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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职教育特点的《中药学》教学模式探究 
王增锋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726000) 

摘要：高职院校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掌握足够的职业技能与足够牢固的职业基础知识，确保学生在毕

业之后能够更顺利地进入到职业所在行业中，找到心仪的工作，顺利完成就业任务。故而在实际进行高职教育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必

须要有足够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要将高职教育的目标以及特点与实际学生教学结合起来，构建以学生为核心，以职业技能为准则

的新型教学模式，帮助学生可以更顺利地掌握相关知识，成为社会需要的实用型职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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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药学》是中医药专业学生需要学习的一门极为基础的专业

课程，这门课程中对中医药涉及的一些基本原理进行了引入，并对

各种中药材的来源，功能，采摘制作方式，功效发挥，临床应用等

进行了系统性的介绍。课程的内容是以基础知识为主的，但是涉及

到大量的处方和药物，且这些药材的应用也是极为广泛多变的。因

此要想学好这门课程其实是极为不容易的。再加上课程中很多内容

的确是需要需要记忆背诵的，容易让学生产生畏难的情绪，因此实

际课程的教学结果往往不是很理想。因此需要结合高职教育的特点

去构建更科学的教学模式来帮助学生可以在进行本课程学习的过

程中可以更轻松，提升教学质量与效率，帮助学生对相关知识可以

掌握得更牢固。 

一、高职《中药学》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学生没有找到合适的学习方式 

前文中也说到了《中药学》本身是一门内容比较繁杂的课程，

这门课程中既有与中医药相关的理论知识，也有对各种中药材的介

绍。学生要想掌握这些与中药相关的知识就必须要将其中的一些内

容背诵下来，比如说关于某种药材的特性，生长习性，采摘，炮制

等，这些在学生实际进行应用的过程中往往需要有极为严谨的操

作，也因此这些知识学生必须要牢固记忆[1]。但高职院校的学生大

多数本身在文化课基础方面就不够好，对于记忆背诵这种学习方式

是有抵触情绪存在的，且学生往往当时记住了，过后可能就忘记了，

因此对于课程学习其实是非常苦恼的。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学生没有

找到足够合适的学习方式，以至于虽然很努力，但最终的学习结果

却是不理想的，严重打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学生对中医药的兴趣不够深 

高职院校中中医药专业的学生中很多并不是因为自己喜欢中

医药才来学习这一专业的。多数学生高中毕业之后因为没有考上理

想的大学，在其父母，朋友，亲戚等的建议下选择中医药专业，其

选择学习方向的初衷可能更多的是想要将来有一份好的工作，至于

学生本身的喜好，在生存面前完全不值一提。而学生在进入到高职

院校之前因为年龄以及心理状态都还不够成熟的原因，对自身的未

来以及对自我内心的喜好其实都是比较迷茫的，因此对中医药本身

也并不会有太多的喜好。或许刚开始会有一些好奇，但在接触之后

发现需要进行大量背诵，再加上教师的教学方式可能也比较机械，

逐渐地学生对于本课程的学习兴趣就会越来越弱，这对于学生的实

际课程学习也是有着极大影响的。 

（三）教师教学方式不够合理 

诚然，《中药学》这门课程本身是一门理论性比较强的课程，

学习过程中需要学生不断去进行背诵记忆，会造成整体教学比较枯

燥。但如果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设计一些比较有趣的教学方式，

让学生能够在娱乐的过程中完成对课程内容的记忆，学生对本课程

的学习也是会更有效的。但当前部分高职教师在进行这门课程教学

的过程中因为自我观念比较守旧，在实际教学时并不愿意多尝试一

些新的教学方式，因此导致了实际的教学是比较落后单一的，很多

时候教师沿用过去讲解加分析的教学方式，将中药相关理论灌输到

学生的脑海中，为了让学生记住相关的理论，会不断要求学生去背

诵，抄写，朗读课本内容，这种方式对于当前时代的高职学生来讲

是极为不合理的，难以激发出学生的学习热情。 

（四）中药学课程设计不够合理 

当前高职院校在进行《中药学》这门课程教学的过程中其对于

整个教学的设计是不够合理的。虽然这门课程中理论性的知识是占

多数的，但在进行这些理论知识理解与记忆的过程中也需要学生有

一定的实际见闻，因此在教学时要有一定的理论课程安排，也要有

相应的实践课程安排[2]。比如说可以安排学生去中药种植园进行药

材生长的观察与记录，这对于学生了解中药材习性与生长特点是有

着极大作用的。但当前很多高职院校在为学生进行这门课程讲解的

过程中并没有安排足够的实践课程，学生的活动范围一直局限于课

堂以及书本，以至于很多学生虽然从教学中知道了一些药材，但并

不能真正将其与实际的药材以及其应用关联起来，这对于学生后续

中药的使用是有着极大阻碍的。 

二、基于高职教育特点的《中药学》教学模式构建策略 

（一）进一步增强学生对于中药学的学习兴趣 

个体在进行某项事物或者某一知识学习的过程中如果自身对

于这一知识是感兴趣的，那么往往就会有更加出色的表现，这与个

体的心理以及生理运行机制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故而在实际进

行《中药学》这门课程教学的过程中，需要帮助学生对中医药本身

产生更加浓厚的学习兴趣。高职教师需要根据学生的学习特点去设

计更合理的教学方式。比如说在进行组织学生上第一节课时，引入

一些不叫通俗易懂的案例或者讲述一些实际发生的中医药治病救

人的实际来向学生强调中医药本身在整个医药领域都是极为重要

的，也通过这些案例来引导学生明白中药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的

潜在关联性，从而激发出学生对于这门课程的强烈求知欲。在实际

进行《中药学》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需要不断对本学科当前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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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研究进展，一些新的知识信息等进行渗透，帮助学生对行业动

