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12

《药物化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药学与生命科学学院；王亚丽、赵建国、何刚、曾明、姜登钊）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药物化学 课 程 性 质 专业选修课

学 分 1 学 时 32

开课专业 生物制药 授 课 对 象 本科生大三第一学期

药物化学是一门发现与发明新药、合成化学药物、阐明药物理化性质、研究

药物分子与细胞之间相互作用规律的综合性学科，是连接化学和生命科学的交叉

融合学科，是药学领域中重要的带头学科，是培养本科生达到毕业要求的重要支

柱。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掌握化学药物的结构、理化性质、构效关系、变

化规律及主要合成路线，熟悉新药开发的理论与方法并能在实践中运用，了解国

内外药物化学的研究新进展，为开展新药研究、剂型开发、药物评价、质量控制

和合理应用药物提供理论基础。

九江学院《药物化学》课程创建于 1998 年。根据国情、校情和学情，本课

程依托学习通线上平台和教师科研项目，用辩证思维抓根本，用创新思维促发展，

围绕促进发展、强化学习、关注效果三个角度，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和评价方

式进行了深入探索，着力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创新人才。

二、课程思政建设总体思路

1 课程思政建设目标

基于国情、校情、专业特色和人才培养目标，以高素质的应用型创新人才培

养为目标，以”课程思政“、“以生为本”、”创新是科技发展的第一动力”和“成

果产出”为理论指导，聚焦辩证思维和创新精神，深入挖掘和梳理与本专业、学

科相关的思政教学资源，探究课程思政建设模式（建设框架见图 2-1）。

本课程教育引导学生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用辩证思维抓根

本，用创新思维促发展，求真务实，精益求精，将知识（M1）、能力(M2)、德

育(M3)和学习能力(M4)“三维”课程目标（见图 2-2）转换为行动，通过学思

行，达到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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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药物化学》课程思政建设框架

图 2-2 《药物化学》“三维”课程思政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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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挖掘的思政资源分析

深入挖掘医药行业和药物化学学科中蕴含的思政元素，以点面结合的原则，

将思政案例整理分类，编制导向式课程思政案例集，找准与教学内容相对应的融

入点（见表 2-1），以视频观看、故事熏陶、主题讨论、案例探究、活动探究和

实践活动等多种形式自然融入德育元素，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1）科学家的事迹——家国情怀、专业自信、守正创新、工匠精神

屠呦呦与青蒿素的研制、布莱克研发出β-受体阻断药心得安、马歇尔发现幽

门螺旋杆菌、多马克发现磺胺药物等，这些著名事迹包括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

理想信念与专业自信、创新思维和科学精神等。通过学习科学家的成功经验，引

导学生勇于面对挑战，实现个人的成长和发展。

（2）药物研发史——守正创新与专业自信

20 世纪 80 年度初联苯双酯在我国上市：联苯双酯是我国在研究中药五味

子的继承上创制的治疗肝炎的降酶药物，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创

新结合。可以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专业自信和创新意识，同时也能够引导学

生思考如何将传统中药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

（3）时事热点与社会焦点——职业认同与社会责任

新冠疫情的防治及对世界的影响，蕴含着人民至上和生命至上的理念，同舟

共济和守望相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华民族精神等。针对当前存在的制毒、

贩毒的违法犯罪行为，了解各国政府对制毒、贩毒吸毒等违法犯罪行为打击力度，

引导学生树立法治意识和“生命至上”的理念，树立正确的”三观“和人生目标。

（4）常见病、高发病及疑难杂症的临床案例——辩证思维与人文关怀

心血管疾病和癌症是当前发达国家和中国人群第一和第二的死因，通过对临

床案例用药及其评价，培养辩证思维。通过认知患者群体的困境，培养”医者仁

心、药者匠心“的道德修养，激发社会责任感。

（5）国内外药物化学的研发现状与趋势——提高国际视野、创新意识

通过了解国际药物化学的发展趋势和前沿动态，如抗肿瘤药物、心血管疾病

治疗药物、“新冠肺炎”和”新冠病毒感冒“的治疗现状，提高学生的国际视野，

为我国药物化学事业的发展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通过学习他人的成功经

验，激发灵感，培养创新能力。

（6）第二课堂和第三课堂教学活动——全面培养和践行药物化学课程思政

目标

鼓励和指导学生参加创新创业活动、学科竞赛和实验技能展示活动，实地调

查和社区活动，使学生亲身接触社会实践，增加对专业的理解和认识，让他们在

实践中体验和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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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思政教育与教学融入点

