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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药物化课程有丰富的思政元素，是药学类课程中具有代表性的思政教育示范课程。在人工智能(AI)时代，

多元且快速变化的技术要求药学人才具备更高的职业素养，包括全球竞争力、创新精神、跨学科知识、

应用技术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国际视野等。当今，AI技术应用于教学不仅提高了思政教育的质

量和效果，还对构建智能化、个性化思政教育新框架提供了有力支持。但是，教学中过度依赖AI技术势

必导致学习技能退化、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弱化等。因此，教学过程的思政教育必须强化教师的主导作

用，高效利用思政教育的正面引导，使学生更清晰课程学习任务和要求，实现学生品德修养和职业素养

的同步达成，共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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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urse of pharmaceutical chemistry has ric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is a repre-
sentat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emonstration course for pharmacy-related course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he diverse and rapidly changing technologies require phar-
maceutical talents to have higher professional qualities, including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nova-
tive spirit,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application technology ability, ability to solve practical prob-
lems, and international vision. In the present day, the application of AI technology to teaching not 
only improves the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ut also provides 
powerful support for constructing a new framework of intelligent and personaliz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owever, excessive reliance on AI technology in teaching is bound to lead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learning skills, weakening of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judgment ability, etc. There-
for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must strengthen the leading role 
of teachers, efficiently utilize the positive guida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o that 
students can have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learning tasks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course, 
achieve the simultaneous fulfillment of their moral cultivation and professional qualities, and jointly 
enhance their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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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药物化学是药学类专业课程的带头学科，也是药学服务基础学科之一[1]。当前，我国药学服务处于

提升内涵化建设的特殊时期，社会、行业发展需要更全面、更专业的药学人才，这给药物化学教学赋予

了更多、更新的任务[2] [3]。医药行业是一个永不衰落的朝阳产业，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方向，药物化

学研究成果必将推动整个医药行业的发展[4]。而 AI 技术的应用必将刺激和改变制药业的发展，特别是

对新药研发和商业化方面影响更大。我国于 2022 年就开展 AI 制药的布局，明确了探索人工智能、云计

算、大数据等技术在新靶点、新药物发现领域的应用。当今，“数据导向”在药物研发环节能发挥强大作

用，已成为药物研发的普遍趋势。总体来说，药物研发要具备强大的智能信息平台，需用人工智能、大

数据分析等手段来支持[5] [6]。高校本科教育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其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核心竞争力，AI
时代的本科教育要在强化思政教育的基础上全面普及 AI 知识和技能。本教学团队以我校制药工程专业核

心课程《药物化学》教学为例，深入探讨 AI 时代药物化学课程思政元素的提炼和课程教学的具体要求。 

2. 明确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 

思政教育的着眼点是明确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7]。在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会议上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

程，做到全员、全方位、全过程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是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8]。新工科专业人才培

养环节需强化创新能力、创业意识、竞争意识，以及组织管理、人际交往、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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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制药专业人才培养要求 

对于制药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要顺应时代发展，紧密关注行业趋势、科技进步、社会需求以及全

球化健康挑战，以确保毕业生具备解决未来制药领域复杂问题的能力，并能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持续成

长和创新。 

2.2. AI 制药时代的人才培养要求 

AI 时代的制药人才除了具备健全的人格、道德责任感，掌握制药理论知识和技能外，还需具备跨学

科知识、AI 理论知识，数据分析能力、AI 技术应用能力、创新能力、沟通能力、竞争意识和国际化视野，

才能适应技术发展和行业变革的需求。 

3. 药物化学思政教学的总体设计 

2020 年《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要求高校各类课程都要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要

求高校每一门课程都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同向同行，形成协同育人的思政课程体系[9]，至此，基于课

程思政协同育人理念下的教学已成为当前高校专业课程教学的新要求[10]。药物化学课程核心知识之一

是药物分子设计，药物化学的发展动力是新药研发，药物制造的方向是 AI 制药设计。该课程教学总设计

首先是理论结合实践，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注重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培养，提升创新思维和

沟通能力；其次是培养学生的 AI 应用能力和跨学科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再次是提升创新思维、学科

