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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1．成果名称：字数（含符号）不超过 35 个汉字。 

2. 成果科类按照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2012年）》（教高[2012]9号）的学科门类分类（规范）填写。

综合类成果填其他。  

    3．成果类别代码组成形式为：abcd，其中： 

    ab：成果所属科类代码：填写科类代码一般应按成果所属学科代码

填写。哲学—01，经济学—02，法学—03，教育学—04，文学—05，历

史学—06，理学—07，工学—08，农学—09，医学—10，军事学—11,

管理学—12，艺术学－13，其他—14。 

    c：成果属普通教育填 1，继续教育填 2，其他填 0。 

    d：成果属本科教育填 1，研究生教育填 2，其他填 0。 

    4．推荐序号由 4 位数字组成，前两位为推荐单位代码，按照附件 1

《2017 年山西省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推荐名额分配表》中各推荐单

位代码填写，后二位为推荐单位推荐成果的顺序编号。 

    5．成果曾获奖励情况不包括商业性的奖励。 

    6．成果起止时间：起始时间指立项研究或开始研制的日期;完成时

间指成果开始实施(包括试行)的日期。 

    7．本申请书统一用 A4 纸双面打印，正文内容所用字型应不小于 4

号字。需签字、盖章处打印或复印无效。



 

 

一、 成 果 简 介（可另加附页） 

成 

果 

曾 

获 

奖 

励 

情  

况 

获 奖 

时 间 
奖项名称 

获 奖 

等 级 

授 奖 

部 门 

2013 
药学专业无机化学教

学改革与实践 

山西省教学

成果二等奖 
山西省教育厅 

2017 

PBL 和 LBL 双轨教

学模式在无机化学教

学中的探索和应用 

山西省教学

成果二等奖 
山西省教育厅 

2019 

全国高等学校药学类

专业青年教师微课大

赛 

国家级 

一等奖 

教育部高等学校

药学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 

2019 

全国高等学校药学类

专业青年教师教学能

力大赛 

国家级 

二等奖 

教育部高等学校

药学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 

2019 

多元化教学模式在无

机化学教学中的探索

与应用 

山西省高等

学校教学改

革项目 

山西省教育厅 

2019 

“无机化学”山西省

高等学校精品共享课

程立项培育课程 

省级 山西省教育厅 

2020 

“无机化学”山西省

高等学校精品共享课

程立项建设课程 

省级 山西省教育厅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2016 年 1 月           实践检验期：5 年 

  完成：2020 年 12 月 

1.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不超过 1000 字) 

在新医科背景下，本成果注重“以学生为中心”，针对药学无机化

学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和创新性思维为指导，坚持学以致用、突出应用的原则，通过基于 PBL

的翻转课堂、案例教学、网络教学、逆向思维教学等模式，系统构建多

元化教学模式的教学体系及其评价体系。 



 

 

本成果解决了传统教学中亟待解决的五个问题： 

（1）研究性学习能力 传统教学模式是教师教、学生学，强调知识

传授，学生始终处于学习的消极被动地位，抹杀了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和

个性化特点，导致所学知识不扎实、容易遗忘，本成果采用逆向思维的

教学模式，培养学生主动获取知识、自主学习和创新思维能力。 

（2）学以致用的能力 利用案例教学，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提

高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对一些理论性较强、知识点繁

杂的重难点内容，利用翻转课堂，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合作

精神和竞争意识，促进“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的转变。 

（4）获取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的能力 依托学银在线平台，自

主构建无机化学网络教学平台，涵盖教学大纲中教学内容相关的微课视

频和 PPT、参考书目及学习网址、延伸阅读材料等丰富的教学资源。此

外，利用手机客户端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如签到、抢答、交互讨

论、教学直播等，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师生互动；通过网络平台发布

作业和章节测试，针对性地了解学生的完成情况，无时空障碍掌握学生

学习动态。利用网络教学，使学生学习态度发生转变，变被动为主动，

在短时间内迅速掌握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克服传统教学受学时所

限，学生对难点问题理解不深入，缺乏足够的教学资源，理论与实践结

合不够，难以学以致用的问题。 

（5）科学考核评价体系 传统教学模式在考核方式上采用实验成绩

占 20%、期末考试成绩占 80%的方式，单纯对教学效果进行“平面化”

评价，对学生的平时表现、回答问题、课后学习等情况考核较少，而且

没有相应的方案评估，从而导致学生课后学习动力减弱，所学知识不扎

实，师生互动不足，教师无法因材施教。本成果根据学生在整个学习过

程中的参与情况，加入过程性评价考核，采用终结性评价和过程性评价

相结合的方式评价其学习效果，每轮课程结束后发放满意度调查表和问

卷调查表，对多元化教学模式进行评价，从而建立过程可追溯的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考核评价体系。 



 

 

2.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不超过 1000 字) 

本成果主要分为四个层次： 

 主要能力培养目标 主要实施方法 

1 
拓展知识面，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和潜能，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网络教学、翻转课

堂、案例教学模式 

2 

提升学生专业认同感，激发爱国

情怀，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利用

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案例教学模式 

3 
有效提高学生参与度，增强团队

合作精神和竞争意识 

翻转课堂、逆向思维

教学模式 

4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

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逆向思维教学模式 

（1）网络教学模式 

利用学银在线平台，发布相关微课视频、PPT、课后延伸阅读材料

等，帮助学生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和知识巩固；发布讨论问题，促使学

生在相互交流中查缺补漏，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发布作业和考

试，及时把握学生学习情况，并对教学进度做出相应调整；利用手机学

习通，发放签到、抢答等活动，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

性，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潜能。 

（2）案例教学模式 

以具有启发性和实践性的案例为先导，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为线

索，打破以往基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束缚，克服基础理论枯燥、抽象和

难学的弊端，增强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结合最

新文献进展、诺贝尔奖和思政元素，提升课程的深度和广度。 

（3）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对理论性强、抽象的知识点，采用基于 PBL 的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课前提出问题，引发学生思考与讨论，自主查阅相关资料，完成课

前学习。在课中，由学生主讲、讨论、辩论，最后老师补充和点拨、归

纳总结，加深和巩固所学知识点。将学生分组并建立分组打分机制，有

效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增强竞争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4）逆向思维教学模式 

学生实验前查阅资料，完成预习报告，逆向思维地论证实验的每步

设计途径及原由；完成基本实验技能培训及经典实验逆向思维的教学

后，给出不同知识层面的设计性实验题目，由学生查阅资料，结合所学

知识自行设计实验方案，建立逆向思维的实验教学法、综合性和设计性

实验等多层次、多模块的实验教学体系。 

（5）完善多元化模式教学体系 

通过满意度评价和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对多元化教学模式的满意程

度和评价，结合调查结果及时完善教学体系。 

（6）构建多元化教学模式评价体系 

釆用过程性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过程

性评价涵盖学生签到、线上章节测试和考试、线上讨论、平时作业、小

论文等，终结性评价采用线下考试、实践操作与笔试等方式，建立过程

可追溯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考核评价体系，全面评价学生学习的全过

程。 

3.成果的创新点(不超过 800 字) 

（1）构建基于多元化教学模式的无机化学教学育人体系 

在教学过程中，注重通过多元化教学模式将思政元素融入课堂。通

过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的紧密融合，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

三者融为一体。 

（2）系统构建基于多元化教学模式的无机化学教学体系 

该体系依托学银在线平台，自主构建无机化学网络教学平台，以基

于 PBL 的翻转课堂、案例教学、逆向思维教学等模式为切入点，确立



 

 

“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性思维为指导”的教学理念，坚持

学以致用、突出应用的原则，构建新医科背景下线上线下较为完善的无

机化学多元化教学体系，有效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提高了教学效率和质量。 

（3）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通过网络教学平台中近 80 个重要知识点的微课视频、热点追踪、

诺贝尔奖回顾等，鼓励学生自主探究，提升教学的深度和广度，开阔学

生视野，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和能力。通过案例教学，引导学生根

据所学知识分析思考，提高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通过翻转课堂，促进了“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的转变，

团队协作精神显著提升。通过建立逆向思维教学模式，颠覆传统的从教

→学的教学模式，贯穿从学→教的逆向思维教学法，使学生成为真正的

参与者和“设计”者，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分析解

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4）丰富教学评价，构建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 

以学生为中心，构建过程性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多元化考核评价

体系，丰富线上签到、作业和章节测试、期中测试及线下报告答辩式、

探究式、互动讨论式、笔试等评价方式，借助智能平台大数据实现全程

线上线下动态考核。 

（5）以教材建设促进多元化教学模式的实施 

张爱平近五年来主编国家规划教材 2 部，副主编 2 部，参编 7 部，

并成功入选国家卫健委“十四五”规划教材副主编，通过编写教材，丰

富教学资源，并提升教学手段，促进多元化教学模式的实施。 

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不超过 1000字) 

本成果以“校校联合和师生双促”的方式进行应用推广，效果显

著。 

（1）受益面广，效果显著 

自 2016 年来，山西医科大学和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大连医科大



 

 

学等 20 多所高等医药院校联合进行案例教学，效果显著。且案例教学

成果已分别于 2016 年和 2017 年通过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

出版，使用单位反映良好，一致认为真正达到了教师好教、学生好学、

实践好用的“三好”目标，并带动了全国高等院校案例式教学改革。 

   

科学出版社和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用书证明 

   

中山大学、大连医科大学、广西医科大学反馈意见 

 

（2）学生综合素质和教学效果明显提高 

本成果的实施，不仅提高了无机化学教学效果，而且对学生综合素

质的提高产生了很大影响。学生的创新能力明显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普遍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和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有效增强；学生

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显著增强。 

  

   

翻转课堂教学情景 

 

例如：张爱平指导的多名本科生荣获优秀本科毕业论文；指导的马

炎彬同学获批 2018 年山西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杨琳

娇和徐言丽同学分别获批 2016 年和 2017 年山西医科大学大学生创新创

业校级项目；张淑秋和张爱平指导的《药知道有限公司》和《中风在线

项目》分别荣获 2017 年第三届“互联网+中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二

等奖和 2020 年山西医科大学“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 

 



 

 

    

“互联网+中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和山西医科大学“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奖证书 

 

（3）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均显著提高 

在本成果全方位实施过程中，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均显著提高。

近 5 年来，主持和参与教改项目 7 项，发表教改论文 5 篇；主编国家级

规划教材 2 部，副主编和参编 9 部；杨丽荣获 2019 年全国高等学校药

学类专业青年教师微课大赛一等奖和教学能力大赛二等奖。科研方面，

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省级科研项目 7 项，发表论文 50

余篇，SCI 收录 37 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 项。 



 

 

  

张爱平主编教材 

    

杨丽全国教学竞赛获奖证书 

（4）促进了无机化学课程建设和其它课程改革 

通过该成果的实施，不断更新、充实和完善线上线下教学资源，无

机化学课程分别于 2019 年和 2020 年获批山西省高等学校精品共享课程

立项培育课程和建设课程，并于 2020 年上线学银在线，目前已有华东

理工大学、成都理工大学、安徽大学等 20 余所院校学生在线选课。 



 

 

无机化学是医药院校的第一门基础课，该成果不仅对医药专业后续

相关课程的教学及其改革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必然对同类院校相

关专业的教学改革产生重要影响。 

   

2019 年山西省高等学校精品共享课程培育课程获批文件 

   

2020 年山西省高等学校精品共享课程建设课程获批文件 

（5）同行认可，借鉴推广 

该成果得到国内同行专家的肯定，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可向全国推

广使用，张爱平被聘为国家一级刊物《药物评价研究》编委、SCI 期

刊、国内很多核心期刊杂志审稿人和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审专

家。 



 

 

二、完成人情况 

主 持 人 

姓    名 
张爱平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65 年  04  月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教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无机化学 

课程负责人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药学专业教学、科研 

工作单位 山西医科大学 

联系电话 0351-3985190 移动电话 13834679353 

电子信箱 tyshunv@126.com 

通讯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新建南路 56 号山西医科大学 259 信箱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励 

2013 年和 2017 年分别荣获山西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主 

 

要 

 

贡 

 

献 

药物分析专业学科带头人，博士，硕士生导师，负责项目的

整体策划、方案设计、研究和全过程的组织实施。 

1 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效果突出   

1987 年北京师范大学毕业，34 年来一直从事无机化学的教学

和科研工作，曾荣获山西医科大学中青年教学能手，山西医科大

学优秀教师，第二届“育人杯”中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一等

奖。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审专家，山西省教育厅教师资格

认定专家评委、山西省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委，

山西医科大学药学院“药学创新拔尖班”导师，人民卫生出版社

《无机化学》第 8 版副主编，全国普通高等医学院校“十三

五”、“十四五”规划教材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和《无机化学》



 

 

教材主编。主讲课程《无机化学》被评为山西省高等学校精品共

享课程培育课程和建设课程、山西医科大学线上线下精品课程，

主讲《无机化学》、《药学专业英语》、《General Chemistry》等

本科课程，教学效果均获优秀评价。 

2 创新教学模式   

探索基于 PBL 的翻转课堂、案例教学、PBL 和 LBL 双轨教学

模式、网络教学、逆向思维等教学模式，应用于教学中。 

3 推广应用，使更多师生受益   

积极与各大出版社和各学习平台联系，将该教学成果部分内

容编辑成书或相关教学资源上线，并推广应用，使更多师生受

益，深受师生好评，效果显著。 

4 指导本科生成绩显著   

指导的多名本科生毕业论文，均获得山西医科大学优秀本科

生论文。指导的马焱彬在 2018 年山西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项目中立项并获资助；杨琳娇和徐言丽分别在 2016 年和 2017

年山西医科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校级项目中立项并获资助。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完成人情况 

第( 二 )完成人 

姓   名 
张淑秋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62 年 11 月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教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药学院院长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药学专业的教学科研 

工作单位 山西医科大学 

联系电话 0351-3985190 移动电话 13513629182 

电子信箱 shuqiu.zhang@126.com 

通讯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新建南路 56 号山西医科大学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励 

2016 年“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探索” 荣

获 2016 年度医学教育和医学教育管理百篇优秀论文三

等奖 

主 

 

要 

 

贡 

 

献 

主持药学院教学改革与建设工作，坚持把培养具有创新精神

和创新能力的药学人才作为根本任务，负责全院教育教学改革。 

1. 作为教学管理者，负责指导和设计无机化学教学改革中与

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对接与融合；负责思政案例库的建设；负

责对本成果落实进行协调和全面指导。 

2. 教育部高等学校药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执

业药师工作专家，中国药理学会药物代谢专业委员会委员，国际

药代学会会员，山西省药学会常务理事暨药剂学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山西省新药审评专家，山西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山

西省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普通高等医学院校“十三五”、“十

四五”规划教材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和《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



 

 

学》主编，近 5 年，主编教材 1 部，参编 3 部。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等 3 项，发表论文 30 余篇，SCI 收录 13 篇。指导和培

养青年教师 3 人，培养博士生和硕士生 18 人。 

3. 教育教学研究成果显著 

（1）2019 年，药学专业被认定为首批国家级一流专业本科建

设点，第一负责人 

（2）2019 年，临床药学专业被认定为山西省高等学校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点，第一负责人 

（3）2018 年，“新医德”教育模式下的药学德育教育案例库

建设，第一负责人 

（4）2017 年，服务制药产业创新学科群，第一负责人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完成人情况 

第( 三 )完成人 

姓   名 
杨丽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88 年 11 月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讲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药学院教工一支

部宣传委员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药学专业教学、科研 

工作单位 山西医科大学 

联系电话 0351-3985190 移动电话 15135153400 

电子信箱 yangliwdccms@163.com 

通讯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太原万科城四期 33-1-1904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励 

2019 年荣获全国高等学校药学类专业青年教师微课大

赛一等奖和教学能力大赛二等奖 

主 

 

要 

 

贡 

 

