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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教学结合３D动画视图在高职中药药理学
清热药教学中的实践与思考

●孙　敏

　　

[摘要]中药药理学课程是中医药联系的桥梁,也是中药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在教学中注重对学生知识技

能的获得和中医药传承发扬意识的培养.传统“填鸭式”教学方法,已不能满足目前岗位人才知识技能的需

求.因此,本文根据学情与教学内容,灵活运用多维教学结合３D 动画视图的方法运用在教学中.文章以内

容较多的清热药为例,介绍多维教学结合３D动画视图在教学中的实践.课后调查表明学生对动画视图结合

多维教学方式接受度高,且学生的积极学习自主性有很大的提高,教学效果显著,所以多维教学结合３D动画

视图有望成为中药药理学课程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的有效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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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药药理学是高职中药学专业核心课程，是中医临床

用药的疗效与安全、中药的研发与应用的基础。 课

程具有知识点更新快且交叉繁杂、教学内容多、教学时间有

限、与多学科课程内容关联等特点。 授课教师多采用传统

教学方式进行理论教学，学生在课后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机

械背诵要点。 实训多以虚拟仿真系统与验证性实验开展为

主，实训中学生按照虚拟仿真系统提示或教师讲授实验方

法，操作完成实训及实训报告，对实验整体设计与思考、学

科前沿成果、中药药理作用的实际应用等内容探索积极性

低。 且成绩以期末考试和实训报告的完成情况为主，对学

生理论知识综合掌握应用、技能提升等无法全面反馈，同时

学生自主探究学习情况、综合能力发展、团队协作情况也无

法体现。 教师常用的授课方法有以讲授为基础的教学法

(LectureＧBasedLeaning，LBL)、以 问 题 为 基 础 的 教 学 法

(ProblemＧBasedLearning，PBL)、以案例为为基础的教学法

(CaseＧBasedLearning，CBL)、课堂展示、网络学习和翻转课

堂等单一的教学方法，很难达到满意的教学效果，也无法全

面评价学生的综合发展。 在信息技术时代，对教师和学生

的数字素养提升应用未能全面响应。

中药药理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清热药与补虚药所授内容

占比较多，在不同中药药理作用中，抗炎、抗病原微生物、

镇痛、抗肿瘤等实验研究过程、药理作用的结果体现等内容

出现频率较高，且清热药在中药新药开发和中西药复方制剂

方面的应用较多、临床上使用频率较高。 因此，本文通过

多维教学结合３D动画视图应用于清热药教学过程中的价值

进行探究分析。

多维教学法与３D动画视图概述

(一)多维教学法

多维教学法，即根据课程内容和知识体系的特点，灵活

采用LBL、PBL、CBL、团队协作为基础的教学法(TBL)、

课堂展示、网络学习等多种教学手段。 中药药理学的内容

与中药学、中药化学、药理学、中医学基础等课程知识点交

叉关联，在教学中对教师知识储备的要求、学生前导课程基

础要求相对较高。 在教学大纲的基础上进行学情与课程内

容分析，灵活应用多维教学法，发挥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作

用，激发学生学习热情，提升学生学习的参与度与积极性。

(二)多维教学结合３D动画视图在教学中的特点与优势

３D动画视图，是指三维立体动态视图。 中药药理学课

程中药理作用及其作用机制是学习的重难点，内容晦涩难

记。 在多维教学法应用过程中，利用３D动画视图对“病

证”“功效与药理作用”“体内过程”“药理作用机制”“作用

靶点”等微观抽象的内容立体呈现，方便学生理解与学习，

同时还可促进学生的空间想象力和理解能力的培养。

基于多维教学结合３D动画视图的清热药教学实践

(一)教学对象与课程目标分析

中药药理学课程授课对象为中药学专业高职三年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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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期已完成中医学基础、中药化学等基础课程的学习，

