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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校联合下 “三环节” 模式对药理技能的影响

◆张雅馨

(梧州市卫生学校, 广西 梧州５４３０００)

【摘要】为探究医校联合下“三环节”模式对学生药理技能的影响,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０２３年６月,我校将２０２０级和２０２１
级药剂专业的７８０名学生根据年级分为实验组(４２０名)与对照组(３６０名)两组.对照组进行常规模式教学,实验组在

此基础上进行医校联合教学,并采取“三环节”模式.通过两组不同的教学方式,比较两组学生的相关成绩以及药理技

能.实验结果显示,两组学生的理论成绩、动手实践、观察、分析以及创新能力均有所提升,且实验组的理论成绩、各项

能力评分优于对照组;实验组总满意度(９４．７６％)高于对照组(８３．６１％)(P＜０．０５).这个实验说明,医校联合下“三环

节”模式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理论成绩,还能够提高其相关的药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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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如今，在中等职业医药学校中，越来越注重学生的动

手实践能力。 但由于部分学生因为自身害怕实验中的小动

物，如小白鼠、兔子等，导致其在捉拿动物时会因为紧张而

出现冒冷汗、脸色发白等症状。 还有一部分学生并不害怕

小动物，但是其喜欢做恶作剧，不按照正确的实验方法操

作，最终导致实验无法正常进行。 有专家提出，学生的动

手能力并非只靠一门课程就可提高，其需要学习系统的专业

知识，并在教师的实践教学中得以提高。 校内药理实验就

是提高学生动手能力的有效办法，其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深入

理解在理论课上学习的知识，还能够使学生初步掌握分析、

观察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但仍有专家有不同意见，一些

专家认为学校里的药理实验难以快速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

只有在实际医药企业中，才能够促进学生相关能力的增长。

一些专家认为，学校内部进行的实验都较简单，且部分试剂

比较紧缺，无法进行相关实验。 这些专家认为如果在医药

企业中开展相关实验更贴近于实际生活，这些实验可以在临

床上得到检验，且应用试剂较全。 虽然两种观点有所不

同，但都明确需要做实验才可以促进学生相关能力的提升。

本文将讨论学校与医药企业联合教学，并在实验中采用“三

环节”模式，以此来验证该模式对学生药理能力的影响。

１　实验资料与实验方法

１．１　实验的一般资料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０２３年６月，我校将就读的７８０名２０２０
级和２０２１级药剂专业学生根据年级分为实验组(４２０名)与

对照组(３６０名)。 实验组中，男１０５名；女３１５名，年龄

１４~１７(１５．５０±０．４６)岁，体质量４７~７９(６３．００±５．１６)千

克，期中考试成绩６５－７０(６７．５０±１．０２)分；对照组，男８８
名，女２７２名，年龄１４－１７(１５．５０±０．４５)岁，体质量４５－

８０(６２．５８±５．１２)千克，期中考试成绩６３－７２(６７．５０±１．０８)

分。 两组学生一般资料上无显著差异(P＜０．０５)。

纳入指标：(１)所有学生都能够遵守实验人员和带教老

师提出的要求；(２)不害怕在课程中进行实验的动物。

排除标准：(１)中途退出者；(２)对所学的知识点不感兴

趣者。

１．２　实验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模式教学：在理论课上向学生播放幻灯

片，讲解药理学的相关知识点，提出问题，组织学生以５人

为一小组讨论相关问题，最终由教师对问题进行讲解、总

结；在实践课上，教师向学生讲解实验的目的和方法，并进

行演示，学生自行组建队伍进行实验。 在实验过程中，教

师要告知学生注意安全，防止被实验动物咬伤，以及被实验

仪器戳伤等。

实验组在对照组实行教学基础上给予医校联合下“三环

节”模式：与医药企业进行合作，定期邀请医药企业专家在

暑期开展课外知识讲座培训；鼓励学校教师与医药企业人员

交流，并聘用校外医药企业技术人员，将其纳为师资一部

分，建立双导师制度，转换技术人员的观念，鼓励其倾囊相

授。 同时，建立医药技术、药品推广和学校实习实训的

“双基地”实训基地。 在学校实训基地中配备实训教学用

具和设备。 在课前，教师先提出课堂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指导学生带着问题进行预习，培养其自主学习的能力；课堂

中，由本学校教师向学生详细讲授药理相关知识和技能，并

进行操作演示，由医药企业人员作为外聘教师针对其在实地

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讲解，说明操作中的注意事项等，而

后让学生进行操作，教师在旁边进行指导。 教师对学生的

操作予以实时评定，对于其错误的操作及时纠正，并向所有

学生介绍错误操作会产生的后果等，加深学生的印象，以免

后续再犯同样的错误。 教师对于学生做得好的地方予以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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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以帮助学生在教师教学过程中获得熟练的职业技能；课

