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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时间短，峰形拖尾小，故而选择了该流动相体系。在样品

处理时，比较了超声处理 20、40、60 min时盐酸小檗碱的提取

量，发现超声处理 40 min和 60 min时盐酸小檗碱的提取量无

明显差异，而超声处理20 min时盐酸小檗碱的提取量略低，说

明超声处理 40 min及以上时，盐酸小檗碱的提取较完全。故

而选择了超声处理40 min。另外，笔者先后对水、0.1 mol/ml盐

酸溶液作溶出介质进行了比较，发现盐酸小檗碱在后者中溶

出更快，故而选择后者作为溶出介质。

综上所述，本试验所建立的风湿祛痛胶囊中盐酸小檗碱

的含量和溶出度测定方法操作简便、稳定、重复性好，可用于

风湿祛痛胶囊中盐酸小檗碱含量和溶出度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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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我校《中药炮制学》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的运行情况进行总结，为《中药炮制学》教学模式的改革提供参考和借

鉴。方法：采用教学软件、教学视频等现代化教学方法和手段丰富理论教学内容；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在教学中引入科研成果，培养学生科研思维。改变了实验教学以传统验证性实验为主的教学模式，增加了设计性实验的学时

和分值；改变了传统的平时成绩评价方法，采用形成性评价方法进行评价。结果：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既学会了理论知识，又培养了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从而取得了满意的教学效果。 结论：《中药炮制学》教学应转变传统观念，

注重科研与教学相结合；提高设计性实验在实验教学中的地位，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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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Analysis of Teaching Model for the Processing of Chinese Materia in Our School
WANG Yan，DOU Zhiying，WANG Hui，LIU Ya’nan，LI Jiawei，MA Lin（College of TCM，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ianjin 300193，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sum up the condition of theoretical teaching and experimental teaching of the Processing of Chinese

Materia，and to provide referencefor the reform of teaching model of the Processing of Chinese Materia. METHODS：Teaching soft-

ware，teaching video and other modelrn teaching methods were used to enrich the content in theory teaching；link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was used to stimulate students’interest in learning；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 was introduced in teaching to train stu-

dents' scientific research thinking；the teaching model of traditional confirmative experiment teaching was reformed by increasing de-

signing experiment hours and score；the traditional usu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ethod was changed by replacing with evaluation

method of formative，and it was used for evaluation. RESULTS：The students not only learned theoretical knowledge，but also cul-

tivated their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changing from passive learning to active learning，so that it has made satisfacto-

ry teaching effect. CONCLUSIONS：The traditional concept should be changed in teaching of the Processing of Chinese Materia，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omb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aching；improve the situation of the designing experiment in the

present undergraduate experimental teachingto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enhance students’practical ability，and im-

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KEYWORDS Processing of Chinese Materia；Teaching model；Theoretical teaching；Experiment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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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炮制是根据中医药理论，依照辨证施治用药需要和

