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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然药物学是高职院校药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课程主要目标是使学生基本掌握鉴别天然药

物真伪优劣的能力,并可运用相关知识解决问题,了解各类天然药物的来源、性味功效及临床应用等。笔

者主要结合几年的教学实践,谈谈高职高专天然药物学教学的几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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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高专为专科层次普通高等学校,是我国高

等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培养目标旨在实用

化,培养一批既有高等教育知识,又有一定专业技术

技能的人才,其知识的讲授以能用为度,实用为本。
天然药物学是高职院校药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

课,主要对接中药调剂等相关岗位,是应用本草学、
植物学、鉴定学、矿物学、化学、药理学、中医学等知

识和现代科学技术以及手段来研究天然药物的名

称、来源、采收加工、鉴定、化学成分、品质评价、功效

应用、资源开发等内容的一门综合性学科[1]。该课

程特点为内容多、信息量大、易学难记、实用性强等

特点,尤其是一些种类繁多,性状相似的药材,记忆

起来相对较困难。笔者结合自己几年的教学经验,
就如何引领学生学习本门课程,牢固掌握相关基础

知识和实践技能,谈谈自身的体会和思考。

1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兴趣是最好的教师。教师

要重视第一节课,让学生信服教师,从而学好这一门

课,必须在第一节课中让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课堂

气氛活跃,便收到了良好的课堂效果,否则会事倍功

半[2]。大学教育是高中阶段的教育有所不同的,学
生需要转变自身角色,第一节课时,先利用日常生活

中多姿多彩的药用植物图片以及耳熟能详的珍贵药

材,如冬虫夏草、鹿茸等,引入本门课程,然后先整体

介绍本门课程与教材,对比其他专业课程与教材,重
点突出课程与前期教育基础关系不大,从学生内心

打消部分学生对于文理科知识基础差异的顾虑,从
而刺激学生想要去学的兴趣和积极性。然后,告诉

学生开设本门课程的意义以及学完本门课程学生自

身会得到哪方面能力的提升和增强,并且课程对于

后续相关课程,乃至实习、就业存在的影响和价值,
使学生在正确看待本门课程的基础上,认识到课程

的重要性和认真学习的必要性。

2 采用丰富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丰富多彩、气氛和谐活跃的课堂从来都不是平

铺直叙、照本宣科所能成就的,作为重要传播知识途

径的课堂,需要讲“活”,这就离不开多种多样丰富的

教学方法和手段。高职学生通常缺乏坚定的学习意

志和耐心,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和诱惑,这就更需

要上课教师积极尝试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不断充

实课堂,丰富课堂。在日常教学中,笔者常用的教学

方法如下:

2.1 案例导入法
俗话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课程之初,

利用日常生活中购买某味药材被骗,如:“低价销售

冬虫夏草”、“低价出售人形何首乌”等真实案例,又
如青蒿素的发现及其高效抗疟作用,挽救了全球特

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生命,从而使屠呦呦———
一个以往并不为人熟知的女药学家,2011

 

年获得被

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的同时,能够明白学好课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从而首先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和观念。再如,在讲

解河南道地药材“四大怀药”时,通过图片或者视频

资料讲解怀药的由来、产地、功效及意义等,增强学

生的自豪感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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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直观教学法
天然药物学时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尤其是

在天然药物的鉴别方面,具有品种多、特点较为抽象

等特点,而采用直观教学法往往会取得较好的教学

效果。带领学生进行“校内生药识别”,重点参观和

讲解药用植物园,使课堂走出教室,走入自然。如在

讲解植物的器官———叶的时候,带领学生直接观察

银杏树,比如:银杏叶叶柄细长、二叉脉序、簇生叶

序、扇形叶等特征直接呈现观察,刚好秋季,部分银

杏树均挂有银杏果,可引入白果特征的观察,如:如
呈倒卵形、内种皮骨质、其内有一层红色膜等等。此

外,天然药物的鉴别也是该课程的重中之重,可以将

药材做成口袋样小包装,然后进教室,可做成展板进

行展示,也可以有序的粘贴到墙上,供学生课下自行

对比学习,从而加深印象,巩固记忆。

2.3 小组讨论法
天然药物学中部分天然药物性状特征不是很个

性化特征,尤其是第四章根及根茎类药材,同属于植

物的根及根茎,每味药材性状相似、外观特征相似、
个别药材气味也较相似,在学习起来要想正确区分,
相对比较困难,鉴于此类情况,小组讨论法教学是较

好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将学生进行小组划分,约五、
六人为一小组,每小组分配一味不同的药材,先小组

