助学生用

所学的理论去解释药物结构设计、物理性质、不良反应和合

理用药等方面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帮助学

生逐渐建立逻辑辩证思维体系，提升推理归纳能力，从而为

全方位培养高素质、高质量的药学人才打好基础 [2,5]。

3 课程思政教学实施策略

3.1 传统理论讲授法
老师利用课件 PPT，通过口头语言向学生直接传递知

识和信息，及其中蕴含的思政精神 [2,7]。如在讲授绪论时，

课程思政的映射与融入点：①引入老一辈科学家屠呦呦院士

发现青蒿素的故事传播中医药文化，让学生学习老一辈科学

家积极探索的科学拼搏精神，深刻了解我们中医药文化的优

势，加强民族自信；②通过讲述“反应停事件”案例，让学

生明白药物发展过程中的曲折与进步，引导学生认识药物的

本质属性、手性的概念和药物监管的重要性，培养学生严谨

求实的科学态度，激励药学专业学生要善于从失败中吸取经

验教训。讲授中枢神经系统药物时，思政融入点“九期一”

的发现、毒品对人的中枢神经作用，体现人文关怀、研发创

新思维、“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在讲授喹诺酮类抗菌药

章节时重点讲述中国 2017 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的自主创

新新药－盐酸安妥沙星，引导学生深入了解一个新药的诞生

过程，激励学生对新药研发产生浓厚兴趣。讲授调血脂药时，

我们通过重点讲述西立伐他汀与吉非贝齐联用而引起横纹

肌溶解致人死亡的案例（拜斯停事件），从而让学生懂得作

为医药专业的学生必须“钻研医术，精益求精”，激励他们

不断学习相关领域研究进展和学科前沿，不断提高知识和技

术水平，从而提高慢性病防控工作能力。

3.2 任务驱动法
我们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可以针对某个知识点向学生提前

布置任务（如查阅药物的发展历程，用其中的某个故事谈谈感

悟和收获），以任务为核心的任务驱动法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

观能动性和对知识的主动索求，逐渐将被动模仿转变为主动渴

求。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老师不再通过传统的教学单向性的直

接传授和灌输知识，而是通过检查、引导和更正学生对所布置

任务的具体完成情况，找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潜移

默化地让学生渐进式深刻感悟药物化学专业知识里面的精神内

涵和精髓，从被动到主动内化所学的专业知识 [2]。如在抗肿瘤

植物药物讲授前，我们给学生布置了需要他们提前自主完成两

项任务：①提前自主预习该小节的具体内容，在课堂上能自己

介绍抗肿瘤植物药的分类和代表药物及其作用机制和结构特

征；②提前查阅资料，了解各类抗肿瘤植物药的研究历程。在

具体课堂讲授过程中重点从这类药物来源和解决问题的角度出

发，宣传中国中医药文化的优势和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的开发和

弘扬中医药文化的责任，通过屠呦呦的故事和中国科学家李闯

创教授在紫杉醇全合成方面的成果介绍，提高学生的文化自信，

让学生深刻领会药物化学学科任务与中医药的联系，提高他们

对药物化学的学习兴趣。

3.3 情景带入法
我们在具体某个知识点的教学中可以通过短视频、漫

画说故事等多媒体途径将学生带入特定的场景中去切身体

会其蕴含的思想和情感。这种情景代入法非常具有直观性，

很容易抓住学生注意力，提高学习效率和兴趣 [2]。例如，在

讲镇痛药内容时，我们在讲解吗啡的发展历程时引出阿片，

然后设置场景“阿片与鸦片”引出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虎

门销烟”事件，通过观看短视频和讲解，将学生引入该事件

的情景中，使其了解那段历史和林则徐的爱国情怀，深刻认

识毒品的危害。在讲授新药研发基本原理部分内容时，我们

结合我国创新药物政策、创新驱动战略、健康中国战略，体

现勇攀科学和医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4 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方法

4.1 “课堂表现”评价
学生的课堂表现是教师授课效果好坏最直接的表现形

式，在具体授课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课堂整体氛围、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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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习和回答问题情况、课堂互动积极性等方面综合考察“课

