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人为本-理念贯穿于药理学教学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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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理学是医药学专业学生接触到的基础课的核心课程#又

是与临床密切相关的桥梁课程+为了适应教育体制的改革#必

须更新观念#不断改革教学方法#提高药理学教学的实效性#在

有限的教学时间中使学生掌握更多的药理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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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

药理学教学模式以传授知识为主要任务#教学中以教师,书本,

课堂为中心#学生经常是被动学习+在目前大力实行.创先争

优/活动之际#教师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应该充分调动学生积极

性#探索新的教学路径+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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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国神经病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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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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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医学院应用的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它的原理是以问题为基础#

以病例为先导#采用学生自学和小组讨论,教师教学引导紧密

结合的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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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就是学习内容#经过精心设计编排而

成的#教学目标所要求掌握课程内容被严谨地安排在问题之

中+

目前#

/1J

的教学方法已在世界多所医学院校逐渐推广

应用+作者根据本校的文化背景,招生规模,师资力量等方面

的具体情况#将
/1J

教学模式在临床医学专业中广为实施#目

前在非临床专业的教学中试用#本教研室努力探索#并将其.以

人为本/的教学理念贯穿于整个药理学教学过程#收到了良好

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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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际情况和药理学课程的特点#教师只根据教学内容

给学生提供具有代表性的模拟临床病例#适当地提出一些能激

发学生兴趣的问题#然后让学生自己去发现更多的问题#查找

资料获取所需知识#组织小组讨论#各小组互相提问#发挥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变学生客体为主体#提倡由学生自主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比如请学生谈谈对合理应用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的

理解#此例就要求学生首先要理解什么是药物的合理应用#再

来分析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的特点#结合抗生素的使用注意事

项#进行综合回答+再比如以下病例!大肠埃希菌脑膜炎与败

血症,并发休克的患者#该首选哪些药物治疗#并给出其理由+

该病例涉及的就不仅是单独的某一章节#需要学生全面归纳总

结#既要学习药理学的知识#还要复习病理,生理学的相关知

识#系统性地进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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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步骤

首先由学生阅读病历#然后将学生分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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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个小组#

开展小组讨论+小组讨论时要求每个学生根据讨论内容发表

自己的意见#然后由每组选出一位同学代表该组陈述讨论结果

及理由#最后教师进行讲评总结+

鉴于学生还没有学习临床相关课程#并且某些专业如公共

卫生管理等专业的学生理论课时相对缺乏#因此教师给出病例

资料应诊断明确或者极易诊断+药理课一般要求学生根据病

情和诊断选择治疗药物和决定给药方案#要求学生尽量多地列

出可选用的各类药物#并说明其优点+在选择病例时#避免过

于单一的病种+

比如对.抗精神病药/这一章节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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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时#给出病

例时明确患者诊断为.精神失常
&

型/#希望学生根据患者的症

状分型进行合理用药#再分析用药后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学

生基本都能选出氯丙嗪作为适合用药#但是在分析氯丙嗪引起

的低血压该如何纠正时就有一些争议+此时#教师的角色就只

是做一个引导#不能因为学生的某些明显错误的观点就立即指

正#要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让各小组互相辩论#找出最适合

的解决方案+当学生很肯定地指出可以用去甲肾上腺素时#教

师还可以试探性地引导学生考虑能否用多巴胺#再次激发学生

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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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缺点分析

在实施
/1J

教学过程中#强调了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发

挥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能动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探

索精神和求知欲望#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经过自学,小组

讨论和教师的适当指导#形成积极主动思维及开拓创新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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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了相应的理论知识#并能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

作风+同时也锻炼了学生总结归纳的能力#间接培养了口头表

达的能力+

实施
/1J

教学时#是以给出病例为引导#这种病例教学可

改善教材内容枯燥单一,部分滞后性的问题#及时为学生提供

新知识+同时#教师在病例收集过程中#必然获得大量临床新

信息#这样就提高了教师的专业水平#促进了教师业务能力的

提高和知识的更新#使教学活动出现一种不断发展和提高的

局面+

但是#目前没有专门
/1J

教学的大纲和教材#少数指导教

师知识结构不合理#尤其是部分药理学教师是药学专业背景#

临床知识相对薄弱%学生对传统教育模式形成依赖#不适应

/1J

教学#且学生人数过多#教师负担过重%再加上学校财力

不足#网络设备,图书资料等不能满足
/1J

教学的要求#因此#

/1J

教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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