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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以教学能力大赛促进教学能力提升的实践
——以中药学为例

王珺儒 1　卓　兵 1　王岳峰 1　刘　俊 2

（1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医药健康学部 药学院，四川 眉山 620500；

2 峨眉山康道药业有限公司，四川 乐山 614200）

摘要：作为校级教学能力大赛参赛教师之一，我现就教学内容、教学设计、教学实施及教学应变等方面进行总结与反思，为今后的

教学发展方向提供一定的经验和参考，有利于自我以及团队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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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发挥教学能力大赛在提高教师队伍素质中的示范引领

作用，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新时代职教队伍，推动职

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四川省科技职业学院于 2021 年 11 月举办了

2021 年四川科技职业学院教师教学能力大赛。现就这次比赛的全

程，进行总结与反思。

一、参赛总结

《中药学》是中药学专业最基础最根本最重要的专业核心课

程。该课程以中药理论和中药功效应用为核心，是中医安全、有

效用药的基础，也是沟通中医、中药专业的桥梁。

（一）教学目标明确，教学重难点突出

对于总共近 400 味的中药的学习，主要从性味归经、性状鉴别、

功效性能、应用等方面进行讲解。教师在讲解的过程中要有所侧重，

比如性状鉴别、功效性能、应用既是重点，又是难点。在讲解过程中，

要结合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原理、病理、病机等知识进行补充教学，

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学生的学习难度。因此，在讲授时，可采用重

复强调重点知识点、督促学生做笔记、用通俗易懂的语句简化术语、

结合生活实际等方法，使学生理解并重视相关重点和难点。

（二）课堂教学手段要丰富

丰富的课堂教学方法策略可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 情景教学，激发学生兴趣。教学情境种类繁多，包括如工

作情景、问题情景、项目情景、实践情景、合作情景、探索情景

等不同侧面和视角的表述，根据具体实际选择运用合适的情景，

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和合作学习等。比如，通过野

外采收野生中药材带到课堂讲解或者带学生去户外（药材种植园、

药材种植基地、科技小院等）识药。

2. 采用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方法，让学生逐步掌握知识点。

先借助中药材实物或者图片（既可以是原药材，也可以是饮片），

吸引学生的目光；接着从外形入手，带着学生去观察、认识中药，

抓住特点描述中药；甚至可以鼓励学生摸一摸，用触觉感受，或

者闻一闻，去感受气味，或者尝一尝，品味辛甘酸苦咸五味，还

可以搓一搓、用刀切一切，从各方面去完善补充关于中药的知识点，

使理论具象化，更加的深刻；最后，结合案例，再压轴引出中药

的功效、主治。

3. 利用讲故事、游戏、讨论、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突破重

难点。很多的中药如徐长卿、黄精、夜交藤都涉及一些名人轶事、

典故等等，可以通过讲述故事引出相关知识点。例如，通过猜字谜、

寻找名著中的中药、诗词曲中的中药等形式，加深同学们对于中

药学的理解和记忆。另外，也可以借鉴中药类纪录片如《本草中国》

《本草中华》《秘境神草》等，截取需要的片段在课堂上分享给学生。

4. 小组合作完成创意作业，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以激发同

学们的学习兴趣为主，设置一些创意作业，如仔细观察，抓住特征，

画出中药材；在校园里寻找中药材，并拍照或者制作成标本，等等。

5. 观摩学习。利用精品作业，以小组为单位，自评互评，坚

持见解；让学生分享经验教训，积极反思，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例如，画中药材，有些同学画的不一定专业，但是能够很明显抓

住中药材的性状特征，这一点就很值得表扬；另外，相互分享经

验技巧，可以加深多中药材鉴别的理解与运用，共同进步。

6. 整合教材、分类整理，对比分析、避免单调呆板等方法。

综合运用口诀法、图表法、思维导图法等方法，巩固知识点，并

形成一定的知识框架，在大脑中建构中药学知识体系。比如，部

分辛温解表药可汇成口诀：桂枝温卫善解肌，温经通脉化水气；

紫苏散寒兼理气，风寒气滞两相宜；生姜解表止呕吐，温肺止咳

并解毒。

可在课程教学中，引导学生绘制表格对比、归纳、总结知识点，

加深对中药学知识点的理解。例如，在解表药的学习当中，往往

会把紫苏和生姜的功效、主治的异同进行对比区分。 

7. 利用智慧云平台、雨课堂或者其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让

学生完成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发布习题和课件资源，查漏补缺。

通过方便快捷的计算机手段，教师可及时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

分析、反馈及处理，既节省了批改作业的烦琐，也提高了教学效果；

而学生也能及时的预习、复习、练习和巩固，同时也提高了学习

效率。

8. 利用多媒体课件使教学更直观，学生更易理解，解难效果

很好，信息量更大。PPT 课件制作是每位现代教育者必备的技能。

教师可以利用 PPT 里面丰富多元的功能，比如图片、艺术字、动画、

音频、超链接等等，增加课堂的趣味性。

9. 灵活利用板书设计。虽然当前的高职课堂教学以多媒体为

主，但是也不应该丢掉传统的板书。现代化教学手段不能完全代

替板书，以板书为辅有助于归纳、提炼、强调重点，帮助学生梳

理知识点。板书要求极具概括性、层次性，以紫苏为例，先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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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基本结构六个板块；接着详细讲解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重点

