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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药学专业中药物化学是较为重要的学科，这门课程以生物
和化学知识为基础，同时对药物成分、结构等进行深入研究[1]。
现阶段强调在课程中加强思政教育，是在我国新时代背景下对

“大思政”的一种创新型教育理念。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中也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给出了明确的前进方向，学校在教
学工作中应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在各个学科的教育教学的全过
程，并且应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一方面突出专业学科特
点和需求，一方面在教学和学习任务中提炼和根植正确的政治思
想和价值观，为国家培养出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2]。

1　现阶段药物化学课程中存在问题和课程特点
药物化学是一门重要的综合性学科，需要将生物和化学结构

作为根基，进一步挖掘药物分子与机体相互作用的规律和方式，
从而明确药物的化学性质，这对于药物研究、发明或发现新药
物以及合成化学药物都非常重要。而在对药物化学的设计以及该
课程所承担的责任和使命而言,药物化学课程是对药品的质量控制
和标准制订及临床药学进行服务的重要学科。

药物化学的课程教学中包括生物活性、药物化学结构和药物
理化性质的关系，制备合成药物的原理、化学药物的稳定性及
合成路线等基础内容，为其他专业课程的深入学习奠定基础，
学生需具备根据药物成分解释药物作用或药物副作用，可根据药
物成分判断配伍的合理性等能力。正因如此药物化学所学习的知
识内容复杂且繁琐，不仅要学习研究千余种药物，且药物构效
关系极其抽象，化学结构复杂、难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存在
教学内容枯燥或或单一的问题,对职业道德、岗位实际需求等未
能涉及,使学生不能将知识更好的联系到日后工作岗位中，所以无
法达到理想的教学要求。繁琐难记的内容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和
出勤率较低，同时对药物化学课程重视程度降低,久而久之对可能
体系的内容和知识掌握和理解不够理想，影响考试成绩。这使部
分学生未达到教学目标，且在日后参加工作后无法将所学药物化
学知识和实际工作有效结合。

2　在药物化学课程中发掘和融入思政内涵
在针对药物化学课程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学习兴趣低落和学习

目标不明确等诸多问题，应积极给予针对性解决，教师一方面应
根据课程教学大纲，结合药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提高学生学
习积极性，确保教学效果。另一方面则要把思政教育作为教学的
总体目标，将药物化学课程中所包含的思想政治政元素深入挖掘。
在学习初期就将药物化学知识是指导临床用药的根基以及保障患
者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基础的理念进行强调；在提及药物发现的内
容时，将多种可发现药物的方法利用教学教具或多媒体影像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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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的展现出来等。在设计教学方案时应将本专业知识与思政元
素有机融合,在药物化学教学案例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研
究和分析，形成以思政教育为背景教学理念。例如在药物化学绪
论内容中关于药物化学发展历史中，有关我国中医的发展较其他
国家更早，且在数次瘟疫爆发时中医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针
对当前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时，中医中药也在临床实验
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又如屠呦呦研究员及其团队将中医古籍与
现代药物化学技术相结合，不断钻研最终提取“青蒿素”，该成果
挽救了世界上数以千万计的疟疾患者的生命，成为我国首位诺贝
尔医学奖的科学家。这说明中华民族的中医文化不仅被世界接受，
也是民族的珍贵财富，作为药学工作者，我们应继续传承和发扬
光大。

对药物化学的学习过程中,蕴含着大量的恰到好处的融入思政
元素,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也可以提高学生对该课程的
学习兴趣，形成良性循环，从而启发日后的科研和学习。教师在对
课本内容进行讲解的同时，应指导和教育学生认知细致，不放过任
何细节。药物化学课程中分为的教学包括理论知识和实验课程，而
在实验课中虽然校内实验室规模与企业制药车间存在很大不同,但
可以让学生通过实验理解和学习药物合成中的反应和药物结构，以
得到和生产的标准一样。另外由于药品与其他商品不同，在进行生
产和制备过程中应具备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质量控制标准；而在生产
药物的同时会产生部分废物会对环境和人体产生影响，作为从业人
员应确保研究和生产中的废气物料合理处理，确保操作的合理性，
避免破坏和影响环境。这些内容中的教学提示我们要增强责任意识
和对生命的敬畏意识,保证质量合格的药品应用到临床。

3　小结
药物化学课程的学习中，对学生应从科学、职业品德、民

族精神等方面进行引导和培养，这对日后选拔高素质技能型药学
人才十分关键。所以应在课程中发掘更多的思政元素，并与课程
内容相融合，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努力开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高校建设新局面，为我国培养出更多有责任、有担当
且具备精湛技能的新时代药学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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