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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药汤剂是《中药药剂学》课程第七章浸出制剂的第一节内容，也是涉及具

体剂型中的第一个剂型，在本课程教学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此外，汤剂在

我国的沿用与文明记载基本一致，商汤时期的《汤液经》和战国时期的《黄帝内

经》均对汤剂做了重要的记载，在新冠疫情期间汤剂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

本案例立足于汤剂的制备、附加剂、发展沿革等教学内容，突出中医药的传承与

创新，启发学子加深中医药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感悟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积

极承担专业使命，培养崇高的药学职业道德和“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人文关

怀精神。 

一、课程基本信息 

《中药药剂学》是中药学专业必修的主干核心课程，也是中药学专业毕业生

获得从业资格——执业中药师资格证考试的必考课程之一。该课程为理论教学与

实验教学按照约 1:0.8 的比例设置的综合课程，面向高年级中药学本科生及专升

本学生开设。在现行人才培养方案中，普通本科为 144 学时（其中理论教学 80

学时，实验教学 64 学时），7 学分，专升本为 80 学时（其中理论教学 48 学时，

实验学时 32 学时），4.5 学分。 

二、课程教学整体设计思路 

结合《中药药剂学》课程特点、教学目标和思政教育要求，筛选与汤剂知识点紧

密结合的思政元素及案例（见表 1），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模式，形成了“二元三阶多

环节”的教学模式（见图 1），设计了课程导入（教师）、汇报讨论（学生）、知识讲

解（教师）、自主学习设计（学生）、教学反思与反馈（教师），引导学生运用传统中



医药和现代科技的双思维阐述中医药的历史与发展，增强中医药人的专业自信与文

化自信，提出“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中医药发展要求。通过对中医药在 2020-2022

年的新冠疫情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分类总结，提高学生对中医药的认识，增加中药

学专业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专业使命感。 

表 1 汤剂课程思政元素及实现目标 

思政元素 融入节点 融入方式 实现目标 

亲尝汤药 课程导入 案例教学 

从汉文帝刘恒对母亲的孝道映射学生现在与

家人的相处之道，激发情感共鸣，引导学生“百

善孝为先”的感恩情怀 

工匠精神 汤剂的制备 讲授教学 

从汤剂煎煮条件（器具、用水量、火候、时间、

次数）和特殊中药的处理（先煎、后下、包煎、

另煎、烊化、冲服），引导学生树立“炮制虽繁

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大

国工匠精神。 

清肺排毒汤 汤剂组方 讨论教学 

清肺排毒汤是由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

4 个经方演化而来，其面对未知病原，以中医

药的独特理论辨证论治，发挥整体调节、治未

病的作用，提高学生对传统中医药文化的认

知，提升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配方颗粒 
汤剂的研究

与改进 
案例教学 

以配方颗粒的研发为例，突出汤剂在使用中存

在的问题和改进过程，提出在传承和守正的基

础上坚持创新和发展的理念，突出顶层设计理

念在药剂学中的运用。 

 

 

图 1 二元三阶多环节教学模式 

 



三、案例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掌握汤剂的特点、制备方法、用药指导，熟悉汤剂的含义、质量要求

