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Ｖｏｌ．４２ Ｎｏ．５
Ｍａｙ ２０２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４８７～４９３

教学研究 ＤＯＩ： １０．３７２４ ／ ＳＰ．Ｊ．１１２３．２０２３．１２０２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２⁃１８
∗通讯联系人．Ｔｅｌ：（０３１２）５０７３１９６，Ｅ⁃ｍａｉｌ：ｘｉａｏｑｉａｏ＠ ｈｂｕ．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２２２７４０３５）；河北省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ＺＤ２０２２０７９） ．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２２２７４０３５）；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ｏ． ＺＤ２０２２０７９） ．

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对提升教学效果的作用：
以药物分析学课程中色谱方法的教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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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药物分析学课程是将多个课程联系起来形成新的综合知识节点的三维知识网，涉及知识体系庞大，知识结构

灵活。 其中，色谱分析法在这门课程中涉及面极广，要准确掌握其内容难度很大，这会导致教学效果不好。 本着立

德树人的教育宗旨和培养复合型高素质专业人才的目标，本文以药物分析学课程中色谱方法的教学为例，将与色

谱方法相关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融入教学过程，将创新理念和科研思路渗透给学生，这不仅有利于学生理

解并掌握知识，而且能够锻炼学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文进一步阐述了如何通过课程设计引入科学发

展前沿并渗透科学问题，从而阐明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对达成教学目标的促进作用。 针对药物分析学课程

知识更新速度快、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特点，我们通过引入色谱科学发展前沿、渗透科学问题、采用问题式与任务驱

动式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对课程进行设计，并采用多元化考核、学生反馈、自我评价 ３ 个方面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估。
结果表明，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达成课程目标具有显

著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教学效果，实现了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共同提高。
关键词：科研成果转化；教学资源；色谱方法；药物分析学课程；教学效果；问题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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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但
是大而不强、活力不够、重科研轻教学等问题依然比

较突出。 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

标，也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１］。
没有人才优势，就不可能有创新优势、科技优势、产
业优势，因此培养创新人才是国家科技发展的驱动

力。 与此同时，为了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并培

养出优质、顶尖、高端的创新型人才，教育部、科技部

发布的《教育部科技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高校要及

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育教学、学科专业发展资源。
因此，处理好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关系，不仅是政策的

驱使，更是提升高校教学质量、增强我国高等教育影

响力和活力的重要途径［２］。 教学与科研是高校教育

功能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以培养人才为目标的教学

是传授知识的一种最基本形式，科研则是培养创新

能力的重要途径。 当今世界，经济竞争归根结底是

技术竞争，而技术竞争的实质是人才资源的竞争，因
此，高校应借教学与科研双重之力，承担起培养有创

新能力人才的重任。 科研对教学的带动作用以及对

学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虽已有较多研究［３－５］，但
目前仍未得到普遍重视，主要原因是科研与教学之

间未能有良好的融合机制［６］。 将科研成果转化为

教学资源是利用科研促进教学的有效途径［７，８］。
　 　 教学资源，广义上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可利用的

一切要素；狭义上是指教学材料、教学环境及教学后

援系统。 其中，教材就是最常见的教学材料，是教学

过程中物化的资源，具有直观、使用简便的优势，但
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知识滞后、篇幅和形式

有限、不利于学生个性和创造性发展等，从而影响教

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与此同时，我国高等教育的发

展方向是以提高教学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发展［９］，因
此任何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都将成为我国高等教育

发展的绊脚石。 提高教学质量，首先要从提升教学

效果着手，而教学效果的提升与教学资源的丰富程

度和合理利用程度有重要关系。
　 　 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社会需要的是同

时具有丰富知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基于基本教学

资源的灌输式教学方法已无法满足这一人才培养的

需求。 在这种形势下，将先进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教

学资源，通过适当的形式融入教学过程，有助于锻炼

学生提出科学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１０］。 先进的

教学资源能够为提升教学效果创造基本条件，不仅

能够启发学生通过发现规律和进行科学总结获得解

决问题的方法，而且能够提升学生的创新想象力、判
断力和思维能力，从而为社会培养知识储备丰富、创

·８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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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力突出的专业人才。 为了适应经济、科技、文化

