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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高等教育的本质是要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本文通过研究从日常教学内容中挖掘思政元素、完善融入“课程思政”元

素的课程体系、探索新的教学模式、编写蕴含“课程思政”案例的新版教材等方法，结合专业知识讲授，

将“课程思政”融入到《中药分析学》教学全过程，发挥大学课堂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双重作用。 
 
关键词 

课程思政，《中药分析学》，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sed on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Jiyu Gong, Xiaojun Shen, Tianyang Xu, Huitao Li 
School of Pharmacy,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chun Jilin 
 
Received: Apr. 12th, 2023; accepted: May 12th, 2023; published: May 22nd, 2023 

 
 

 
Abstract 
The guiding outlin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curriculum is-
su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oints out that the essence of higher education is to solv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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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amental problem of “what kind of talents to cultivate, how to cultivate talents, and for whom 
to cultivate talents”. The present article explored the methods of excav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
ical elements from daily teaching content, improv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that integrates curri-
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exploring new teaching models, and writing new text-
books containing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ases. Integrated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o the entire teaching proc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alysis by combin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eaching, and played a dual role of university classrooms in imparting 
knowledge and value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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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指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

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1]。“课程思政”强调将思想

政治工作贯穿学科体系、专业体系、教材体系、管理机制体系之中，在传授课程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

将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转化为内在德性和素养，注重将学生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国家发展结合起来，

是高校立德树人的突破口和新抓手，有助于帮助学生解决思想、价值、情感中的困惑，激发其为国家学

习、为民族学习的热情和动力，帮助其在创造社会价值过程中明确自身价值和社会定位。《中药分析学》

是研究中药质量规律及其评价与控制方法的一门实践性学科。基于“课程思政”的《中药分析学》课程

教学改革对学生专业思想、专业能力、职业理念、职业道德及职业价值观等的培养与塑造具有重要促进

作用。将“课程思政”融入《中药分析学》课程，在教授中药分析技术的同时，着力培养学生严谨求实

的工作作风和积极向上的健全人格，并结合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使其逐步树立远大理想、立志为中医药事

业发展和人民健康而努力奋斗，对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具有重大意义。 

2. 《中药分析学》“课程思政”元素挖掘及案例库建设 

中医药蕴含我国劳动人民千百年来的生活智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中药是服务于人类健康的特殊

商品，《中药分析学》是研究中药质量规律及其评价与控制方法的一门实践性学科，课程中包含丰富的

思政元素。通过挖掘《中药分析学》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建立“课程思政”案例库，在教学过程中一边

应用、一边完善提高，在应用过程中不断挖掘选择更适合专业学习的思政元素及案例，使学生更加易于

接受专业课程和思政教育内容。“课程思政”案例库的建设为专业课程提供了“课程思政”教学的资源

平台，积极推动了《中药分析学》“课程思政”的课程建设及教学改革。同时，思政元素和教学内容有

机深入的融合也提高了专业课教学中的课程思政教育水平。“课程思政”案例库在教学中的应用，在提

高课堂教学效果的同时，还极大提高学生学习热情；在传授学生专业知识的同时，还促进其积极性参与，

起到了塑造学生“三观”的积极作用。例如，结合绪论、《中药分析学》历史沿革挖掘历代中医药科学

家、优秀校友案例，激发学生热爱专业、不负韶华，追求卓越、服务健康中国和创新创业的奋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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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药品标准及真实性、有效性、安全性分析等章节，融入《药品管理法》《中医药法》等相关案例以

及“齐二药”等案例，培养学生树立牢固的责任意识、法律意识及职业道德、职业操守；结合药品质量

标准研究进展和实验教学，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使学生养成规范操作习惯[2] [3] [4] [5] [6]。 

3. 完善基于“课程思政”的《中药分析学》课程体系 

将思政元素贯穿于教学大纲、教学目标、授课计划、培养方案、教案设计等各个方面，完善“课程

思政”评价考核方法，在传授课程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将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转化为内在德性和素养，

“课程思政”与课程体系的有机融合和全过程渗透，做到了润物无声、内潜入心、外化于行[7] [8]。基于

“课程思政”的《中药分析学》课程体系更加注重将学生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国家发展结合起来，有

助于帮助学生解决思想、价值、情感中的困惑，激发其为国家学习、为民族学习的热情和动力，帮助其

在创造社会价值过程中明确自身价值和社会定位[9]。 

4. 探索线上 + 线下多元混合的思政教学模式 

通过线下分享 + 线上交流，微信群和“学习通”等线上平台将专业课程学习过程中的感悟与大家分

享讨论，探索思政教学的新模式。通过线上平台发布学习任务，由学生线上完成规定内容和相关测试、

线上平台留难点和疑问，在讨论区自由讨论、教师后台参与掌握情况，汇总问题，为线下授课重点解疑

做准备等等措施极大的方便了教学。例如，可通过“学习通”发布学习任务，由学生线上完成指定内容

和相关测试。也可通过“学习通”讨论空间，组织对难点和疑问的线上讨论，老师同步参与，进行线上

引导，汇总分析线上学习的问题，并做好线下课堂答疑的准备等[10] [11]。线上 + 线下的教学模式突破

了专业知识和思政教育中的空间和时间限制，有效拓展了教学和和育人的维度[12]。 

5. 编写融入“课程思政”案例的纸质与数字相融合的 
《中药分析学——“课程思政”案例版》教程 

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的知识载体，也是教学活动的载体，更是贯彻教育思想、体现教学

理念、实现培养目标和“课程思政”教育的载体和抓手。同时，教材也应该作为“课程思政”的重要载

体，也应根据社会的变化的不断改革创新[13]。“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关键不仅要在课程体系中体现，也

要在教材体系中落实，以解决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两张皮”的问题。互联网的发展使得数字化 AI 等新

技术普及运用，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也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因此，“课程思政”教材可以

是纸质教材，也可以是数字化教材，通过二维码链接等将“课程思政”转变成网资源，将参与教学的教

师、学生、“课程思政”教育素等通过网络联系在一起。专业主干课程教材的数字化使学生能够更好的

接受教学中不易理解和掌握的传统知识和技能，改变学生的认知途径，通过现代的先进技术，直观的反

应中药学专业的传承与创新，从而更好地发挥专业课程育人功能。教材数字化资源包括文本、图片、动

画、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的“课程思政”资源，提供的资源更丰富，教师在课堂上应用起来更方便，

学生在课前、课中及课后可以进行预习、回看和复习，“课程思政”数字教材引导学生通过网站、手机

等终端设备浏览和获取课程资源信息，对相应“课程思政”教学内容进行演绎和扩展，使“课程思政”

教材具有了交互性、连接性和数字化。 

6. 结论 

《中药分析学》是中药学类专业的核心课程，对中药质量的评价与控制对保障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具有重大意义。在《中药分析学》专业课程中进行“课程思政”的融入与渗透具有必要性和可操作性。

本文通过挖掘《中药分析学》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并将其潜移默化地渗透到课程教学、教学体系、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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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等全过程中，将德育与知识传授相结合，使学生不仅掌握中医药思维方法，掌握分析研究、制定和

解决中药质量问题的一般规律与技能，还能更好地形成责任意识、法律意识、环保意识等，养成规范操

作的良好习惯，培养不负韶华，追求卓越、服务健康中国和创新创业的奋斗精神，使学生在掌握专业知

识的同时形成健全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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