程思政”的实施效果。针对出现的问题进一步提出整改方案。

4.2 “话题讨论”评价
在药物化学课程建设中，我校老师大都使用学校的超

星“学习通”智慧教学平台进行授课。另外，在长期建设中，

我们已建立了药物化学网络课程平台。因此，在具体的授课

过程中，我们可以在课后通过这些网络平台发布相关话题，

让学生课后分组线上开展讨论活动，结合相关活动结果帮助

我们系统了解学生对药物化学课程中各课程思政教育点的

领悟和思考，以便我们更好地进行下一步思政课程建设。

4.3 “期末考试”评价
期末考试是课程教学效果评价最直接的方式，在期末

考试命题时我们可以结合课程教学中讲到的相关专业课程

思政教育点引入涉及相关思政考核的专业论述题，这样我们

可以从学生三观培养、专业知识与技能掌握和学科任务需求

等方面系统全面考查学生对药物化学课程的学习和掌握情

况，进一步评价药物化学课程思政教学所取得的效果，为后

续药物化学课程改革提供参考 [2]。

5 课程思政建设的持续改进与展望

课程思政建设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在《药

物化学》课程思政建设中，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

仍有许多方面需要持续改进和不断探索。

首先，在课程思政案例选择方面，应持续挖掘更加丰

富多样的案例资源。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拓展药物研发历史

中的思政元素。例如，深入研究不同时期药物化学家们在

面对困难和挑战时所展现出的坚韧不拔、勇于创新的精神。

可以讲述一些在艰苦条件下坚持药物研发的科学家故事，让

学生深刻体会到为了人类健康事业而不懈奋斗的使命感。同

时，关注国际上药物化学领域的重大突破和争议事件，引导

学生从不同角度思考科学与伦理、创新与责任的关系。另一

方面，结合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和行业动态，及时更新案例内

容。例如，随着生物医药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兴药物的出现

和应用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关注的话题，如基因编辑药物的伦

理争议、精准医疗带来的公平性问题等。将这些热点融入课

程思政案例中，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考深度。

其次，在教学实施策略上，要不断创新和优化教学方法。

加强信息化教学手段的应用，利用多媒体资源、虚拟仿真实

验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为学生创造更加生动、直观的学习体

验。例如，通过制作药物化学相关的动画视频、模拟药物研

发过程的虚拟实验等，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药物化学知识和其

中蕴含的思政教育特点。同时，开展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活动。

除了参观制药企业、医院药房等传统实践方式外，可以组织

学生参与社区药物科普活动、药物研发项目竞赛等，让学生

在实践中锻炼专业技能，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此外，

鼓励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教

师可以通过在线答疑、小组讨论等方式，及时了解学生的学

习需求和思想动态，针对性地进行引导和教育。

再者，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方式也需要进一步完善。除了

现有的课堂表现、话题讨论和期末考试评价方式外，可以引

入多元化的评价指标。例如，增加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

评价权重，考查学生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知识和思政理念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建立学生成长档案，记录学生在课

程思政学习过程中的点滴进步和变化，为持续改进教学提供

参考依据。还可以开展同行评价和专家评价，邀请其他教师

和专家对课程思政教学进行评估和指导，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展望未来，《药物化学》课程思政建设有着广阔的发

展前景。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更新和教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课程思政将更加深入地融入药物化学教学的各个环节。在教

学内容上，将更加紧密地结合学科前沿和社会需求，培养学

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在教学方法上，将充分利用现代

信息技术，打造智能化、个性化的教学模式，满足不同学生

的学习需求。在教学评价上，将建立更加科学、全面的评价

体系，客观准确地反映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水平。

最后，课程思政建设还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同

努力。学校应加强对课程思政建设的支持和引导，提供必要

的资源和保障。家庭应关注学生的思想成长，与学校形成教

育合力。社会各界也应积极参与到课程思政建设中来，为学

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平台，共同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

6 结语

《药物化学》课程思政建设任重道远。我们要不断总

结经验，持续改进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努力探索更加有效

的课程思政建设路径，为培养高素质的药学人才做出更大的

贡献。课程思政是为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而进行的实

践创新，是一项复杂的教育系统工程。作者在药物化学一线

教学中对药物化学的课程思政进行了探索和实践，让学生产

生了对药物化学浓厚的学习兴趣，同时也提升了其思想政治

素养。专业教师思政素养和思政能力的提升、教学方法的改

革是推动药物化学思政课程建设的重要手段，持续建设和完

善课程思政实践，才能达成“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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