药物自身性质以及调剂、制剂的不同要求所采取的一项制药

技术[1]。中药炮制技术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

经验总结，已列入我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我国真

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之一[2]。《中药炮制学》是专门研究

中药炮制历史沿革、传统理论、制备工艺、质量标准、炮制原理

及其发展方向的一门学科，是以中医基础理论、中药学、方剂学

为基础，以化学、药理学、分子生物学等为手段的专业学科[3]。

《中药炮制学》既是传统的制药技术，同时又结合了大量的现

代研究手段和方法，是一门融汇了中医基础理论、中药化学、

中药药理学、药理学、生药学、中药炮制学、药用植物学等多种

学科知识的专业课[4]。该课是我校中药学、中药资源与开发专

业的必修课，同时也是药学、制剂、制药工程专业的限选课。

随着中药现代化的全面开展，中药炮制学的科学研究也在不

断深入，从炮制原理到饮片质量标准化已展开了全方位的研

究[5]。在《中药炮制学》的理论教学中，如何处理好传统理论与

现代研究的关系？如何处理好传统验证性实验与学生设计性

实验的关系？如何引导学生利用已经学过的专业知识解决课

程中遇到的问题？如何激发学生对专业课程的学习热情？这

些都是授课教师所面临的难题。为此，笔者结合自身的教学

实践，就如何开展《中药炮制学》教学提出了一些改进思路。

1 重视理论讲授
我校《中药炮制学》课程主要的授课对象是中药学专业的

本科生，单纯地讲授传统中药炮制的操作方法、炮制作用等已

不能满足中医药现代化人才培养的要求，且该教材的更新速

度也远远不能满足教学的需求。因此，笔者认为授课教师应

该重视《中药炮制学》课程的理论讲授，认真备课，及时更新授

课资料，以提高教学质量。

1.1 以现代化教学方法和手段丰富理论教学内容

随着信息技术与多媒体技术的推广和普及，幻灯片（PPT）

等多媒体教学方式在高校课堂中的应用也越来越普遍，这是

对传统授课模式的一种较好的补充，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课

堂教学改革的进程[6]。我校各个教室均已覆盖多媒体教学设

备，这为我校教师运用教学软件、教学视频等现代技术提供了

硬件保证。现我校《中药炮制学》课程的理论教学已完全采用

教学软件教学为主，教学视频为辅的教学模式。

（1）中药炮制教学软件在教学方面的运用。我校自编中

药炮制教学软件，该软件将《中药炮制学》课程所有要讲授的

药材进行图像采集，制成相关PPT使学生在课堂上可以直观

地看到药材炮制前后的区别，这样可以加深学生对该药材的

记忆，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实验教学学时不足的缺陷。

（2）教学视频在教学方面的运用。授课教师在每次验证

性实验课的前一次理论课上安排学生收看《中药炮制操作技

能》的相关章节视频，使学生对要进行的实验有初步了解。授

课教师在实验课讲授时再对实验的注意事项加以强调，可加

强学生对该炮制方法和作用的理解，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完成

实验相关内容。另外，授课教师在备课阶段应主动搜集与该

学科相关的视频资料，或者自行制作视频资料。比如，授课教

师自行录制了养蜂人收集、提炼蜂蜜的过程，该视频不仅补充

了理论课蜜炙章节中关于炼蜜的相关内容，还可使学生更加

直观地了解蜂蜜的制备过程，加深对相关内容的记忆和理解。

1.2 理论联系实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学中理论联系实际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引导

学生把所学科学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以加深理解和牢固掌

握相关理论知识，并积极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去解决实际问

题，以提高工作技能和科学水平。授课教师在课堂讲授过程

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尽量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与课

本知识相结合。如，在讲授中药和炮制品贮藏保管时，可以先

让学生到零售药店去观察蛇类、昆虫类等药材的存放方式，再

结合学生了解的情况介绍“对抗同贮法”的相关内容；在讲授

“气调贮藏技术”时，也可先让学生到超市观察膨化类食品、果

蔬干等小食品的包装方式，在理论课讲授时对学生进行提问，

让其回答相关产品的包装方法，并说明原因。授课教师对学

生的答案进行归纳，并讲解将包装中氧气替换为惰性气体如

氮气或二氧化碳可以延长被包装物品保质期的原理，以及该

种方法运用到中药饮片的贮藏，可以提高中药饮片稳定性的

相关知识。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授课方式，学生对“对抗同贮

法”“气调贮藏技术”等知识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3 教学中引入科研成果，培养学生科研思维

近年来，国家对科技研发和创新的支持力度加大，相关中

药炮制研究报道日益增多，而教材更新的速度却不尽人意。

因此，授课教师在课堂讲授过程中要及时更新相关内容，如在

讲授各药“研究述要”内容时，可以选择几篇有代表性的现代

研究报道，与学生共同分析实验设计的合理性、实验方法的正

确性以及实验结果的可信性。这种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教学

方法，可帮助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相关药物在炮制方面的

现代研究概况，更重要的是初步培养了学生的科研思维，为设

计性实验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2 验证性实验与设计性实验并重的实验教学模式
实验教学是《中药炮制学》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途径，对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动手能

力和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等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7]。验证性实

