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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推进“三教”改革实践研究-以《药用植物学》 

教法改革为例 
范晨 1  魏茜敏 2 

(药物与化工学院  陕西省咸阳市  712100) 

摘要：《药用植物学》是一门实验性较强的学科。传统教学主要以理论、实验、野外实践教学 3 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构成，每一教学部分在内

容、时间上各成系统，难以做到完全协调统一。在三教改革视域下，以杨凌职业技术学院《药用植物学》课程教法改革为例，探索新型融

合式教法改革，其主要包括以下 3 大模块：理论教学改革→实验教学改革→野外实践教学改革。以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为目标，注重启

发学生的质疑、探索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将理论课、实验课和野外实习课的教学有机融合，使学生系统、扎实地掌握学科理论知

识和实验技能。 

 

1.《药用植物学》教法改革背景 

二十大报告中，《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

明确了中医药产业阶段性的发展方向与目标。2020 年新冠肆虐，中

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合格答卷被写进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中国行动》白皮书。身为中医药从业者，大大提升了专业责任感

和使命感。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三教”改革是当前职业

院校提升办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切入点。其中教学方法是

改革的路径，教师和教材的改革最终要通过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与

手段的变革去实现。《药用植物学》这门课程是医药类的专业基础

课，其具有理论性、直观性、实践性强的特点。传统的教学难以从

根本理解药用植物的特征、作用及药效；其次，还会影响后续与其

关联密切的《中药鉴定学》、《中药资源学》等课程进程。 

当今大健康产业蓬勃发展，更需要真正掌握药用植物学理论与

技能并进的创新思维人才。其当务之急就是进行教法改革，适应“打

造金课，淘汰水课”的大趋势。 

2.药用植物学传统教学现状分析 

传统药用植物学的教学主要以理论教学、实验教学、野外实践

教学 3 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构成，每一个教学部分在内容上、时间上

各成系统，难以做到完全协调统一。 

目前以杨凌职业技术学院《药用植物学》课程为例，存在以下

问题：（1）理论课教学多以教材为主、以教师为中心，师生在理论

课教学中的任务是知识的输出和输入，忽略了学生的主动学习及对

知识的确定掌握和灵活应用。教学多为单向的传输，缺少学问的探

讨和情感的交流；（2）实验课要服从、服务于理论课教学，实验内

容要与理论课相对应，这种机械的、简单的验证降低了实验课程的

教学效果，不利于独立人格、创新思维的培养。实验课学时较少，

学生不能在实验课中得到充分的训练。（3）野外实践教学由于时间、

地点等诸方面的限制需要等到课程结束后才能进行，学生对实习所

需理论知识的遗忘会影响实习效果，实习地的植物类型不能满足理

论课的要求等因素都制约着实习课的有效进行。 

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教学理念的落后，理论与实践不能有效的

融合，使一门课程中完整的 3 大板块变成了缺少必要联系的 3 个部

分，影响教学效果。基于上述研究，以《药物植物学》课程为例实

施教法改革迫在眉睫。为一步推进“三教”改革实践研究，融合式

教学为我们提供了新思路。 

3.高职院校推进“三教”改革实践研究-以《药用植物学》教法

改革为例 

为一步推进“三教”改革实践研究，融合式教学可以让理论知

识与实验技能联系更加密切、及时，可以让课程的 3 个部分回归为

密切联系的有机体。融合式教学其关键在于教师的教学方法。如果

其教学理念没有更新、教学方法实施不到位，那么教学方法革新最

终将成为空谈、形式，呈现出“换汤不换药”的效果。 

本文主要围绕教法改革实施过程进行探究，具体内容包括以下

三个方面： 

3.1 理论教学改革 

首先，是课程设置；在课程开设之初，任课教师根据人才培养

方案，查阅相关资料，并借鉴兄弟院校已有经验，设置适合于本校

的课程内容。 

其次，是资源整合；根据知识间的内在联系，整合“药用植物

学与生药学”教学内容。药用植物学的基础知识部分是学生学习生

药学的基础，细胞后含物、组织、根、茎、叶、花的显微结构等内

容对于生药鉴定部分的顺利学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这部分

内容，除了安排学生自主学习外，在课堂上教师应针对难以理解的

后含物、组织、根和茎的显微构造进行重点讲解，以便学生能够理

解透彻。 

最后，是教材选用；我们采用的教材是人民卫生出版社的《药

用植物学》，其中药用植物学中的分类群部分与生药学中的重要生

药部分内容有所重复，将这两部分知识进行融合，即将生药穿插于

所属药用植物分类群中进行重点介绍，有助于知识点的串联和前后

衔接。 

通过上述内容整合，该课程内容分成三个知识模块，即药用植

物基础知识（包括植物细胞、组织、器官及分类的理论知识）、生

药基础知识（包括生药的分类、采收加工、贮存和鉴定等）和药用

植物主要分类群及重点生药（包括药用植物分类群和常见中药材鉴

定）。课程内容的重新设置能够优化教学内容，避免重复教学，在

有限的学时下帮助学生获取大量的知识。 

3.2 实验教学改革 

药用植物学实验教学是在实验室内完成，主要内容有显微镜使

用、植物细胞形态与后含物观察，植物六大组织观察，根、茎、叶

外形与显微结构观察及繁殖器官的观察、植物检索表的使用。实施

步骤：通过实物教学、临时制片以及购买的永久制片来完成。学生

根据教师讲解，按照实验讲义上的步骤操作。实施结果反馈：实验

课堂上学生态度敷衍、疑问少，实验报告不准确、容易抄袭，学生

对观察目标没有真正掌握，比如植物器官的显微观察中，单子叶与

双子叶植物、草质茎与木质茎、初生结构与次生结构容易混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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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理解维管组织与植物形态、植物生长发育之间的联系。最终达

