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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专业《生药学》课堂教学改革与探索

王建安付英杰

(济宁医学院药学院，山东日照276826)

摘 要 本文从理论教学和实验实践教学层面对《生药学》教学改革进行了初步探讨，通过运用多种教学方

法与手段，可以加深学生的感性认识与理性理解，培养学生对生药学的学习兴趣和多种能力，从而提高教学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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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药学》是我国药学类专业的主要课程之一，

是学习天然药物化学的基础，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

传统医药学专业课，其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

鉴定生药真伪优劣的能力，以提高生药的质量，为

实现中药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1]。

《生药学》要求学生掌握多种重点生药的来源、

产地、采收加工、性状及显微特征、化学成分、药理

作用、功效使用及其代用品、伪品等内容，且每味药

材条目中的内容大致相似，千篇一律，容易混淆。

不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感到枯燥无味，况且内容还

必须费时费力地记忆，课程内容繁多琐碎，学生普

遍反映其易学难记。因此需要任教教师尽量采用

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使枯燥内容生动化，分

散内容系统化，抽象内容具体化，以达课堂教学最

佳效果，培养社会需求的知识面广、通用型药学人

才，以适应21世纪药学专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

现结合自身的教学体会，来探讨《生药学》的教学方

法，以供同行商榷。

1结合运用传统文化，提高教学效果

《生药学》属西方医药学范畴，其理论基础是

多学科理论结合的产物，包括本草学、植物学、动物

学、植物化学、药物化学、生物化学、药理学、I临床医

学、分子生物学和中医学等多个学科，因而《生药

学》并不是以中医理论作指导，而更加偏重于西方

现代医学理论。

但由于目前国内《生药学》所研究的对象大多

是中国传统医药学所涉及的中药，它与中医中药有

着极深的渊源。因而在学科的研究与学习中需借

助中医药典籍或其他相关资料，而中医药文化本身

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思想、人文特色一脉

相承。在《生药学》课堂教学过程中引入相应的人

文内容，不但能活跃课堂气氛，增加专业知识的趣

味性，还能使学生从专业角度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提升人文素养，突破单一学科教学的知识结构局

限性，开启心智，开阔境界。

1．1 利用诗词、谜语等知识，激发学生兴趣

我国是中药的故乡，中药材众多，药名五花八

门，生动有趣，是写作的好词汇。历代文人墨客巧

用这一特点，拾药名入联入词人诗人谜，写出了不

少流传千古的佳作。如在课堂上恰当地设置该教

学环节，不但能大大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还可提升

学生的人文素质，同时达到迅速掌握该生药特点的

效果。

如茯苓在我国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三四世纪

就有采集茯苓的记载，如《诗经》中就有“采苓采苓，

首阳之巅”这句。其功用也为历代文入学士所赏

识，如唐朝的吴融、李商隐，宋朝的黄庭坚、苏东坡、

苏辙，清朝的曹雪芹等都有赞咏茯苓的佳句。其中

黄庭坚在词《鹧鸪天》中说道：“汤泛冰瓷一坐春，长

松林下得灵根。吉祥老子亲拈出，个个教成百岁

人。灯焰焰，酒醺醺，壑源曾未醒酲魂。与君更把

长生碗，聊为清歌驻白云。”

此外，在我国古代文学名著中，亦有大量关于

中药的描述，如小说《封神演义》在第五十八回里，

即有对柴胡的描述：“此草生来盖世无，紫芝崖下用

功夫。常桑曾说其中妙，寒门发汗是柴胡。”

另有用唐代贺知章《回乡偶书》作为谜面的谜

语：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

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谜底为四味中药名：当

归、白头翁、人参(为人生的谐音，儿童不识，觉得此

人陌生)与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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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民间亦有一些顺口溜等，如：铁脚威灵仙，