献 

无机化学课程主讲教师，博士，讲师，参与项目的方案设

计、实施和总结工作。探索基于 PBL 的翻转课堂、案例教学、网

络教学等教学模式，应用于教学中。主要负责无机化学网络教学

平台的构建和维护，保证网络教学的顺利进行；监测和统计学生

的线上学习情况，结合线下考试构建完整的考核评价体系。 

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自己的教学科研水平均显著提高。在

教学方面，荣获 2019 年全国高等学校药学类专业青年教师微课大

赛一等奖和教学能力大赛二等奖；山西省高等学校精品共享课程

培育课程和建设课程、山西医科大学线上线下精品课程《无机化

学》的主要成员；积极参与教学改革，以第一作者发表教改论文

2 篇，参与山西省教改项目和山西医科大学教改项目多项。在科研

方面，近五年主持省级科研项目 3 项，发表论文 14 篇，其中 SCI

收录 11 篇。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完成人情况 

第( 四 )完成人 

姓   名 
苗兰兰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69 年 09 月 最后学历 硕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副教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药学无机化学教学、科研 

工作单位 山西医科大学 

联系电话 0351-3985190 移动电话 13643512325 

电子信箱 mllmll@sina.com 

通讯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新建南路 56 号山西医科大学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励 

2013 年和 2017 年分别荣获山西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主 

 

要 

 

贡 

 

献 

无机化学课程主讲教师，副教授，硕士，参与项目的方案设

计、实施和总结工作。探索案例教学、网络教学、PBL 和 LBL 双

轨教学模式、逆向思维等教学模式，应用于教学中。主要负责多

元化教学模式教学体系的构建工作。 

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自己的教学科研水平均显著提高。在

教学方面，参与校级和省级教改项目多项及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重点项目（国家级）“山西道地药材黄芪不同部位抗氧自由

基延缓衰老成分的提取分离”指导工作；参编全国高等医药院校

规划教材《无机化学》（案例版 第 2 版）及其配套教材；山西省

高等学校精品共享课程培育课程和建设课程、山西医科大学线上

线下精品课程《无机化学》的主要成员；指导的 1 名本科生毕业

论文获得山西医科大学优秀毕业论文。在科研方面，参与了国自

然基金项目中“有机锡抗癌化合物 DPDCT 中有关物质的含量测

定”。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完成人情况 

第( 五 )完成人 

姓   名 
张丽萍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78 年 10 月 最后学历 硕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实验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药学专业教学、科研 

工作单位 山西医科大学 

联系电话 0351-3985190 移动电话 13935121832 

电子信箱 zhangliping0350@163.com 

通讯地址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大学街 98 号山西医科大学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励 

2013 年和 2017 年分别荣获山西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主 

 

要 

 

贡 

 

献 

无机化学实验教师，实验师，硕士，主要负责无机化学逆向

思维模式的设计和实施，保证实践教学的顺利开展；负责项目的

资料收集和总结工作；参与无机化学网络教学平台构建和维护。 

项目实施过程中，自身教学科研水平和综合能力均得到显著

提高。教学方面，2013 年和 2017 年山西省教学成果奖（高等教

育）的主要成员，参与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创新项目 2 项，

主持 2020-2021 学年山西医科大学开放实验项目 1 项，参与山西

医科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 1 项和山西医科大学校级基金

（思想政治工作专项）项目 1 项，参编《无机化学实验》1 部，参

与无机化学精品课程建设。科研方面，2019 年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 项。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三、完成单位情况 

主    持 

单位名称 
山西医科大学 主管部门 山西省教育厅 

联 系 人 刘楠 联系电话 0351-3985122 

传    真  邮政编码 030001 

通讯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新建南路 56 号山西医科大学 

电子信箱 987224868@qq.com 

主 

 

 

 

要 

 

 

 

贡 

 

 

 

献 

山西医科大学高度重视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坚持把培养具

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药学人才作为根本任务，努力培养高素

质、创新型和实用型人才，为此不断深化和完善教学改革。 

1 提供经费保障 

山西医科大学推荐张爱平教授申报 2019 年山西省高等学校

教学改革项目，并对无机化学课程申报山西省高等学校精品共享

课程培育课程和建设课程、山西医科大学线上线下精品课程给予

了大力支持，充分保证本项目经费足额，及时到位。从而使本教

学成果顺利实施， 达到了预期目标。 

2 实施制度激励及出台政策倾斜方案 

为促进教学改革和提高教学质量，山西医科大学不断出台和

更新鼓励机制，在课程建设等方面，给予一定倾斜，鼓励创新。

对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探索，给予了大力支持。 

3 建立教学管理及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教务处负责教学管理制度建设和质量监控，教学单位负责项

目实施过程的有序运行，分工明确，各负其责，真正做到管理创

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切实保证质量。 

单 位 盖 章 

 

年    月   日 
 



 

 

四、推荐单位意见 

推 

 

荐 

 

意 

 

见 

（本栏由推荐单位填写，根据成果创新性特点、水平和应用情

况写明推荐理由和结论性意见） 

山西医科大学药学院张爱平教授团队在新医科背景下，注

重“以学生为中心”，针对药学无机化学教学模式存在的问

题，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依托学银在线平台，自主构建无机化

学网络教学平台，以基于 PBL 的翻转课堂、案例教学、逆向思

维教学等模式为切入点，确立“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

创新性思维为指导”的教学理念，坚持学以致用、突出应用的

原则，构建新医科背景下线上线下较为完善的无机化学多元化

教学体系及其评价体系，有效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提高了教学效率和质量，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

质。 

经过 5 年的教学实践，该成果在培养学生研究性学习能

力、学以致用的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获取新

知识、新理论、新技术的能力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教

学过程中，注重通过多元化教学模式将思政元素融入课堂；通

过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的紧密融合，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

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构建基于多元化教学模式的无机化学

教学育人体系。其中，该团队采用逆向思维教学法组织药学院

216 位学生分 10 组在山西医科大学进行答辩，学生反映收获颇

丰，被其他学院借鉴；同时，丰富的课程资源吸引了来自华东

理工大学、成都理工大学、安徽大学等 20 余所院校学生在线选

课。自 2016 年来，山西医科大学和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大连

医科大学等 20 多所高等医药院校联合进行案例教学，效果显



 

 

著。且案例教学成果已分别于 2016 年和 2017 年通过中国医药

科技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出版，使用单位反映良好，一致认为

真正达到了教师好教、学生好学、实践好用的“三好”目标，

并带动了全国高等院校案例式教学改革。此外，翻转课堂教学

模式多年来深受学生欢迎并在全校推广。总之，该成果促进了

无机化学课程建设和其它课程改革。 

经山西医科大学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评审，同意推荐张

爱平教授牵头的“新医科背景下无机化学多元化教学模式的构

建与实践”申报山西省教学成果奖。 

 

 

 
 
 
 
 
 
 
 
 
 
 
 
 
 
 
 

推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五、评审意见 

评 

审 

组 

意 

见 

山西省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评审组组长 

签字： 

年    月    日 

 

评 

审 

委 

员 

会 

意 

见 山西省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评审委员会主任 

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 3： 

 

 

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 

结  题  报  告  

 

 

 

项目名称    多元化教学模式在无机化学 

       教学中的探索与应用       

项目类型          一般 

项目主持人             张爱平 

所在学校        山西医科大学 

起止年月        2019.3-2021.3 

      

 

山西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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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改革项目结题简表 

 

项目名称 多元化教学模式在无机化学教学中的探索与应用 

项目主持人 张爱平 
专业技

术职务 
教授 所在单位 山西医科大学 

项目主要研究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称 专业 承担的任务 

1 苗兰兰 副教授 药学 
构建多元化教学
模式教学体系 

2 张丽萍 实验师 药学 
构建教学效果 
评价体系 

3 杨  丽 讲  师 药学 
完善多元化教学
模式教学体系 

4     

研究时间 

立项年月 2019 年 3 月 

完成年月 2021 年 3 月 

教
学
改
革
研
究
与
实
践
成
果 

如教学大纲、培养方案、课程标准、评价体系、教材（含音像教材）和教学软件课

件、研究报告、论文著作等（可在以下栏目中分别详细列举） 

1 建立了多元化教学模式的教学体系及其评价体系 

2 
修订了教学大纲、培养方案、课程标准、评价体系，完善了教学课件，

录制了教学视频 

3 撰写了 1 份研究报告 

4 发表了 2 篇相关研究论文 

5 

副主编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十四五”规划教材 1 部 

指导的《中风在线项目》分别荣获 2019 和 2020 年山西医科大学“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和三等奖 

6 

无机化学课程于 2019 年 9 月被山西省教育厅认定为 2019 年山西省高

等学校精品共享课程立项培育课程；于 2020 年 8 月被山西省教育厅认

定为 2020 年山西省高等学校精品共享课程立项建设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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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改革项目工作总结 

 

 

一、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研究措施 

 

研究内容 

（1）建立网络教学模式、案例教学模式、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相结合的多元化模式教学            

体系； 

（2）根据学生反馈及时调整教学模式，逐步完善多元化模式教学体系； 

（3）构建教学效果评价体系。 

 

研究方法 

（1）进行网络资源的收集和整理，确定整体方案和人员分工，制定采用多元化教学模

式进行教学实践的具体方案； 

（2）使用网络教学、案例教学、翻转课堂教学相结合的多元化教学模式进行无机化学

教学实践； 

（3）完善多元化教学模式，建立多元化教学模式的教学体系； 

（4）通过学生成绩考核、教学满意度评价和问卷调查等方法构建教学效果评价体系； 

（5）在此基础上修订教学大纲、培养方案、课程标准、评价体系，完善教学课件，录

制教学视频，同时撰写研究报告，发表研究论文。 

 

研究措施 

（1）分组进行教学实践 

    将本校药学院大一本科生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试验组。对照组釆用传统教学模式，试验

组釆用多元化教学模式。在实践中可根据具体教学内容和学生及时反馈的信息，采用不同

的教学模式。 

A. 网络教学模式：采用山西医科大学 e-教学平台，结合教学内容发布相关视频和 PPT, 

从而增加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完成课前预习及课后复习和知识巩固；发布讨论话题， 促

使学生在相互交流中查缺补漏，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发布作业和考试，便于及时把

握学生学习情况，并对教学进度做出相应调整。 

B. 案例教学模式：选取与日常生活及药学专业紧密联系的典型案例，提出 3-5 个关键

问题，要求学生根据所学知识进行分析思考，理论联系实际，增强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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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课前结合教学内容提出问题，引发学生思考与讨论，自主查阅

相关资料，完成课前学习。课程中由学生主讲、讨论、辩论，随后老师补充点拨、归纳总

结，加深和巩固所学知识点。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将学生分组并建立分

组打分机制，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增加学生学习的热情，增强团队合作精神。 

（2）考核与评价： 

A. 成绩考核：对照组釆用终结性评价，即以最终期末试卷成绩作为最终考核标准。试

验组采用网络教学模式、案例教学模式、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教学内容，根据学生参与情

况加入过程性评价考核，釆用终结性评价和过程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评价教学效果。 

B. 满意度评价：课程结束后发放满意度调查表，了解学生对多元化教学模式的满意程

度。 

C. 问卷调查：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方面向试验组学

生发放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对网络教学模式、案例教学模式、翻转课堂模式相结合的多元

化教学模式的评价。 

 

 

二、研究成果 

 

（1）建立了多元化教学模式的教学体系及其评价体系； 

（2）修订了教学大纲、培养方案、课程标准、评价体系，完善了教学课件，录制了教

学视频； 

（3）撰写了 1 份研究报告； 

（4）发表了 2 篇相关研究论文； 

（5）副主编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十四五”规划教材 1 部，指导的《中风在线项目》

分别荣获 2019 和 2020 年山西医科大学“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和三等奖； 

（6）无机化学课程于 2019 年 9 月被山西省教育厅认定为山西省高等学校精品共享课

程立项培育课程，于 2020 年 8 月被山西省教育厅认定为山西省高等学校精品共享课程立项

建设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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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成果的创新点和应用情况 

创新点 

（1）创新无机化学教学模式。建立网络教学模式、案例教学模式、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相结合的多元化教学模式教学体系，转变教师和学生的教学和学习观念，提高教学质量，

推进药学课程的教改。 

    （2）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多元化教学模式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理

论联系实际思维、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团队协作精神等

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提高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应用情况 

（1）学生综合素质明显提高，有利于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本项目部分研究思路在近几年我校药学院学生中已经开始实施，效果较好。自项目全

方位实施以来，不仅提高了无机化学教学效果，而且对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具体表现在：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得到更加协调的发展；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

新能力得到明显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得到普遍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意

识和主动获取知识能力得到有效增强。张爱平老师指导的《中风在线项目》荣获指导的《中

风在线项目》分别荣获 2019 和 2020 年山西医科大学“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二等

奖和三等奖。 

（2）项目研究小组教师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明显提高 

在项目全方位实施过程中，要求教师不断拓宽知识面，全方位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和

教学水平，从而提高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如张爱平老师副主编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十

四五”规划教材《药学论文写作》1 部；杨丽老师荣获全国高等学校药学类专业青年教师微

课大赛一等奖和教学能力大赛二等奖，发表教改论文 2 篇。 

（3）促进了无机化学课程建设 

2019 年 9 月无机化学课程被山西省教育厅认定为山西省高等学校精品共享课程立项培

育课程，通过该项目的实施，不断更新、充实和完善于 2020 年 8 月被山西省教育厅认定为

山西省高等学校精品共享课程立项建设课程，并于 2020 年上线学银在线。 

（4）促进了其它课程的改革 

随着项目的全方位实施和教学改革的不断推进，多元化教学模式必将更多地应用到其

它课程的教学改革中，也必然对药学院、我校及其它院校的其它课程教学改革产生积极的

推动作用。 

根据取得的研究与实践成果可知，本项目的研究和实施对于药学院其它课程及山西医

科大学和其它院校无机化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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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研究费用支出情况 

 

经费总额（万元） 1.0 

省教育厅 1.0 

主管部门（有关厅局） 0 

合作单位经费 0 

学校配套经费 0 

支 出 科 目 金 额（万元） 支出根据及理由  

复印打印费 0.10 打印、复印费用 

录制教学视频 0.90 录制教学视频的费用 

 

  

 

 
 

 

 
 

 

 
 

合    计 1.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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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题审核意见 

 

学校意见：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专家组意见： 

 

 

 

 

 

 

 

 

 

 

                                         专家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省教育厅意见（重点项目/指令性课题）：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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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 件（项目研究与实践成果相关材料复印件） 



支撑材料

1. 成果总结报告

2. 教学论文（5篇）

3. 教学改革项目（7 项）

4. 教材（11部）

5. 获奖情况（7 项）

6. 证明材料（19项）



1.成果总结报告



新医科背景下无机化学多元化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项目研究总结报告 

 

无机化学是药学专业的第一门基础课程，在本科人才培养过程中居于重要的

基础地位。2004 年 3 月，教育部发布《2003-2007 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

深化教育改革，大力推动培养模式、管理体制、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

革与创新。2020 年 10 月，国务院发布《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提出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

探索建立应用型本科评价标准，突出培养相应专业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以此为

契机，在新医科背景下，药学院无机化学教学小组进行了多元化教学模式的尝试。

通过对无机化学教学现状分析，寻找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此为突破口，探

索基于“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性思维为指导，坚持

学以致用、突出应用的原则，以培养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为培养目标的教学模

式。本成果将网络教学、案例教学、翻转课堂及逆向思维教学等多种教学模式相

结合并应用于无机化学教学活动中，适应了现代教学需求，达到了转变教师和学

生的教学和学习观念、提高教学质量、推进药学课程教学改革的目标。 

一、研究背景 

创新精神和能力培养是医药学教育的灵魂和目标。传统的教学模式强调知识

传授，课堂活动以“教”为中心，这种灌输式的教学模式忽视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个性特征和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学生始终处于学习的消极被动地位，不利于培养

他们的自学能力和创新精神。随着现代药学教育模式的改变，在大学一年级的教

学中，如何转变传统的教育观念，建立一套行之有效、惠及全体学生、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及综合素质的教学模式成为当前药学教学改革的热点。 

