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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是文化传承的平台。为了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归属感，如何在专业课中结合文化传承教

育在高校教学中目前备受关注。为此文章就天然药物化学课堂中融入文化传承教育的教学方法进行了探索思考，提

出了培养药学类文化传承人才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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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
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
没有文化的繁荣昌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等
院校作为传播和培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阵地，与生
俱来就是文化建设的主体。”[1] 大学有责任有能力提升国
家文化软实力，主动服务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建设。

天然药物化学是一门运用现代科学理论与方法研
究天然药物中化学成分的学科，是药学课程体系中沟通
传统中医药理论与现代科学技术的桥梁，在中药现代
化、国际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中医药文
化有着密切联系。[2]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
不断探索，逐渐发展形成的一门独具特色的国粹文化。
在本课程不断推进的教学改革创新过程中，如何结合传
统医药文化和新时代背景，与时俱进并针对性地开展教
学，已显得尤为迫切。就此问题我们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了实践探索。

一  补充介绍新中国对天然药物发展的贡献

在《天然药物化学》教材第一章中写到，天然药

物在我国的发展可追溯到最早的文字记载时期，早在
1578 年《本草纲目》中就记载了用升华法纯化樟脑的
过程，而欧洲直到 18 世纪下半叶才提出了樟脑纯品。
但对近代尤其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对现代天然药物贡献的
介绍甚少。

为了探索适应时代发展的教学理念，我们在课堂
上从我国现代天然药物研发历程入手，进行穿插补充介
绍，将文化自信和传承培养融入天然药物化学的教学实
践中。如介绍协和药物研究所基于先导化合物五味子丙
素创制治疗肝炎的降酶药物联苯双酯和双环醇的历程；
简述黎莲娘教授最先且系统地从丹参分离出系列水溶性
活性成分丹酚酸类化合物对研发复方丹参滴丸新药的科
学意义；回顾杨峻山教授从芹菜籽分离出单体成分丁苯
酞对启动恩必普创新药研发的作用。青蒿素是我国在天
然药物化学领域最杰出的工作，复方蒿甲醚已被列入
WHO 第 12 版基本药物名录的核心目录。我国科学家
屠呦呦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这些都是我国天然药物研究开发的成功例证，通过
收集整理相关资料，结合科研实际有目标、有针对性地



2524 教育现代化·2016 年 8 月第 21 期

教育现代化传媒品牌

投稿邮箱：jyxdhbjb@vip.163.com24

教育现代化传媒品牌

投稿邮箱：jyxdhbjb@vip.163.com

人
才
培
养
与
机
制
创
新

介绍研究前前后后的故事，让学生了解科研工作者的魄
力和魅力，[3] 也为每一位传承中医药文化的青年学子指
出了努力目标和方向。

二  特别介绍我国民族医药在天然药物化学
研究的新成就

民族医药是我国各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具有鲜明
的民族地域文化特色和理论诊疗用药特色，与中药一起
作为支撑我国药学领域发展的基石，在维护民族地区人
民群众健康、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昆明植物所、上海药物所等多家单位的研
究人员对有关民族药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升了民族医药
社会服务能力，顺应了世界转化医学发展趋势，为传承
和发扬民族医药的特色优势贡献颇多，成果丰硕。我校
刘玉明老师多年来对苗药马蹄金和维药斯亚旦等民族药
进行研究，并将科研结果反哺教学，指导学生申报多个
大学生创新创业和科技立项项目，深受学生欢迎。综上，
通过介绍我国民族药的经典科研成果和学生科技立项的
实践，提升了学生对民族药研发的兴趣，促进了民族医
药文化的发展。

三  拓展介绍我国天然产物在大健康产业中
的应用

天然产物早已拓展应用到大健康产业当中，在日
用品、化妆品、食品、保健品等方面应用广泛，是当
今国际市场的宠儿。因此，在教学中突出本课程的绿
色产业应用和大健康理念，有助于学生开拓思维和增
强文化认同。