表 2-1 思政教育与教学内容相对应的融入点

三、课程思政典型教学案例

案例名称 新之得安，辨之立本——β受体阻断药心得安

章 节
第六章 循环系统药物

第一节 β受体拮抗剂

课程名称 药物化学

学 时
线下 1 学时

课外若干
适用班级

生物制药本科

药生 A2141

（一）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掌握新药开发的原理与方法、药物的结构、性质、合成、作用与用途；

熟悉β受体阻滞药的构效关系；了解药物的研发过程、发展动态和方向。

能力目标：能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理论合理设计/开发新药；能够根据药物化学

知识指导临床合理用药并对用药方案进行评估；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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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目标：坚定理想信念、树立专业自信，培养开拓创新精神、辩证思维、人文

关怀与社会责任。

学习能力：具有思辩、创造、知识迁移等自主、合作学习能力，终身学习意识。

（二）教学重点与难点及其处理

重点：药物结构、理化性质、作用与用途、药物合成、构效关系；科研思维的培

养及科学素养的养成。

难点：理解结构与理化性质、药物合成、构效关系之间的关系；科学思维中创新

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培养

重、难点的处理：

1)通过课前自主预习、课中合作探究和课后自主、巩固和开放拓展的三轮知识

学习，引导学生构建自己的学科知识体系。

2)通过知识迁移法、比较法、分类与类比、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由表及

里、由此及彼，将新知识与已有经验建立起稳固的联系，将一个药物的知识特征，

提升为一类药物的特征，深刻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培养学生用辩证思维、

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能力。

3) 借助学习通平台，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利用多媒体技术，包括声

音、图像、视频等，结合故事熏陶、主题讨论、案例探究、教师讲授、社会调查

与实践活动等， 使学生“忙起来“，课堂”活起来“，激发学习兴趣和动力。

（三）教学设计与组织实施

总体思路

教学环节与内容 教学设计与思政元素引入 时间

课前准备：

1 明确目标，整合资源、创新方法：备教

材、备学情，编写课程思政教学资料，搭

建与更新网络教学平台，选择教学方法。

1.学生通过观看教学平台资

料，了解”三维“教学目标

及主要教学内容。

2.学生完成实践调查任务，

课前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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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布任务，了解心血管疾病治疗药物应

用现状。

跟踪学科发展趋势。

课中探究

3 教学组织与预习反馈 组织教学和学习通签到，培

养遵守课堂纪律的习惯。

2’

4 案例导入

案例一：当前发达国家和中国人群第一死

因——心血管疾病

1.以贴近生活的热点作为切

入点，采用学习通的问卷调

查，展示调查结果，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

2.在介绍危险性因素时，引

导学生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3.在介绍当前心血管疾病治

疗药物时，强调创新药物的

重要意义，提出辩证施治、

合理用药的职业准则，培养

专业自信和社会责任。

3’

5 结构、理化性质、体内过程、合成和应用

1）结构与化学名

普萘洛尔 propranolol ，又名心得安

1.知识迁移和启发式法，师

生即问即答，将新知识与已

有经验建立起稳固的联系，

培养学生用辩证思维、自主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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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发过程

案例二 心之得安——布莱克与β受体阻断

药心得安的发现

主题讨论：布莱克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3）理化性质

4）体内过程

学习和终身学习能力。

2.分析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培养分析与综合的逻辑思维

和整体观念。

3.采用故事熏陶法引入

Black 研发心得安的过程，

结合学习通主题讨论，引导

学生领悟故事中蕴含的道

理，培养创新思维、持之以

恒、百折不挠的精神和专业

自信。

4. 借助 PPT 和思维导图等

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将内在

的知识之间关系，通过外在

的恰当可视化进行表征，使

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上升到一

个全新的高度。

5.通过比较法、分类与类比、

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

由此及彼，将结构特征提升

为理化性质、体内过程、合

成和药理作用特征，深刻理

解相互联系。

詹姆斯·W．布莱克
(James W．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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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合成

6）作用与用途 6.在介绍药物的作用与副作

用时，使用实物教具，具有

直观性和可视性，强化学生

的认知能力， 并融入辩证思

维和对立统一观。

6 β受体阻滞药结构与活性关系

(1)结构改造：

基本结构——芳氧丙醇胺类

问题探究 2：如何对药物进行结构修饰，得

到短效的或长效的降压药？

短效药：引入易水解的基团，如艾司洛尔

长效药：前药化，羟基酯化，羟肟化，如

波吲洛尔

1.通过比较法、分类与类比、

分析与综合，由表及里、由

此及彼，将普萘洛尔的结构

特征提升到β受体阻滞药的

结构特征和活性关系，深刻

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2.通过知识迁移法和启发

式，分析药物的结构特点，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辩证

思维和学习能力。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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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构效关系

