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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课程思政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目标，开创我国高等教育工作发展的新局面。中药药剂学是中草药栽培与鉴定专业的核心课

程，知识量大，蕴含丰富的思想政治元素。文章从课程思政的重要性、课程思政元素挖掘及实现路径等

方面进行了教学探索，以期持续推进课程思政教学质量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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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
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t runs through entire process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chieving 
the goal of educating students in all aspects and creating a new situ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Pharmaceu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a core course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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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of Chinese herbal cultiv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a large amount of knowledge and ric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importa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explo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cours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in order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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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2023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该讲话内容

突出了“思想政治工作”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地位[1]。课程思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理念，

旨在将学术资源转化为育人资源，构建“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个维度的教学目标和全课

程育人体系，确保思政理论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同步发展，从而实现高校立德树人的重要目标[2]。近年来，

课程思政已成为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新焦点[3]。高校的每一门课程都包含了丰富的德育资源和思政元素

[4]，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巧妙地将思政教育、德育目标以及专业知识传授三者有机融合，是高校专业课

教师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中药药剂学是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药药剂的配制理论、生产技术、重

量控制与合理应用等内容的一门综合性应用技术学科，是中药类专业的主干课程，在中药学专业中培育

创新型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全国有超过 30 所的中医药院校及农业院校都开设了此门课程。中药药

剂学内容更新快、新设备和新技术发展迅速，涉及领域广，其科研成果已广泛应用于医药、农业、和生

物工程等研究领域[5]。因此，任课教师培养大学生应以“知识的增强、素质的提高、能力的增强”的理

念为基础，结合新时代的科学研究进展，深入挖掘与课程相关的思政元素与教育资源，将课程思政元素

贯穿专业知识的整个教学过程，实现专业知识传授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同向同行的育人目标。 

2. “中药药剂学”融合课程思政的重要性 

课堂教学是立德树人教育的主战场，高校教育不仅要传授学生专业知识，还要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

价值取向，将思政教育有机融入到专业知识的传授中，为学生指引前进道路，为学生全面发展提供平台

和支持。中药药剂学是云南农业大学中草药栽培与鉴定专业的核心课程，该课程以临床中药学、中医学

基础、中药化学、中药炮制与加工、中药方剂学等为基础，通过前期的学习基础构建一定的知识框架，

引入药剂学的概念，以中药为核心展开各种制剂制备工艺之间的相互联系。该课程理论性和实践性强，

课程内容与人类身体健康密切相关。思政元素贯穿中药药剂学整个教学过程极其重要。在讲授过程中，

探讨药物的粉碎、筛析、混合这一章节时，把握契机、润物细无声的把思政元素渗透其中，让学生意识

到制药是一件严谨而认真的事情，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科研观，有助于培养学生传承中药制剂传统技艺

精华；以莲花清瘟胶囊在疫情期间发挥的重要作用为切入点进行思政教育，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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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及民族自信心；新药研发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需要强大的科研保障，通过课堂讨

论，培养学生查阅文献及归纳总结知识点能力，提高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创新守正精

神、勇于创新、团结协作精神。讲到现代剂型：气雾剂、喷雾剂和粉雾剂时，以云南白药气雾剂为例，通

过图片、小视频展示科技的魅力，品牌的魅力(不仅是云南的骄傲，更加坚定云南中药界品牌的自信)，引

导学生勇于创新，为攀登科学高峰坚持不懈，树立为“科技强国”贡献力量的宏伟目标。因此，深入挖掘

中药药剂学的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堂教学是非常必要的，将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对专业知识

的掌握，树立学生正确三观，达到课程思政的预期目标，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3. “中药药剂学”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 

“课程思政”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有机融合，有助于二者相长[6]。教学内容是思政实施的基础，

需要任课老师认真梳理教学内容，凝练专业课内容的思政元素，找到合适的契合点，将思政元素有机融

入到相应的专业知识中，达到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目标(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的要求。 