态有所了解，进一步拓展学生的视野。除此之外，还可以在课程中

穿插一些与中医相关的典籍故事，讲述中药的变迁历史，民间传说

故事等，增强课程的趣味性，帮助学生的学习兴趣变得更高。 

（二）加强学生对中医理论的理解与运用 

中药相关的知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与中医理论之间是有着极

为密切的关系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学生对于中医理论的认知决定

着学生对于中药的使用水准。而我国的中医体系是有着自己独特完

整的理论指导的，在实际进行《中药学》这门课程教导的过程中，

教师可以启发学生从中医理论的角度去对不同的中药知识进行记

忆。要指导学生掌握中医的思维方式，能够在这种独特思维的指引

下去认知理解并解决问题。譬如说中医理论中有讲到寒、热、虚、

实等相对辩证的思维，于是中药学中才会有四气、补泻的说法。再

比如说中医理论中说到了腑脏经络，于是中药学中才会有归经理论
[3]。而《中药学》中有关于各种药材功效的归纳也是与中医理论中

各种不同的病因，病理相对应的。故而在实际教导学生《中药学》

相关知识的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强调学生对中医理论的掌握，要能

够帮助学生对这些理论有更灵活的运用，从而促使其可以将中医理

论贯通于中药学的学习中。 

（三）要突出课程的重点与难点 

高职教师必须要明确的是高职学生的文化基础的确是比较差

的，而高职教育的目的也并不是希望学生在本专业上有多么深入的

研究，而是更注重学生对于基础知识的掌握与运用，能够掌握足够

的职业岗位技能即可。故而在实际进行《中药学》教学的过程中，

高职教师一定要能够按照课程大纲中的规定明确实际教学中的重

点内容，在讲课的过程中要有层次划分，要突出重点，难点内容，

对学生进行重点教学，至于拓展性的内容则简单概括即可，在学生

有兴趣的情况下引导其进行自主学习。从而更好地利用课堂有限时

间对学生进行更高效的教学。 

（四）要帮助课堂教学变得更加直观 

前文中也说到了《中药学》这门课程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有大

量需要记忆背诵的内容，对很多高职学生来讲这一点是极为折磨

的。故而高职教师需要为学生寻找更容易进行教学内容记忆的方

式，从而帮助学生的学习可以更高效。有这样一个关于记忆的理论

说的是借助于语言了解某一物品需要 2.8 秒，借助于线条图需要 1.5

秒，借助于彩色照片需要 0.9 秒，借助于实物则只需要 0.4 秒。这

意味着更加直观形象的教学对于学生的记忆是有更大帮助的。因此

高职教师在教导《中药学》相关知识的过程中可以创造一定的教学

条件来带给学生更直观的学习感受。比如说可以带领学生去参观中

药标本，可以组织学生到中药店进行实习，可以带领学生到野外环

境中去发现并观察中药材植株，通过这种更具体形象的教学来帮助

增强学生对于这些中药材的记忆。除此之外在课堂上还可以引入更

多的中药图片，或者中药相关视频，在理论教学带给学生理性认知

的同时借助于这些图片视频带给学生更多的感性认知，从而达到事

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五）借助于一定记忆技巧来帮助提升学生学习效率 

1.比较记忆法 

所谓的比较记忆法指的是将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相似中药材

拿来进行对比，从而帮助学生可以更准确地对不同中药材的特点进

行理解记忆。比如说黄连，黄柏作为中药材都有清热的作用，但黄

连更善于清理中焦湿热，而黄柏则更善于清理下焦湿热。在实际教

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将这两味中药材进行对比教学，学生在了解其共

同点以及差异性的过程中就能够对相应药材的特性有更深刻的认

知。除了相似的药材可以进行对比教学之外，完全相反的药材也可

以用来进行对比教学，增强学生印象与记忆，提升实际教学效率。

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教学内容合理选择，帮助学生可以更迅速地完成

相关药材的学习。 

2.归纳记忆法 

所谓的归纳记忆法指的是在教学中将同一个章节的内容后者

同一功效的中药材归纳起来，将原本零散的知识点集中在一起进行

记忆的一种教学方式，这种方式下，学生对所归纳内容的共性以及

关联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与之相关的比较完整系统性的认知，这对

于学生记忆的提升是有着比较大帮助的[4]。当然，归纳记忆法往往

是用在一阶段内容讲解完成之后，教师引导学生对之前所学内容进

行归纳总结，进行系统性的全面巩固学习，也是学生查漏补缺的重

要方式之一。除了比较记忆法以及归纳记忆法之外，中职教师在教

导学生《中药学》相关知识的过程中还可以将重要的中药材内容编

写成更朗朗上口的歌曲，顺口溜等来方便学生的背诵与记忆，进一

步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 

(六）要进一步强调学生的课后复习 

记忆是很神奇的存在，即使记忆力再强的学生如果仅仅只在课

堂上对相关知识进行了记忆背诵，课后不再进行巩固，那么在一段

事件之后学生必然会将其忘记。因此高职《中药学》教学完成之后

教师还需要进一步强调学生的课后复习，可以借助于艾宾浩斯遗忘

曲线所展示出的关于人体记忆的规律，有计划地引导学生进行知识

复习，通过课前抽查，课后测验等方式来帮助学生形成更良好的课

后复习习惯，从而对相关知识有更牢固的记忆。 

四、结束语 

高职《中药学》的学习需要有科学的方式，教师需要根据高职

教学的特点为学生设计更合理的教学模式，从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增强学生实践学习以及培养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角度来加强学生

的《中药学》学习，并为学生引入更科学的记忆方式，帮助学生的

《中药学》知识学习可以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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