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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索基于“新时代”与“新医科”双背景下中医药学专业课程如何融入思政元素建设课程思

政，培养专业知识夯实，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兼顾的全能型中医药人才。《方剂学》是中医药学专业的

核心课程之一，以该课程为例通过分析课程特点，挖掘其思政教育元素和其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思想，探

索其在各教学环节中可能实施的途径，为全面提升中医药学领域学生的专业技能和能力素养提供可借鉴

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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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how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curriculu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under the dual background of “New Era” and “New Medi-
cine”, so as to cultivate all-round medical talents with soli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both scien-
tific and humanistic literacy. “Pharmacology” is one of the core cours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
cine specialty, in the course, through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rse, excavating its ideo-
logical education elements and the implied in governing thought, exploring the possible ways in 
teaching, to improve comprehensive fiel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tudents’ professional skill 
and ability literacy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tial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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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各高校为贯彻落实一

系列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课程思政建设的方针与政策，结合自身历史底蕴和人才培养方向，打造出了

各具特色的思政教育模式。在“新时代”背景下，教师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引路人，而且是将课程思政融

入专业课教学的实施者[1]。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强调，发展“新医科”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对医学教育

发展的最新要求，也是为适应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最新要求[2]。2021 年恰逢建党一百周年，

更要把握住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传承和创新发展的历史机遇，传承并创新发展中医药是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方剂学》是高校中医药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是中医基础课和临床

实践应用二者之间的“桥梁”。本次开展《方剂学》融入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的新探索是响应《高等学校

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对课程思政融入医学课程的人才培养的号召。 
“课程思政”这一新的教学理念在 2014 年被正式提出，其主要任务是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

才[3] [4]。课程思政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作为引导者，师生一起收获课程知识而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

高等院校所有课程都具有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及思想政治教育多重功能，承载着培养大学生人生观、价

值观、世界观的作用[5]。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全方位地渗入至高校各类课程中，而非单一地依

靠思想政治类课展开。《方剂学》作为中医药学生的专业必修课，富含了丰富专业知识，也蕴藏着思政

元素。同时，《方剂学》中的许多观点对习近平新时代治国理政的若干思路富有启发。中医药文化在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方面发挥极大作用，这些性质和

趋势为课程思政融入“新时代”、“新医科”双背景下高等中医药院校教学中提供了基础。教师在授课

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其课程思政的作用，结合治国理政的重要启发思想，在教学中潜移暗化地指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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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形成正确的三观[6] [7] [8]。 

2. 《方剂学》的独特文化 

《方剂学》是中医药学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其中辨证立法、药物配伍是区别于其它课程的特

色内容。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其辩证方法主要体现在分析和综合的关系上。

《方剂学》中的“辨证”是通过“望、闻、问、切”的手段对病因、病位、病性分析和综合来确定病症，

例如感冒一病，可根据患者的病症而确定病因，确定是风寒还是风热，从而选择是辛温解表还是辛凉解

表。在辨证立法的基础上，按照君、臣、佐、使的基本原则，选择适当的药物合理配伍，确定合适的剂

型、剂量、用法。方剂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体现了唯物辩证法联系与发展

的总特征。如越鞠丸中香附疏肝解郁、理气止痛为君药；川芎行气化瘀，解郁散结；栀子泻火除烦，清

热利湿；苍术祛湿健脾，祛风散寒；神曲消食化滞，治胸胁胀满，化郁调气，此四药共为臣佐。综观本

方，重在疏肝理气，五药并用治六郁，贵在治病求本。本次研究旨在深入挖掘《方剂学》课程中蕴含的

思政元素和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探索适合其课程思政的新教学模式，培养有担当的大国中医方剂学子。 

3. 《方剂学》与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才培养的融合 

“新时代”、“新医科”双背景下，高校根据社会需求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

观，增强四个自信，培养医、理、工、文等学科的交叉型人才。 
关于课程思政上解决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教师可以例举特刊《建党 100 年中医药 100 人–弘扬红色

精神传承中医国粹》中的楷模事迹，培养具有大局意识、工匠精神、圣者仁心的高素质中医药人才。同

时教师在授课育人中要结合国家政策，引经据典，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的讲话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9]。”结合历史上发生的鼠疫、疟疾、非典型性肺炎等数次流行传染病，