内讨论学习该药材的相关知识,并进行知识总结,然
后每小组派一名代表在班内进行所负责药材知识的

讲解,重点归纳所负责药材的性状鉴别特征。最后,
将各小组归纳总结的特征进行汇总和区分,从而使

学生能够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对比记忆,此小组讨论

法,整体教学效果较好。

2.4 神话传说、人文典故等导入法
天然药物学中有的药名本身就有很多故事,并

有深刻的寓意,历史上不乏文人雅士巧妙运用药名

赋诗写文,给中药增添了活力和生机,使人们既得到

艺术享受又增进中医药知识。有的药名蕴含一段动

人的故事,如有关何首乌、人参、牵牛子的故事。有

的药名取自人名,如徐长卿、刘寄奴、杜仲。还有不

少谜语与药名有关,如寒冬腊月纸糊窗(防风);果在

刺中央,秋来满山冈,核仁是良药,安神作用强(酸
枣仁)。

 

2.5 问题教学法
问题教学法即以问题为核心,经过老师的指导、

师生的沟通、资源的整合,引导学生进行探索、分析、

解决问题,问题教学法不仅是一种教学方法,更是一

种教育理念。比如在学生冬虫夏草的相关知识时,
老师就可以在课堂上提出以下几个问题:冬虫夏草

是植物药,还是动物药,亦或是其他类药材? 冬虫夏

草有哪些形状特征? 冬虫夏草常见的伪品有哪些?
冬虫夏草最好的服用方法是什么? 冬虫夏草的功效

有哪些? 等等,鼓励学生在课前就开始收集资料,并
进入深入的社会调查,做好充分的准备,再在课堂上

将资源整合起来加以探讨,从而加深对知识理解与

掌握。
 

3 抓好第二课堂
本课程在教学的过程中首先进行药材进教室,

由学生亲自制作中药展板,同时开放药用植物园、药
学标本馆、模拟药房、实训室等相关场地,并辅以中

药艺术品制作、药膳大赛、中药技能大赛、特色技能

培养、企业大讲堂等第二课堂活动,尤其是企业大讲

堂,注重工学结合,不断提高学生自身竞争力。同时

依托在“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建立的亦药亦

食和卓越制药工程师两个国家精品教育社区,以及

不定期的企业参观学习,实现课内课外、线上线下结

合,集知识性、趣味性、新颖性、实用性于一体,拓展

了学生思维,促进学生专业技能、创新能力、职业素

质协调发展。与此同时,课程融于思政与育人元素,
注重学生个人品德与医德教育,切实做好培养“徳术

双馨”的人才理念。

4 布置课后复习题
进入高职院校之后,比较高中阶段,学生会有更

多的课余时间,虽然学习已不是第一位,但是学习知

识仍是主要任务之一。这个阶段的学习以学生自主

学习为主,但是适当课后作业仍然还是帮助学生复

习巩固课堂知识的一个不错的方法。它既可以明确

复习重点,也利于学生巩固、消化和吸收,增强学生

对课堂知识的理解与记忆。
 

总之,天然药物学作为药学及相关专业的主干

课程,涉及面广,内容繁多,知识量大,课堂教学要注

重内容的丰富有趣,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

欲。开展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手段相结合可以增强

学生的理解和记忆,使其密切关注天然药物学的发

展动态,联系生活实际,学以致用,将课本知识内化

为自身能力,进而成为高素质的药学专门人才,传承

祖国传统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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