但大部分学生基础薄弱。 根据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标准，

学生通过学习本课程之后，理解中药的功效与主治、掌握其

现代药理作用及机制、临床应用与典型的不良反应、中药药

理实验操作基础知识与技能，用来培养学生的中医药思维和

科研思维。

(二)教学目标

(１)知识目标。 掌握黄芩、黄连、青蒿、板蓝根的药理

作用与临床应用，黄连、青蒿抗病原微生物的作用机制。

熟悉清热药的药理作用，清热药抗炎作用机制，苦参、穿心

莲、金银花、栀子、生地黄的药理作用与临床应用，常用清

热方剂的药理作用与临床应用。

(２)技能目标。 结合本章涉及的疾病案例，选择合适的

中药或中成药，并说明用药及注意事项；结合里热证发病机

制与治疗的研究思路，能列举清热药药理作用的常用实验技

术方法。

(３)素质目标。 借助网络学习手段、学习通或钉钉平

台，开展第二课堂，加强学生对热证辨证论治相关知识的理

解与应用，坚实学生在实习和日后工作岗位上进行安全用药

指导、开展药学服务的工作需要。 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思

考，融会贯通知识，团队查阅撰写清热药内容相关实验方案

设计，培养科学研究思维。

(三)教学活动组织与实施

１．教学资源平台

中药药理学课程教学资源平台包括：(１)学习通平台，

上传教学相关视频、微课资源、中药药理最新文献，实验动

画视频等学习资源，用于课前预习复习、课后巩固拓展。

(２)药理实训室和虚拟仿真软件，为实验操作提供平台与仪

器，方便开展实训教学。 (３)钉钉平台，课后及时解答学生

遇到的问题。 (４)智慧教学服务平台上开展课堂师生互动，

关注课堂教学中学生对知识点与技能的理解掌握、操作

情况。

２．理论教学

理论教学部分运用案例教学和问题解决教学、动画视图

展示的基础上联合传统教学模式，在实训教学中运用团队协

作、网络学习结合虚拟仿真系统的模式。

课前教师在学习通上传课前学习资源：(１)中药学中清

热药功效、临床应用，清热方药在临床治疗传染病、感染性

疾病、肿瘤、白血病的临床案例报道。 (２)我国第一个诺贝

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与青蒿素的视频。 (３)药理学中

抗病原微生物内容。 (４)清热药抗炎、抗菌文献。 学生在

学习通平台学习相关知识点，观看视频并对存在问题留言。

教师并在课前查看学生学习情况，及时督促未完成的学生，

并对学生问题留言进行总结。

课中教师以学习通平台数据统计为导向，对大部分学生

反馈理解记忆难的抗病原微生物作用机理为重难点讲解内

容。 在概述部分以临床细菌性痢疾为案例导入：男性患者

４５岁，曾在街边小吃摊进食，后逐渐出现发热、腹痛、腹

泻、黏便脓血，每日腹泻１０余次，伴里急后重感，经检查

体温３８．７℃，左下腹压痛显著，血常规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

比例增高，粪常规可见大量白细胞、脓细胞，医生诊断为细

菌性痢疾，并根据药敏试验结果予以诺佛沙星进行治疗，并

叮嘱吃清淡易消化食物，多喝水。 结合该临床案例，学生

表示家人朋友在外面吃食物后拉肚子经常会服用诺氟沙星、

阿莫西林等抗菌药或黄连素片治疗，但有时候抗菌药作用弱

或者无效，黄连素片几乎每次都有效。 教师引导学生小组

展开讨论：以上药物都是可以用于治疗细菌性痢疾，有何异

同？ 学生根据已学知识结合常识进行讨论并回答问题，教

师进行总结后开展清热药药理作用及实验研究方法内容教

学，在抗菌作用部分时，结合抗生素抗菌机理动画视频，直

观展示抗病原微生物药物的作用机制，方便学生对清热药的

抗病原微生物机理的理解记忆。 同时，根据家庭常用抗菌

药的组合对清热药抗菌作用的实验研究方法进行简要讲授。

学习黄连药理作用时，回顾概述部分抗菌作用内容，以室性

早搏频发患者的综合治疗方案中加入小檗碱后临床症状的改

善，为案例结合抗心律失常药物及心律失常的动画视频进行

讲解，加深学生印象。 在讲授青蒿素抗疟作用及原理时，

以疟疾的发生机制动画结合课本内容，方便学生理解其机

理，其他药物药理作用讲解时联系不良反应的临床报道(如

含黄芩注射剂)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学习。 在课堂教

学或课后延伸中在智慧平台上用提问解答、知识点思维导图

绘制等形式与学生互动。 在教学过程中融入思想教育的元

素，增强学生对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创新历史使命的认同，调

动学生对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拥护，激励学生认真学习、

奋发图强，为加快促进中药新药的研发、推动中药的现代化

助力。 学生在课堂中对重难点内容进行理解学习，在智慧

平台、课堂上积极参与教师互动；小组协作完成思维导图

绘制。

课后教师在学习通平台上传课后练习题、历年执业药师

