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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药物毒理学是一门研究药物对机体的毒性以及毒性产生机理的学科，主要包括药物毒理学基础理论，药

物的各种毒性和评价方法，新药研发注册申报前的新药安全性评价等内容。它是一门交叉学科，涉及到

药理学、生理学、病理学、实验动物与动物实验、药物分析学、统计学等很多专业学科的内容，对学生

综合知识要求高，因此药物毒理学的教学是一个难点。本文作者查阅了大量的文献报道，结合自己的教

学经验，对于药物毒理学课程的建设提出了思考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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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ug Toxicology was a course that study the toxicity and the toxic mechanism caused by drug. The 
content of this course included the basic theory of drug toxicology, introduction of all kinds of tox-
icities and the evaluation method and the safety evaluation before registration of new drug. It’s an 
interdiscipline that referred to many professional courses like Pharmacology, Physiology, Pathol-
ogy, Experimental Animals and Animal Experiments, Pharmaceutical analysis and statistics, etc. So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was needed for the student and the teaching of Drug Toxicology was an 
aporia.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suggested the reflec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about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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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of Drug Toxicology based on the massive literature consulted and the teaching-experi-
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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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药物毒理学是一门研究药物对机体的毒性以及毒性产生机理的学科[1]。主要包括以下内容：药物毒

理学基础理论，药物的各种毒性和评价方法，新药研发注册申报前的新药安全性评价相关内容[2] [3]。药

物毒理学课程会涉及到非常多的内容，需要许多基础或高等学科的支持，如药理学、药物化学、药剂学、

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诊断学、实验动物与动物实验、药物分析学、生物药剂学与药代动力学、仪器

分析、色谱理论、统计学等[3]-[5]。鉴于药物毒理学的知识综合性和复杂性，药物毒理学课程一般会在高

校药学相关专业的高年级开设，有些医学院校也会开设在研究生课程中[6]，因为药物毒理学已经不同于

一般的理论课，更偏向于应用型的课程，可以直接指导新药安全性评价研究工作。 
众所周知，药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表现为药效，可以治病救人，而另一方面可表现为药物毒性，

即药物使用不当或药物本身就存在各种不良反应，因此，药物毒理学是与药理学对应的学科。一名成熟

的药学从业人员，必须全面掌握药理学和毒理学知识，才能在医药实践中指导合理用药、在医药研究中

趋利避害，真正意义上服务人民大众，造福人类。 
作为高等药学类专业课程之一，药物毒理学课程承担着培养高级药学人才的重任。但该课程的教学

现状并不乐观，已有许多从业教师对药物毒理学的课程建设、教学手段等进行了改革尝试[2] [7]-[15]，如

“基于问题的学习”(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教学法[16] [17]、同伴主导的小组学习(Peer-Led Team 
Learning, PLTL)教学模式[18]、多元化教学方法[19] [20]、混合式教学方法[21]、三明治教学法[22]、文献

教学法[23] [24]、创设问题情境教学模式[25]等。根据文献报道和对本校及多所医学院校药物毒理学课程

的调研，药物毒理学课程普遍存在以下问题：1) 学生对于药物毒理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基础知识不够

扎实，造成教学效果较差；2) 有些教师(一般是教学型教师)没有充分认识到药物毒理学作为应用学科的

属性，偏重于理论讲解，脱离了与实际应用的联系，而有些老师(一般是研究型教师)反过来侧重于讲解商

业项目或实验中的应用，脱离了理论基础；3) 课时数较少，课程内容多，一般没有实验课，学生难以理

解和记忆。但也有积极的一面：1)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知识传播方式爆炸式增长，学生的知识面有所拓

展；2) 随着多媒体教学的多年普及，教学内容展示方式多样化，教学进度可加快。综合来说，药物毒理

学课程建设和教学方式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值得思考和研究对策。 
笔者从事新药安全性评价研究工作十余年，对于药物毒理学有丰富的一线从业经验，近些年开始从

