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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随身课堂”云平台的药学专业信息化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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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随身课堂”云平台，围绕高职药学专业建设，在专业介绍、课程体系、教师风采、实训基地、社会服务

和科研创新等方面建立药学专业信息化教学资源，以现代信息技术改革传统教育教学模式，促进信息化与教育融

合，培养和提升教师和学生的信息化素养，实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和优质教学资源共享。
关键词 药学专业;“随身课堂”云平台; 信息化资源; 建设与应用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Ｒesource for Pharmacy
Education Based on We-Learning Cloud Platform

Liu Yan，Tang Tiexin，Wu Meizhu，Feng Kai

( Zhaoqing Medical College，Zhaoqing 526020，China)

Abstract: Based on We-Learning cloud platform，focus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harmacy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resources for pharmacy was established from the
aspects of professional introduction，curriculum system，teachers' introduction，training base，social
services，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as used to reform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cultivate and
improve the informatization capabilit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and realize the mixed teaching of online
and offline and sharing of teaching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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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2010
－2020 年) 》中明确指出: “信息技术具有革命性影

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

展，信息化已成为当代世界不可逆转的大趋势［1］，

国内高校在线课程建设理念历经从“重建轻用”到

“建用一体”再到“建以致用”的演化过程［2］。虽然

很多学校已开展了信息化教学，但大部分是以独立

的一门或多门课程为基础，进行信息化教学［3］，对

专业课程设置缺乏整体规划和设计，没有以专业改

革为 基 础 进 行 系 统 的 课 程 设 计［4］。通 过 对 开 源

Moodle 平台进行二次开发，深度融合“微信”，构建

“随身课堂”云平台，本校倡导全校教师基于“随身

课堂”云平台建设信息化教学资源，开展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实现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用任何设

备进行学习［5］。本校药学专业教研组基于“随身课

堂”云平台以现代信息技术改革传统教育教学模

式，以人才需求为导向，分析药学专业岗位及岗位的

工作任务和任职要求，在专业介绍、课程体系、教师

风采、实训基地、社会服务和科研创新等方面建立药

学专业信息化教学资源，构建 5 门核心课程、5 门主

干课程和 N 门特色课程。在“随身课堂”云平台上

建设“5 + 5 + N”课程群，融专业、课程教育于一体，

有效地实现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和优质教学资源

共享。

! 药学专业信息化资源及其作用

以“随身课堂”云平台为载体，以省重点专业建

设为基础，建设药学专业信息化教学资源，其基本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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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包括专业介绍、课程体系、教师风采、实训基地、社
会服务和科研创新等方面( 图 1) 。目的是向师生展

示专业的基本情况，专业建设的成果。师生从平台

进入药学专业资源界面就能了解专业整体情况，了

解专业所需要学习的课程、教学团队、实践条件和就

业情况以及课程之间的内在联系。教师在了解专

业，了解所上课程与专业的联系基础上，不断更新课

程内容，使教学内容与专业相适应，与工作岗位要求

相对接，并在改革过程中不断系统建设课程资源，充

实课程教学资源; 学生在专业整体氛围下，对课程与

就业岗位的关系形成更深的理解，从而激发其学习

兴趣，学习动力，在平台资源中进行学习和检测、交
流和沟通，以提高其学习效率和质量。

图 1 “随身课堂”云平台的药学专业信息化资源界面

" 构建药学专业“% ’% ’ (”课程群

为适应医药行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对药学人

才需求的变化，本教研组进行了药学人才需求调研、
岗位职业能力分析、行业企业专家论证，构建了“宽

就业领域，重药学服务”的特色课程体系，组建了药

学专业“5 + 5 + N”课程群。其中 5 门核心课程是实

用药理学、药物分析与检验技术、药物制剂技术、药
物化学、药事管理与法规; 5 门主干课程为分析化

学、天然药物学、临床医学概要、药品市场营销学、天
然药物化学; N 门特色课程包括显示药学专业重药

学服务特色的课程，主要有优良药房工作实务、中医

学基础、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医学机能实验技术、药
师资格考试辅导课程、实习期网络学习课程等课程。

