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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armacy is a comprehensive applied technology science which studies the basic theory, prescription design, 

preparation technology, quality control and rational application of 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s, and is one of the 

professional courses of pharmaceutical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pharmaceutical production practice. The main purpose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of pharmacy is to apply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preparation to practice so that the students can verify the knowledge they have learned 

in class, which is helpful to better grasp the key points of knowledge, and to integrate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find out the problems. Solve the problem, cultivate students' practical operation ability, innovation ability 

and whole quality through the experiment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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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药剂学是研究药物制剂的基本理论、处方设计、制备工艺、质量控制和合理应用等内容的综合性应用技术科学，是

高职高专院校药学专业学生的专业课程之一，与制药生产实践息息相关。药剂学实验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将制剂理论知识运用

到实践当中，使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得以验证，有助于更好的掌握知识要点，并使理论知识融汇贯通，进而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通过实验教学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创新能力和整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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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学是我校药学及药品经营与管理专业的专业课程

之一，其涵盖内容多、实践性强。结合我校学生学习特点及

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的社会需求，在传统药剂学实验教学模

式的基础上，我们对药剂学实验课程的教学进行了改革和创

新，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 更新教学的理念 

我校药学专业药剂学实验教学学时与理论学时基本一

致，这就明确了实验教学的重要性。在传统的药剂学实验教

学中，虽然实验项目数目颇多，但大多以简单、常用剂型的

制备操作及质量检查为主，很少涉及新剂型或新技术的应用

操作，这就使得学生在学习时不利于掌握药剂学生产实践中

的前沿信息，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科研素质和创新思维[1]。近

年来，药剂学发展迅速，新剂型、新技术、新设备层出不穷，

例如：超微粉碎技术、长效缓释制剂、靶向制剂、脉冲给药

系统等[2]。因此，结合《中国药典》版本的更新，在药剂学

实验中添加新剂型及新技术的相关项目，或者使用新版药典

选择新型的辅料、附加剂等更新实验内容，拓宽学生的视野，

增强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如乳剂的制备时, 可以根据新版

药典选择新型的乳化剂。 

2 教学方法改革 

传统的药剂学实验教学基本采用的是“老师讲解或演

示，学生再依葫芦画瓢”的单一教学模式[3]，针对各实验项

目均是老师讲解实验原理、操作内容及注意事项等内容后，

学生根据实验指导按部就班的进行实验操作，缺乏学生主动

性思考内容。甚至是药剂实验中的处方分析也是老师在讲解

过程中作以分析，学生作为接收者被动接收该部分知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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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传统教学模式难以带动学生动手动脑的主动性，不利于实

验教学的开展，更达不到培养学生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

力[4]。鉴于此，我们针对药剂学实验教学方法进行了改革，

侧重于注重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新版的药剂学教

材配套有各种相关的视频资料，包括各种剂型的制备工艺流

程以及仪器设备的使用操作，在理论及实验教学中学生可通

过视频资料进行自主学习。另一方面，实验课课表均是提前

安排并发至班级学生干部，在每次实验课前学生都有充足的

时间进行预习。实验课期间，通过提问式教学有针对的进行

课堂提问，既可吸引学生注意力，又可加深学生的印象，同

时还能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应变能力、归纳提炼和分

析问题的能力。例如，实验项目处方分析，通过提问让学生

通过分析处方复习巩固理论知识，同时又能够处方中各成分

的作用联系到相应剂型的制备方法，更有利于锻炼学生的动

手操作能力及综合素质[5]。 

3 教学手段改革 

药剂学实验项目颇多，传统教学主要以常用剂型的制

备及质量检查验证性实验为主，较少涉及实际制药生产中的

复杂工艺。因此，在教学手段上我们在传统常用剂型验证性

实验项目开展的基础上添加了新型实验内容，更新了实验教

学手段。 

3.1 模拟 GMP仿真软件实验训练 

为了更新药剂学实验项目内容，增强学生对药剂学实

验操作的认知范畴，在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药学实

验室配备了模拟 GMP 仿真软件，并配备配套电脑室，便于

学生学习操作。通过模拟 GMP 仿真软件学习，学生们可以

实实在在地学习到固体制剂从原料库领取物料、配料、生产、

包装等一系列工序；同时，对制水系统、空调系统及注射剂

的制备流程也可以详细观看视频演示熟悉练习[6]。以此实验

教学手段增强学生对实际生产工艺的熟悉程度，为以后实际

工作打下基础。 

3.2 仿真工艺模型学习 

青霉素生产仿真工艺模型学习能弥补实验室制药设备

不够，实验场地有限的局势；能很好地帮助对青霉素发酵理

论学识的理解和消化；有助于合理地安排教学内容，循序层

次性传授青霉素生产方法原理与模拟操作技巧，充分调动学

生学习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通过青霉素生产工艺仿真训练，学生能看懂青霉素生产工艺

流程图，还能操作生产过程的质量标准和在线质量控制点，

并能通过三次反复仿真训练基本能模拟生产出合格的青霉

素产品[7]。在学校大力支持下，我们配备青霉素生产工艺仿

真模型，为学生开展青霉素生产工艺仿真模型实验课程，弥

补在传统实验课中无法学习复杂工艺的不足，能够让学生们

了解到更多实际生产中的复杂工艺。 

 

3.3 开放实验室，综合设计性实验的开展 

实验室开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6]，是激发学生创

新意识、深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的需要，是提高实验

教学质量、充分发挥实验室育人功能和整体效益的重要手段。

我校药学实验室设计了微制药实验室，以便学生进行综合性

设计实验的开展，锻炼学生的自我创新自主动手能力，提高

综合素质。 

药剂学实验教学改革秉着利用其独特的教学方式方法

帮助学生巩固学过的理论内容，注重其对理论知识的运用与

发展，培养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人才。结合我校学生学习特

点，设计创新实验内容，引导学生从“记忆型、模仿型”向

“思考型、创新型”转变，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

极性，成为真正的学习的主人。通过实验教学改革与创新，

学生的综合素质有了明显提高。随着时代的发展，就业市场

的需求，我们要不断调整教学模式，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要有不断地思考、探讨、

改进的精神，才能使药剂学实验教学从内容、形式、方法等

方面适合社会的需求，从而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药剂学这门

课程，才能达到高素质药学相关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才能

适应当前社会医药行业用人的需求，为社会培养优秀药学技

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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