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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有效提升药学专业学生在药学服务中分析与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本研究创新性地将CBL (以案例为基

础的教学法)联合高仿真智能模拟人(PediaSIM ECS)融入到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的教学中。教学过程涵盖

学生自主预习、小组讨论、制定用药方案、方案实施、方案修正以及合理用药指导等环节，并通过问卷

调查对教学效果进行反馈与评价。实践显示，相较于传统教学模式，CBL教学法联合高仿真智能模拟人

深受学生认可，不仅加深了学生对药学服务及合理用药指导的理解，还显著提升了教学质量与学习效果，

有力增强了学生的岗位胜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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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pharmacy students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
lems in pharmaceutical care, this study innovatively integrates the Case-Based Learning (CBL) 
teaching method combined with the high-fidelity intelligent simulation manikin (PediaSIM ECS) 
into the teaching of comprehensive pharmacy knowledge and skills. The teaching process covers 
various links, including independent preview, group discussions, formulation of medication regi-
mens,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gimens, amendment of the regimens, and rational medication guid-
ance. The teaching effect is also fed back and evalua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Practice shows that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the CBL teaching method combined with PediaSIM 
ECS is highly recognized by students. It not only deepens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pharmaceutical 
care and rational medication guidance but also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eaching quality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Moreover, it effectively enhances students’ job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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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作为药学专业的核心课程，重点在于培养学生运用药学知识解决临床实际

问题的能力[1] [2]。然而，近年来随着医疗法律规范的日益完善，患者自我保护意识逐渐增强，医学生尤

其是药学专业学生在临床实践中的操作机会大幅减少[3]。如何为药学生创造接触临床的机会，提升其实

践能力，已成为药学教学面临的重要难题之一。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case-based learning, CBL)是以临

床具体案例为基础，可以激发学生兴趣，提高独立思考能力，主动参与解决问题的教学模式[4] [5]。Pedi-
aSIM ECS 外形与真人无异，具备呼吸、心跳等基本生命体征，能够模拟患者的各种病理生理变化和临床

表现在诊疗过程中，它可对所采取的救治措施和“药物”做出相应反应，并通过与模拟人连接的监护仪器

实时显示各类生理数据[6]-[8]。高度还原的临床场景，为学生打造沉浸式学习环境。将 CBL 联合高智能

仿真模拟人创新性地应用于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课程中，旨在培养学生分析、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 

2. 高仿真智能模拟人的特点 

数字化模拟人，是借助计算机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构建而成的虚拟患者模型。它不仅能够模拟真

实人体的生理、病理状态，精准呈现药物的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过程，还可高度还原各类临床场景。其

技术特点与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高度仿真性：数字化模拟人能够逼真地模拟真实人体的生理与病理反应。依托先进的虚拟现实技术，

它能将临床场景和实验环境近乎完美地复刻出来，从医院病房的布局陈设，到手术室内的仪器设备，再

到患者病症发作时的各种表征，都能栩栩如生地展现，为使用者营造出身临其境之感，极大程度地提升

了学习与研究的沉浸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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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性：学生可直接对模拟人展开操作，在操作过程中，能够实时观察到药物的作用效果。比如在