板书。

（三）以学生为主体，引起学生兴趣，增加学生互动。

师生互动交流可及时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活跃课堂气氛，

教学相长。授课对象为大专一年级学生，他们普遍思维活跃，但

缺乏耐心；多愿意倾听学习，但是缺乏专心；喜欢动手，缺乏恒心；

喜欢独立思考，然而团队能力协作差。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学生没

有学习过中医基础理论，在平时课程中需要巧妙融入讲解中医学

基础知识。

可采用问题导向法、翻转课堂等形式，引导学生学习，发现

学生的不足之处，同时也换一个角度对比完善自身教学的技能和

方法。比如，可让学生任意选择单味中药，自行设计知识结构，

补充拓展知识点，分组讨论制作并上台演示。教师可参照教学技

能大赛的标准来打分，无论好坏皆给予学生一定的鼓励。

在教学中，教师应从学生的角度出发，以一名中药学新手的

思维和角度看待和思考问题，从而便于学生理解和记忆。比如说，

讲解紫苏的来源和功效时，可结合华佗和水獭的故事，生动有趣

地讲解紫苏可解鱼蟹毒这一功效。

（四）理论知识要与生活实践相结合。

真正掌握知识的表现是要学会在生活中灵活运用理论知识，

做到理论与实践融会贯通。比如，我们可以结合紫苏的功效和其

作为药食同源植物的特点，开发出一些健康、科学合理的菜肴或

者食品；也可以查询文献、古籍，寻找含紫苏的药物制剂，利用

学校实验室条件或者借助外界条件，尝试做出制剂成品。

可充分联合企业、研究机构等，辅助并升华中药学的理论学习。

比如，以科技小院为实践基地之一，产学研结合，举行一系列中

药学实践活动，例如短期参观培训、中药栽培小组、长期跟踪中

药培育与加工、实地中药炮制技能练习等等，充分利用科技项目

的资源，发挥科技小院的最大优势。

（五）融入课程思政。

中药学是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智慧，在课程教学中，应当宣扬

中华民族勤劳、善良的品质，弘扬优秀灿烂的民族医药文化，引

导学生学习古人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善于实践等优良品质，培

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培养学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责任的先

进人才，真正培养出能在生产、检验、流通、管理和服务等第一

线工作的高素质高技能应用型人才。

二、比赛反思

（一）人员选拔方式

建议以学院为单位，采取“以老带新”的模式来组队，先内

部进行比赛，选出 1-2 支质量高的参赛代表队参加校级比赛。如

此有利于教师的职业发展，也有利于学院和学校培养出一批高水

准高质量的教师队伍，从而提升整体的教学水平。

（二）增加实践学习时间和内容

参赛的资料应增加相应课程中实践性内容的比例。建议多组

织教师学习优秀教师的教学案例，结合多种教学模式，巧妙地结

合实践内容。比如，可携带教具和实物模型进行教学。中药学的

学习更应增加实践性内容，可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大自然去探索；

也可让学生参与中药百草园的日常管理，去见证各类中药材的育

苗、种植、生长、收获、炮制等环节，深切地体会学习中药学的意义。

（三）心理素质及应急处理能力

现场组织教学，非常考验教师的讲授控场能力、纪律管控能

力以及应急处理能力。同样的内容，在不同的班级教授，学生的

反映不同，突发情况不同，课堂表现不同，这就要求教师根据各

班级具体实际，灵活处理课堂教学。比如，有的班级学生活泼，

上课过程中积极回应教师的教学，那教师可适当减少互动，适当

提醒同学们自控；有的班级课堂反馈不佳，那教师可相应地增加

提问，增加师生互动，以提升课堂积极性和教学效果。

（四）以赛促教、赛教结合

通过参加教学能力大赛，可参考评分标准，从教学设计、教

学内容、教学效果等多方面，去丰富和改善教师的教学过程，调

整人才培养的方向。也可通过观看比赛，学习和借鉴优秀参赛者

的新颖教学思路、优良的教学风格、严谨合理的教学逻辑等等。

让日常教学以参赛标准执行，让教学能力大赛成为日常教学的分

享。

三、结语

当前，教学能力大赛从校赛、省赛到国赛，赛制已经非常成熟。

作为高职教师，应结合当前的行业形势以及教育方法，以教学能

力大赛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并积极参与各类教学比赛，发现自身

教学短板，完善自我教学技能，努力成为一名符合新时代要求的

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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