不到药用植物学实验教学的目标。 

针对这一现状，在传统验证学实验教学基础上，我们尝试在课

堂内外引入综合研究性实验。由教师根据实验室条件，结合校园及

周边植物类型，给出大致的实验方向，提出部分实验选题供参考，

让学生自拟题目，以小组为单位制定实验方案，模仿实验指导书写

出实验原理、实验方法、实验试剂和具体操作步骤等，再与教师讨

论修改，落实可行性。制定实验实施计划，尽量在实验课堂上完成，

不能完成的要在实验课后及时跟进。最后各实验小组对实验结果进

行交流和评价。 

例如，以“设计蔷薇科植物玫瑰根茎叶实验”为例，应用校园

药用植物玫瑰，实地采集时，与周边的植物紫藤、迎春花相区别，

观察玫瑰植物形态，理解单叶复叶，观察其茎上着生气生根，数小

叶数目，描述叶序、叶形、叶缘，测量叶长叶宽、叶轴长、小叶柄

长，计数叶侧脉对数，感受叶片质地、表面性质等。叶片表皮观察

细胞器结构，气孔的轴式类型，叶表面附属物如毛茸，表皮、皮层

(栅栏组织、海绵组织)、维管组织。叶、茎、根横切的显微构造，

并理解他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观察薄壁组织、保护组织、厚壁组

织、输导组织等。由教师引导，学生自我总结，自我设计实验方案，

实施实验、书写总结报告、教师评级与学生评价相结合。 

3.3 野外实践教学改革 

3.3.1 优化教学模式 

提升学生的检索鉴定能力由传统的灌输式教学转变为自主探

索式教学。教师不再进行单纯的讲授，而是让学生自主利用检索表

来鉴定植物： 

①强化对花、果实的解剖，并认真细致地观察； 

②用专业术语正确描述植物各器官的特征； 

③掌握检索表的应用。 

教师在旁边引导学生学会用专业的植物学术语去描述，通过检

索表自行识别物种。检索表就像打开植物王国大门的“钥匙”，通

过对植物的解剖观察，熟悉植物科属分类，揭开未知植物的“面纱”。

如果说教学生认植物是“授人以鱼”，而教学生使用检索表则是“授

人以渔”，从而使学生终身受益。 

3.3.2 借用现代技术 

引领学生自主学习随着科技网络的发展，“形色”“花伴侣”等

APP 的出现，为植物快速识别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是这些 APP

存在较高的错误率，尤其是不常见植物的错误率更高。但是，检索

表与 APP 工具“双剑合璧”，就能快速识别植物的种类及科属，了

解植物的形态特征，做到准确快速地鉴别植物。同时，学生通过对

根、茎、叶、花、果实和种子的细心观察与深入解剖，使理论知识

变得直观化，学生便能做到“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进而更

好地自主学习。 

3.3.3 寓教于乐，寓学于乐 

为督促学生学习，考查实习效果，增加野外实习的乐趣，组织

融“教、学、考”于一体的游戏活动，主要包括标本的观察辨识和

描述、常见的药用植物猜测、典型特征的科和药用植物的知识抢答

等环节，让学生在轻松的游戏娱乐中掌握枯燥烦琐的理论知识，从

而提升学生学习的兴趣。 

3.3.4 制作电子植物图库 

教师教学生使用数码相机、手机等拍摄植物生境照片和植物个

体照片，尤其是植物根、茎、叶、花和种子各部位特征的图片。此

外，通过 GPS 定位，记录采集位置经纬度和海拔，整理药材的功能

主治，制作电子植物图库。用手机或录像机拍摄教师带教的视频，

保存于移动硬盘或上传至百度云，作为后续的学习资料。这些一手

资料的制作，这能让学生在学习药用植物的形态、分布时有身临其

