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然药物化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药学与生命科学学院；陈剑）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 程 名 称 天然药物化学 课程性质 专业必修课

学 分 3 学分 学 时 48 学时

开 课 专 业 药学 授课对象 大三本科生

二、课程思政建设总体思路（描述《天然药物化学》课程思政的建设思路，

包括课程思政建设目标、思政内容挖掘及教学融入等情况。）

（一）课程思政建设目标

《天然药物化学》课程思政建设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具备高尚道德品质、强烈

社会责任感、深厚爱国情怀以及扎实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通过课程思政的有

机融入，旨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提升职业素养，为国

家的医药事业和人民的健康福祉贡献力量。

（二）思政内容挖掘

挖掘天然药物化学课程中的思政教育元素：深入剖析天然药物的发展历程，

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医药文化；关注天然药物的研究与开发过程中的伦理道德问

题，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科研道德观念；强调天然药物在疾病治疗、预防保健等

方面的重要作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引导学生从建设生态文明

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思考天然药物的挖掘、应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结合时事热点和社会问题开展思政教育：关注国内外医药领域的最新动态，

将时事热点和社会问题融入教学中，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关注民生，提高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教学融入情况

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的有机结合：在讲授天然药物化学专业知识的同时，注

重融入思政元素，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思政教育。

在介绍某种天然药物时，穿插介绍其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研究过程中的道德伦

理问题等。教学过程中强调生态环保的重要性，让学生明白自然资源的可贵以及

人类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培养他们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的意识。引入具体案例，

通过讨论让学生理解并加深对于科研精神、社会责任感和药物伦理的认识。

教学方法与思政教育的创新融合：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如案例教学、

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提高思政教育的实效性。

同时，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如多媒体教学、在线教学等，拓展思政教育的空



间和渠道。

实践教学与思政教育的紧密结合：通过组织实验、实习、社会实践等实践教

学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感悟思政教育的内涵和价值。在实验教学中培养

学生严谨细致的科研态度，使他们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强化科研道德的培养。

组织学生参与天然药物的采收、制备、药效评价等实践活动，让学生在亲身实践

中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同时培养团队协作、创新实践等能力。

三、课程思政典型教学案例

（一）案例名称

分类之探，时代之责-生物碱的结构与分类

（二）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掌握天然药物化学成分中生物碱定义、结构类型、生物合成等药

学专业知识。了解生物碱的生源合成途径及生物合成的基本原理；生物碱分子结

构的关系及其应用，具备一定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价值目标：在专业教育中融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科学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等，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引导学生树

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社会责任感、科学精神等。

能力目标：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具有一定的知识探索能力，具备自主学习

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激发学生探索生物碱研究

领域的兴趣和热情。

（三）教学设计与组织实施

生物碱，作为天然药物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和研究价

值。在生物碱章节的教学中，我们不仅要传授学生生物碱的基本知识和研究方法，

还要通过思政教育，引导学生理解生物碱在医药、健康等领域的实际应用，以及

其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独特地位。通过生物碱章节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组织

实施，旨在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和政治素养，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

观，培养他们成为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优秀人才，为国家的科技进步和社

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教学内容设计：

1.引入生物碱的历史发展和研究背景，让学生了解其在药物领域的重要性。

生物碱主要来源于天然植物， 过度采集可能破坏生态环境，引起资源枯竭。

引导学生合理采集和使用生物资源，意识到植物的重要性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讨论如何保护和合理利用这些珍贵的资源，以及如何在生物保护和药物研发之间

达成平衡。

了解生物碱的历史发展：介绍生物碱在中医传统文化中的应用历史和药用意



义，引导学生了解中医药文化的深厚内涵，增强民族自信感。通过生物碱的历史

发展，学生了解到科学精神的重要性，如坚韧不拔的攻坚精神，对未知的探索精

神等。通过一些生物碱发现的历史事件，比如阿片生物碱的发现，让学生理解不

经意间的“误操作”可能带来重要的科研突破，激发他们对未知的好奇心以及在

失败和挫折面前坚持不懈的科研精神。

以长春碱在抗癌药物领域的重要贡献案例引导学生从生物碱研究背景，研究

方式，新药开发等角度思考科学研究的伦理含义和社会影响。讨论药物研究的风

险与收益，科研中的创新和原则，药品开发的利润和公众福利等。引导学生关注

天然药物产业的发展，挖掘生物碱对社会、经济、科技、环境等方面的影响，考

虑如何在天然药物化学领域做出贡献。

2.介绍常见的生物碱的结构分类及其在天然药物中的作用机制，引发学生对

生物碱的探索和思考。

介绍麻黄碱的化学结构、性质和药理作用及在医疗用途中的应用和潜在风险。

麻黄碱既可以止咳平喘，又是毒品。医药学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是保障人民健康、

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是治病救人的战士，守护百姓健康的天使。若麻黄碱被不良

分子用于“冰毒”制造，将带来严重社会危害。引导学生树立较强的社会责任感，

使其认识到忠于职守和遵守职业道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思考科技发展对社

会的影响，强调在天然药物研究和应用中的社会责任和伦理道德，培养学生具备

良好的合作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学生通过制作手抄报，PPT 课堂展示等活动主动

