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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课题负责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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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职称 中级
行政职

务
无 专业或专长 药剂专业

最高学历 研究生 学位 硕士

联系电话 15928028681
电子

邮箱
412616754@qq.com

通讯地址
四川成都蜀源大道 566 号

邮编 611700

主要研究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性

别
年龄 职称/职务 学历 学位 工作单位

刘杨 女 35 主管药师 研究生 硕士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何雨姝 女 30 中级 本科 学士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乔媛媛 女 28 初级药师 研究生 硕士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王宇 女 30 助理讲师 研究生 硕士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赵志宇 女 25 助理讲师 本科 学士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陈莉 女 28 助理讲师 研究生 硕士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二、立项的必要性及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不超过 1000 字，各栏中不得出现申

报所在部门和项目成员姓名。）

项目名称 信息技术环境下 PBL 在中职药剂学中的应用

项目类别 学科门类 教育学 起止时间
2018 年 1 月-

2019 年 12 月

一、 研究现状

问题为导向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

中期加拿大，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问题为蓝本”“小组为平

台”“讨论为模式”及“合作为精神”的问题导向学习法 [1]。PBL 自诞生

以来已被广泛应用到了研究生、本科、职业教育等各层次各专业的教学中

去，大量研究结果均显示应用 PBL 后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分析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沟通和交流能力显著提高，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搜集资料能

力、自我学习和个人发展能力有明显提升。

现阶段 PBL 已在我国高职院校的信息技术、英语、数学、化学、财务

管理、旅游管理、食品营养、物流、服装设计、护理等多个专业的教学中

得到了广泛应用；而在中职院校的教学中则应用相对较少，集中在信息技

术和护理两个专业中较多，其中在中职护理专业中 “护理学基础”、

“内科护理”、“外科护理”、“儿科护理”、 “社区护理”等课程均

有应用 PBL 教学的相关报道。相比之下 PBL 在中职药剂专业中的应用则鲜

有研究，目前仅有“药物化学”实验课程 [2]、“药事管理”课程 [3]、“药

理学”实践课程[4]中等有个别应用报道。

二、立项的必要性

目前药剂专业主要采用传统教学模式,虽然部分专业课进行了信息技术

与教学的融合，但课程模式仍以学科为基础，学科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和

协调，使理论所学与实际所用不能很好的衔接。在以“能力为本位”的教

育观提出后，培养“零距离就业的实用型人才”成为当前中职教育的首要

目标，因此改革中职药剂专业的传统教学模式势在必行。大量研究表明

PBL 确实能有效的把课程和复杂的生活实际相结合，激发学生的学习潜

能，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知识和掌握技能的能力，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本课题结合中职药剂专业学生基础薄弱、自主学习能力差、



专业知识相对枯燥难懂等情况，尝试在我校中职药剂专业的教学中以“药

品生产”、“药品营销”、“药品检验”、“药品储存与养护”“药品调

剂”等工作岗位的能力要求，通过信息技术设置真实的问题情境，把学生

引入情境中去，让学生产生强烈的问题意识与责任意识，老师基于信息技

术互动学习不限时间、不限空间随时指导，多维评价，将理论知识贯穿于

工作岗位的实际应用中，进而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的综合能

力，使学生能真正适应岗位需要。同时基于问题的课堂学习中，对学生的

学习内容及其策略的开放，使学生的认知领域大为拓展，吸纳知识的途径

由单一变为多元，教师不再仅仅是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匠人”，而且更是

对学生提出问题、实施探究、归纳应用实施有效的开放式引导的人，这必

将促进教师不断学习和研究，有助于培养一支具有创新精神，掌握科学方

法的科研型、学者型、实践型的药剂专业教师队伍。

参考资料：

[1]关超然，李孟智. 问题导向学习之理念、方法、实务与经验——医护

教育之新潮流 [M].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5:3,6.

[2] 林日华，许耀珑. PBL 教学模式在中职卫校药物化学实验教学中的应

用研究[J].广西教育，2017 (2) :50-51.

