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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工匠精神的中药炮制学课程教学探索

●龚晓猛　张银素　张新杰∗

　　

[摘要]中药炮制学是中医药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它既蕴含着我国数千年来的养生之道,同时也是连接

古代智慧与现代科学技术的一座桥梁.然而,在现代智能化浪潮中,如何传承和发扬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

使之成为当今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摆在教育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把

“工匠精神”融入到中药炮制学教学过程中,既是对中医药技术的一种尊重,也是对未来中医药人才培养和中

医药事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有益尝试.

[关键词]工匠精神;中药炮制学;课程教学;措施分析

近
年来，“工匠精神”内涵是对劳动的极致追求、对技

艺的精益求精、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工匠精

神”用在药物的制作上，就是要精确地控制好药材处理的每

个步骤，从原料到制作，都要做到最好，这也是一种对药物

功效和安全性的保障。 在中医饮片的生产过程中引入“工

匠精神”，既是对传统工艺的尊重，也是对现代教育的一次

创新。 但是，随着现代教育的创新，以及学生学习方式的

改变，如何在保持传统中医学文化精华的前提下，进行中药

炮制学教学方式与理念的创新，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

问题。

中药炮制学的重要性及其在中医药学中的地位

中药炮制学是中医药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不

可忽视。 其不仅是中药材向中药饮片转化的核心过程，同

时也是保证中药药效和安全的重要环节。 在实践应用中，

中药炮制学通过炒、炙、蒸、煮等方法，使药物的药性、归

经和毒性作用发生变化，以满足不同病症的各种需要。 比

如，生石膏具有清热泻火的功效，而煅石膏在煅烧之后，主

要是起到收敛生肌的作用，可以用来治疗疮疡和湿疹。 中

药药性随症而变，是中医“辨证施治”思想的集中表现。

在中医药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中药炮制工艺和临床应用

密切相关，促进了中医药的发展和创新。 张仲景、李时珍

等历代名医，在其书中都有详尽的记录，为后人留下了一笔

珍贵的遗产。 同时，中药炮制在传承和发扬传统中药文化

方面也担负着重要的责任。 这既是一种技术的传承，也是

一种文化观念的传承。 通过师徒传承和学校教育等方式，

将这项技术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认识和认可中医的独特魅

力。 而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中药炮制以其高超的技术和

精深的学术水平，已成为我国对外展示传统文化的有力途

径，同时也增强了国际社会对中医药的认知和接受程度。

工匠精神在中药炮制学中的核心意义

“工匠精神”在中药炮制学教学的重要意义，不仅体现

在对古老技术的尊重和传承方面，更在于对学生职业素养和

专业技能的深刻影响。 在传统中医药研究中，中药炮制是

联系理论和临床实践的重要纽带，其精髓在于“炮制虽繁必

不敢省人工，品味虽多必不敢减物力”。 在课程教学实际过

程中，将“工匠精神”贯穿于每个细节之中，从选材的严

谨，到炮制方法的精确把控，再到最终产品品质的把控，每

个步骤都带着对疗效负责、对病人负责的责任感。 比如，

在教授“炒药”的过程中，教师不但会对各种药物的最佳炒

制温度、时间和手法进行细致的说明，还会强调观察火候、

调整力度等细节操作，让学生明白什么叫“过犹不及”的道

理，即使是最简单的翻炒动作，也需要经过无数次的练习达

到均匀一致的效果。 这种对技术的精益求精，恰恰是中医

炮制过程中“工匠精神”的鲜明表现，激励着学生发自心底

地尊重自己的专业，认识到每个微小的差异都会影响到最后

的疗效。 其次，不断地探求和创造新的知识，也是工匠精

神的表现。 在信息技术背景下，尽管很多中药加工技术已

经有了一定的标准化、规范化，但教师仍希望学生能够与先

进技术相融合，比如通过智能化的温度控制来进行加工，或

者通过大数据处理来提高质量预报的准确度。 立足于传

统，求新，既充实了中药学科学研究的内容，又为今后从事

中医药研究和临床工作的学生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视野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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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