近年来，各具特色的新型教学模式如网络教学、案例教学及翻转课堂等正在

兴起。本成果以转变教师和学生的教学和学习观念及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为导向，

探索无机化学教学模式，构建网络教学、案例教学、翻转课堂和逆向思维教学相

结合的多模式教学体系及其评价体系，并应用于无机化学的教学中，以期培养高

素质、创新型和应用型药学人才。 



二、项目研究内容 

本项目重点围绕培养高素质、创新型和实用型药学人才，旨在系统构建多元

化教学模式的教学体系及其评价体系。 

（一）构建基于多元化教学模式的无机化学教学育人体系 

在教学过程中，注重通过多元化教学模式将思政元素融入课堂。通过专业知

识与思政元素的紧密融合，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 

（二）构建网络教学模式、案例教学模式、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和逆向思维

教学模式相结合的多元化教学体系 

教改小组首先对目前的教育现状进行分析，然后创新无机化学教学模式，提

出将翻转课堂等多种教学模式结合，并探索其在无机化学教学中的应用，逐渐形

成线上、线下较为完善的多元化教学模式。 

（三）完善多元化模式教学体系 

在校校联合多元化教学模式实施过程中，与同行不断学习和交流沟通，根据

学生反馈及时调整教学模式，逐步完善多元化模式教学体系。 

（四）构建多元化教学模式的评价体系 

将学生参与情况加入过程性评价考核，釆用终结性评价和过程性评价相结合

的方式评价其学习效果。 

三、研究方案的实施 

（一）构建基于多元化教学模式的无机化学教学育人体系 

在案例教学中，将思政元素与实际案例融为一体，注重塑造学生正确的价值

观；在网络教学中，通过介绍学科前沿、诺贝尔奖获得者事迹等，鼓励学生勇于

探索和创新；在翻转课堂中，教师总结时引入屠呦呦的事迹，引导学生以她为榜

样，增强学习信心，不懈努力进取，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 

（二）建立网络教学模式、案例教学模式、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和逆向思维

教学模式相结合的多元化教学体系，探索其在无机化学教学实践中的应用 

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综合应用多种教学方法将知识传授给学生，从而使学

生熟练掌握知识内容，并达到融会贯通、学以致用的目的。 

将本校药学院大一本科生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试验组。对照组釆用传统教学模

式。试验组釆用多元化教学模式，在实践中根据具体教学内容和学生及时反馈的



信息，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具体如下： 

a. 网络教学模式：采用学银在线平台，结合教学内容发布相关视频和PPT，

从而增加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完成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和知识巩固；发布讨

论话题，促使学生在相互交流中查缺补漏，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发布作业

和考试，便于及时把握学生学习情况，并对教学进度做出相应调整。 

b. 案例教学模式：选取与日常生活及药学专业紧密联系的典型案例，提出

3-5个关键问题，要求学生根据所学知识进行分析思考，理论联系实际，增强学

生利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c.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课前结合教学内容提出问题，引发学生思考与讨论，

自主查阅相关资料，完成课前学习。在课程中由学生主讲、讨论、辩论，随后老

师补充和点拨、归纳总结，加深和巩固所学知识点。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将学生分组并建立分组打分机制，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增加学生学习

的热情，增强团队合作精神。 

d. 逆向思维教学模式：学生实验前查阅资料，完成预习报告，逆向思维地

论证实验的每步设计途径及原由；完成基本实验技能培训及经典实验逆向思维的

教学后，给出不同知识层面的设计性实验题目，由学生查阅资料，结合所学知识

自行设计实验方案，建立逆向思维的实验教学法、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等多层次、

多模块的实验教学体系。 

（三）完善多元化模式教学体系 

我们对学生进行了多元化教学模式的应用效果调查评价，主要包括成绩分

析、满意度评价、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方面。 

a. 成绩考核：对于试验组采用网络教学模式、案例教学模式、翻转课堂教

学模式和逆向思维教学模式的教学内容，根据学生参与情况加入过程性评价考

核，釆用终结性评价和过程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评价其教学效果，对照组釆用终

结性评价，即以最终期末试卷成绩作为最终考核标准。 

b. 满意度评价：课程结束后发放满意度调查表，了解学生对多元化教学模

式的满意程度。 

c. 问卷调查：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方面

向试验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对网络教学模式、案例教学模式、翻转课

堂模式和逆向思维教学模式相结合的多元化教学模式的评价。 



（四）构建多元化教学模式的评价体系 

釆用终结性评价和过程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评价其学习效果。过程性评价涵

盖学生签到、线上章节测试和考试、线上讨论、平时作业、小论文等，终结性评

价采用线下考试、实践操作与笔试等方式，建立过程可追溯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考核评价体系，全面评价学生学习的全过程。 

四、研究结果 

课题组结合药学专业的特色，进行药学无机化学的教学改革与实践，逐渐摸

索出一套适合药学院科学发展、适合药学本科生培养的教学模式，并且在教学实

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取得了预期的良好效果。 

（一）学生综合素质和教学效果明显提高 

本成果的实施，不仅提高了无机化学教学效果，而且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产生了很大影响。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得到更加协调的发展；学生的创新精

神和创新能力得到明显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普遍提高；学生的

自主学习意识和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有效增强；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

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显著增强。 

例如：张爱平指导的多名本科生荣获优秀本科毕业论文；指导的马炎彬同学

获批 2018 年山西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杨琳娇和徐言丽同学分

别获批 2016 年和 2017 年山西医科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校级项目；张淑秋和张爱

平指导的《药知道有限公司》和《中风在线项目》分别荣获 2017 年第三届“互

联网+中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和 2020 年山西医科大学“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 

（二）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均显著提高 

在本成果全方位实施过程中，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均显著提高。近 5 年

来，主持和参与教改项目 7 项，发表教改论文 5 篇；主编国家级规划教材 2 部，

副主编和参编 9 部；杨丽荣获 2019 年全国高等学校药学类专业青年教师微课大

赛一等奖和教学能力大赛二等奖。科研方面，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省级科研项目 7 项，发表论文 50 余篇，SCI 收录 37 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 项。 

 



五、本项目成果应用与推广 

本成果以“校校联合和师生双促”的方式进行应用推广，效果显著。 

（一）受益面广，效果显著 

自 2016 年来，山西医科大学和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大连医科大学等 20

多所高等医药院校联合进行案例教学，效果显著。且案例教学成果已分别于 2016

年和 2017 年通过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出版，使用单位反映良好，

一致认为真正达到了教师好教、学生好学、实践好用的“三好”目标，并带动了

全国高等院校案例式教学改革。 

（二）促进了无机化学课程建设和其它课程改革 

通过该成果的实施，不断更新、充实和完善线上线下教学资源，无机化学课

程分别于 2019年和2020年获批山西省高等学校精品共享课程立项培育课程和建

设课程，并于 2020 年上线学银在线，目前已有华东理工大学、成都理工大学、

安徽大学等 20 余所院校学生在线选课。 

无机化学是医药院校的第一门基础课，该成果不仅对医药专业后续相关课程

的教学及其改革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必然对同类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学改革

产生重要影响。 

（三）同行认可，借鉴推广 

该成果得到国内同行专家的肯定，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可向全国推广使用，

张爱平被聘为国家一级刊物《药物评价研究》编委、SCI 期刊、国内很多核心期

刊杂志审稿人和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审专家。 

六、创新点 

（一）构建基于多元化教学模式的无机化学教学育人体系 

在教学过程中，注重通过多元化教学模式将思政元素融入课堂。通过专业知

识与思政元素的紧密融合，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 

（二）系统构建基于多元化教学模式的无机化学教学体系 

该体系依托学银在线平台，自主构建无机化学网络教学平台，以基于 PBL

的翻转课堂、案例教学、PBL 和 LBL 双轨教学、逆向思维教学等模式为切入点，

确立“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性思维为指导”的教学理念，坚持学以致

用、突出应用的原则，构建新医科背景下线上线下较为完善的无机化学多元化教



学体系，有效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了教学效率和质

量。 

（三）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通过网络教学平台中近 80 个重要知识点的微课视频、热点追踪、诺贝尔奖

回顾等，鼓励学生自主探究，提升教学的深度和广度，开阔学生视野，提高学生

的自主学习兴趣和能力。通过案例教学，引导学生根据所学知识分析思考，提高

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翻转课堂，促进了“以教为

中心”向“以学为中心”的转变，团队协作精神显著提升。通过建立逆向思维教

学模式，颠覆传统的从教→学的教学模式，贯穿从学→教的逆向思维教学法，使

学生成为真正的参与者和“设计”者，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四）丰富教学评价，构建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 

以学生为中心，构建过程性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丰

富线上签到、作业和章节测试、期中测试及线下报告答辩式、探究式、互动讨论

式、笔试等评价方式，借助智能平台大数据实现全程线上线下动态考核。 

（五）以教材建设促进多元化教学模式的实施 

张爱平近五年来主编国家规划教材 2 部，副主编 2 部，参编 7 部，并成功入

选国家卫健委“十四五”规划教材副主编，通过编写教材，丰富教学资源，并提

升教学手段，促进多元化教学模式的实施。 



2.教学论文（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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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化学实验是无机化学理论的配套实验课

程，是山西医科大学药学及相关专业学生进入大学

后的第一门专业基础实验课程。课程的主要任务是

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及要求，以实验技能训练为主，培

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对学生进行科学

实验素养和良好实验习惯的养成教育，是关系到后

续实验课程能否顺利开展的必要课程。目前，本院

无机化学实验课程共包含 40 学时，包括无机物分子

或基团的空间构型，硝酸钾的制备、提纯与检验等十

个实验项目。
无机物分子或基团的空间构型实验的目的在于

根据所学杂化轨道理论判断分子或基团的空间构

型，并利用实物模型制作某些晶体或分子结构，加深

和巩固杂化轨道理论知识。该实验要求学生对杂化

轨道理论有较好的掌握，同时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

动手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并能够将理论和实验有

机地结合起来。然而，传统实验课教学模式是教师

讲、学生听、学生自由练习。教师将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花费在讲解实验原理和操作演示上，缺乏与学生

的深度交流和学生学习问题的收集，学生只能在有

限的时间内机械地进行操作，很少自主思考问题。
无机物分子或基团的空间构型实验涉及的杂化轨道

这部分内容理论性较强、知识点繁杂，学生学习时普

遍反映学习难度大、学习效果差，若采用传统教学模

式，重复理论课内容，让学生搭建分子或基团的空间

构型，学生学习兴趣不高，只会机械地照搬结论，导

致教学效果不佳。因此，教学模式是制约学生学习

效果的主要因素，我们亟须对相关教学实践进行新

的探索和改革，从而使学生对所学理论融会贯通，提

高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翻转课堂 ( flipped classroom) 起源于美国林地

公园高中的化学老师 Jonathan Bergmann 和 Aaron
Sams，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1］。它将

传统教学模式中“课堂上听老师讲解，课后做作业”
的教学方式进行“颠倒”或“翻转”，变成“课前学生

在家里完成教学视频等学习资源的观看和学习，课

堂上师生一起完成作业答疑、协作探究和互动交流

等活动”［2］。也就是说，让学生在课前完成知识的

学习，在课堂上完成知识的吸收与掌握。翻转课堂

的核心并非教学视频，而是对传统教学流程的颠覆

和基于以学生为中心的思考［3］。研究表明，翻转课

堂可以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并显著增强师

生之间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促进学生学习

兴趣的提高和学习效率的提升［4］。在实验课教学

中，学生应该处于主体和中心地位。若将翻转课堂

应用于实验课教学，师生角色会发生实质性的重大

变化，教师变成课程的设计者和学生学习的指导者，

而学生则成为学习的中心。因此，将翻转课堂应用

于实验课教学可以不断激发学生对问题的思考，在

提高其实践能力的同时促进理论知识的学习。翻转

课堂教学模式提供了一条有效地提高学生实验技

能、培养实验素养的途径，并有可能解决传统实验教

学中存在的问题［5］。目前，将翻转课堂应用于实验

教学的案例逐年增多［6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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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基于问题为中心的学习( problem － based
learning，PBL) 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教师可

以在课前或课堂上，通过提问，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激发学生在课下主动查阅相关国内外电子、纸质资

源，学习了解相关前沿知识，也可有效提升学生在课

堂上的注意力和学习的主动性［9，10］。这种教学方式

将课程串联为一个有机整体，便于学生从整体上把

握课程中的难点和重点，从而提升教学效果。
本文以山西医科大学药学院药学专业的大一本

科生为研究对象，以无机物分子或基团的空间构型

实验为研究项目，设计了基于 PBL 教学法的翻转课

堂教学实践，开展了翻转课堂教学研究，以期探索教

学新模式，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1 基于 PBL 的翻转课堂教学设计与实施

本研究主要采用单组实验法。授课内容为无机

物分子或基团的空间构型实验，共 4 学时。授课对

象为本校药学院药学专业的大一本科生，从中随机

选取一个班，班级人数为 30。此外，使用山西医科

大学 e 教学平台作为网络教学平台。
1． 1 课前准备 学生在实验课前已经完成了 2 学

时的理论课学习，即杂化轨道理论要点及杂化轨道

理论的应用实例。教师撰写学习指导，制作 PPT，并

收集补充学习资源等材料，通过 e 教学平台发布，帮

助学生进一步掌握杂化轨道理论的基本知识，基本

完成学习要求。此后，通过 e 教学平台发布在线测

试，帮助教师了解学生对这部分内容的掌握情况。
在实验课前，教师将实验内容上传到 e 教学平

台，供学生进行课前预习，以便充分了解实验的目

的、内容等。此外，针对预习中出现的问题和产生的

困惑，学生可通过 e 教学平台进行讨论和互动交流。
1． 2 合作探究 实验课时，首先，将实验内容分为

必答题和抢答题两部分。每组必答一题，其余题目

各组共同抢答。随后，将 30 名学生随机分为三组，

规定 30 min，通过组内合作的方式，利用球棍搭建

BeCl2、BCl3、CCl4、NH3、H2O 五个典型化合物的空间

模型，并进行小组内讨论，对分子的杂化类型、杂化

轨道的夹角、分子的几何构型等形成统一意见。利

用这段时间，学生可以对预习时遇到的问题和困惑

进行讨论交流，并发表自己的观点。

1． 3 分组汇报 每组派送一名学生，利用所学理论

知识，并结合搭建的球棍模型，讲解指定分子或基团

的形成过程及空间构型。在其讲解过程中，学生和

老师均可提问和质疑。为鼓励学生大胆质疑，质疑

成功组相应加分，答错组相应减分。最后，根据讲解

情况，进行小组评分，将各次得分累加即为各组最终

得分。在这个过程中，每一小组讲解完，教师都会根

据学生遇到的不同问题进行个性化指导和讲解，为

每个小组解答疑惑，实施因材施教。
1． 4 总结点拨 分组汇报结束后，教师针对各组出

现的问题，将普遍问题与重点知识集中讲授，并对整

节课的知识进行系统化梳理，反复强调重点和难点。
此外，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反思，反思和总结自己在实

验和讲解中的优点以及不足之处，同时鼓励学生大

胆质疑、辩论，从而使学生巩固和加深所学知识。
1． 5 反馈评价 在课堂活动的最后，教师从学生个

人、各小组以及整体的角度，对课程进行整体评价。
此外，收集学生的反馈意见，以便了解学生对基于

PBL 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评价及反馈意见，以期

进一步 改 进 和 完 善 其 在 无 机 化 学 实 验 教 学 中 的

应用。
1． 6 课后巩固 实验课结束后，要求学生完成实验

报告，进一步对所学内容进行反思、总结和提升。此

外，针对学生仍然存在的问题和困惑，教师通过 e 教

学平台提供一对一的在线指导，帮助学生查缺补漏，

完善知识体系。

2 结果

2． 1 实验报告分析 课程结束后，30 名学生均提

交了实验报告。通过批阅学生的实验报告，发现学

生对实验中涉及的分子或基团的杂化类型、杂化轨

道夹角及几何构型的填写准确无误，达到了 100%
的正确率。与采用传统教学模式的其他班级相比，

学生因粗心、知识点掌握模糊不清等原因导致的错

误显著减少。
2． 2 学生反馈分析 为了及时了解学生对该教学

模式的实施意见，笔者收集了学生的反馈意见。结

果表明，96． 7%的学生认为该教学模式的实施使其

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更加透彻，超过 85． 0% 的学生非

常认可或认可翻转课堂的无机化学实验教学，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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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教学方式很好，从中受益匪浅。此外，也有学生

