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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ese pharmaceutical business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complex 
talents are cultivated to develop new dosage forms of Chinese medicine, solve key technologies and quality issues in production practice 
and adapt to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Teaching philosophy of pharmaceutics of Chinese medicinal 
herbs should be formed in a way of "student-centered, teacher-led, and textbook-centered". Thus, the students not only can master the 
basic theory and knowledge, but make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which would develop the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and improve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In this paper, a diversified teaching model was explored in teaching practice of 
pharmaceutics of Chinese medicinal he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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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培养能够进行中药新剂型研究、解决生产实践中的关键技术和质量问题、适应现代中国制药行业发展的复合型人

才是课堂教学的目标，对中药药剂学课程教学应形成“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教材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使学生

不仅掌握其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而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创新能力。本文对多元化模式教

学法在中药药剂学课程教学的实践应用进行了探索。 

【关键词】中药药剂学；理论教学；多元化模式教学法  

 

中药药剂学是一门综合应用性学科，是中药学相关专业的主要专业课程。中药药剂学课程教学的目的

是使学生掌握中药常规剂型的概念、特点、制备工艺和质量要求等知识点，熟悉现代药剂学的相关理论，

了解国内外药剂学发展趋势等内容。为此，教师采用的课堂教学模式将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及学生“三基”

知识（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掌握的程度，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是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在中

药药剂学课堂教学中，如何贯穿 “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教材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使学生由

被动地位转变为主动积极地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值得进一步探索，本文就中药药剂学理论教学中采用

多元化模式教学法进行了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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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药药剂学课程教学的特点 
中药药剂学的含义是指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药制剂的配制理论、生产工

艺、质量控制及临床合理应用的一门综合性应用学科[1]。由此可见中药药剂学是一门综合应用性较强的学

科，其内容涉及到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等方面知识，教学课程内容相对较繁杂、重点难以

掌握。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在有限的课堂教学学时中，最大化的将教学大纲要求的知识点传播给学生，使

学生既能掌握学习内容又能激发学习兴趣，起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作用是课程教学的关键所在。 

中药药剂学课程教学内容一般分为四大模块：基本理论知识、共性操作技术、各类常规剂型和新剂型

与新技术，与其它药学课程相比，它的一个难点在于对已学课程的综合应用。为此，对于不同模块、不同

剂型章节的内容应科学选择相应的教学模式，以便于学生透彻理解。在教学中，应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即多

元化模式教学法以适应不同剂型、不同模块的教学需要。 

2 多元化模式教学法在中药药剂学课堂教学中的实践探索 
教学过程就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互动的过程。通常教师讲一节课并不难，但讲好一节课却不容易。

教学的目的不仅使学生掌握好学科知识，而且要让学生有所思考、有所启发。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怎样充分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的思维动起来，改革教学模式势在必行。 

2.1 采用多元化模式教学法，提高中药药剂学的课堂教学效果 针对中药药剂学课程教学的特点，为保证课

程的教学效果，在理论课教学中应根据不同章节、不同模块内容综合采用讲授式、提问式、启发式、互动

式、问题式、流程式、案例式、自学式等多元化模式教学法应用于中药药剂学教学实践中获得较好的教学

效果。 

2.1.1 讲授式教学法 对于基本理论知识内容如制剂配制理论应与普通制剂的制备紧密结合，主要通过教师

的讲授，将理论与制剂技术相结合便于学生透彻理解，但应注重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新剂型在本学

科中的应用，既有深度，又有广度。 

2.1.2 提问式、启发式、互动式教学法 对于应用已学过的基础知识在本课程某些章节内容的应用时，可通

过提问诱导学生思维，并采用联想式启发、对比启发等方法进行与学生互动讨论的教学。如应用药理学基

础知识讲述剂型发展的设计思路，使学生利用所学知识明确各种不同给药途径的剂型特点及发展趋势。 

2.1.3 问题式教学法（PBL） 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教学法即“基于问题式学习”， 该方法强调以学

生的主动学习为主，提倡以问题为基础的讨论式教学和启发式教学，目的在于减少死记硬背，提高学生主

动学习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采用 PBL 教学法应用于研究生中药药剂学专论课程的教学，获得了较好

教学效果。如中药固体制剂的设计，对中药材原料前处理的共性处理技术常见问题进行讨论，如何根据不

同的固体制剂探讨中药材提取、纯化、浓缩与干燥处理的方法及要求。由于研究生已具备一定的基础知识，

但缺乏广度和深度，并且具有好奇心和求知欲，但缺乏自学、批判性思维等方面的能力，仅靠教师讲授的

教学方法，不能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若以问题为基础的讨论式教学法和启发式教学法，学生的学习气氛

浓厚，课堂讨论活跃，达到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让学生的思维动起来的目的。在实践教学中教学

效果良好。 

2.1.4 流程式教学法[2] 对于常规剂型的讲述可采用流程式教学，一般教学思路为：定义—剂型特点—制备工

艺—制备方法—制备关键技术—质量评价等，理顺学生在学习剂型时的思路和学习方法。 

2.1.5 案例式教学法 对于重要剂型的讲述如中药注射剂，可以引用案例进行教学，引起学生的高度重视。

如将鱼腥草注射液的实例导入，让学生体会到中药注射剂在热原控制、保证无菌等环节工艺的重要性，并

使学生体会到理论知识在中药生产实践中的应用价值，激发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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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自学式及专题讲座式教学法 为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教师在课堂指定内容，提出要求，如中药缓、控

释制剂的研究现状分析，让学生通过查阅文献，完成综述论文，教师再组织讨论课，使学生充分发表看法，

展示学习收获。达到有效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目的。专题讲座式教学法是指教师

通过教学与科研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把科研中得到的新体会、新进展充实到理论教学中，且以专题讲座

形式使学生了解前沿进展，激发学生对科学的进取精神，开阔学生的视野。 

3 充分利用现代化手段，丰富教学内容，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 
中药药剂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在有限的教学学时条件下，可通过利用现代化手段，利用信息

技术改进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创建数字信息资源库，丰富教学内容，达到实现教学资源共享和以教师为

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教学可增加教学的直观性、生动性和形象化，改变以

往教学偏重理论，缺少直观、生动、形象的教学弊端[3]，如在讲授压片机的构造与压片原理时，通过放映

Flash 动画，使学生在理解知识的同时，增强感性认识，便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现代化信息技术的

应用是中药药剂学教学发展的方向。 

4 引入“待研药物”进行剂型设计，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在教学方法的探索中，承担教学课程的教师可引入“待研药物”， 如给出某味中药，设计该中药的某

种中药制剂，学生通过教师理论课上的讲授，学习新药研发的基本思路，并用业余时间通过文献查阅，自

行对“待研药物”进行给药途径、剂型、处方、制备工艺等方面进行设计，而后写出自己的设计方案，组

织学生之间相互讨论、辩论，教师进行点评，从而达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

力的目的，使学生掌握培养目标所要求的知识，起到“学以致用”，形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特色。 

综上所述，为适应我国药学事业和中药现代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中药药剂学课程教学应注重培养

学生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应改变以往理论与实践脱节弊端。因此，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

更新教育理念，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思路，应注重基础学科的内容在教学中与中药药剂学相关的边缘学科

的渗透，注重培养学生掌握中药药剂学的知识并能运用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的能力，教师应采用多元化

模式教学法，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增大教学信息量，提高中药药剂学的教学质量，达到既能使学生掌握

中药药剂学的“三基”知识，又能培养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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