探索和讲解中医药经典名方及回顾历史上医药学家的贡献，增强文化自信、学术自信、医学自信。同时，

古今对照，发散思维举出中医药在新时代的应用。基于新冠肺炎(COVID-19)的全球大流行和中国取得抗

击疫情的初步胜利，开展讲解和讨论中医药在本次抗击疫情中的卓越贡献和定位，引导同学形成学科自

信、制度自信的理念，培养有担当的方剂学子，增强其对中医文化的自信。 
学生在学习《方剂学》这门课的同时，应当注重相关学科的学习，为后续学习某些课题时探讨的科

研打下基础。随着“新医科”的提出，各大医学院校培养的人才偏向于精准医学、转化医学、再生医学。

我们尝试用人工智能解决医生资源匮乏问题。比如，人工智能与方剂。利用人工智能构建中药方剂数据

库、人工智能感官(电子舌、电子眼、电子鼻、电子耳以及电子皮肤)、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的腧穴配伍规律

的研究等，都可应用于中医诊断。当老师在上课时某些专题涉及到此类知识的时候，可以向学生介绍现

代人工智能与本专题的联系，既能达到传授知识的效果，又能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 

4. 《方剂学》课程教学体现课程思政 

将传统的《方剂学》与翻转课堂结合，创造师生互动、及时反馈学习情况的机会。灵活运用问答式、

案例式、探索式、发散式教学方法，让《方剂学》能够更好地与课程思政贴合。以下从教学模式和教学

内容两方面对该课程思政元素进行深度挖掘。 

4.1. 教学模式体现课程思政 

本次研究的教学模式是以翻转课堂为主要途径，建立起与《方剂学》课程内容有机结合的系统化理

论体系。我们采用三个教学模块，分别为学生自主学习、辩论赛有效考核和师生探讨交流。教师通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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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和案例导入，提出专题中的重难点问题，继而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其专题内容，收集和筛选有效信息，

提出解决方案或反馈学习疑难点。教师通过反馈信息选定辩论赛主题并确定辩论赛正、反方，学生围绕

各自观点展开辩论，学生可以通过此种形式对某一知识点“越辨越明”。授课教师通过辩论赛了解学生

所思、所想，掌握学生的学情，有的放矢，查漏补缺，高效地进行疑难点解答。对于医学生而言，知识

与技能的评价与其他专业课的标准基本一样。相较之，以往的课程思政评价有一定困难。针对此教学模

式，我们对《方剂学》课程思政方面的评价标准作出了创新性探索，其主要内容包括：学生线上线下学

习的参与情况、小组讨论情况(辩论赛的形式)、学习某个专题后的学习心得、思政感悟等。 

4.2. 教学内容体现课程思政 

该课程中含有许多重要思想观点，如“五行学说”、“气血津液”、“治未病”、“辨证诊治”、

“对症下药”、“刮骨疗伤”、“中医整体观”、“舒筋活血”、“祛风驱寒”、“固本培元”、“营

血卫气”、“扶正祛邪”、“通络经脉”、“药到病除”等。以下以课程思政元素和治国理政部分思想

为切入点，对《方剂学》中重要观点进行了具体阐述，进而从教学内容体现课程思政。 
在《方剂学》中参苓白术散所利用的配伍规律是培土生金，而百合固金汤中所体现的是金水相生，

使金、水并调。在“气血津液”的观点中“气”为阳，“血”为阴，“气血”即为阴阳。阴阳本为一气，

阴虚，则在阳中求阴；阳虚，则在阴中求阳，阴阳相互对立又彼此协同。在当归补血汤这一方剂中黄芪

为君药，固散亡之阳气，致使阳生阴长，气旺血充，辅以臣药当归，两药合用，补气养血。教师可以对

方剂中体现的阴阳五行学说进行拓展，用“土生金”、“金生水”、“阴阳”引出唯物辩证法中“矛盾”

的观点，阐明事物对立性和同一性的关系。该课程的另一重要观点：即“治未病”，该词源于《黄帝内

经》中所说：“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此思想是中医学的特色和先进理念，注重未病先

防、欲病救萌、既病防变、病后防复的原则[10]。教师可以通过这一观点阐述“量变与质变”的关系，即

“质变”是“量变”积累的结果，“量变”不因“质变”而停止。同时还可引用著名典故或分析社会现

状，例如成语“讳疾忌医”就充分体现出“治未病”中欲病救萌的重要性。而后疫情时代国家各部门、

机关将疫情防控放在首要位置，与“治未病”中的病后防复观点极为一致。该课程专业内容和拓展内容

相辅相成，有助于学生进一步加深对“治未病”观点的理解，提高自我防范意识。 

5. 总结 

中医药学是中国上下五千年智慧的结晶，其中《方剂学》蕴含着丰富的东方文化和哲学思维。作为

高校中医药专业中的基础必修课，《方剂学》顺应国家的医学发展趋势，有效融入课程思政元素，结合

治国理政重要思想，培养专业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中医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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