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全面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和人才

培养质量，本着立德树人的教育宗旨和培养复合型

高素质专门人才目标，本文以药物分析学课程中色

谱方法的教学为例，阐述了如何通过课程设计引入

科学发展前沿并渗透科学问题，从而阐明将科研成

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对达成教学目标的促进作用。

１　 理论部分

１．１　 药物分析学课程的特点

　 　 药物分析学课程是将分析化学、有机化学、药物

化学、药剂学等课程通过形成新的综合的知识节点

而联系起来的三维知识网，所涉及的知识体系庞大，
知识结构灵活［１１］。 尽管学生先学习了必要的基础

知识，但是历届学生均反映这门课程知识点繁杂，不
容易记牢，尤其是色谱方法在这门课程中涉及面广，
药物的鉴别、检查、含量测定等，无一不需要色谱法，
要准确掌握其内容难度很大，导致学生期末考试卷

面成绩不高、及格率低。 我们认为导致上述结果的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色谱法虽然是一种实用性方

法，但是由于本科生接触机会少，理解不深入，因此

难以将理论知识融会贯通；灌输式教学方式无法提

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师生之间缺乏提出和解决科学

问题的探讨过程；学生将零散知识点结成网络的思

维导向不正确或能力不足。 药物分析学课程的重点

内容大都是基于现代化的分析方法和技术，尤其是

色谱技术，其更新速度快，理论性与实践性并重，如
何设置这张知识网的节点将极大地影响药物分析学

课程的可认知程度。
１．１．１　 知识体系庞大

　 　 药物分析学课程是高等院校药学类专业的必修

课程，围绕药物质量控制进行教学，主要研究化学结

构明确的合成药物或天然药物及其制剂、中药制剂

和生物制品的质量控制方法，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

实践操作训练，培养学生具备药品质量全面控制的

观念，使学生掌握常用药物的鉴别、杂质检查与含量

测定的原理与方法，并具备创新研究和解决药品质

量问题的思维和能力。 但本课程知识点繁杂，重点

和难点多，多种色谱法贯穿始终，导致该课程学习难

度较大、不易掌握，这成为影响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的关键因素。
１．１．２　 知识更新速度快

　 　 当今社会正处于“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对于药

物分析学课程来说更是如此。 首先，随着对药品质

量要求的提高，药品标准更新较快，如英国药典和美

国药典每年更新一次，而且由于标准的提高、方法的

改变或新收录的品种等原因，其间还有增补本发行；
《中国药典》每 ５ 年更新一次，每隔 １ 或 ２ 年出版增

补本。 其次，由于新药的研发与生产不断出现新的

质量问题，因此需要研究新的质量控制项目和方法；
再次，药学领域中对于药品质量的研究从未停止，色
谱⁃质谱联用技术、毛细管电泳⁃质谱联用技术、色谱⁃
核磁共振波谱技术、指纹图谱技术等新的分析技术

和分析仪器也是日新月异［１２］。
１．１．３　 理论性与实践性并重

　 　 药物分析学课程中有关药物的结构和性质、各
种分析方法的原理，以及分析方法的选择依据和结

果分析等内容是基于大量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设置

的，具有较强的理论性；与此同时，该门课程培养的

是将来能够胜任药品研究、生产、供应和临床使用过

程中的分析检验工作，并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现代

化技术手段、初步制订药品质量标准以及建立新分

析方法的人才，因此该门课程同时也具有很强的实

践性。
　 　 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正确把握

和理解该课程的特点和规律，提升教学效果，提高教

学质量，并最终达到培养优秀药学类人才的目标，我
们将药学学科的前沿进展及课程组教师的先进科研

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进行课程设计，融入教学过

程，将创新的理念和科研的思路通过渗透的方式传

递给学生，不仅有利于学生理解并掌握知识，而且能

够引导学生关注药学发展动态，学会以科学的思维

方式进行研究。
１．２　 课程设计

　 　 课程设计是以学生为主体，针对如何使学生理

解并掌握课程内容的问题，对教学资源进行组织、规
划，并形成具有一定评价机制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

纲的系统化过程。 随着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对药

学类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同时也对他们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课程设计的取向、课程的根本目的及主要

