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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中药分析课程的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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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１６以来，中央相继召开了全国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强

调把课程思政提升到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制度层面来

认识。２０２０年６月，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课程
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提出要把思想政治教育

贯穿到人才培养体系中，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

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１］。

中药分析属于中药类专业必修的主干课程之

一，旨在培养具有全面控制药品质量观念、能运用现

代分析技术对中药制剂进行质量评价与控制研究的

创新型科技人才［２］。教师在中药分析课程教学过

程中实时融入思政元素，可增强学生的专业认同感

和社会责任感，进而提高学生习得专业知识及技能

的内驱力。笔者从下述四个方面论述学院中药分析

课程思政建设的教学改革思路与方法。

!

　团队教师课程思政能力的提升

中药分析教学团队为本校级优秀教学团队，具

备较合理的年龄梯度和学缘结构，形成了相同学科

项下两个不同研究方向的课题组。团队坚持把立德

树人作为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以“三全育人”为导

向，在思政课程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教研室 ＋
教学团队 ＋课程组”综合作用，将思想政治教育如
何融入课程教学全过程的研讨常规化，以点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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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教师投入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的自觉性和

积极性［３］。同时，团队成员通过督导听课、同行互

评、专家点评、学生学习体验的反馈等方式，在师

德师风、课程设计、教学过程、特色创新等方面持

续改进，进而形成评价与改进相互促进的良性循

环机制。

团队骨干教师，充分利用校内外线上线下优质

资源，定期深化理论学习；通过校内“教学工作

坊”、教学研讨会等课程思政专题活动，学习新时

代党的教育方针政策，探讨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

融合常态化的实施途径。团队成员积极参加课程

思政教学比赛、申报各级教学研究课题，在学院营

造的“学赶超”氛围中，教师的中药分析课程思政

教学能力得以提升。

"

　中药分析课程思政资料库的构建

２１　课程思政案例内容的选择
教学团队将中药分析课程划分为三大模块：第

一模块为绪论及基本理论（鉴别、检查、含量测

定）；第二模块为中药各类化学成分分析、各类中

药制剂分析及生物样品内中药成分分析；第三模

块为中药制剂质量标准制定和新方法及实验。在

整合课程内容的基础上，以《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

设指导纲要》为实施指南，教学团队以中药及中药

资源与开发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为专业取

向，甄别筛选符合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现状，与中

药分析专业知识点相吻合、相匹配的素材，从中挖

掘思政元素［４］。

第一模块教学所涉猎的思政素材包括药物分析

学家周同惠教授回国后开拓药物分析方法之多样

化、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国均开创中成药显微分析之

先河等名人事迹；“清开灵注射剂”等中药注射剂不

良反应事件、中药黄栀子推动下姜村蝶变“美丽乡

村”的振兴经济实例、医药典籍《唐本草》的修订历

程等，这些素材体现了中药的传承与创新，引导学生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先辈事迹教学素材的引入，使学生明

白“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的深层含义，进

而厚植家国情怀。在该模块教学中，笔者适时结合

《药品管理法》剖析“梅花 Ｋ事件”“刺五加注射液
事件”“毒胶囊事件”等典型药害事件，强化学生对

中药相关法律法规的认知。

第二模块教学中，教师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点，如事物的普遍联系、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共性与

个性、内因与外因、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对学生进

行中药分析学科思维方法的训练和科学伦理的教

育；引入“屠呦呦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陈竺

研究砒霜治疗白血病”等事例，引导学生立足当代，

汲取中华文化精髓，更坚定地捍卫中医药的尊严与

科学地位；引入“生物碱类毒品相关宣传视频和鸦

片战争相关史料”和“鉴赏反映中药采收期的民间

歌谣、古代诗经”，强化学生中药质量意识，提高学

生专业伦理素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精

神追求。该模块“各类中药制剂分析”章节，教师组

织学生对传统经典名方剂型与现代中药剂型的质量

进行分析比较，培养学生“中药在继承中创新，在创

新中发展”的理念。

第三模块教学中，教师融入“钻研技术，精益求

精”的职业素养思政案例，如我国自主研发新药注

射用紫杉醇酯质体制剂（力扑素）的上市、“基因编

辑婴儿”事件、《我不是药神》视频资料和实验室安

全事故相关资料及原因分析，在强化学生质量理

念———“质量源于设计”的同时，帮助学生将法治观

念、环保观念内化于心，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和生

命伦理观；引入银杏叶事件，教师通过分析银杏叶提

取物标准设置依据的科学性及局限性，引导学生整

合分析化学和中药分析的知识点，培养学生批判性

思维能力；在该模块总结性教学中，笔者将张伯礼院

士的时事报纸摘要纳入课程内容，包括国医济世、德

术并彰（工人日报）、中医药引领国际主要靠标准

（科技日报）、设立“中医药关键技术装备”专项（中

国科学报）等报刊的相关报道，旨在培养学生专业

认同感、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确保学生在未来

的工作中，坚守初心，不断守正创新。

２２　课程思政案例的系统结构
如上所述，为了适应具体教学环节的需要，教学

团队共设置了１７个课程思政案例，借助“智慧树”
“学习通”，将案例的微视频、文献等学习资料上传

到中药分析课程平台的各思政模块中，以不断完善

中药分析课程思政线上资源的建设。其中，视频资

料以专业知识和思政内容的融入点为单位，每段视

频５～１０ｍｉｎ，作为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
每个课程专业知识模块项下的思政教学部

