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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药物化学实验是药学和制药工程等专业独立设置的实验实训必修课程。课程组教师通过提出课程思政育人目标、构建课

程思政教学体系、实施课程思政教学过程、评价课程思政过程考核，培养学生责任担当、做人做事的能力，从而为后续课程的学习

与实践及适应将来专业工作的需要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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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

用，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体系，学校制定了一系列关于进一

步加强课堂教学管理的指导意见，提出了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的建设

方案，启动了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的申报工作。 

药物化学实验是药学类专业独立设置的实验必修课程[1]。药物

化学实验教学既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环节，又是培养学生创新意

识、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药学专业的目标是培养具有较高实践能

力和整体素质的应用型人才，因此药物化学的实践教学对培养学生

的综合能力就显得十分重要。鉴于此，课程组在日常教学过程中通

过课程思政育人目标的提出、教学体系的构建、教学过程的实施、

过程考核的评价等进行了本门课程的思政建设[2-6]。 

1 药物化学实验课程思政育人目标的提出 

药学是理学类专业，药物化学实验属于药学专业实验实践课

程。结合 2020 年 5 月 28 日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

指导纲要》中所提出的“结合专业特点分类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

要求以及我国为应对科技革命和国际竞争挑战而提出的“新工科、

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的建设要求，课程组根据药物化学实验

的课程目标提出了本课程的“四新”课程思政育人目标[7]。 

1.1 责任担当 

创制和发现新药是药物化学的首要任务。通过本课程学习，使

学生很好地理解药物合成在药物研发中的重要作用，意识到中国的

药学事业任重而道远，从而需要努力学习，并以中国药学的发展为

己任，担当责任，履行职责。 

1.2 如何做人 

药物化学是药学专业的带头学科，因此要培养学生能够以新药

研发为己任，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扎实基础、开拓思维、寻求创新。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具备理论联系实际与创新拓

展的能力，同时能够在药品生产中理解并遵守药学职业道德和规

范，遵守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1.3 如何做事 

通过每一步药物化学实验的学习和深入理解，让学生能够从学

习中感受到脚踏实地的力量，激发学生开拓进取和积极创新的精

神。通过实验操作、实验分析等，让学生能够理解药物化学的广阔

发展前景，打开思路积极探索，引导学生求真务实、刻苦钻研、坚

持不懈、学术诚信、科学创新等精神特质，使学生成长为心系社会

并有时代担当的技术性人才。 

2 药物化学实验课程思政教学体系的构建 

为了将课程思政工作落到实处，课程组紧紧围绕国家和区域发

展需求，结合学校发展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认真梳理药物化学实

验课程的教学内容，结合本课程特点、思维方法和价值理念，深入

挖掘本课程思政元素，确立本课程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

三位一体的课程目标，撰写体现课程思政改革思路及特色的课程教

学大纲、教案等教学文件，编写蕴含丰富思政元素的高质量实验教

材，制作体现课程思政特点的课件，录制课程思政课堂教学典型案

例视频，在课程教学中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教育与科学精

神的培养结合起来，提高学生正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达到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衔接和融合。 

3 药物化学实验的课程思政教学过程实施 

药物化学实验课程内容包括 4 个药物及药物中间体的合成，涉

及到十多项实验技能操作。通过梳理药物化学实验课程的教学内容

及专业知识点，课程组从课前、课中与课后三个阶段，用不同的方

式方法从不同角度初步挖掘出其中的思政知识点 10 个，由此挖掘

出思政融入点 15 个，并充分体现于思政教学内容中。所选择的教

学内容贯穿药物化学实验的全过程，真正做到思政融入教学，做到

专业课程的全过程育人，达到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结合，完成思

政点与育人目标的统一（见表 1）。 

表 1 药物化学实验课程思政融入点的挖掘、思政内容的体现及

育人目标的实现 

知识

点 
思政融入点 思政内容 育人目标 

1、巧妇难为

无米之炊 

掌握了基本操作的流程，才能做好

实验，获得试验成功带来的成就

感，达到应有的实验效果，特别是

可以避免实验事故的发生 

责任担当，牢

记自己的职业

使命 
1 开

课前

常规

操作

的预

习 

2、实事求是、

诚实的考风 

不能骗老师，也不能骗自己，通过

考试找出自己的弱项，进实验室前

进一步的学习巩固加强，以免因实

验操作不当而造成实验事故的发

生，伤及自己或他人，同时造成国

家财产的损失 

如何做人，树

立生命至上理

念 

1、拒绝“照

方抓药”、“依

葫芦画瓢” 

只有对整个实验内容及实验原理

做到心中有数，才能提高教学效果

如何做事，培

养刻苦钻研、

勤奋踏实的精

神特质 

2 每

次课

前预

习 2、安全意识

的培养 

通过每次课前预习及撰写实验预

习报告，可以预知实验中的所涉及

到的危化品及危险操作，提前做出

防范措施，避免伤及人和物 

牢固树立“以

人为本，安全

第一，预防为

主”思想 

1、做事需有

计划 

动手做实验前应能够根据有机反

应平衡原理确定反应原料的配比

计算，估计药物合成的成本，选择

合理的投料比，并能以此确定原料

的投加顺序 

探索未知、追

求真理 
3 投

料 

2、坚持经济 反应物量的控制只要达到实验预 绿色化学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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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理念 期效果即可，不可有想投多少就投

