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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药开发案例教学驱动药物化学硕士课程教学改革 *
李　政　高　伟

（广东药科大学药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药物化学是一门由多种学科相互融合而成的综合性学科，具有知识结构庞杂、重难点多且分散、需要记忆的内容繁多易混的

特点。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于创新药物研发的愈发重视，研究生阶段的药物化学教学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也随之显

现。笔者结合教学实践，提出在传统教学模式中引入案例教学法，本文阐述了在教学中运用新药开发案例进行教学的必要性及具体方法，

为药物化学硕士课程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关键词：研究生教育；案例教学法；药物化学；教学改革

药物化学是一门在化学和生物学科的基础上，由多种学科综

合，涉及药物设计、化学合成、药理学、药物代谢动力学、分子

生物学等多个方面的综合性学科。药物化学教育的主要目标是使

学生掌握重要的药物化学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具有创制新药的能

力和理解药物的化学、药效作用和药物治疗关系的能力。近年来，

药物化学学科发展迅猛，新理论、新技术的运用和学科间相互交

叉融通，催生出很多前沿性的问题，同时产业界发展日新月异，

与传统的药物化学研究范式有较大差异，这对药物化学的研究生

教学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行的药物化学硕士课程教学模式，

通常以教师教学过程中的“教”为主，普遍采用“灌输式”的教

学方法，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无法和老师形成有效互动，缺乏

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最终大多数学生只能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

通过考试，而无法真正意义上将知识应用于科研实践当中，这一

现状背离了药物化学硕士培养的初衷。因此，笔者提出在传统教

学模式的基础上运用生动的新药研发案例，特别是“重磅炸弹”

药物研发的实战案例进行案例式教学法创新实践，以达到激发研

究生的科研学习兴趣，促进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加强研究生

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药物化学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法的必要性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将真实案例融入课堂教学，由教师引导学

生自主学习、讨论的一种现代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在教学内容

与实践经验间搭建起了桥梁，相较传统教学模式中将解决问题的

“工具”教于学生，案例教学法则在理论课堂上更进一步，由老

师引导学生自主使用“工具”去解决科研实践中的实际问题，案

例教学法可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学生主体的参与感，实现教学内容

的实践性和教学方法的灵活性，最大化提升学生综合素质。近年来，

多项研究表明在药学传统教育模式的基础上采用案例教学可以有

效提升教学质量。休斯顿大学在药物化学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法

后，课程的满意度在两个年级中分别达到了 88% 和 92%，大量学

生反馈药物化学的学习变得更加轻松，学习积极性更高，在对药

物化学知识的理解更加透彻的同时，对药物设计学、药理学等其

他药学学科的学习、研究大有帮助。另一对采用案例教学法前后

单元测试成绩的研究表明，单元测试的不合格率从 6.67% 降低至

0.68%，优秀率从 15.00% 提高至 40.54%，这为案例教学法能有效

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多种研究表明，药物化学

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法不仅受到学生广泛欢迎、提高了学生课堂

参与度，更可以切实降低学生的学习难度，深化学生对药物化学

知识的理解，做到了摒弃传统“填鸭式”教学模式的诸多不足之处，

真正达到“授人与渔”的效果。

二、教学改革基本思路

在当下“抓三基（基本原理、基本操作、基本方法）、推三

新（新方法、新内容、新体系）、促三能（学习能力、创新能力、

实践能力）”的教学思路引导下，利用案例教学法的现代教学手段，

对教师课前准备的案例选择、案例分析的准备工作、和案例的课

堂讨论三个方面进行教学改革，具体措施如下：

（一）案例的选择

案例教学法中新药开发案例的选择并非随意选取，而是要根

据教学内容和药物化学硕士培养的侧重点精心选择和设计，基本

遵循以下原则：

1. 所选案例要贴切、恰当，能全面反映药物化学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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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选案例要生动，具有吸引力，从而调动硕士生的积极性，

吸引其积极参与和主动思考；

3. 所选案例要难易适度，充分考虑到硕士生的知识层次，尽

量选择和设计出大部分学生都可理解接受的案例，结合书本原理

方法，深入浅出地对新药开发案例予以阐述。

如以选用阿伐他汀的研发过程作为案例，阿伐他汀是学生们

在本科学习阶段较为熟悉的药物，其大致开发过程在本科阶段有

所涉及，可确保每位同学都能理解接受，且阿伐他汀研发过程中

涉及到的具体技术难点问题和决策方法又是药物化学领域的经典

案例，通过将自身置于该案例中进行技术决策的选择，多维度剖

析一个成功药物开发所需要具备的专业技能和独到眼光，对于培

养硕士生解决产业界具体问题的能力大有裨益。

（二）做好充分的案例分析准备工作

教师在选择好新药开发案例后要仔细研读思考，选用此案例

主要想解决什么问题？案例将可能涉及哪些方面的知识？通过研

读思考，翻阅教材和资料，将相关信息整理归纳出来，作为学生

讨论时的框架，以便在教学时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分析。如上

述阿伐他汀案例中，我们归纳了几个关键问题，首先，阿伐他汀

先导化合物的发现与青霉素发现有异曲同工之处，均为基于偶然

现象开展微生物代谢产物研究，可激发硕士生科研探索灵感；其次，

从美伐他汀研发失败中汲取教训，寻找背后失败的可能原因（动

物模型、毒理研究等）；最后，阿伐他汀是如何在临床研究设计、

上市后推广等方面实现“逆袭”的？研发人员和企业高管又有哪

些大胆的实验举措，使得该药物打败竞争对手，最终成为市场重

磅炸弹？对这些问题的归纳、总结研发经验，对于培养硕士生的

创新科研素养和全方位思维方式等方面将大有裨益。

（三）案例的课堂讨论

根据新药案例的设计内容和教学要求，引导学生开展课堂讨

论。通过抽问、追问、抢答、自由讨论等方法，使教学问题得到

多角度的探讨。在案例讨论结束时，老师小结讨论的成果，给出

分析的思路或者学习的结论和建议。如在上述“阿伐他汀”案例中，

我们以案例为线索贯穿课程全程，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并置身案例

当中该如何解决技术难题、如何做出研究决策，并以小组讨论的

形式，启发学生分析解决案例所涉及的问题，最后由老师引导学

生得出结论，从而对阿伐他汀药物设计、活性及机制研究、临床

设计方案、上市推广和药物经济学等开发过程有更全面透彻的了

解。

三、结语

药物化学是药学专业研究生最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之一，药

物化学学科的教学质量与药学研究生的整体学术能力息息相关。

新药开发案例教学驱动药物化学硕士课程教学改革，可以更好地

引导研究生熟悉药物化学科研方法、拓宽科研思路，切实提高研

究生自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研究生更深刻的理解

药物化学知识体系，助力药学研究生后续药学相关其他学科的学

习和科研技能提升。笔者对于案例教学在药物化学教学中的探索

和实践，希望可以在提高药物化学教学质量、推进药物化学教育

改革方面提供一种可行的思路，为国家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输送知识体系更完备、科研能力更强的高质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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