[3] 陆春美. 探讨 PBL 结合案例教学法在中职药事管理学教学中的应用

[J].卫生职业教育，2014，15:37-38.

[4]何承宁，李翠琼等. PBL 在中职卫校药剂专业药理学模拟药房实践教

学中的应用[J].广西教育，2016(14)：28-29.



三、项目研究主要目标、主要内容。（不超过 1000 字，各栏中不得出现申报所在部门和

项目成员姓名。）

（一）项目研究的主要目标

1. 本课题研究开发基于工作岗位多学科融合的 PBL 课程，建立 PBL

课程标准。改变学生以单纯地接受、模仿、操练为主的学习方式，为学生

构建开放的学习环境，让学生通过发现提出问题，围绕问题探究的途径来

获取知识。强化学生的“问题意识”，优化学生的“学习方式”， 提高学

生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

2.编写学校中职药剂专业 PBL 案例。按照“药品生产”、“药品营

销”、“药品检验”、“药品储存与养护”“药品调剂”等工作岗位的能

力要求，多学科融合编写 PBL 案例 5-6 个。

3.构建信息技术环境下适合中职药剂专业的 PBL 学习策略。本课题研

究将在学习借鉴当今国内外关于 PBL 理论及课堂教学改革的经验与成果的

基础上，依据中职药剂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岗位需求，结合学生学习特

点，分析信息技术环境下 PBL 设计方法的主要内容，初步摸索构建信息技

术环境下适合中职药剂专业的 PBL 学习策略。

（二）项目研究的主要内容

1.全面搜集国内外有关基于问题的学习的文献资料，学习 PBL 基本理

论，特征，把握 PBL 策略模型的关键步骤及一般性的使用方法；

2. 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及实地考察等方法，深入学校、医院药房、

药店及药厂开展中职药剂专业教学现状及就业岗位能力要求调研；

3.针对中职学生的学习特点和专业特点，探索信息技术与 PBL 的契合

点，PBL 案例问题预设与答案生成的最佳交融点，建立 PBL 课程标准，构

建信息技术环境下基于问题的学习策略模型，修订和完善可行的实施方

案。

3.编写基于药学工作岗位的多学科融合的 PBL 课程案例，建立符合

PBL 宗旨，注重学生综合学习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创新

应用能力的多维学习评价指标体系。

4.开展 PBL 教学实践，摸索构建“专项负责，转转班”上课的组织形

式，让学生在更为广泛的学习背景中观察，阅读，发现问题，查找文献，



解决问题。

5. 研究学校药剂学 PBL 教师团队的目标责任和柔性组织的形式，在

PBL 理论和方法研究上，团队成员既紧密联系、充分合作，又能保持各门

课程的相对独立。



四、项目最终成果形式及项目应用前景、项目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情况。（不超过

1000 字，各栏中不得出现申报所在部门和项目成员姓名。）

（一）项目最终成果形式

1.编写基于工作岗位多学科融合 PBL 课程案例 5-6 个；

2.信息技术环境下药剂专业 PBL 学习策略及方案（阶段性总结）；

3.信息技术环境下药剂专业 PBL 教学的组织与实施（总结报告）；

4.《药剂学 PBL 教师手册》、《药剂学 PBL 学生手册》；

5. 发表相关论文 2—3 篇。

（二）项目应用前景及社会效益

PBL 学习法的研究，强调师生互动，注重师生交流，重视师生间、生

生间动态的信息交流，彼此形成一个真正的“学习共同体”，从而达到共

识、共享、共进的目标。教师在指导学生进行建构学科知识体系过程中发

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形成符合学科实际且具有个性富有特色的学习模

式。这些新模式的行动研究将会促进学生学习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培养。

本课题的研究可提高我校药剂专业教师的教学素质，全面提升教师的教育

教学水平，全面关注每一位学生的进步和发展，逐渐形成“以人为本、深

入研究、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教科研新路子。同时本课题着眼于中职

学校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学生年龄小，基础弱，自主学习能力差的特

点，将信息技术与 PBL 深入融合。通过蓝墨云、雨课堂、HiTeach 等信息

技术手段为学习者搭建了一个及资源共享、在线交互，实时反馈，多元评

价互为一体的立体交互空间，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效

率。本课题研究成果，不仅对指导药剂专业课程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

且对其他专业学科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五、项目的特色与创新点。（不超过 1000 字，各栏中不得出现申报所在部门和项目成员

