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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ducational idea of “Value inheritance as much as innovation, and cherish theory as 
well as practice”, we established a new teaching pattern of identifying herbs by its shape, color, 
smell and taste, and applied it to field study of pharmaceutical botany. Result shows that this ap-
proach allows students to master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knowledge of plant taxonomy by cha-
racterising the plant’s appearance and fragrance. It gives students a brand-new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ces between species, greatly improves their ability of practice as well as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ir further study on identification and clinical pharmacy 
of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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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禀承“继承与创新并重，开卷与实践同行”的教育理念，课程组提出并探索了“形、色、气、味识草药”

的药用植物野外实习改革模式。结果表明：该模式使学生在熟练掌握植物分类学的基本原理和知识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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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对药用植物从形、色、气、味等方面进行了全新的认识，深刻理解了药用植物和植物的差异，充分

提高了学生的综合分析问题能力和实践能力，也为后续的中药鉴定学、临床中药学等相关课程的学习打

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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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药用植物野外实习是药用植物学课程整个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学生通过药用植物学野外实习不

仅可以巩固和加深理论知识、提高教学效果，更重要的是通过实践，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锻炼实事求

是的科学态度和吃苦耐劳、团结协作的精神。传统的野外实习多采用教师讲解，学生死记的方式，注重

标本采集的数量，这样的教学结果是学生被动参与，缺乏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知识的纵向理解只

停留在表面，也没有体现药用植物实习与植物学实习的差异。近年来，课程组提出并探索了“形、色、

气、味识草药”的药用植物学野外实习模式改革，要求学生在熟练掌握植物分类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

识的基础上对药用植物从形、色、气、味等多方面进行判断和鉴定，使学生对药用植物进行了全面的、

全方位的认识，培养了学生的综合分析问题能力和实践能力，经过近五年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良好的

教学效果[1] [2] [3] [4]。 

2. 传统的药用植物野外实习模式存在的问题 

药用植物野外实习的目的是让学生复习和巩固课堂教学中学到的药用植物学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

实践，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锻炼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吃苦耐劳、团结协作的精神，培养探索的兴趣，

提高创新意识，科学研究的能力。这种实践方法和效果是其它任何学习形式所不能替代的。然而过去的

野外实习往往注重标本采集和制作, 老师往往边采集植物边讲解，学生忙于记录老师的讲解。这样教师

主动灌输，学生机械性记忆的实习模式，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大大降低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探索的兴趣和提高创新意识的药用植物野外实习的意义，教学效果往往事倍而功半；另一方面，药用植

物学野外实习是中药专业的学生进行的一项实践教学，但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药用植物的实习和综合

院校的植物学的实习区别不大，因此，笔者认为药用植物野外实习应体现中药专业的特点，不能脱离中

药专业本质，不应成为纯粹的植物学野外实践。 

3. 基于形、色、气、味的药用植物学野外实习模式探索 

我们的祖先在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发现了具有治病和保健作用的天然植物药，并积累专业的认药、

辨药、采药、制药等系统知识和技术。专业中药工作者传统的培养方法十分注重野外实地认药、辨药，

并将“神农尝百草”作为典范，为此课程组开展了以“形、色、气、味识草药”为模式的药用植物学野

外实习教学模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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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结合植物形、色、气、味特征，多方位识别药用植物 

植物识别可以从植物的形态、颜色、气味等方面进行识别，植物形态、器官的颜色通过观察就可以

判别；气味识别主要是对非花期的植物进行，所以首选材料是植物叶片。具体步骤如下：1) 选取叶片时，

首先观察该叶是单叶还是复叶，若为复叶，则选取茎中部复叶上的中部小叶 1 枚；若为单叶，则选取茎

中部 1 枚单叶靠近叶基的 1/2 叶片。2) 然后将选取的叶片用清水轻轻冲洗干净；接着将洗干净的叶片卷

成圆筒状，用门牙缓慢嚼碎，舌尖慢慢感受味道，随后唾液后移，用舌根感觉味道，判断先有何味？后

有何味？二者味道是否有差异？3) 判断结束后立即用清水漱口，并做详细记录。地下部分气、味识别的

方法：很多植物的入药部位是地下部分，所以要对地下部分的气味也要进行识别。具体方法是：将采挖

的地下部分用清水洗干净，用剪刀从中部剪断，然后用刀片从两个断面分别切数个薄片，将薄片卷成圆

筒状，品尝。品尝方法同上。 
在老师的启发和提示下，学生揉搓叶片闻味，折断观察乳汁，口尝枝叶或根的味道。经过亲身体会，

发现每种药用植物都有其特别之处，其器官通常具有独特而持久的气味，如唇形科植物有芳香气，十字

花科多具辛辣味，败酱科植物根有腐臭气等；而某些科、属、种存在较为鲜明的特点，如透骨草茎结上

部膨大，蓼科植物大多有托叶鞘，卫矛老枝具有木栓质的翅，如果抓住这些特征就能直接得出结论，因

此野外实习中以形、色、气、味为要点综合辨认植物，认药、知药、辨药就会变得很容易。学生们非常

喜欢这种改革，有的学生打趣说这是“返祖”，既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又掌握了实际认药知识和技术，