境之感，也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对野生植物尤其是珍稀植物的破坏。

此外，有了植物精准位置的记录，可以更快速地找到对应植物。同

时带教视频和电子植物图库可以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也有助于快

速提升我们青年教师的实践能力。 

3.3.5 组织标本展览 

丰富校园文化学生可以选择精美完好的植物标本，上台纸，贴

标签，并记录药材的功效、主治，最后将所采标本汇总整理，编制

药用植物物种名录。学生在巩固植物分类知识的同时，也学习了中

药学知识。 

4.《药用植物学》教法改革的思考 

《药用植物学》是一门实验性较强的学科，其基本概念和基本

理论需要在实验课、实习课中理解和掌握。理论课是实验课的基础，

学生必须在实践中学会思考、总结才能巩固理论知识，因此，确保

理论课、实验课、野外实习课的教学有机融合，才能真正地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提升课程教学质量，使学生系统、扎实地掌握学科

的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 

融合式教学模式可以让理论知识与实验技能联系更加密切、及

时，让课程的 3 个部分回归为密切联系的有机体。其课程模式有以

下优点：（1）优化课程结构，提高理论课、实验课、野外实习课的

效率；（2）在实验课中融入理论知识，实现理实一体交融；（3）野

外实习教学重视对基本概念、理论及实验技能的综合训练；（4）融

入虚拟仿真技术提升学习兴趣和教学质量；（5）可探索理论与实践

融合式的教学模式。也可为后续《中药资源学》《中药鉴定学》等

课程提供改革思路。 

同时，我们在改革实施过程中还需继续思考与完善以下问题：

（1）更新完善药用植物学的教学内容适应目前中药科研和生产实

践；（2）药用植物学的教学方法在改革基础上是否还需要调整、如

何调整等问题；（3）如何更有效提高学生学习《药用植物学》的兴

趣与教学效果；（4）提高学生对野外鉴别植物的能力的方法与手段

是否更能多元化。课程讲授与改革过程是教师自我探索与不断磨合

总结的过程，还需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优化，不断提高。 

5.总结 

三教改革视域下，以《药用植物学》教法改革为例，打破传统

教学模式，探索新型融合式教学；其主要包括以下 3 大模块：理论

教学→实验教学→野外实践教学。确保理论课、实验课、野外实习

课的教学有机融合，真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课程教学质量，

使学生系统、扎实地掌握学科的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 

1:范晨 1993.05 男   汉  陕西咸阳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助教  

硕士  研究方向：药用植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2:魏茜敏 1994.10 女   汉  陕西咸阳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助教   硕士  研究方向：天然产物提取分离及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