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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是中医药专业本科课程之一，其课程思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OBE教
育理念，探讨了《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思政建设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以德育为核心、以学生为

主体、以多元评价为手段的思政建设策略，并提出了相应的实施方案，旨在为《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

课程的教育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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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Medicine Identification and Prescription Practices” is one of the undergraduate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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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i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struc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Based on the OBE education concep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hinese Medicine Identification and Pre-
scription Practice course, proposes a strategy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moral 
education as the core, students as the subject, and multiple evaluation as the means, and puts for-
ward corresponding implementation plans. The aim i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of Chinese medicine identification and prescription practic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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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药是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是中医药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随

着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中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对于学生的中药辨识能力和药物配伍能力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的教学内容涉及到伦理道德、社会责任等方面的

问题，因此课程思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OBE 教育理念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模式，通过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评估，达到对学生的全

面发展和能力提升的目的[1]。本文将探讨如何运用 OBE 教育理念来实现《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的

思政建设。本文旨在探讨《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思政建设的现状和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和实施方案，以此为《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的教学提供参考。 

2. 《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思政建设的现状和问题 

《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是中医药专业的重要课程之一，其教学内容主要涉及中药辨识、药理学、

方剂学、配伍学等方面的知识。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注重学生的道德修养、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培养，使学

生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然而，当前《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思政建设存在以下问题： 

2.1. 重知识传授、轻德育教育 

当前教学中，往往注重知识传授，而忽视了对学生的道德、伦理等方面的培养。 

2.2. 师生互动不足 

教学中，往往是教师单向传授知识，学生被动接受，缺乏互动交流。 

2.3. 评价方式单一 

当前《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的评价方式主要以考试为主，而缺乏多元评价的手段。 

3. OBE 教育理念在《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思政建设中的应用 

OBE 教育理念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模式，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和能力发展，通过对学生的学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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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进行评估，达到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和能力提升的目的[2]。在《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思政建设中，

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运用 OBE 教育理念。 

3.1. 以德育为核心 

《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需要注重学生的道德修养和职业素养的培养，可以通过 OBE 教育理念

来强化学生的德育教育。 

3.2. 以学生为主体 

《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需要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能力发展，可以通过 OBE 教育理念来提高

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新能力。 

3.3. 以多元评价为手段 

《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需要注重学生的能力评价和全面发展，可以通过 OBE 教育理念来实现

多元评价的手段，包括考试、作业、实验报告、案例分析等。 

4. 《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思政建设的实施方案 

4.1. 以德育为核心，注重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 

可以加强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如加强对职业操守、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教育，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职

业观念和价值观。 

4.1.1. 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职业观念和价值观 
通过案例教学和实践操作等方式，让学生深入了解《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的职业特点和职业

要求，培养学生的职业自觉和职业责任感。开展职业道德教育，让学生了解职业道德的内涵和要求，引

导学生形成正确的职业操守和行为准则。加强师生交流，鼓励学生提出对职业的疑问和困惑，及时解答

学生的问题，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念和价值观。 

4.1.2. 加强对学生的德育教育 
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培养学生的思想觉悟和人

文素养。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加强学生的心理调适和自我调控能力，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注重课堂教学中的德育教育，引导学生关注《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的社会意义和

价值，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 

4.1.3. 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深入社会实践，了解《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在社会中的应用和意

义，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能力。加强社会教育，让学生了解社会发展的趋势和社会问题，

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和社会建设，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担当。鼓励学生参加社团活动和

志愿服务，提高学生的组织能力和社交能力，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能力。 

4.1.4. 注重职业技能的培养和提升 
加强教学内容的实践性和实用性，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相结合，使学生能够掌握实际操作技能。

引入职业导师，为学生提供实践指导和职业规划，帮助学生全面提高职业能力和素质。开设专业课程，

如职业技能培训、实训课程等，为学生提供全面的职业技能培训和提升机会。 

4.1.5. 建立德育评价机制 
设置德育考核科目，对学生的职业素养和职业操守等方面进行评价。建立德育评价指标体系，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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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教育的目标和标准，为学生德育评价提供依据。采用多元评价方式，综合考虑学生的学业成绩、社

会实践、社会服务和社会荣誉等方面，对学生的德育素质进行全面评价。 

4.2. 以学生为主体，注重学生能力的提升 

可以采用探究式教学、案例教学等方式，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中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