案例三：β受体阻滞剂治疗高血压合并顽固

性心绞痛的用药分析与评价

https://www.cmtopdr.com/post/detail/24b89c

07-a815-4757-a7ca-0d3da3ebbbff

问题抢答：分析和评价药物治疗方案的合

理性。

3.引入临床治疗案例，通过

学习通问题抢答，分析和评

价药物治疗方案的合理性，

引导学生关爱患者，尊重病

人的职业道德，培养辩证施

治、合理用药的职业素养。

7 课堂小结

1）师生总结；

2）完成当堂检测

3）布置课后作业：出门测和拓展作业

通回顾本节课重点和当堂检

测，评价本次课堂教学是否

达到教学目标。

5’

8 课后巩固与拓展 学生完成出门测作业和拓展

任务，教师线上辅导与答疑，

检查和督促任务完成。

通过课后巩固与拓展，实现

课 后

完成

https://www.cmtopdr.com/post/detail/24b89c07-a815-4757-a7ca-0d3da3ebbbff
https://www.cmtopdr.com/post/detail/24b89c07-a815-4757-a7ca-0d3da3ebbb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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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思政的内化，激发学

生产生职业认同感和自豪

感，进一步提升思想。

9 成绩评价与反思

成绩评价：

1）本次课成绩评价

2）阶段性教学效果分析：定期进行成绩统

计、现场访谈结合问卷调查，做出评价。

3）期末成绩评价（直接性评价方式如下）

教师反思：撰写反思

教师根据学生在课前、课堂

和课后各阶段的表现情况，

总结好的经验，反省不足，

撰写反思，自我改进与提高。

课 后

完成

（四）教学效果

1 课程目标达成度分析 药生 A2141 班级课程各个课程目标均在 0.75 以上，超

过预期达成度 0.7，课程目标均已达成。该班 44 名学生课程目标 1 的达成度在

0.7 以上，32 名学生课程目标 2 的达成度在 0.7 以上，36 名学生课程目标 3 的

达成度在 0.7 以上，33 名学生课程目标 4 的达成度在 0.7 以上。整体上，学生

个体大多数都超过预期课程目标达成度。

2 课程团队指导本科生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取得了较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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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生在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科学竞赛中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并积极主动参

与教师的科研课题，公开发表论文和申报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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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反思

β受体阻断药心得安的教学，紧紧围绕”新之得安，辨之立本“的思想，通

过课前预习与实地调查、故事熏陶、案例教学、活动探究等活动，将思政教育有

机融入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学习中，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和毅力，培养创造思

维和辩证思维。此案例的设计具有代表性和普适性，为本课程其他药物的教学奠

定了基础，也适用于药学专业的其他主干课程如药理学、药剂学和药物分析学的

教学，具有良好的推广与运用价值。

在本次教学中，灵活组合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将信息技术深度融合，

学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能主动完成预习、授课过程中专心听讲，积极思考，当

堂检测完成良好，课外作业认真，完成质量高，通过一系列活动探究与训练强化，

学习将课程目标内化为行动，达到知行合一、培根铸魂的目标。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学习情况分析不够。此次教学为我院第一届生物制药专业

教学，学生的化学、医学基础比较薄弱，药学基础知识贮备不足。在课堂上，师

生的多边活动，热情投入，但学生往往不感兴趣，课堂气氛不好。

拟勤收集学生、同行和督导的意见与建议，跟踪国内外形势和行业动态，持

续更新思政教学资料库。课前认真备学情，在师生的多边活动中进行设计，强化

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确定学生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以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四、课程思政建设特色与创新（总结课程思政建设的特色、亮点和创新点，

凝练可供同类课程借鉴、共享的经验做法。

用辩证思维抓根本，用创新思维促发展，围绕促进发展、强化学习、关注效

果三个角度，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和小组合作学习方式，灵活运用故事

熏陶、案例探究、讲授与讨论相结合、实地考察与社会实践，借助学习通平台和

多媒体技术，开展“三课堂”教学实践活动，使教学内容更生动形象，使学生“忙

起来“，课堂”活起来“，无形中实现知识与思政的内化，提升学生的自主、合

作、探究、创新、思辩和应变能力。

以上特色、亮点和创新点的经验可供同类课程借鉴共享，帮助其他课程构建

科学的思政教育体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