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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背景下高职院校中药学课程思政建设探究 
李德成 

（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66） 

摘要：新工科背景下中药学学科的思政建设日新月异，本文从中药学课程思政现状、课程思政元素挖掘、实施要点、实施效果及典型事例等几个方面

进行了论述。中药学学科的思政建设模式具有一定的可行性。高职院校中药学课程的思政建设，有利于实现课程目标，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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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新工科”背景下，中药学的课程思政建设可以采取传统的

师承制与现代学徒制的方式，一方面可以聘请业内的中药技术专家

为其授课，教授中药真伪、中药炮制等传统工艺，保证中药的传统

技艺和文化的传承。同时，根据本专业教师所承担的科研课题、专

利申请等，实行中医技术带教，传授中医现代化新技术，促进教师

教学与科研的同步发展。在实践能力的培养上，学校建立了一套适

合于实践性的实训教学系统，并针对不同的专业知识层次需要，建

立了一套适合于学生实际操作的实训系统。中药学作为中医学四大

基础课之一，是中医辨证施治方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一门

介于基础和临床之间的桥梁学科，其重要性毋庸置疑。根据国家教

育部关于 2020 年 5 月《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要求，

中药学科课程体系在原有课程体系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并取得了

一些成果。 

1.中药学课程思政现状 

《中药学》共分为导论和各论两大类。在《药物学》的各个章

节中，收录了 536 种临床常用的中成药（包括附剂），并对其主要药

性、基本功效、临床应用、用量、用法等进行了论述。由于知识点

多，信息量大，难以在短期内将其牢牢记住，容易造成各章药理混

乱。而且，中医的知识很多，涉及到的范围也很广。作为一名教师，

必须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和良好的教学基本功，才能更好地完成教

学工作。所以，“在传统医学教育中，传统医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

养中医人才，而忽略了中医的人文精神”[1]。 

2.中药学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 

中医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所发掘出来的，具有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中药也是中医治病的重要方式，老药

师在制作中药的时候，可以让学员们体会到大国的工匠精神，而在

中医的应用中，更是体现了“大医精诚”的典范。如果深入研究，

就会发现，中医学科有很多的思政因素。目前，我们已发掘出 90 余

条思政要素，基本上实现了课堂教学中的“课程思政”。其主要体现

在： 

2.1 时政 

在讲述中药学发展历史的同时，可以向同学们简要介绍《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以提高他们的职业自信心。 

2.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讲解特定的中药时，某些中药的别名可以适当地引入到教学