多少的念头，避免浪费 

的养成 

1、理论联系

实际，按科学

事实做事 

虽然学生提前做了预习，查了文

献，但反应时间的长短不能完全依

赖文献，要根据实际实验 TLC 结果

确定反应结束时间 

批判性科学思

维方法的训练 

4 薄

层色

谱法

监测

反应

终点 
2、崇尚节约 

不必要的过长时间的反应会浪费

水电等能源。若是工业级的有机化

合物或药物合成，则会造成巨大的

国家能源损失 

责任担当,为

中国的可持续

发展贡献力量 

1、细节决定

成败 

滤纸修剪过大或过小均可造成实

验产品的损失，甚至实验的完全失

败。若是工业级别的操作失误，则

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精益求精，发

扬工匠精神 

5 滤

纸的

修剪 
2、低碳意识

的养成 

滤纸修剪之后的剩余边角料可以

有很多用途，如：取强酸时不慎洒

于桌面，可先用修剪滤纸的剩余边

角料擦拭桌面后再行丢弃；熔点测

定操作时可用修剪滤纸的剩余边

角料擦拭浴液； 

培养变废为宝

的思想意识，

激发变废为宝

的能力 

6 抽

滤 
做事要规范 

抽滤操作不过关，会给后续分离及

分析工作带来巨大的不便。杜绝操

作不规范、违背正常操作秩序等行

为而造成的不良实验后果 

知行统一，遵

守科学研究的

科学性 

7 原

始记

录 

坚持实事求

是的做事原

则 

在实验中应当严肃认真、忠实的做

实验记录，培养做好药物研究原始

记录档案的严谨作风。 

遵守学术诚信

守则，遵守科

学研究的严谨

性 

8 废

弃物

处理 

增强安全意

识、环保意识

及人与自然

环境和谐共

生意识 

因废弃物处理不当而造成的实验

室事故时有发生。如废弃的硅胶因

属细小粉尘不可直接洗涤而入下

水道，也不可当做普通废弃物，需

要专门回收；强酸性废液也不可直

接倒入下水道，否则会造成下水管

道的严重腐蚀而导致漏水 

确保青山绿

水，实现可持

续发展，培养

社会责任感和

使命感 

9 实

验完

成后

的整

理工

作 

培养良好的

工作习惯，做

利人利己之

事 

按照实验室要求将试剂、仪器等归

位，实验台面、抽屉、柜子清理干

净，所有使用的玻璃仪器全部清洗

干净并正确放置等，团体协作完

成。杜绝不注意实验室安全及卫生

行为，以免为他人的工作造成不便

团体协作，沟

通交流，遵守

职业道德和规

范 

10 撰

写实

验报

告 

培养独立思

考、提出问

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

的实际能力 

通过对实验现象、实验结果及实验

数据的分析整理、归纳总结及反

思，提升表达能力、思辨能力、综

合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能力 

学思结合，培

养勇攀科学高

峰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 

4 药物化学实验的课程思政过程考核评价 

为保证药物化学实验的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教学内容的选择

与思政元素的挖掘是前提，而融入思政元素的过程性考核更是保

证。本课程教学大纲设置了 3 个课程目标：①要求学生掌握药物合

成反应的基本原理与实验的操作技能，能够正确选择反应原料、反

应试剂、反应条件和控制方法，具备科学研究的基本素质；②掌握

药物化学实验的后处理原理与方法，培养综合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具备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③具备安全意识、环保

意识和经济节约、“绿色”化学理念，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能够遵

守职业道德规范。鉴于此，本课程采用实验操作、实验报告和考试

3 种方式完成课程目标的达成评价。实验操作包括技能操作与安全、

环保、绿色化学等实验习惯的养成，实验报告包括预习报告、实验

反应原理与后处理原理、原始记录、产率计算、结果分析讨论、思

考题等内容，考试包括课前闭卷笔试和课后操作技能考核两部分内

容（见表 2）。表 2 中课程目标 3 为“课程思政”的独立设置模块，

占总评成绩的 20%，具体分值与 10 个思政知识点相匹配，每个思

政知识点 2 分。其中考试涉及思政知识点 1 和 2 个相应的思政融入

点，实验报告涉及思政知识点 2、7、10 和 4 个相应的思政融入点，

实验操作涉及其余的 6 个思政知识点和相应的 9 个思政融入点。通

过以上考核方式将课程思政方面的育人目标充分融入到课程教学

大纲的课程目标之中，实现专业课程的全过程育人。 

表 2 药物化学实验课程目标的评价方式和成绩比例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实验操作 实验报告 考试 

成绩比例

（%） 

课程目标 1 16 16 18 50 

课程目标 2 12 18 — 30 

课程目标 3 12 6 2 20 

合计 40 40 20 100 

5 结语 

药物化学实验课程本身蕴含有丰富的思政元素，本文中 10 个

思政教学知识点以及 15 个思政融入点的选择都是秉承着从专业知

识出发并经专业知识印证。经过两年的教学实践，将思政教育贯穿

于药物化学实验课程教学的全过程，做到“时时有融入”、“处处有

融入”，将思政和专业自然融合，明显提升了学生的政治素质、道

德修养，培养了学生责任担当、做人做事的能力，于润物细无声中

实现课程育人目标，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培育堪当民族复兴

重任的时代新人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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