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药物化学课程群教学团队自评报告 

药物化学课程群教学团队员主要由药物化学，药物化学实验，天然药物化学，

天然药物化学实验，有机化学和有机化学实验的带课老师组成，在长期的一线教

学工作中积累了大量药学相关专毕业的化学教学经验。课程群服务于药学院所有

专业（药学系、药剂系、药物分析系，化学生物学系）和生科院部分专业（生物

制药系）。主要关联课程分工如下：药物化学理论课程负责老师：戴康，王强，

郑永胜；药物化学实验课程负责老师：戴康，王德彬，王强，郑永胜，杨金明，

孙文武；天然药物化学理论课程负责老师：杨光忠，杨新洲，李竣，熊慧；天然

药物化学实验课程负责老师：杨新洲，李竣，熊慧；有机化学实验课负责老师：

郑永胜，杨金明，孙文武，孙焕。 

作为药学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群，“药物化学一体化课程群教学改革与实践”

建设任务主要设定为服务相关专业的药物化学相关课程的教学工作，辅助团队成

员完善各项教学目标，积极响应教学领域新发展、新趋势，推动相关课程教学改

革以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现将阶段教改成果总结如下： 

1.人才培养模式 

药学相关专业具有交叉融合应用性非常强的专业特色，但长久以来多数国内

院校只是与其他多数理工科基础专业课程一样采取单科建课授课的传统教学模

式进行教学，忽视了制药行业做为一个完整有机的高技术行业内部知识系统的连

接与协同，间接造成学生系统掌握行业知识的难度提高。还有部分知识点在不同

课程中的重叠重复的弊病，进一步降低了教学效率。与此同时，专业的高技术门

槛对考研深造的需求也在增加，本科与研究生阶段课程的相互独立设置也造成了

专业知识全面培养中的重叠与缺位。 

针对上述弊病，药物化学课程群教学团队积极开展教学改革，在长期一线教

学的基础上，总结教学经验成果，从产业一体化的角度采用更加全面的视角尝试

开展相关专业核心课程的交叉互补设计，促进专业核心课程之间的联系与沟通，

重新梳理相关课程的前后逻辑和内在联系，注重本科与研究生阶段课程的有机整

合，在此基础上积极引入信息化的教学手段，推动虚拟仿真技术和线上教学平台

的深度融入，打造线上线下互融，现实虚拟互通，本科研究生互补的全新人才培

养模式。 



2.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药物化学课程群教学团队用难度分阶的办法分层次设计不同学习阶段的课

程知识点，去重补缺，前后贯通，打造覆盖制药产业链前半程的一体化教学体系。

在此过程中，团队成员协作共赢，采取线上课程平台共建的形式，降低了个人备

课难度，提高了合作备课效率，发挥了个人特长，提升了线上课程品牌价值。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充分利用了现代信息技术，积极推进了虚拟仿真技术在本科和

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应用，直观展现了本专业宏观调控微观的专业技术特色，提高

了教学的质量与效率。其中，具体的成果主要包括：本科与研究生阶段相关课程

（包括实验课程）知识点的再梳理与难度分阶；本科与研究生阶段虚拟仿真教学

项目的内容分阶设计与实践；线上教学平台的建设与推广应用。 

以下是课程体系的组成与相互关联（图 1）： 

 

图 1.课程体系建设创新点 

按照课程分组，本科阶段与研究生阶段同一课程划入同一组，按教学大纲划

分各自任务图，集中梳理教材知识点，归纳总结，重订各自阶段的教学内容与难



度，细化具体知识点的不同阶段教学目标，强调前后联系，去重补缺，统筹汇总。

具体任务分工见表 1。 

表 1 课程组设置及分工 

课程组 
（包括实验） 

本科 研究生 统筹 

有机化学 

高等有机化学 

杨金明，孙焕，

孙文武 

杨光忠，郑永

胜 

郑永胜 

药物化学 

高等药物化学 

王德彬，王强，

郑永胜 

戴康，王强 王强 

天然药物化学 

天然产物化学 

杨新洲，李竣，

熊慧 

杨光忠，杨新

洲 

杨新洲 

虚拟仿真实验 

药物分子设计 

戴康，王强 戴康，王强 王强 

在此过程中，细分知识点的难易程度与前后关系，按本科与研究生两个层次

分别编录教学内容，以具体的课程为例： 

在本科阶段药物化学实验课中开设一次虚拟仿真实验课程教学，实验题目是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构效关系分析”，主要内容为：下载药物与靶点结合