认为该教学方式有助于增加课堂的趣味性，调动学

习的积极性，对其自信心、团队合作精神及动手能力

的培养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并希望在今后的教

学中能继续采用这种方式。总之，反馈结果肯定了

基于 PBL 的翻转课堂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这种

教学模式也深受学生的喜爱。

3 讨论

针对以上结果，笔者进行了一系列思考。首先，

基于 PBL 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具有以下几方面的

优点:①在本课程中，由于需要将小组讨论结果上讲

台给全班同学讲解并据此评分，因此，学生会积极地

进行小组讨论，并对模糊不清的知识点主动查缺补

漏，这使得学生由被动接受知识变为主动思考和积

极探讨，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掌握

的知识更扎实;②在讲解过程中，学生可以互相提问

和质疑，课堂气氛活跃，此外，由于讲错可能遭到同

学的一致反驳，所以多数学生在讲解前准备很充分，

为了找到他人的错误，学生也听得比较仔细，这个过

程强化了学生对易错知识点的注意，也便于学生及

时纠正错误、弥补知识缺陷、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掌

握;③对上讲台讲解的学生，可锻炼其语言表达等综

合能力，对勇于提问和质疑的学生，大家也会给予热

烈的掌声，这些方式均会使学生变得更加自信，勇于

展示自己;④实验过程中，既有小组内的团结合作，

又有小组间的竞争，可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激

发学习兴趣;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根据学生出现

的问题实施因材施教，有的放矢，避免了教学过程中

的盲目性。其次，该授课方式还可从以下几方面进

一步改进:①学生课后反馈可由教师提前设计好条

目，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这样便于后续统计，也便

于教师全面了解学生对教学环节中各个方面的评

价;②对学生实验课成绩的评价应从多方面展开并

细化，以便全面评价学生的综合能力。
综上所述，基于 PBL 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是传

统教学模式的拓展和创新。该教学方法可以充分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和课程参与度，对提高学生的综合

素质有极大的帮助。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开展基于

PBL 教学的翻转课堂研究和实践，从多个角度进行

教学效果的评估和分析，并尝试将该授课方式推广

应用到其他实验项目中，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一个

广泛适应性的实施方案，从而推动本专业课程教学

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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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无机化学是药学院各专业重要的基础课程之一，它的教学效果直接影响后续课程和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将多元化
教学模式引入无机化学课程教学当中，通过网络教学、案例教学、翻转课堂等多种教学形式启发学生，从而培养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和综合素质。实践证明，多元化教学模式显著提高了该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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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化学是药学院各专业重要的基础课程之

一，也是药学院本科生一年级开设的第一门专业基

础课。它与药学类专业其他基础课和专业课密切相

关，其教学效果直接影响后续课程和学生综合能力

的培养。传统教学模式强调知识传授，忽视了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始终处于

学习的消极被动地位，抹杀了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和

个性化特点，因而造成所学知识不扎实、容易遗忘等

缺点［1］。随着现代药学教育模式的改变，如何转变

传统的教育观念，培养高素质应用型药学人才，建立

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成为当前药学教学改革的

热点。

1 无机化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药学类专业的无机化学课程是大学第一学期开

设的必修课程，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发现一年级学生

存在如下问题:①学生经应试教育这一大融炉锤炼

十几年后，在主动获取知识、应用知识、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创新思维等能力方面存在严重不足;②学生

在大学一年级处于高中到大学过渡期，虽有高涨的

学习热情，但在心理、学习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均存在

或多或少的困难; ③教师教、学生学的传统教学模

式，使学生原有存在的问题变得愈加严重。

上述问题警示我们，传统的教学模式已远远不

能满足现代药学人才的培养需要。深化药学教育改

革，调动学生主动、自主参与学习活动已成为药学教

育发展的大趋势。在大学一年级的教学中，建立一

套行之有效地、能惠及全体学生的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及综合素质的教学模式迫在眉睫。

2 新型教学模式对无机化学教学的启发

近年来，各具特色的新型教学模式如雨后春笋

般兴起。网络教学充分利用网络信息广泛、直观、形

象的特点，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声音、图像，可以声

文并茂地提出问题，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2］。在此

过程中，教师是学生的引导者，激发学生学习动力，

调动学生主动性，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作

用。学生通过网络收集信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从而使其潜能和素质得到不断开发和提升。案例教

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和专业需要，使学生在尽可能

短的时间内掌握课程的知识点，有利于培养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3］。翻转课堂 ( flipped classroom) 源

于美国 Jonathan Bergmann 和 Aaron Sams，是近年来

出现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其核心是对传统教学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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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颠覆和基于以学生为中心的思考［4］。翻转课

堂可以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并显著增强师

生间的互动和交流，促进学生学习兴趣的提高和学

习效率的提升。

这些新型的教学模式在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等方面均见成效，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在网络教

学中，部分学生片面求新、求快，而不求甚解，使学习

浮于表面，掌握知识不牢固。翻转课堂模式需要学

生的主动操作和主动思考，如果学生没有一定的主

动性，翻转课堂中的教学效果则无法保证或效率较

低。案例教学中寻找切合教学点的案例比较费时，

学生找不准问题和教学的切合点，讨论的时间比较

长。上述问题严重制约了教师教学效果的改善和学

生学习效率的提高。

多元化教学模式是指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综

合应用多种教学方法将知识传授给学生，从而使学

生熟练掌握知识内容，并达到融会贯通、学以致用的

目的［5 － 7］。这种教学模式可根据教学目标的不同采

取不同的教学方式，有助于创新教学理念，提高教学

质量。笔者近年来不断创新无机化学教学模式，提

出将翻转课堂等多种教学模式结合，并探索其在无

机化学教学实践中的应用，逐渐形成了线上、线下较

为完善的多元化教学模式。现对已开展的实施方案

进行阐述。

3 多元化教学模式在无机化学教学中的应用

3． 1 网络教学 超星泛雅是一个基于网络的辅助

教学与学习交互平台。在互联网与教育相结合的新

型教学模式下，为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平，引导教师教

学方式的改革和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促进学生开

展自主性、实践性、探索性学习，推进信息技术与教

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本课程构建了无机化学网络教

学平台。该平台涵盖丰富的学习资源，包括参考书、

近 80 个重要知识点的微课视频、每一章节多媒体课

件和学习方法指导、题库等内容，这些内容是课堂教

学的补充，可拓宽学生的视野，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掌

握课堂所学知识。此外，利用该平台，我们开展了在

线作业和考试，促进了无纸化作业和考试的实施。

教师针对性地了解学生的完成情况，对重点概念与

难点内容及时反馈，从而达到无时空障碍掌握学生

学习动态，克服了纸质作业本沉重、两校区管理反馈

不及时等缺点。此外，也提升了学生的自主学习兴

趣与能力。另外，团队教师通过发布讨论话题，促使

学生在相互交流中查缺补漏，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而教师对学生的疑难问题也会进行在线解答和

交流，促进了师生之间的深层互动。因此，依托网络

教学平台不仅可实现随时随地学习、碎片式学习、交

互式学习、反复学习，不受时空限制，具有很强的便

利性，而且对学生的课堂教学效率产生了较大的影

响，特别是利用手机客户端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活

动，例如签名签到、抢答问题、交互讨论、教学直播

等。截止 2017 级、2018 级、2019 级三届学生课程结

束，无机化学课程的访问数分别达到 36． 4 万余次、

30． 3 万余次和 31． 5 万余次，在我校超星泛雅各课

程中名列前茅，表明本课程平台深受广大师生的

关注。

在建立了无机化学网络教学平台后，我们还积

极开展了基于雨课堂的线下教学，逐渐形成了线上、

线下混合教学模式。这种混合教学模式实现了传统

课堂学习与网络在线学习的优势互补，充分调动学

生作为学习过程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并

发挥教师引导、启发和监控教学过程的主导作用，最

终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3． 2 案例教学 无机化学课程中某些内容理论性

强、比较抽象。学生面对这些抽象的理论描述，往往

感到枯燥乏味、难以理解，更难实现灵活运用这些知

识。而这些内容往往是无机化学课程的精髓，不仅

期望学生达到学习层面的要求，更希望他们能够举

一反三、灵活应用。因此，我们在教学中针对教学内

容所涉及的有关药学知识，选取与日常生活及药学

专业紧密联系的典型案例，提出 3 － 5 个关键问题，

引导学生根据所学知识逐步进行分析思考，理论联

系实际，从而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其主观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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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增强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例如，配位化合物

是无机化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同时也是教学中的重

难点。在讲授这部分内容时，以 1996 年美国著名自

行车运动员 Lance Armstrong 采用顺铂这种药物的

治疗战胜癌症的实例，引导学生思考顺铂内各离子、

分子间的结合方式，并解释顺铂具有抗癌作用的原

因。通过实例讲解，学生对配位化合物的结构有了

较为深刻的理解。同样，在讲授酸碱平衡时，我们也

通过讲述单独服用阿司匹林片解热镇痛效果良好，

而与碱性药物 NaHCO3 同时服用时，解热镇痛效果

明显降低甚至失效的实例，使学生对酸碱平衡有更

深入的认识。通过上述真实、科学案例的分析和讲

解，不仅使学生掌握和巩固无机化学中物质结构和

反应平衡的要点，而且通过深入浅出地阐述其中的

原理，使抽象的理论具体化，更加易于掌握。

此外，在教学过程中，注重通过案例教学将思政

教育融入课堂。在教学绪论中介绍我国著名药学家

屠呦呦获得 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事迹。

她历经 380 多次失败，终于在 1971 年获得青蒿抗疟

发掘成功，从而引导学生以屠呦呦为榜样，增强学习

信心，不懈努力和进取。通过 2019 年诺贝尔化学奖

授予了三位在锂离子电池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

家的实例，鼓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勇于创新和探索，

认真学习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为今后学

习和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3． 3 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是目前国际上较为成熟

的、能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一种教学模式。它

的核心是对传统教学流程的颠覆和以学生为中心的

思考。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学生在课前完成教学

视频等学习资源的观看和学习，课堂上师生则一起

完成作业答疑、协作探究和互动交流等活动。因此，

教师变成课程的设计者和学生学习的指导者，而学

生则成为学习的中心。在无机化学教学中，对一些

理论性较强、知识点繁杂的内容，如分子结构中杂化

轨道理论，我们增加了讨论课，并采用了翻转课堂的

教学模式: 即在课前，教师结合教学内容提出问题，

引发学生思考与讨论，自主查阅相关资料，完成课前

学习。在课程中由学生主讲、讨论、辩论、质疑，随后

教师补充和点拨、归纳总结，加深和巩固所学知识

点。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我们将

学生分组并建立分组打分机制，从而有效提高学生

的参与度，增加学生学习的热情，增强团队合作精

神。例如:我们开展了根据杂化轨道理论判断分子

或基团的空间构型讨论课，课堂内容包括必答和抢

答两部分。每组必答一题，其余部分各组共同抢答。

学生随机分为三组，规定时间内，学生通过组内合作

的方式，利用球棍搭建 BeCl2 等五个典型化合物的

空间模型，并进行小组内讨论，形成统一意见，每组

派送一名学生利用所学理论上讲台讲解其形成过程

及空间构型。在讲解过程中，学生和教师均可提问

和质疑。为鼓励学生大胆质疑，质疑成功组加分，答

错组相应减分，最终根据讲解情况，进行小组评分，

最后累加为各组最终得分。通过近 10 年的教学实

践表明，这种教学模式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

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提高语言表达等综合能力

方面效果颇佳，获得了学生的一致好评。

4 多元化教学的应用效果分析

我们对学生进行了多元化教学模式的应用效果

调查评价，主要包括课程满意度评价、成绩分析、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方面。

4． 1 满意度评价 学生对多元化教学的学习效果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与传统教学方式相比，100%的

学生认为多元化教学的学习效果更好或非常好，认

为比传统教学方式更差或非常差的均为零。表明学

生对多元化教学的总体学习效果非常满意。

此外，学生对多元化教学模式的喜爱也给予了

充分的肯定: 100%的学生喜欢或非常喜欢多元化教

学模式，表明学生对这种教学方式非常认同。

4． 2 成绩分析 学期末，我们对采用多元化教学模

式和传统教学模式的学生成绩进行了对比。结果表

明，采用多元化教学模式班级的学生均分为( 7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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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4) ，而采用传统教学模式班级的学生均分为

( 68． 3 ± 9． 6 ) ，表明多元化教学模式确实更有利于

学生全面、深入地掌握新知识。

4． 3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问卷调查发现，

超过 90%的学生认为多元化教学模式有助于自身

综合素质的提高，尤其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表明多元化教学模式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

能力。

多元化教学模式不仅丰富了课堂知识讲授的方

法，而且加强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本文建立的

网络教学、案例教学、翻转课堂相结合的多元化教学

模式，转变了教师和学生的教学和学习理念，有效提

高了教学质量，对推进药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这种新型教学模式可以培养学生运

用所学药学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培养

学生团结协作精神; 培养学生通过独立和再学习迅

速掌握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的能力，为持续学习

奠定良好的基础，使其能在未来的药学实践中尽快

适应社会和工作的要求，成为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随着该教学改革方案的不断实施，将会对药学院其

他课程及其他院校的课程教学改革产生积极的推动

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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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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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地方医学院校的特点，针对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要求，构建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方案、课程体系，探索合作培养方式，改革教学方法，建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和监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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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the Cultivating Mode in Professional Master
Postgraduates of Pharmacy at Local Medical Universities

ZHANG Shuqiu* ，WANG Ｒuili，HOU Xiaofeng，GAO Jianping，YANG Guan'e，YU Yuhong1，ＲEN Wuxian1

( School of Pharmacy，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Taiyuan 030001，China; 1 Yabao Pharmaceutical Group
Co. ，Ltd. ，Yuncheng 044600，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medical universities and the cultivating requirement of pro-
fessional master postgraduates of pharmacy，the training program and curriculum system of professional
master postgraduates of pharmacy were built. The training mode and teaching method of cooperation were
investigated. The training quality evaluation and monitoring system for professional master pharmacy post-
graduates were established.
Key words: Pharmacy; Master; Professional degree; Training mode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开始于 1991 年，迄今

已有二十余年。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已进入整

体推进、制度创新、提高质量、较快发展的阶段。为

了适应我国医药事业发展对药学专门人才的迫切需

求，创新药学人才培养模式，提高药学人才培养质

量，2010 年我国首次设置了药学硕士专业学位( Pro-
fessional Master of Pharmacy，M. Pharm) ［1-2］。目前我

国招收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院校已达 69 所，

本校为 2011 年首批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授权单位之

一，并于 2011 年招生。2012 年在山西省高校强校

工程、山西省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和山西省研究生

教育创新中心资助经费的支持下，学院结合本校研

究生培养的实际情况，对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的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培养方式、质量保

证与评价体系等进行了探索与改革，经过三届研究

生培养过程的实践，基本构建了药学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的产学研多元化联合、医教协同培养体系。

1 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现状与问题

药学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目标是面向药物技术转

化、生产、流通、使用、监管等职业领域的高层次、应
用型药学专门人才。所培养的人才应较好掌握药学

及相关学科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

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能够分析本领域内急需解决的

实际问题及产生的原因，并利用所学知识解决这些

问题; 能够胜任本领域的实际工作［3］。其培养体系

应充分体现药学实践领域对应用型专门人才的知识

与素质要求，突出交叉性、实用性，强调以应用和问

题为主线对不同学科知识加以整合，注重分析能力

和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相对于其他已

开设多年的专业学位，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还处

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初级阶段，全国药学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出台了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授

予标准、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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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对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起到

了很好的指导性作用。
目前国内大多数院校还是以培养科学学位研究

生为主，对于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管理体制及评价指

标还处于摸索阶段，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部分单

位尚未形成较为成熟的、行之有效的药学专业学位

研究生的培养体系［4］。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培养

课程内容理论性太强，而实践教学有限，仍然以课堂

教学为主，这样势必造成教学内容和专业实践偏离，

缺乏来自一线的实例和对专业现实运行程序、状况

的深入分析，不利于学生技术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

问题能力的培养［5］。二是培养过程与科学学位区

分度不大。很多导师在教育理念上没有转变，虽然

名义上是专业学位研究生，仍然按照科学学位研究

生培养模式来培养，从事相关科学研究，发表科研论

文，这与专业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显然不一致［6］。三

是评价指标不能体现专业学位的培养目标，有些院

校还以发表科研论文作为主要考核指标，对专业实

践技能的考核指标不够重视。
地方医学院校在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

养中，除了面临以上问题外，还存在教学条件相对较

差、教学经费较少等困难。笔者基于地方医学院校

的特点，对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产学研多元

化联合、医教协同培养模式和培养体系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和实践。

2 地方医学院校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体系的

构建与实践

2. 1 完善培养方案

根据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学院

制定了具有地方医学院校特色的“药学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工作实施细则”( 试行) ，设置药物化

