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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学教育
。

开设药剂大专班的体会

空军医学专科学校 北京 力 张家象

我校 自一九八六年 以来
,

相继 招收 八

六
、

八
一

匕 八八
、

九 级四届药剂大专班
,

共计 余人
。

其中八七届为二年制干部班

人
。

现对这四届药剂大专班的专业教育情

况汇报如下

总的培养自标是德
、

替
、

体全面发展的
,

适应空军部队和医院需要的药剂师
。

要求学

员既要掌握本专业必须的基础理论
,

又要具

有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和自学能力
,

毕业后

能够胜任部队
、

医院和疗养 院的药 剂师工

作
。

为达此目的
,

我们的做法是
。

加强专业基砒课
,

是学好专 业 理 论

及培养自学能力的关健

我仃觉得三年制大专所达到的程度
,

奇

于二年制中专比较好办
。

因为首先从学制上

增加一年
,

只耍将教学内容拓宽
、

加深就可

达到这一耍求
。

但它又不同 于 四 年制的本

科
,

首先也是体现在学制上少一年时何
。

这

样在本科的基础上压缩哪。部份
,

保留哪一

部份则需认真研究
。

我们认为
,

对于三年制

大专班来讲
,

打好基础是关键
,

这样才有后

劲
,
毕业后才有自学能力

。

因此在论证本专

业训练计划时
,

我们注重加强专业基础课教
育

,
,

在总学时为 抓学时业务技禾谏中
,

普通基础课为 学时
,

专业基础课为  ! 学

时
,

专业课为 妞 学时
,
其中专业基础课占

以上
,

充分保证了专业基础课的学 时
。

其中象无机化学
、

有机化学
、

分析化学等与药

学专亚密切相关的学科均在 功 学时以上
,

这样无论是为以后的专业课教学
,

还甚为毕

业后的自学
,

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

专业课讲授内容应把握住分寸

对于三年斜的大专班来说
,

既要掌握必

要的理论基础
,

又由于时间有限
,

不可过繁过

泄
。

那么每门课程哪些该讲
,

哪些不该讲
,

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间题
。

我们认为大专班

与本科班相比 我们虽然没办本科班
,

但绝

大部分教员是本科毕业
,

对本利
,

教育比较熟

悉
,

在编织专业知识网络中
,

其基本骨架要

具备
,

只是经纬线的密度较本科稀疏
、

线条较

粗
。

基本理论
、

基本知识要掌握
,

覆盖面要

够
。

新知识
、

新技术也要介绍
,

爪亘不必讲的

过详过细
。

并做到五不讲
一

重复的内容

不讲 陈旧过时的丙容不讲
多

不常

用的内容不讲 学员能看懂的内容不

讲 , 对于一些有争议的理论或尚未定论

的观点不讲
。

课程街接要紧密
,

内容要连贯

药剂大专斑较中专班增设几门专业课
,

这样就需要在专业基础课乃至普通基础课的

教学中
,

相应增加有关内容
,

以满足专业课

教学的需要
。

例如 在药剂大专班专业课教

学中增设
“

药物分析
” ,

这对于毕业后从事药

品质量监督
,

进行药品分析捡验所必需掌握

的一门专业课
,
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多采用常

规的容量分析方法之外的紫外
、

红外
、

气相

色谱
、

高效液相色谱等多种现代分析技术和

分析手段
。

尽管以往的分析化学 中有所介

绍
,

但不论从深度或广度上都满足不了
“

药

物芬析
”

课的要求
,

针对这一实际情况
,

我



总 药学倩报通讯 年第 卷第 期

们决定在专业基础课中增设 学时的
“

仪器

分析
”

课
,

为
“

药物分析
”
打基础

。

为使大专生毕业后能从事一定的临床药

学工作
,

我们增设了
“
生物药剂学和药代动

力学
” 。

这门专业课需要广泛的生理病理
、

临床检验及统计学知识和现代分析方法
,

为

此我们对上述各基础学科都作 了相 应 的调

整
,

学时也有所增加
,

以保证后期专业课教

学的需要
。

尽管如此
,

有的基础课内容仍满

足不了专业课的需要
,

为此我们在后期专业

课教学过程中采取缺什么补什么的方法加 以

解决
。

例如 对
“

药代动力 学
”

这门课来讲
,

虽然开设了高等数学
,

但由于时间有限
,

象

拉普拉斯变换等内容没讲
,

我们就在专业课

教学过程中加以补充
。

又如在
“

药物化学
”

的

教学过程中为了讲
“

安定
”

等苯并二氮杂草类

药物的化学名称
,

而补讲了
“ ”

命名

法
,

如此等等
,

从而保证了整个教学内容的

完整性与连贯性
。

在加 强理论课的 同时
,

要注重 对 学

员劝手能力的培养

药剂大专班招生对象是具有商中文化
、

入伍一年的战士 二年制干部班除外
。

入学

前没接触过专业
,

个别学员甚至没用过药
,

简

单的说在专业知识方面是一片空自
。

只想通

过三年的学习达到毕业后能从事药师工作谈

何容易 为此
,

我们除加强理论教学外
,

并

注重动手能力的培养
。

其方法是充实实验内

容
,

想方设法提高实验开出率
,

增加实习时

间
,

并充分利用课余时间与学员广泛接触
,

言传身教
,

进行知识渗透
,

增强学员的参与

意识
。

例如 实验的准备了 仪器的安装
、

植

物标本的制作
,

乃至专业书刊皎介绍及文献

检索
,

以及科研论文的撰写等等
。

这样不仪

提高了学员的动手能力
,

而且拓宽了学员的

知识面
,

使教学双方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揉为

一体
,

从而改变了过去那种教员只管讲
,

学

员只管听的被动局面
,

提高了学员的专业兴

趣
,

坚定了专业思想
。

。

在把握教学内容的同时
,

也 要 注 重

教材的选定

对于 药剂大专班来讲
,

在 目前 尚无

统编教材的情况下
,

教材的选定至关重要
。

汉从讲授的内容上看
,

如果低了就与中专相

同 反之就是本科了
。

如何掌握好这个分寸
,

原则上应严格按照教学大纲把握住
。

但单就

教材来讲
,

我们觉得就不必 要求那 么 严格

了
。

因为教材不论对教员来讲还是对学员来

说
,

都只是一本参考书
,

决不是
‘

一成不变的

教条
。

因此
,

对教材的选定我们的意见是就

高不就低
,

宁深勿浅
,

给学员留有 自学的余

地
,

不仅成为学员在校学习时的参考书
,

而

且在学员出校后的一定时期内
,

仍不失之为

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
。

据此
,

我们便在众多

的本科教材中选定内容充实
,

理论完整
、

相

互匹配的版本作为大专教材
。

这样不仅给学

员留有余地
,

而且对教员也提 出 更 高 的 要

求
,

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

为了便于教员对教学内容的把握
,

我们

在教学大纲的基础上结合具体培养目标
,

分

别制定了各学科的
“

教学质量标准
” 。

其内容

包括章节
、

课题
、

重点内容
、

难点内容
、

一

般内容
、

基本概念
、

基本蓬论
、

基本技能
、

基本数据及学时分配等细 目
。

这样可将不同

版本的教材
,

乃至不同教员授课
,

均统一到
“

教学质量标准
”

上来
,

保证了教学质量
。

在

此我们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力量编写药

剂大专统编教材
,

这也是本专业组需要研究

解决的问题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