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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是一种线上教学与课堂教学有效整合的教学模式。雨课堂作为一种智慧型教学工具，

为天然药物化学改革带来新的体验。文章分析了天然药物化学的教学现状，结合继续教育学院药学/药物

制剂专升本学生学习特点，以天然药物化学第五章“黄酮类化合物”为例，分别从教学内容、教学目标、

教学设计、考核评价等方面，探讨雨课堂教学模式在天然药物化学中的具体应用，为其他药学专业课程

的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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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lended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is a teaching model that effectively integrates online and class-
room teaching. Rain classroom, as an intelligent teaching tool, brings new experiences to the reform 
of medicinal chemistry of natural product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teaching situation of me-
dicinal chemistry of natural products, combined with the learning characteristics of pharmacy/phar-
maceutical preparation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continuing education college. Taking chap-
ter five “flavonoids” of medicinal chemistry of natural products as an example, it explores the spe-
cific application of the rain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in medicinal chemistry of natural products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objectives, teaching design, and assessment evalua-
tion,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other pharmaceutical profession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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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天然药物化学是一门运用现代科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天然药物中各类化学成分的学科，是药学、药剂

学及相关专业本科学生必修的专业课[1] [2]，研究内容包括天然药物中各类化学成分的结构类型、理化性

质、提取分离、结构鉴定，生物合成途径和生物活性等，其中提取分离与结构鉴定，是天然药物化学的

研究重点[3] [4]。学好天然药物化学，对学习药物分析、药物化学、药剂学等，以及从事中药现代化研究

和新药研制奠定坚实的基础。然而，天然药物化学知识点多，内容抽象，结构复杂，大大提高了本课程

的教学难度，使得部分学生对该课程缺乏学习兴趣[5] [6]。因此，教学中选择新的课程教学模式，帮助学

生学好本门课程显得尤为重要。 

2. 天然药物化学教学现状  

天然药物化学是一门应用性和实践性非常强的课程，使得传统教学模式下天然药物化学存在以下问

题：(1) 教学内容：本课程包括 12 章，除了总论、海洋药物、天然药物的研究开发、天然产物的结构修

饰外，仅各论就有八章，其内容复杂，不同部分的交集较少，不仅增加教师的教学难度，而且影响学生

的学习效果[7]-[9]。(2) 教学模式：本课程主要以教师为主导，常采用灌输式教学，授课方式较为单一，

师生之间缺少交流互动，教师无法准确掌握学生学习情况，教学实施缺乏精准性。(3) 考核评价：形式单

一，由平时成绩，考勤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构成本门课程的最终成绩，这种考核形式使得教师无法准确

并且全面了解学生对本门课程的学习情况。 

3.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优势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设备的普及以及高校教学平台的搭建，为线上教学的实施提供了平

台和技术支持[10]。线上学习便于学生自由安排学习时间和进度，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同时教师可

以通过线上学习数据分析，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兴趣。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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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通过结合在线教学平台与传统教学的优势，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方式和

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11]。雨课堂是一种新型的智慧教学工具，可赋予“课前–课中–课后”三个教学环

节全新体验，有利于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升教学

效果[12]-[14]。因此，在天然药物化学这门课程中，我们以第五章“黄酮类化合物”为例，尝试引入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通过对课程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设计、考核评价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4.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在继续教育学院药学/药物制剂专升本天然药物化学中的 
应用——以第五章“黄酮类化合物”为例 

4.1. 学情分析 

以昆明医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药学/药物制剂专升本学生作为本次课程实施的研究对象。他们在心

理、知识和能力方面的表现为：(1) 心理方面的优点是对专业课有着浓厚的学习兴趣，具有强烈的求知欲，

渴望成才，人生观基本确立。不足之处是学习目的不是很明确，职业使命感和责任感不强。(2) 知识方面

的优点是已经完成有机化学、分析化学、药用植物学等课程的学习，具备药学相关知识基础。同时，已

经学习了第一章“总论”、第二章“糖和苷”、第三章“苯丙素类化合物”和第四章“醌类化合物”，

具备了一定的专业理论基础。不足之处是对需要掌握的重点内容尚不能很好的把握，也不能对学习到的

结构类型和提取方法进行深刻理解。(3) 能力方面的优点是思维活跃，领悟能力强。不足之处是理论联系

实际的能力相对较弱，缺乏全面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2. 教材分析及教学内容 

我校药学/药物制剂专升本学生选择《天然药物化学》第 8 版教材，是由华会明和娄红祥教授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天然药物化学在该专业共安排 54 学时。第五章“黄酮类化合物”安排 6 学时，其

教学内容有以下四部分：(1) 黄酮类化合物的结构类型，包括概念、结构特点、分类和代表化合物等。(2) 
黄酮类化合物的理化性质及显色反应，包括性状、溶解性、酸碱性和显色反应等。(3) 黄酮类化合物的提

取与分离，包括碱提酸沉法、柱色谱法和 pH 梯度萃取法等。(4) 黄酮类化合物的检识与结构鉴定，包括

紫外光谱特征、核磁共振氢谱特征、质谱裂解规律以及核磁共振碳谱在黄酮类化合物结构测定中的具体

应用。(5) 黄酮类化合物的生物活性，包括对心血管系统的作用、雌激素样作用、降糖作用等。 

4.3. 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教学实施过程中的导向和保障[15]，本课程的知识、能力、素质和思政目标表现为：(1) 
知识目标是能够正确解释黄酮类化合物的定义和画出主要黄酮类化合物的基本结构。(2) 能力目标是能