素养、职业素养、全球观和国际化竞争意识等。 

3.1. 理清药物化学课程思政目标 

课程思政是把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活动贯穿于课程知识教学的始终，实现教书育人一体化的教学形式，

是实现课程教学目标的有效途径[11]。药物化学课程思政教学目标是将科学奉献精神、探索创新精神、职

业认同感、社会责任感，人文关怀、社会服务、全球化的竞争意识和新工科所需广泛知识重构在药学知

识的教学设计中，培养具备使命担当、家国情怀、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社会主义制药人才。 

3.2. 理清制药业发展趋势对人才培养的影响 

我国制药业正在经历新技术、新产品研发和应用的深刻变革，其发展趋势对人才培养的影响主要体

现在对高层次、专业化、创新型人才的需求增加。制药未来发展的趋势主要在六个方面：第一，产业链

的协同发展和智能化生产的技术创新；第二，全球化推进和科技进步发展国际化；第三，以基因、RNA
治疗和疫苗快速发展的生物药开发成为主导；第四，AI 制药技术的应用成为重塑医药产业创新形态和全

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因素；第五，更加精准、高效和个性化的医疗个体化疗法将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更大

的贡献。第六，应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中药进行智能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首先，这些显现

的变化对人才跨学科知识和技能要求更加多元和高端；此外，制药工程专业学生还需掌握机械工程、电

子信息、计算机科学等知识，方能适应数字化转型的需要；最后，对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创新能

力的要求提高，才能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和制药业向服务制造型转型的要求。 

3.3. 理清“三全育人”方式和“新工科”核心素养的基本要求 

“三全育人”旨在通过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实现育人的全面性、全程性和全方位性[12]，这一理念

强调育人的全过程、全方位需要依托专业的全员育人队伍来开展[13]。对工科专业的具体育人方式包括思

政教育、工程素养训练、创新和实践能力的训练，全员指导下的线上线下全方位实施。旨在培养具有民

族自信，人生观、价值观正确，良好的家国情怀，且具备服务于我国药学事业发展的新工科素养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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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教育的基本链条为“知识教育–工程实践–科学研究”。在整条链上植入人文素养、家国情

怀、科学家精神、工匠精神、团队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创新和竞争意识等思政元素，这些思政元素要与

链中的知识教育同向同行，形成合力，形成优势、形成特色，最终形成双轮驱动、全链条育人。“三全育

人”方式和“新工科”核心素养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性，两者共同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

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需求。 

4. 药物化学课程思政教学实施 

药物化学课程思政教学实施目的是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通过将思政教育与药物化学教学的合

理结合，充分发挥思政教育的价值引领，培养具有高度责任感、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药学专业人才。 

4.1. 药物化学课程传统的思政元素 

药物化学学习的根本任务是为了探索，研究，发现高效、安全稳定的药物，这是药物化学发展的动

力，也是满足人类对更好医疗服务的期待。课程自带丰富思政元素(见表 1)，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药物发展历史故事、法治思想元素、科学态度元素、社会责任意识元素、职业道德元素、安全意识元素、

生态环保元素、团队精神元素等。 
 
Table 1. Tradit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requirements for talent cultivation in pharmaceutical chemistry 
course 
表 1. 药物化学课程传统的思政元素和人才培养要求 

序号 知识点 思政内容 思政元素 人才培养要求 

1 

青蒿素的发现 青蒿素的研发和广泛应用对人

类的巨大贡献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将个人的学习融入到国

家、民族、人类发展的

大局中，落实“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 

各种利尿药效应强

度评价 
公平公正是最基本的体育竞技

精神 

镇痛药吗啡(鸦片的

主要成分) 

闭关、专制、落后的满清政

府，必将遭受列强欺凌、 
丧权辱国 

缪兰瑛献药事迹 个人应该如何为国家、为民族

做出贡献 

2 青霉素的发现 
团队合作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

性，药物的发展是为了人类的

健康和福祉 

科学探索、团队合

作、社会责任和担当 

药学人才要具备：充实

的大脑、敏锐的观察

力、坚定的信念和坚韧

不拔的毅力 

3 新药研发概论 坚持“安全有效、多维度设

计、多维度评价”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加深对马克思主义辩证

法的理解，提升学习层

次和认识水平 

4 
罗非昔布召回原

因：增加心血管事

件(包括心梗和卒中) 