学、药剂学、药物分析、临床药学及中药学五个专业

方向，并制定了各专业方向的培养工作实施细则。
经过 3 ～ 5 年的实践后，进一步完善，使之更加符合

学科特色和专业学位培养要求。主要进行了以下几

方面的探索:①缩短学位课程学习时间为 1 个学期，

将参与学术活动计入学分;②完善实践技能训练内容

及要求，采取学校与实践基地合作培养的模式，主要

掌握本专业的重要实验操作、基本实验设计与方法、
主要仪器的使用和维护，实践技能训练结束后要撰写

实践学习总结报告，并由实践部门进行考核;③构建

科学、可量化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考核体系;④细

化科研能力训练计划，重点放在科研基本功的训练

上，从文献阅读、综述撰写、课题选择与设计、实验方

法、收集资料、数据处理直至论文撰写等方面进行训

练，掌握一整套科研的基本方法，培养科研思维能力

与分析能力。
2. 2 创新课程体系

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是应用型人

才，课程设置应该以应用知识和实践操作能力的培

养为核心，针对专业技术岗位应具备的专业知识和

技能来确定选修课，体现跨学科、宽口径、复合型和

按需培养的特点［7］。课程体系由基础知识课程群、
能力训练课程群、专业拓展课程群三个模块构成

( 见图 1) 。基础知识课程群注重药学专业基础知识

的拓宽和学科交叉，主要包括分子生物学、医学统计

学、医学信息检索、临床药理学、计算机应用技术、医
学实验技术、实验动物学、专业英语、循证医学等; 能

力训练课程群注重学生的应用能力、实践能力、创新

能力培养，主要包括新药申报资料要求和范例解析、
新药设计与论文写作、医学科研方法学、现代仪器分

析技术、体内药物分析技术、有机化合物光谱解析、
药学进展学术讲座、数据库管理系统等; 专业拓展课

程群注重专业知识的拓展、体现专业特色，主要包括

现代药剂学、药物制剂进展、药物代谢动力学、高等

有机化学与合成、药物化学前沿导论、药物化学研究

进展、药物分析进展、天然产物化学、中药学进展等。

图 1 课程体系示意图

2. 3 培养模式探索

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是培养药物研究

与开发、生产、流通、使用、管理等领域的高层次、应
用型药学专门人才。因此在研究生的培养方式上要

力争与实践结合、从实践中学习。
2. 3. 1 研究生培养实践平台的建设

学院与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校制药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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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食品药品检定所、附属医院药学部、山西省医

药与生命科学研究院等共同创建了山西省药学研究

生教育创新中心 ( 以下简称“中心”) ，“中心”纳入

山西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省经信委等部门的联合

管理，立足本校研究生培养，同时向全省药学专业研

究生开放，为产学研合作、医教协同培养药学专业学

位研究生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平台。
2. 3. 2 产学研、医教协同培养模式

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课程学习以校内为主，

实践技能训练以研究生教育创新中心为主、校内科

研室为辅，相互补充的培养方式:①专业学位研究生

全部进入“中心”完成专业实践及科研训练，根据专

业方向选择实习岗位，借助于高校完整的培养体系

和丰富的培养经验，充分利用“中心”基地直接面向

药品生产与市场、药品检验、药品临床应用、药物研

究的实践优势及专家资源; ②研究论文的选题须紧

密结合药学及相关领域科技转化、注册与申报、生产

与技改、推广与流通、药学服务及药品监管等实际问

题，注重针对性、实用性; ③学位论文类型可以是专

题研究、典型案例分析、技改方案等，体现综合运用

科学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④培养过程

实行双导师制，更好地发挥企业教育创新中心与高

校的知识与技术资源，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产

学研结合的研究生培养体系。校企双方导师分工明

确，论文选题后，校内导师负责研究生培养计划的制

定、学术指导、论文审阅与组织论文答辩等工作; 实

践基地导师则主要负责研究工作的具体安排、现场

学术指导、论文初审等［8-10］。
2. 4 改革教学方法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课堂教学要有别于科学学

位。教学中应不断探索适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特点的教学方法，形成以学生为主体，以培养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为主线，增加案例教学、案例讨论

的比例，加强研究生综合分析、应用能力的培养;

①基础知识课程的教学以专业应用为导向，着重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分析解决

问题的能力; ②能力训练课程的教学以案例为导

向，主要强调技术与方法的应用，着重专业实践技

能的培养;③专业拓展课程的教学以问题为导向，

注重介绍新技术、新进展，拓展学生的视野，着重

创新能力的培养。
2. 5 培养师资队伍

在师资队伍建设上，以研究生教育创新中心为

平台，充分发挥企业技术中心、科研院所、药学部与

高校的知识与技术资源，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

产学研结合、医教协同的研究生培养体系，培养一支

适应专业学位教育要求的师资队伍和导师队伍: ①
通过校企、医教联合培养研究生，加强校内教师与制

药企业、临床等实践基地的交流与合作，使校内教师

更好地了解药品生产、流通、使用、研发中的实际，解

决好研究生培养中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矛盾，增强

教与学中的实践工作意识; ②聘请药品注册、生产、
流通、使用、监管等专业领域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

人员融入师资队伍及导师队伍，培训校外师资队伍

的教学能力，鼓励其参与能力训练课程和专业拓展

课程的教学，逐渐建立一支双师型药学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师资队伍。
2. 6 构建人才培养质量综合评价体系

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应充分重视学

生的评价和考核，并将其贯穿于整个培养过程中。
学生培养质量综合评价体系应当以研究生培养方案

为依据，合理构建人才培养质量综合评价体系，对培

养过程进行全方位监控并对培养各阶段情况进行

检验［11］。
2. 6. 1 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在充分调研和讨论咨询的基础上，设置专业水

平、实践能力、综合职业能力三个一级指标，分别下

设多个二级指标，见表 1。

表 1 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质量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专业水平 实践能力 综合职业能力

二级指标 课程学习成绩
专业知识广度深度
学科发展动态
行业发展趋势
新知识
新技术

药品研发资料撰写能力
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跨学科学习能力
仪器操作能力
实验动手能力
信息获取能力

职业道德
科学态度与学术规范
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
交流沟通能力
合作与协作能力
组织与参加活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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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2 质量评价形式

药学硕士的质量评价形式主要有思想品德、理
论知识、实践能力、学位论文等 4 个方面的考核。思

想品德考核主要包括职业精神和工作责任心、工作

作风与科学作风、学术道德与规范、团结协作与人际

关系、遵纪守法与劳动纪律等。理论知识考核主要

是考核专业知识掌握的广度和深度，本学科发展动

态、新知识、新技术的了解和掌握程度，较熟练阅读

本专业外文资料的能力。实践能力考核主要包括实

践案例答辩及操作与技能考核，各专业方向的具体

要求见表 2。学位论文应通过论文答辩委员会的

答辩。

表 2 各专业方向实践能力考核主要内容

考核内容 案例答辩 操作与技能

药物化学 原料药合成案例
原料药结构鉴定案例
质量标准案例

原料药合成过程中关键技能
原料药纯化及结构鉴定关键技能
质量标准研究过程中关键技能

药物分析 质量标准案例
原料药结构确证案例
药物有效期确定案例
药代动力学案例

质量标准研究过程中关键技能
结构鉴定中关键技能
药物有效期确定中关键技能
药代动力学中关键技能

药剂学 固体制剂案例
液体制剂案例
生物等效性评价案例
稳定性实验案例

处方设计、工艺流程和质量要求
药物制剂新技术
药物制剂稳定性实验技能
生物利用度与等效性评价技能
新制剂申报资料或发明专利

临床药学 不良反应案例
处方分析案例
药学监护案例
新药临床试验案例

主要疾病药学监护路径及方法
治疗药物监测关键技能
不良反应监测方法及判定技能
药历撰写、处方分析技能
＞ 100 种常用药物的说明书

国家药品管理与使用的有关规定
新药Ⅰ-Ⅳ期临床研究方案撰写

中药学 提取分离纯化案例
中药鉴定案例
中药制剂案例
中药处方分析案例

提取分离纯化关键技术
中药质量与显微鉴别技术
中药制剂关键技术
中药药理毒理关键技术

经过 4 年的改革实践，学院初步构建了适合地

方医学院校特色的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产学

研、医教协同多元化联合培养体系，作为一种人才培

养模式，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实践，并应随着医药事

业和药学教育的发展趋势不断完善，提高专业学位

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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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服务理念下药学学生社会药房工作实习模式的探索

【摘要】 现阶段，我国医疗体制改革与药品分类管理制度的深层次推进，

加上患者自身的需要，使得社会药房中急迫地需要大量能够直接向患

者提供各类药学服务的人才，如此，就规定了各大院校应制定出培训

并教育这类人才的教学方法与体制，以引导药学学生更好地加入到社

会药房药学服务的实习中。所以，本文就从优化课程内容、完善实训

环节、统筹实习就业、创新加强实习管理等方面，对于构建药学学生

参与到社会药房药学服务的实习模式进行了探索，目的在于为我校全

方位提高药学服务型人才培养的质量提供改进的依据，并给社会予以

更多药学服务的人才。

【关键词】社会药房 ；药学服务 ；毕业实习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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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oration of the Practice Mode of Pharmacy Student Social 
Pharmacy Under the Concept of Pharmaceutical Service

SUN Yidan ZHANG Yuanlin GAO Jianping ZHANG Shuqiu College of 
Pharmacy,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030001,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s medical system reform and promote the deeper 
level of drug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system, combined with the needs of 
the patient's own, allowing urgently need a lot of social pharmacy to directly 
to provide a wide range of pharmaceutical care in patients with people, so, 
it specifies the universities should develop training and education, teaching 
methods and system of this kind of talents to guide pharmaceutical students 
better join the community pharmacy practice of pharmaceutical care. So, in 
this paper, from the optimization of curriculum content, improve the links 
of training, as a whole, innovation, strengthen the practice and employment 
practice management, etc., to build a pharmaceutical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mmunity pharmacy practice of pharmaceutical care mode has carried on 
the exploration, aims to improving the pharmaceutical service in our school 
providing the basis of the improvement of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and pay 
more pharmaceutical care talents to the society.
[Keywords] community pharmacy; pharmaceutical service; graduation 
practic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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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实习是学生在校学习阶段非常重要的教学环节之一，是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及锻炼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 [1]。

近年，在就业情势日趋严峻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协调学生实习

与就业的矛盾，我校实行安排有社会药房就业意愿的药学学生参

与社会药房药学服务的实习新模式。通过实习新模式，既增强学

生药学服务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又为全面提高药学服务型人才

培养质量提供改进依据，同时解决当地社会药房对高素质药学服

务人才的迫切需求，达到三方共赢。

1   基于药学服务教育理念，完善药学服务型人才培养环节

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公众重视用药的

安全，社会药房也急需大批既掌握药学专业知识、又熟悉疾病治

疗的医药兼习，以保证患者用药安全 [2-3]。为此，我校开展多方位

基于药学服务理念的教学改革，并对药学专业学生参与社会药房

药学服务的实习模式进行探索。

1.1   优化课程内容，将人文教育融入专业教育

在社会药房的药物服务工作过程中，实习生要依据自身掌握

的专业知识与患者进行有效沟通。如何将正确的药物知识传达给具

有不同知识背景的患者，对药学学生的整体素质尤其是人文素质提

出更高的要求 [4]。通过开设如医患沟通技巧、药学职业规划等实践

性人文课程；在教学内容上，突出岗位需求；采用案例教学，在专

业教育中融合人文教育等多种途径，潜移默化地提升药学类学生的

人文素养，顺应社会药房药学服务工作对实习生职业素质要求 [5]。

1.2   完善实训环节，强化药学服务能力训练

实训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最基本的教学形式和最有效的途

径之一。我校在注重人才培养的同时，建设有药学实训中心和中

药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将技能实训放在了与理论教学同等

重要的地位，改变了实践教学附属于理论教学的传统观念，并建

成系列实训实验室。利用我校现有的实训条件，开展社会药房药

学服务知识学习和岗位技能训练，实现实习生从业能力与岗位需

求的无缝衔接。

2   积极推进基于药学服务的社会药房实习实践

2.1   实行教学基地审批制度，积极建设教学基地

本科教育中，实习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教学基

地是完成实习活动的重要载体。为提升教学基地建设水平，我校

实行教学基地审批制度 [6]。学院积极推进，选择省内综合实力强、

推行药学服务意识强的社会药房，通过实地走访，考察教学基地

软硬件条件，评估其带教能力。与社会药房主管领导及带教人员

就基于药学服务实习模式进行沟通协商，形成报告报学校。经审

批后正式成为教学基地。目前，已与省内医药零售行业的先锋企

业签订正式实习协议，确保药学学生参与社会药学服务实习模式

实践的开展。

2.2   构建实习就业统筹的新模式

在深入社会药房调研过程中，发现其有强烈引进医药兼习、

医药兼通，能够向患者提供药学服务的高素质药学人才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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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统筹实习与就业的新模式建议。学院积极安排社会药房深入

学生中介绍单位基本情况、员工职业发展规划和企业文化，搭建

实习前学生与社会药房互相交流了解的平台，实现学生与社会药

房实习意愿的双向自主选择 [7]。与此同时学校加强对学生实习就

业观的教育，加强学校、社会药房、学生三方交流，确保实习就

业统筹管理新模式的开展。

2.3   创新强化实习管理

针对目前学生人数多、实习地点分散的特点，在分管副院长

负责制的基础上，建立学校、社会药房互动式管理机制，安排联

络老师定期与学生、社会药房沟通，以便及时传达相关实习安排，

了解学生动态，解决学生实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2.4   制订阶段化药学服务实习计划，丰富实习内涵

严格把控带教老师的标准，完善实习带教内容。目前我国社

会药房的药学服务水平十分有限，服务深度与广度有较大提升空

间。依赖社会药房现有人才储备作为本科院校药学服务实习带教

老师，难以保证实习效果。为此我院安排兼具丰富药学服务和药

品营销经验的校内教师作为带教老师，针对药学服务相关领域，

制订阶段化实习计划，定期开展相关讲座，而后在社会药房开展

药学服务实习实践活动 [8]。既丰富实习内涵，同时带动社会药房

从业人员药学服务素质的提升。

2.5   拓宽毕业论文选题范围，加强选题中期检查，保证毕业论文

质量

撰写毕业论文是全面检验学生综合素质与实践能力培养效果

的主要手段，是对已进行的各个教学环节的综合、深化和扩展，

是学生毕业和学位认定的重要依据。我校要求本科生毕业论文选

题必须一人一题。在社会药房实习的药学专业学生，应在系统全

面了解药学服务内涵的基础上，根据实习内容，开展基于“药学

服务型”毕业课题研究。学院教学督导委员会对选题的科学性、

可操作性进行审核，审核通过方可进行开题。实习过程中实行中

期检查制度，对毕业论文完成情况、现存在的问题及拟采取的措

施进行督导。实习结束后，学院邀请社会药房主管领导和校内兼

具丰富药学服务和药品营销经验的带教教师组成答辩委员会，对

实习学生毕业论文的内容、论文答辩进行评审。校企双方共同组

成答辩委员会可使双方更为深入探讨基于药学服务的实习模式、

实习过程质量监控等方面。

3   总结

随着国家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高等药学教育应加强对

药学服务型人才的培养。构建具有科学性、规范性的基于药学服

务的社会药房实习模式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我校对基于药学服

务的药学学生参与社会药房实习模式开展尚属摸索阶段，如何深

化校企合作、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强化实习前药学服务素

质培养还需要在今后的教学管理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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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基础医学教育、考核关联性的分析与思考

