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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立德树人”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人才，每一位教

师都责无旁贷。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也富含家国情怀精神要义。因此，如何在中药化学课程教

学中有效利用课程特点，有机结合传统文化，融思政教育于课程全程，实现专业知识的教育与思政的高

度融合值得我们高校教师不断努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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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the sacred mission of all educators to cultivate talents with both moral integrity and abil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Every teacher is duty-bounded. The traditional Chi-
nese culture is extensive and profound, and there is no lack of patriotism. Therefore, how to 
achieve a high degree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gra-
tion is worth our university teachers to continue to explore, by effective us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rse, and organic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mistr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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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主席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

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习总书记“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中医药发展理

念也为中医药院校人才的培养以及中医药课程的改革指明了方向[1]。高校是我国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在教授知识技术的同时，必须加强思政与传统文化教育，为党和国家、社会培育栋梁之才。因此，如何

全面利用好课堂教学这个重要阵地，在做好传承工作的基础上，如何有机地结合先进科学研究方法坚定

中医药文化和理论自信，为中医药创新人才的培养奠定基础，是每一个中医药高等院校教师需要不断努

力探索和追求的目标。因此，我们团队积极探索，结合《中药化学》课程的特点，精心设计提升思想政

治理论的亲和力和针对性，再有机融合中医药传统文化点点滴滴，既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也

坚守了每一门课程所肩负的立德树人“责任和担当”。 

2. 中药化学课程中传统文化元素融入课程思政教育的可行性 

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高质量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丰富源泉。高等中医药院校作为中医药文

化传承和创新、展示和传播的重要场所，在中医药文化建设具有突出地位；具有基础性、先导性、根本

性的重要作用，理应在继承的基础上大力弘扬医药文化，担起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使命[2] [3]。高

等中医药院校是传统中医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重要基地，中医药文化中蕴含的丰富和深刻的德育内容。

中医药院校的学生虽然学习了各门专业课，但因为中医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往往存在着对所学知识不理

解、不自信的情况。在授课时可将中医药典籍的研究案例融入其中，中医学有着深刻而密切的德育和家

国情怀内容，如自古就有“医乃仁术”、“医儒一家”之说，儒学“仁爱”思想、“不为良相，则为良

医”“兼济天下”的价值观影响是中医道德规范的基本准则。因此，值得我们精心设计高度重视，引导

学生重视经典，传承精华，增强中医药文化自信，把传统中医药文化高效深入融合于教学中。 

“中药化学”是一门结合传统中医药基本理论，运用化学、物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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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成分的课程，是中药学专业重要的主干课程之一。中药学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逐步形成发展，具有

医学性质和自然科学双重属性，也是是人文、科学的有机统一体，而中药化学作为中药学相关的专业基

础课，更是中医药与现代科学结合的重要桥梁和媒介。中药化学教材是以中药材的化学成分结构类型为

主要教授要点，兼顾了各类化学成分的生源途径和来源，有着鲜明的中药学特征。不同于植物化学和天

然药物化学，中药化学成分研究更加注重中医药的继承发展与提升创新。因此在每一章讲述中药材化学

成分结构特征时一定会涉及到相关中药材的历史渊源，功效与临床应用和研究进展，以及民间应用与民

俗，与传统中医药文化丝丝缕缕的关联，可以设计“中药材活性成分–中药材–药材功效–中医治疗–

中医药文化精髓–思想教育”的链条进行有效教学与思政相融合的探索和实践。通过精心设计，结合 PBL、
TBL 等教学手段，把传统中医药文化中蕴藏的科学传承、勇于探索、敬岗爱业、大医精诚、医者仁心等

富含正能量、积极向上的价值观融入教学过程，起到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育人目的。让学生在学好专

业课的同时，既激发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感，还能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情操，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 

3. 思政教育结合传统文化嵌入在中药化学课程教学中的实践研究 

3.1. 授课教师团队精研教材，并提升自身中医药传统文化认知度 

作为中医药院校的教师，虽然长期耳闻目染了不少中医药文化知识，但是真正要用于教学就不能只

限于点滴零碎的了解，需要我们有针对性的去学习提高自身的中医药文化认知度。一方面需要博揽中医

药文化典籍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大医精诚》等，并重点熟悉中医药文化

的哲学思想及其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价值观、生命价值观与是非观，才能在教育教学中有的放矢。 
同时还需要进一步精研教材内容，仔细分析每一章节的知识点，精选选好与之相应的中医药经典与

