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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药药理学是中药学人才培养的重要专业基础课,依托中药药理学课程开展思政教育,具有

专业针对性强、学科辐射面广的优势。 本研究就中药药理学课程思政教育实施目标及内容进行探索,总结

出课程思政教育的目标是渗透中医药原创思维、中华文化知识、正确生命观、科学精神、学科交叉能力,增强

专业自信、文化自信,建立敬畏生命的态度,端正科研态度,提高守正创新能力。 挖掘出的课程思政教学内

容与教材知识点、领域学者故事、学科案例及时事热点相结合,经过 3 年实施,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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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药理学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运用现代

科学技术和方法,研究中药与机体相互作用及作用

规律的科学[1] ,是紧密联系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
药学与医学、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桥梁,是培养

高素质应用型中医药人才知识结构中不可缺少的

组成部分。 中药药理学是中药学人才培养的重要

专业基础课,亦是中药学、中药制剂学、中药营销

学、中药卫生管理等方向学生的必修课。 依托中药

药理学课程开展思政教育,具有专业针对性强、学
科辐射面广的优势。 该课程既有中医药学特色,又
兼具现代药学研究优势,开展课程思政,可达到增

强专业自信、文化自信,培养严谨的工作作风,建立

敬畏生命的态度及坚定工作方向的作用,真正地将

学科教育与思政建设结合起来,有助于夯实人才培

养效果,更好地完成“立德树人” 的教育目标与任

务。 现从教育目标与教育内容探索中药药理学课

程思政的实施模式。
1　 课程思政教育目标

1. 1　 渗透中医药原创思维,增强专业自信 　 中药

药理学是以中医药基本理论为指导,以中药功效主

治为基础,研究的对象为中药,所以在授课过程中

要渗透中医药原创思维,让学生了解古人认识人

体、疾病、药物的智慧,以增强专业自信。 如取象比

类的思维方法是古人研究自然界规律所普遍运用

的一种朴素认知方法。 《素问·示从容论》载:“夫

圣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之冥冥,循上

及下,何必守经。”《素问·五运行大论》载:“天地阴

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中药的四气五味、升
降浮沉理论是中医取象比类的产物。 同一植物,不
同部位有不同的治疗作用,如花可散、枝能行、藤可

通、梗能利、皮可消、仁能润、子可降等均是取象比

类思维方式的结果。 又如类比思维,根据事物属性

的归类方法,在中药学中可根据药物颜色来确定其

脏腑归属。 如红色入心,桂枝色赤,入心温助心阳;
栀子色红,入心清心火;朱砂色红,入心镇心安神;
红花色红归心经,助心行血以活血。 故加强中医原

创思维的渗透,让学生明了中药功效形成的智慧,
可增强专业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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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渗透中华文化知识,增强文化自信 　 中医是

脱胎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学科,其在形成和发

展过程中与中华传统文化水乳交融,难以分离。
在课程思政设置中要加强中华传统文化的渗透,
对“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 “阴阳五行” “精” “气”
“神”等中华文化朴素哲学观在中医药的运用特

点、作用及优势进行讲解,让学生深刻体会中医药

的中华文化属性,增强文化自信。 如构建中医学

基础框架的“天人合一”理论,就是道家对人与自

然和谐的一种认知。 在中医学中的“天人合一”观

念强调人体与自然界和谐共处,人体养生需要尊

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而自然的气

候也影响着人体脏腑的功能,故养生需要“春夏养

阳,秋冬养阴” 。 在具体的食疗用药方面,春夏之

际,阳气外越而使体内阳虚,应食温热之品以补外

越之阳气;秋冬阳气内潜而使体内阳气盛,阴气盛

于外而虚于内,应食寒凉滋阴之品养其内虚之

阴[2] 。 《道德经》 中的“道法自然” 理论,是指“自

然而然”的规律,如植物的性状会受到其所生长的

自然环境的影响,对古人认识药性具有积极意义。
《神农本草经读》 载: “ 水萍生于水中,而能出水

上,且其叶入水不濡,是其性能敌水也。” 《本草经

疏》载:“海藻全禀海中阴气以生,故味苦咸寒而无

毒。 气味俱厚,纯阴,沉也。”
1. 3　 渗透正确生命观,建立敬畏生命的态度 　 生

命观是个体持有的对生命的态度,是做出有关生命

行为的指导准则,对个体身心健康和社会和谐稳定

具有重要意义[3] 。 医学、药学是研究人体生命养护

的学科,在教学中贯彻生命观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中医学人对生命的态度是“生命至重,贵于千金”。
《素问·宝命全形论》载:“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
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 在生命的