够根据黄酮类化合物的结构和性质对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药材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提取分离，同时应用

黄酮类化合物的显色反应，鉴别鉴定方法，判断黄酮类化合物的结构。(3) 素质和思政目标是培养学生探

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严谨和坚持不懈的科学精神以及爱国情怀和职业责任感。 

4.4. 教学设计 

(1) 课前：教师通过雨课堂平台电脑端创建并上传本章课件，让学生根据 PPT 提前预习。由于继续

教育学院药学/药物制剂专升本学生均为在职，只能利用工作之余来学校学习，对于他们来说开设实验较

为困难，教师可通过录制实验视频并上传到雨课堂，让学生通过视频学习的方式了解黄酮类化合物的提

取、分离、显色反应等基本实验操作，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另外，可在雨课堂发布在线测试题，学生可

在规定时间内根据课件和视频完成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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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什么是黄酮类化合物？其结构类型有哪些？芦丁、大豆素、儿茶素和水飞蓟宾分别属于哪

类黄酮？ 
【问题 2】为什么黄酮类化合物大多都有颜色？ 
【问题 3】黄酮类化合物显酸性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判断其酸性强弱？ 
【问题 4】检识黄酮类化合物的试剂有哪些？四氢硼钠试剂用于鉴别哪类黄酮？可用于区别 3-OH 黄

酮和 5-OH 黄酮的试剂是什么？ 
【问题 5】以槐米中芦丁的提取实验为例，简单说明碱提酸沉法的基本操作过程？ 
【问题 6】酸性强弱不同的黄酮苷元，如何应用 pH 梯度萃取法分离？ 
【问题 7】黄酮类化合物结构鉴定方法有哪些？ 
【问题 8】黄酮类化合物灯盏花素、黄芩苷和根皮苷具有什么生物活性？ 
(2) 课中：教师扫码登陆雨课堂选择授课班级，学生扫描教师提供的课程二维码签到进入课堂。① 新

课导入：上课前利用图片和视频介绍大家所熟知的苦荞茶，具有扩张血管的作用。教师利用雨课堂平台

上的投票功能，根据学生对苦荞茶扩张血管成分认识的投票结果，讲解苦荞茶中富含其他粮食作物中几

乎没有的芦丁，之后引入新课黄酮类化合物。② 新课讲授：黄酮类化合物的结构类型是本章的学习重点。

针对黄酮类和黄酮醇类、二氢黄酮类和二氢黄酮醇类、异黄酮类、查耳酮和二氢查耳酮类等知识点进行

详细讲解。为了让学生掌握不同类型黄酮的定义及代表化合物，教师可借助雨课堂在课件中设置相应问

题，如槐米、陈皮、黄芩、葛根、银杏叶中所含主要黄酮类化合物的结构类型。教师可在课堂中发布相关

知识点的习题，根据学生手机作答情况，了解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在学习黄酮类化合物的理化性

质，显色反应，提取分离以及生物活性内容时，可充分利用雨课堂平台的随机点名功能，随时抽查学生

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在学习黄酮类化合物的检识与结构鉴定时，教师可开启弹幕互动功能，以便学生

对不懂的问题进行提问，教师也可在课堂上解答学生提出的疑问。③ 总结：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

掌握黄酮类化合物的基本结构，针对不同的结构判断其理化性质，根据显色反应判断化合物类型，对富

含黄酮类化合物的药材选择合适的提取分离方法，并对简单的黄酮类化合物进行结构鉴定。 
(3) 课后：为了巩固本章的重点内容黄酮类化合物的结构类型、理化性质、显色反应和提取分离等，

教师利用雨课堂平台发布作业题，包括选择题、主观题等，要求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另外，教师

还可以将课后拓展资料发送给学生，有利于学生拓宽知识面和丰富学习内涵。此外，学生可借助雨课堂

平台的回放功能，对本章内容进行复习。 

4.5. 考核评价 

本门课程由过程性考核成绩(40%)和终结性考核成绩(60%)构成最终的综合成绩。其中，课程的过程

性考核成绩由 4 个部分构成，包括考勤，自主学习与在线测试，学生学习参与度和课后作业。雨课堂平

台可以全程记录学生的过程性考核情况，再结合学生期末考试的终结性考核情况，建立健全天然药物化

学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也能真实并且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 

5. 教学反思 

通过对昆明医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药学/药物制剂专升本学生在天然药物化学第五章“黄酮类化合

物”的实践，发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不仅有助于提升教学质量，而且有助于提高学生对本门课程

的学习兴趣。部分学生课后愿意和老师交流含有黄酮类化合物的药材有哪些？黄酮类化合物的提取分离

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等？但是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教师需要监督学生的线上学习情

况，提醒学生按时按质完成线上视频及习题。另外，教师需要不断更新迭代教学内容，提供大量精品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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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满足学生的不同学习需求。因此，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

的主体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 

6. 结语 

天然药物化学在药学类专业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智慧教学已融入日

常教学活动。将雨课堂智慧教学引入到天然药物化学教学中，利用雨课堂平台优势，可对学生课前、课

中及课后的学习情况做出准确客观的评价，这样不仅弥补了传统教学中的不足，而且提高学生学习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提升教学效果。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将逐渐成为教育教学改革的趋势，这就要求我们

教师要更新和优化教学设计，丰富教学资源，充分利用好教学平台的优势，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在今后

的天然药物化学教学中，我们会不断探索更具创新性的教学方法和策略，从而提高学生对本门课程的学

习兴趣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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