姓名。）

项目的特色与创新

（一）PBL 与信息化教学的有效融合。通过实践研究表明，适合现有

PBL 的学生具有年龄较大，自主能力强，独立成就感强的特点，因为在此

模式中需要学生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专业能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和动力。而中职学生的年龄偏小、学习基础差、独立性弱、求学积极性

差等问题都是推行这一模式的挑战。在实施过程中，可将 PBL 与信息化教

学进行有效的融合，通过蓝墨云、雨课堂、HiTeach 等信息技术手段为学

习者搭建了一个及资源共享、在线交互，实时反馈，多元评价互为一体的

立体交互空间，提高教师对每位同学的关注度，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

高学习的积极性和效率。

（二）基于工作岗位多学科融合的 PBL 课程案例。中职学生在毕业后

即将走上工作岗位，但由于其年龄小，专业基础薄弱，岗位适应能力较

差；而且现有的课程内容按学科知识体系进行编排，课程教学与职业实际

相脱节，这种将知识技能与职业岗位和能力相分割的课程需要逐步做出相

应的补充、调整与开发。因此，本课题尝试在药剂专业的教学中以药品生

产、药品检验、药品营销、药品调剂、药品储存与养护等工作岗位编写多

学科融合的 PBL 案例，增强中职学生的岗位适应性和对专业知识的综合应

用能力，突显以就业为导向、以职业为载体的人的全面发展。

（三）多维评价体系的构建。小组合作解决问题是 PBL 的学习组织形

式，为了调动组内每一位同学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教师应制定有效的

课堂实施程序和多维度的评价体系，着重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参与度，

合作交流的积极性，学习成果的创造性等方面，保障每位同学都有效参加

到讨论和学习中来。通过生动有趣的课堂和同伴的激励、促进作用，逐渐

发挥他们的自主性、主动性和独创性，主动建构自己的知识，批判性地思

考知识，再通过制定的评价体系不断反思自己的不足并不断进步。



六、项目的年度进度及预期目标。（不超过 1000 字，各栏中不得出现申报所在部门和项目

成员姓名。

1.2018 年 1-2 月：组内成员分工进行文献的搜集（含经典理论、研究背

景、已有研究成果等内容），思考课题的开展方案。

2.2018 年 3-8 月：确定具体的 PBL 开展实施方案，制定药剂专业 PBL 教

学的教学计划、拟定课程标准， 编写 PBL 案例等准备相关教学资源。

3.2018 年 9 月-2019 年 6 月：在我校二年级药剂专业开展 PBL 教学试

点，根据开展情况进行 PBL 案例的完善、教学实施方案的修正，探索评价

体系的构建，编写 PBL 教师手册和学生手册，2018 年 12 月底提交阶段报

告。

4.2019 年 7-11 月： PBL 教学效果分析，总结 PBL 教学经验和体会，撰

写论文，按照验收标准提交相关材料。

5.2019 年 12 月后：成果的推广，包括编辑 PBL 项目论文集、教案汇编、

拍摄 PBL 课堂教学录像，制作多媒体课件，编写药剂 PBL 教学的教材。



七、拟采取的研究方法和应用方案。（不超过 1000 字，各栏中不得出现申报所在部门

和项目成员姓名。）

（一）研究方法

本课题主要采用以下方法进行研究：

1.文献研究方法：围绕本课题选题的“信息技术”“基于问题的学

习”等搜集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资料，了解研究现状，把握国内外新的教育

理论和教改发展动态，借鉴已有的理论成果，支撑和构建本课题的理论框

架和方法论，更新教师教育理念。

2.访谈法：从学生、教师、专家的角度，对该教学设计方法和教学实

施的效果进行调查，搜集意见和建议。

3.调查研究法：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后的感受

等；通过问卷调查了解教师开展 PBL 教学模式的经验与体会等。

4.行动研究法：对于形成的设计理论在我校药剂专业二年级通过行动

研究方法进行验证、修改和完善。

5.数据分析法：借助统计分析工具对课题实施效果量化评价分析。

（二）应用方案

授课对象：拟对我校 17 药剂专业的学生采用 PBL 教学，教学分为传