过程中要尊重生命的生、长、壮、老、已的自然规律,
也要在精、气、神三维中动态考量生命的状态,求衡

求和。 未病之时要做到未病先防,已病之后要既病

防变、既病防传,积极运用药物“保生全形”。 医药

工作者更是“聚毒药以供医事”,通过组合药物,化
害为利,化毒为药,满足于养生、保健、治病的需要。
此外,课程涉及的药理实验研究中会大量使用动

物,通过对动物伦理学及动物实验“3R 原则”的讲

解,不断渗透中医“尊生爱命”的观念,让学生们明

确生命的意义,在观察药物与机体的相互作用规律

中能够意识到生命的重要性, 培养敬畏生命的

态度。
1. 4　 渗透科学精神,端正科研态度 　 中药药理学

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研究药物与机体相互作

用的规律,故需要科学精神的支撑。 科学精神的实

质包括爱国、求真、实证、进取、协作、包容、民主、奉
献、理性的怀疑、开放、创新等,是科研人员科学追

求生涯中起关键作用的精神内核。 其中爱国是科

学家精神的基石,正如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巴

斯德所说的“科学虽没有国界,但是学者却有他自

己的国家”,因而要培养学生为国家、为民族的医药

学振兴而努力的精神。 创新是科学家精神的灵魂,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医学,其认识方法、阐
述方式均具有民族性及时代性,故需要古为今用,
中西汇通,需要创新、创造,运用科学语言解析中医

药学。 求实是科学家精神的本质,科学在于探索事

物的真相,培养学生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有利于

端正科研态度,杜绝弄虚作假。 奉献是科学家精神

的核心,科研工作是一项长期的脑力与体力劳动,
投入大量的精力也不一定有理想的成就,因此需要

淡泊名利、潜心研究、坚持不懈的奉献精神。 协同

是科学家精神的支撑,一项有延续性的科研工作往

往需要长期的、团队的合作才能完成,所以协同能

力是工作顺利进行的保障。 基于以上分析,在中药

药理学课堂思政教育中渗透科学精神就显得尤为

重要。 因此,我们在总论中会讲述周金黄教授等老

一辈中药药理学家舍弃外国优越条件,在抗战时期

回国进行药理研究,并促进我国中药药理专业委员

会成立的动人事迹,使学生能够感悟到老一辈科学

家的科学精神。
1. 5　 渗透学科交叉,提高守正创新能力 　 当前的

科研环境是开放的、多学科交叉的。 中药药理学

作为中医和中药、中药和西药、基础和临床的交叉

课程,越来越多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被应用于

研究中。 为了适应学科发展的要求,提高教学水

平,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具备交叉知识背景的药学

类人才,需要在教学中不断引入化学、生物学、经
济学和医学等相关学科的最新理论与技术[4] ,引
导学生采用多学科交叉方法思考问题。 如天然药

物化学、分析化学、药代动力学的引入有利于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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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成分的分离和测定、体内药物分析、生物利用