天然色素产业是 21 世纪的朝阳行业，在我国农业
产业化背景下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随着人们消
费理念升级，天然色素市场需求强劲，被广泛用于食品、
化妆品、医药、保健品等多个领域，呈现取代合成色素
的趋势。红花是我国大宗药材，其中红花红色素在我国
唐朝就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因为其在棉织物等纤维上能
够染出艳丽的鲜红色调，主要用于宫廷服饰染色，现在
用于食品工业、化妆品工业 ( 如口红 )、染料。红花黄
色素也是一种天然、安全的食用色素，已成功应用于各
种饮料、酒类及保健食品的着色。据此在天然药物化学
讲授中引出了黄酮类化合物的理化性质，也可极大引起
学生对我国古代和现代色素的兴趣。还有在讲解吲哚类
生物碱时适时引入靛蓝类色素的应用历史，提及战国时
期荀况“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千古名句，有力凸显了
本课程文化传承的育人功能。

再者，随着“回归自然”和“绿色”消费成为时尚，
天然健康产品成为医疗保健的良好选择，中草药提取物
的重要性日渐显现。在讲授花青素类内容时，通过於洪
建先生通过植物废弃物再利用而成功开发葡萄籽提取物
的真实经历，可激励学生进行中医药创新和投入到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

四  引申介绍中医药老字号和药名文化

中医药以“仁”为中心，治病救人，讲究“仁者爱人”，

这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仁爱”思想。[4] 许
多中药老字号的堂号恰展现了“济世救人”的内涵，如“同
仁堂”堂训为“同修仁德，济世养生”；“达仁堂”寓意为“达
则兼善世多寿，仁者爱人春可回”；字号“陈李济”含义
为“陈李同心，和衷济世”。

同时，中医药老字号将“诚信”摆在了很高位置，“诚
信”成为医药行业的必修课，[5] 是经营中药生意的“生
命线”，从而自觉杜绝了假冒伪劣。如现存最古老中药
企业之一“陈李济”因诚信而诞生，视诚信为“看家本
钱”。中医药老字号雷允上谨遵祖训“精选道地药材允
执其信，虔修丸散膏丹上品为宗”，精选药材，精制产
品，创造出众多的“上品”。胡庆余堂药号始终秉承“戒
欺”“真不二价”的经营堂训，现已成为继承、发展和
传播祖国五千年中药文化精粹的基地。历代同仁堂人恪
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的古训，树立“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自律意识，
造就了制药过程中谨慎小心和精益求精的严细精神。

另外，中药药名也颇有讲究。在中草药名中，有风
花雪月、草木虫石、五禽六畜、日月星辰、金木水火、
天地玄黄，也有酸甜苦辣、轻重缓急、赤白青紫、东西
南北、上下左右、春夏秋冬。很多药名既形神兼备，又
俗中见雅，具有鲜明的特色。通过对药名字意的剖析，
能让学生从另一角度感受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如紫草
原名茈草，《尔雅》又名“藐”，藐古通“描”，故藐当
因其可描画而得名。草决明和石决明作用相似，皆能清
肝明目，润肺草、胃友、防风、肾炎草等药名显然也与
其功效有关。臭牡丹、香加皮、鸡屎藤等药名与药材气
味有关。五味子、甘草、黑面神、银杏、酸枣仁等药名
也都与其性状相关。钩藤、节节草、两面针、五爪金龙、
金银花、锦灯笼、夏天无、鹰不泊等药名都与其植物的
茎、叶、花、果等形态或生长习性有关。怀牛膝、荆三
棱、广木香、藏红花、党参、蜀葵、浙贝母、番泻叶等
名称隐含了产地属性。青龙衣和花生衣分别形象指未成
熟的山核桃青皮和花生种子外表面的那层红色 (或黑色 )
种皮。

