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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将微课用于临床中药学课程教学中，探讨其教学实施方案及应用的可行性。方法：基于临床医学、

药学专业的本科生实习要求，根据临床中药学课程的教学任务和策略，从内容设计、流程设计两个方面

进行课程设计与开发。结果：微课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临床中药学知识，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该课

程的热情，从而调动学生学习课程的积极性，有助于提高学习效率和教学质量。结论：微课作为一种新

型的教学模式，可应用于临床中药学课程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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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micro course is applied to the teaching of clinical traditional Chinese pharmacy, 

 

 

*通讯作者。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1014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1014
http://www.hanspub.org


宇汝翠 等 
 

 

DOI: 10.12677/ces.2022.101014 74 创新教育研究 
 

and the feasibility of its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plan and application is discussed. Methods: Based 
on the internship requirements of undergraduates majoring in clinical medicine and pharmacy, ac-
cording to the teaching tasks and strategies of clinical Chinese pharmacy, the course design and de-
velopment were carried out from two aspects of content design and process design. Results: Micro 
class can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and memorize clinical Chinese medicine knowledge. It is 
helpful to stimulate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the course,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stu-
dents to learn the course, and improve the learning efficiency and teaching quality. Conclusion: As 
a new teaching mode, micro course can be applied to the teaching of clinical Chinese pharmacy. 

 
Keywords 
Clinical Chinese Pharmacy, Micro Course, Teaching Design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临床中药学是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以临床用药为核心，不断研究中医辩证用药理论和中药应用

规律的一门学科。临床中药学以保障临床用药安全、有效、合理为前提，以中药基本理论为基础，将自

主创新、可持续性发展以及科学引领未来作为指引，通过和现代多学科的融合，追踪中药临床疗效，客

观评价中药中多种成分的作用，为临床治疗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病提供科学依据[1]，对中医药基础理

论以及中药临床应用开展长期有效的积极推动，使其在传统以及现代医学领域中得到广阔的发展空间与

应有的地位。 
然而在现实中，对于在医院实习的医学、药学专业的同学来说，平时实习工作任务繁重，时间碎片

化，像在学校那样集中起来上大课来学习临床中药学知识变得非常困难，因此微课教学成为一个极好的

选择，但是一个好的微课程必须要有好的教学设计，这是微课教学的关键所在。 

2. 微课及其特点 

微课又名微课程，是以短小精悍的教学视频为主要载体，针对某个教学环节或学科知识点而精心设

计开发的一种可视化、情景化、趣味性的数字化学习资源包，用来支持移动式学习、碎片化学习等多种

新型学习方式，是教师开展教学活动中各种教学资源的有机结合体[2]。近年来，微课作为一种新型的教

学模式，正越来越多地被我国高校采用并深受好评，微课是随着“互联网+”时代应运而生的，它在教学

方面具有以下特点： 

2.1. 在内容上重点、难点突出，形式上生动、形象 

微课一般是以某一个教学环节或某一个知识点作为目标，在短时间内将教学内容展现出来，使得教

学重点、难点比较突出，利于学生接受。而且微课可以采用音频、视频、动画，PPT 等多种表现形式，

将教学内容更加形象具体地呈现出来，让学生学习时注意力集中，便于所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3]。 

2.2. 教学时间较短，学习效率比较高，效果比较显著 

微课的学习时间一般以 5~10 min 比较多，在这样较短的时间段内，学生能够较好地集中注意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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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最佳的学习状态，从而达到最佳教学效果，同时，由于医院实习生的工作任务繁多，有时还要值中班

和夜班，难有大段时间集中上课学习，而微课学习时间简短，学生可以充分利用碎片时间进行学习，有

效的利用业余时间，提高学习效率。 

2.3. 传播方式便捷，学习查找便利 

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微课的短小视频容易传播和使用。只要在有网络的地方，大部分的智

能手机都可方便地下载和使用微课，使得微课的使用真正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增加了学习微课的便

利性。同时，微课作为教学课程可以存储于手机、计算机等电子产品中，方便学生在今后实际工作中遇

到疑问或困难时重新查找复习。 

2.4. 学习模式个性化 

学生可根据自身情况按需选择学习课程，自主安排学习进度，选择学习的章节。通过这种选择性学

习和个性化的学习方式，学生可以查缺补漏，既能够掌握知识、节约时间，又能够激发学习热情、提高

学习效率。 
生活在“微时代”的我们，大家都习惯有空时看看微信和 QQ，通过 QQ、微信进行群聊，同时刷抖

音、看微博更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作为临床中药学的教师，应该与时俱进，帮助学生们将部分闲