砂糖和酒煎，一口吞下去，铁剑软如绵。(形容威灵

仙的治疗骨梗在喉的功效)。通过这些诗词歌赋以

及谜语等形式，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

情，为进一步讲解和学习打下了很好的铺垫。

1．2讲述生药名称由来，加深学生记忆

一些生药的名称传达着形态、性状或功效等信

息，以生药的名称来历展开讲解，既能使枯燥的内

容生动，又能帮助学生记忆生药的特征。黄芪原名

黄耆，《本草纲目》释日：“‘耆’者老也。黄耆色黄为

补药之长，故名。今俗称黄芪，也许是写耆不妥”。

有些药名和人名或者药效有关，如刘寄奴，据《南史

·宋本纪》载：南朝宋武帝刘裕(小名寄奴)首先发

现这种药，每遇生疮，敷之即愈，因而得名。何首

乌，是唐代一个姓何的老人常以一种不知名的药物

来充饥，因而寿高一百三十岁以上，须发仍然黑润，

所以后人称这种中药为何首乌。徐长卿、使君子、

杜仲等的命名，也各自有其生动的故事传说。威灵

仙，是说它的药性威猛，效果灵验如仙。益母草善

治产后胎前诸病，所以有益母之名。胆味苦如胆，

而以龙名者，假其德以神其效耳。细辛以根入药，

其根细而味极辛。银杏因其色如银，形似小杏而

得名。桔梗之根结实而梗直，故名。大黄别名将

军，意指泻下作用峻烈，有斩关夺门之力。古人娶

妻为嗣续，当归调血，为女人要药，有思夫之意，

故有“当归”之名。凡此种种，可以在上课时穿插讲

述，可以将枯燥的内容变得生动活泼，同时还能加

深学生对其名称及有效、由来的记忆。

1．3 利用本草学知识，讲述药物历史

在我国，“本草”一词一般有两种含义，一是指

中国传统医药学中的药物，如《蜀本草》中所言：“药

有玉、石、草、木、虫、兽，而云本草者，为诸药中草类

最多也。”；二是指传统药物及药物学专著。“本草

学”内容广泛而丰富，涉及植物学、动物学、化学、地

质学、医学、环境学等一系列内容，可谓集我国古代

科学之大成。如现存的最早的《神农本草经》，集大

成之《本草纲目》等不朽著作，均对我国乃至世界医

药学产生了巨大的贡献。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本草学”有些内容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而在学

习中应该让学生博古通今，明白药物知识古今之差

别，从而去辩证地看待问题，去伪存真，便于今后更

好的学习和发扬。在讲课时可以穿插古代“本草

学”知识，并比较其中的某些变化，便于学生更好理

解学习。如灵芝在《神农本草经》记载有赤、紫、青、

黄、白、黑六种，均列为上品，其颜色与人体五脏相

对应，解为青芝补肝、黑芝益肾、赤芝益心、白芝益

肺、黄芝益脾，五色体现了中医五色五味入五脏的

认识观；而当今药典只有紫芝与赤芝两种，由此反

映了药物随时代变化。

2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提高教学效果

《生药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进行生药的鉴定，

其中最基本的是生药的性状鉴定，即对生药的形

态、大小、颜色、表面特征、质地、断面特征、气、味以

及其他理化性质的综合。《生药学》中描述药材性

状特征的术语较多，如果单凭教师用语言来形容和

描绘，无论这位教师的教学经验多么丰富，语言

多么精确，学生极有可能听得一头雾水，但最终对

药材的形状还是～无所知。为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教师应尽可能地利用多

媒体形象、具体生动的画面来呈现有关知识，使学

生在视觉上得到真实的信号刺激，吸引学生注意

力，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阳’3]。例如，讲到天麻的

“鹦哥嘴、肚脐眼”、海马的“马头、蛇尾、瓦楞身”、何

首乌的“云锦纹”、人参的“芦头、芦碗”、贝母的“怀

中抱月”等这些术语时，利用多媒体技术，将上述

药材的典型图片一一投影出来，给学生呈现出形

象、直观、多彩的图像，给学生很感性的认识，极

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学生

更好得掌握生药的性状特征，教学效果明显提高。

3尽量发挥实物直观性，培养学生技能4]

