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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医科背景下案例驱动-双师同堂结合
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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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新医科背景下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理论实践深度融合教

学模式的创新与实践。方法  分别选取 2018 级、2019 级药学专业四年制本科生作为对

照组（21 名）和试验组（16 名），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法授课，试验组以“案例驱

动 - 双师同堂结合教学模式”对教学内容进行融合，优化教学过程。课程结束后，通

过考试和问卷调查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价。结果  试验组期末考核成绩显著优于对照组

[（87.56±5.38）vs.（78.15±6.02），P ＜ 0.001]，且试验组学生对“案例驱动 - 双师同

堂结合教学模式”的认可度均达 87.50% 以上，该教学模式能有效激发学生对课程的学

习热情，增强临床药学思维，大幅度提升教学质量。结论 “案例驱动 - 双师同堂结合

教学模式”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教学，能适应新医科背景下对临床药学人才培

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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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deeply integrated teaching model of biopharmaceutics and pharmacokinetic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medical science. Methods  Four-year majors of pharmacy from grade 
2018 and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21 students)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16 students), respectively. The control group was taught by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aught by "case-driven - dual-teacher cooperative teach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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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ntegrate teaching content and optimize the teaching process.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the teaching effect was evaluated through theoretical examination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The final assessment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81.56±5.38) vs. (78.15±6.02), P<0.001]. The students' recognition of 
“case-driven-dual-teacher-cooperative teaching model” had reached 87.50%, and this teaching 
mode could effectively stimulate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courses, enhance clinical 
pharmacy thinking, and greatly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Conclusion  The "case-driven - 
dual-teacher cooperative teaching model" is conducive to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can adapt to the needs of training clinical pharmacy tal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medical science.

【Keywords】Biopharmaceutics and pharmacokinetics;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Dual-teacher cooperative teaching; Case-driven teaching method; Teaching mode

针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教育部提出加快

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重点强调“四新”

即新工科、新医科、新文科、新农科建设。新医

科建设是教育强国、健康中国战略的题中要义。

加强研究型、复合型和应用型医学人才培养，全

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新医科建设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推行现代医学教学模式，让学生实现与

未来职业环境中的情形、情境、情景相仿的教学，

是提升院校医学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 [1]。

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是药学和临床药学

专业学生的核心专业必修课，也是研究药物及其

制剂在生物体内的动态过程并应用数学分析手段

来处理的一门课程 [2]。本课程实践性强、应用性广，

主要用于评价制剂质量、设计合理剂型、指导临

床合理用药和新药研究开发等，是药学与医学重

要的桥梁课程，更是一门与临床药学工作密切相

关的学科 [3]。然而传统授课时，由于参与基础教

学的老师对临床药学实践工作经验较少，主要通

过“讲授式”教学模式，围绕药物动力学原理进

行讲解，对病例分析及用药分析过程讲解不到位，

难以有效展示临床实践中合理用药的思维过程，

无法实现真正的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导致学生

的理论与实践脱节。

案例驱动教学法是以案例指导学生查询有关

资料、独立思考或集体协作，组织学生对事件、

情境的构成进行积极主动探究活动的一种教学模

式，以训练实践能力为主要教学方向，利于培养

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4]。“双师同堂”属于广义上的合作教

学法或协同教学法，是指在同一教学场所内，由

两位教师对学生群体进行多元化内容教学的作业

活动 [5]。将案例驱动教学法和双师同堂授课模式

结合，形成“案例驱动 - 双师同堂结合教学模式”，

有助于提升教学效果、锻炼教师和临床药师教学

能力、提升教学质量评估等，以深化医学教育改

革与发展，满足新医科建设对医学人才的需求。

本研究根据课程特点，现探索将“案例驱动 - 双

师同堂结合教学模式”应用于生物药剂学与药物

动力学课程教学，以期构建理论实践深度融合的

新型教学模式，全面提升教学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我校药学专业四年制本科生作为研究对

象，将 2018 级 21 名学生作为对照组，2019 级 16

名学生作为试验组。两组学生均从全国范围内按

照计划招生，入校后实施统一的培养方案，所有

课程安排均保持一致。

1.2  研究方法
教材选用刘建平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的“十三五”规划教材《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