模拟给药后，模拟人的生命体征数据，如心率、血压、呼吸频率等会即刻发生相应变化，学生能直观看

到不同药物剂量、不同给药方式所带来的差异化结果，以此加深对药物作用机制的理解，切实提升实践

操作能力。 
可重复性：虚拟环境赋予了学生反复操作练习的机会。在传统临床实践或实验中，受资源、时间等

因素限制，学生操作次数有限。而在数字化模拟环境下，学生可不限次数地重复特定操作，不断优化自

己的操作流程，加深对知识和技能的理解与掌握程度，直至熟练运用。 
安全性和无风险性：在虚拟环境里，学生可以毫无顾忌地自由尝试各种操作。无论是较为复杂的侵

入性操作，还是尝试不同药物组合方案，都无需担忧对真实患者造成伤害。这既为学生提供了充分探索

和学习的空间，又避免了医疗事故风险，保障了医疗教学与研究过程的安全性。 

3. CBL 教学法联合高仿真智能模拟人在《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教学中的应用 

3.1. 授课形式  

课程采用小班化分组授课模式，将学生每 5 名分为一组，共设 8 组。每堂课时长 90 分钟，各组学生

轮流在模拟人上开展实践操作。 

3.2. 课前准备 

课前模型准备：根据病例特点，选择高血压、心律失常、心力衰竭、肺炎、支气管哮喘、癫痫等疾病

编写教学病例。并将病例录入 PediaSIM ECS 系统。同时每章内容上课前发布任务，让学生自主学习本次

课的理论内容，可以参考教师发布的教学资料，也可通过网络文献、专业书籍等自行学习。以呼吸系统

“支气管哮喘患者的药物治疗”为例，学生需要依据“哮喘”相关的药理学知识，深入剖析哮喘的病理

生理学机制，结合临床表现，梳理临床一线用药情况。通过自主查找资料，进行独立思考，并在小组内

展开讨论，拟定出初步的用药处方以及诊疗方案。这一过程不仅促使学生主动学习，提前熟悉课程重点

内容，还培养了学生自主探索知识、团队协作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3. 课中实践 

课中，教师运用 PediaSIM ECS 运行事先录入的病例，教师简单介绍病史，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组建临

床药师小组，利用诊断学知识询问病史，体格检查，向教师问询或索要相关的实验室检查及其他辅助检

查结果，教师根据病例提供资料，学生对“患者”展开诊疗施救工作。整个诊疗过程主要划分为“接诊–

病情判断–紧急处理–用药方案的制定–用药指导”五个关键阶段。各小组依次轮流汇给药方案，并在

模型上进行用药方案的具体实施，教师则根据学生的诊疗计划控制模拟人做出好转、恶化、死亡等临床

反应模式。例如，在模拟治疗过程中，当为“患者”吸氧后，能够通过连接 ECS 的监护仪清晰观察到血

氧饱和度的提升；吸入沙丁胺醇后，可直观看到支气管扩张的效果，同时各项生理指标和临床症状出现

好转。最终教师和学生一起分析回顾病例，总结整理。 

3.4. 课后总结 

课后，学生借助实践操作的经验以及教师的引导，进一步查阅资料，对之前制定的治疗方案进行深

度优化，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科学且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这一过程促使学生对课程知识进行回顾、反

思与深化，将课堂所学转化为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实践技能，为今后在实际临床工作中应对类似病例奠定

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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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学评价体系的改进  

在《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教学中，对教学评价体系进行改进至关重要。传统教学评价体制存在明

显局限，它常将单一的考试成绩作为评判学生课程学习水平的关键指标。这种模式无法全面、准确地反

映学生知识掌握、实践能力、思维拓展等多方面的真实情况，难以激励学生全面发展。 
因此，必须改革评价体系，构建一个能综合考量学生基础知识掌握程度与运用能力、实验操作水平

等多维度的评价模式。这一转变对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态度有着直接且深远的影响。以 ECS 实践教学

成绩评价为例，可细化为以下几个部分： 
课前准备环节(30%)：涵盖课前预习、查阅文献以及小组讨论并设计给药方案。学生通过预习，提前

了解实验内容，查阅相关文献拓宽知识视野，小组讨论中碰撞思维火花，共同设计给药方案，这一过程

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信息检索以及团队协作能力。 
课堂展示与实践环节(40%)：小组成员需讲解给药方案，并现场进行演示操作，同时还要应对医生、

护士、患者提出的用药咨询。在此环节，学生不仅要清晰阐述方案思路，更要在实际操作中展现专业技

能，面对各种咨询灵活运用知识解答疑问，极大锻炼了学生的表达能力、实践操作能力以及应变能力。 
方案优化与结果监测环节(20%)：学生需对给药方案进行优化，并在运行该方案过程中，密切关注并

记录相应生理生化指标的变化。这要求学生具备批判性思维，能根据实验结果对方案进行调整完善，同

时严谨对待实验数据的收集与分析，提升了学生科学研究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实验报告撰写环节(10%)：完成实验报告是对整个实验过程的总结与反思。学生需条理清晰地阐述实

验目的、方法、结果以及结论，锻炼了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有助于学生系统梳理知识，

加深对实验内容的理解。 
成绩评价细化后，能够更为客观、全面地评价学生的综合能力。在整个实践过程中，学生始终处于

主体地位，不再是被动接受知识，而是主动将所学知识与技能应用于解决一个个具体病人、具体疾病所

衍生的临床问题。通过这样的教学评价体系改进，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全方位提升。 

5. 教学效果评价 

为了解 ESC 在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中的教学效果模式改革的开展对培养创新型药学人才的作用，开

