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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讨如何在当前高校思政教育改革的背景下，有效地将思政教育融入到《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

课程中。通过对该课程内容的思政内涵、课程教学的思政引导和课程实践的思政体验进行分析，提出了

思政教育在课程中的重要性，并探讨了如何通过构建思政教育的课程体系、创新思政教育的教学方法和

强化思政教育的实践环节来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将思政教育与《中

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相结合，可以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专业能力，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

创新精神，这对于推进高校思政教育改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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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ed to explore how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course “Identif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rescription Training” under the 
current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By analyz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notation of the course content, the ideological guidance of course teaching, and 
the ideological experience of course practice, the importa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was proposed. It also discussed how to achiev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practical aspec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by combin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the course 
“Identif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rescription Training”, it could improve stu-
dents’ ideological and moral qualities and professional abilities, cultivate their sense of social re-
sponsibility and innovative spirit, which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promot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devel-
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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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正面临着从知识传授向人才培养转变的挑战。特别是在中医药教育

中，如何在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三全育人”(全过程、全员参与、全方位育人)的目标，

成为了当前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1]。本文以《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为例，探讨如何在课程中实现

思政建设，以期为我国中医药教育的改革提供参考。 
《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是中医药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主要内容包括中药的辨识、药性理解、

方剂的组成及其临床应用等。该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同时也是传承中医药文化、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2. 《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的思政建设 

2.1. 课程内容的思政内涵 

《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的内容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通过学习这门课程，学生不仅

能够掌握中药辨识和方药制备的技能，还能够培养中医药文化的传承意识、中医精神的价值观念，以及

责任感、使命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等思政素养。例如，中医药的“整体观”和“阴阳平衡”理念，

可以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中医药的“预防为主”和“治未病”理念，可以培养学生的

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精神。中药的起源、发展历程以及传统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学生能够了解中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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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远流长，体会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学生在学习中药辨识

和方药制备的过程中，需要掌握中医药的理论知识和技术操作，培养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判断力，这种

精神体现了中医药的独特思维方式和治疗理念，培养了学生的综合分析和问题解决能力。学生需要通过

实际操作来辨识中药材，制备中药方剂，并进行临床实践，这种实践过程中，学生需要严格遵守操作规

范，保证中药的质量和安全性，体现了对患者生命健康负责的态度，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学

生在辨识中药材和制备中药方剂的过程中，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学生需要

根据患者的病情和体质，选择合适的中药材和方剂，进行个性化的调配。这种实践过程培养了学生的创

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2.2. 课程教学的思政引导 

《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作为一门专业课程，不仅仅是传授学生中药辨识和方药实训的技能，

更重要的是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培养学生的思政意识和社会责任感[2]。
《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教学的思政引导包括对中药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培养学生的细致观察力和

耐心、关注中药的安全性和合理用药的重要性，以及引导学生思考中药的社会责任和医学伦理等方面。

通过这些思政引导，可以培养学生正确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提高学生的思政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从而

实现思政教育的目标。 
首先，在课程教学中，通过讲解中药的历史渊源、传统文化和药物的功效等内容，引导学生对中药

文化的认识和理解。通过深入了解中药的起源、发展和应用，学生能够感受到中药文化的博大精深，增

强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热爱，培养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其次，在实际操作中，引导

学生注重观察和细致入微的品味，培养学生的细致观察力和耐心。中药辨识和方药实训需要学生对药材

的形态、气味、质地等进行准确的辨别和判断，这要求学生具备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耐心。通过实践操

作，学生能够培养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提高自己的观察力和判断能力。此外，课程教学中还引导学生

关注中药的安全性和合理用药的重要性。中药是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使用中药时也需要

注意安全性和合理用药的原则。通过讲解中药的毒性和副作用，引导学生正确对待中药的使用，培养学

生的安全意识和责任感。同时，还引导学生了解中药的疗效和适应症，培养学生合理用药的观念，避免

滥用和误用中药。最后，在课程教学中，可以通过案例分析和讨论，引导学生思考中药的社会责任和医

学伦理。中药作为一种传统的医疗方式，其应用和发展也面临着一些伦理和社会问题。通过讨论中药的

合理使用、保护和传承等问题，引导学生思考中药在现代医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和医学伦理观念。 

2.3. 课程实践的思政体验 

《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的实践环节，是学生亲身体验中医药文化、理解中医药理念、实践社

会责任的重要平台。通过实践活动，学生可以深入感受中医药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从而提升自身的

思政素养。深入了解了中药文化的博大精深。中药作为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

史、文化和哲学内涵。在实践中，学生不仅学会了如何辨识中药材的特征和质量，还了解了中药的药理

作用和临床应用，进一步认识到中药文化的独特价值。《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

程，要求学生对中药材进行仔细观察和辨别。在实践中，学生学会了观察中药材的外形、气味、质地等

特征，并通过比较、辨别，判断其真伪和质量。这种细致观察和判断的能力不仅在中药领域有用，也可

以应用到其他方面，培养了学生对事物的敏锐洞察力。在实训中，要求学生严格遵守实验室的操作规范

和伦理要求，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同时，还要对中药材的采集、加工和质量进行监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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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中药的安全和有效性。这培养了学生对工作的责任感和诚信意识，使其明白作为一名中药学专业的学