分，均设计３个学习层次，分别为与课程直接相关
的客观测试题（如药品的相关法律、基本的思政理

论等）、结合专业知识的思政案例讨论、设计并完

成中药分析课程思政论文，从而方便学生自主选

择学习。

—７３—

药学教育２０２３年 第３９卷 第５期



#

　课程专业内容与思政内容的有效融合

３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学生正确认识
所肩负的社会责任

作为中药学类专业的核心课程，本校中药分析

课程开设在大学四年级第一学期，此时学生的价值

观已基本形成，更多关注如何更好地完成学业，走向

社会。但由于学生社会阅历浅、政治敏锐性不强，容

易受到错误思潮的影响。针对该阶段学生的特点，

在调整课程内容和建立思政案例库的基础上，教学

团队通过多元教学模式，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以期培养传承发展、守正创

新的高质量中药质控人才。学院组织师生适时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内蒙古自治区促进民

族团结进步条例》，明确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

的我国各民族医药均属于中医药，只有制定符合中

药特点的质量标准，规范和提升中药材质量，才能解

决中医药现代化的瓶颈问题，进而引导学生逐步形

成“加强民族传统医药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建

立健全民族医药公共服务体系，支持中医药（蒙医

药）创新发展和推广应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５］。

３２　导入社会观的思政内容，促进学生遵从社会行
为规范

中药分析课程绪论及基本理论部分（鉴别、检

查、含量测定）的教学为学生的适应期。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发现、结合并充分利用传统课堂教学的实

际条件，灵活地在专业案例的分析中、小组讨论活动

时导入价值取向的思政内容。如收集中药质量现状

的负面热点事件资料［６］，让学生深刻认识到中药质

量安全问题与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密切相关，充分激

发学生学习中药质量控制相关知识的兴趣，从而增

强师生、生生之间的认知与凝聚，形成并遵从公认的

信仰与价值取向。

３３　融入职业道德与作风教育，促进学生认同道德
行为规范

中药分析课程“中药各类化学成分分析、各类

中药制剂分析及生物样品内中药成分分析部分”的

教学为师生互动、生生互动频繁期，学生认同的实质

就是对榜样的模仿。教师在传统课堂的基础上，选

择中药分析学科中彰显崇高品德、作出杰出贡献、产

生积极影响的典范楷模作为翻转课堂内容，结合讨

论式教学法，引导学生从剂型特点、中医临床应用特

点、成分特点等多角度阐释各类中药质量分析规律

同时，激发学生价值情感共鸣［７８］。教师要以自身

的思想道德品质与人格精神素养感染学生，让学

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过程中，理解认同教师价值

观念，进而不断提升自身的职业道德涵养与严谨

求实的作风。

３４　引入就业教育，促进学生内化并重构价值体系
中药分析课程“中药制剂质量标准制定和新方

法部分及实验部分”的教学为课堂实践期。在理论

课堂实践中，教师采用探究式教学法，设置讨论课，

层层深入，逐渐把学生引到问题的核心，即如何制定

科学合理的中药制剂质量标准，让学生逐步树立

“认真、重细节”的工作态度；在实验课堂实践中，教

师以线下实验操作与虚拟实验仿真平台相结合的方

式，要求学生利用前期所学的知识，自己查阅文献、

制作ＰＰＴ讲解、解决问题、共同分享成果，教师及时
纠正并进行结果归因，把成败归因于能力和努力而

不是归因于运气和难度，正确树立“量变引起质变”

的观念，使学生将新时代工匠精神的价值体系内化

于心［９］。

３５　增加思政考核模块，促进德业融合
学院将课程思政纳入中药分析课程考核标准

中，设置专业内容模块、思政模块，两者考核之比为

８∶２，前者沿用中药分析专业的考核机制［１０１１］，后者

则采用问卷调查、课程思政论文、药品管理法阶段性

测验等方式，对中药分析学中课程思政融入的教学

效果进行评价，有助于学生在考核中不断提升专业

认同感。

$

　以行业实践夯实课程思政教育的实效

在中药分析课程教学中，教师应结合思政内容，

利用校政、校企、校医的合作成果，引导学生更为直

接、全面地了解中药分析相关行业的状况，令学生明

白自己现在的学业与即将从事的行业之间的关系，

从而增强教学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学生的职业意

识［１２］。如学校邀请内蒙古医科大学实践教学基地

的企业家、工程师及优秀校友参与中药课程理论及

实践教学，推动校内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弥

补学生对专业和行业了解的不足，引导学生深刻理

解并自觉实践该行业的职业精神和职业规范。

%

　总结

中药分析是中药及相关专业大四年级的必修课

程之一，教学团队深挖课程的思政元素，将专业内容

与思政内容深度融合，让“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

（下转第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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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基于学校“为侨服务”的办学宗旨以及目前课

程设置的实际情况和学生的培养特色，立足药物化

学实验的实际教学情况，从优化教学内容和改变教

学方式等方面出发，逐一解决存在问题，探索符合本

校药物化学实验教学的新方法和新手段，倡导学生

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从疲于探究到乐于探究，以

“良工”为“导向”，以“化育”为“己任”。目前本校

制药工程专业已通过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成功

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通过对药物化学实验教

学模式的探索，药物化学实验课程的教学水平会在

实践中逐步提高，为后期“新工科”的建设奠定良好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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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向同行。中药分析课程教学体现了“德育为先、

成果为导向”的教学理念，确立并努力实现价值塑

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以课

程为载体，将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相统一，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推

动我国实现中药质量标准科学化、规范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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