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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制药技术》教学改革的初步探索与实践
谌馥佳

黄淮学院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河南 驻马店  463000

摘  要：《生物制药技术》涉及十分广泛，在是生物制药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本文从我校实际情况出发，为了进一步

提升该课程的教学质量与学生的学习兴趣，从教学内容、学生以及课堂与网络结合等方面探讨了相关教学改革策略，以提

升课堂上的教学质量以及学生对该课程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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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o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involves a very wide range, is a professional required course 

of the biopharmaceutical major.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our school,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this course and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evant 

teaching reform strategies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content, student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classroom 

and network, so a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in class and students’ interest in this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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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制药技术》是生物制药专业、制药工程、生

物工程已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它是涉及制药、计算机、

生命科学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生物制药技术》在微生

物学、基因工程等学科的基础上研究发酵制药技术、基

因工程制药技术、植物细胞工程制药技术、动物细胞工

程制药技术等。

《生物制药技术》涉及学科多且知识点分散，不易

学生自主学习，该课程的理论教学既包括讲授基本原理，

又涉及基本原理在生产中的实际应用。 在课程教学过程

中，学生应该学会学习掌握自主学习必备的各项能力、

加强学生的认识能力、提高学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理解能力及团队协作能力，从而将知识、能力、

素质融为一体，这是《生物制药技术》需要解决的问题
[1]。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从教学、学生以及课堂三个方面

入手进行探讨。[2]

1 教学内容的改革
1.1优化学科知识，把握学科重点
生物制药技术分为理论课跟实验课。理论课内容主

要包括生物药物制备技术、基因工程制药技术、发酵工

程制药技术、动物细胞工程制药技术、植物细胞工程制

药技术、酶工程制药技术以及生物反应器及细胞浓度的

测定。课程内容较多，内容比较复杂，课程内容多，综

合性强，涉及的知识面广，是“生物技术”与“药学”

的有机结合。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突出药学相

关内容，优化教学内容，不能把生物制药学讲成生物技术，

应着重介绍生物技术在新药研发中的作用与应用。[3]

1.2理论实验结合，提高动手能力
生物制药技术这门课程是实验性的学科，所以实验

教学是十分重要的环节。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应该相互

配合，相辅相成，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生物技术制药的

教学效果离不开实验，开设开放性和研究性实验让学生

成为了课堂的主角。每个实验都环环相扣，通过分离土

壤微生物，让学生学会发酵工程制药的基本实验操作，

无菌操作，再筛选出青霉，验证青霉素药物的作用机理，

通过这个系列实验让学生充分独立思考，自行设计实验，

体验科研过程，体现研究性学习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很

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4]

1.3统一集中实训，提升研发认知
生物制药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单纯理论说

教很难培养出社会真正需要的人才。因此，为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加强学生感性认识，作者组织学生参观实

践基地的药物研发 GMP中试车间，并由车间主任为学生

做详尽的工艺解说和质量控制要点说明，同时，由于校

企合作联合单位如天方药业集团本身也承担了多个国家

级和省部级新药研发任务，因此在讲解过程中将作者自

身的经验和感受也一并向学生介绍，对于学生宏观了解

制药生产现状，获得药物研发感性认识发挥了很大的作

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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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生参与教学的方式改革
2.1学生自由组队，提升合作能力
所谓“孤掌难鸣”，团队合作尤为重要。团队合作

学习便于激发小组成员的学习动力，发挥个人长处，提

高团队整体能力，进而实现 1+1＞ 2 的成效。在《生物

制药技术》的教学中，可以使学生自由组队，选定小组长。

教师给定题目，学生课后分工合作、自由查阅相关知识，

制作 PPT，在课堂上进行展示，全班同学进行提问及评价，

教师给予指导和总结。通过这个过程锻炼学生自主查阅

知识、沟通、协调、团队合作能力。 [6]

2.2满足个性需求，实现多元考核
改善平时的单一考核方式，减轻笔试考试成绩所占

比重，增加实验考核成绩，训练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

将考核的项目多元化，例如多增加课堂表现分数，提高

学生课堂上的积极性，开设网络教学考核模块，让学生

在网络课堂上进行学习和考核。学分互认识实现教育改

革的需要，是各类教育间的有机衔接，能够满足学生学

习的个性化需求。 

2.3学生模拟教学，落实课程标准
课堂上与学生多进行互动式问答，将问答结果记录

到期末成绩考核中。可以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

师生互换角色，采用“翻转课堂式”教学模式，充分调

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思考，可

以更好地落实课程标准，生物制药专业持续发挥“实践

导向”的课程改革理念。[7]

3 课堂方面的改革
3.1线上线下结合，丰富教学资源
21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发展迅速，网络教学也相

应快速发展。网络教学有以下特点：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

可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可充分利用丰富的线上教

学资源，实现教与学的实时交互以及有利于学生进行自

主探索和个性化学习等。学习通是一个整合多个资源的

在线教育教学平台。它提供比较完整的教学管理辅助工

具，教师可以方便地进行设计和修改，建立自己的网络

教学课程，可以方便地组织教学资源，包括授课视频、

动画、PPT及讲稿等，并可以方便地布置作业或进行研讨。

通过这一网络教学平台，学生可以随时随地下载学

习资源、与教师互动、与同学协作，在课后可通过自学

构建课程的知识体系，相应地，在线下课堂上教师可以

节约出基础知识点的讲授时间，把重点放在与学生研讨、

解决学生在研究型学习中遇到的难题上。 [8]

3.2个性化教学，建设校本教材
学校应该根据生物制药专业的课程设置，定期更新

教材库，臻选恰当的教材，可由院校专家与生物制药企

业的技术骨干共同编制实训教材或具有地方特色的校本

教材。不仅如此，教师需要从固定化思维教学转变为灵

活多样的个性化教学方式，从“能学会答”的单一培养

转变为“会学能问”的综合能力发展 [9]。 

3.3充分使用多媒体，加深知识理解
为了提高学生对《生物制药技术》课程的理解，在

课堂教学中，可根据实际教学需要，在 PPT 中多使用多

媒体，添加图片、声音、动画、视频等，使生硬枯燥的

讲解变得直观生动，便于学生对相 关知识点的了解和掌

握。如在讲授连续灭菌时，对于实罐灭菌设备及基本的

操作时，利用视频的形式进行讲解，便于学生理解。 [10]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生物制药技术》涉及多学科交叉知识，

属于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因此开展教学改革，主要通过

教学内容的优化，理论实验结合，深入企业实践；采用

翻转课堂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开展合作学习，构建

多元考核体系；使用线上线下结合，充分发挥多媒体教

学的便利，开展个性化教学，同时建设校本教材，为地

方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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