基于工匠精神的中药炮制学课程教学措施

(一)以工匠精神为切入点，传播传统文化

在秉承工匠精神的中药炮制学课程中，其教学手段已不

再局限于单纯的讲授，而是将其精华融入到现代科学技术之

中。 在现代教育体系中，把“工匠精神”引入到中医炮制

课程中，既要传承其技术，又要深入地阐释和弘扬民族文化

的精华。 该教学方式的目的是通过对教学内容的细化和实

际操作，使学生对每种中药的文化意义、药理作用和炮制技

术有更深入的了解，以培养具有扎实理论知识基础和熟练操

作能力的新一代中医药人才。

在中药炮制学课程中，教师要先引导学生探讨中医药与

我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例如“四气五味”是怎样反

映古代人的宇宙观和人生哲理的，以及中药名称背后所蕴含

的文化寓意等，比如，在讲解薏苡仁时，除了要介绍它的利

尿渗湿、健脾止泄等功效外，还要讲述其“薏仁”这个名字

出自《本草纲目》，寓意大自然的馈赠与人的身体有着密切

的关系；竹茹作为清热解毒、祛痰的要药，其“竹”字代表

着高洁和坚韧，体现了药性的清正；芡实则因其形状似鸡

头，又叫“鸡头米”，寓意收敛固涩之效如同收拢鸡群般

有序。

教学中，教师要强调“手传心授”，让学生亲自参与药

材采集和加工的全过程，以模仿古药店或中药加工作坊的实

际操作来进行。 例如，在制作薏苡时，先要挑选材料，再

经过炒磨等步骤，让学生体会到药物从生到熟，药性也随之

发生变化的细微变化。 在竹茹的炮制过程中，要掌握好火

候和时间对药性的影响，体验“文火慢炖”中的耐心和匠

心；在芡实炮制过程中，注重去杂、清洗、干燥等细节处

理，使学生体会“精”和“诚”的制药之道，使学生对中医

药的现代知识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同时锻炼学生的创造性思

维和科学研究水平。

(二)提高教学针对性，培养学生对职业的热爱与专注

在以工匠精神为核心的中药炮制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教

师要通过一套有针对性的教学手段，在教授学生专业知识和

技术的同时，更要注重培养学生对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热爱，

把学生培养成具有较强责任心和精湛技艺的中医药传承人。

首先，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通过邀请有多年中医炮制

经验的专家到教室进行实地示范，使学生对中药材从选材、

切割、炮制到成品的全过程有一个直接的感受，深刻地体会

每个步骤所包含的匠心独运。 与此同时，鼓励学生参加到

具体的炮制过程中，从简单的清洗和切片开始，逐步掌握

炒、炙、煅、蒸等不同的炮制方式，使学生在动手操作的过

程中感受到中药炮制的魅力，并逐步养成对这份职业的敬畏

之心和热爱之情。 其次，要注重案例教学，以“六神曲”的

制作为例，通过病例分析，阐述其历史沿革、功效变化、炮

制原理及工艺规范，使学生了解各药物在组方中的功能及炮

制后对功效的影响，提升其职业素质与理论探索水平。 通

过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方式，使学生对中医炮制的科学规

律及传统文化的价值进行深入思考，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与

批判性思维。

另外，还可以推行“师徒制”，即一名教师或名师带多

名学生，实行一对一的长期跟踪辅导。 在此教学方式中，

学生不但可以得到个性化的技术指导，更可以从导师身上学

到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以及恪守传统的敬业精神。 指导

教师可以结合自身职业经历、行业见解，以及自身对中药炮

制艺术的理解，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生涯观，并在此基

础上，培养学生在面临困境与挑战时，能够保持坚定与集中

精神。 同时，也要引导和帮助学生积极参与到中药炮制技

能大赛、创新创业项目等实践活动中，把所学到的理论知识

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去，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团体协作意