任务直接关系到教学效果、教学质量以及培养人才

的质量。 药物分析学课程作为药学类专业核心课

程，其设计取向为技术学取向，但同时由于药物的特

殊性，课程设计还应兼顾学术理性主义取向和人本

主义取向；课程设计的模式为目标模式，即根本目的

是培养优秀的药学类专业人才；课程的主要任务是

·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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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药品质量全面控制的观念，使学生掌握常

用药物的鉴别、检查与含量测定的原理与方法，并具

备创新研究和解决药品质量问题的思维和能力。 为

了更加清晰，我们用图 １ 展示课程设计场景。

图 １　 课程设计场景图
Ｆｉｇ． 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ｄｅｓｉｇｎ

　 　 药物分析学课程结构主要包括学科发展前沿探

究、基本理论知识传授、分组讨论科学问题、实际应

用案例分析 ４ 个部分。 现分别将这 ４ 部分的具体设

计内容阐述如下。
１．２．１　 学科发展前沿的引入

　 　 将国际上药物分析学科的发展现状引入课堂，
结合教师研究方向，针对热点研究问题进行分析，让
学生直观地了解最新研究动态，明确本学科的发展

方向以及研究热点的意义和目标。 如介绍欧洲及其

他发达国家新颁布的药典标准，并与我国药典标准

对比，找出差距，明确研究方向；在课堂中引入液相

色谱⁃质谱联用技术的发展现状，尽管目前《中国药

典》（２０２０ 年版）中使用这一技术的标准有限［１３］，但
是教师应让学生了解目前这种联用技术已经成为前

沿研究中最高效的技术之一；同时，为学生介绍学校

开放的数据库以及如何查阅并下载相关文献资料，
让学生养成自主了解本领域发展前沿的学习习惯；
此外，我们还将参加大型学术会议时学者们交流的

热点研究内容介绍给学生，这些内容是在他处无法

获得的珍贵教学资源，同时通过照片展示，拉近学生

与知识的距离，从而更容易产生兴趣并接受，学习科

学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的研究方法。
１．２．２　 科学问题的渗透

　 　 是否是优秀人才的评判标准之一就是要看其发

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高等教育不仅要使

学生掌握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才能培养出社会需要的优秀人才，而
简单的知识灌输式授课方式并不利于这种能力的培

养。 我们将科学问题适时地渗透于基础理论讲授

中，不仅有利于加深学生对基础理论知识的理解，而
且能够通过科学问题的引导激发学生在基础理论层

面之上主动提出问题的积极性，同时还能锻炼学生

分析和解决科学问题的能力。 例如，结合我们在科

研过程中对色谱法的研究，在讲授含量测定等定量

分析方法时，提出了“《中国药典》中的含量分析方

法通常采用色谱法，而毛细管电泳法也可以进行定

量分析，为什么《中国药典》较少采用毛细管电泳法

来进行定量分析？”。 这一科学问题的提出蕴含着

色谱法和毛细管电泳法各自的特点，以此引导学生

以分析方法的原理为源头发现问题，并以问题为导

向，基于所学知识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以及解

决问题的方法。
１．２．３　 科学问题的分析与解决

　 　 问题驱动教学法 （ 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ＢＬ）是以学生为主体，学生通过分组形成不同的团

队，接受教师分派的不同任务，最终经教师指导、团
队协作完成项目，并全程进行评估［１４，１５］。 任务中所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驱动性问题，即具有可行性、价
值性、真实性、意义性、道德性等特点。 这种教学方

式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将标准化的学科知识学以致

用，而且能够引导学生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发现问题，
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此外，
问题驱动教学方式非常适合当今社会对人才的培养