【摘要】 基础医学教育是培养医学专业人才不可或缺的环节，全面推进

基础医学教育、促进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能够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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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持。然而对当前我国医学医学教育和考核进行研

究，发现受到整体医学教育事业起步较晚的影响，我国整体基础医学

教育和考核发展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与国外教育水平存在差距，基础

医学教育尤其面临着多种问题。本文从国内外基础医学培养目标的差

异、教育与考核之间的关联性以及国内外考核标准差异出发，对国内

外基础医学教育、考核关联性进行了综述分析，力求能够为我国基础

医学教育改革提供相应的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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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基于中药标本馆功能拓展的大学生综合
素质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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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实现医药院校中药标本馆功能拓展与在校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有机融合，依托多层次效能和

　　　　多维度优势，围绕实践教学、科普基地和创新创业平台建设工作，通过组建教师指导团队、招募

　　　　大学生志愿者、构建师生联合体、组建系列兴趣小组、开展技能大赛、组织科普宣传活动和参加

　　　　资源普查工作等形式，山西医科大学中药标本馆教师团队有效提升实践教学质量，丰富第二课堂

　　　　内容，促进实践教学与第二课堂的深度融合，实现了中药标本馆全程、全方位育人效果，为医学

　　　　院校中药标本馆突破传统定位、拓展社会服务功能、发挥文化育人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可作为医药院校中药标本馆功能拓展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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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作为数千年来人类与疾病抗争的智慧结晶，为中

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中药标本馆集中药标本

展示和中医药知识传承于一体，肩负着中医药文化交流和传

播的重任。身处医药院校，中药标本馆应结合其特色优势，

实现功能拓展，积极开展大学生综合能力培养模式的创新实

践，充分体现其社会服务功能。然而，目前该工作仍处于探

索阶段，尚无成熟模式可供借鉴。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一直

是高等教育的研究重点，深度挖掘各种教育资源的潜力，多

角度、多方位打造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教学平台，对于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意义深远。

一、中药标本馆实践教学 - 文化传承一体化功能定位及

拓展

山西医科大学中药标本馆为加强实践教学平台和科普教

育基地建设，探索“实践课程 - 技能拓展”递进式人才培养

模式和“科普传承 - 讲解大赛”拓展式人才培养模式，逐步

形成实践教学 - 文化传承一体化育人模式。一方面，依托实

践课程实现教学功能完善与提升，以满足大学生自主学习需

求为根本，以激发自主学习兴趣为核心，采用中药材标本、

中药饮片标本、中药材浸制标本、蜡叶标本等实体展示结合

动漫、游戏及虚拟仿真等形式实现趣味学习，提高学生的认

知和专业实践操作能力及自主学习能力；另一方面，依托第

二课堂实现文化传承功能拓展与创新，基于科普讲解大赛、

科普开放、暑期实践及中药资源普查等形式，为广大医药学

专业高校学生、中小学生及广大市民提供接触和深入了解中

医药的机会，为普及中医药文化历史、传承中医药文化理念、

弘扬中医药传统医德，充分展示中医药古老文化和现代文明，

促进全省中医药事业的继承和发展发挥作用。在平台建设和

功能拓展过程中，该馆教师团队将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与中

药标本馆各项工作有机融合，逐步加强大学生的参与度，实

行师生共建，在提升中药标本馆实践教学质量、丰富第二课

堂内容、普及全民大健康理念及传承中医药文化的同时，实

现了中药标本馆全程、全方位育人效果，实现了教育资源的

优化利用，探索了一种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

二、构建师生联合体，实现师生共建

中药标本馆由主管教学副院长牵头，标本馆馆长具体设

计和实施并组建指导团队，吸纳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和学生管

理经验的教师和教辅人员共同承担标本馆各项工作；全校范

围内招募并组建由教师助理、讲解员、宣传员和管理员组成

的大学生工作人员团队，制定完善的招新、培训制度；教师

指导团队与学生工作团队共同构成“师生联合体”，通过师

生共建开展各项工作。教师团队依托中药标本馆平台优势，

为大学生提供和谐的发展环境，创造良好的实践条件，提供

广阔的操作空间，并指导大学生建立和谐的自我管理制度，

从而给予大学生充分的自我管理机会，为培养大学生社会责

任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加强实践教学平台建设，构建“实践课程 - 技能大

赛”递进式人才培养模式

1. 实践教学稳步推进，受众范围逐步扩大。中药标本馆

教师团队依托多门理论课程，逐步增加实践教学课程内容，

面向本校药学相关专业大学生开设《中药标本馆开放实验》

《中药认知与专业技能拓展》等实践课程，面向全校多个专

业开设《校园药用植物认知与鉴定》《常用中药饮片的显微

鉴定及绘图》《常用中药巧养生》及《中药标本馆 AR 版晋

药认知与探索》等系列开放课程。课程贯穿于药学相关专业

大学生整个大学学习阶段，并将受众范围拓展至医学相关专

业大学生。系列实践教学课程的开设为中药标本馆功能拓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举办中药认知与专业技能拓展大赛，全方位育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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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积极探索、构建在技能大赛引领下理论理解、实验训练和

技能提升三位一体的递进式竞赛育人新模式。紧密结合实践

课程内容，面向大学生开展中药认知与专业技能拓展大赛，

以赛促学，以赛督学。高年级学生积极参赛，通过备赛、参

赛等过程，在竞赛中汲取知识，拓展技能并提高素质；低年

级学生则在标本馆学生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参与大赛的筹备工

作，并作为工作人员贯穿竞赛始终，承担主持人、记分员、

礼仪、摄影、协调等多项工作；学生工作人员撰写大赛实施

方案，辅助教师团队设置竞赛项目和内容，涉及竞赛形式等。

技能大赛作为实践教学的有力补充，在完成教学目标的

同时，有效提高学生的传承和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团队合

作精神、中医药科学思维，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全方位、多

角度促进不同阶段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四、加强科普教育基地建设，构建“科普传承 - 讲解大

赛”拓展式人才培养模式

1. 依托科普讲解大赛，组建团队，传承发展。随着学生

工作人员招募范围逐步扩大，从药学类专业大学生拓展至全

校多个专业；招募形式由单纯的校园张贴海报逐步引入微信

群、QQ 群、校园表白墙和标本馆微信公众平台等多渠道，

宣传力度不断增强。学生工作的发展对招新工作组织形式、

考核内容和评价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依托科普讲解大赛的

招新模式应运而生。大赛由教师、教师助理和学生小组长构

成评审小组，通过初赛、复赛等多个环节，采用视频选拔和

现场讲解相结合的形式，为中药标本馆推选出优秀的新生力量。

2. 举办科普开放活动，培养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依托

在校大学生工作人员，定期面向在校大学生、中小学生和社

区居民举办中药标本馆系列开放活动。学生工作人员在教师

助理的带领下，明确分工，自主设计开放活动形式、内容和

宣传海报，并独立组织实施，结束后进行总结探讨，基本形

成固定模式。通过开放活动全程中的实践，学生工作人员与

到馆参观的不同身份的人士交往、沟通，使学生工作人员的

语言表达能力逐步提高、思路逐步清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得到提升，有效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交际能

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3. 走出校园参加各级各类大赛，提升大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和组织管理能力。教师团队积极与社会各方面沟通交流，

为在校大学生寻找各种锻炼的机会。目前已有全国中药标本

馆中药材标本制作大赛、省级科普讲解员大赛和大学生计算

机设计大赛等，基于中药标本馆学生工作人员，并带动全校

学生积极参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提高学生中医药

文化传承参与度和积极性。在日常科普讲解、备赛参赛及对

外交流的过程中，大学生们不但明确了学习目标，增长了知

识，积累了经验，锻炼了思维，提高了主人翁责任感，同时

还有效地提高了同学们统筹支配时间和与人沟通交流的能

力，培养和提升了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

五、组建多个兴趣小组，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结合标本馆教学改革相关内容，组织多项活动，组建多

个兴趣小组，鼓励学生积极申报，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兴趣

爱好，学会结合兴趣爱好做出选择；针对各小组成员，则通

过具体工作的实践、集体讨论学习，启发和促使大家深度思

考，思考自我价值的实现，认识和挖掘自身的综合能力，引

导大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大学生的自我决策能力、实

践操作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其中，公众号推文小组自主设

计、构建中药标本馆“药精灵”公众平台，开创性地推出“晋

药八点半”“印象药吧”和“庆百年山医”等系列栏目，并

参加 2019 年山西省大学生网络文化节活动；计算机设计小

组紧密结合中医药专业知识及科普传承，制作《海洋视野，

中药世界》《解表药麻黄如何走向世界》《VR 版晋药采集

与认知》《晋药党参，中华瑰藏》和《以 AR 为基，学中药

之本》等作品，并参加各级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六、依托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工作，实现实践育人新突破。

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

养能力的意见》中，将广泛开展社会调查等社会实践活动作

为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之一。2019 年中药标本

馆教师团队依托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工作，带领 14 名

大学生承担山西省临汾市隰县和大宁县两个项目县的中药资

源普查任务；申报并获批国家级高等学校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一方面，促进了普查队学生成员理论知识验证、实践技能和

科研素质提高及良好人格和品德的培养；另一方面，通过开

展“我经历的中药资源普查”汇报交流，扩大受众面，促进

大学生对药用资源的认知，促使大学生肩负起传承中医药文

化的重任，增强大学生们的大众健康服务意识，推动大家从

“小我”走向“大我”，实现自身价值；同时为中药资源普

查工作储备了后备军，为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培养有生力量。

综上所述，中药标本馆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基本实现了

中药标本馆的展览与实训并重、自主学习和思政教育相容、

中药特色体验与科普宣传融合的功能定位，在将中药标本馆

打造成为实践教学平台、大学生思政教育实践基地及科普教

育基地的同时，创新发展了基于中药标本馆实践教学 - 文化

传承一体化大学生综合能力培养体系，实现了中药标本馆功

能拓展，为高等院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高大学生综合素

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医药院校中药

标本馆功能拓展提供借鉴和指导。

参考文献：
[1]滕　毅，罗益远，沙秀秀.谈中药标本馆的现状及功能建

设[J].海峡药学，2018

[2]刘光明，苏秀芳，林善远.中药标本馆学生讲解员工作探

讨[J].广东职业技术教育与研究，2017

[3]彭孝鹏，甘柯林.中药标本馆在（中）药学专业创新教学

实践中的应用[J].教育现代化，2017

（本文系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医学教育研究，项目编号：2018B-
N05086；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创新项目，项目编号：
J2018080；山西医科大学思想政治专项重点项目，项目编

号：04201816；国家级高等学校创新创业训练项目，项目编

号：2019155）

作者简介：刘恩荔，女，山西洪洞人，博士研究生，副教

授，山西医科大学中药标本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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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人员 项目类型

J2019075 山西医科大学 预防医学专业书院制与卓越人才培养综合改革研究 王  彤、张志红、邱服斌、张文平、聂继盛 一般

J2019076 山西医科大学 三类课堂模型在口腔预防医学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王翔宇、刘君瑜、任秀云、侯如霞、李  然 一般

J2019077 山西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5+3一体化书院制卓越医生人才培养研究
孟彩霞、李  保、张  进、张  亮、高  敏、郭亚
琴

一般

J2019078 山西医科大学 以专业认证为导向的卓越护理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柳  彦、杨  辉、金瑞华、郑  洁、王  倩、淮盼
盼

一般

J2019079 山西医科大学 国际化视野下大学生全球胜任力培养研究 张  迪、王宏伟、樊清华、于晓霞、孙玉芳 一般

J2019080 山西医科大学 以培养卓越护理人才为导向的案例式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孙  宁、金瑞华、淮盼盼、孙丽梅、刘婉莹 一般

J2019081 山西医科大学 口腔医学专业“双轨+双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武秀萍、李  冰、冯云霞、何东宁、李丽华 一般

J2019082 山西医科大学
“书院制”模式下临床医学学生自主学习与创新能力培养体系改革
与实践

方敬爱、刘宇翔、胡雅玲、张紫媛、刘文媛 一般

J2019083 山西医科大学 多元化教学模式在无机化学教学中的探索与应用 张爱平、苗兰兰、张丽萍、杨  丽 一般

J2019084 山西医科大学 翻转课堂模式在医科类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中的应用研究 杨烨阳、郑健蓉、樊小军、宋禄华、范瑞雪 一般

J2019085 山西医科大学 “5+3”一体化卓越医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体系构建 陈剑芳、张耀方、王梅芳、董春霞、秦秀玉 一般

J2019086 山西医科大学 “翻转课堂-案例库”在护理本科生智慧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王  磊、王斌全、马  田、刘  爽、李文静 一般

J2019087 山西师范大学 “互联网+教育”背景下《原子物理》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李俊生、张东海、陈教凯、岑建勇 一般

J2019088 山西师范大学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大学课程学业评价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汪存友、李玲静、王  云、郝建国、吴彦茹 一般

J2019089 山西师范大学 专创融合在《粮油食品工艺学》课程教学中的探索实践 崔  娜、肖春玲、张  娟、闫旭瑞、田晓琳 一般

J2019090 山西师范大学
以真实语料为突破口的探究式教学模式在《语言学概论》中的运用
和实践

孟德腾、黄芙菊、关黑拽、李  晰、赵变亲 一般

J2019091 山西师范大学
基于MOOC（SPOC）+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生物类班级的有
机化学课程中的探索与实践

赵彦武、陈建新、党琴琴、任海云、陈雯雯 一般

2019年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创新项目立项表

第 1 页

Administrator
高亮



山 西 省 教 育 厅 文 件

晋教高〔2020〕2 号

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20 年山西省教学

质量提升工程各类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

各本科高校、独立学院：

现将 2020 年山西省教学质量提升工程各类项目立项名单

予以公布（本文件同时在山西省教育厅网站发布）。为进一步

规范项目实施，提高项目实施效益，就有关事项要求如下：

一、切实加强过程管理。各项目单位要积极推进项目的实

施，为项目实施配套必要经费，提供支持和保障，组织好开题

论证，保证项目规范有序进行。

二、按时完成研究（建设）任务。各项目负责人要把握项

目研究（建设）周期，组织项目组成员按时完成任务。教学改

革创新项目周期一般为 2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周

期一般为 1 年；山西省精品共享课程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建设期和培育期均为 2年，认定有效期为 5年。对不能按期结

题的项目，将限制项目组所有成员申报教学质量工程各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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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做好结题验收工作。所有项目的结题验收均委托项目

单位组织实施，重点项目结题报告报教育厅高教处。为彻底消

除“重申报、轻结题”的现象，从今年起，教育厅高教处将对立

项项目的实施情况，特别是结题验收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并依

据检查结果对项目做出持续支持、督促提醒或撤销的决定。检

查结果还将作为下一年度安排高校申报和立项项目名额、经费

资助的重要依据。

四、扩大项目成果效益。通过认定的省级“精品共享课程”
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三个月内，由相关高校组织政审

后，在“晋课联盟网站”向全省高校和社会开放，并提供不少于

5年的教学服务。对不能共享、提供服务的省级认定课程，将

取消称号。

附件：1. 2020 年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创新项目立项

名单

2. 2020 年山西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项目立项名单

3. 2020 年山西省高等学校精品共享课程立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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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0年度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创新项目立项名单

编  号 学校 项目名称 项目人员 项目类型

J2020001 山西大学 完全学分制综合改革的研究与实践——以山西大学为例 殷  杰、管晓刚、柳成文、耿彦峰、宋  鹏 指令性课题

J2020002 山西大学 山西高等学校分类发展研究 李培凤、康喆清、任丽婵 指令性课题

J2020003 山西大学 山西高等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研究 侯  佳、刘庆昌、徐冰鸥、孙  杰 指令性课题

J2020004 山西大学 基于超高清及虚拟现实技术的影视摄影实验教学资源库建设 麻林森、张明芳、张  磊、代少忠、魏  恒 重  点

J2020005 山西大学 新工科背景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流专业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梁吉业、曹付元、王智强、吕国英、李  茹 重  点

J2020006 山西大学 地方大学教育学专业思政育人模式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 孙  杰、刘庆昌、郭三娟、郑玉飞、侯  佳 重  点

