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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等新技术新理论的

迅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的分界线逐渐被打破，甚至

出现了融合，导致大批新兴产业不断涌现。这对复合

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产生了较大需求。2019 年，国务院

出台了一系列关于“1+X”证书制度的政策和措施，为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指明了方向和目标，强调

了以职业需求为导向，实践技能为重点，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为依托，促进专业标准与行业标准，教学过

程与成产过程、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相结合，形

成多元主体协同育人的职教共同体。同时包括了对职

业教育“三教”改革的要求，对于教法注重岗位真实

任务的训练，从灌输知识转变为锻炼技能。而任务型

教学法是以教学目标为导向、以任务为主线、教师为

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有效教学模式，它能促使学生积

极主动应用学习资源，围绕共同的实际情境任务自主

探索和互助协作学习，从而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因此，

任务型教学法能够满足 1+X 证书制度下复合型技术技

能人才的培养要求。

作为衔接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的桥梁学科，药理学

课程作为药学专业学生必修课，在人才培养体系中占有

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目前大多学校实行“以教师为中心”

的传统教学方法，内容固化，学生被动，导致课堂活跃

度低，教学效率低等问题，凸显不了新经济形势下课程

的时代性和多样性，满足不了 1+X 证书制度政策要求。

基于此背景，本文对任务型教学法在高职药学专业药理

学课程应用效果进行了论述。

“1+X”导向下任务型教学法在高职药学专业
药理学课程中的应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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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索“1+X”导向下任务型教学法在高职药学专业药理学课程中的应用效果。本文选取学生背景相

当的 2个药学班级作为研究对象，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采用任务型教学法，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法。最后，

比较 2个班级的学习成绩和学生对教学方法的评价意见。对于药理学课程教学效果方面，任务型教学法发挥了积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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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通过前期考核和对药理学学习态度的问卷调查，选

取药学专业的 2 个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分为实验组和

对照组，每组各 58 人。她们具有相似的学习能力（章

节考试成绩分别是 58.85±44.49 和 57.59±43.49）、知

识基础和对药理学的学习态度（均分是 2.382.38±0.75

和 2.43±0.80），均无统计学差异。

2、方法

（1）药理学课程设计

将药理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分为七个模块，分别是总

论、传出神经系统药物、中枢神经系统药物、心血管系

统药物、内脏系统及血液系统药物、内分泌系统药物和

化疗药物。将每个模块和章节的知识要点对应当年的执

业药师考试大纲。根据调研设置实训任务的技能考核标

准。下面将以模块四心血管系统药物，抗高血压药章节

为例。在心血管系统药物模块，抗高血压药章节，相应

的知识点包括：①分类与常用药品；②药理作用、作用

机制与作用特点；③具有临床意义的药物相互作用；④

典型不良反应、禁忌和特殊人群用药。任务包括：①抗

高血压理论知识学习；②章节测试；③ 2 人一组编写并

录制抗高血压药用药指导过程。考核标准包括：①知识

点一理论成绩为考核标准；②任务考核标准包括：基本

素质（10 分）、病情阐述（10 分）、药品知识（60 分）

和健康宣教（20 分）。

（2）实验组教学具体实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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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实验组采用任务型教学模式进行教学，课前

老师依据执业药师的考试大纲和行业技能考核标准设置

任务，提前将具体学习任务通过学习通平台推送给每组

学生，由小组成员协作探究。一般有 2 个任务，第一个

任务是预习知识点，完成相关习题，让学生知道这次课

的重难点，构建课中将会涉及的知识框架。第二个任务

是 2 人一组编写或演练某类药物的用药指导，为了让学

生模拟真实技能岗位，提早适应和培养技能。老师课前

观看完成任务情况，把用药指导中出现的问题、错题和

相关的知识点记录下来。

课中：根据课前任务完成情况，教师抛出任务 1：

抗高血压可以中途停药吗？为什么？如何进行指导？任

务 2：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患者应选用哪类抗高血压药，

举例说明为什么？任务 3：心绞痛合并高血压患者禁用

哪类抗高血压药，为什么？任务 4：总结出现有高血压

合并症的患者，应选择的药物例子。每个任务给出后，

学生都需要一对一讨论后派代表发言，教师点评。

课后：教师布置任务去社会药店收集抗高血压药有

哪些类型？拍下每个类型药物的说明书上传，注意事项

有哪些。

（3）对照组教学具体实施

对照组按照传统方法教学，老师在课中讲解知识点，

学生听讲；提出问题，老师讲解。

3、问卷调查表设计

本实验中一共设计了 3 个问卷调查，分别是《学生

对药理学学习态度》、《学生对药理学传统教学模式的

满意度评价》和《学生对药理学任务型教学模式的满意

度评价》。每个陈述有五个回应等级，从 A到 E，代表

完全否定逐渐上升到完全肯定，分数从 0到 4逐级增加，

分数越高，说明越肯定、越满意。例如，在《学生对药

理学学习态度测量表》中的问题 1 您认为药理学课程的

学习对自己将来是否重要？ A 完全不重要（0 分），B

不重要（1分），C部分重要（2分），D重要（3分），

E 非常重要（4 分）。若班级均分为 3 分以上，说明越

肯定这个陈述。反之，2 分以下，说明不肯定。

4、统计学处理

采用 Excel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学生的药理学成绩

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多组数据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P ＜ 0.05 为具有统