# 课程信息化资源建设

在专业建设、课程教学改革基础上，教师以课

程标准为依据，以课程教学改革为抓手，以学生为

中心，以 实 施 信 息 化 教 学 为 目 标，建 设 药 学 专 业

“5 + 5 + N”课程群教学资源。
3. 1 课程资源的基本内容

课程资源主要有课程简介，课程整体设计、课程

总体资源、章节或模块板块、课程教学档案，课程导

航板块等内容。
学生进入课程之前通过课程简介可知晓课程教

学任务与性质; 进入课程可了解课程学习的整体框

架; 进入课程整体设计可以清楚课程定位、设计思

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团队、实践条件和考核

方法; 进入课程总体资源可以看到教学大纲、授课计

划、相关链接、考核方案、实训安排等内容，明确教学

总体安排、实训要求和作业要求; 进入章节或模块板

块可以进行课程教学内容的学习。
课程教学档案主要包括授课任务书、进程表、课

程表、教案等教学文件，便于教师保存课程需要的教

学文件; 课程导航板块主要包括导航、课程模块导

航、活动、日历、系统管理、已登录用户、学习进度条、
即将到来事件、在线用户、课程动态、热点统计、数据

分析图表，便于随时提醒学生进行学习，也便于学生

进入相关内容进行学习，更便于教师了解学生的学

习进度及成绩分析统计。
3. 2 章节或模块板块教学资源

章节或模块板块教学资源是课程信息化资源的

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理论学习资源、实训学习资

源，学习活动三大教学资源。
理论学习资源包括知识点讲解微课、课堂教学

课件、理论教学视频等资源，其中知识点讲解微课是

教师对两节课或完整的知识内容中的重点、难点知

识点进行讲解，时长 7 8 分钟，这对学生课前了解

和学习课堂内容非常有帮助; 理论教学视频是以小

节为单位的全程教学录像，便于学生课后复习。
实训教学资源主要以视频为主，有关实训操作

的微视频、仪器使用视频、各实训的全程视频及部分

实训的虚拟仿真实训，学生在实训前后可选择性观

看以进行预习和复习。
学习活动包括预习问题、章节测试、随堂小测、

作业、讨论区、问卷调查、热点问题等内容，其中预习

问题起到指引学生对即将进行学习的内容进行预习

的作用，引导其查阅相关资料，有利于开展翻转课堂

教学; 章节测试有利于学生复习，自我检测，教师可

了解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 随堂小测是教师上课前

设计好的内容，学生通过微信在课堂上完成并可立

即反馈结果; 作业主要是教师设计好要求学生完成

的课后思考题、实训报告、实训操作视频等作业;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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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区、问卷调查、热点问题等主要包括师生的互动交