考试中关于清热药的历年试题，清热药最新研究文献资料、

临床应用新报道。 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复习巩固，并在学

习通上对拓展资料进行学习，对仍不理解的问题进行留言，

教师总结后在钉钉直播平台上答疑解惑。

３．实训教学

课前教师发布实训任务；学生小组协作查询黄连、金银

花、板蓝根抗炎的相关文献，并设计黄连、金银花、板蓝根

的抗炎作用实验，将实验内容上传到平台，教师予以评阅。

课中根据设计的实验内容，教师演示操作后小组开展实训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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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观察记录实验现象，教师在旁及时予以指导回答疑问，

完成实训报告并在学习通平台上上传实训疑问或感悟。 同

时，在虚拟仿真平台上进行个人操作，加强学生对实训操作

过程的熟练度。 课后教师查阅实训报告，对实验过程及结

果结论及时点评，并对学生问题及时进行解答。

(四)课后反思

课堂上运用问题教学或案例教学时，要结合学生知识储

备，问题与教学内容紧密贴合，案例的选取应以临床常见病

症为主且直接关系到教学知识点，注意把握难度和时间，重

点讲解需要掌握的知识点或者实验操作，避免过多问题思考

讨论和临床检查、治疗效果等内容占用太多课时；或者让学

生因问题跨度太大或临床案例太复杂而听不懂，失去学习兴

趣与动力。 因此，可以在课间或课后以小组实训内容设

计、查阅总结药物在药膳的应用、相关论文的查阅总结分享

等任务，及时高效利用网络资源，提高小组协作能力、自主

学习总结能力，培养科学研究思维。 教学拓展内容突出常

用清热方剂与中成药的应用，对热证的发病机制、证型、治

法与用药进行知识点贯通，结合咽喉炎、扁桃体炎、上呼吸

道感染、便秘等临床常见病症的症状描述，进行案例式教

学，加强学生临床辨证荐药的能力和中医药思维的培养。

通过课中活动与课后问题留言，结合课后习题的正确率

与实训报告的评阅发现，９０％以上的学生对新知识、新技能

已基本掌握。 在课后开展问卷调研发现，８０％学生表示对

教学方法接受度高，学习效果和课堂氛围良好，自我提升与

自主学习动力有加强。 ４０％学生对拓展知识(药理作用机制

相关研究、临床应用等)兴趣较高，且能进行自主学习总

结。 ９５％学生表示在学习过程中根据案例学习知识点、及

时对接信息化学习方式，学习中的难点直观易懂并能思考总

结，在课后复习巩固更容易，表明多维教学结合３D动画视

图的方法可用于中药药理学课程的教学。

结束语

中药药理学课程知识跨度大、知识点繁多，通过该课程

学生应掌握常见中药、中药方剂、中成药的药理作用及机

制、临床应用等理论知识，并能对临床相关案例进行简单分

析。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自主设计简单药理作用验证实验并

能操作，可基本掌握中药药理中涉及的常用仪器、实验方

法。 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仍主要集中在

理论知识的获取与实践技能的掌握上。 学生学习基础存在

差异，在教学过程中应融入多元化评价考核，反馈学生线上

预习测试、课堂讨论、作业、小组协作、实验操作等过程性

学习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自主性。

在充分了解学生学情的基础上，后续授课内容过程中，灵活

运用多维教学结合３D动画视图的方法进行教学，在课前环

节加强对已学知识的巩固、新内容的预习；课中环节及时关

注学生对重难点知识的理解、对多关联知识点的回顾与应

用、对技能的加强；在课堂互动及课后关注学生学习积极性

自主性的提高、知识总结和实训技能掌握与熟练。 加强对

小组协作、自主探究能力的提升，实现在教学过程中的“教

中学、学中做、做中教”，潜移默化地加强学生对中医药人

使命感的认同，从思想到行动上领会中药药理学的发展不仅

关系着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还关系着中医药的传承发展。

另外，在教学中不可忽视行业对岗位人才知识和技能的需

求，应在中药药理学实训评价中，纳入实训报告、小组协

作、实训操作、虚拟仿真、思考与总结等过程性内容评价，

全面提高中药学专业学生知识储备量、实际操作和行业实践

能力，以适应中医药产业现代化的要求，推动中医药快速、

高质量、高水平发展，为日后胜任医药行业相关岗位提供基

础的同时，为中医药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一份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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