生，要时刻保持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让学生深刻体会到中医药的独特魅力和价值。中医药作为

我国传统医学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治疗理念。通过学习《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学生更

加坚定学习中医药的信心和决心，愿意为传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3. 《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的思政建设策略 

3.1. 构建思政教育的课程体系 

将《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纳入到整个专业课程体系中，从课程定位、课程目标、课程内容、

评价体系、师资队伍建设、教材建设和教学资源建设这七个方面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思政教育体系，

使《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在思政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人才[3]。课程定位

方面，明确《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在思政教育中的定位，强调其在培养学生思政素养、塑造学生

正确价值观和道德观方面的重要作用。课程目标方面，明确《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的思政教育目

标，包括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等，同时结合中药辨识和方药实训的特点，

制定相应的思政教育目标。课程内容方面，根据思政教育的要求，结合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的实际，设

计符合思政教育目标的具体课程内容，包括中药辨识的基本知识、中药方剂的制备与应用、中药文化的

传承与创新等内容。评价体系方面，建立符合思政教育目标的评价体系，包括知识考核、实践操作、思

辨能力的评估等，以全面评价学生的思政教育效果。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加强师资队伍的思政教育培训，

提高教师的思政教育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确保思政教育的有效实施。教材建设方面，编写符合思政教

育要求的教材，注重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创新精神，同时加强中药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教学资源建设

方面，建设与思政教育相适应的教学资源，包括实验室设备、图书资料、网络平台等，为学生提供良好

的学习环境和资源支持。 

3.2. 创新思政教育的教学方法 

创新思政教育的教学方法应该注重实践性、互动性和探究性，运用案例教学、问题讨论、实践体验

等多种手段和活动形式，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创新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他们在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

中不仅能够获得专业知识和技能，还能够获得思想品质和人文素养的全面提升，提高思政教育的实效性

[4]。创新思政教育的教学方法从引入案例教学、开展团队合作学习、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引导学生进行

社会实践和鼓励学生进行学术研究这五个方面进行。 
首先，引入案例教学方面，通过引入具体的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案例，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到中药

的独特魅力，同时通过案例分析，引导学生思考中药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以及对人类健康的贡献，从

而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创新意识。其次，开展团队合作学习方面，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是一门实践性

较强的课程，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学习，让学生在团队中相互交流、合作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

团队合作精神和沟通能力，同时也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主思考能力的培养。第三，运用信息技术手

段方面，结合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如虚拟实验室、多媒体教学等，让学生通过模拟实验、观看视频等方

式进行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的学习，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同时也增强学生对中药

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第四，引导学生进行社会实践方面，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如参观中药制药

企业、中药材市场等，让学生亲身感受中药产业的发展现状和中药文化的传承，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和创新意识，同时也加深学生对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的实践应用理解。最后，鼓励学生进行学术研究方

面，鼓励学生进行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相关的学术研究，如撰写论文、参加学术会议等，培养学生的科

研能力和创新精神，同时也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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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强化思政教育的实践环节 

强化思政教育的实践环节可以通过设计实践活动、组织与引导学生、反思与总结实践活动以及评估

与反馈等方式来实现[5]。这样可以使学生在实践中感受到思政教育的力量，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和思想

道德水平。通过实践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和实践社会责任，提升思政教育的体验性。 
实践活动的设计方面，设计与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相关的实践活动，如参观中药材市场、药店或中

药制药企业，实地考察中药材的采集、加工和质量控制等环节，以及中药方剂的制备和应用等。通过实

践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的过程，增强他们对中药文化的认知和理解。实践活动的

组织与引导方面，在实践活动中，加强对学生的组织与引导，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实践活动，提高他们的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通过实践活动的组织与引导，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使

他们能够在实践中体验到思政教育的价值和意义。实践活动的反思与总结方面，在实践活动结束后，组

织学生进行反思与总结，让他们对实践活动的过程和结果进行深入思考和分析。通过反思与总结，帮助

学生从实践中获取经验和教训，提高他们的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同时，通过反思与总结，引导学

生将实践活动与思政教育的内容进行结合，加深他们对思政教育的理解和认同。实践活动的评估与反馈

方面，对实践活动进行评估与反馈，了解学生在实践中的表现和收获。通过评估与反馈，及时发现学生

的问题和困惑，为他们提供指导和帮助。同时，通过评估与反馈，也可以对思政教育的效果进行评估，

为今后的教学改进提供参考。 

4. 结论 

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三全育人”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的

思政建设，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思政素养，也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中医药文化，实现中医药教育的内涵发

展。因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中药辨识与方药实训》课程的思政建设，不断探索和创新思政教育的路

径和方法，为我国中医药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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