形成的晶体复合物结构数据，通过专业软件 DS 分析药物与靶点之间的主要相互

作用力并作图。在研究生阶段在此基础上难度增加，开设“雌激素受体调节剂分

子对接”实验，首先通过另一专业软件进行分子对接，保存结果，然后再利用 DS

软件对结果进行分析，这部分操作与本科阶段的实验类似，所以，整个实验设计

涉及不同软件的协同与配合，实际上就是在本科实验的进阶版，加深了知识面的

深度和广度，前后联系，融合贯通。 

3.教学方法手段 

具体措施主要包括： 

（1） 推动相关课程网络平台建设。充分利用好学校网络教学平台（如学习

通），积极推动共建共享，争取实现课程全部资源上网，辅助课堂教学做好平时

成绩管理因应新教学大纲的需要，同时也利于学生自主学习。按课程组每学期对

网上的教学资源更新，保证与当学期的课堂教学内容的同步性，并与国内外有影

响的药学相关网站链接，给同学们提供最新的教学信息。 

（2） 推动虚拟仿真教学平台完善。在前期已或首批省级立项的虚拟仿真

教学项目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平台建设，争取开通远程登录和计分系统，争取早

日对外开放应用。 



（3） 推动本科研究生前后两阶段的课程去重补缺，融会贯通。“药物化学

一体化课程群教学改革与实践”按照课程分组，本科阶段与研究生阶段同一课程

划入同一组，按教学大纲划分各自任务图，集中梳理教材知识点，归纳总结，重

订各自阶段的教学内容与难度，细化具体知识点的不同阶段教学目标，强调前后

联系，去重补缺，统筹汇总。在此过程中，细分知识点的难易程度与前后关系，

按本科与研究生两个层次分别编录教学内容。 

（4） 推动新理念新方法进入课堂。在教学中注重引进先进的教育思想和

教育观念，大胆尝试新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实现课堂教学方法和师生互动的多

样化。积极推动讲授式、讨论式、启发式、计划内自学与授课结合、围绕药物构

效关系实际问题开放式教学。 

药学相关专业四大核心课程：药化解决构效关系、药理解决毒效关系、药剂

解决剂效关系、药分解决量效关系。药物化学课程群围绕药物化学为解决药物构

效关系成群，一方面立足于相关课程的共同化学基础，强调互相联系，加强互相

补充；另一方面强调化专业实践和专业应用，突出专业综合性和应用性。同时，

在教学过程中主动引入新理念、新模式和新技术，打造网络教育平台和虚拟教育

平台。 

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是药物化学教学的重要环节。实验课中开设了验证性、

综合性、设计性实验，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天然药物化学中有

效成分的结构是最重要因素，结构决定性质，而性质又决定着鉴别及提取分离方

法(即应用)，各类天然药物成分随着其结构特点的不同，其波谱学规律也不同，

因而对于结构类型的熟练掌握，对提高天然药物成分结构鉴定的能力也是有帮助

的，所以结构是主因，结构、性质、应用三者依次为主从关系，抓住了结构的学

习才能“纲举目张”。以结构为主线，从生物合成途径出发，使学生掌握天然药

物成分的结构分类依据，从结构到各类天然药物成分的理化性质，再延伸到应用，

包括提取分离方案的设计和结构鉴定，在教学中采用推演、比较及归纳的方法，

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理论教学：采用启发式、参与式及自学的多种形式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有些问题在上课的前几周提前布置给学生，必要时给以启发，学生是