召回事件反映药物监管、药物

警戒、药物不良反应监测的重

要性；依法治国在保障公众健

康和安全方面的作用 

法治思想元素 

理解法治的重要性， 
具备法律思维和法治观

念。培养具备法治素养

的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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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西咪替丁抗幽门螺

旋杆菌的作用； 
巴里·马歇尔以身试菌体现

“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 
科学家态度、创新精

神、职业操守 

引导学生学习科学家坚

持不懈的研发精神和对

社会责任和使命 
麻黄碱的发现 陈克恢“尊科学济人道，助众

生求福祉”的协和精神 

6 药物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评价 

药学工作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健

康和生命安全，我们的工作要

推动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承担时代责任 

社会责任、社会担当 

培养具备高尚品德修养

和正确的价值取向的创

新应用型本科药学专业

人才 

7 

新药研发的初衷、 
合理药物设计、 
药物安全性评价、

绿色合成等 

尊重生命，尊重数据，实事求

是，把安全放在首位，提升职

业素养和学术道德 
敬畏生命 

具备精深的学科知识与

技能，具有较高的职业

道德，从而更好地为社

会大众服务 

8 药品自身安全和用

药安全 

药品的含义和重要性，深刻理

解责任感和使命感，固守道德

底线，具备强烈的药品安全意

识和正确的用药观念 

安全意识 

深刻理解药品安全的重

要性，如何在职业中执

行、遵守安全标准和规

范，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和人民健康 

9 

合成路线选择、可

再生原料或环境友

好溶剂的使用 坚守生态环保理念，理解环境

保护的重要性，以及个人和社

会在环境保护中的责任和作用 
生态环保理念 

制药环节尽可能降低或

消除对人体和生态环境

危害，加强环保意识，

通过化学技术、原理和

方法来实现绿色生产 
药物分子设计(综合

考虑生物降解性、

环境安全) 

10 
Black 和 Parsons 
博士对胃溃疡治疗

的革命性事件 

合作是科研成功的关键因素，

项目开展是多学科的融合。志

诚的合作，才能提升团队能

力，创造出更大价值 

团队协作精神 
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培养团队

协作精神 

4.2. 重构“人工智能 + 课程思政”的药物化学课程思政教学内容 

重构的理念是为了提升教育质量、培养全面发展的制药人才。教学组织的重要环节是整合专业教学

能力、思政引领能力和智能化教学能力，实现三者的有机融合，构建“人工智能 + 药物化学课程思政”

优秀教学案例。优秀教学案例应具备时代性、精准性、生动性，推荐的个性化学习方案、功能齐备的教

学场景、科学和客观的评价等。 
药物化学课程思政要在传统的思政内容中植入新的思政元素，AI 时代的药物化学课程思政元素还应

体现“全球竞争意识”、“国际化视野”、“社会服务服务能力”、“创新和探索精神”、“个性化发展”

等，具体的思政元素见表 2。 

4.3. “人工智能 + 课程思政”的药物化学课程思政教学路径 

借助 AI 技术整合与共享资源来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首先，AI 技术可实现各类教学资源的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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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整合。其次，借助 AI 技术实现资源的跨领域应用来丰富教学内容，拓展视野，促进学科交叉和知

识创新。 
 

Table 2. The incre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talent cultivation requirements in AI-Era medicinal chemistry 
courses 
表 2. AI 时代的药物化学课程增加的思政元素和人才培养要求 