计学意义；P ＜ 0.01 为具有显著性差异。

二、结果

1、学生成绩考核结果

实验结果为 3 次测试成绩比较，分别是消化系统

用药测试、期中测试和期末测试。实验组平均分成绩

为 82.35 分，其中 90 分以上学生占 26%（15/58）人，

80 分以上学生占 71%（41/58）。对照组平均分成绩为

60.16 分，其中 80 分以上学生占 60%（35/58），不及

格学生占 40%（23/58），2 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P ＜ 0.01）。见表 1。

表 1：2组学生成绩和成绩分布比较

注：与对照组平均成绩相比，P ＜ 0.01。

2、学生问卷调查结果

本次问卷调查回收率达 98.28%。92.98% 的学生愿

意接受任务型教学。94.74% 的学生认为任务型教学模

式能调动学习积极性；92.98% 的学生认为任务型教学

模式能促进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自主分析解决问题的

能力及培养团队精神；96.49% 的学生支持任务型教学

模式应用到其他课程。此外，观察组学生的教学满意度

平均分数为 19.77，显著高于对照组 8.61 分，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见表 2 和表 3。

表 2：任务型教学模式学生满意度问卷调查结果

比较指标 实验组（n=58） 对照组（n=58）  

平均成绩（_x ± s,分 ） 82.35±11.18** 60.16±12.23 

成绩分布[n（%）]   

≥90 分 15（26）  

60～89 分 41（71） 35（60） 

＜60 分 2（3） 23（40） 

选项

内容 
完全不愿

意（0 分） 
不愿意 
（1 分） 

都可以 
（2 分） 

愿意 
（3 分） 

很愿意 
（4 分） 

平均分 

接受该教学

方法 
0 人 1 人 3 人  32 人 21 人 3.28 

调动学习积

极性 
0 人 2 人 1 人  32 人 22 人 3.3 

促进知识理

解 
0 人 1 人 3 人  36 人 17 人 3.21 

提高解决问

题能力 
0 人 3 人 1 人 34 人 19 人 3.21 

培养团队精

神 
0 人 1 人 3 人  31 人 22 人 3.3 

希望应用到

其它课程 
0 人 0 人 2 人  26 人 29 人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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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传统教学模式学生满意度问卷调查结果

三、讨论

在本文研究前期，我们团队通过问卷调查和个人访

谈形式，随机抽取红河州内药学类专业人员使用单位，

如医院、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中药种植基

地、社会药店等单位。发放问卷，分散填答后回收，

受访者自愿填写完成，发出 30 份，收回 21 份，有效

问卷 21 份。研究发现，中高职药学类学生主要的就业

单位是药品零售行业。同时，被调研的单位表示，现

阶段药学类学生在从业时最缺乏的是责任心和表达能

力，其次是团队精神和工作态度。而任务型教学模式

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由知识点

的被动堆积变为知识结构的主动构建，改变学习态度，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能够使学生在互助协作中学习，

培养团队精神，缩短学生之间的差距；在任务汇报过

程中不断培养学生的成就感、责任心和语言表达能力；

能够使学生既学到了知识，又培养了实践动手能力，

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增强学生的探索精神。由此

可见，任务型教学法能够满足 1+X 证书制度下复合型

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要求。

推进基于 1+X 证书制度的任务型教学模式，对传统

的教学模式无疑是一种冲击和提升。在这次实验研究中，

笔者在本校药学专业大二学生药理学课程教学中实施了

任务型教学模式。研究结果指出，大部分学生愿意接受

该教学模式，且学生理论成绩得到了切实的提高，实验

组学生有 90 分以上的同学，而対照组没有同学在此分

数段，且不及格同学较多，差异较大。为此又分别对三

次成绩进行了分析，发现 2 班同学的期末成绩虽然具有

统计学差异，但分数相差不大（实验组：69.88±11.62

分；对照组 64.93±13.48 分），期中测试和消化系统用

药测试却相差很大（实验组：88.59±14.73 分；对照组

57.77±16.31），这说明任务型教学模式对阶段性知识

的掌握具有促进作用，而对整体知识框架的构建作用较

弱，需要融入其它教学模式进行教学提高教学效率，例

如，思维导图。笔者希望以此为契机，积累经验，努力

探索适应新时期学生培养的教学新模式，为今后药理学

的教学模式改革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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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内容
 

完全不

愿意

0分） 

不愿意  
（1 分）

 

都可以 
（2 分） 

愿意  
（3 分）  

很愿意 
（4 分） 

平

分 

接 受该教

学方法 
11 人 9 人 30 人 4 人 1 人  1.55  

调 动学习

积极性 
8 人 21 人 22 人 4 人 0 人 1.4  

促 进知识

理解 
9 人 23 人 18 人 5 人 0 人  1.35  

提 高解决

问题能力 
8 人 24 人 15 人 8 人 0 人  1.42  

培 养团队

精神 
6 人 25 人 18 人 6 人 0 人  1.44  

希 望应用

到 其它课

程 
5 人 25 人 20 人 5 人 0 人  1.45 

 

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