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综述性文章
������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2卷·第 08 期·2019 年 12月
�2,��KWWSV���GRL�RUJ����������M[IIF[�VM�Y�L������

7DONLQJ�DERXW�WKH�,QQRYDWLYH��SSOLFDWLRQ�RI�,QIRUPDWLRQ�7HFK�
QRORJ��LQ�WKH�7HDFKLQJ�RI��3KDUPDF���LQ�+LJKHU�9RFDWLRQDO�
&ROOHJHV�

+XL�KL��KHQJ�� �LDQJKXD��L���

���+XQDQ�)RRG�DQG��UXJ�9RFDWLRQDO�&ROOHJH��&KDQJVKD��+XQDQ����������&KLQD
���+XQDQ�0HGLFDO�7HFKQLFDO�6FKRRO��&KDQJVKD��+XDQQD����������&KLQD�

�EVWUDFW
,Q�WKH�WKHRU��RI�WUDGLWLRQDO�&KLQHVH�PHGLFLQH���3KDUPDF�´�LV�D�YHU��LPSRUWDQW�FRQWHQW��7KH�FRXUVH�RI��3KDUPDF�´�LQ�KLJKHU�YRFDWLRQDO�
FROOHJHV�LV�WR�SUHSDUH�VWXGHQWV�IRU�WKH�DSSOLFDWLRQ�RI�WKH�WKHRU��RI�WUDGLWLRQDO�&KLQHVH�PHGLFLQH�LQ�WKH�IXWXUH��,Q�WKH�LQIRUPDWLRQ�DJH��LW�LV�
QHFHVVDU��WR�EUHDN�WKH�WUDGLWLRQDO�WHDFKLQJ�PRGH�LQ�FODVVURRP�WHDFKLQJ��XVH�LQIRUPDWLRQ�WHFKQRORJ��UHDVRQDEO���DQG�DYRLG�EHLQJ�OLPLWHG�
E��WLPH�DQG�VSDFH�LQ�WHDFKLQJ��6WXGHQWV�GR�QRW�QHHG�WR�EH�FRQVWUDLQHG�E��WKH�FODVVURRP�LQ�WKHLU�VWXGLHV��(YHQ�LI�WKH��DUH�QRW�LQ�WKH�FODVV�
URRP��WKH��FDQ�OHDUQ�E��ORJJLQJ�LQ�WR�WKH�RQOLQH�SODWIRUP�DV�ORQJ�DV�WKH��DUH�RQOLQH��7KH�TXDOLW��RI�WKH�VWXGHQWV��OHDUQLQJ�LV�JXDUDQWHHG�
and�the�teaching�ef�ciency�of�teachers�will�be�improved.�This�paper�focuses�on�the�innovative�application�of�information�technology�in�
WKH�WHDFKLQJ�RI��3KDUPDF�´�LQ�KLJKHU�YRFDWLRQDO�FROOHJHV��

�H�ZRUGV
LQIRUPDWLRQ�WHFKQRORJ���KLJKHU�YRFDWLRQDO�FROOHJHV��WHDFKLQJ�RI��3KDUPDF�´��LQQRYDWLYH�DSSOLFDWLRQ�

浅谈信息技术在高职《中药学》课程教学中的创新应用�
郑慧芝 1�黎向华 2�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中国·湖南�长沙�������
�.�湖南省医药技工学校，中国·湖南�长沙��������

摘�要

在中医学理论中，《中药学》是非常重要的内容。高等职业院校开设《中药学》课程，就是为学生将来的中医学理论应用做
好准备。处于信息时代，就要在课堂教学中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将信息技术合理运用，避免在教学中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学生在学习中不需要受到课堂的局限，即便是不在课堂，只要上网，登陆到网络平台上就可以学习，学生的学习质量有所保证，
教师的教学效率也会有所提高。论文着重研究信息技术在高职《中药学》课程教学中的创新应用方面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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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教师使用《中药学》课程教学有助于提高教学效率，而