J2020007 山西大学
逻辑史中燃烧的理性与创新——西方逻辑史教学内容的改革
与重构

郭建萍、孙  岩、刘伟伟、谷成城、王碧红 重  点

J2020008 山西大学 公共法律服务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建设与教学研究 史凤林、周子良、王淑娟、马秀娟、雷富春 重  点

J2020009 山西大学
“双一流”背景下地方高校实验教学改革研究——以山西大
学为例

高  帆、胡  波、李冠芳、孟美荣、耿彦峰 重  点

J2020010 山西大学 《中国近代史》“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路径与实践研究 郝  平、安艺舟、苏泽龙、杨彩丹、魏晓锴 重  点

J2020011 山西大学 我省高校游泳课程体系构建的研究与实践 陈安平、刘  瑶、王晶晶、王磊磊 重  点

J2020012 山西大学
审视管理学中的公共性与思政元素：公共管理专业《管理学
原理》课程内容与教学模式探索

任晓春、王臻荣、张  力、马小娟、段迎君 重  点

J2020013 山西大学 精细化工工艺学课程的案例教学改革 张  越、张  因、李海涛、高鹏飞 重  点



J2020107 山西医科大学
卓越医生培养计划下全科医学人才核心技能培养体系的构建
与应用

高  敏、孟彩霞、乔瑞红、高  颖、侯丽娟 一  般

J2020108 山西医科大学 构建生物化学线上线下全英教学，提升学生国际视野 于保锋、石晓梅、李晓宁、赵旭华、刘  畅 一  般

J2020109 山西医科大学
基于多种信息技术平台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病理学
教学中的探索性研究

乔爱秀、徐  菁、李灵敏、张  玲、殷文娟 一  般

J2020110 山西医科大学 药学实践教学共享平台的仪器全生命周期PLM教学模式建设 李云兰、张晓霞、苗兰兰、王润琴、张丽萍 一  般

J2020111 山西医科大学 口腔医学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及教学项目建设 王  兴、赵  彬、任秀云、张  芳、刘双元 一  般

J2020112 山西医科大学 虚拟仿真教学在精神疾病症状学中的开发及应用 徐  勇、李忻蓉、刘  莎、赵文涛、王  骁 一  般

J2020113 山西医科大学 基于“SPOC”的器官系统临床技能课程构建与实施 周  芸、郝  茜、刘宝来、张彩香、王晓成 一  般

J2020114 山西医科大学 提高临床医学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的信息检索技术教学改革 孙  焱、邰杨芳、袁永旭、王晓洁、史浩阳 一  般

J2020115 山西医科大学
口腔预防医学专业本科教学中 “智能化立体式”多维度训练
体系构建研究

刘君瑜、赵  彬、王翔宇、李  然、王  璐 一  般

J2020116 山西医科大学 高等医学院校临床系统思维训练和临床技能实践研究 柴婵娟、李  保、杨志明、高  敏、郭惠欣 一  般

J2020117 山西医科大学 基于MR检查技术的虚拟仿真实践教学平台建设 王效春、王  乐、张  磊、张  伟、雷  颖 一  般

J2020118 山西师范大学 基于师范生核心素养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赵  英、范哲锋、闫建璋 、韩  琴 重  点

J2020119 山西师范大学 赋权增能项目驱动下大学英语混合式教学研究 韩慧敏、李  楠、赵  阳、周海燕、刘  强 重  点

J2020120 山西师范大学
基于大数据背景下学习分析技术在高师体育专业课中的应用
研究

闫艾萍、王  彤、胡宇弘、张  伟、李静芳 重  点

J2020121 山西师范大学
基于一流专业建设和师范认证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综合改革研
究

李  伟、赵变亲、李晓敏、严艳群、承  钢 重  点

J2020122 山西师范大学
基于STSE教育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在《无机及分析化学》教
学中的探索和实践

张婷婷、付云龙、郭彩红、侯  娜、张爱杰 重  点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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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医科大学教务处
〔2021〕16 号

关于公布 2020-2021 学年山西医科大学开放实验
项目(第一批)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行政各部门，各教辅单位、重点科研单位，各附属单

位：

根据《关于申报 2020-2021 学年实验室开放项目的通知》精神及具体

要求，经教师申报、学院审核、学校审定，现将项目名单予以公布。为更

好地组织实施实验室开放项目，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组织保障

各学院主管实验室建设工作的负责人应直接领导本学院的实验室开放工

作。学院应定期对项目进行督促检查，教务处将组织专家抽查，确保项目

按时有效完成。

二、过程管理

各学院要加强对参加开放实验项目的师生的管理。实验室工作人员要根

据实验室开放计划及时做好实验环境等方面的准备工作；开放实验项目指

导教师应加强对学生的指导，保证项目完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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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开放时，实验指导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应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

育，负责维护教学秩序，认真填写开放实验记录，做好开放实验项目的过

程管理。各学院对实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要有应急预案，并向学

生警示防范。

三、实施指导

各学院根据《山西医科大学 2020-2021 学年开放实验项目（第一批）》

（见附件），对本学院的实验项目进行具体安排，面向全校学生进行公告

并招募学生，项目实施过程中，要注重实验设计、图片、数据、结果等材

料的收集、整理，并做好记录和总结。

实验项目的实施，须在整合医学实验内容和方法的同时注重医

学科研方法理论和学生设计过程，以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和基本科研

思维。

四、其他事项

本次公布项目为第一批开放实验项目，各学院可在教学工作中结合学

生培养要求等另行申请，申请项目时应遵循“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

原则。教务处将根据申报情况进行进一步审核。

附件 山西医科大学 2020-2021 学年开放实验项目 (第一批)

山西医科大学教务处

2021 年 4 月 26 日



附件1

山西医科大学2020-2021学年开放实验项目(第一批)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项目类型
开放时间

面向专业
参与人数

指导教师每周
学时

周数 起止时间 循环
次数

学生 教师
技术
人员

1 蛋白质分子药物的设
计与生产流程

科研创新 8 3 2021.04-2021.07 6 全校各专业 90 3 2 孙要军、曹夏、吕敏

2 细胞培养与操作训练 技能操作 8 3 2021.04-2021.07 3 全校各专业 90 3 2 牛志伟、张霞、杨爽

3 临床技能实训操作项
目

 综合、技能操

作、虚拟仿真
4 16 2020.09-2021.06 16 临床及相关专

业
900 6 2 郭晓晶 王娜 张亚民 翟旭

雯 徐晓玲 王淑丽

4 基于“辨状论质”的药

材认知技能培养
综合 4 2 2021.5.1-2021.6.28 20 所有专业 600 4 2 刘恩荔、葛睿、杨飞、张

永刚

5 常用中药饮片的显微
鉴定及绘图

综合 4 2 2021.5.1-2021.6.28 20 所有专业 600 2 2 梁泰帅、陈乐

6 药用植物学-校园药用

植物认知与鉴定
综合 4 2 2021.5.1-2021.6.28 35 所有专业 1000 4 2 吉姣姣、陈乐、陈婕、刘

恩荔

7
半仿生-生物酶法提取

山西药食同源道地药
材的抗炎抗氧化成分

科研创新 8 8 2021.04-2021.07 8
药学、药剂、
中药、临床药

学

60 2 1 张丽萍、李云兰

说明：

1.实验项目类型分为：  设计、  综合、技能操作、科研创新、创业实践、虚拟仿真。

2.循环次数为所有参与开放实验的学生做完该实验项目所需的轮次。

第 1 页，共 1 页

Administrator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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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医科大学文件

山医大科〔2018〕8号

山 西 医 科 大 学

关于 2018 年度山西医科大学校级基金

（思想政治工作专项）资助项目立项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行政各部门，各教辅单位、重点科研单位，

各附属单位：

根据《山西医科大学校级基金（思政类）管理办法》，学校

组织了 2018 年度山西医科大学校级基金（思想政治工作专项）

的申报工作。经过个人申请、意识形态审查、专家评审、有关职

能部门审核，决定对 91 项课题予以立项资助（具体名单见附件）。

本次资助项目从项目下达之日起开始实施，执行期限为 2018 年

1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学校将在 2019 年 12 月底前对

项目进行结题验收工作，并按照结题成果给予经费支持，未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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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题者将不能申报下一年度的校级基金。现将文件印发给你们，

请督促获资助者按照要求，落实工作条件，保证项目研究工作的

顺利开展。

附件：2018 年度山西医科大学校级基金（思想政治工作

专项）资助名单

山西医科大学

2018 年 12 月 3 日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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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序号 申报类别 课题名称 姓 名 所属院系

04201801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重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若干重大问题研究
课题组全体

成员
马克思主义学院

04201802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重点） 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育人机制研究
课题组全体

成员
马克思主义学院

04201803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重点） 大学生参与中外交流对树立“中国自信”影响的实践研究 樊清华 国际教育学院

04201804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重点） 高校突发危机事件安全教育及心理救援信息平台的构建及应用 薛云珍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04201805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重点） 临床教学模式下如何培养医学生的健康人文素养 陈利平 第一临床医学院

04201806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重点） 山西省大学生健康大数据平台的构建 于 琦 管理学院

04201807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重点） “新医德”教育模式下的药学德育教育案例库建设 张淑秋 药学院

04201808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重点） 病理学教学中渗透思政教育的实施探索 乔爱秀 基础医学院

04201809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重点） 协同视角下的大学生思政教育社会实践基地建设 燕 燕 公共卫生学院

04201810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重点） 医学生创新创业“学校-社会”联动机制研究 刘鸿齐 第二临床医学院

04201811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重点） 医学院校双创课程体系的现状与设置 张 亮 教务处

04201812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重点） 临床医学专业学生早期接触临床与思想道德教育研究与实践 晋建华 第一临床医学院

04201813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重点） 基于科技文献数据处理的馆、系、企协同育人实训基地建设 李雪琴 图书馆

04201814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重点） SRS 视角下的高校健康管理服务育人体系构建与评价指标研究 张持晨 管理学院

04201815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重点） 医药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挖掘与整理研究 董海涛 马克思主义学院

04201816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重点） 思政教育融合式多维互动实验教学模式创新研究探索与实践 刘恩荔 药学院

04201817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重点） 课程思政融入解剖学教学体系中的实践探索 陆 利 基础医学院

04201818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重点） 新时代中医药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路径研究 尹俊芳 马克思主义学院

04201819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重点） 学生会功能发挥对高校学生工作推动效果研究 李建涛 管理学院

04201820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重点） 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培养模式研究 杨海澜 第一临床医学院

04201821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重点） 德医交融视域下医学生道德治理体系构建研究 邓海龙 马克思主义学院

04201822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一般） 人体解剖学课堂大思政教育体系探索 张 忠 基础医学院

04201823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一般） 基于自我效能力与 KAP 调查的高校学生控烟干预研究 张培芳 管理学院

04201824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一般） 融入思政教育的医学化学教学模式研究 王 宁 基础医学院

04201825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一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校党校”培训研究——以山西医科大学为例 苏果云 马克思主义学院

04201826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一般） 构建基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及综合素质为导向的无机化学教学育人体系 张爱平 药学院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4.教材（11部）



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滬了爱慕课

全国普通高等医学院校药学类专业
晶十三五

。

规划教材

ヨ冒目蜀学类专业用

口 主编 刘 君 张爱平

在线学习版
互动教学の智能学习



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全国普通高等医学院校药学类专业
。 十三五

。 规划教材

t
' ñ

  · �

无机化学
(供药学类专业用 )

主 编 刘 君 张爱平

副主编 闾 芳 刘丽艳

赵先英 海力茜 陶尔大洪

编 者 (以姓氏笔画为序 )

孔令栋 (济宁医学院 )

刘丽艳 (承德医学院 )

李祥子 (皖南医学院)

张爱平 ( 山西医科大学)

赵 平 (广东药学院 ) 赵先英 (第三军医大学 )

海力茜 陶尔大洪(新疆医科大学)

黄双 路 (福建医科大学) 阎 芳 (潍坊医学院 )
; ¡!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r

a
q  H  ţ į  Ţ Łr

刘 君 (济宁医学院 )

杨金香 (长治医学院 ) 〈+ 兹轰!

张晓青(湖南中医药大学)

陈 惠 (第四军医大学 )



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ル
メな闪 中国科学院教材建设专家委员会规划教材

Fくジ 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规划教材

药学į
、
药物制剂、 临床药学、 中药学、 制药工程、 医药营销等专业使用

隊例版
Tコ

无机化学
第2 版

主 编 张爱平 程向晖



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中国科学院教材建设专家委员会规划教材

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规划教材

供药学
、
药物制剂

、
临床药学

、
中药学

、
制药工 程

、
医药营销等专业使用

案例版T M

无 机 化 学

第 2 版

主 编 张爱平 程向晖

副主编 李雪华 王 美玲 乔秀文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冶春(赣南医学院)

叶建涛(中山大学)

任群翔 (沈阳医学院)

李雪华(广西医科大学)

陈志琼 (重庆医科大学)

苟宝迪 (北京大学医学部)

徐 丽 (广东药科大学)

康 杰(福建医科大学)

燕小梅 (大连医科大学)

王 美玲 (内蒙古医科大学)

乔秀文 (石河子大学)

杨小丽 (长治医学院)

张爱平(山西医科大学)

苗兰兰 (山西医科大学)

赵先英(第三军医大学)

高 静(牡丹江医学院)

程向晖(包头医学院)

、 北 京 轟， 蕁 Ë Į l i 只



扫描全能王 创建



扫描全能王 创建



扫描全能王 创建









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

十三五
。

规划教材

全国高等中医药教育教材

供中药学等专业用
; : ţ

r f i l

无 机 化 学
第 2 版

主 编

副主编

编 委

刘幸平 吴巧凤

闫 静 黄 莺 李 伟 杨 婕 张师愚 于智莘

(按姓 氏笔画为序)

长春中医药大学

成都中医药大学

湖北中医药大学

辽 宁中医药大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翰林学院

河南中医药大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

黑龙江 中医药大学

山 东中医药大学

江 西中医药大学

张师愚 天津中医药大学

张爱平 山西 医科大学

张浩波 甘肃中医药大学

林 舒 福建中医药大学

院维荣 山西中医学院

赵 平 广东药科大学

贾丽云 黑龙江 中医药大学佳木斯学院

夏 明 浙江 中医药大学

徐 飞 南京中医药大学

黄 莺 湖南中医药大学

吴巧凤 浙江 中医药大学 崔 波 上海中医药大学

吴培云 安徽 中医药大学 黎勇坤 云 南中医学院 §垦

张 拴 陕西中医药大学 "

戴 航 广西 中医药大学

张万明 河北北方学院药学系

; Ųl : ł r

Y 1 q r  # r

i ? ' h \ 械a 舞门ペ 贸它爿脳 争斗象赫

.  A  Ođ Z l 宝

人 f《卫 生嘘肚拉
蠏 隸 fs 。

m  r ł

ť  

\
··气旧 姥嗶 1驗

\ 伽 っ



扫描全能王 创建



扫描全能王 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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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全能王 创建



扫描全能王 创建



扫描全能王 创建



扫描全能王 创建



扫描全能王 创建



扫描全能王 创建



扫描全能王 创建



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全 国 高 等 中 医 药 教 育 配 套 教 材

供 中药学 等专业用

■■ 无机化学实验

iı 2 0  a

国



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全国高等中医药教育配套教材

供 中药学等专业 用

无机化学实验
第 2 版

主 编 吴巧凤 刘幸平

副主编 王 萍 于智莘 卞金辉 邹淑君 张浩波 吴培云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f

于智莘 (长春中医药大学 ) 张凤玲 (浙江 中医药大学 )

王 萍 (湖北中医药大学 ) 张浩波 (甘肃中医药大学 )

卞金辉 (成都中医药大学) ĺ张爱平 ( 山西医科大学门
支兴蕾 (南京中医药大学 ) 林 舒 (福建中医药大学 )

史 锐 (辽宁中医药大学 ) 杨 婕 (江西 中医药大学 )

朱 鑫 (河南中医药大学) 庞维荣 (山西中医学院)

齐学洁 (天津中医药大\ 赵 平 (广东药科大学 )

刘幸平 (南京中医药大学) 贾丽云 (黑龙江 中医药大学佳木斯学院)

李 伟 ( 山东中医药大\ 徐 飞 (南京中医药大学 )

