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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物药剂学》是药学以及中药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基于我国《生物药剂学》本科教育的现状和不

足，需结合适宜的教学理论并进行课程改革创新。结构主义教学理论认为学习就是建立一种认知结构，

掌握学科的基本结构以及研究这一学科的基本态度和方法。海军军医大学药剂学教研室在结构主义教学

理论的指导下，从教案设计、教学模式、考核方式和思政建设等方面开展了《生物药剂学》的教学改革。

实践证明，课程教学改革显著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授课效果，可促进该学科健康有序发展。 
 
关键词 

《生物药剂学》，结构主义，教学改革，思政教育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of Structuralism 
Teaching Theory in “Biopharmaceutics” 
Teaching 

Huan Wang, Ying Lu* 
Department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 School of Pharmacy, Naval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Dec. 23rd, 2024; accepted: Jan. 20th, 2025; published: Jan. 27th, 2025 

 
 

 
Abstract 
“Biopharmaceutics” is one of the core courses in pharmacy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
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of “Biopharmaceu-
tics” teaching in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appropriate teaching theories and carry out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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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and innovation. Structuralism teaching theory believes that learning is about establishing a 
cognitive structure and mastering the basic structure as well as the attitude and method of studying 
the disciplin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tructuralism teaching theory, the Department of Pharma-
ceutical Science, School of Pharmacy, Naval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has carried out the teaching 
reform of “Biopharmaceutics” from the aspects of lesson plan design, teaching mode, assessment 
method,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e teaching reform 
of the course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quality and effect of teaching, which can promote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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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物药剂学作为一门迅速发展的新兴学科，已成为药学类专业本科生的主要专业课程之一，其教学

内容展现出典型的交叉学科特性，与临床药学、医学、药理学等多个学科密切相关。近年来，随着纳米

科学、细胞生物学等学科的迅猛发展和医药产业对人才综合能力要求的提高，生物药剂学的教学内容和

方式面临着新的挑战。同时，医药产业作为重要的高附加值行业，在全球局势变幻中受到明显影响[1]。
因此，加强从业人员的家国情怀与专业操守，以及在生物药剂学课程中进行课程思政建设，成为当前药

学教育的重点和难点[2]。 

2. 结构主义教学理论指导生物药剂学教学的适用性分析 

结构主义教学理论是当代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三大教学论之一，创立者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新教

学论思想家杰罗姆·布鲁纳。结构主义教学理论认为任何一门学科都有一个基本结构，即具有其内在的

规律性，而学习就是建立一种认知结构，就是掌握学科的基本结构以及研究这一学科的基本态度和方法

[3]。其主要教学思想体现在：1) 要学习和掌握学科的基本结构，即每门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法

则的体系；2) 要组织螺旋式课程，即一门课程在它的教学进程中，应反复地回到这些基本概念，以这些

基本概念为基础，直到学生掌握了与这些基本概念相适应的完全新式的体系为止；3) 广泛使用发现法，

即主张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主动发现来学习，要把学习知识的过程和探索知识的过程统一起来，使学生

通过体验所学概念原理的形成过程来发展学生的归纳、推理等思维能力，掌握探究思维的方法。 
生物药剂学是研究药物及其剂型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与排泄的过程，阐明药物的剂型因素、

机体生物因素和药物疗效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教材也对应其研究内容，设置了药物的吸收、分布、代

谢及排泄等章节。每章节又分别阐述了药物的剂型因素和机体的生物因素对具体体内过程的影响[4]。最

后通过主动利用这些因素指导药物制剂的设计、科学评价药物制剂质量、指导合理用药等。因此，生物

药剂学课程知识框架结构非常明确，在这点上结构主义教学理论非常适合指导生物药剂学的教与学。 
结构主义教学理论有它的时代性和科学性，但是也存在着局限性，例如：1) 否认了教材与生活的联

系，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2) 混淆了学科和科学的界限，片面强调现代化、理论化，导致课程内容过

于抽象，同样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3) 轻视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育和训练；4) 只侧重于学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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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内在的知识结构的关系型，过分强调各学科知识间的区别性，忽视了知识的不断分化与综合的发展趋

势以及各门学科知识间的普遍联系性和相互渗透性，导致了知识的片段化和割裂化[5]。 
而生物药剂学同时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典型的交叉学科，与众学科互相渗透、互相补充。针对

结构主义教学论的优越性和局限性，生物药剂学的教与学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量体裁衣。具体地，