且中药学专业知识内容直观形象地呈现出来，学生可以运用

感性思维对知识深入理解。如果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会存

在诸多的弊端，原本抽象的中药学知识更加让学生感到枯燥、

呆板。通过在课堂教学中合理应用信息技术，使得整个的课

堂氛围更加生动，符合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活泼的个性，还能

够将学生对中药学知识的学习兴趣激发起来，获得素质教育

的效果。

2�《中药学》课程所具备的特点

《中药学》是中医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作为一门理

论性很强的学科，在对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进行教学过程中，

更要强调实践性，应用信息技术使得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其

实，中药并不仅仅是指临床应用的药物，其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具体来说，主要有三个内容：一是关于中药学的图谱，主要

描述药用植物的自然形态和中药的特性；二是图经，是对图

谱的具体说明，并解释图谱中的一些具体内容；三是本草，

主要介绍药物的作用和作用机理，重点介绍药物的临床应用

情况以及有关的药理研究。这些内容在教材中理论性是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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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采用信息技术展开教学，更加符合学生的形象思维思考

问题，使得理论知识更加直观，有利于学生的学习，教师的

教学也能获得良好的效果 [�]。

3� 信息技术在高职中药学课程教学中的创新

策略

3.1�备课环节教师要将信息技术切入到《中药学》课

程中

《中药学》课程的教师在对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进行中

药学教育之前，应做好备课工作，参透《中药学》课程教学

内容，发挥教材的指导作用，深入了解每个学生的个性特征，

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在中药学知识的备课过程中，

教师要做好课堂调查，收集反馈信息，从学生的角度调整教

学计划，同时应充分考虑课堂教学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从目

前的中医药教学研究情况来看，在课件的制作上还存在一些

困难。一些专业教师对课件的使用并不是很熟练，但是这项

工作需要教师自己完成，就会给教学增加负担，所以课件制

作质量还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有的老师简单地把有关的

药名和图片放在黑板上展示出来，或者使用幻灯片播放，学

生很难辨别。即便使用多媒体技术播放，屏幕也就发挥着工

具的作用，变成了黑板的副本。甚至有些插图过于单调，不

是很生动，很难将学生的兴趣激发起来。有的教学课件内容

比较丰富，但是由于画面感非常强，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忽

视了中药学教学内容，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信息技术的操作

上，导致教学效果不好。有的教师所制作的教学课件画面非

常复杂，并且使用了大量的动画和声音，导致学生分散注意力，

对非教学信息领域更为注重，不利于知识的学习，对已教学

中的重点知识和难点知识很难有效掌握。这样的媒体教学，

并没有真正意义地发挥多媒体的作用，所以不能获得预期的

教学效果。过多的信息也容易让学生感到视觉疲劳，甚至产

生厌倦感，学生只是被动地听和看，即便是有实践操作，也

是机械地按照教师的意思完成。此外，一些教师在多媒体教

学的时候，就是坐在手术台前，没有与学生进行交流，没有

互动的课程教学，必然无法让学生轻松，教学气氛沉闷，不

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信息技术的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出来。

