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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College students should enhance their consciousness and initiative in inheriting and de-
velop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And teachers should consciously integrate tradi-
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nto the teaching system and teaching contents. Pharmaceutical 
botany is an important cours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related specialty. Integrating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medicinal botany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strengthen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cultivate qualified Chinese medicine talents. 
Therefore, the author explores six effective ways to integrate the cul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to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medicinal bot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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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增强传承和发展中医药文化的自觉性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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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而教师在教课中要自觉地将中医药文化融合到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中。药用植物学是中药学及相

关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将中医药文化融入药用植物学教与学的全过程，是加强文化自信、培养合格中

医药人才的重要举措。为此，作者探索出了将中医药文化融入到药用植物学教与学的六条行之有效的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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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医药学领域的具

体体现，它深深地植根于优秀的文化土壤。当代大学生尤其中药学专业的大学生增强传承和发展中医药

文化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从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全局来认识和把握加强中

医药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教师在教课中要自觉地将中医药文化融合到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中。药用植

物学是中药学专业的基础课，也是中医药文化内涵丰富的课程。药用植物学课程不仅要讲述药用植物形

态、解剖与分类，还要把中医药师行医、采药、识药、尝药、制药于一体的让中医药文化贯穿于药用植

物学教学的全过程，这既是弘扬祖国优秀文化的要求，也是加强中医药文化自信[1]、培养合格中医药人

才的重要举措[2] [3]。为此，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我们探索出了将中医药文化融合到药用植物学教学六

条行之有效的途径[4] [5]，并取得了明显的课堂效果。 

2. 融合途径 

2.1. 营造良好的中医药文化氛围 

良好的氛围对于中医药文化融合到课堂中教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要保证中医药文化被学

生接受和喜爱，必须要营造一种浓郁的中医药文化气息和文化氛围。教室可以作为中医药文化活动的基

础和载体。学校围绕中医药文化开展一系列的讲座和主题演讲，将一系列能够营造浓郁中医药文化氛围

的活动设计进来，精心设计中医药文化建设的各项方案，包括其内部与外部的空间设计等，可以在教室、

走廊及各种地方展现出来。通过这种耳濡目染的方式，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中医药文化的熏陶，进

而营造良好的中医药文化的氛围，促进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2.2. 融入中医药文化到教学全过程 

在祖国医学发展的长河中，中医药曾经以辉煌的历史主导着中国医学，服务于百姓健康。名家辈出、

医典浩瀚、理论丰富，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将这些内涵丰富的中医药文化融入到药用植物学

教学中，常常能收到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能有效的激发学生学习中医药的热情。例如，对比研究从古

《唐本草》到今《中国药典》所记载的应用千年的常用药材的特征、功效和临床使用，学生往往会感叹

古人的智慧，留下深刻的印象；把《神农本草经》收载的对药材质量、功效的论述，用现在的研究成果

分析，会加深学生对药材的理性认识。结合药材的讲解，融合中国的名家、名人的历史典故，如讲到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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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植物洋金花，可以和麻沸散结合起来，从而把华佗治病救人的故事简明扼要的阐述，加深对该药材功

效的理性认识。宋代文学家苏东坡到了老年，真阴不足，虚火偏盛，常感心烦口渴。于是他在宅院附近

种植地黄，经常食用，结果老年津亏证有明显好转，这样的分析就能够让学生自然的得出地黄的功效。

同样，祖国医学中对后世有巨大影响的优秀的典籍文献，如《本草纲目》、《植物名实图考》、《中国

植物志》和《中华本草》等[6]，选取一些科学性的环节，找到与药用植物学融合的共同点，形成具有鲜

明中医药文化特色的药用植物学实践教学体系，从而也增强了学生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2.3. 融合中医理论到教学各环节 

中医药学是我国特有的科学技术宝库的精髓，其在思想、理论、观点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吸收了中国

传统文化多方面的精华，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黄帝内经》强调“人与天地相应”的整体观思想[7]，主张把人放在自然界整体中去认识。药用植

物学学习也必须树立整体思想的观点，把知识框架放到统一到整体上来把握，如药用植物解剖学内容，

包括双子叶植物和单子叶植物的根，都是由表皮、皮层和维管柱组成，同样，茎、叶也基本如此。在药

用植物分类学部分，尽管药用植物繁多，但只要找出植物之间的共性和特性以及它们间的亲缘关系，也

比较容易掌握，因此树立整体观的学习方法是学好药用植物学的前提。 
通过对药用植物的生长过程的观察，了解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理论知识，加深对中医文化的

“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规律的理解[7]，把自然界中的万物(包括药用植物)与人融为一体，从更大