在结构主义教学理论的核心思想指导下，将结合以下课程教学设置，实现多元化教学。 

3. “结构化”的教案设计 

根据生物药剂学的课程定义，按照“基本概念–影响因素–指导作用”的结构，拆解每章节的知识

框架，精心设计教案及幻灯。如图 1 所示，以药物代谢的教案设计为例，教学方案设计如下： 
 

 
Figure 1. Teaching design for drug metabolism chapter in “Biopharmaceutics” guided by structuralism 
theory 
图 1. 结构主义教学理论指导《生物药剂学》药物代谢章节的教学设计 

3.1. 基本概念 

概述部分解释药物代谢的定义和过程，以及涉及到的如药物代谢酶系统、首过效应、肝提取率等相

关基本概念。再重点讲解药物的Ⅰ相和Ⅱ相的反应类型，如氧化、还原、水解和葡萄糖醛酸结合反应等。 

3.2. 影响因素 

在了解药物代谢基本概念后，再去学习影响药物代谢的因素，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影响因

素又可以分为制剂因素和生物因素。制剂因素是重点学习内容，包括药物自身的理化性质(如所含官能团)、
药物的相互作用(涉及酶诱导和酶抑制作用)、药物的剂量(涉及代谢酶的饱和现象)、给药途径(涉及避免首

过效应)以及药物剂型等。生物因素又包括生理病理因素、种族、性别、年龄和遗传因素等，这部分知识

点在学员前期其他课程都有学习过，且相对简单易懂，可以做知识回顾，多与学员提问互动。 

3.3. 指导作用 

学习生物药剂学的目的是正确评价制剂质量，设计合理的制剂、处方及工艺，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以确保制剂的安全有效性。利用药物代谢研究可阐明药效或毒性产生的物质基础，加快新药研发进程。

也可以指导前体药物以及药物制剂的设计，提高药物的安全性与有效性。将列举前体药物设计(如将氨苄

西林制成酞氨西林前体药物后可提高在胃中的稳定性，进入肠道后被非特异性酯酶水解生成活性物质氨

苄西林发挥作用)、药物代谢饱和现象指导制剂设计(如左旋多巴肠溶性泡腾片在到达十二指肠后迅速崩

解、释放药物，饱和脱羧酶提高药物吸收)、药物代谢抑制剂指导制剂设计(如将左旋多巴与脱羧酶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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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成复方片剂，可抑制外周的脱羧酶的活性，提高脑内多巴胺的浓度)以及药物代谢指导制剂创新(如将硝

酸甘油制成透皮剂、气雾剂等新型制剂，有目的地提高药物生物利用度和药效)。 

4. 创新理论教学模式 

4.1. 利用生活化场景导课，提高新课学习兴趣 

例如在药物分布章节中，利用东风导弹的精确制导，类比药物体内分布与靶向递送过程；在药物代

谢章节中，利用喝酒脸红、脸白的案例，类比药物在体内酶作用下的代谢过程；在药物排泄章节中，利

用蓄水池进水、排水过程，类比药物在体内的排泄过程等。尽量选择生活中常见的场景，加强教材与生

活的联系，反映事物间的关联，抓住学生的学习兴趣。 

4.2. 引入案例教学法，加强对知识点理解 

例如在药物分布章节中，引入白蛋白结合性紫杉醇的案例，讲解血浆蛋白结合在药物制剂的设计指

导作用；在药物代谢章节中，引用多巴胺肠溶泡腾片的案例，加强学生对代谢酶饱和现象的运用理解；

在药物排泄章节，引用己烯雌酚的肠肝循环的案例，讲解药物特殊的排泄过程。同时，将教师的科研内

容结合到教学内容中，弥补教科书相对滞后的内容，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的科研兴趣，改进学

生的学习方法。 

4.3. 增加文献阅读交流报告环节 

改变传统纯粹的教师在上面说，学生在下面听的说教形式。结构主义教学理论广泛使用发现法，即

主张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主动发现来学习，把学习知识的过程和探索知识的过程统一起来。在第三节课

采用学术讨论会的模式，让学生利用所学检索文献知识，主动查找国内外与本课程紧密相关的重要期刊

文献。文献质量经教师把关后，制作读书报告与幻灯，并作课上汇报交流，同学和老师一起点评。翻转

课堂，巩固知识，拓展视野，以此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探索能力及写作能力，作为学生的平时成绩。 