展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昆明医科大学药学院 2021 级参加过 ECS 模拟人在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综合训

练的 214 名药学专业学生。发放了 214 份问卷，回收了 214 份问卷，有效问卷 210 份，问卷的回收率为

98.1%。调查结果如表 1。 
 

Table 1. Investigation of the teaching mode of combining CBL with PediaSIM ECS 
表 1. CBL 结合高仿真智能模拟人教学模式的调查 

 
同意 不确定 不同意 

人数/占比 人数/占比 人数/占比 

对 CBL 结合模拟人在教学中应用非常满意 193 (91.9%) 15 (7.1%) 2 (1%) 

更易掌握学习内容 178 (84.8%) 28 (13.3%) 4 (1.9%) 

提升对临床用药知识的理解 185 (88.1%) 20 (9.5%) 5 (2.4%) 

增强药物治疗方案设计能力 180 (85.7%) 27 (12.9%) 3 (1.4%) 

增强实际操作技能 159 (75.7%) 68 (32.3%) 3 (1.4%) 

提高团队协作能力 170 (81.0%) 37 (17.6%) 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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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培养药学服务的意识 186 (88.6%) 22 (10.4%) 2 (1%) 

提高发现问题、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 175 (83.3%) 33 (15.7%) 2 (1%) 

指导教师的指导及时有效 115 (54.8%) 90 (42.9%) 15 (7.1%) 

考核方法合理 162 (77.1%) 30 (14.3%) 18 (8.6%) 

增加了学习压力 16 (7.6%) 20 (9.5%) 174 (82.9%) 

教学环境和设施满意 106 (50.5%) 89 (42.4%) 15 (7.1%) 

继续开展此教学模式 195 (92.9%) 13 (6.1%) 2 (1%) 
 

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对 CBL 联合模拟人这种新型教学模式非常满意(占比为 91.9%)，认为该教学

模式更易掌握学习内容(占比为 84.8%)，能够提升对临床用药知识的理解(占比为 88.1%)；增强药物治疗

方案设计能力(占比为 85.7%)，增强实际操作技能(占比为 75.5%)，提高团队协作能力(占比为 81.0%)，培

养药学服务的意识(占比为 88.6%)，进而提高发现问题、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占比为 83.3%)，77.1%的同

学认为考核方法合理，92.9%的同学认为有必要并坚持开展此实验。说明大部分学生认可 CBL 联合模拟

人在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课程中的应用，认为要继续坚持开展教学模式。但在教师指导的及时性和有效

性和学生对教学环境和设施满意度偏低，为 50%左右。结果表明，学生对 CBL 联合模拟人在药学综合知

识与技能课程中的应用是肯定的，但上课教师应该更好的控制上课纪律，及时有效的引导。 

6. 教学反思  

CBL 的核心是“以病例为先导，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9] [10]。而高智能

仿真模拟人具有无风险、真实性、重复性、针对性等特点，可以用来强化技术训练，强化实践动手能力，

有效减少或者避免对患者的损害[11] [12]。本研究创新性的将 CBL 联合高智能仿真模拟人在药学综合知

识与技能中实践应用，这一过程有效锻炼了学生的实践操作与临床思维能力，打破了传统教学中理论与

实践脱节的困境。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传统教学多以理论讲授为主，学生实践机会有限，难以将知识

灵活应用于实际情境；而 CBL 联合模拟人教学让学生在“实战”中学习，切实提升了岗位胜任能力。但

是在实践过程中也会发现一些问题，医学模拟人不能完全代替真实的病人，学生不能与之进行交流，不

利于培养医患沟通能力和创新能力。未来可进一步挖掘智能模拟人的功能，设计更具开放性和挑战性的

教学案例，鼓励学生大胆尝试新的治疗思路和方法，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总体而言，CBL 联合高智能

仿真模拟人在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教学中展现出巨大潜力，虽存在部分不足，但通过针对性改进，有望

为药学人才培养提供更有效的教学模式，持续提升药学教育质量，培养出更多适应现代医疗需求的高素

质药学专业人才。 

7. 结论 

CBL 联合高智能仿真模拟人在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教学中的应用，为学生提供了更加生动、直观的

学习环境，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然而，其在实际应用中仍面临技术成本高、教学资

源不足等问题。未来需进一步完善技术平台，丰富教学资源，推动药学教育的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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