案例，分析其具有的德育内涵，分析探讨其思政切入点，再结合分析教学手段和方法，把握好尺度，做

好教学设计。例如，绪论部分是一本教材的精华所在，讲述中药化学的研究方法时可以把获得诺奖“抗

疟疾药物青蒿素”的研发历程和艰辛围绕“重视经典，传承精华”进行教学设计，突出前辈科学家无比

敬业态度和孜孜以求的科学精神。其后的各章节主要是结合各类药材化学成分与经典故事结合，如“神

龙尝百草”“橘井泉香”“杏林春暖”的来源，以及茯苓、麻黄、铁皮石斛、刘寄奴、王不留行、黄精、

何首乌、徐长卿、杜仲等药材的名称与传说融为一体，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体会先人尝百草医

天下的至上仁心仁术与真善美。 

3.2. 精研教学方法，结合 TBL、PBL 等多种教学手段精心设计课程思政教学方案 

利用各种有效教学手段和方法将带有中医药文化元素的思政教育，是教学设计的重要方面，若是干

巴巴地机械牵强的在专业课程中进行思政教育，是必会影响学生学习积极性、或产生抵触情绪，反而影

响教学效果，因此。要把德育思政内容有机嵌入中药化学课程中，需要巧妙地融合传统文化元素，充分

利用丰富教学手段和多种教学方进行设计。 
例如 PBL 和 TBL 教学法可以同时使用，可以作为课堂教学的一个主要教学手段和方法，一个学期

选择 1~2 个即可。例如在绪论中就可以安排关于中药材化学成分的研究，要求同学们自行组队，指导学

生选择一个中药品种，学习查文献了解其化学成分以及活性成分，并在课程学习中期进行课堂讲解和评

比，培养同学们团结协作精神、主动学习的能力和深入学习了解中医药文化的积极性。头脑风暴教学法，

是一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得最多的思想碰撞和沟通观点的方法。例如讲到某一类化合物时，可以先给

大家简单介绍结构，然后以某一个有多重结构特征的化合物为对象，引导大家讨论其可能的分离纯化方

法。其中可以引用屠呦呦研究青蒿素提取方法“抛砖引玉”，学习中医药先人的智慧和老一辈科学家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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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和不断攀登的科学态度。中医药院校的中医药氛围也可以成为德育思政的重要手段[4]，因此情景教学

法在大学的校园可以随时使用。例如我校校园中有“大医精诚”的巨大石雕和湖南省杏林五圣的铜像，

更有雷斅、葛洪、华佗、张仲景的雕像和简介，还有药植园的百草，这一切都在营造着浓厚的中医药传

统文化氛围，使医学生尽可能多地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并投身于继承和

发扬传统文化中去。 

3.3. 拓展实践课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的思政内容 

学好中药化学课程，实践是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德育思政在实践环节中也可以很好把握，充分利

用。中药材中活性成分复杂，结构多样，活性各异，如何把他们一个个逐步分离，解开他们的神秘面纱，

通过各种波谱和光谱手段看清他门的真实面貌？因此，我们积极引导学生自选课题，申报各级大学生创

新性实验课题项目，把课堂学习和为数不多的实验课堂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去探索一个中药材的活性成分，

结合中药材的某种功效去探索药效物质；同时培养学生用科学的眼光以及批判性思维看待传统中药学，

学会用辩证的科学思维去看待相关问题，具备研究中药材实际问题和与时俱进的实力与潜能，同时才能

把中医药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走出课堂走进生机勃勃中药材基地，从西汉马王堆汉墓的医书，到湘楚名医名儒，炎帝陵、药王殿、

马王堆汉墓、仲景祠、苏仙岭，既可以闻闻中药材的清香、感受千古名医走过的心路历程，还可以学会

辨认药材，现场感受中医药文化。我们带领学生爬上湖南屋脊壶瓶山，辨识各类药材，因地取材，介绍

当地代表性民族药的研究与开发概况。并结合团队的科研成果介绍了土家“血药”“七药”等概念，讲

解了土家血药“血筒”的化学成分以及土家圣药白三七的研究进展。这些实践不但锻炼了学生吃苦耐劳、

团结协作的品格，也领略了国家风土人情和生物多样性，增强了同学们对民族医药的热爱，激发中草药

民族医药的研究兴趣。 

4. 小结 

从近年来国内外风云变化，我们深刻体会到教育是一个国家未来的重要支柱和基础。不能为国家和

民族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加班人是具有毁灭性的严重错误。国家领导人多次发表的重要讲话强调了德育

的重要性。因此，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责无旁贷。在“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中医药发展理念的指导

下，转变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紧密结合中医药专业特色和学校特点，突出中医药文化在教育中的位置，

赋予中药化学课程新的内涵，在全员、全方位育人的过程中把中药化学专业知识传授紧密结合立德树人

基本目标，为国家和人民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希望我们这些教学探索，不仅丰富了中药化

学课程教学内容，也拓展了思政教育的途径，更有助于培养具有良好素质的中医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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