验主要是按照教材基本操作步骤和要求来完成实验，使学生

掌握基本的炮制技能，重点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设计性实

验则是以炮制学科为主题，通过设计实验方案，利用多学科交

叉的方法研究炮制品的质量和炮制工艺，按教材实验内容的

操作和要求，运用多门学科的实验手段，综合验证炮制品质量

和炮制工艺[8]，由学生自行设计和完成实验，其主要是培养学

生的创新能力[9]。

2.1 课时安排

中药炮制实验课多为验证性实验，极大地束缚了学生创

新能力的培养。为了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自

2007年以来，我校对《中药炮制学》实验课程进行了教学改革，

在不增加课时的基础上，把验证性实验课时由 45学时缩减为

37学时，保留了《中药炮制学》教材中收录的绝大部分传统中

药炮制方法，如炒法、炙法、煅法、蒸、煮、水飞、制霜、干馏、煨

法和提净法等，删减了药材炮制前后测定其含量变化的实验，

将余下来的8学时用于设计性实验。

2.2 设计性实验的具体实施方法

我校针对中药学专业大三学生开设了设计性实验课程，

具体的操作流程如下。

2.2.1 分组选题阶段 第 1个教学周的理论课给学生介绍设

··1719



China Pharmacy 2016 Vol. 27 No. 12 中国药房 2016年第27卷第12期

计性实验的进行方式，如时间、分组安排，授课教师和学生在

设计性实验中的分工，对学生的考核方式等，并将每个班级分

为6～8个实验小组，每组6～8人。在此后的理论课教学中结

合教学内容不断给学生提出各种与炮制相关的问题，让其思

考。在理论教学中鼓励学生根据所学知识和自己的兴趣爱好

自行选择课题，查阅文献，自行设计实验方案，遇到问题时可

请相关授课教师给予指导和解答；在此过程中，授课教师只起

引导作用。

2.2.2 可行性分析阶段 由于学生自入学以来所接受的实验

教学一直以验证性实验为主，如果让其完全自主选题，会存在

以下问题，如：①设计的课题过于复杂，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

在实验经费上都无法满足；②设计的实验所需要的设备学校

无法满足；③实验方案欠妥等。故授课教师有必要对其所选

题目进行可行性分析。在第 10个教学周时，授课教师统一对

各个实验小组形成的实验方案进行可行性分析。对于不可行

的实验方案，帮助学生分析问题，再由学生继续查阅相关文

献，修改或者重新制订实验方案。授课教师对实验小组的实

验方案分析认为可行后，最终在第 12个教学周确定所有小组

的实验方案。

2.2.3 实施阶段 第13～15个教学周为学生自行完成设计性

实验时间，学生打破原来验证性实验的组别和实验时间的限

制，按照第1教学周的分组情况开展设计性实验。在实验进行

过程中，授课教师要求实验小组将实验的关键点或出现的异

常情况进行拍照，在实验结束后，各实验小组撰写总结报告，

并将照片和实验数据结合制作PPT，在最后一节理论课上由各

个小组选派代表进行实验汇报。若某个实验小组所需时间超

过8学时，其只要向授课教师以及实验室管理人员提出延时申

请，就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到实验室继续完成设计性实验。

2.2.4 考核阶段 我校一直都非常重视学生设计性实验的运

行，而且设计性实验成绩在整个实验教学中所占比重可达到

30％。通过设计性实验的运行，授课教师可以掌握学生对所

学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授课教

师根据各个小组设计性实验的选题、实验、汇报等各个环节中

每个学生的具体表现进行打分。

2.2.5 教学效果 通过近8年的教学改革，我校《中药炮制学》

实验教学已经形成验证性实验与设计性实验并重的实验教学

模式，同时也提升了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的教学效果，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提高了理论课的教学效果。由于学生

是带着问题进行学习，因此他们会从授课教师每堂课中去寻

找其感兴趣的知识点，然后进行思考和文献检索。②提高了

学生文献检索能力。学生课后会对感兴趣的课题进行文献检

索，并将检索后的内容进行汇总和整理，课余时间还会和授课

教师进行交流。③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在设计性实验

中，以学生为主、授课教师为辅，学生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就

需要及时和授课教师沟通，由授课教师引导找到解决思路后，

学生再自行查阅资料，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④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热情。设计性实验是学生根据自己

的兴趣爱好进行选题、设计和实施的，较验证性实验而言，学

生会更乐于倾注更多的时间完成自己的课题。

3 形成性评价的应用
形成性评价又称过程评价，是在活动过程中进行评价，将

评价结果作为下一活动进行的参考和依据[10]。我校学生成绩

的形成方式为平时成绩加上期末成绩。其中，平时成绩占总

成绩的 30％，期末成绩占总成绩的 70％。平时成绩主要由出

勤和实验成绩组成。自 2014年起，我校试采用形成性评价方

法对学生进行平时成绩打分，这更能真实反映出学生的学习

状况。具体方法如下：平时成绩由上课出勤（9％）、实验成绩

（9％）、课堂测验（6％）、课后作业（6％）、课堂发言（此为加分

项目，每发言 1次平时成绩加 1分，至将平时成绩加为满分

止）。形成性评价方法更加重视学生平时课堂表现、课后作业

完成情况和课后讨论情况，特别是课堂发言加分项目的设立，

增加了师生互动，鼓励了学生对专业问题的思考。

4 结语
《中药炮制学》课程在中医药教育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如何突破传统教学模式，丰富理论和实验教学内容，提

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是授课教师一直思考的问题。

笔者在该门课程的教学中采用教学软件、教学视频等现代化

教学方法和手段丰富了理论教学内容；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

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教学中引入科研成果，培养

学生科研思维能力；改变了实验课教学以传统验证性实验为

主的教学模式，增加设计性实验的学时和分值；改变传统的平

时成绩评价方法，采用形成性评价方法。通过上述一系列教

学方法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既学会了理论知识，又培养了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从而取得

了满意的教学效果。总之，《中药炮制学》教学应转变传统观

念，注重科研与教学相结合；提高设计性实验在实验教学中的

地位，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教

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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