度和生物等效性研究等。 又如分子生物学,其是

从分子水平上研究生命现象物质基础的学科,是
研究细胞成分的物理、化学的性质和变化及这些

性质和变化与生命现象的关系,在中药学研究中

拓宽分子生物学视野,有助于解释中药学的作用

机制,从而阐明中医理论。 药学的研究最终是要

服务于临床医学,与临床医学相结合,渗透临床诊

疗思维、辨证论治思维,有助于更好地定位药物,
提高开发的确定性。 故在中医学的研究基础上强

调多学科交叉,启发创新能力,培养具备守正创新

能力的新时期中药人才。
2　 课程思政教育内容

2. 1　 与教材知识点相结合 　 深入解构知识点,提
炼思政切入点,力求自然带入思政内容,不突兀、
不说教。 在具体类别药物介绍时可结合中药小故

事进行思政教育,如丹参,相传古代孝子海明,不
畏艰辛险阻采药救母,其所采的药物正是丹参,并
用其治好了母亲的产后血瘀腹痛证,后人感念海

明的一片孝心,曾一度以“ 丹心” 指代丹参。 “ 三

七”名字的由来与一段救人的故事有关。 相传有

一对兄弟,哥哥通识药性,有一次弟弟鼻血不止,
哥哥采药将其治好,此后弟弟便把这种药物种植

在自家院子里。 村里财主的儿子同样得了出血

病,听闻弟弟有止血良药便上门求治,弟弟急忙把

自家名贵药材连根拔起赠与财主,但财主儿子服

药后反而一命呜呼,财主将弟弟告上衙门,这时哥

哥申辨道:“此药确实能补血止血,但是长到三至

七年的药效才最好,弟弟家的才一年,所以无药

效。”至此人们知道了 3 ~ 7 年的药效最好,故名

“三七” 。 与教材知识点相结合的课程思政教育开

展起来更为自然,让同学们在轻松的氛围里掌握

了知识,也了解了中药背后的故事,增强了专业及

文化自信。
2. 2　 与领域学者故事相结合　 中药药理学历经了

一个世纪的发展,为学科建设贡献力量的科学家

数不胜数,故可以收集他们的成长与研究经历,结
合课堂进度进行分享,启发同学们的学习兴趣与

热情,同时利用榜样的力量,也可以熏陶科学精

神。 如中药药理学专家陈克恢教授,因母亲服用

人参延长寿命而对中医药感兴趣,海外学成回国

后运用现代药理学的方法研究中药,其从麻黄中

分离出左旋麻黄碱,通过动物实验证实麻黄碱有

类肾上腺素的作用,且麻黄素口服有效,作用时间

长,且毒性较低。 陈教授对麻黄素的研究被称为

二十世纪初八大科技佳作之一,为中药学的研究

打开了新的大门。 如我国著名药理学家、诺贝尔

奖获得者屠呦呦教授,通过研读葛洪记载的“青蒿

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从中获得青

蒿低温萃取灵感,后在科研上取得成功。 通过这

些故事鼓励同学们从事中药学研究,除了要关注

领域内前沿的研究成果外,也要从中医药文献中

汲取科学研究的养分,保持中药学研究的中医

本色。
2. 3　 与学科案例相结合　 中药药理学在发展的过

程中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研究案例。 将这些优秀

案例引入课堂,除开拓学生科研视野外,也可增强

专业自信。 如从温病“卫气营血”理论中了解到由

于热邪的影响,血从温病之初形成“微观血瘀”,出
现高凝、高黏、高聚等状态,因此改善该症状的药物

应不局限于化瘀药,针对温病的清热解毒、行气理

血、养阴润燥等药物都是有效的。 这大大开拓了中

药药理学的研究思路[5] 。 又如采用现代分子生物

学技术进行中药药理研究,进而阐明中医理论。 基

础研究显示,连花清瘟胶囊对多种病毒(如副流感

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单纯疱疹病毒、甲
型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毒、新型冠状病毒等)均表

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体现了中医学“异病同治”的

理念。
2. 4　 与时事热点相结合 　 互联网时代中,大学生

对于社会上的热点信息接触快,关注度高,也更乐

于从此类事件中思考学习,思政教育也可结合时事

热点开展。 如在两会期间,结合国家对行业发展规

划的新政策,引导学生关注行业发展动态,把握职

业方向;在每年的毕业季,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成为

热点,思政课堂可谈谈学生的职业规划,教导学生

在追求自身价值的同时也要积极融入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工作中去;在国家科技进步奖或者世界

性奖项如诺贝尔奖颁奖期间,讲解科学家的获奖项

目及背后的故事,为学生树立榜样,引导学生向上、
求强的精神追求。

(下转第 1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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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找出疾病的本质。 仲景对妊娠病及产后病的治