学》。两组学生所用教材、教学环境和教学进

度均相同。以药物动力学部分为主要教学改革

内容。

对照组采用传统讲授教学法，即由教师通过

PPT 和板书展示授课内容，讲解药物动力学部分

的原理和临床应用，学生听讲。

试验组采用“案例驱动 - 双师同堂结合教学

模式”。首先，针对药物动力学原理，如单室模型、

多室模型、非线性药物动力学等相关理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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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表现药物合理应用的药物和临床病例进行课

程教学内容重构，形成教学案例。课前 2 周发放

案例资料，包括患者详细的病史资料，并根据此

资料提出具体的临床问题，激发学生对问题的思

考。课堂教学过程以病例为切入点，通过病例分

析、学生讨论、用药分析、药物方案设计、原理

讲解、病例总结等环节，理论老师和临床药师各

展所长，以双师联合授课的形式将理论和实践深

表1 《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双师授课案例库

Table 1. The dual-teacher teaching case library of "Biopharmaceutics and Pharmacokinetics"

章节 知识点 案例简介

多剂量给药 负荷剂量 患者，女，85岁，因“摔伤后四肢麻木24 h”入院，入院诊断：颈椎

外伤，脊髓损伤。替考拉宁（负荷剂量200 mg，q12h，3剂；维持剂量

200 mg，ivd，qd）抗感染治疗。用药72 h后，患者仍有间断发热，复

查痰、血细菌培养，结果提示为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

非线性药物动力学 非线性药物动力学的特征 患者，男，35岁，颅脑损伤后发生早期癫痫，给予苯妥英钠进行治

疗，但控制癫痫效果不佳

药物动力学在临床

药学中的应用-1

抗菌药物的给药方案设计 患者，男，60岁，壶腹癌术后4年，间断发热1年余入院，目前为肝脓

肿引流术后，穿刺液培养提示：铜绿假单胞菌、大肠埃希菌

药物动力学在临床

药学中的应用-2

肾功能减退患者的给药方

案调整

患者，男，30岁，体重70 kg；入院诊断：慢性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期。

入院2个月后出现间断发热，体温最高为39℃，血培养提示粪肠球菌、

表皮葡萄球菌感染，尿培养提示屎肠球菌感染

入融合，同时和学生进行讨论互动，促进学生对

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激

发学生的职业使命感和责任感。课后由学生自己

制作思维导图，将病例和理论知识进行整理。

1.2.1  教学案例
实际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内容选取临床

病例并形成教学案例进行授课，教学案例如表 1

所示。

1.2.2  教学实施过程
以《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中“药物动

力学在临床药学中的应用”中“肾功能减退患者

的给药方案调整”这一重点章节为例，展示案例

驱动 - 双师同堂结合教学模式在《生物药剂学与

药物动力学》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情况。

（1）案例的准备：患者，男，30 岁，体重

70 kg。入院诊断：慢性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期。入

院后给予肾脏替代治疗。入院两月后出现间断发

热，体温最高为 39℃，血培养提示粪肠球菌、表

皮葡萄球菌感染，尿培养提示屎肠球菌感染。前

期医生根据经验使用美罗培南抗感染治疗效果不

佳，肾内科请临床药师进行会诊。

（2）案例驱动 - 双师同堂结合教学模式的

实施：“双师”由 1 名学校课程授课老师（理论

老师）和 1 名学校附属医院药剂科的临床药师组

成。通过这一案例，主要讲授两个关键知识点：

肾功能减退患者的给药调整方法和治疗药物监测

的概念及实施。教学过程如图 1 所示。

1.2.3  教学效果评价方法
（1）考核：考核包括期末考试和病例分析

报告，期末考试占比 80%，病例分析报告占比

20%。

①期末考试：两组学生均按照考核计划进行

期末考试。考核计划规定了试卷中每个章节题型

的数量及难度，根据这一标准从试题库中选取题

目随机组卷，两组学生考核的题目不完全一致，但

难度和知识点掌握程度的要求完全一致。组卷过程

实施教考分离，组卷老师不参与教学过程。

②病例分析报告：教学过程中，设置 3 个病例，

两组学生所采用的考核病例和病例分析要求完全

一致，要求学生根据病例的情况写出病例的用药

方案及用药分析，提交病例分析报告。

（2）问卷调查：最后一次课堂教学结束后，

教师在课堂上通过“问卷星”平台向试验组学生

发放《“案例驱动 - 双师同堂结合教学模式”

