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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学教学与传统文化教育
翟惠佐

（淄博职业学院，山东 淄博 255300）

摘要：中药学作为中华民族传统医学的瑰宝，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医学智慧。在中药学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教育

不仅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还能加深学生对中药学知识的理解与掌握。本文旨在探讨中药学教学与传统文化教育的

关系，分析传统文化教育在中药学教学中融入意义，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与对策，以期推动中药学教学与传统文化教育的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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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学，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都在

中华民族的健康事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现代医学技

术的不断发展，中药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在新

的时代背景下，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药学，成为了一个值得深入

探讨的课题。传统文化教育，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将中药学教

学与传统文化教育相结合，不仅能够深化学生对中药学知识的理

解与掌握，还能帮助学生更好地领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魅

力，提升他们的文化自信与认同感。

一、传统文化教育在中药学教学中融入的意义

（一）培养文化自信与传承意识

中药学，这一深深植根于中华大地上的学问，无疑是中国传

统文化中一颗璀璨的瑰宝。千百年的历史积淀和代代相传的独特

理论体系，使其成为了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药学不

仅仅是一门医学科学，更是一种深厚的文化传承。因此，在中药

学的教学过程中，融入传统文化教育显得至关重要。通过在中药

学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教育，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感受中

华文化的魅力。让学生在学习中药的过程中，不仅掌握专业知识，

更能够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这样，学生自然会培养出对

中华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此外，

传统文化教育能够激发学生对中药学的兴趣和热情。只有真正理

解和认同一种文化，才会对其产生深厚的感情，才会有动力去传

承和发展它。因此，通过传统文化教育，能够激发学生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让学生明白自己作为中药学传承者的重任，从而更加

努力地学习和研究中药学。

（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在中药学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教育，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

文化素养，更可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一方面，传统文化教育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中药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

需要学生具备扎实的医学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深厚的人

文素养。通过传统文化教育，可以让学生在学习中药学的过程

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

力。中药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需要学生具备很强的动

手能力和创新精神。通过传统文化教育，可以引导学生从传统

文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和实践能力。最后，传统文化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

和跨文化交流能力。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中药学已经逐渐

走向世界。通过传统文化教育，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欣

赏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共性，从而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和

合作。

（三）提升中药学的教学效果与品质

在中药学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教育，对于提升中药学的教学

效果与品质具有显著的作用。传统文化教育能够丰富中药学的教

学内容。中药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在教学过程中，往

往容易忽视对中药背后文化内涵的挖掘和传承。通过传统文化教

育，可以将中药学的教学内容与中华文化的精髓相结合，使教学

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更具深度和广度。传统文化教育能够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在中药学教学中，学生常常因为对中药学

文化的缺乏了解和认同，而对学习产生抵触情绪。通过传统文化

教育，可以引导学生从文化的角度去理解和感受中药学的魅力，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从而提高教学效果。传统文化教育

能够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中药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很

强的学科，需要学生具备扎实的医学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

深厚的人文素养。通过传统文化教育，可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和创新能力，使其更好地适应中药学研究和发展的需求，提升中

药学的品质和影响力。

二、传统文化教育在中药学教学中的融入

（一）突出中医药文化在中药学教学中的核心地位

在人类科学技术宝库中，中医药文化是我国特有精髓。在长

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医药文化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我国最早的医学典籍、传统医学

四大经典著作之一—《黄帝内经》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主张

应该将人放在自然界整体中去认识，提出对疾病的诊疗应该注重

疾病的变化情况，这是一种从注重整体观的先进思想。中医治疗

注重辨证施治，认为即便是同一种疾病在不同的地区以及个体身

上，所呈现出来的特点也不尽相同，应采用因地制宜的治疗方法。

另外，从中医的思维方法来看，其对疾病的观察都是遵循“司内

揣外，司外揣内”的原则，即透过现象看本质，而这种方法也是

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特点的充分体现。因此，中药学是根植于我国

厚重的传统文化思想，而形成的一种集医学、哲学、文化于一体

的唯物辩证的逻辑医学。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重将中药学形

成与发展的历史文化、其所蕴含的哲学思想融入其中，并反复强

调这些观点，从而在让学生掌握中医药知识的同时，提高用中医

药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逐渐形成中医的思维方式。

（二）深挖素材，推动史话典故在中药学教学中融入

在中药学教学实践中，教师可深入挖掘教材，推动名医与重

要、历史名人与中药等史话典故在教学中的融入，从而在丰富教

学内容，活跃学生思维的同时，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中药的功效。

例如，在讲解地黄的主要功效时，教师可引入唐代诗人和宋代文

学家苏东坡与中药地黄的故事。苏东坡到了晚年时，由于真阴不

足、虚火偏盛，经常觉得口渴心烦。偶然一天，他读了白居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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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五言诗“麦死春不雨，禾损秋旱霜。岁晏无口食，田中采地黄。