中，以引起学生的兴趣。例如，中草药青黛与大青叶的关系，可以

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荀子·劝学》的原文是：“绿，是从蓝

色中来的。”“青色”，就是“靛蓝”。 

（1）中药传故事。关于中医的传说数不胜数。有典故、传说。

比如“益母草”，就是一位女子为了给母亲看病，历经千辛万苦，寻

医问药，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孝德。“当归”、“远志”，是三国时

代曹魏迫使姜维的母亲向姜维寄药，姜母送来“当归”，姜维寄“远

志”，表达了自己“百顷之地，不在一亩地”的意思，“远志”而非

“当归”，赞美了忠义和报国的崇高品格。“陈皮”是“陈皮酵素”、

“青蒿”是青蒿素的提取、诺贝尔奖的发明创造了鼓励学生发展现

代中药的创新故事。中医故事具有很强的内涵，是思想政治教育的

直观的材料。民间故事和中医端午有挂艾、熏艾以驱邪、防病防

病的风俗，取自中医艾叶；冬至有吃饺子的风俗，向同学们介绍了

张仲景用“消寒娇耳汤”治病的故事，并引出了“温热”的药物。 

（2）中药蕴思想。“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是中医的理论基础”[2]。

孙思邈说：博采众长，孜孜不倦。医源是医学之源，也就是哲学。

中医在中医学说的指导下，无处不在地渗透着整体、辩证、和合等

哲学思想。整体思维是中医对人的整体性、人与环境、自然的统一

性和关联性的理解。余德才把“整体观念”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根本

思想。人、社会、和自然三者之间的整体关系，为人类的文明指明

了正确的道路。中医“合理配伍，偏性整合”是中华传统“和合思

想”的体现。周勤勤认为，“和合思想”能使人与人相处融洽、相互

尊重、温暖和谐。以中医的思想来指导学生以整体的思维来进行问

题的分析，培养全局意识和协同意识，以整体的思维来规划工作，

从而达到“有治有体，有治有序”的目的。“在思想力量越来越强的

今天，中医思想为思政教学提供了无穷的智力资源”[3]。 

（3）中医与民间俗语。“三月份茵陈、四月份蒿、五月六月当

柴火”，说明了采收时节的重要性；有句俗话：“穿山甲王不留，女

人吃了奶就流”，这就是穿山甲、王不留行的降乳功能；“腿不能动，

牛膝五加皮”，可看出其“性善下行”的特性。 

（4）古代中医的诗歌。在讲述佩兰中药的时候，屈原的《离骚》

一首诗：“胡江离与白芷，纫秋兰为佩。”清·杨静亭《都门杂咏》

在讲中医山楂时，曾有一首诗：“南果不能和北果一样，妙制金点心

汇丰。颜色比胭脂甜，解酒消食有兼功”，由此引出了山里红和山楂

2 种。 

（5）中药有技术。中药除了作为医学方剂的应用之外，还有许

多简单、实用的中药技术，例如：制作中药香囊、中药药膳、中药

艾灸等。这些中医实用技术走入街坊、企业、学校，为广大师生带

来了丰富的中医特色活动和实践经验。瑞士学者皮亚杰认为：“知识

是由主体和客体的互动而产生的，而经验的发展则是人类的道德发

展过程”。 

2.3 大国工匠精神 

在介绍中药的制作过程中，北京同仁堂一直秉承着“口味再好，

也要精益求精，不能浪费人力。”同时，还组织同学们观摩《本草中

国》中巴豆霜的制作过程，以复杂而耗时的方法，让同学们体会到

大国工匠的魅力。 

2.4 中药的现代研究成果 

在谈到青蒿的时候，向同学们讲述了中国中医药大学屠呦呦科

研人员研制青蒿素的过程。说到丹参，首先要介绍的是，它是世界

上首款用于治疗心血管病的中药配方。1997 年，美国 FDA 批准了丹

参滴丸的生产，使传统的中药从国内出口到国外，仅作为一种食物

或保健品。例如：在讲到清热解毒的中药时，可以介绍这类中药在

抗病微生物上的优越性，并提出清热解毒中药是否与西医的抗生素

相同否之一问题，通过对有关材料的阅读，小组内部的讨论，加深

对问题的理解。教师作总结，指出清热解毒和西医的抗菌素是不能

相提并论的。清热解毒中药不仅具有抗菌活性，而且还可以增强人

体的免疫功能。明确提出了中医与西医在理论体系上存在着差异，

不能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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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比较。可以采用横向对比法，也就是同一章中的同类药材

进行对比，比如金银花和连翘；纵向对比，也就是黄芩、砂仁、桑

寄生等各章节的相似功效，以及如何区分应用。通过这种归纳、比

较的方式，可以帮助学生在求同存异中逐渐形成中医辨证用药的思

想，培养学生的求实精神和求真务实的精神。 

3.中药学课程思政实施路径 

“课程思政”是立德树人的一种新尝试，我们在育人目标、教

学内容、教学方法、评价机制等方面均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3.1 育人目标 

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同方向”。结合中药学科的教学内容，制

订学科教学目标与思政教育的目标，并将其固化于教学规范之中，

以渗透的形式，通过教授专业知识来完成思政教育，从而达到学科

教学与思政教育的“同方向”。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传播中医药文化，自愿为人民的卫生工作

服务，以人为本的专业素养为宗旨。能主动应用中医药知识，把预

防疾病、祛除病痛、关爱病人作为自己的专业责任。热爱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提高民族自豪感，提高对自己的专业认同。通过阐述中