4.4. 知识框架总结 

同样按照“基本概念–影响因素–指导作用”的结构做课堂学习小结，归纳回忆知识点，包括基本

概念、基本原理和规律，巩固学员的生物药剂学知识结构框架。 

5. 强化实验教学主观能动性 

布鲁纳发现学习的理论要求学生在教师的认真指导下，能像科学家发现真理那样，通过自己的探索

和学习，“发现”事物变化的因果关系及其内在联系，形成概念，获得原理。实验教学是其重要的保障措

施，生物药剂学同时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课程一贯重视实验操作，注重学生实验技能的训练。 
我教研室自编并多次修订了适应我校培养目标的实验指导书。以咖啡因的大鼠在体肠吸收实验，增

强了学员对药物体内吸收的理解与实践。为了使实验演示更形象生动，便于学生理解，也为了让学生掌

握标准操作，负责实验的老师自制了实验录像，自行配音和剪辑，提高实验课效果。同时也鼓励学员在

实验过程中录制视频并评比，选出质量最佳的视频并录入多媒体教学课件库，可作为课堂教材以供下届

学员学习。这一举措极大激发了同学们的实验热情、认真程度与主观能动性。 
此外，每年对实验指导书进行全面修改与补充，紧跟学科发展。并在原有实验基础上适当增加设计

性或综合性实验内容，如通过测定咖啡因的表观溶解度、油水分配系数以及渗透性等实验，确定其 BCS
分类。在此基础上，让学员先了解咖啡因的理化性质，再去做在体小肠吸收实验，去探索和验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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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员形成识别概念–形成概念–验证概念–分析思维的闭环。 

6. 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构建课程思政教学大纲的顶层设计 

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加强医药从业人员的专业操守和家国情怀，就需要在基础学

科教学过程中着力渗透感染。生物药剂学作为一门极其重要的药学课程分支，如何在课程中进行课程思

政建设，为目前药学教育界的重点和难点[6]。 

6.1. 深入融合课程目标与育人目标 

生物药剂学的课程专业目标是让学生能够掌握生物药剂学的基本知识理论和技能，用于正确评价药

物制剂质量，设计合理的制剂、处方制备工艺，科学指导临床合理用药，确保药物制剂的安全有效性。

同时结合我校的育人目标，从“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本质出发，以生物药剂学课程为载体，深入挖掘

课程中的德育内涵和理念，激发学员的民族自豪感、社会责任感和保家卫国使命感，将学员培养成全方

位发展的社会主义高素质人才。 

6.2. 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精选课程思政的相关教学内容 

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注意多方积累思政素材，及时将本学科发展前沿的信息融入教学，拓展教学

内容的深度和广度，设计不同主题的思政教育教学环节，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例如在绪论部分，以屠

呦呦年近 90 高龄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事例，激发学生对药学事业的热爱、从事药学行业的自豪感和

责任感，以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家国情怀；又例如在讲授生物等效性内容时，可与我国实施的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内容密切联系起来，告知学员我国与发达国家制药水平的差距，激发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使其明白作为未来的药学工作者，应为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发奋图强。 

7. 建立第二课堂 

向本科生开放科研实验室，让学有余力的学员尽早地就能进入科研实验室，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和科技创新能力。本科生在教师或研究生的指导下，进行制剂的剂型设计与制备、

质量评价、体内过程研究等全面训练，使学生对生物药剂学的专业知识有了更深的了解，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通过科创活动，确立了自己的职业目标，并为进一步深造奠定了基础。 

8. 丰富课程考核方式，健全课程评价机制 

实验考核方式由原先以实验报告成绩为主，改为由平时实验操作、实验报告、回答问题、出勤率多

部分综合评定。这样，更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调动其积极性，避免学生死记硬背的被动接收方式。将

结合笔试成绩、文献汇报、实验成绩、回答问题和文献翻译等多方面因素，全面给予课程最终成绩。 
考核学员成绩的同时，也要健全学员对课程的评价机制。可通过课程问卷调查、师生访谈和网评互

动等方式，了解学员对生物药剂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思政元素融入等的认可和评价情况。根

据学生的反馈结果，及时总结经验并作年度教学分析，调整教学内容和形式，规划教学路径，不断深化、

优化。 

9. 结论 

随着行业对医药科学相关专业培养的人才综合能力素质要求不断提高，这对生物药剂学的教学内容

与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结构主义教学理论的核心思想十分适合生物药剂学的教学。同时也要根据我

国的基本国情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结构主义教学理论，融入思政元素，注重实践教学，改革考核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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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培养出兼具专业知识扎实、自主创新能力强、为社会主义奉献的综合型的药学类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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