带着问题去自学，带着问题来听课，在课下培养其自学能力，课堂上更容易形成



教与学的互动效应。学科组教师长期从事民族药化学成分的研究，积累大量的各

种骨架类型的天然产物图谱，结合天然药物化学的课程，首先总结出主要的天然

药物骨架类型的波谱学特征，然后把学生分为几个研究小组，每一组进行一个天

然产物的结构解析，可以让学生了解该化合物的一些背景知识，如从哪一种民族



 

图 2 药物化学理论课和实验课点击量学院内排名前三 

以虚拟仿真教学平台为例：自 2017-2018 第一学期开始尝试改革教学方法和

内容，至今相关课程内容已累计培养服务了药学院 14 级药学（79 人）、14 级药

剂（66 人）、14 级药分（50 人）、14 级化生（27 人）、15 级药学（97 人）、15 级

药剂（97 人）、15 级药分（78 人）、15 级化生（32 人）、16 级药学（97 人）、16

级药剂（97 人）、16 级药分（74 人）、16 级化生（38 人）和生科院 15 级生物制

药（29 人）、16 级生物制药（27 人），17 级药学（107 人）、17 级药剂（87 人）、

17 级药分（74 人）、17 级化生（41 人）、18 级药分（70 人）和 18 级化生（32

人），学生反映良好。 

团队成员杨新洲教授获批立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基于 GLUT4 靶点的苦参抗糖

尿病活性物质和作用机制研究”和“基于 GLUT4 和 SGLT2 双靶点的槐属药用植物

抗糖尿病药效物质基础及作用机制研究”。这两个科研项目的研究成果涉及糖尿

病发生与干预的分子机理。目前已将相关内容转化为教学案例在讲授“生物化学”

课程中“糖类代谢”一节时和“药理学”课程中“抗糖尿病药”一节时使用。团

队成员邓旭坤教授获批立项国家级科研项目“马钱属药用植物毒-效物质基础的

共性研究”。其研究成果涉及到中药马钱子与易混淆伪品的鉴别。目前已将相关

内容转化为教学案例在讲授“药物分析”课程中“中药分析”一节时使用。 

由团队教师主持的立项科研项目是本科生毕业论文选题的主要来源之一。近

两年来，团队教师指导的本科毕业设计选题中，一半左右的选题是直接或间接来

自于立项科研项目的。通过完成与团队教师科研项目紧密相关的毕业设计，毕业

生获得了应用文献资料和科研成果初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锤炼了较强的研究



设计能力和实验操作技能，从而有效保证了本科毕业设计的质量得到不断的提高。 

围绕品牌专业建设、重点课程建设、课程教学评优、教学研究立项是我院专

业、课程与教学改革中相辅相成的四项重要措施。通过品牌专业建设将理论和实

践紧密结合起来，对课程的理论体系、知识结构和教学方式方法、教师梯队建设

以及学生的技能培养，全面或有所侧重地进行研究、改革、创新，从而为学科建

设奠定基础。我院高度重视教学团队建设工作，把教学团队建设纳入了学院教学

质量建设工程。对我院教学团队建设提出了具体目标，通过科学规划、政策支持、

奖励机制建设、经费资助、全程管理等环节，形成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 

此外，我们也积极推动教学成果的应用。 

教学成果应用及效果证明材料 

1.民族药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网站： 

 

2.“药物-靶点相互作用虚拟仿真实验”获批首批省级虚拟仿真教学项目： 



 

3.“药物-靶点相互作用虚拟仿真实验”网站： 

 

4.虚拟仿真实验应用现场： 



 

 

平时在 16 号楼应用现场 

 

疫情期间学生在家应用现场 

5.相关课程网站： 



 

药物化学理论课课程网站点击率累计近百万次 

 

药物化学理论课现有各类线上资源统计 



 

采取多种形式的教学，理论课程涉及新药临床实验部分邀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

同学做线上经验交流，提高了教学效果 

 

药物化学实验课相关章节视频教程（方便学生随时复习） 



 

 

抗疫期间教学成果的延续，本学期继续试用线上电子版实验报告，即时反馈 



 

 

药物化学理论课克隆课程已在外校（赣南师范大学）推广应用，其中 18 级工程

制药专业使用任务点 38 个，学习次数 763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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