下，教师叮嘱学生及时进行复习，积极进行操作技能的锻

炼，防止遗忘。

１．３　指标

(１)比较两组学生的理论成绩情况。 教师分别对学生接

受医校联合下“三环节”模式前、后的理论成绩进行考核，

满分１００分，分数越高，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越牢固；

(２)比较两组学生药理技能。 任课教师分别在学生接受医校

联合下“三环节”模式前、后对其表现进行评分赋值，其主

要包括动手实践、观察、分析以及创新能力等，每项能力最

高分２０分，分数与学生的能力成正比；(３)比较两组学生对

教师教学满意度的评价。 制定教师评价量表，让两组学生

分别对量表内容进行选择，其中包括教学质量、教学风格、

对内容的理解程度等，满分１００分，当分数在９０分及以

上，则说明学生对教师非常满意；若在７０~９０分，则说明

学生对教师满意；若在７０分以下，则说明学生对教师不满

意。 总满意度＝(非常满意数＋满意数)/本组参与实验的总

学生例数×１００％。

１．４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２３．０软件分析及处理数据，计数资料采用百

分比表示，采用x２ 检验；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
检验，以P＜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实验结果

２．１　比较两组学生理论成绩情况

教学之后，两组学生的理论成绩均有所提升，且实验组

的理论成绩优于对照组(P＜０．０５)，详情见表１。

表１　比较两组学生理论成绩情况

单位:分

组别 教学前 教学后

对照组(n＝３６０) ６４．００±３．０８ ８２．００±３．５９

实验组(n＝４２０) ６４．００±３．０２ ９２．００±３．４６

t ３６９．６７３ ３９．５４７

P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２　两组学生药理技能比较

在教学后，两组学生的动手实践、观察、分析以及创新

能力均有所提升，且实验组评分高于对照组(P＜０．０５)，详情

见表２。

表２　比较两组学生药理技能

单位:分

组别
动手实践能力 观察能力 分析能力 创新能力

教学前 教学后 教学前 教学后 教学前 教学后 教学前 教学后

对照组(n＝３６０) ９．０２±１．０６ １２．１６±１．５６ １０．２６±１．０２ １２．５８±１．５９ １０．４５±１．２８ １３．５４±１．９８ １０．０５±１．０９ １４．０２±１．０９

实验组(n＝４２０) ９．０５±１．１０ １７．３５±１．８９ １０．２８±１．０９ １７．８９±１．０４ １０．４９±１．３４ １８．０２±１．６４ １０．００±１．０５ １８．０５±１．４８

t ０．３８６ ４１．３９８ ０．２６３ ５５．９０１ ０．４２４ ３４．５５９ ０．６５１ ４２．６８５

P ０．７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７９３ ０．００１ ０．６７１ ０．００１ ０．５１５ ０．００１

　　２．３　比较两组学生对教师教学满意度的评价

就两者总满意度而言，实验组 ９４．７６％ 高 于 对 照 组

８３．６１％(P＜０．０５)，详情见表３。

表３　比较两组学生对教师教学满意度的评价

单位:名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n＝３６０) １４６ １５５ ５９ ３０１(８３．６１)

实验组(n＝４２０) ２１０ １８８ ２２ ３９８(９４．７６)

t － － － ２５．９００

P － － － ０．００１

３　实验讨论

部分医药学校的学生常会因为教师课程讲授缺乏趣味

性、互动性，所以不愿意听课，学生没有掌握相关药学技

能，且成绩较差，使学生对毕业后的工作难以适应。 为了

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医药企业的工作，使其药学专业理论达

到全面发展，教师可以采取医校联合培养管理模式。 该种

模式主要是将医药企业与学生所在学校建立联系，成立双导

师制度，进而使学生尽早地适应校外工作。 同时，采用

“做中学、学中做、教学做合一”的“三环节”模式能够帮

助学生将知识应用在实践中，学生在实践中不断吸取经验，

从而使学生更牢固地掌握知识，提升自己的动手能力。 这

也能够激发学生主动学习，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学习，提升其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应用“三环节”教学模式后，学生的理论成绩、动手实

践、观察、分析以及解决问题能力、满意度都有提高，且实

验组均高于对照组。 这主要是因为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文

化程度较低，其学习能力相对较弱，在学习上多以任务进行

驱动。 医校联合可以使学生所学的知识都能够在实践中得

到应用，加深了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 学生在医药企业学

习，有助于学生强化其创新能力以及动手实践能力。 同

时，对学生进行医校联合教学可以为学生提高动手实践的场

地，培养学生对于本专业的兴趣，使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实践

学习。 此外，“三环节”模式的应用比较循序渐进，在课程

前注重提高学生的预习能力，重在让学生在课前自行进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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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学习，这能够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也充分尊重了学生的

主体地位，可增强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 。 学生在预习过程

中发现问题，在正式上课时带着问题学习，能够提高学生听

课的效率；在正式上课过程中，教师作为引导者，通过不断

引导学生学习，使学生愿意学习知识，体现了学生与教师、

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合作，增强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灵活

性，促进了学生团队合作能力的提升。 这种教学方法面向

所有学生，有助于营造良好、愉快的学习氛围。 在这种教

学模式的过程中有两名教师，其双方可以针对教学中的问题

进行讨论，有助于教师掌握教学重点，使教学内容更符合学

生的实际需要，更符合企业的岗位标准，使学校的人才培养

更具有针对性。

综上所述，医校联合下“三环节”教学模式有助于学生

更好地掌握所学知识，提高学生的药理能力，值得被广泛应

用在临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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