发表观点。

介绍天然阿片类生物碱如吗啡和可卡因，以及人工合成的阿片类药物杜冷丁

和芬太尼等，强调科学研究需要严谨和细致的科研态度，需要耐心和毅力去克服

困难，完成实验研究，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药物研发人员的责任和使命。

3.结合案例分析探讨生物碱研究中可能涉及的伦理道德问题，并让学生进行

讨论和思考。

阿片类药物的合理使用：阿片类药物，如吗啡，是治疗严重疼痛的重要工具。

然而，这类药物也存在成瘾风险，且在长期使用后会产生耐受性，需要更高剂量



才能达到相同的疼痛缓解效果。结合此案例，引导学生探讨如何在确保疼痛管理

的有效性与防止药物滥用之间找到平衡，如何进行药物教育以提高公众的用药安

全意识等。

抗药性问题：含有生物碱成分的四环素抗生素，在使用过程中已出现了严重

的耐药问题。引导学生讨论抗药性的产生机制，对抗菌药物的用药策略（如疗程

控制、定量用药等）进行评估，以及了解新的抗菌药物研发的重要性。

（二）组织实施

1.课前准备：教师认真备课，准备好课程大纲，制作相关的课件和案例，准

备所需的实验器材等教学辅助工具。

2.课堂教学：教师按照教学设计进行授课，注重与学生的互动和交流，鼓励

学生参与讨论，使学生积极投入并从主动学习中受益。

3.课后拓展：鼓励学生利用课后时间，查阅相关文献资料，进一步深化对生

物碱的理解。同时，以小组活动的形式，组织学生分享他们的学习心得，以共享

知识，提高理解水平。

4.课程考核：采用多元化的课程评测方法，包括课堂表现、小组项目、PPT

展示等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成效进行全方位的评估。这些评测的反馈将对改进教

学策略提供重要的参考。

教学方法与形式：

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如讲授、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思维活跃度。设置思政教育专题讨论环节，引导学生从伦理、社会责任的角度

审视生物碱研究的意义和影响。

评价与反馈机制：

设计针对性的考核方式，考察学生对生物碱章节的掌握和理解程度。通过课

程作业、小组展示、课堂讨论等方式，全面了解和评价学生的学习情况。在提供

反馈的同时，倾听学生的反馈意见，根据他们的学习需求和问题，适时调整教学

计划和方法。

（四）教学效果及反思

教学效果：在《天然药物化学》的生物碱章节中，将思政教育具体融入到了

教学的各个环节。学生对生物碱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得到提升。通过对生物碱分类、

来源、应用等内容的教学，学生不仅掌握了基础知识，还对如何将知识用于社会

实践有了深入理解。学生的科研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得到提高。通过对学科伦

理和科研道德进行系统教育，学生对科研活动中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有了更深的

认识和理解。学生的主动性和创新性得到激发。在案例讨论和小组讨论，PPT

展示等环节中，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生物碱的研究和应用进行深入思考



和讨论，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

教学反思：今后还可以在实践环节加强对学生的引导，提供更多实践机会，

让他们在实践中增强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在案例讨论和小组讨论，PPT 展示等环

节中，需要更深入地引导学生进行深入讨论，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观点，增强学

生对话题的深度和广度。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思政教育的内容和形式，

使之更加丰富和深入，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全面素质教育。虽然目前的教学效果

已经较为理想，但还有改进和提高的空间，今后我们不断探索和创新，使学生在

专业学习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实现思政育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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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课程思政建设特色：

1.深度融合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课程不仅传授天然药物化学的专业知识，

更将思政教育巧妙地融入其中，使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能够提升道德品

质和社会责任感。

2.注重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结合：课程深入挖掘天然药物背后的历史文化

背景，同时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展现天然药物化学的魅力和应用价值，增强学生

的文化自信和创新能力。引导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结合案例学习，理

解科研活动中的伦理问题，如药物研发的合理性、合规性和研究成果的公正报告

等。

3.强调实践育人的重要性：通过丰富的实践教学活动，让学生在亲身实践中

体验、感悟思政教育的内涵和价值，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以药

物研发为实践背景，引导和教育学生了解并积极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培养他们的

社会责任感和生态环保意识。

（二）课程思政建设的亮点：

1.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采用案例教学、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多种教学方

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提高思政教育的实效性。

2.构建全方位育人体系：课程思政建设不仅局限于课堂教学，还通过课外实

践活动、校园文化建设等多种途径，实现全方位育人。

3.强化师德师风建设：注重提升教师的思政素养和专业能力，打造一支既懂

专业知识又善于开展思政教育的教师队伍，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三）创新点：

1 课程思政与信息技术的融合：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如多媒体教学、在

线教学等，拓展思政教育的空间和渠道，提高教育教学的效率和效果。



2.构建开放共享的课程思政资源平台：整合优质思政教育资源，打造开放共

享的课程思政资源平台，为同类课程提供可借鉴、可共享的经验做法。

3.建立科学的课程思政评价体系：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思政评价体系，通

过对学生学习成果、教师教学效果等方面的综合评价，不断优化课程思政建设方

案，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4.教学内容的实时更新：随着天然药物化学的新的科研发展，及时更新教学

内容，例如引入新的药物研发案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5.教学方法的创新：探索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如翻转课堂、小组讨论

等，增加学生对课程的主动参与度，提高他们的思维活跃性和创新能力。

（四）天然药物化学课程思政建设可供借鉴的经验做法：

1.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关注

学生的学习需求和思想动态，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体系。通过小组讨论、项

目报告，PPT 展示等形式，让学生主动参与到课程的学习与实践中，提高其对思

政教育的理解和接受度。

2.强化课程思政的顶层设计：在课程规划、教学设计等阶段就充分考虑思政

元素的融入，确保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通过具体案例，引导学生思

考科学道德和社会责任。

3.不断提升教师的思政素养和专业能力。通过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研究和实践

探索，推动课程思政建设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