对中药学知识缺乏兴趣的学生，《中药学》课程教育应该用

来激发他们对中药学知识的兴趣 [�]。有些学生在实践操作中总

是重复教师的操作行为，但他们无法更深入地掌握细节内容。

中药学教师应用多媒体技术对学生的指导。中药学教师应能

预见各种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使其在课堂上控制这些问题，

使《中药学》课程教育发挥更好的作用。

3.2�中药学教师要树立中药学课程教育的观念

《中药学》课程教育在高等职业院校中药学知识教学中

的应用，不仅有对学生的表扬，而且还要对学生进行必要的

批评 [�]。重要的是让学生接受并充分理解中药学知识。教师

可以开设讨论会，与其他的同课程教师针对提高学生学习能

力方面的问题进行交流，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树立《中

药学》课程教育的理念，掌握更多的理论知识，有效地应用

于教学中，引导学生掌握科学有效的中药学知识学习方法，

还要结合中国传统中医文化。中药学教师应加强对《中药学》

课程教育的认识，从中药学知识的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

研究，特别要重视信息技术的应用，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

避免对学生学习产生负面影响 [�]。例如，教师想要改善学生

的知识结构，他们应该定期参加《中药学》课程教育技术的

培训，与同行一起探索《中药学》课程教育的应用，学习前

沿理论知识，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目前，采用信

息技术教学已经成为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中的重要研究内容。

一些中医药院校也开始启动这种教学方案，获得了明显的效

果。应用信息技术制作课件进行《中药学》教学，这已经成

为重要的趋势。

3.3�采用《中药学》课程教育方法创新中药学知识教

学形式

《中药学》课程教育作为一种系统的教育方法，在高等

职业院校中药学知识教学中得到应用，使高等职业院校中药

学知识教学系统化。为了取得良好的成绩，中药学教师需要

探索科学的理论，提高教学技能。教师应不断创新教育形式，

根据学生的需要调整教学方法，充分发挥中药学课程教育的

作用。

采用信息技术进行《中药学》教学，使一些抽象的概念

直观地呈现出来，使复杂的专业语言成为形象而容易记忆，

使《中药学》的内容有趣、多样，而且让学生感觉到这门学

科的实用性。《中药学》知识不再是教师用语言表述的方式

传递给学生，也不单单用黑板写字或者绘画的方式强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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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图像、文字、声音、图像”有机结合的立体多媒体

教学模式，充分调动了学生的视听感官，使得抽象的知识变

得直观。采用信息技术传递知识，有利于《中药学》教学内

容的全面呈现，教学内容对学生更加有吸引力。这样才能提

高学生的学习质量，教学效率有所提高，而且知识不局限于

教材，而是不断拓宽教学内容，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通过互动调动学生课堂知识讨论意识，激发学生对这门学科

的学习兴趣。

《中药学》课程教育的具体应用是中药学教师运用鼓励

的方法对学生进行心理暗示，用鼓励性语言引导学生，激发

学生学习中药学知识的意识，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中

药学知识。随着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增强，中药学知识教学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高等职业院校中药学知识与其他学科不同，

教学内容理论性很强，教学中却要强调实际操作性，所以，

教师在教学中要注重对学生进行技术操作性指导。在高等职

业院校学生教育中，中药学教师要与学生建立良好的沟通，

充分发挥《中药学》课程教育的作用，使高等职业院校生具

有积极的中药学知识意识。

例如，在学生中药学知识教学中，有的学生对中药学知

识缺乏积极意识，甚至感到无聊，教师可以使用智能手机将

学生中药学知识课上的积极表现录下来，对学生播放，让被

拍下来的学生充满自信，对表现消极的学生也可以起到促动

作用的，像积极学习的学生效仿。采用这种方式也可以引导

学生互动学习，浓厚的班级学习氛围形成，学生们的竞争意

识增强。中药学教师在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可以引导学生

对中药学知识产生兴趣，激发他们对中药学知识的学习不仅

具有积极意识，而且还能掌握良好的学习方法。有些学生对

中药学知识持有心理排斥感，不愿意参加中药学知识活动，

即便是参加活动，也缺乏主动性。中药学教师可以利用这种

方式对学生展开《中药学》课程教育，鼓励学生克服困难，

让学生认识到中药学的价值所在以及学好这门学科对自己未

来职业发展的重要性，让学生对参加中药学知识活动充满信

心。中药学教师在教学中应使用鼓励性较强的语言，如“操

作很好到位，但需要不断深入研究，追求完美”、“你有很

好的领悟力，非常有牵制，真的出人意料”等。通过表扬的

语言，学生有信心参加中药学知识活动，使学生全心全意投

入中药学知识的学习和研究中，以提高学习质量。

4�结语

通过上面的研究可以明确，教师在教学中，要根据不同

的《中药学》教学内容和学生的特点展开教学，采用的创新

教学策略要合理。将传统教学改变，激发学生主动参与到多

媒体教学活动中，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做到理论与实践

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将中医药课程的特点突出，建立中医

药课件质量评价标准，严格按照标准展开教学，使多媒体技

术切实发挥作用，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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