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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人工智能时代对动物药学专业实验教学方式变革的影响，提出了顺应人工智能时代动物药学专业实验教学改革探索，包

括教学体系设置、实验内容优化和实验教学方法的改革，重点介绍了虚拟仿真等技术在实验教学中的应用。最后提出了动物药学专业实验

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研究，将大数据驱动信息技术与实验教学质量评价融合应用，为动物药学专业实验教学改革提供强大的支撑和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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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ra on the reform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methods for animal pharmacy specialty, and puts 

forward the exploration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reform for animal pharmacy specialty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cluding the setting of teaching 

system, the optimization of experimental content and the reform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methods. The application of virtual simulation and other 

technologies in experimental teaching is mainly introduced. Finally, the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quality of animal pharmacy specialty is put forward, and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driv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xperimental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is integrated to provide strong support and guarantee for the reform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of animal pharmacy speci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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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自 Alpha Go 以来，人工智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它依靠数据、计算、机器学习等强大的计算能力，在数据处理和知

识结构上彰显了自己有别于其他技术的优势，人工智能在教育教学

中的作用也在这一点上得以凸显。它展现出了人类所无法企及的优

势，该技术可将“专业教学”的理念转化为“实际教学”，通过对

受教育者（学生）的正确认识和学习，使其能够更好地了解、准确

地分析、准确地判断，以此达到精准实验教学的要求。 

一、人工智能时代对动物药学专业实验教学方式变革的影响 

工信部的“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专项行动”，掀起了人工智能和

智能制造的浪潮。在这种背景下，新一代人工智能制造正在成为兽

药制造业未来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兽药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势不

可挡。兽药企业开始陆续布局智能制造，不断提高生产自动化水平，

利用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对人才的综合素质

和能力有了更高要求。 

动物药学是一门综合的技术学科，传统动物药学培养的人才是

掌握药学基础理论知识和动物药品的现代化生产技能，能胜任动物

药品生产、营销和管理等岗位的实用人才。动物药学专业实验具有

很强的实践性和工艺性，是培养学生掌握兽药作用理论、合成工艺

路线、处方设计、药物分析、制备工艺、解决出现质量问题和培养

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在人工智能的背景下，传统动物药学专

业实验教学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兽药人工智能

智造的飞速发展。这就要求动物药学专业实验教学应努力迎合与人

工智能新技术的结合要求，完善实验课程教学结构，在实验教学中

强化顶层设计，突出技术优势，增加课程建设计划与系统性，积极

探索和发展智慧实验教育新模式，促进实验教学体系的变革，打造

适合人工智能时代的动物药学专业实验教学课堂。 

二、人工智能时代动物药学专业实验教学改革探索 

针对兽药制造业人工智能化转型升级浪潮中动物药学专业人

才培养与行业需求严重不相适应的现状，依据国家智能制造战略布

局指引，充分发挥本校在兽医药理、药剂、生物制药和制药工程方

面的优势，着手对动物药学专业实验教学进行一些改革的探索，优

化具有鲜明兽药智造业特色的动物药学专业实验教学体系、内容和

方法，为兽药制造企业提供智能制造人才解决方案，帮助企业智能

化转型发展稳步推进。 

（一）实验教学体系设置 

兽药智能制造不仅需要自动化控制、人工智能等理论知识，更

需要丰富的实验实践经验和能力。根据动物药学实验教学理念和改

革思路，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技术以及虚拟仿真、数字化

软件等，逐步打造顺应时代发展的动物药学实验教学体系，构建特

色鲜明、层次合理、功能完善并相互融通的基础性实验、综合性实

验和创新性实验三大模块。基础性实验主要是课堂实验教学，包括

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综合性实验包括专业实习实训，专业特

色和综合训练；创新性实验主要有大学生科研训练、学科竞赛等创

新实践。基础性实验让学生巩固理论知识，提高学生基本技能水平。

综合性实验在实验内容上和过程中与基础操作性或创新设计性实

验相融合，培养学生综合应用各种知识和技能的能力，以及与他人

合作的团队协作意识和沟通协调能力。创新性实验采取学生自主方

式进行，实验内容、方案、进度等由学生自主安排，配备相应的指

导教师，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与独立研究的能力，以及开拓能力和创

新意识。基础性实验是综合性实验与创新性实验的基础和前提，综

合性实验和创新性实验是基础性实验的深化和发展。三大模块全方

位提升学生应用和创新的能力。 

（二）实验教学内容优化 

通过对动物药学相关专业实验课程的增减与整合，逐步改革完

善实验教学内容。比如将专业实验教学内容分为基础实验和创新实

验两大部分。基础实验主要为一般性验证性试验，规范和提高学生

的动手操作能力，培养学生严谨的实验学习态度和科学规范的操作

技能。创新实验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对问题进行分

析和解决，让学生掌握文献查阅、实验设计、研究总结、报告撰写

等，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为学生今后走上工作岗位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在与兽药智能智造联系最为密切的药物化学、药剂学、

制药工艺学等专业实验教学内容中引入一些兽药智造的内容和元

素，让实验教学更贴近兽药智造业的要求。 

（三）实验教学方法探索 

传统实验教学基本是以教师为主体演示实验，学生被动的比着

葫芦画瓢，完成实验后对于整个实验似懂非懂，不利于培养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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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思考和积极创新能力。对动物药学实验教学方法的改革，主要