医辩证的观点，可以指导学生从辩证的角度来分析问题，也要从辨

证论治，即养血润燥，化痰化血，同时还要强健筋骨，让改革的效

果 大化。稳定与变革具有辩证统一、相互制约的关系。一静一动，

静要有定力，要有次序，要掌握平衡。激发学生运用辨证思维，学

会一分为二，把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化危为安，提升问

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继承传统的精神，培养其创造性。 

3.2 教学内容 

以学生的辨证选择为基础，在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的基础

上，充分挖掘出其中的“政治因素”，把国家扶持中医药的措施，中

华传统文化的教育，大国工匠精神，中药的创新与发展。使学生在

不知不觉中感受、领悟、升华，达到“润物无声”、“春风化雨”的

目的。 

3.3 教学方法 

坚持“以人为本”教学思想，积极探索“以人为本”的教学方

式，以课堂教学和网络教学为载体，运用案例、讨论、归纳、比较

等教学手段，构建了以“BOPPPS”为基础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

式。基于个案法，以个案为基础，结合所学专业知识，以正确的辨

证方法，以单一的中药或药物对为基础，进行简易的治疗，使学生

逐渐形成对症的认识，从而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可以选择有代表性

的医案，在了解专家的专业知识的基础上，体会到名医的治学态度、

高超的医术和崇高的医德”[4]。比如，在说到安神药物酸枣仁的时候，

可以引述孙思邈用朱砂糖来治疗疯子。 

3.4 评价机制 

从单一的知识、技能考核的角度来看，把课程的思想政治指标

纳入到中药学课程形成性评估中，从而形成更加客观全面的考核模

型，特别是在考核学生的信任度和科学作风方面。例如，对考试中

出现的类似问题，采取“一票否决制”，以防止学生的学术不端现象

发生。 

4.中药学课程思政的实施要点 

4.1 做好课程思政的设计方案 

结合中药学科教学的特点，力求在每堂课中都加入思政课的内

容。在教研室集体备课时，由授课老师向老师讲解相关章节的思政

元素、融入方式和具体实施方案，再由教研室进行讨论，不断完善，

终确定为正式实施。 

4.2 掌握好课程思政的时间 

中医界的知识点很多，所以在加入到课程的时候，要尽可能的

简短，不要含糊。这是一种很好的思考方式，同时也不会影响到课

程的正常进程，双方都有好处。 

4.3 避免说教式的模式 

中药学主要针对的是学校二年级的学生，采用单纯的讲课方法

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而且会使学生感到厌倦。“如何将思

政教育资源整合到中药学科的教学之中，将思政教育与学科课程相

结合，达到学科的人文与工具的双重价值”[5]。构建“目标、教学、

评价”三位一体的中药学科教学与“同向同行”的教学模式。可在

实际教学中，自然而然地融入时政、名医典型案例、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比如，在谈到鸦片和罂粟的关系时，就说鸦片对中国人民造

成的巨大灾难，以及鸦片战争中中国人民的英雄事迹。 

4.4 线上线下相结合实施课程思政 

除了在线上进行“课程思政”之外，我们还将利用中药学（自

建）慕课的特点和优势，搭建思政慕课线上互动平台，让学生在认

识中药、学习中药、应用中药的过程中充分体验中药学课程教育中

的思政元素，为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应用型中医药人才奠定良好

的基础。 

5.中药学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 

5.1 使学生的知识能力及素质均得到显著提高 

在中药学课程中，学生不仅可以学到一些基础知识，还可以体

会到人们在植物、动物、矿物等方面所做的艰苦工作，同时也能体

会到古代中医药学者们对药物的热爱和对科学的追求。 

5.2 使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在中药学的教学中，将思政的要素融入到课堂中，能有效地调

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对自己的职业认同。学生能认真学习，积极

实践，广泛讨论，积极思考，明确学习目的，提高学习效果。 

5.3 使学生树立中医药专业自信 

通过课堂上的案例，特别是在疫情期间，通过中医药的运用，

让同学们了解到中医药的优点，并对自己的专业知识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对自己的职业认同和职业信心产生持续增强。 

6.结论 

在专业核心课程的实施过程中，如何提高专业教师的课程思政

能力，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一方面，课程开发对专业教师提出

了新的需求，即要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认识和学习，既要有专业知

识、技术素质，又要有思想观念、兴趣、价值观等。另一方面，课

程思政的实施与评价也要求专业教师对专业课程的学习成效进行评

价，而不能单纯的以知识、技能，笔试、作业的考试结果作为评判

标准，还要将学生的专业态度、情感等因素纳入考量，而这些因素

往往很难量化和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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