药物的名称林林总总、生动有趣，历代文人名士常
借用这一特点，以药名入联入词入诗入谜，[6] 展示了中
医药文化与诗词文化的巧妙契合。在课堂上恰当地设置
该教学环节，不仅能加强师生的呼应互动，还可达到使
学生感受美感、增加文化素养的效果。如唐代权德舆的
七言绝句：“七泽兰芳千里春，潇湘花落石磷磷。有时
浪白微风起，坐钓藤阴不见人。”在这首药名诗中，每
句都暗含一个药名，依次是泽兰、络石、白薇和钩藤。
我国爱国诗人屈原在其巨著《离骚》中曾先后几十次提
到了二十五种药名，其中如“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
以为佩。”“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
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掔木根以结茝兮，
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制
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
情其信芳。”“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
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椒专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
夫佩帏。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从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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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芳香药草借喻了自己纯美高尚的志向和决不同流合污
的情操。

五  结语

21 世纪以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成
为时代的呼唤。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
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7] 希望广
大中医药工作者增强民族自信，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
的精华，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推进中医药现代
化，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
的篇章。

药学学科本身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药学就是以人
为本的人性化工作，药学教育更应加强文化培养。在教
学中将持续融入文化传承教育，正如“功夫在诗外”一
样，“课程有了魂，讲课若有神”。中医药文化之源使天
然药物化学课程源头活水，浑然天成；中医药文化之魂
使天然药物化学课程内容立体丰满，纹理清晰。我们将
用发展、联系的眼光看待和发展药学文化建设，促进科
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使文化传承教育在天然药物

化学课程建设中自然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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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精英级创新创业育人体系区别于之前两个层次的一
个很重要地方在于其有更高的准入门槛。相较于重点
级，精英级的遴选条件更加严格，只有前期成果突出的
团队和项目才能入选。而精英级的培养目标也从之前的
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转变为培
养重在科学创新，尤其是原创性和首创性的“学术研究
型人才”或真正实际进入到创业实战中的“创业者”，
其成果形式也相对具体，如：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国
家级创新创业竞赛获奖或实质性创业，为社会创造价
值。这一层次的培养方式也从之前的课程培养、实践培
养转变为咨询培养，也就是在这一层次的培养中，老师
不再给出具体的问题答案或解决方法，只给出咨询建
议，这无疑对于学生自身的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
也是其受众面小的根本原因。

1. 精英级创新创业育人体系实施举措
在重点级育人成果基础上，选拔一批好的项目，组

建跨学科团队，由学校为其配备具备多学科背景的导师
团队和重点资金、硬件条件的保障，如：配备包括有工
科专业、法律专业、商学专业、企业经营经验的复合型
导师团队对项目进行多对一的指导，保证从各方面、各
角度都能给予团队和项目最专业的咨询建议；配备专门
的场地，如工作室，专门的实验设备为团队和项目的办
公和研究工作给予硬件条件的保障；给予一定的资金支
持用于实验、调研、申报专利等。

2. 引入社会资源，以不同的合作形式助推各层次
创新创业育人工作

创新创业教育是国家、社会、高校等多主体需共同
承担的使命和责任。因此，单靠高校的努力要想办好优
质的创新创业教育是不现实的，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企
业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也不能忽视。为

保证三层次创新创业育人体系的工作成效，根据不同层
次的培养目标，以不同的合作形式引入社会资源无疑会
对育人效果起到良好的辅助作用。具体措施如：在普适
级育人体系中，加入由学校与企业联合建设的课程，由
企业导师进行授课，课程中所涉及的知识全部以企业生
产运营的实际情况为案例进行讲述，这就可以弥补高校
创业课程脱离实际生产实际的短板，也可以弥补授课教
师极少具有企业工作背景的硬伤；在重点级育人体系
中，加入由企业根据自身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转化而
成的课题，由企业出课题研究经费，感兴趣的学生报名
参与课题研究，由企业工程师和专业老师联合指导课题
研究，这也能提升课题研究的市场价值；在精英级育人
体系中，邀请企业专家参与项目路演，企业经营模拟等
环节，多维度为项目提供咨询意见，对于具备经济效益
或高社会价值的项目，也可以引入企业资金作为“天使
投资”助推项目孵化。

综上所述，地方性高校虽然在创新创业育人过程中
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但是通过优化制度、体系建设，
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短板，提升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质量的。当然，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还需政府、社会及高
校多方面的密切合作，找准发力点，不断推进创新创业
教育往高水平方向发展，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构建更
完善且高效的育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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