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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中药学》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 
任娜  郑子麒*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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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古医药不分家，无药不成医。《临床中药学》具有浓厚的中医药传统文化色彩，也是理、法、方、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背景

下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目标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课程思政”的探索实践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创新意识、职业道德和人文精神，

通过师生共同努力与相互配合，进而实现建立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体系的目的。 

关键词：课程思政；临床中药学；教学改革 

 

新时代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是教育的根本问题，立德树人的成效是检验高校一切工

作的根本标准[1]。对于课程思政建设需要全方位大力推

进，德育教育是人才培养的基础，更是不可缺少的内容；

课程思政不仅是一种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还是新时代高

校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2]。这就需要高校在立足社会

发展培养人才的同时，应以课程为载体，充分挖掘理论

知识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中，

使学生在学到专业知识的同时接受正确的价值观、人生

观和社会观，全面提高人才的整体素质。 

1.《临床中药学》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立德树人是高校教育的根本任务，课程思政发挥着

引领价值观和塑造品德的作用，开展课程思政是教学改

革的创新模式，也是实现立德树人的教学手段之一，课

程思政的开展符合新时代人才培养要求。另临床中药学

课程主要介绍中医药基础理论和各药临床应用，中药的

种植、采收、加工、炮制等环节都会影响药物的品质，

进而影响到临床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将思政元素融

入《临床中药学》课程有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三观和思

想道德水平，符合本课程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 

2.《临床中药学》课程思政元素挖掘的可行性 

临床中药学内容共 28 章，分为总论和各论部分，本

研究面向学生为中药学专升本层次学生。本课程是中医

药高等院校中药学各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也是主干课

程之一，该课程开设于第一学年第一学期，是一门综合

性很强的基础应用学科。 

本课程以临床安全有效、合理用药为目的，研究中

医药基础理论包括中药发展史、中药的药性、品质及应

用；以及解表药、清热药、补益药等 23 类 400 余味中药

的临床应用，是衔接中医基础学科与临床各科之间的桥

梁，也是理、法、方、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医药发

展的历史长河中，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染，蕴含着

丰富的理想信念、哲学思想、道德规范、价值取向等思

想精华，为课程思想元素的挖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

价值和现实依据。 

3.课程思政元素的探索 

《临床中药学》授课时间为 4 个月，学生需要学习

250 余味药。但同章节中药物知识点类似且知识点细碎，

容易混淆。将课程思政引入课程中，不但是落实高校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也是打造“金课”提升课堂教学效

果的现实要求[3]。我校中药学教研室老师在授课过程中进

行集体探讨，基于中医药传统文化及新时代高质量人才

培养目标，搜集整理了相关的思政元素库，并将其运用

到教学中，学生反馈较好。现将临床中药学课程思政元

素整理如下。 

3.1 总论部分中课程思政元素的探索 

文化自信与人文主义精神的培养 在绪论中，介绍历

代主要本草著作简介中根据时间轴先后顺序梳理代表性

本草学著作的学术成就，如（1）中药的起源引入“神农

尝百草”的典故，引导学生学习先辈们勇于实践、勇于

探索、吃苦耐劳、不畏牺牲、敢于奉献的精神。（2）《本

草纲目》专著中引入在 2011 年入选世界物质文化遗产，

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并被翻译成英、法、德、俄等 20

多种语言文字相关内容，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民族自

信。 

匠心精神与职业道德的形成 在中药的品质中，如

（1）“中药的品种”中引入目前存在的“同名异物”、“同

物异名”现象，通过举例如木通、贯众等药物，告诫学

生重视中药品种的混乱带来的危害，并清楚规范中药材

市场品种的重要性。（2）“中药的炮制”中引入近代同仁

堂古训“炮制虽繁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不敢减物力”，

告诫学生精益求精、追求品质、严格自律、爱岗敬业的

工匠精神。（3）“中药的贮藏”中如果实、种子类药材霉

变导致黄曲霉毒素超标、鼠害等案例，告诫学生严守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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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规范，确保药材的品质优良，做一名合格的医药人。 

