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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
,

应避免难点太多
,

造成学生不易掌握
,

产生畏

难情绪
。

在教学中讲解重点和难点内容时
,

常常需

要用幻灯片
、

投影片
、

挂图
、

模型
、

板书板图等进行讲

解
,

在何时何处使用何种教具
,

应在教案中注明
,

包

括各个教具的要讲解的要点
,

都要在教案中体现出

来
,

以便于学生在听课时掌握重点
、

弄清难点
、

提高

学习效率
。

� 教案的语言必须规范
、

准确

需要强调的是
,

清晰
、

完整授课计划的实施应该

且必须建立在规范
、

准确的语言基础上
,

教师应力求

在编写教案
、

整理自己思路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运用

规范
、

准确的语言对所教授内容进行讲解
,

要在语言

文字上多下一些功夫
,

做到语言通顺
、

精练和准确
。

精练准确的语言给人以简洁明快的感觉
,

有助于学

生们很好地掌握教学 内容
。

要做到 准确地使用概

念
,

科学规范地应用术语
,

正确地进行逻辑推理
,

用

语不拖沓重复
,

力求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丰富的教

学内容
。

另外
,

运用一些启发性的语句合理设问
,

以

及设计小专题的课堂讨论等都可 以更好地实现教师

和学生的教学互动
,

这些内容直接关系到课堂教学

组织的效果
,

因此在教案中都应该用准确
、

贴切的语

言加以反映
。

� 教案应该及时更新

教案是教师备课的智力成果
,

教案是否合格与

教师的知识结构
、

授课经验和具体的教学要求息息

相关
。

一份教案完成后应该根据教育水平和教学要

求的不断提高时时创新
,

才能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

现代教育背景
,

那种
“

几十年来一本教案
”

的作法
,

早己不合时宜
。

特别随着教育观念的不断更新
,

教

学方法的创新
,

要求教师不断钻研教育理论和教学

方法
,

使自己编写的教案内容和教学方法与时俱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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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药剂学是近几十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

新兴学科
。

这是门通过研究药物及其剂型在体内的

吸收
、

分布
、

代谢和排泄过程
,

阐明药物的剂型因素
、

机体生物因素和药物疗效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
。

它

以控制药物内在质量为 目的
,

以研究剂型与药物的

体内动态及疗效间的关系为重点
,

在高效
、

速效和长

效新药的研究开发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生物药

剂学作为一门药学专业后期基础课
,

与实际工作联

系密切
,

掌握与否直接影响到学生毕业后走上工作

岗位的表现
。

笔者从多年的教学经验出发
,

以培养

学生学习兴趣
、

提高他们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为目的
,

对生物药剂学内容的设置
、

教学方法

作了一些改进
。

� 教学内容

�
�

� 密切联 系学科现状

生物药剂学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
,

已成为一门

完整的学科并且在保证药品质量
、

新药开发 和临床

合理用药等方面显示出重要作用
。

随着相关学科的

发展
,

生物药剂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仍在不断

的发展中
。

对于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学生而言
,

生

物药剂学内容的条理性不如前期基础课强
,

可牵涉

知识面广 �许多学生认识不到生物药剂学的重要意

义
,

认为学之无用
,

因而在学习过程中容易产生厌倦

心理和畏难心理
。

针对这个问题
,

我们在教学过程

中尽可能多的引人最新的学科动态如现在的中药制

剂研究
、

生化制剂研究 以及一些最新的研究方法等
,

拓展学生知识面
、

加深学生对学科重要性的了解
,

提

高学习兴趣
。

�
�

� 联系融会相关学科 内容

生物药剂学与药剂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
药剂

学中新剂型的开发需要生物药剂学研究作为基础
,

药剂学的发展向生物药剂学提出新的要求
。

生物药

剂学研究需要有生理学
、

生物化学
、

药理学以及药物

动力学的知识
,

同时作为临床药学的核心部分与临

床药理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

研究生物药剂学必须

同时关注相关学科的研究进展
、

研究方法
。

我们在

授课过程中一直强调一点
� “生物药剂学是一门交

叉学科
,

一门综合的学科
” ,

针对课程要求引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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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相关学科知识
,