吴巧凤 (浙江 中医药大\ 黄 莺 (湖南中医药大\

吴培云 (安徽中医药大学) 崔 波 (上海中医药大学 )

邹淑君 (黑龙江 中医药大学) 黎勇坤 (云 南中医学院)· 件

张 拴 (陕西中医药大学) 戴 航 (广西中医药大学

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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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中国科学院教材建设专家委员会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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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中国科学院教材建设专
」労

全国高等院校医学实验教学规划教材

无机化学
陆家政

李雪华 赵 平

(按姓氏笔画排序 )

石 松利 包头医学院

叶建涛 中山大学

由丽梅 牡丹江 医学院

李 容 右江 民族 医学院

李君君 广东药科大学

广西 医科大学

广西 医科大学

长治 医学院

广东药科大学

广东药科大学

山西 医科大学

广东药科大学

广东药科大学

重庆医科大学

石 河子大学

实验

苟宝迪 北京大学医学部

范荣华 沈 阳 医学院

周昊霏 内蒙古 医科大学

赵 平 广东药科大学

赵力民 广东药科大学

施伟梅

姚 华刚

姚 秀琼

徐恒通

黄 静
·蒋 京

曾宪栋

曾琦华

管小艳

斟 馨 虫 本 社

北 京

$
.  A   >

李雪华

李福森

杨小丽

何 娟

何丽新

张丽萍

陆家政

陈 菲

陈志琼

陈思羽

赣南医学院

广东药科大学

广东药科大学

大连 医科大学

广西 医科大学

广东药科大学

广东药科大学

广东药科大学

广东药科大学



扫描全能王 创建



扫描全能王 创建



扫描全能王 创建



5.获奖情况（7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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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全能王 创建



6.证明材料（19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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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山西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名单

项目标号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人员 指导教师 项目类型

2018161 山西医科大学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膝骨关节炎的临床前研究 毛兴佳、杨  岚、刘睿超、杨博文、王永乐 向  川 一般

2018162 山西医科大学 肿瘤多细胞球模型的体外培养与构建 杨慧珍、焦佳琪、衣博放、程  曼 范  博 一般

2018163 山西医科大学 3A式可预警气垫床 张帆帆、乔  琦、赵文蓉、宁健珲 赵晓燕 一般

2018164 山西医科大学 临床技能教学云共享平台的构建与应用 柳艳虹、程  淑、王  玺、郑佳慧 范益民 一般

2018165 山西医科大学
鞘氨醇-1-磷酸促进胰岛素释放的钙浓度调节机制研
究

郭甜甜、贺  琼、郝佳琪、刘  颖、冯俊凯 刘云峰 一般

2018166 山西医科大学 各类抗生素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持留菌的筛选效果 魏  学、张枫林、林琦新、武丽娜、张瑞琦 康建邦 一般

2018167 山西医科大学
探究Evf-2 LncRNA在SD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分化
为运动神经元中的促进作用

王  琪、王  莹、李  萌、杨肖华、李亚玲 李鹏飞 一般

2018168 山西医科大学 山西运医科普公众号 刘沛东、王崴然、王静钰、刘宸安、周  毅 杨自权 一般

2018169 山西医科大学 运动时长对盐敏性高血压大鼠心肌厚度的干预 吕迎琪、王军玮、靳鑫杰、卢  洋、丁婷婷 高  奋 一般

2018170 山西医科大学 基于O2O模式下山西省标准化病人的运营和推广 李卓阳、吕  靖、张  宁、严雅蓉、彭霆宇 蔚钰琼 一般

2018171 山西医科大学 T-RFLP分析不同深度及区域土壤内骨骼掩埋时间 安  然、张明明、林佳曼 张更谦 一般

2018172 山西医科大学
基于移动端的新型扩增“手机扫码-在线组群”双模
式、多功能一体化图书馆系统设计

徐宗亮、尹月云、顾健玉、张  洪 张军伟 一般

2018173 山西医科大学 杏仁核干细胞增殖及分化在抑郁症中的作用研究 冯  俐、杨  博、吴紫晶 杨小荣 一般

2018174 山西医科大学
肝微粒体孵育法制备乌头碱二相代谢产物的方法研
究

李一丹、张  鹏、梁  晋、张丽君、张  鑫 崔海燕 一般

2018175 山西医科大学 山西医科大学真人图书馆 冯莉彬、李  玉、李惟真、张景崇、侯逸宁 任胜利 一般

2018176 山西医科大学 “我导我乐”医院三维导航 庄东铭、李中川、陶佳敏 孙  焱 一般

2018177 山西医科大学 山西大学生蹭课微信平台 董志荣、刘  欣、武妍妍、郭  悦 王瑞花 一般

2018178 山西医科大学 熟地黄提取物调控微颗粒在内皮细胞中的作用研究 李若琪、宋  磊、郑  霖、杨菲宜 封启龙 一般

2018179 山西医科大学
经PET-CT对5-HT1A受体显像观察巴戟天寡糖对高血
压大鼠的影响

张煜琳、罗玉文、李媛媛、李  聪、王倩楠 和荣丽 一般

2018180 山西医科大学 免洗洗手液杀菌性能及毒性分析 郭佳旗、刘乐乐、乔  湛、任晓英、侯彩琼 夏  娜 一般

2018181 山西医科大学
婆罗双树样基因（SALL4）在系统性红斑狼疮中的发
病机制研究

王  琼、吴永萌、曹  靖、楚燕芳、赵春苗 陈俊伟 一般

2018182 山西医科大学 屏幕刺激与大学生神经症的相关性研究 宋凯敏、王资隆、董亚坤、赵  飞、贠斐斐 王改青 一般

2018183 山西医科大学 单核细胞端粒酶活性与炎症反应机制的研究 段  君、姚  婷、王子赛、李  健、吴  蔚 王玉瑶 一般

2018184 山西医科大学 2型糖尿病患者与阿尔茨海默病临床相关性调查 吴永萌、曹  靖、杨志华、王  琼、崔燕燕 王晓晖 一般

2018185 山西医科大学 关节液中印度刺猬蛋白的检测及临床意义 侯子琪、刘  劼、胡琼元、卫锦杰、刘  强 李鹏翠 一般

2018186 山西医科大学
建立Intelligence传信输液装置模型及相关应用研
究

汪  玲、吕婉婷、赵  晗、廉鑫明、胡  静 崔  靖 一般

2018187 山西医科大学 山西省煤矿工人口腔健康状况调查与分析 姚成靓、杨舒惠、袁宇薇、付会超 田志强 一般

2018188 山西医科大学 TRPV4在肝癌增殖凋亡中的作用 毛天骄、黄  浩、蔡林君、闫玉峰、杨  豆 魏志刚 一般

2018189 山西医科大学 “WEI创”大学生创新创业交互平台 程宇骞、王  维、李晓燕、刘紫瑶、李  伟 黄  煜 一般

2018190 山西医科大学 高灵敏度检测抗疟药羟氯喹电化学传感器的构建 马焱彬、徐新新、宁  锦、桂辰巍、张欣雨 张爱平 一般

2018191 山西医科大学
血管紧张素Ⅱ1型受体(AT1-AA)长期存在大鼠体内对
其胰岛β细胞功能的影响

王泽宇、谢良鹏、赵思琪、高志恒 王  瑾 一般

2018192 山西医科大学
基于DNA树枝状纳米材料的构建级基因沉默的应用研
究

赵  蓉、张  悦、马  瑜、李文祥、范玉柱 赵旭华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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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证  明 
 

   由山西医科大学张爱平教授主编的中国科学院教材建设专家委员会规划教材、全高等

医药院校规划教材《无机化学（案例版，第 2 版）》（ISBN978-7-03-048852-7）一书，自

2017年 1 月出版以来，累计发行册数达到了 5215册，使用单位遍布全国，有：中山大学、

大连医科大学、广西医科大学、内蒙古医科大学、长春中医学院、包头医学院、湖北民

族大学、武汉大学、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等十余所医药院校将本教材作为授课教材使

用。 

  

 

 

 

 

 

                                高等医学教育出版分社 

                                                  

                                                                   2021 年 5 月 19 日 

 

 

高等医学教育出版分社发文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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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xys数据库开通试用通知

热烈庆祝我院教学科研仪器

我院白小红教授获分析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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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院无机化学举办教改项目答辩活动

2018-04-22

 

药学院无机化学举办教改项目答辩活动

4月14日下午，《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及综合实验技能为导向的无机化学实验教学改革与实践》教改项目答辩

活动在教学楼慎思C座202教室举行。项目主持人张爱平教授主持了答辩会，项目组成员苗兰兰副教授和张丽萍老师

参加了答辩活动，张红芬副教授、李婷婷博士、畅瑞苗博士和杨丽博士等青年教师全程观摩学习，部分2015级学生

承担录像和拍照任务。

参加本次答辩活动的学生由2017级本科药学类专业的216位同学组成，分为10组，每组给定一个实验题目并选

派一位选手采用多媒体形式进行答辩。答辩分为陈述和提问两个环节，用时不超过8分钟，成绩共计100分。答辩在

紧张而热烈的气氛中持续近2个小时。

答辩环节结束后，苗兰兰副教授和张丽萍老师分别从实验设计的要素、内容和方案的选择以及格式的规范等方

面作了说明和总结。随后，张爱平教授宣布了答辩结果，并针对同学们在答辩过程中的闪光点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

精彩的点评。她指出，同学们虽然在实验设计上存在一些问题，如实验设计的要素不完整，格式不规范等，但是在

设计中能够考虑到对实验改良、环保问题、融入前沿内容等，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同时，张教授对同学们为答辩付

出的努力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鼓励大家再接再厉，取得更好的成绩。

此次活动取得了良好的预期效果，不仅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而且显著地增强了学生查阅文

献的能力，提高了自主学习的能力和综合实验技能，为今后的学习和科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文/张丽萍 图/张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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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西 省 教 育 厅 文 件

晋教高〔2019〕19 号

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9 年山西省高等学校

精品共享课程立项名单的通知

各本科高校、独立学院：

为推动全省高等学校精品共享课程建设与应用，按照《山西

省高等学校精品共享课程立项建设与认定办法（试行）》和《山

西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9 年度山西省精品共享课程立项建设和

认定工作的通知》要求，省教育厅对 2019 年各高校申报的精品

共享课程进行了评审，并对评审结果进行公示。现将立项名单予

以公布。

山西省高等学校精品共享课程的建设期和培育期均为 2 年，

认定有效期为 5 年。对通过立项建设的“山西省高等学校精品共

享课程”，相关高校要提供建设经费，承担主体责任，对课程运

行情况进行监督和管理，持续建设和完善，确保精品共享课程内

容更新和教学质量。不断拓宽课程共享范围，向高校和社会开放，



并提供不少于 5 年的教学服务，提高课程的开放性和安全性，及

时反馈高校师生和其他学习者的使用情况。

附件：1. 2019 年山西省高等学校精品共享课程立项认定课

程名单

2. 2019 年山西省高等学校精品共享课程立项建设课

程名单

3. 2019 年山西省高等学校精品共享课程立项培育课

程名单

山西省教育厅

2019 年 9 月 4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普通化学 线下 杜慧玲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概论 线下 姚 琳

有机化学 线下 赵晋忠

普通植物病理学 线下 姚艳平

山西医科大学

妇产科学 线上 王志莲

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 线上 张丽峰

牙周病学 线上 任秀云

卫生经济学 线上 李 菲

法医病理学 线上 孙俊红

护理管理学 线上 张培莉

口腔修复学 线上 赵 彬

环境卫生学 线下 张志红

无机化学 线下 张爱平

口腔科学 线下 杨连萍

急诊与灾难医学 线下 李 燕

护理学基础 线下 商临萍

分析化学 线下 李云兰

神经外科学 线下 郝政衡

山西财经大学

流通经济学 线下 朱丽萍

政治经济学 线下 武巧珍

财务报表分析 线下 郝晓雁

山西师范大学

非线性编辑技术 线上 汪存友

教育心理学 线上 张 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线上 本志红

戏曲鉴赏 线上 刘于锋

中国古代史（隋-清） 线上 刘 丽

中学信息技术教学 线下 刘景宜

土壤地理学 线下 张永清

诺贝尔文学奖小说导读与鉴赏 线下 高 超

体育与健康 线下 闫艾萍

中北大学

可编程逻辑器件应用 线上 王红亮

市场营销学 线上 赵公民

高分子化学 线上 杜拴丽

工程测试技术 线上 黄晋英

材料力学 线上 徐 鹏

信号与系统 线下 张晓明

太原科技大学

起重机械 线上 文 豪

算法与数据结构 线上 杨海峰

材料力学 线上 戴保东

Administrator
高亮



山 西 省 教 育 厅 文 件

晋教高〔2020〕2 号

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20 年山西省教学

质量提升工程各类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

各本科高校、独立学院：

现将 2020 年山西省教学质量提升工程各类项目立项名单

予以公布（本文件同时在山西省教育厅网站发布）。为进一步

规范项目实施，提高项目实施效益，就有关事项要求如下：

一、切实加强过程管理。各项目单位要积极推进项目的实

施，为项目实施配套必要经费，提供支持和保障，组织好开题

论证，保证项目规范有序进行。

二、按时完成研究（建设）任务。各项目负责人要把握项

目研究（建设）周期，组织项目组成员按时完成任务。教学改

革创新项目周期一般为 2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周

期一般为 1 年；山西省精品共享课程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建设期和培育期均为 2年，认定有效期为 5年。对不能按期结

题的项目，将限制项目组所有成员申报教学质量工程各类项目。



- 2 -

三、做好结题验收工作。所有项目的结题验收均委托项目

单位组织实施，重点项目结题报告报教育厅高教处。为彻底消

除“重申报、轻结题”的现象，从今年起，教育厅高教处将对立

项项目的实施情况，特别是结题验收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并依

据检查结果对项目做出持续支持、督促提醒或撤销的决定。检

查结果还将作为下一年度安排高校申报和立项项目名额、经费

资助的重要依据。

四、扩大项目成果效益。通过认定的省级“精品共享课程”
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三个月内，由相关高校组织政审

后，在“晋课联盟网站”向全省高校和社会开放，并提供不少于

5年的教学服务。对不能共享、提供服务的省级认定课程，将

取消称号。

附件：1. 2020 年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创新项目立项

名单

2. 2020 年山西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项目立项名单

3. 2020 年山西省高等学校精品共享课程立项名单

4. 2020 年山西省高等学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立项名单

山西省教育厅

2020 年 8 月 3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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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020227 山西医科大学 口腔正畸学 武秀萍 混  合 建  设

K2020228 山西医科大学 无机化学 张爱平 线  下 建  设

K2020229 山西医科大学 天然药物化学 杨官娥 线  下 建  设

K2020230 山西医科大学 社区护理学 金瑞华 线  下 建  设

K2020231 山西师范大学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本志红 线  上 建  设

K2020232 山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薛秀娟 线  上 建  设

K2020233 山西师范大学 唐诗与三晋 赵继红 线  上 建  设

K2020234 山西师范大学 希腊罗马神话 李  楠 线  上 建  设

K2020235 山西师范大学 物理化学 张丽敏 线  上 建  设

K2020236 山西师范大学 "绿色校园"社会创新 周芬芬 实  践 建  设

K2020237 山西师范大学
诺贝尔文学奖小说导读

与鉴赏
高  超 线  下 建  设

K2020238 山西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史 樊百玉 线  下 建  设

K2020239 山西财经大学 数据科学的概率论基础 张晓琴 线  上 建  设

K2020240 山西财经大学 新闻评论学 平  凡 混  合 建  设

K2020241 山西财经大学 跨文化商务沟通 徐梓源 混  合 建  设

K2020242 山西财经大学 创业基础 高  萍 实  践 建  设

K2020243 山西财经大学 法理学 孙晓红 线  下 建  设

K2020244 山西财经大学 消费者行为学 张香兰 线  下 建  设

K2020245 山西财经大学 零售学 苏永伟 线  下 建  设

K2020246 山西财经大学 农业经济学 冯春燕 线  下 建  设

K2020247 山西财经大学 中国经济思想史 张晋光 线  下 建  设

K2020248 山西财经大学 政治经济学 高宏伟 线  下 建  设

K2020249 山西财经大学 管理会计 袁水林 线  下 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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