职业操守和家国情怀的强化 在中药的应用中，如

（1）对于毒性药或属于配伍禁忌的药物在使用中的注意

事项的介绍，告诫学生应合理用药，具有科学严谨的职

业操守和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2）针对疫情背景下中

西药联合用药取得的优秀成果，以张伯礼院士和钟南山

院士为代表，利用明星人物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培养

学生为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创新精神。 

3.2 各论部分中课程思政元素的探索 

经典传承与创新意识的巩固 （1）通过古今中药分

类方法的发展对比，告诫学生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对

待博大精深的传统中医药文化，选择顺应时代发展的继

续发扬。（2）介绍屠呦呦因从黄花蒿中成功提取青蒿素

获得中国首位诺贝尔医学奖案例、复方丹参滴丸等新药

的研制以及在疫情背景下中医药治病防病的效果，告诫

学生应该在文化传承的基础上培养创新意识，在传承中

创新发展科教兴国。（3）外来中药如西红花、番泻叶、

西洋参等的介绍，引入古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

战略决策，告诫学生应加强文化交流，包容外来文化，

丰富中医药文化的宝库。 

尊重自然和职业道德意识的增强 （1）介绍药材的

道地性，如上党人参的绝灭、黄芩道地产区的变迁，告

诫学生应培养尊重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

明白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的道理。（2）介绍国家重点

保护动植物如犀角、牛黄等药材分别用水牛角、人工牛

黄作为替代品；介绍不可再生资源，如化石类药物、矿

物药的采收和使用，告诫学生应保护现有资源，通过合

理采收、寻找替代品等方式来保护现有中药资源种类的

多样性。（3）引入冬虫夏草等贵重药材目前市场上存在

的掺假现象；当归、枸杞等药材不合理的加工导致重金

属含量超标的问题，再次强调学生应维护人民群众财产

和生命健康，坚守职业道德的底限的重要性。 

合理用药与敬重生命的升华 （1）针对目前养生保

健的热点话题，在介绍泻下药和补气药时，引入古语“大

黄救人无功，人参杀人无过”，告诫学生不要滥用补药或

骇人听闻，对待药物要科学合理应用。（2）针对生姜、

山药、大枣、薏苡仁等药食同源药物的使用，告诫学生

科学对待药食两用药物的作用，只可作为辅助，不能完

全作为治疗药物。（3）通过对含有易制毒成分的中药如

麻黄、甘草、火麻仁等介绍，引导学生正确利用所学知

识运用的方式方法，要尊重生命，远离毒品。 

4. 临床中药学课程思政的实施成果与反思 

（1）优化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根据课程思政要求，

完善教学设计。本校中药学教研室教师团队对于该课程

的教学大纲、教案等材料融入思政元素进行完善，并将

其渗透到专业知识授课中，实现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

统一。 

（2）学生对教学模式认可度提升 课程思政的改革，

对于教学模式由传统的以老师讲为主的“宣灌式”转换

为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辅的“引领式”，学生在学习专业

知识的同时，体会丰富的传统中医药文化以及以党的领

导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主动性明显提高。 

（3）完善教学机制 通过课堂反馈等方式对教学改

革前后的教学评价效果进行调研，并根据调研结果不断

修订与优化教学手段等内容。 

5.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在坚定理

想信念上下功夫，要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要

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夫，要在增长知识见识上下功夫，

要在培养奋斗精神上下功夫，要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

夫。”这就说明无论是夯实教育基础还是教育体制改革的

深化，都需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

知识教育以及社会实践教育各个环节。课程思政是高校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三全育人纵向发展的关键

环节[4]。课程思政的改革通过对教育主题、体制机制、教

学过程等环节的改革，才能实现“德”与“才”的有机

统一，才能培养出更多有本领、有道德、有抱负的新时

代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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