包括了创新性实验中的双向互动教学，虚拟仿真技术在动物药学专

业实验教学中的应用，将专业智能化软件引入实验教学，以及智能

化兽药生产教学基地的建设等。 

对动物药学实验教学方法的改革，最能体现人工智能的就是虚

拟仿真技术在实验教学中的应用。虚拟仿真技术无论是在学科基础

课程如解剖、生理、生化等还是在专业课如药理、药分、药剂和制

药工艺等课程上，都能够凭借其优势融入传统实验教学中。在做一

些难度较大、步骤复杂的传统实验时，学生通过观看教师的解说与

示范，难以把握实验的具体操作细节和步骤，甚至会导致实验失败，

导致专业实验教学质量降低。为此，基于人工智能时代，积极建设

动物药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开展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学生在

虚拟仿真平台上能够直观的利用计算机模拟和 VR 虚拟仿真系统参

与各专业课的大多数实验，如制药技术与设备、药物分析实验、药

剂学实验、生产车间设计（GMP），甚至包括兽药智造的智能控制、

智能生产线等各项环节，使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受，激发学生的学

习热情，通过不断的强化，加深学生对实验技术的掌握，巩固实验

课所学操作技能，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1]。 

在实验教学环节中，教师需要合理的运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

台。课前提前安排学生预先在虚拟仿真实验平台上进行相关教学内

容的预习，通过观看教师所录制的视频或平台上的实验资料，然后

进行模拟操作，达到自主学习的目的。在线下实验环节结束后，学

生还可以进入虚拟仿真平台对不清楚的操作进行反复的复习和模

拟操作，加深学生的印象。虚拟仿真技术与实际实验操作的结合，

不仅加深了学生对实践活动的认识与了解，有效增加了实验的成功

率，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2]。 

将虚拟仿真技术真正落实到动物药学实验教学之前，教师需要

将教学资源整合入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这会面临大量技术难

题，具有一定的兼容难度。该过程需要教师们与虚拟仿真研发公司

密切合作，进行前期的大量沟通及后期的互相配合，才能完成教学

资源的整合，只靠某一方的努力是很难完成和达到理想效果的[3]。 

在人工智能时代，运用虚拟仿真技术对于提升动物药学专业实

验教学的效率是十分必要和有效的。利用虚实结合的形式开展实验

教学，能为实验教学带来非常精彩和深刻的学习体验，提升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的信息技术和虚拟仿真技术

在动物药学专业实验教学中的应用，完美弥补了传统实验教学模式

的不足之处，能从根本上实现教学目标，满足教学条件，有利于动

物药学专业人才的培养[4, 5]。 

三、人工智能时代动物药学专业实验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一）实验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 

动物药学专业实验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建立应当立足于高质

量发展，以满足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为导向，以“大数据中心”为核

心，为了培养应用型、创新型人才，必须扭转单纯以理论知识传授

为主的教育观念，树立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主的素质教育观念。

提升实验教学在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地位，在满足人才培养目标和教

学内容的基础上，结合实验室现有的装备条件，编制实验教学质量

评价指标体系，深入开展实验教学与管理改革，为培养应用型创新

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二）实验教学质量评价机构和结果反馈机制建设 

实验教学质量评价应当做到常规化和制度化，建立包括学校和

学院督导专家组、院系领导、专业负责人、实验实训中心等部门参

与的实验教学质量评价小组，形成多层次的质量评价机制，采用听

课、座谈、问卷调查、抽验学生实验技能、抽验实验实训报告等形

式，进行实验教学的全过程督导、监控和评价。每学期对实验课程

教师的教学态度、能力和效果等情况进行调查、评价，对实验教学

质量评价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和总结。质量评价结果应该及时反馈给

实验课程教师，帮助教师改进实验教学内容和方法。教师对教学管

理和质量评价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能够及时反馈给学校学院教学

管理部门，形成教学促进管理、管理服务教学的良性循环[6]。 

（三）大数据驱动信息技术与实验教学质量评价融合应用 

在人工智能网络信息时代背景下，需要充分运用大数据优势，

推进实验教学质量评价现代化，全面提高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

量。在实验教学质量评价体系中应用大数据，能够完整记录教学过

程，实现过程性实验教学和在线虚拟仿真平台学习的数据记录和互

动参与，客观记录教学、学习过程和管理服务的全程分析，还能建

立相应的实验教学评价模型，为实验教学质量评价提供科学技术支

撑。利用互联网大数据进行教学数据的分析，能够提高效率和节约

时间成本。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实验教学的深度融合为建立客观、

科学和系统的数据型实验教学质量评价系统提供了全方位支持，实

现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和管理服务的数据化、可视化、透明化和回

溯化，在教学评价改革中发挥重要技术支撑作用。 

结束语：基于人工智能+动物药学专业实验教学改革探索，教

师合理运用虚拟仿真软件、平台以及有关的数字化、智能化技术，

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也为学生们提供了可被亲眼看到的药

学相关实验过程等，这让学生们对动物药学专业的研究、探索欲望

更为强烈，同时也从整体上提高了本专业实验教学质量与效率。通

过大数据改善实验教学质量评价体系，能够从根本上保证和提高专

业实验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应用和创新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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