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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炮制技术融入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
梁　智　黄　杰　赵俊杰　戴传勇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药学系，广西 南宁 530007）

摘要：中药炮制技术作为高职院校中药学专业的核心课程，

在学习炮制相关知识的同时，秉持“立德树人”的原则，在授课

过程始终全员、全程、全方位融入中医药文化、工匠精神、爱岗

敬业等思政元素，让学生在增强文化自信的同时，培养出爱岗敬业、

精益求精的精神。同时基于“三全育人”和“课程思政”的目标，

通过探索典型案例和教学方法，实现专业知识与素质教育、职业

道德、文化传承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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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炮制是一门古老的制药手艺，于 2006 年被我国列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之一。中药炮制不仅是中医用药特色之一，更是联通

中医与中药的重要桥梁。中药炮制技术课程自开设以来，其实早

已在潜移默化中融入了各种思政元素，如著名炮制帮派樟树帮的

“白芍飞上天”体现了制药者精湛的刀工；北京同仁堂的著名标

语“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同样体现了制药人匠心精神。加之

中药炮制带有一定的传承和故事色彩，在授课之时很容易打动学

生，使之容易产生共鸣。因此，对中药炮制相关的课程思政元素

进行深度挖掘并加以雕琢和升华，将能够让学生在获得专业知识

之余，还提升了自身的文化素质，增强文化自信，并自觉做中医

药文化的传播者和传承人。

一、明确“教学”与“德育”目标

中药炮制技术作为中药学专业的核心课程，总学时共 40 学时。

本课程以培养学生的中药炮制基本理论，以及中药炮制基本知识

和技能，并具备良好职业素养为教学目标。课程教学体现“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和“三全育人”（全过程育人、全员育人和全

方位育人）的理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医药文化传承、

工匠精神、生命至上等德育目标贯穿于教学全过程，让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树立良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真正让学生成为实践性强、

知识面宽、能适应新时代和中药产业化发展需要、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的高技能人才。

二、深入挖掘中药炮制技术课程思政元素

（一）不忘初心，努力奋斗

《五十二病方》最早记载了与中药炮制相关的内容，阐述了

中药的炮制过程可改变药性，达到增效减毒的目的，直至《雷公

炮炙论》的问世，才真正地形成了中药炮制的第一部专著。紧随

其后缪希雍的《炮制大法》，张仲岩的《修事指南》进一步完善

了炮制的理论体系，才有了今天的中药炮制学科，成为每一届中

药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今天的成就是

过去先辈一代代不懈的努力积累下来的，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不

忘初心，心怀敬畏，努力学好相关知识，同时发挥主观能动性，

积极创新开拓，争取开辟中药炮制的新局面。 

（二）增强中医药文化自信

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

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瑰宝，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

智慧。从我国第一本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的诞生，到 16 世纪

中国的百科全书《本草纲目》的问世，都见证了中医药在防病治

病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2021 年 2 月 9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其中第二十六条提到：

“切实加强中医药文化宣传，使中医药成为群众促进健康的文化

自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中增设中医药专项。实

施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持续开展中小学中医药文化教育。”由

此可知，大力弘扬中医药传统文化是国家的一项重大举措。在讲

授中药炮制技术课程的过程中，可充分将此思政元素与课程内容

紧密结合，同时发散思维，拓宽认知层面，真正地做到知识传授

与德育教育有机融合，润物无声间让学生爱上中医药文化，增强

自身文化自信，并自觉做中医药文化的传播者。

（三）匠心传承，爱岗敬业

中药炮制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炮制

帮派，其中以京帮、川帮、建昌帮和樟树帮影响力最为深远，而

樟树帮的“白芍飞上天”尤被业内高度赞誉，即 1 寸长的白芍可

被切成 360 片，片片薄如纸，一吹即可飞上天。在这盛誉的背后

有着让人钦佩的大国工匠精神，药工们十年如一日地坐在切药刀

前，无数次重复着相同的动作，直至练成今日炉火纯青的刀工。

他们将一件平凡小事做到极致，方才有了今天所见的“白芍飞上

天”。他们秉承帮派祖训，守住初心，在这喧嚣的环境下依然兢

兢业业守住自己那一方天地。这样的精神和素养对将来进入工作

岗位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次德育教育。课程会始终将爱

岗敬业和工匠精神融入其中，使学生在授课全过程均能有所触动，

从而产生共鸣。

（四）健康卫生，生命至上

中药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主要去向大部分是医药制药卫生

行业，这就需要学生时刻秉持着卫生安全的宗旨，才能够在行业

内顺利开展工作。比如在制药车间工作，各项卫生工作必须做足，

一旦中间环节出现因卫生工作失误而造成的污染，则会为生产企

业带来不可预估的后果。因此在授课过程中强调制药卫生安全的

原则尤为重要，无形中让此意识在学生内心扎根，将有助于他们

日后在生产企业避免出现类似错误。另一方面，作为中药学专业

的学生，还需要加强他们对自身健康管理的意识，深植生命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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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念于心中，做一个珍重生命，爱惜生命的新时代青年，以健