暇时间利用起来。 
我们运用微课手段将临床中药学知识以短小精悍的视频、音频、PPT 等微课形式呈现给参与学习的

学生，为同学们创造趣味性、娱乐性的学习新体验[4] [5]。这种便捷的微课平台模式可以极大地促进临床

中药学知识的传播和教学设计的不断创新，将是网络时代下高校教育与时俱进的有效而必然选择。 

3. 教学设计 

3.1. 教学内容设计 

临床中药学课程的重点在于如何科学的阐述中医药基本理论，同时在临床上理论紧密联系实际，深

入研究中药在防治疾病以及康复保健中所产生的作用机理，为临床安全和合理用药提供可靠的依据。 
以中药基础理论为核心，中药基础理论主要涵盖中药性能理论、功效理论、配伍理论和用药理论，

是指导临床合理用药实践的重要指导原则。比如将性能理论中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毒性分

别做成 PPT，每个 PPT 时间 10 分钟左右做形象而详细的讲解，功效理论按照对证功效、对症功效、对

病功效制成微课。 
对于化学成分相似、甚至于部分化学成分相同但临床功效不同的常用中药分组制成一个个小课件，

如白芍和赤芍，当归和川芎等；对采用不同的炮制方法，可以产生不同的药效作用的中药，通过短视频

的方式展示其炮制方法并介绍其药理作用，如生地、熟地、生地炭和熟地炭，清半夏和法半夏等； 对研

究比较深入的中药一方面通过介绍来源和本质特征阐述其对药效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微信群布置作业，

让学生查阅最新文献了解其作用靶点和量化指标并在下节腾讯会议短课上讨论，激发大家学习兴趣，把

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 
配伍理论指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杀、相恶、相反等配伍关系，古人把这种单味药的应用以

及药与药之间的配伍关系称为药物为“七情”；学习时将每一种配伍关系与经典中医医案以及现代临床

病例联系起来，先用 PPT 形式学习，再在微信群组织大家从病情诊断、用药剂量、配伍禁忌(如传统的十

八反和十九畏)、妊娠用药禁忌、病证禁忌、服药时的饮食禁忌等方面进行讨论，让学习者印象深刻。 
学习影响中药作用的因素这一内容时，将学生分成四个组分别收集资料并在微信群展示讨论，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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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归纳，让大家更全面的了解中药材的品种来源、产地(是否道地药材)、采收季节和方式、采收部位、

贮存保管条件均可以影响有效成分的含量从而影响中药饮片的疗效甚至于毒副作用；加工炮制方法(增效

减毒)也可以影响其疗效；制剂的剂型和中药饮片的煎煮次数、时间长短可以影响药物吸收的速度和程度，

用法(如先煎、后下、口服、外敷等)、用量的准确性、疗程是否合理等等因素也可对中药的作用带来很大

影响。加工炮制方法(增效减毒)也可以影响其疗效。中药的剂型和饮片的煎煮次数、用法(口服、外敷等)、
用量的准确性、疗程是否合理等等因素都可对中药的作用带来很大影响。婴幼儿、老年人，由于身体原

因影响药物吸收、代谢和排泄，用药量应相对减少；妊娠期女性要关注妊娠禁忌；患者的肝、肾功能低

下会影响药物代谢、排泄从而产生蓄积作用。 
学习各论章节的中药过程中，不仅要了解掌握中药常见的基本功效，还需要关注其在性能、功效、

应用方面的某些特殊性，即以“性–效–用”特征为主线，研究中药的自然属性、四气与功效、五味与

作用等因素的相关性，探索各个性能之间的内在规律，以强化掌握知识点。同时要注重药性理论和临床

应用的紧密衔接。 
课程难点在于如何让学生把中药学的基础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相结合，课程传授面向的对象是中医