统教学班和 PBL 教学班。

教学方法：依据“以就业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为本位”的

职教人才培养理念，初期在不打破现有课程标准的基础上，在实验班增设

《基于药学工作岗位多学科融合的 PBL 课程》，建立 PBL 课程标准，课程

以分岗不分科，多学科融合为设计原则，以培养学生综合学习能力、解决

问题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创新应用能力为宗旨，围绕药品生产、药品检

验、药品营销、药品调剂、药品储存与养护等真实工作岗位案例，构建基

于信息技术环境下合理的 PBL 学习策略模式。

课题计划实验班 2-3 个，每个班开设 PBL 课程 30 学时，PBL 学法指

导 2 学时；药品生产检验岗位 8 学时；药品营销岗位 6 学时；药品调剂岗

位 8 学时；药品储存与养护岗位 6 学时。上课借鉴企业实践轮岗见习的方

式，采用 “专项负责，转转班” 开展，即课题教师成员专项负责某个岗

位案例，学生按项目轮转上课。课堂实施具体设想流程如下：



基于信息技术环境下 PBL 教学模式设想流程



八、现有工作基础和条件。(1.与项目有关的前期研究状况、实验设备条件，；2.近三年主持

或主研的科研项目、获奖及发表论文情况。不超过 1000 字，各栏中不得出现申报所在部门和项

目成员姓名。)

现有工作基础：

（一）硬件条件

1.本专业配有仿真生产车间 1 个，学生在仿真车间可完成散剂、颗粒

剂、片剂、混悬剂、滴丸剂、乳剂等常规制剂的生产制备。

2.化学实验室已经投入使用的设备包括中央试验台、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仪、酸度计等，学生可在此模拟药物检验岗位工作，进行药物质量分析；

3.专业内建立了中药标本馆 1 个，收藏中药材 200 余种。正在筹建模拟

药房 1 个，学生可在此模拟药品调剂，药品储存与养护，药品营销等岗位工

作，掌握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二）软件条件

1.所有教室在配备电子白板的基础上，引入了 HiTeach、雨课堂、蓝墨

云等信息化教学软件；

2.为了加强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及时沟通，每个教学班级已建立班级 QQ

群、微信群、课程雨课堂及蓝墨云班课；

3.所有实验室均已配备示教反示教系统，增强实验教学的即视性。

(三)师资条件

本课题小组成员近三年取得成果:

1.2016 年，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花类生药鉴别项目教学设计获校级二

等奖；

2.2016 年，参加成都市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教学设计大赛获二等奖；

3.2016 年，参加第十四届全国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优质课大赛二等奖；

4.2016 年，参加成都铁路卫生学校教学设计大赛中获得三等奖；

5.2017 年，参加成都市中职学校教师微课大赛分获三等奖和优秀奖；

6.2017 年，参加全国卫生职业教育药理学研究会 2017 年教学与学术会

议暨中青年教师教学竞赛获二等奖；

7.2017 年，参加成都铁路卫生学校教师智慧课堂教学比赛分获二等奖和

三等奖；



8.《基于微课的药物制剂技术实训课教学研究-以“单冲压片机的使用”

微课设计为例》获得 2017 年成都市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优秀论文评比二等奖；

9.参加科研项目“基于工作过程化的教学设计——《药剂学》”；

10.在《卫生职业教育》、《中国现代应用药学》、《教育科学论坛》、

《时代教育》等相关专业杂志累计发表论文 8 篇。



九、审查意见。

部门

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学校

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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