康的身心共创美好的家园。

三、探索融入课程思政元素的教学方法与实践

（一）探索教学方法

秉持“以学生为主导，教师辅助引导”的原则，基于“知识

传授与价值导向”的思路，以任务式教学法、案例分析法、讨论

教学法等多种方法结合的教学方法，通过线上网络教学、线下课

堂教学，混合式教学等多种途径，以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为主，教

师从旁引导为辅，让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主动探索学习

的过程中自觉领会思政育人理念，加强德育效果。教师在引导学

生方面，可通过典型案例切入，播放相关内容视频、情景模拟教学、

启发式提问等方法，激发学习兴趣，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的想法。

通过任务导向的模式，让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培养提出问题并解决

问题的能力。课堂结束后当堂反馈教学效果，学生反思是否在自

主学习的过程中真正掌握到有用的专业知识，同时在各种教学案

例的切入中，学生能否感受到思政育人元素的无声融入，并谈谈

本堂课对自己有何启示，体现了“疑问 - 探寻 - 学习 - 解惑 - 反

思”的学习过程。学生在自主探寻学习中药炮制相关知识的同时，

必然会受到蕴含其中的中医药传统文化、工匠精神等思政元素的

熏陶，在潜移默化之间与之形成共鸣，大大加深了“立德树人”

的德育效果。

（二）实践措施

1.《中药炮制技术》课程教材的选定与规划

原则上选择国家规划的标准教材，但由于加入了课程思政要

求，现有教材已不能满足。因此需要重新规划编写符合本专业特

色的校本教材。校本教材应根据本专业学生学情特点，在丰富专

业内容的同时，紧扣思政元素，详细编写思政典型案例，真正地

做到随手可查，随时可看。

2. 重新修订教学大纲、课程标准与教案

目前教学课时仅为 40 学时，其中理论 16 学时，实训 24 学时，

仅仅能够完成专业知识的讲授。由于加入思政元素，需要重新规

划学时，要确保有足够学时完成思政教学，达到预期的德育效果。

同时要明确课程思政元素的准确切入点，确保能够精准地传达到

位，将育人效果落到实处。

3. 思政案例分享

教学过程中，教师以任务教学法，以小组为单位，给学生布

置任务，查找具体思政典型案例，并在课中进行案例分享，谈心

得体悟。自我进行思政教育，更能引起其他学生甚至教师的共鸣，

加强学生对炮制学科的体悟与热爱，更增强了其对民族文化的认

同感。

4. 收集相关思政元素的视频，作为教学过程的辅助方法

有关中医药文化、中药炮制的优秀视频不胜枚举，筛选具有

教育意义的视频，在教学过程中适当播放，能起到关键作用。教

师亦可根据实际情况，找好切入点，自己拍摄微视频，更具有针

对性和教育意义。

5. 组织学生参观饮片厂，与经验丰富的老药工面对面交谈

百闻不如一见，让学生亲眼见到老药工的精湛技艺，让老药

工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实实在在地将思政课堂搬到实际工作处，

言传身教，更能直击内心，让学生产生钦佩感，让学生在此环境

下更能坚定自己的信心，愿意为中医药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四、展望

课程思政一经开始，就会持续下去，永不停歇。中药炮制技

术课程秉承了中医药传统文化和工匠精神的精髓，势必要加强学

生的认知。通过教学改革与创新，引入典型思政案例，播放相关

优秀视频，最终目的都是使得学生在学到专业知识的同时提高自

身文化素养，最重要是不忘初心，将中医药文化和中药炮制传承

下去。

作为高职院校的专业课教师，立德树人的使命须时刻谨记，

在努力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更要做好德育工作，引领学生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播撒到学

生的心中，让学生成为符合时代需求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与此同时，

教师也要增强自身文化修养，以良好学识和高尚品德，作为学生

求学路上的指明灯和引路人，相互促进与成长，最终使自我价值

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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