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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lecular pharmacognosy is a new course in recent years. By improving and exploring teaching 
programme, teaching contents, teaching method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we have formed the 
model and system of teaching molecular pharmacognosy fitting students of Chinese medicine spe-
ci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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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子生药学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门新课程，作者通过近年来对该课程在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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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方式等方面的改革和探索，初步形成了适合中药专业学生的《分子生药学》课程教学模式和教学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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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分子生药学(molecular pharmacognosy)是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药的分类与鉴定、栽培与保护及有效成

分生产的一门科学，是近年刚刚兴起的生药学的一个分支。其主要任务是解决疑难药材及饮片的鉴定、

阐明药材道地性及其形成机制、解决药用植物种质资源评价、保护及优良品种的分子选育[1]。2010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了部分药材的DNA分子鉴定，使得分子生药学由理论研究走向了应用之路。

由于分子生药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我校2004年率先在本科生和研究生两个层面开设了《分子生药学》

课程，在近10年的教学探索中，我们始终坚持在培养目标上加强能力培养、在教学内容上力求突出中药

专业的特点和紧随国际最新研究现状和热点，重点加强分子生药学和中药的相关性、在教学方法上注重

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为培养出新形势下创新型中药学专业人才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有益信息和经验。现

总结如下。 

2. 优化教学大纲，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我们目前使用的教材还是由黄璐琦先生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的《分子生药学》教

材。教学目标注重在现有教材框架下突出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自我学习能力的培养，对不同类型、层

次的学生有清晰的培养侧重点。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和教学目标，完善了《分子生药学》课程教学大纲。

教学内容上强调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重点突出新技术和新方法在中药研究中的应用，加强应用实

例的讲授。在生药鉴定章节要着重讲解名贵野生药材、名贵栽培药材及不同栽培类型的名贵药材的分子

鉴定方法及鉴定效果，并提出其它名贵药材在传统鉴定中存在的问题及如何通过分子鉴定的方法解决了

此难题。以西红花为例，西红花货源稀少，价格昂贵，常以红花、莲须、玉米须、黄花菜等掺假作伪，

通过ITS序列可将西红花与其它伪品可区分开来，也可用DNA图谱的差异鉴别西红花。另一名贵中药野山

参和栽培人参(园参)采用显微鉴定和理化鉴定都很困难，多年来主要依靠有丰富经验的劳药工、老专家凭

借外观性状特点进行甄别，通过研究发现可应用分子生药学的DALP分子标记技术可作为鉴别野山参和栽

培人参的依据。冬虫夏草、灵芝、三七等名贵药材的真伪也可通过分子鉴定进行确定[2]。这样教学形式

突出了本课程特色，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加强了学生应用能力和分析创新能力。 

3. 用心准备教学素材，精心制作教学课件 

目前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完善和进步，多媒体技术在各大高等院校教学中越来越普及，教师通过多

媒体技术可以对文本、声音、图像、动画等的综合处理，充分创造出一个图文并茂、生动逼真的教学环

境，从而非常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为教师教学的顺利实施提供有效的辅助工具。为了能

够使多媒体成为有效的辅助工具，我们在备课过程中做好了以下两件事： 
1) 整理和挖掘各类教学素材 
多媒体是教学的辅助教学工具，教师在展示课本内容的基础上再查阅相关的资料、文献、图片、动

画等内容将课本上学生难以理解的重点、难点及延伸的知识通过多媒体来充分展示，因此，需要老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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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搜集和挖掘与本节讲授知识相关的内容。 
由于《分子生药学》课程内容既包括微观的知识，如 DNA 的结构，碱基的序列及各类实验操作等，

又包括宏观的知识，如各类药用植物的形态、药材的性状。那么，如何采用最佳的方法讲授相关的内容？

这需要老师掌握充足的图片、视频和动画等备课素材进行游刃有余的遴选。获取素材主要由以下 3 个方

面：① 做个有心人，在课余的时候，多翻阅专业杂志和不同版本的教材，并把其内有价值的图片扫描备

用；② 从相关视频资料中获取相关信息。如果我们需要视频中的某个镜头，可使用一些专业抓图软件来

完成。如果需要视频中的一段视频，我们可以截取上课备用；③ 从网络上下载视频或图片，现在网络技

术很发达，很多视频和图片都可以下载，我们可以从中选取所需部分。有了这样一个良好的收集资料的

习惯，我们就会有丰富的备课素材库，在具体章节的备课中，我们就会游刃有余地摄取从中最符合教学

内容的相关材料[3]。 
2) 选择适宜的课件内容 
制作一个成功的《分子生药学》课件，不是机械地把书本上的文字、图片搬到屏幕上，若是这样，

那只是由原来的“满堂灌”变为“满屏灌”，再加上大多数学生惯于课后拷贝老师的课件，上课不做笔

记，那么，一堂课上下来，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种结果是老师和同学们都不愿意看到的，课件的辅助

教学功能也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在制作课件时首先注重内容的选择必须遵

循选材要贵在精而不在多，多媒体是为教学目标服务的这一原则。在具体课件设计中，要根据《分子生

药学》的教学大纲要求，从深入钻研教材、分析教学内容、确定重点及难点，确定教学目标，建立教学

内容知识结构，分析学生特征，选择合适的多媒体信息等方面，做好教学设计这一重要环节。制作的课

件中要多图片、少文字；多问题，少陈述。这样可激发学生积极思考，提高上课的效率。 
另外，为了丰富教学内容和扩大学生的视野，课件中必须加入相关教学内容的最新研究动态。我们

定期定时查阅《中国中药杂志》、《中草药》、《药学学报》、《中国药学杂志》、《中药材》等期刊

选取相关研究论文进行补充，也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从国内外相关专业网站下载很多近年来发表的

与所授内容相关的学术论文，补充和延展课堂教学内容，同时与同学们一起展开探讨，加深学生对课堂

理论知识的理解，开阔学生这一领域研究现状的了解，开阔了学生的知识面。 

4. 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 

分子生药学是一门逻辑性很强的课程，也是一门理论联系实际的课程，因此，为了提高教学效果，

增加学生学习积极性，我们根据不同教学内容采用提出问题贯穿教学、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讨论、转换

教学场景不同教学方式。如在学习道地药材的相关内容时，让学生讨论道地药材形成的分子机制，并选

一种道地药材举例说明。有时大家展开讨论，发表自己的观点，有时以小组为单位，小组成员查阅文献

后再派出一名代表在全班讲解，讲解结束后其他同学提问、讨论，这既可以促进学生们对已学知识的及

时巩固，又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当学生发现所学理论知识可以解决问题时，他们主动就渴求对

新知识的学习，增加学习的兴趣。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掌握了知识，提高了教学效果，同时学生的

观察能力、想象能力、分析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等都得到相应的提高。 

5. 采用多层次的考核方式 

为了激发学生学习该课程的积极性、克服部分学生被动应付期末考试过关的相法，本课题拟采取综

合评分方式的研究，采用多层次、多类型的综合评分方式。具体考核方式为：2次研究报告各占总成绩的

10%、期末考试占70%、考勤占10%。这样在教学的各个环节都有不同的要求，让学生不能被动应付考试

过关，而要注重平时的课堂学习和科研能力训练，这样有利于促进和约束学生学好这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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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分子生药学》课程开设以来，我们通过认真组织教学、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取得了良好

的教学效果，教学质量也不断得到提高。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在中药专业开设的分子生药学课程一定要突

出中药的特色，注重将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教学相结合，使学生在全面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加强对

实际问题的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为培养面向21世纪的优秀中医药人才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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