事药物毒理学课程教学工作，通过对比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以及对于药物毒理学课程建设、教学研究

方法等文献报道的分析阅读，笔者也对药物毒理学课程建设提出了一些见解。 

2. 从学生角度 

段灿灿等从学生视角对药物毒理学教学改革模式进行了探索[1]，笔者深以为然，根据这些年对于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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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毒理学教学工作中对于学生的观察和了解，学生对于药物毒理学课程教学的不利因素主要有 2 个：一

是基础较薄弱，没有学习药物毒理学所需要的完整知识结构；二是对于药物毒理学课程重要性认识不够，

对课程不够重视。以我校药物毒理学课程为例，我校的药物毒理学设置为研究生专业选修课，一共 32 课

时。但是每次选这门课的学生并不多，且即便是选这门课的学生，有些学生并不是觉得这门课对其研究

工作有多重要，而是为了获得足够的学分。这点可以从教学出勤率、听课专注度得到佐证，有些学生会

不止一次的缺席，有些学生课程虽未缺席，但并未专注听课，课堂作业的结果也能反映学生的态度。而

对于基础较差和知识结构不完全的问题，平心而论，不完全是学生的问题，首先研究生在本科期间学过

的课程并不完全一样，有些课程有些学生可能并未学过，其次，即便是学过的课程，很多知识细节学生

可能已经遗忘。 
对于学生的态度问题，笔者认为要让学生理解药物毒理学的重要意义，如在第一次绪论课，就将药

物毒理学的学科意义及重要性讲清楚，通过绪论课的精彩讲解(一般绪论课是最能讲得精彩的章节)，也可

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学生端正态度，认真学习。而对于学生的基础知识薄弱的问题，笔者认为需要通

过两方面的努力来尽量解决：一是教师告知同学下次课会涉及哪些学科知识，提前预习，比如药物毒代

动力学章节，可以先告知同学事先预习药物分析、仪器分析、药代动力学等学科的知识；二是教师通过

通俗的语言将某些专业问题讲透彻，通过图片、视频等方式将专业问题讲形象，使学生能听懂，比如 GLP
的概念，只讲概念较为抽象，可以通过 GLP 机构内的各种仪器、场地图片，某些仪器的标准操作规程的

视频解说等各个方面使学生对于 GLP 的理解具体形象化。 

3. 教师角度 

根据高等教育理论，教师在师生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师本身的学科

能力水平直接决定了教学的效果，二是教师的教学方式、教学能力影响了学生的积极性、兴趣、参与度

等，间接影响了教学效果，因此教师是决定药物毒理学课程建设的主要因素。 
笔者根据教学实践，认为教师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一是端正态度，把教会学生作为自己的