需求，这种方式有利于加深学生对于知识共享的理

解，使其能够更好地融入团队、适应工作环境。 例

如，我们在药物分析教学过程中设计了 １０ 组与色谱

法相关的项目，这些项目所涉及的问题均为我们在

实际科研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学生要解决这些问

题，不仅需要一定量的多学科交叉理论基础，而且需

要查阅文献资料，还需要咨询一些相关专业的教师。
课程评价中，学生对问题驱动教学方式普遍给予了

极高的评价，认为自己不仅收获了理论知识之外的

实践经验，而且锻炼了创新思维方式，提高了自己解

决问题的能力。
１．２．４　 教学案例

　 　 药物分析学课程是河北大学药学类专业培养方

案的一门核心课程，设在第 ７ 学期，５１ 学时，３ 学分。
近两学年，我们采用了曾苏教授主编的《药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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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３ 版，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尽管学生已在大学第二学年学习了仪器分析课程，
但是由于本科生动手操作少，仪器分析实验课程也

只是验证性试验，学生只是学到了色谱的理论知识，
利用色谱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没有得到充分锻

炼，因此很难将其灵活应用于药物分析。 此外，虽然

也同时开设了药物分析实验课程，但是兼顾知识面，
有关色谱法的实验也仅占据极小的一部分。 为了锻

炼学生利用色谱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我们结合

自己的研究方向，在近三学年药物分析学课程色谱

方法的教学中，将新型药物色谱分离介质用于复杂

中药体系分析及体内药物分析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教

学资源融入教学过程中，对药物分析的课程设计进

行了全面升级：通过在基础知识讲授过程中引入药

物分析学科发展前沿，尤其是用于药物分析的新技

术和新方法的开发，如色谱⁃质谱联用技术、超高效

液相色谱技术以及激光诱导荧光等新型检测技术，
让学生了解学科发展现状以及当前热点研究方向，
激发学生探索创新的兴趣；在教学过程中渗透相关

科学问题，如在讲授体内药物分析时，引入生物样品

前处理的科学问题、各种前处理技术的特点以及如

何根据样品性质开发先进的前处理方法，从而在已

有的基础理论知识上增加其“灵活”和“可开发”性，
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并利于学生养成提出问题的学

习习惯；在一定知识范畴内，设定符合学生研究能力

的项目，通过问题驱动教学模式让学生主导开展问

题讨论和推进，学生要运用自己储备的知识网络，兼
顾项目的整体与局部，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由此形

成科学的思维方式，积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经

验，提升实践能力［１６］。 如我们在授课前事先拟好了

１０ 个自主设计实验的项目（见表 １），借助超星泛雅

在线教学平台，将学生分为 １０ 组，每组随机抽取一

个项目，项目设计内容为采用最新技术或方法对给

定的几类药物或样品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案设

计，说明设计原理、可行性、可能遇到的问题与解决

方案以及项目组成员的讨论纪要等，并将最终方案

形成报告在线提交，期限为 ４ 周。
　 　 在此期间，我们也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每一组的