序号 知识点 思政内容 思政元素 人才培养要求 

1 虚拟现实(VR)技术应用探

索药物合成 
用智能技术实现个性化教

学和教学内容的创新 认知心理学 构建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和个性

化发展 

2 讲解病毒宿主、人工智能

肺炎诊断和疫情防控等 
面对未知领域和困难的不

懈努力，坚持探索、创新 
创新能力与批

判性思维 

培养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

深刻理解科技创新对社会发展

的重要性 

3 

生物制药技术快速迭代、

增速、商业化、上下赋能

共同成长和中药材进口的

监管 

药物化学发展的新方向和

创新药物的突破性进展 
国际化竞争意

识 

培养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具

备家国情怀、使命担当和科技

报国意念的制药人才 

4 
药品生产和质量管理、流

通与监管，临床药学与药

物治疗 

药学服务的责任感、道德

感和使命感的社会性 
社会服务意识

和服务价值 
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

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5 
“新冠”疫苗开发，新药

研发核心技术、当今研究

热点和未来发展方向 

引导关注药物化学对社

会、国家和个人的意义 社会服务能力 
培养专业认同感、责任感和 
使命感，服务社会和人类健康

事业 

6 “生物–社会–心理”的

现代医学理念 
道德修养、医患沟通、生

死观和职业道德教育 人文关怀 
全面素质的培养，提升人文 
素养和职业道德，增强职业 
成就感 

7 抗抑郁、抗焦虑药物的作

用机制和应用 

心理健康与道德发展的关

系、心理健康与社会责任

的联系 
心理健康 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引导树立正

确的人生价值观 

8 中药国际化特征、中药国

际地位的合法化 

中医药在国际舞台上的重

要性和影响力，强调中医

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国际化视野 

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中医药人

才，时刻关注国际医药领域最

新动态和发展趋势 

 
借助 AI 技术提升教学的互动性、趣味性。首先，AI 技术可提高教学中学生的参与感和积极性，解

决单向传授的负面作用。其次，利用 AI 智能助手的及时、准确回应，让学生体验学习的支持和陪伴，增

强学习信心和兴趣。再次，AI 学习情景如游戏化、沉浸式学习，不仅让学习变得轻松和有效，还能达到

深入理解和记忆效果。最后，AI 技术的应用还在不断进步和创新，相信在未来教学和学习中还会取得突

破性的应用。 

4.4. “人工智能 + 课程思政”的药物化学课程思政教学实施 

构建“人工智能 + 课程思政”的思政教学案例。选取药物化学课程中典型知识点和价值坐标，深度

挖掘该课程所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和资源，确立思政教学的重要支点和关键抓手，实现二者的协同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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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教师主导作用、提高思政教学整体水平。首先，立体化构建思政教学实践路径，通过课堂、实

践、网络和日常生活教学等多方面相互融合，提升思政教学质量和效果。其次，通过榜样引领构建思政

教学实践路径，利用优秀学生案例、历史榜样、身边榜样和行业榜样等的引领作用，创新思政教育方法，

提高思政教育的吸引力和实效性，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再次，全

链条构建思政教学实践路径，在人才培养的整条链上确保全员、全程和全方位育人；打通思政教育的全

员链条，实现学校、家庭、社会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和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思政教育质量和效果的提升。 
开展行之有效的实践教学和优化评价机制。包括课堂实践、课外实践和虚拟实践。通过专题讲座、

案例讨论、仿真实习等课堂实践活动；以及药企、医院见习、中药基地见习、专题调研、区域药店调

研、勤工助学等课外实践活动，提高实践和理论的联系，提升教学质量；通过 AI 技术实施教学结果评

价，主要体现在优化教学内容、提升教学效果、重塑教师角色以及实现精准育人等方面。教学实施中不

恰当的案例和教学措施，在下一个循环中进行改进，形成螺旋式提升。“人工智能 + 课程思政”的思

政教学的实施路径见图 1。 
 

 
Figure 1.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drug chemistry course 
图 1. 药物化学课程思政教学实施路径 

5. 结语 

将课程思政融入育人全过程，强化“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理念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举

措，教学过程中让“立德树人”成为每位教师的神圣使命和岗位责任。AI 时代的药物化学课程思政要注

重 AI 背景下课程思政元素的提炼、教学路径的设计、教学案例的优化、评价机制的优化等，强化思政元

素与日常教学内容之间的融合，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利用 AI 技术进行智能化全面分

析，设计出科学化、个性化和效果更佳的教学案例，增强思政课教学内容的亲和力、吸引力、生动性和

感染力；通过设置明确的课程学习目标、提高实践课程的学习比例；加强心理调适和引导自我控制，培

养正确的信息素养；提升批判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训练等手段来克服过度依赖 AI 技术，强化思政课教学

中的人文关怀，尊重个性和成长，确保教育和学习过程的核心价值不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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