流内容。

$ 课程信息化资源应用

4. 1 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混合式教学是教学理念的一种提升，强调如何

提高教师信息化素养，将信息技术手段有效地应用

到教学之中［6］。课程信息化资源应用主要是学生

在课前学习相关资源，课中互动、提出问题和解决问

题，课后上交作业，互相评价，互动提问，进行检测，

教师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4. 1. 1 课前学习

学生课前通过手机或电脑进入随身课堂，学习在

线相关资源。通过学习知识点微课，了解课堂教学重

点难点内容; 通过观看课件、理论和实训教学视频学

习课堂教学内容; 通过回答、提交预习作业理解课堂

教学内容; 通过相关链接网站拓展课堂教学内容。
4. 1. 2 课中运行

理论课程教学，教师课前通过手机或电脑进入

随身课堂，了解学生预习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上课时

直接调用在线资源，课堂上通过导航板块直接反馈

学生课前学习情况，对学生进行提问和讲解，组织学

生讨论，进行随堂小测，使学生掌握教学内容。
实训课程教学，学生课前观看实训教学视频，操

作虚拟实训，做好预习报告，课中学生交互批改预习

报告，教师点评，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完成实训，及时

记录，完成实训报告并上传到随身课堂中。
4. 1. 3 课后活动

课后学生按课程在线互动资源中设计好的相关

内容上交实训总结、实训视频、实训汇报等资料到随

身课堂中，并进行教学讨论与反馈，完成章节问卷调

查等相关内容。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实训视频作业是

学生按照要求和评分标准自行拍摄的，这既可以反

映学生操作的规范性和准确性，也可以提高学生运

用信息化技术的能力。所有活动教师会根据教学需

要灵活设置批改权限，给出成绩。
4. 2 实现有效的形成性评价

传统的课程考核以一次性集中终结式评价为

主，这会造成不少学生平时逃课，不认真学习，不努

力思考［7］; 即使有些课程开展形成性考核，课程形

成性考核的原始资料有些无法全部批改或保存不齐

全，难以对学生落实真正公平、客观的课程考核［8］。
通过对开源 Moodle 平台进行二次开发的“随身

课堂”云平台，教师可以随堂检测学生学习的即时

效果，并可根据教学进度设计好各章节、各知识点的

模块小测、期中测验、作业等活动的时间节点，通过

课程导航板块的“即将到来事件”功能，通知学生相

关活动的截止时间，学生可以通过“随身课堂”微信

号接收到通知，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地完成相应的

活动内容，对于模块小测学生可随时随地，反复多次

地进行自测，及时了解自己对该知识点内容的掌握

情况。通过以上活动，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及时完

成学习任务和合理使用移动终端的习惯。
学生的随堂小测、章节检测、期中考试、实训报

告和实训视频等作业、课前课后的学习、讨论与反

馈、调查问卷等所有在线学习行为均有详细记录，在

随身课堂导航板块的成绩统计和数据分析等功能中

都可以统计出来，能公平、客观、实时反馈学生成绩，

实现有效的形成性评价。

% 思考与展望

基于“随身课堂”云平台建立的药学专业信息

化教学资源，为师生构建了一个信息化的专业环境，

能让师生置身于专业的整体环境中，了解专业的基

本情况［9］，各门课程之间的联系，学习内容与工作

岗位职业要求、执业药师考证之间的关系，实习与就

业的关系等情况。
在资源建设与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课程设计

流程重构，课程内容岗位对接、教学质量评价变革等

提高了教育教学能力; 通过课件、微课、视频、题库等

资源的建设与应用提高了信息化教学能力，在“5 +
5 + N”课程建设和应用过程中，药学专业获得了 1
门国家药学教学资源库的子课程，2 门省级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7 门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通过集体

备课、团队分工、共同运行加强了团队合作的精神;

学生通过课前、课中、课后的学习活动激发了自主学

习兴趣，知识点微课效果尤其突出，几分钟或十几分

钟内容精简的教学微视频在线教学效果要优于几十

分钟内容繁多的教学视频［10］; 通过完成文档、课件、
视频等作业提高了学生信息化技术能力; 通过小组

活动提高了其团队合作能力; 并在平台上获得终身

学习的资源。
基于“随身课堂”云平台的药学专业信息化资

源建设与应用，本校将会进一步规范药学专业的课

程建设、资源库建设，促进教育教学改革，推进信息

化教育教学改革，提升师资队伍教学水平，提高教育

教学质量。
( 下转第 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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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为解决个别学生的疑问，可能需要查阅大量文

献才能给予合理的解答。

$ 结论

综上所述，药学英语课程实用性强，内容覆盖面

广，翻转课堂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它的应用会使

学习变得更加灵活自主，而且能够解决药学英语课

程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翻转课堂打

破了课堂的时间和地域限制，但这也要求学生有较

强的自律能力，课前学习不再是一种形式，而是课堂

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这个阶段的铺垫，通过发

现和解决问题，知识才会内化成一种思维，这种方式

使药学生能够真正掌握专业英语的学习方法，为今

后的科研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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