讨论，发现学生能够通过查阅文献解决部分问题，并
能利用所学知识经过反复论证形成最终方案。 评分

由教师评分（权重 ５０％）和项目组互评（权重 ５０％）
组成。 ＰＢＬ 模式项目的开展，不仅增加了学生与教

师的互动，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让学生意识到团队

协作的意义，有利于日后快速融入工作团队，更让学

生领会了如何充分利用前人的最新科研成果来解决

科学问题。
　 　 本课程组近 １０ 年一直使用题库模式进行期末

考试，虽然期间有更新，但难度系数均控制为 ０ ５５～
０ ６５，并且有统一的评分标准，因此学生的成绩可以

从一定程度上反映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在实施

“科研成果转化教学资源”近 ３ 个学年，学生成绩有

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最高分从实施之前的 ７７ 分提高

到 ９２ 分，期末考试成绩不及格率从 ２５％ 降至 ２％。
此外，学生在评教系统中对药物分析学课程的教学

方式和效果给出了高度评价，９７％ 以上的学生认为

学到了书本以外的知识，开拓了思维，提升了自己解

决问题的能力。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课程考核

　 　 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估，是对课程设计及教学方

式的总结与检查，对进一步完善课程设计和丰富教

学方式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传统的考核方式仅能考

查学生对各类药物的性质、各种分析方法的原理以

及《中国药典》中采用的具体的分析方法等的掌握

程度，这些知识体现的主要是学生的记忆力，而对于

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针对新药建立新的分析方

法的能力则展现不足，既无法真实地体现将科研成

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的教学效果，也不符合对培养优

秀人才的考核指标。 针对上述问题，结合河北大学

对于课程考核的规定及教学大纲要求，我们丰富了

平时成绩（总成绩 ＝ 期末成绩 × ７０％ ＋平时成绩 ×
３０％）的项目，除“作业”“课堂测验”“考勤”外，还增

加了“课堂互动”和“ＰＢＬ 分组讨论”两项内容。 这

两项在平时成绩中的占比为 ５０％，并且贯穿整个教

学过程，因此也更能反映学生掌握并灵活运用药物

分析技术的真实水平。
２．２　 学生反馈

　 　 学生反馈是学生对教师业务水平、教学方法、教
学态度的评价，同时也是学生对自己学习效果满意

程度的表达，因此能够比较直接地反映教学效果。
在教学过程中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后，我们

所授课班级学生匿名反馈结果统计数据表明：学生

针对教学内容中“老师注重吸收学科新知识、新成

果，及时介绍前沿动态，拓宽了我的知识圈。”单项

评分为 ９ ９３ 分（满分 １０ 分）；针对教学效果中“通

·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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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１０ 组 ＰＢＬ 项目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ｅ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Ｂ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Ｎｏ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ｉｔｌｅ） Ｓｃｏｒ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１－７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ｔｗｏ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ｏｎｅ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ｎｅ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ｂｙ 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
ｍｕｌａｓ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１００ （×０．９）

８ Ａｎ ＨＰＬＣ 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ｃｈｅｍ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ＵＶ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１００ （×１．０）

９ Ａｎ ＨＰＬＣ ｓｃｈｅｍ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ｆｉｖｅ ａｎｔｈｒａｑｕｉｎｏｎｅｓ
ｉｎ Ｒｈｅｕｍ ｐａｌｍａｔｕｍ Ｌ． （ｒｈｅｉｎ， ｅｍｏｄｉｎ， ｃｈｒｙｓｏｐｈａｎｏｌ， ｐｈｙｓｃ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ｌｏｅ⁃ｅｍｏｄｉｎ） ．

１００ （×１．０）

１０ Ａ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ｂａ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ａ ｓａｍｐｌｅ⁃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ｅｎａｂｌ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ｏｆ ｐｈｅｎｏｂａｒｂｉｔａｌ ｉｎ ｍｏｕｓｅ ｂｌｏｏｄ．

１００ （×１．０）

过学习，我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得到激发。”单项

评分为 ９ ９０ 分（满分 １０ 分）。 这表明绝大多数学

生对于充实了新的教学资源的新教学方法是非常认

同和满意的。
２．３　 自我评价

　 　 自我评价是教师本人对教学目标达成程度和学

生学习效果的评价，是教师自我认识、自我反思、自
我提高的必要过程。 通过教师自我评价，能够从根

本上发现教学资源与教学方式的优势与不足，从而

在以后的教学中扬长补短，达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的目的。 我们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并采用多

种形式进行教学，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了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了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作为教学主体的课堂主动性，
学生期末成绩有明显提升且反馈结果良好。

３　 结语

　 　 为了提升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达成药物分

析学课程教学目标，最终实现优秀药学类人才的培

养，基于药物分析学课程的特点，我们将药学学科的

色谱领域前沿进展及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进
行课程设计，融入教学过程，并采用多种适当的教学

手段实施教学，不仅能够充分利用资源，弥补教材的

不足，而且有利于丰富教学形式，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和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尽管如此，要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在
教学中传承并发展下去，还需要克服一些难题。 首

先是科研成果与教学资源的相融性问题，并不是每

一位任课教师的研究方向都与其所承担的课程相

符，这会导致其科研成果无法恰当地转变为该课程

的教学资源。 其次，对于一些百家争鸣的学术问题，
教师的科研成果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如果教师没有

正确认识或没有合理运用，不利于学生判断力的提

升，而且容易导致学生接受偏颇的学术知识。 最后，
学生对由科研成果所转化的教学资源接受能力不

同，存在个体差异，教师授课时一概而论则容易事倍

功半。 因此，教师需要合理运用并正确引导学生、因
材施教，才能使“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的方式

在教学中发挥最大优势，最终起到提升教学效果、培
养药学优秀人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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