是老祖宗“验简便廉”的法子。也有学生反映这种实践方式充分调动了脑、眼、鼻、舌等所有感官功能，

方法新颖，记忆深刻[5]。 
在野外实习过程中学生除了要熟悉植物的生长环境，压制标本等专业技能外，更重要的是了解药用

部位、认识气味、判断药性、回归药用植物的中药本性，而这些知识的获得不应只是听老师课堂讲。我

们还提出几种方法让学生尝试和参与，如比较、归纳药用植物特征，各组同学之间互相讲解；对同种植

物的不同部位逐一品尝，按味道归纳药用部位；自己编写检索表，把易混淆的植物区分开。这些方法都

比听老师灌输式讲授要生动、形象得多，也能调动学生们的兴趣，并将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

实习中有位同学脚不慎扭伤，同组同学想到景天三七具化瘀、止痛、消肿的功效，就采来新鲜的景天三

七，将其捣碎敷到扭伤部位，两三天后受伤部位很快好转，这极大鼓舞了学生们学习的学习兴趣，求知

欲和好奇心空前增强。 

3.2. 制作微课，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微课是一种便于互联网传播的新型教学资源，主要以视频为载体，围绕某个知识点制作语言简明、

逻辑性强、易于理解的微型短片，适合学生进行深度学习。如对没有掌握的知识点，课后可以通过微课

再学习；对于已经掌握的知识点，课后也通过微课进行巩固。在实习模式改革中，我们充分发挥学生的

主观能动作用，鼓励学生自己制作微课，每小组上交 1 份，并作为考核成绩的一部分。从上交的 12 份微

课来看，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有趣，寓义皆可肯定，都能完成加深本课知识的作用。如有的拍成小

电影，讲述从路边检回一株黄芩，每天更换台纸，悉心呵护，最后制作成漂亮的腊叶标本带回学校作为

教学资源的，该短片把唇形科的特征以及有关知识用细腻的感情和画面演绎得很完美；也有的做成“焦

点访谈”形式的，以火锅店用乌头做底料造成中毒事件为由，以民间走访的形式把北乌头这味中药的毒

性、用法、功效做了详细的阐述；还有的微课讲述同学在林中遭遇饥饿，采挖黄精充饥，将黄精从生长

特征、药用价值、临床应用、黄精药膳，到现代研究等方面做了详细的介绍，使人们在十分钟内就能全

面了解一味经典中药材。在制作中，同学们为使内容丰富、准确，同时可观性强，反复查阅资料，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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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妙构思，显著提升了学生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实习结束后，学生们可以通过互

联网相互交流，亦可结合微课形式与老师沟通，使有心钻研的学生能继续深造。近几年我们的目标是把

大部分药用植物制作成高质量微课，以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3.3. 改革考核方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 

考核是教学的必要环节，也是调动学生积极性的有效措施，对以往的考核方式进行了改革：最终考

试成绩包括平时成绩和认药考试成绩，平时成绩以制作腊叶标本、撰写实习报告和展示微课三部分组成；

认药考试回归大自然，学生自由结合成组，按老师要求在规定时间和范围内，采集相应科属的植物。这

种新的考核模式，既增强了团队协作意识，提高了学生的观察能力，又防止了考试中的抄袭，学生也很

喜欢这种考核方式。这次改革后，学生的考试成绩普遍有所提高，各个专业学生的平均分都达到 90 分以

上，有些尖子生甚至得了满分；要求每组上交 10 份标本，由于学生制作用心、兴致高、成品多，弃之可

惜，多数实习组上交标本数量远远超过 10 份，有的组甚至多达 23 份，这些制作精美的标本又补充道药

用植物学实验教学中，极大的丰富实验教学资源。 

4. 小结 

药用植物学是中药专业的核心课程，注重认药、采药、辨药、知药是这门课程的基本要求和主要特

点。野外实习不仅是检验理论知识的试金石，更是对课堂知识的深化和补充，我们本着“继承与创新并

重，开卷与实践同行”的教育理念，不断丰富教学方法，提出了“形、色、气、味识草药”的野外实习

新思路，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使学生在求知兴趣和绿色氛围中获得新知。学生运用所

掌握的科属特征系统地认知植物，通过形、色、气、味的亲自尝试辨识药物、联系药性，达到教学方法

的新高度。本次野外实习改革，要求学生辨识一定数量的药用植物，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目的，主要是为

后续的鉴定学、炮制学、临床中药学等相关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也回应了社会对药用植物

学领域相关人才的长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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