学和中药学专业高年级本科实习生，他们之前已接受了中医学和中药学专业系统化基础理论培训，因此，

本课程将中药在临床应用的核心要素和关键要领作为课程主要知识点，根据临床中药学的教学内容，每

一类中药先通过微课形式介绍临床应用情况或其安全性知识，微课要短小精悍，重点突出。对于重点中

药，邀请临床医师通过名家医案或所遇到的典型病例，现身说法视频授课，学生可以在线提问，现场互

动，大大提高了大家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效果。 

3.2. 流程设计 

本微课将教学流程设计为：课前预习、课中探讨、课后测评等三个环节，课前 2 天将录制好的短视

频或 PPT 课件以文件形式发给学生进行预习，让学生了解课程内容概况，同时通过设问引导学生自主积

极思考，查阅相关资料或文献，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课中通过在线详细讲解具体知识要点，提示需要注意的重点和关键内容，同时在 QQ 或微信群组织

互动讨论交流，在线答疑解惑，明确要领。对某些比较晦涩难的内容，可以选用色彩鲜明的图片或者动

画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刺激学生的听觉或视觉，提高学习效果[6]。同时根据实习生所在治疗组的具体

情况，提前将部分课件发给他们自主学习，鼓励思考并随时答疑。 
课后鼓励学生对所学内容进行归纳和总结，同时对自己的学习效果进行反思，并通过在线提问或课

后答题的方式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测评，进一步巩固加强学习效果[7]，另外，为提高学习效果，教学过

程中还可以自发组建灵活的学习小组，针对授课老师提出的问题，小组成员先独立探究，再在小组内学

习讨论和(或)组间辩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辨析以及团结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要求学生反馈哪些内

容没看懂，哪些内容需要深入讲解，要根据这些反馈意见调整自己的教学活动。 

4. 思考与展望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微课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和教学资源，已逐渐成为未来教育的一种趋势和方

向，也是高校教学模式变革的一种思路。本课程以中医中药专业学生实习为背景，针对临床中药学课程

的教学需求，探索引入微课这种新教学模式，规划设计其教学内容和实施方案，通过尝试将微课应用于

中医中药专业本、专科生实习的教学实践，冀望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8]。 
与传统的课堂讲授模式相比，微课教学对知识点的学习更集中、更精悍[9]；其学习形式上可视化、

情景化、趣味化；在知识内容存储方式上信息数字化，可以进行网络传输，存储和查找都很方便；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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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的学习主动性更强，积极性也更高，通过对临床中药学微课应用便捷性、有效性、实用性以及总

体评价等多方面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学生对微课教学的满意程度比较高，普遍认为微课有利于帮助学

生理解记忆知识点，提高学习效率。 
尽管微课教学具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吸引注意力，提高其学习效率等优点，但在教学设计过程

中，作为临床中药学的带教老师仍然需要将授课内容的系统性和连贯性作为微课设计的首要要求，一个

好的教学设计是微课教学成功的前提，在临床中药学课程设计过程中，首先要对整个课程进行全面详细

的分解、剖析、规划，微课课程内容要求短小精悍，比如短视频、PPT、动画等学习时间要短，单课程

信息量不大但教学内容精细等，微课设计一定要从整体上体现课程的系统性，不但要重点制作好微课，

还要努力做好各堂微课之间的内容衔接和逻辑关联，通过向学生提供学习、练习、讨论、测试、反思、

点评和反馈等不同形式的教学资源，形成一个以微课为主导的完整教学体系[10]。在微课教学设计过程中，

临床中药学带教老师要有意识地通过设计问题导向、任务驱动、交流互动等多种方式和策略，激发学生

对临床中药学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思考，充分利用网络信息资源调动学生学习临床中药学的主

动性，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另外，在进行微课设计和教学时，带教老师不仅要关注临床中药学的关键

知识点，还需要考虑相关隐性知识的传授，如自己多年的专业体验，对问题的独特思考方式，对该学科

的情感认知等，真正做到教书育人，从而弥补视频授课不能面对面交流的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将微课应用于临床中药学教学，能够使得课程内容生动、形象，教学形式较为活泼，有

利于激发学生学习该课程的热情，从而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11]。同时也给我们带教老师提出了新的

要求，不仅需要具备临床中药学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还需要掌握微课设计和开发的相关知识和技能。不

言而喻，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和电子设备的广泛应用，微课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不仅可以用于临

床中药学教学，而且前景广阔，优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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