疗,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典范。 如《金匮要略·妇

人产后病脉证并治》 中,同是产后腹痛,病因有寒

凝、气滞、血虚、血瘀、瘀血兼阳明腑实等不同,选方

用药也各异,故辨证施治是关键。 产后腹痛血虚里

寒证表现为腹中绵绵作痛,用当归生姜羊肉汤养血

补虚,散寒止痛。 产后腹痛气血郁滞证表现为腹痛

且胀,烦满不得卧,用枳实芍药散行气散结,活血止

痛。 产后腹痛血瘀内结证表现为少腹坚痛拒按,或
按之有硬块者,则选下瘀血汤以破血逐瘀、散结止痛。
产后腹痛瘀血兼阳明腑实证症见腹满痛、大便秘结、
烦躁发热日哺剧、不食、食则谵语者,则用大承气汤通

腑泄热逐瘀。 《金匮要略·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中
治疗妊娠腹痛伴少腹恶寒有如冷风吹者,为阳虚阴

盛,治宜温阳散寒、暖宫安胎,用附子汤。 若腹中拘

急,绵绵作痛,或腹中绞痛,属肝脾失调、气郁血滞湿

阻者,用当归芍药散养血调肝、健脾除湿。 妊娠下血

伴腹痛者,名胞阻,属冲任虚寒者,用胶艾汤养血止

血,固经安胎,调补沖任,温煦胞宫以养胎。 由此可见

仲景在疑难复杂的症状中,善于抓住症状的关键,切
入疾病的本质,辨证施治,立法遣方,同病异治。

4　 小　 　 结

　 　 仲景对妊娠病、产后病的治疗,有是症,用是药,
药随症转,辨证论治。 对治疗妇人妊娠病,安胎、养胎

是根本大法,有病才会导致胎气不安,祛病则胎儿发

育正常。 宗“有故无殒亦无殒”之旨,祛病安胎,善于

峻药缓攻,剂型上选用丸散剂,以免伤及胎元。 治法

不拘一格,灵活运用,调阴阳,和脾胃,理肝脾,重视脾

胃气血。 对于产后病,仲景论述了产后由于亡血伤

津,抗病力弱,或感受风邪,则发痉病;或感寒邪,则发

郁冒;或因胃肠失润,则大便难;总体病机为产后亡血

伤津,多虚多瘀,感受外邪发病,故治疗上予固护津

液,祛邪治病,不拘于产后,亦不忘于产后,治疗不忘

血本,祛邪不伤正,顾护津液气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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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　 　 结

　 　 课程思政教育融入专业建设是高校专业教育

综合育人的重要途径,也是培育大学生核心素养的

重要方式[6] 。 我们将课程知识与时事热点、科学家

故事、传统文化等有机结合,并通过近三年思政教

学的探索,中药药理学课程绪论入选 2021 年度南方

医科大学课程思政课堂,中药药理学入选 2021 年度

南方医科大学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并获得 2021 年广

东省课程思政教学二等奖。 从课堂反馈情况看,同
学们的学习热情明显高涨,更好地理解了专业知识

与中华文化、中医文化的关系,对于今后从事专业

所需的学科素养、科学素养、职业规划等更加明确,
提高了学习效果,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效果。

在开展中药药理学课程思政教育过程中,尽管

前期教学团队深入挖掘思政教育目标及寻找思政

教育切入点,但在具体实施中也仍存在不足,如思

政教育内容与专业的匹配度不高,课堂思政内容引

入相对生硬,从专业内容切入思政环节存在不自

然、不连贯的迹象;专业教师人文素养有限,对思政

内容的德育内涵在挖掘和表达上尚有提高的空间;
思政教学的形式单一,一般为先铺陈思政教学例子

后引申道理,以期达到育人目的,整门课程完成后

让学生稍感乏味。 针对这些不足,我们教学团队加

强集体备课,进行教师动员,加强政治学习,提高人

文素养;积极探索当代大学生的特点,开展多样化

的思政教育形式,提高同学们的学习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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