习能力。应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注重课程内容的实践性和实用性，鼓励学生自主探

究和创新实践。在课程设置上，可以增加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如临床实训、药学制剂、临床辅助诊断等，

引导学生掌握实际操作技能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教学方式上，可以采用项目制、案例教学、团队

合作等方式，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 

4.2.1. 建立良好的学生导向机制 
以学生为主体，注重学生能力培养，需要建立良好的学生导向机制，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和创新实践

[3]。建立学生自主学习和实践的平台，可以建立学生社团、学术研究团队、科研实验室等平台，为学生

提供自主学习和实践的机会和平台。 
建立学生奖励机制，可以设置学术创新奖、科技创新奖等奖项，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术研究和科技

创新活动，促进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提升。建立导师制度，可以设置导师制度，为学生提供学术指导和

实践支持，指导学生开展学术研究和科技创新活动，促进学生能力的提升和职业发展。 

4.2.2. 推进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 
以学生为主体，注重学生能力培养，需要借助信息技术手段，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效果[4]。采

用互动式教学方式，可以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微信公众号、在线课程等方式，为学生提供全方位、多维

度的教学资源，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推广虚拟仿真技术，可以采用虚拟仿真技术，为学生提供高

质量、高效率的实验操作平台，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加强数据分析和应用，可以通过大数据

分析和应用，探索《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的相关数据，分析学生学习习惯和学习效果，优化课程

设置和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效果。 

4.2.3. 建立实践实习机制 
以学生为主体，注重学生能力培养，需要建立实践实习机制，为学生提供实践锻炼和职业发展的机

会[5]。建立实习实践基地，可以与相关医院、药企等单位合作，建立实习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实践锻

炼和职业发展的机会。制定实践实习计划，可以制定实践实习计划，明确学生实习内容、实习时间和实

习要求，为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实践锻炼。建立实践实习评价机制，可以建立实践实习评价机制，对学

生实践实习能力和职业素养进行评价和反馈，促进学生能力的提升和职业发展。 

4.2.4. 加强学生职业规划和发展指导 
以学生为主体，注重学生能力培养，需要加强学生职业规划和发展指导，帮助学生明确职业目标和

发展方向。开展职业规划教育，可以开设职业规划课程，为学生提供职业规划知识和方法，帮助学生明

确职业目标和发展方向。建立职业发展指导机制，可以建立职业发展指导机制，为学生提供职业发展建

议和指导，帮助学生制定职业发展计划和实现职业目标。组织职业拓展活动，可以组织职业拓展活动，

为学生提供职业拓展和职业实践机会，帮助学生了解行业动态和职业发展前景，促进学生职业素养的

提升。 

4.2.5. 建立学生评价机制 
以学生为主体，注重学生能力培养，需要建立学生评价机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反馈意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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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完善和优化教学工作。开展学生评教，可以在课程结束后，开展学生评教活动，了解学生对课程内容、

教学方式和教师教学效果等方面的评价和反馈。开展学生调查，可以定期开展学生调查，了解学生对教

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为教学工作的改进和优化提供参考和依据。建立学生意见箱，可以建立学生意见

箱，为学生提供反馈渠道，了解学生的问题和需求，及时解决学生的困惑和疑惑。 

4.3. 以多元评价为手段，注重学生全面发展 

可以采用多种评价手段，如考试、作业、实验报告、案例分析等，从多个角度对学生进行评价，使

学生得到全面发展[6]。此外，还可以加强师生互动，增强教学的实效性和实用性，通过对教学内容的优

化和课程设置的改进等方式，提高《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思政建设效果。 

5. 结论 

《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思政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需要全校全院的共同努力和不断

的实践探索。本文基于 OBE 教育理念，探讨了《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思政建设的现状和问题，提

出了以德育为核心、以学生为主体、以多元评价为手段的思政建设策略，并提出了相应的实施方案。《中

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思政建设的实施，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促进学生能力的

全面发展，提高《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思政建设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实践方案的具体实施需要结合学校和学院的实际情况和特点进行具体实施，不断完

善和优化实施方案，确保实施效果的最大化。同时，需要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

思政能力，为《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的思政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加

强《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思政建设的探索和实践，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为学生的职业

发展和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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