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反馈意见。

学生扫描问卷调查二维码后独立匿名填写，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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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in 内填写结束并提交。结果由“问卷星”平

台进行统计分析。问卷采用要素综合评价法对学

生的学习满意度进行调查，并使用李克特五级量

表形式对问卷进行计分，分为非常同意、同意、

一般、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5 个程度，非常同意

计 5 分，依次降低，程度最低者即非常不同意计

1 分，得分 4 分及以上视为对所调查的题目表示

认同。

1.2.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5.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符合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sx ± 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独立样本 t 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

以 M（Q）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非参数

检验；计数资料以 n（％）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学生基线资料比较
药剂学是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的基础课

程，药剂学的知识掌握程度直接影响学生对生物

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的理解，因此，药剂学课程

的考核成绩可以反映学生相关的学习能力和知识

储备水平。由表 2 可见，两组学生性别、年龄及

药剂学考核成绩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说明两组基线资料可比。

2.2  考核成绩比较
对照组和试验组期末考试成绩分别为（78.15± 

6.02）和（87.56±5.38）分，与对照组比较，试

验组考核总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t=1.68，P ＜ 0.001）。

图1 “案例驱动-双师同堂结合教学模式”过程示意图

Figure 1. Process diagram of "case-driven — dual-teacher cooperative teaching model"

表2  两组学生基线资料比较[ sx ± ，n(%)]

Table 2. Comparison of baseline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 sx ± , n(%)]

项目 对照组（n=21） 试验组（n=16） t /χ2 P

年龄（岁） 20.21±0.52 20.40±0.48 2.030 0.310

男性人数（名） 10（47.62%） 8（50.00%） 0.021 0.574

药剂学成绩（分） 81.35±7.54 80.92±6.85 1.690 0.420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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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案例驱动-双师同堂结合教学模式”问卷调查结果（ sx ± ，%）

Table 3.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case-driven — dual-teacher cooperative teaching 

model" ( sx ± , %)

问卷调查题目 分值（分） 认同人数 认同率（%）

有助于激发学习的动力和兴趣 4.94±0.25 16 100.00

有助于收获更全面、丰富的理论知识 4.75±0.58 15 93.75

有助于我进行思考 4.75±0.77 15 93.75

有助于使我更好地理解理论 4.63±0.89 14 87.50

有助于培养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 4.75±0.58 15 93.75

教学保持了应有的知识理论深度 4.75±0.68 14 87.50

老师的案例丰富且真实 4.75±0.58 15 93.75

讲授过程理论与实践联系密切 4.81±0.54 15 93.75

使我具有更强的学习获得感 4.81±0.54 15 93.75

2.3  问卷调查结果比较
共发放调查问卷 16 份，回收有效问卷 16 份。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于“案例驱动 - 双师同堂

结合教学模式”认可度非常高，并认为“案例驱动 -

双师同堂结合教学模式”有助于培养临床药学思

维、提高岗位任职能力（认可度均达 87.50％以上），

见表 3。

3  讨论

《中国临床药师核心胜任力框架专家共识

（2023）》中提出，临床药师的知识技能包括药

学计算知识（药物使用所需的给药剂量、浓度、

单位转换、疗程等的计算，尤其针对特殊人群）[6]。 

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是药学专业学生掌握这

一知识技能的核心教学过程。然而实际教学过程

中，参与基础教学的老师虽然理论基础扎实，但

是缺乏相应的临床实践经验，对病例分析及用药

分析过程讲解不到位，无法突出课程的应用性 [7]。

学生进入实际工作后，临床药学培训过程中会进

行实践教学，但临床带教药师更多的是遵循指导

原则进行实践教学，对于指导原则内涵的理论基

础并不能深入讲解。这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教学

方式，严重影响了药学专业学生的核心胜任力。

本研究将“案例驱动 - 双师同堂结合教学模

式”应用于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教学，研究

结果显示，“案例驱动 - 双师同堂结合教学模式”