3.1. 增强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 

我国科技的进步正在从数量上的增长转向质的飞跃，在国际科技创新领域的话语权也持续加强。在

中药药剂学课程教学中，结合课程内容不断展现我国高水平科研成果，增强学生的国家文化自信与民族

自豪感。在讲述丸剂章节的内容时，不仅要传授丸剂的制备工艺及质量评价，还要介绍丸剂的起源及发

展历程：丸剂最早出现在《五十二病方》，是传统中医药制剂中的一种类型，对临床应用的发展发挥了

重要作用，具有服用方便、携带方便、易保存、药效稳定等优点。随着科技的发展，通过引入新技术及制

备仪器，克服了传统丸剂制备工艺成本较高、生产效率低等问题，一些具有现代化的丸剂也迅速发展起

来，如靶向滴丸、微丸等。陈林等[7]以微晶纤维素为辅料，通过人参提取物制备速释微丸，崩解速度达

到预期设计需求。管小军等[8]联用聚乙二醇 4000 和聚乙二醇 6000 探索紫丹活血滴丸的成型制备工艺，

同时考察体外释放度，结果表明以上两种辅料联用制备的丸剂其体外释放效果强于单一辅料的使用。洪

益平等[9]以挤出滚圆法研制阿昔替尼胃漂浮丸剂，实验过程中采用了碳酸氢钠、羟丙基甲基纤维素和羟

丙基纤维素三种材料，结果表明其药物的缓释效果得到增强以及延长了体内滞留时间，同时还提高了生

物利用度。以上内容通过图片、动画、小视频的形式展示丸剂的发展历程及新制备工艺的创新，有助于

学生对丸剂知识的掌握，进而培养学生对中医药的热爱，激发他们对传承和发展中医药文化的积极态度

和主动性，让学生切实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博大精深。 

3.2. 加强专业化的职业精神塑造 

中药药剂学发展到今天，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和创新汇集了无数科学家辛勤的汗水和努力。以

热爱中医药人的事迹为例：曲焕章在行医过程注重探索各种草药配制之后的变化与用途，勇于创新，于

1902 年创制出对治疗跌打损伤、内脏出血有奇特功效的云南白药(散剂)；陈李济(蜡丸)从创立到现代的传

承与创新之路(1600 年至今)，即使在当今科学科技迅速发展、药品种类繁多、更新换代快的背景下，“陈

李济”的特产蜡壳药丸依然长盛不衰；以“李氏膏方”闻名的南京“永春堂”始创于清光绪年间，由中医

李廷佐所创制，经历选药、配药、研磨、泡制、熬制、去火毒等多道工序，历时三十日以上才能熬成功，

在治疗跌打损伤、风湿关节炎等疾病方面疗效显著，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工程院士李大鹏长期从事中

药制药工程创新研究工作，从中药薏苡仁中成功提取分离到抗癌新化合物，率先创建中药静脉乳剂技术

平台，成功研制出抗癌新药康莱特注射液，产值已达到 150 亿元，为国家纳税 20 多亿元。屠呦呦是中国

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女科学家，她带领团队，经过多年反复试验和临床试用，最终从青蒿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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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到了青蒿素，为人类抗疟药物开拓了新方向。以典型的事迹为切入点，引导学生热爱传统中医药文化，

重视本课程专业知识领域发展的前景，将爱国情怀有机地融入到专业知识学习中，使学生领悟到科学研

究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同时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合作精神和学术素养，为在以后的工作岗位中取得突

破和希望奠定基础，实现新时代全面育人的创新人才培养目标。 

3.3. 严于律己，遵纪守法，遵守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是指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其核心是诚信、责任、公正

与服务，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只有坚守职业道德才能赢得信任，实现持久的成功。通过讲授制药卫生

的重要性、制药环境的卫生管理、各种灭菌方法及灭菌操作等内容，使学生深刻意识到每个人是实现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奋进历程中的一份子，各人做好本职工作都是为国家的进步贡献力量。因此，引导学生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在校期间要遵守校规校纪，认真学好每一门课程。以实例敲响药学生职业道德

的警钟，如以欣弗事件、2012 年毒胶囊事件、鱼腥草注射液不良反应事件、“齐二药”事件等为例，警

示学生未来的工作职责与药品有效性和安全性环环相扣，而正确理解和掌握中药药剂学的相关知识，可

极大减少同类事件的发生，进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与职业态度，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

命感，增强提高他们的社会服务意识。 

3.4. 跟踪学科前沿，培养国际视野与格局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影响着中药药剂学学科的完善和发展，不断引入一些新技术、新剂型，将推

动着中药药剂学学科的持续发展，逐步实现中医药现代化。借助数字信息化技术，通过参照外观特征参

数，将视觉、嗅觉信息与产品品质结合起来，如电子眼、电子鼻、电子舌等[10]。蒋孝峰等[11]采用电子

鼻技术探索炒制麦芽过程中产生的香气成分物质及其变化规律；刘瑞新等[12]通过电子眼技术快速辨识

多批次中药川贝母的真伪与规格；杨露萍等[13]基于电子舌技术探索川芎辛味的主要物质成分。张娜等

[14]采用乙醇提取丹参的脂溶性成分，通过红外光谱结合高效液相色谱法可以实时观测丹参提取液中有

效成分的含量变化，进而提升了中药质量性状控制和评价的准确性与客观性。通过引入学术知识到课堂，

使学生能够及时了解中药药剂学的研究进展，充分认识到在当代科学技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我们要

立足中国、心怀世界，通过共同努力才能促进国家的繁荣与发展。 

4. 实现“中药药剂学”课程思政教学的路径 

4.1. 优化课程思政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从中药药剂学课程的特点出发，利用中药药剂学知识更新快、各种制剂制备工艺不断更新、与人类

