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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armacognosy” is a main professional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 pharmacy 

specialty,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whole pharmaceutical curriculum 

system. Therefore, whether the teaching effect can be satisfied or not is related to the 

quality of pharmaceutical talents training.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eaching 

status of pharmacognosy, combined with many years of teaching practic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pharmacognosy” from three 

aspects of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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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药学”是本科药学专业的一门主干专业课，在整个药学专业课程

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因此，能否获得满意的教学效果关系到药学

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本文基于“生药学”的课程特点和教学现状，结合多年

教学实践，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三个方面介绍了提高“生药学”

教学效果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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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药学”是“应用植物学”“动物学”“植物化学”“药物分析学”“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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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及“本草学”等学科理论知识和现代技术来研究生药的基源鉴定、生产

加工、活性成分、药理作用、品质评价及资源利用等问题的科学。“生药学”

是本科药学专业的一门主干专业课，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

上好生药学课十分重要。

1  课程特点及教学现状

“生药学”是一门理论性、实践性和直观性很强的课程，是利用多学科知

识对生药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由于目前理论课学时普遍压缩，从完成教学任

务及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角度出发，“生药学”理论课教学多以讲授法为主。

近年来，“生药学”实验课所占比重逐步增大，与理论课基本达到 1 ∶ 1。目前

开设的实验课以验证性实验为主，生药鉴定部分以性状鉴定和显微鉴定为主。

“生药学”涉及知识面广，涉及的内容较多，琐碎，因此课堂教学信息量很大，

需要记忆的内容很多。长期以来，“生药学”教学内容枯燥、易学难记是学生

普遍反映的问题。同时，实验课中的验证性实验较多，学生缺乏积极性。为了

改变目前“生药学”的教学现状，笔者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三方

面介绍了改进措施，旨在探讨如何提高教学效果。

2  改进措施

2.1  教学内容

2.1.1  理论课

目前扬州大学医学院使用的理论课教材《生药学》分成总论和各论两部分。

总论部分介绍生药的分类与记载生药的主要化学成分及其分析方法、生药的鉴

定、生药质量控制和质量标准的制定及生药资源的开发利用等内容。各论部分

共收载生药185种，包括58种重点生药、80种非重点生药和附项中的47种生药。

由于理论课只有 32 学时，想面面俱到是不可能完成教学任务的，因此，突出重

难点是编写教学大纲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具体说、来，如各论部分内容，只



·103·
药学专业教学改进措施研究2020 年 9 月

第 2 卷第 3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rp	 https://doi.org/10.35534/rp.0203014c

能重点讲解常用且有代表性的生药。同时，为了提高学生的兴趣，生药的最新

研究进展也要适当穿插介绍，一方面可以扩宽学生的视野，培养科研兴趣，同

时也能加深对所讲内容的理解和记忆。对于重点生药详细、透彻的讲解也有助

于学生课后内容自学。“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一旦对上课感兴趣了，愿

意学，就不难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因此，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学生的

学习兴趣是教师备课时要着重考虑的问题。备课时可通过查阅参考资料，特别

是近一年来的 SCI 文章，要及时补充生药学最新研究进展。扩宽学生视野，将

书本知识与学科进展有机结合。比如某些生药的化学成分方面有新的成分被分

离得到，新的药理作用被发现等等。那些书上没有的内容会激发学生的浓厚兴趣，

如在讲到著名滋补强壮和安神镇静中药五味子时，提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

究所孙汉董院士研究团队，首次发现五味子衍生物中具有强抗艾滋病毒的活性，

并首次发现系列“五味子降三萜”类化合物，引起国内外同行的高度关注。这

些具体的实例很能激发学生的科研兴趣，增加学习的主动性。

2.1.2  实验课

实验是“生药学”教学环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药学”教学中所占

比重不断提高，目前与理论课的比例为 1 ∶ 1，也是 32 学时。为了更好地上好

实验课，要努力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培

养他们的创新能力。要改变以验证性实验为主的现状，适当安排综合性实验和

探索性实验。在实验内容方面，既要保持传统特色，又要体现现代科学技术的

应用。要改变以粉末鉴定为主的实验内容，多安排理化鉴定的内容，特别是薄

层色谱（TLC）和高效液相色谱（HPLC）用于生药的鉴定和质量控制，使实验

内容能体现学科发展的方向。在重视生药安全性的今天，也要与时俱进地安排

些农药残留、重金属含量检测方面的实验内容。

2.2  教学方法

2.1.1  理论课

（1）多媒体教学法。为了在有限的课时里介绍尽可能多的内容，结合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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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选择适当的教学方法非常重要。在《生药学》各论部分中，要重点讲解的