责任。这是最重要的，只有思想正确，才能激发斗志，想尽各种办法去实现目标。只想着例行公事、讲完

就行，注定达不到好的教学效果；二是努力提高自己药物毒理学的学科专业水平，包括经典的理论和最

新的学科发现，经典理论要理解，最新发现要了解[26] [27]。只有这样，上课时才能引经据典、旁征博引、

灵活精彩地讲述知识点。如对于药物呼吸系统的毒性作用章节，除了讲述呼吸系统的毒性作用，如能结

合当前新冠肺炎的最新研究动态，对于学生理解该章节的内容大有裨益。而且对于药物毒理学这种应用

性较强的课程，如能结合具体实验或者项目应用实例讲解，教学效果会更好，如对于药物成瘾性和依赖

性的章节，可以结合影视作品中的毒品以及抑制重度疼痛的麻醉药品讲解，更加贴近生活，有助于学生

形象地理解该章节内容；三是要进行教学反思，揣摩学生的心理，有时候设身处地地将自己想象成一名

学生，思考怎么设计教学方式才能吸引学生的兴趣和注意力。比如采用案例法教学、提问式教学、启发

式教学，比一味地采用讲述法更能吸引学生的参与[28]。四是可结合新技术尝试进行一些创新型的教学模

式和方法，如结合虚拟仿真技术、网络微课堂、在线学习平台等，这些结合新技术的教学方法可提高学

生的关注度。此外，教师也可通过问卷调查、访谈、课堂观察等方法收集数据，对学生学习情况、教师教

学方式方法接受度等情况进行深入分析，以便于对教学方式方法进行验证和改进。 

4. 课程本身角度 

除了教师和学生需要努力，药物毒理学学科本身有自己的特点，前述已经阐明药物毒理学涉及知识

点非常多，如药理学、药物化学、药剂学、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诊断学、实验动物与动物实验、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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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分析学、生物药剂学与药代动力学、仪器分析、色谱理论、统计学等，需要教师根据教学进度提前提

示学生进行相关知识的预习。除此之外，药物毒理学还有几个特点，教师可以充分利用来设计课程，达

到更好的教学效果。一是可以从讲解新药研发整体过程去理解药物毒理学的地位，通过描绘药物研发这

个宏伟的过程，包括药效研发等正面推进过程以及毒性研究等反面筛选过程，使学生对于药物毒理学的

重要性有战略宏观上的认识，从而端正学习态度[26] [29]-[31]；二是将药物毒理学与药理学区别与联系，

药理学侧重于药效和分类，简单说学了药理学，可以知道这个药治什么病，而药物毒理学并不是讲述某

个特定药物的毒性，而是讲述药物毒性的表现和机理、研究药物毒性的方法，因此，两者虽然是对应的，

但是教材编写逻辑完全不一样。通过这样的对比，也能让学生尽早理解药物毒理学课程的内容和逻辑，

调整学习的方法；三是药物毒理学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正如前所述，药物毒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

科，因此，应注意理论与应用的统一，尤其是药物安全性评价部分，教师在讲授这部分内容时注意学科

理论与商业项目应用、法规规范等的有机结合，使药物毒理学课程真正学以致用，案例式教学也更能吸

引学生的兴趣。 

5. 思政要求 

近几年，国家越来越重视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医学院校课程中也非常重视思政教育[32] [33]，已有

教师对于药物毒理学思政元素融入进行了探索和尝试[34] [35]。笔者认为：加入思政元素并不难，但对于

非专业的思政工作者，难的是毫无违和感的自然植入过程，强行加入思政内容效果不佳。笔者的经验是

通过讲述社会热点问题、讲述具体实例、分享个人经历等具体例子，将所要表达的思政元素融入其中，

使思政教育润物细无声地完成。如举例新冠疫情期间中国的强大动员能力、医疗物资的生产能力，远超

世界上所有国家，看似不经意的例子，实际上能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国家民族自豪感。 
而思政主题方面，除了党政、时政等要素，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爱国主义等属于社会正能量的内

容，都可以归入思政内容，更多的思政主题也更容易让教师多维度地植入。“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

也。”“道”即为人之道，做事之道，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现代大学的课程思政即是“传道”，正

是要在自然而然、润物无声中，围绕着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实现民族伟

大复兴的理想和责任，引导学生们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势、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家比较、正

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只有树立了正“道”，学生们才能真正成

才，真正成长为爱国的、对社会有用的、有责任担当的新时代人才。 

6. 展望 

药物毒理学是一门综合性、应用性非常强的课程，又是药学专业特别是从事药物毒性研究与安全性

评价工作的必修课程。因此，做好药物毒理学课程建设，对于培养药物毒理学人才，提高药物毒理学从

业人员素质，具有重要的作用。随着药物毒理学从业教师的增多、教学研究的深入、教学手段的多样化，

药物毒理学的课程建设工作必将上升到新的台阶，届时将会为社会培养更多高水平的药物毒理学从业人

员，为中国的新药研发工作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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