自身健康密切相关等方面的优势，紧跟时代步伐，将贴近人们日常生活实际的案例(云南白药粉、红霉素

软膏、小柴胡颗粒和阿胶等)整合到课程教学中，对于课程思想政治教学中的薄弱环节，课程组将继续优

化设计教案，多方面收集思政案例以及不断完善思政案例库，将实现教学效果和思政教育的提升同向同

行，形成协同效应。 
当前，中药药剂学课程主要采用教学模式包括 4 个方面：启发式教学、课程总结式教学、讨论式教

学和网络课程教学。前两者通过授课老师的详细讲解与专业指导，有助于提升学生在专业领域的专业知

识的掌握和实际应用能力；后两者可激发学生对知识背景及未来前景的深入思考和讨论，通过将抽象的

内容简单化，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激发学生对当下科学的兴趣，也让学生意识到中药的各种制剂

的制备过程并非神秘和不可预知，而是通过中药药剂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们也能制备一些药店常

见的制剂(如散剂、胶剂、丸剂等)，从而解决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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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开展形成性评价 

在教学过程中，形成性评价扮演着总结、反馈、引导、激励、管理等多重角色[15]。随着教育教学改

革的不断深入，“以学生为主体”一直是高等教育的重要育人目标。然而，我国目前大多数高校在课程

考试中仍然沿用传统的期末闭卷模式，导致了“强调知识的记忆、统一的标准、知识的传递和教学结果

而忽略了能力的培养、学生个性的差异、问题的探究和学习过程”等方面的问题。为此，课程组在中药

药剂学的课程中引入“立德树人”等教学理念，对现有的考试方法进行了创新，旨在构建形成性评价与

终结性评价并重的综合性考试体系：(1) 期末考试(60%)：重点考核利用专业知识、理论等分析和解决工

程问题的综合能力；(2) 课堂表现(10%)：重点考核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等；(3) 课外作业(20%)：
重点考核基本内容掌握情况，加深理解；(4) 课堂讨论(10%)：重点考核团队合作，沟通、交流等能力。

以“重过程+考能力”二者并重的课程评价方法，能够有效地增强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将抽象的理论知

识转化为实际应用的能力，从而提升学习的效率。 

4.3. 提升专业教师的思政水平 

授课教师的思想道德文化、言行举止以及授课水平对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起着决定作用。因此，持

续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变得尤为迫切。第一，提高教师自身素养，教师应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喜

欢自己的专业领域，树立正确的三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努力成为一个有理

想、有信仰的好老师。其次，加强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与知识的积累，努力做到“知行统一”，有助于

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工作中来。通过多阅读、积极参加校内校外组织的各种思政教学活动、密切关注社

会动态等多个途径来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而提升个人教学学术、掌控课堂的能力。第三，通过中药

药剂学课程授课团队共同研讨，明确课程思政融入专业课的目标，充分发挥课程组成员的专长和优势，

深入挖掘思政元素并建设思政案例库，在专业课的整个教学过程中，整合课程内容相关的思政资源和教

学方法，促进青年教师的成长，提升教师的文化素养，有助于教师在课程思政过程中更好的发挥其感化

功能、导向功能和培育功能。 

4.4. 科学评价课程思政教学质量 

课堂思政教学质量评价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对高校教师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升有着很直接的关系。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和老师相处时间最长，对老师的授课特点感受最深，因此，学生评价老师的课

堂教学效果是最有发言权的。当前，学校采用的是校内评价为主的方式，包括学生评价、教师自评和督

导评价三个方面。教师自评以教师列出的课程思政元素对应专业知识点为框架，通过对每个环节的教学

成效(学生的上课表现、课后作业、平时成绩等)进行评价和反思；学生评价以问卷调查方式(学习兴趣的

激发、从授课形式满意度、思政教育的引领等方面)展开，通过学生体验后进行给分评价；督导评价以校

级或者院级教学督导通过随堂听课、教学检查中查阅教学资料等方式对思政教学效果进行评价和反馈；

临近学期末，由教务处部门汇总并反馈给教师，并对专业教师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进行客观综合评价。通

过以上举措，教师及时发现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深入的教学反思，这样可以更好地调整教学

策略与方法，进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5. 总结 

课程思政建设是高校教育“三全育人”工作的中心环节，因此，高校应高度关注课程思政工作，充

分发挥专业课作为思政实施的基础作用，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培养他

们的高尚人格特质，这对于高校在培养满足社会需求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人才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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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16]。中药药剂学是中草药栽培与鉴定专业的核心课，其内容更新快、新技术发展迅速、涉及领域广。

课程团队教师应结合中药药剂学学科的特点，继续深入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认真梳理中药药剂学知

识脉络，收集历史资料记载、典型科学家研究案例、当下热点新闻时事等思政素材，将思政教学内容凝

练、加工并整合不同的价值理念有机融入课程各章节相关知识点的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强

他们对课程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和职业素养，使其成为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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