采之将何用？持之易糇粮。凌晨荷锄去，薄暮不盈筐。携来朱门家，

卖与白面郎。与君啖老马，可使照地光。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

肠。”受到诗句的启发，苏东坡便开始在自家宅院附近种植地黄。

使用一段时间后，苏东坡明显感觉自己的老年津亏症有所好转，

身体也更加轻快。在教学过程中引入此类生动的史话典故，不仅

能够为学生带来更加新颖的学习体验，还可让学生更加深刻地记

忆、掌握地黄的功效。类似的还有金银花、首乌、益母草、牛黄、

吴茱萸等中药的讲解，教师可借助多媒体课件、Flash 动画、绘画

艺术等多种形式，以故事的形式更加直观、生动地展示中药的功效，

从而有效解决长期以来中药学内容抽象、晦涩难懂、功效主治难

以记忆和理解的问题。

另外，引入古代名家与中药的典故案例也是推动传统文化教

育在中药学教学中融入的重要途径。以汪昂与《本草备要》的故

事为例，《本草备要》为清代新安医学名家汪昂所著，不仅选药

精当，且详实地记录了药物的使用方法，并突出体现了药物的重

点药效。汪昂在这本书中，发表了多个自身独特见解，如运用中

药车前子治疗欧阳修的暴泻；藕节项下在治疗顽固性失眠、抑郁

症等方面，有着较好的效果。这本书不仅能够作为中药学的课外

读物，同时也适用于对中药学有兴趣的学生研读。

（三）列举名医事例，激励学生积极进取

中药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

传承。在教学过程中，单纯地传授理论知识往往显得枯燥乏味，

难以引起学生的共鸣。然而，通过引入历代名医的生动事例，不

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培养他们的医德医风，为中药

学事业的传承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以李时珍为例，他跋山涉水、历尽艰辛，用毕生的精力编纂

了《本草纲目》。这部巨著不仅汇集了千余种药物的信息，还详

细记录了各种药物的性味、功效与用法。李时珍追求真理、不畏

艰难的科研精神，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通过讲述李时珍的故事，

我们可以激励学生勇于探索未知领域，不断追求科学真理，为中

药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华佗则是另一位杰出的医学家，他

发明了麻沸散，为外科手术提供了有效的麻醉剂，极大地减轻了

病人的痛苦。此外，华佗还创立了五禽戏，这套养生健身的方法

至今仍然受到广泛推崇。华佗勇于创新、造福苍生的医学情怀，

展现了一位医者的崇高品德。通过介绍华佗的事迹，我们可以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观，鼓励他们将个人的才华与智

慧投入到医学事业中，为人类的健康福祉贡献力量。

除了李时珍和华佗，中药学史上还有许多其他名医的故事值

得我们去挖掘和传承。这些名医们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医德高尚，

他们的生平事迹对于培养学生的医德医风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总之，在中药学教学中，通过列举历代名医的事例，可以将抽象

的理论知识与生动的人物形象相结合，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

仅能够掌握专业知识，还能受到心灵的洗礼。这些名医的故事将

成为学生成长道路上的指路明灯，激励他们为中药学事业贡献自

己的力量，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医学智慧。

（四）利用中药标本馆，融入传统文化

中药标本馆是中药学教学的重要资源，也是融入传统文化的

重要场所。标本馆不仅收藏了丰富的中药材实物，还蕴含了深厚

的中医药文化底蕴。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充分利用中药标本馆

的资源，让学生亲身感受中药材的形态、质地和气味，从而加深

对中药学知识的理解与记忆。在参观标本馆的过程中，教师可以

结合中药材的特点，向学生介绍中药材的采集、炮制、配伍等传

统制药工艺，让学生亲身感受中医药的独特魅力。同时，教师还

可以结合中药材的产地、药用历史等文化背景，为学生讲述中药

材背后的故事，如道地药材的形成、名方名药的传奇等，让学生

在欣赏中药材的同时，也能深入了解中医药文化的内涵。此外，

中药标本馆还可以作为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平台。教师可以

组织学生在标本馆开展主题性的学习活动，如中药材辨识大赛、

中医药文化知识竞赛等，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中医药

知识，感受中医药文化的魅力。同时，标本馆还可以作为中医药

文化传播的窗口，向社会公众展示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提高

公众对中医药的认同感和信任度。

（五）点面结合，多种手段并用

在中药学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需要点面结合，运用多种教

学手段。所谓“点”，就是要抓住中药学中的关键知识点，如中

药的性味、功效、配伍等，深入挖掘其中的传统文化内涵。例如，

在讲解中药的性味时，可以结合五行学说、脏腑理论等中医基础

理论，让学生理解中药性味与人体生理、病理的密切关系。同时，

还可以通过举例说明中药配伍的原则和方法，让学生感受到中医

药文化的博大精深。所谓“面”，就是要从宏观的角度把握中药

学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开设专题讲

座、举办学术研讨会等方式，系统地介绍中医药文化的历史渊源、

发展脉络和未来趋势。此外，还可以利用多媒体课件、网络资源

等现代教学手段，为学生呈现丰富多样的中医药文化内容，让他

们在视觉、听觉等多方面感受到中医药文化的魅力。同时，教师

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可以通过实验教学、

临床实习等方式，让学生亲身感受中药学的实践魅力，提高他们

的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还可以通过开展科研活动、

鼓励学生参与课题研究等方式，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科研能力，

为中药学事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三、结语

在中药学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

要教师不断探索和实践，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将传统文化

与中药学知识有机结合起来，让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也

能感受到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这样不仅有利于提

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竞争力，还有助于推动中药学事业的传承与

发展，为人类的健康福祉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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