识。 通过活动，学生不但可以获得宝贵的实践经验，更可

以通过比赛与各大院校、业界顶尖的参赛者互相学习，开阔

眼界、提高自己。

(三)理论与实践结合，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精神

首先，教师应强调“细节决定品质”的理念，告知学生

对药材的选择、切片、加工等环节进行细致的观察和精确的

操作。 比如，在炮制过程中，既要把握好温度的细微变

化，又要注意材料色泽的细微差别，这不但能最大限度地保

存药性，也能最直观地诠释“匠心”二字。 在这种细致的

引导下，学生渐渐懂得了从重复中发现规律，从细节中发现

真理。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用大量的实例来讲解中药炮制的

演变过程以及一些著名的典故，让学生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

到中药炮制学的文化价值以及传统工艺的传承，进而培养学

生对中药炮制学的热爱与尊重。 其次，教师要制订一系列

严谨的实习作业规程，让学生按照规定的程序来完成每个环

节的制作，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对学生的实际操作进行测试，

以此来检查学生的技术水平。 另外，也要激发学生敢于在

实际操作中大胆地去创造，改进或者创新传统的加工方式，

并着重指出，要以严谨的研究态度、科学论证为基础。 教

师可以通过分组研讨、个案剖析等方式，让学生对作业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与对策进行思考与归纳，并将其中的成败得失

经验进行交流，从而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 同时，也可以

通过聘请具有一定临床实践经验的中医或业内知名专家到学

校开展专题讲座或研讨会，使学生更多的了解本领域的最新

工艺及生产实践。 并通过对企业的实地考察，了解行业内

中药炮制的实际运用，使学生对中药炮制的意义及实际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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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采取上述综合性的教学手段，既可

使学生的职业技术得到切实提高，又可逐渐培养学生精益求

精、追求卓越的精神。

(四)融入工匠精神的教育元素，培养学生品牌意识与创

新精神

在教学中，教师可以播放关于资深工匠的视频，或者是

借助虚拟现实等先进信息技术，让学生在真实的模拟情境

中，近距离感受中药炮制过程的匠心独运。 这些工匠在传

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在传递着重要文化的精益求精，以及

对重要品质的追求和品牌的深刻理解。 比如，通过向学生

介绍某个传统中药品牌的起源、发展历程，以及背后所秉持

的品质准则与文化底蕴，来唤起学生对品牌的认同与自豪

感。 之后，教师可以开设“炮制工艺创新设计”课题，通过

运用现代科学和技术对传统中药炮制方法进行改进。 例

如，采用智能化的方法对中药干燥工艺进行优化，使其在保

持药性的前提下达到最佳效果；也可以研制出便于病人在家

中自行调理的手提式中药炮制工具。 这样，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既获得了知识，也体验到了创新带来的成就感。

同时，通过组织参与国内外的中药炮制技术交流和比

赛，使学生开阔眼界，掌握行业发展的最新动向。 这种经

历可以大大拓展学生的思维边界，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另外，以小组形式进行比赛，也可以培养学生的交流与协作

技巧，为将来创造个人或团体品牌奠定良好的基础。 在此

基础上，开展“品牌故事创造”活动，让学生将自己对中药

炮制技术的认识、感悟以及对今后的品牌发展设想进行记录

和交流。 这样既可以锻炼学生的书面语言技能，又可以提

高学生对企业的品牌文化的认识。 通过一些小故事，学生

能进一步了解到，中药炮制学并不只是一种技术的传承，更

是一种文化和责任。

结束语

总之，在中药炮制学课程教学中融入工匠精神，可以提

高学生的职业能力和人文素养，让学生成为具有丰富文化知

识和创造性思想的现代社会的中医药传承者。 在教学中，

通过模拟古法炮制、大师工作坊、现代科技辅助下的药物研

制等多样化的授课方式，让学生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过程

中，体会到中医炮制学的魅力和挑战，并激起学生对未知的

探索和追求。 未来，以工匠精神为核心的中药炮制学课程

将会不断深入，通过与企业的深度融合，使学生在实际工作

中得到锻炼，并通过开展更加多样化的国际交流活动，使中

医文化走向世界，让世人感受到我国古代智慧的当代风采。

另外，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技术在中药研究中的运

用越来越多，还将对现代科学技术与中药技术相结合进行研

究，使这门古老的中药技术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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