的生态视野来审视我们人类与药用植物，从而也要求我们保护自然、珍爱资源。通过对药用植物不同生

态环境变异特征的了解，认识中医识病文化中的“知常达变”观；借助对药用植物药性寒温凉热与疾病

的关系，深刻理解中医文化中的“致中尚和”的养生观[8]。 

2.4. 贯穿中药药性理论于分类学教学全过程 

中药药性理论是中药理论的核心，主要包括四气、五味、归经、升降沉浮、有毒无毒等。每一种药

用植物，尤其是药典收载的药用植物，必须把它的药性理论阐明清楚。这是中药学专业区别于其它专业

学习药用植物学的重要内容。该部分内容可从植物生长的环境入手，把药性理论逐一分析。如中药石韦，

柔软入皮，“产于深山阴崖险罅，得纯阴之气而味苦，其为寒凉之品。生活在如此恶劣环境中的石韦，

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具备了耐阴、耐脊薄、耐干旱、亦耐水湿的本领与特性，真可谓是调节水分的高

手，于是古人就认为其具有“利水”的功能。长在石头上的石韦，能够吸取自身生长所需要的养料与水

分，说明它具有极强的穿透力，“通水道”的功效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正如《本草乘雅》“假石性

之剽悍，宣通水道，捷于影响”。这样的分析也加深了学生对中医理论的“以药之偏，调人之偏”的治病

之道的理解。 
药食两用植物是药用植物学中的重要内容。中医强调“未病先防”主张以养生为要务，可通过膳食

合理等多种方式达到保健和防病作用[7]。如铁皮石斛、灵芝、黄芪、甘草等药材，均可入作药膳为原材

料。但我们必需根据药材的药性，选择合适的加工方法和适用人群，才能达到养神健体，培育正气，提

高抗病能力的目的。 

2.5. 融入生物学特征辅助中药药效教学 

功效是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的中药治疗作用的高度概括与总结，是中医应用中药辨证论治的主要理论

依据之一，对中医临床用药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药用植物学学习中，中药功效如果不清楚，就很难

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由于中药功效复杂，学生识记也颇为困难，因此对于功效的学习，可从植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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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境、形态等生物学特征等方面逐渐分析中药的功效，从而辅助药效的学习和记忆。如种子类中药的功

效：由于种子是繁殖器官，是新生命之本，是植物能量最高的一部分，吃种子可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体增

加能量的认识，即中医所说的“滋补”。故而在滋补类中药中，多用种子或带果实的种子，如大枣、白

扁豆等补气药；龙眼肉、黑芝麻等补血药；枸杞子、女贞子补阴药；补骨脂、菟丝子等补阳药。由于种

子表面光滑发亮，古人就认为某些种子类药物具有明目的功效，如青葙子、车前子等。种子为避免自己

被动物吃掉而具有的酸涩之味，被挑选出来，就成为固涩之药，如五味子、覆盆子等，分别具有敛汗、

止泻、缩尿、止咳、固精等作用[9]。 
再譬如车前草，由于车前草对环境的适应能力非常强，尽管山野、路旁，田间、水边都有分布，但

最适环境是温暖而湿润的土壤，夏季旺盛生长于阳生环境，自然应具有“抗炎热”的作用，即中医学上

“清热”的功效，故《药性论》谓其能“去心胸烦热”；《本草求真》说其能“清肝肺风热”。因此，

通过对生长环境的分析，得出车前具清热、利湿的功效。《名医别录》记载车前草能“除小虫”，潮湿

的环境，是微生物容易繁殖的地方，因此，车前草必具备抗感染的能力；人若用之，可称为“解毒”之。

可见，车前不仅具明目功能，还有解毒的功效[9]。 
总之，通过对药材生物学特征的把握，就很容易把药材的性味､升降浮沉、归经等等理论掌握清楚。

从而有效的避免了药用植物学只是单纯讲解药用植物，而割裂了与药材质量、功效、临床等中医药基础

知识。 

2.6. 融合中医励志典故于教学各环节 

现在很多学生对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缺乏动力，加之不了解课程特点，急于求成。由于药用植物数

量多，内容庞杂，学习难度大，初学者刚涉入时常常未得要领，事倍功半则在所难免。而教师的正确引

导与鼓励无异于帮助学生树立信心，点亮一盏希望的明灯。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的选择一些具有影响的

名医成才事例穿插介绍，告诉学生只有循序渐进，勤奋刻苦方能成就事业。如李时珍 24 岁开始学医，白

天看病，晚上熟读古典医学著作，“读书十年，不出户庭”，终成一代宗师，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大医精

诚的人格追求。清代著名的温病学家叶天士信守“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不管什么人，只要比自己

有本事的，他都希望拜之为师，虚心求教，“师门深广”等[10] [11]，这些励志成才、催人奋进的例子都

应自然的融合到药用植物学教学过程中。中医古典著作数不胜数，中医名家、流派更是群星灿烂、璀璨

夺目，在教学过程中经常选择这样的励志典故更能起到展示文化自信、展示中医药巨大魅力的效果。 

3. 结语 

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医药文化是中医发展的动力，也是国家发展的动力，中医药

文化是中医药学的根基和灵魂，是中医药事业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中医药学术创新进步的不竭源泉，

必须发扬下去。让中医药文化融合到药用植物学教学，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的同时，也被中医药文化潜移

默化地影响、进而接受、喜爱，从而树立中医药文化自觉、自信，成为传承和发扬中医药文化的主力军。

只有这样，中医药的明天才会有希望。中医药才能真正走向世界、成为造福全人类的文化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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