代表性生药就有 50 多味。每味生药都是按照生药的来源、性状特征、显微特征、

理化鉴别、药理功效等内容一一展开，如果没有合适的教学方法，讲授的内容

就会成为单调的千篇一律的罗列，学生会感到枯燥乏味，没有学习兴趣。对于“生

药学”这样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而言，非常适合运用多媒体教学法。通过多

媒体课件中大量图片的展示，使生药的性状和显微特征更加直观、形象，同时

也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利于记忆。因此，精心挑选原植物（动物）、生药

标本及其粉末等图片，制作图文并茂的多媒体课件是上好课的前提。正所谓“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平时野外实习、资源调查中要注意多拍摄些生药原植

物（动物）图片，积累素材；实验课上，一些比较典型的生药的粉末特征也要

拍摄下来，供制作课件采用。

（2）实物演示法。“生药学”是一门直观性很强的课程，加之一些药材由

于性状特征比较相似，容易混淆。仅仅通过文字、语言描述和图片的观察，很

难形成记忆。课堂上通过对实物的展示，结合多媒体课件，调动各种感觉器官，

将有利于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掌握知识。如在具体讲到某种生药时，将药材标

本分发给学生，讲解的同时，结合对标本的观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能

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3）研究性教学法。研究性教学是一种能够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教学

模式，教师的主导作用由显性转化为隐性，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过

程中，去探索、尝试，更好地发挥个体潜能。研究性教学的优势体现在教学的

各个环节上，教学形式多样、教学材料多元、评价方式更合理，侧重学习过程。

在完成生药学教学任务的同时，适当拿出 2-3 次课开展研究性教学，激发学生

的学习热情，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也是对传统教学方式的有益补充。教师在

这一过程中，要全程把控，正确引导，给出合理的评价及建议，使以后的研究

性教学能更好地开展。通过开展研究性教学，学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也有助

于综合素质的提高。

2.2.2  实验课

上好“生药学”实验课，需要结合课程特点及具体教学情境，选择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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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教师课上需要演示的内容很多，因此演示法是常用的教学方法。比

如讲解到红花的性状鉴定时，可以用水试法并演示，红花用水浸泡后，水变成

金黄色，花不褪色。对于形状特征比较相似的生药，要用比较法。归纳具有相

同特征的生药时，又要用到归纳法。生药学实验中一般都会安排一次课去参观

中药标本馆，因此参观法也会涉及。同时，结合目前开展的综合性实验和探索

性实验，研究性教学法也要适当运用。总之，各种教学方法各有多长，必要时

要综合运用。

2.3  考核方式

为了使考试成绩能如实地反映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改进考核方式十分必

要。理论课最终的成绩应该由平时成绩、期中成绩和期末成绩按一定比例计算

得出，而不是由期末成绩加印象分构成。平时成绩，主要体现在课上回答问题

的情况、听课情况、教学活动的参与度及出勤率，教师应有详细的记录。实验

课成绩包括实验预习情况，实验操作能力，实验报告、期中成绩和期末成绩；

这几部分有机结合，既体现了实验成绩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又调动了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考试的类型可分为笔试、口试及实践操作。其中实验报告部分，不

拘泥于作业提交形式，学生也可以把观察到的内容进行拍照、标注、加上文字

叙述然后上传给老师，即完成了作业提交。这样既节约了时间又避免了手绘图

的抄袭现象，更能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

3  结语

综上所述，在教学内容方面，充分利用好有限的课时，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突出重难点的同时注意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在教学方法方面，根据具体教学情

境，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适当运用比较先进的研究性教学法及案例教学法，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在考核方式方面，要综合考虑多个考核环节，客观、准

确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通过对“生药学”教学的

摸索和实践，改进不足，认真上好每一节课，以期培养出更多的专业基础扎实、

综合素质高、具有创新能力的药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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