能显著提高学生考试成绩，提升学生的病例分析能

力，说明“案例驱动 - 双师同堂结合教学模式”通

过理论和实践的有机融合，提升了学生的知识水

平和临床思维能力。但由于研究时间及教学学时

的限制，本次教学研究使用的案例有限，仅来源

于我校附属医院的一些病例积累，在具体的教学

实践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

3.1  教学案例库需要进一步建设和完善
案例驱动教学法中，案例的设计是核心，其

质量决定了教学的成败 [8]。案例不仅要具有真实

性、代表性、客观性，最为重要的是，要从案例

中提取涵盖的相关理论知识，这些知识最好是一

个连贯的知识群，与课本教学内容和进度相匹配，

这样才能符合高等药学人才的培养需求，符合新

医科人才建设目标。因此，教学过程中使用的病

例是从临床病例中进行大量分析后筛选得来，满

足病例诊断明确、治疗合理、涵盖理论知识清晰

完整等要求。但由于目前改革期较短，收集的病

例数量有限，今后需要通过与临床医师及药师协

作沟通，进行病例收集、设计教学案例，进一步

丰富和完善教学案例库，为教学设计提供资源。

3.2  双师同堂授课过程需突出课程主体地位
“双师授课”是理论和实践深度融合教学的

核心。通过资料查阅发现，目前我国在部分院校

的法学专业使用了同堂授课模式，常用的“同堂”

师资配比为“实体法教师 + 程序法教师”或者“学

院派教师 + 实务派教师”[9-10]。对于医学和药学

专业来说，“双师同堂”教学模式研究较少，更

多的是通过两位老师合作，实现以老带新的目的，

着重对教师的培训，而对于教学效果的影响较小。

本研究通过“双师授课”将理论和实践进行整合，

实现了课本理论与临床实践有机衔接及深度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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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论课教师的讲解主要是让学生掌握药物动

力学原理，偏重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临床药师则

让学生了解临床药学工作的思维方式，教授如何

应用理论去解决问题 [11]。“双师”的结合有助于

学生形成“理论 - 实践 - 深层理论 - 深层实践”

往复递增的过程，完成药学知识横向及纵向的构

建 [12]。但教学过程中，考虑到药学专业学生的临

床医学基础知识薄弱，对于病理、诊断、治疗学

相关知识比较陌生，因此，教学过程中病例相关

知识的讲解会占据一定的授课时间，容易使学生

感到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理论和实践知识不

够突出。因此，教师教学设计时应注意突出课程

知识的主体地位，针对重点和难点内容，明确教

学目标，理清教学思路，在讨论过程中教师要加

强引导，问题的设置应该考虑以课程推进的理论

体系为导向，由浅入深、由点及面，这样才能保

证实现教学目标。

3.3  教学改革评价应更多关注学生的感受
和收获

作为教师，进行教学改革和教学评价的最终

目的是为了促进学，而不是评价教。本次教学研

究设计的主要缺陷是对于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过

于单一，应该关注学生多大程度上认同了教、领

悟了教、收获了教。后续可以通过过程性评价，

采取目标与过程并重，对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

包括学习动机、学习态度、能力因素以及其他与

学习密切相关的非智力因素进行综合性评价。相

较于终结性评价，其评价的结果更加真实、客观

和全面。同时，评价的结果要及时反馈给学生，

督促学生自身根据评价结果调整学习状态。此外，

还可以以培养临床药师能力为目标，以客观结构

化临床考试（OSCE）为参考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

行评价 [13]。OSCE 设有专业知识和沟通技能两部

分评分标准，有别于传统的考核方式，具有很强

的应用性和实践性，以 OSCE 为参考设计考核方

案，能够深入对学生专业知识的记忆和理解、学

习兴趣、沟通技巧、解决问题能力、人文关怀意识、

教学模式满意度等方面进行全面考察 [14]，有助于

进一步进行完善“案例驱动 - 双师同堂结合教学

模式”。 

3.4  结语
临床药学工作是医院药学工作的核心内容，

因此，培养懂理论、会实践的临床药学专业人才

对于新医科建设至关重要。从课程建设出发，通

过“案例驱动 - 双师同堂结合教学模式”，能够

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体会到未来职业环境中的情

形、情境、情景，推进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深度

融合，防止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脱节，真正做

到理论联系实际，在理论指导下深化实践，把实

践经验总结上升为理论，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促进新医科建设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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