与检查项目，了解常见中药汤剂。 

能力目标  能够根据制备工艺流程制备合格的汤剂并进行初步的质量判断，学

会运用汤剂的药剂学知识解决其在临床应用中的药学服务问题，在处方分析过程中

培养分析研讨能力与表达能力。 

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中医药思维，激发学生对汤剂、中药药剂学、中医药文化的

认识，感悟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强调汤剂制备过程的注意事项和特殊处理，提

升药品生产的质量与责任意识；在指导公众合理用药过程中培养崇高的药学职业道

德和人文关怀素养。 

四、案例教学实施过程 

1. 案例导入-提出问题 

通过二十四孝之亲尝汤药的典故讲解，引出中药传统剂型之一—汤剂。引导学生

思考：什么是汤剂？具有哪些特点？又是如何制备的呢？ 

【思政目标】讲好故事，从刘恒对母亲的孝道映射学生现在与家人的相处之道，

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引导学生树立感恩、以孝为先的社会基本道德规范。 

2. 组织研讨-小组探究 

对知识点进行拆分，简单易懂的内容要求自学，教师课上简单总结，相对有深度

的知识点布置为课前小组学习任务，按照平时合作学习的分组，以小组为单位研讨

“汤剂的特点”、“汤剂的制备方法”、“汤剂的质量要求及检查项目”等内容，查询资

料并制作 PPT，课上每组选择一位同学进行汇报讲解，老师根据学生汇报内容提出适

宜数量的问题进行讨论交流。学生们根据 PPT 制作情况、汇报表现情况、小组讨论

情况进行小组互评。 

【课程目标】小组合作完成任务，互评打分激发起学生的竞争意识，在汇报讨论

过程中引导学生树立真学实干强本领的正确认识。 

3. 教师讲评-理论升华 

教师对小组汇报效果、交流情况、讨论结果进行点评，给每个小组进行打分，并

分别就煎器的选择、煎煮方法、特殊煎药方法等重要知识点进行强调讲授。 



启发提问：传统上多用砂锅、陶器进行汤剂煎煮，汤剂煎煮的三个重要因素是加

水量、火候、煎煮时间与次数，那最佳的煎煮方法是什么呢？ 

教师归纳：煎煮最佳条件的控制是以既有利于有效成分从饮片中溶出，又能防止

有效成分损失与分解，而且操作方便、汤液体积适中、便于服用为原则。 

【课程目标】强调制剂生产过程中规范操作和严控质量的意义，树立药品生产的

质量和责任意识；引导学生树立“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的大国工匠精神。 

4. 汤剂应用-思政点睛 

中医药的发展史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抗击瘟疫的战争史，形成多种辨治体

系，创制了大量经典名方。2020 年新冠疫情治疗所使用的的清肺排毒汤，也正是由

麻杏石甘汤、小柴胡汤、五苓散、射干麻黄汤 4 个经方演化而来。面对陌生病原，中

医药都能凭借独特的理论体系，辨证论治，战胜病魔。 

启发提问：那作为中药学专业学生，我们应该怎么做，承担哪些专业使命呢？ 

【课程目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研习中医药经典，深入挖掘中医药传统文化

精华，创新发展中医药特色，做到自信自尊自觉自强，担负起新时代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的历史使命。 

5. 知识拓展-融入科学前沿 

中药配方颗粒是以符合炮制规范的传统中药饮片作为原料，经现代制药技术提

取、浓缩、分离、干燥、制粒、包装精制而成的纯中药产品。它保证了原中药饮片的

全部特征，能够满足医师进行辨证论治，随症加减，药性强、药效高，同时又具有不

需要煎煮、直接冲服、服用量少、作用迅速、疗效确切、安全卫生、携带保存方便、

易于调制和适合工业化生产等许多优点。 

启发提问：汤剂在制备和使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有哪些？应当如何改进？配方

颗粒在制备过程中尤其是提取过程中可采用哪些方法进行提取？是应该纳入饮片还

是成药管理？ 

【课程目标】提出在传承和守正的基础上坚持创新和发展的理念，突出顶层设计

理念在药剂学中的运用。 

6. 自主学习设计-巩固提升 

观看《中华本草》中反映传统中药制剂的视频，撰写一篇不少于 2000 字的观后

感。 

【课程目标】引导学生养成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习惯。 



五、教学效果及反思 

1. 意义和价值 

本案例将教材中较为简略的内容进行拓展，并引入中医药在抗疫中的应用、研究

成果等内容，设计层次分明，条理清晰，既有生动鲜活的案例、数据，又有严谨的理

论阐述，既有对传统中药制剂的继承，又有运用现代科技对中药制剂的创新，在有效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探究欲望的基础上，达到对学生理论思维的训练，使学生在专业

学习过程中树立正确的认知，基本实现了教学的三大目标。 

2. 特色和不足 

本次教学活动中，首先安排了学生的课前预习环节，以小组为单位对简单的可被

理解的教学内容进行了自学，课中由二十四孝之亲尝汤药案例启发思考导入教学内

容，让学生带着问题进行学习，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研讨，形成对汤剂的初步认

识，在此基础上，通过教师讲授的方式进一步引申出需要从理论上澄清的错误观点，

最后通过启发方式引导学生对比传统中药汤剂与现代配方颗粒各自特点。在教学过

程中学生的知识得以拓展，认识得以深化，也潜移默化地起到课程思政的作用。以二

元三阶多环节的教学模式，提升了学生对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理解和认

识。 

本案例教学在实际操作中也发现了一些不足： 

①对于专业教学与课程思政有机融合的思路、方式和教学组织等方面思考仍然

不够系统； 

②案例教学的整体内容设计仍然存在优化整合的空间； 

③学生的主体性作用仍然发挥的不够充分，每组选择一人汇报，可能出现组内研

讨表现不均衡的现象； 

④课程的教学效果评价比较单一，主要还是考核了知识掌握评价和形成性评

价，对于情感体验和认知态度等未开展评价，也没有引入第三方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