由于受教材篇幅和课时的限制，不可能在授课

时让学生看大量图片，况且只看图片而无实物，很

难达到准确鉴别的目的。因此在讲授各论时，如条

件允许可以安排学生到实验室进行；如学生人数较

多，可以安排学生到实验室取部分药材，带到教室，

然后在上课时几个同学一组进行。这样在教师的

指点下，学生边听边看，从外到内层层剖析。经过

“眼看、耳听、手摸、口尝”的鉴别方法，亲身力行，既

加强了直观性，使学生易懂、易记，又培养了学生

正确进行生药性状鉴定的操作技能。

另外对于有些贵重药材，如虫草，可以在课下

先用橡皮泥捏出，或者用僵蚕代替虫体，上面的子

座部分可以用橡皮泥等事先做好，根据药材特点涂

上颜色，因为大部分学生并没见其正品，故而尽可

以达到鱼目混珠之效果，同时也提示学生当今伪品

的做法和鉴别方法，加深学生对此药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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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改革试验方法与内容，加强知识贯通

当前大部分《生药学》教材均按照生药的自然

科属进行讲述，这种编排方式易于比较同科同属生

药在形态、成分及药理作用上的差别，但相同入药

部位的药材之间缺少联系，不利于实物对比学习。

因而在实验教学中，根据相同入药部位的药材在性

状和微观上具有共性的特点，在进行药材鉴别实验

时既讲述同科属药材的鉴别要点，同时让学生结合

理论课内容，总结相同入药部位药材的鉴别要

点[5]。如进行毛茛科黄连的鉴别时，可以复习该科

生药(白芍、川乌)的鉴别要点，同时也对根茎类药

材的鉴别要点进行类比，以弥补理论课课时不足，

同时也加强知识间的横向联系，使学生得到全面、

总体的记忆，这样更利于知识掌握的全面和牢固。

另外，在实验考核上，除了平时实验报告成绩外，我

们还增设了未知混合粉末鉴定等内容，以弥补该课

程多以验证性实验为主导的不足之处，提高自主性

实验和创新性实验的比重，从多方面提升学生的实

践技能和创新思维。

在教学过程中，还可适当穿插部分药物新应

用、新动态及临床应用等方面的内容，让学生一点

一滴地积累药学知识，逐步引导学生进入药学殿

堂，为今后其他学科的学习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同时，通过联系实际和跨学科联系，激发学生学习

本课程的动机和兴趣，从而增强了教学效果。

总之，《生药学》是一门极其重要的专业课，但

其内容繁琐，在学习和记忆过程中比较枯燥、不容

易掌握、并易混淆。如何能让学生喜欢上这门课、

并牢固掌握，为今后中药事业贡献力量。在教学过

程中，教师应不断总结，一定立足于学生对生药学

知识的全面掌握，采用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来传授知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变被动

接受为主动吸收从而显著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

平，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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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49页)乙醛酸循环体参与乙醛酸循环；动

物细胞内的糖酵解酶体主要具有糖酵解和嘌呤再

利用的功能。

微粒体(microsomes)是细胞被匀浆破碎时，内

膜系统的膜结构破裂后自己重新封闭起来的小囊

泡(主要是内质网和高尔基体)，这些小囊泡的直径

大约100 nm左右，是异质性的集合体，将它们称为

微粒体。多数情况下，微粒体是指在细胞匀浆和差

速离心过程中获得的由破碎的内质网自我融合形

成的近似球形的膜囊泡状结构[2]。根据膜囊表面是

否附着有核糖体，可将其分为粗面微粒体和滑面微

粒体。在体外实验中，微粒体具有蛋白质合成、蛋白

质糖基化和脂类合成等内质网的基本功能。微粒体

还含有细胞色素P450(CYP)酵素，与氧化代谢有

关。内质网在离心过程中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但

其基本特征仍未消失，因此是研究内质网(尤其是

粗面微粒体)化学结构和功能的极好材料n]。

由上所知，微体是属于内膜系统的细胞器，微

粒体不是细胞内固有的细胞器，与内膜系统的细胞

器一内质网有关，是人工制造产物。由于二者名称

相近，非常容易混淆，应注意区分。

以上简要阐述并区分了这几对细胞学名词的

概念，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在细胞生物学讲解过

程中，应对这些名词加以强调。细胞生物学是生命

科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学好细胞生物学对其他基础

医学课程的学习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对概念的正确

把握则是学好细胞学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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