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这些

知识进行归纳和总结
,

加深对现学的知识的理解
。

如学习 �� 分配学说这节课时
,

先请大家回忆无机

化学中有关弱酸弱碱药物电离平衡的知识 �然后再

引人相关公式
,

分析体内 � � 值的改变影响药物解

离型� 非解离型比例的原因 �最后引导学生从以上过

程中总结出 �� 变化改变药物透膜转运 比例的规

律
。

这样就避免了学生 由于前期知识遗忘而造成的

理解困难
,

同时还锻炼了同学们独立思考问题
、

分析

问题的能力
,

激发了学习积极性
,

收到良好效果
。

� 教学方法

�
�

� 加强 实例分析

生物药剂学是一门应用学科
,

涉及知识面较广
,

头绪较多
。

在授课过程中
,

教员应引导学 生建立 自

己的学习思路
,

系统化 的学 习
、

理解生物药剂学知

识 �同时应加强实例分析部分
,

给出每一条规律的同

时
,

注意理论分析与实例并重
,

帮助学生理解所学知

识
。

如
“

血浆蛋白结合影响体内分布
”

一节中
,

在讲

解
“

血浆蛋白结合率的微小改变会造成药物分布的

明显改变
”

时
,

举出蛋白结合率很高的药物如华法

林在体内的变化情况说明此条规律
,

把抽象问题具

体化
,

利于学生理解记忆
。

�
�

� 突 出重点与特色

生物药剂学主要研究内容是药物体内过程及各

种影响因素
。

过程的影响因素既有其共同性
,

又存

在各自独特的影响因素
,

学生在学习时经常容易混

淆
。

针对这个问题
,

我们在授课过程中须注意调整

课程内容和次序
�
胃肠道吸收部分中集中讲解影响

因素的共性 �在后面的章节中则分别突出各自的特

点
,

如皮肤与眼部给药药物吸收遵循抛物线法则等
。

这样安排减少了各章节内容的重复
,

使课程整体上

条理清晰
、

重点与特点突出
,

有效地提高了学生学习

的效率
。

�
�

� 强调联系实际和临床应用

作为临床药学的核心部分
,

生物药剂学主要研

究药理已证明有效的药物
,

当制成某种剂型
、

以某种

途径给药后是否很好吸收
,

及时分布到作用部位及

其在作用部位的浓度与维持时间
,

从而更有效的发

挥药理作用
。

因而生物药剂学与药物临床应用是密

切相关的
。

在授课过程中我们有意识的引人临床应

用实例
,

把所讲理论与实际情况相结合
,

使学生有更

加直观的印象
,

加深记忆
。

�
�

� 培养专业文献阅读能力

生物药剂学作为新兴学科
,

现在仍处于发展的

迅猛时期
。

关于生物药剂学 的研究文献非常多
,

但

国内文献相对较少
。

在课程中引用参考文献尤其是

外文文献
,

一方面可 以向学生介绍 国外最新 的研究

成果
,

另一方面可以锻炼学生专业外语的阅读理解

能力
,

增大专业词汇量
。

结合提问
、

讨论等多种教学

方式
,

活跃课堂气氛
,

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乐趣
。

上述的改革措施经过近两年来的实践
,

得到了

广大学生的认可和好评
。

通过优化课程内容
,

改革

教学方法
,

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

培养了他们独立

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取得了一定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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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

能够治疗致病菌引起的病理损害
。

其疗效与

联苯节哇相比无显著差异 �尸 � �
�

� ��

姜黄挥发油对感染模型的抗菌作用总有效率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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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认为姜黄挥发油洗剂抗真菌感染疗效

确切
,

姜黄挥发油对常见皮肤真菌有较强的抑制作

用
,

对皮癣菌最为敏感
,

对引起人类皮肤癣菌病常见

的红色毛癣菌
、

石膏样毛癣菌和絮状毛癣菌极敏感

��� � 为 �
�

�� �� ��
’川

。

本文抗家兔石膏样毛癣菌

感染实验
,

也收到较好效果
。

但与体外抗真菌实验

略有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疗程短等
,

还需进一步的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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