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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表药实训  

 

解表药识别 

课程名称 中药学 课程类型 专业基础课 

所属学科/

专业名称

(专业代

码) 

中药 720403 课程性质 必修课 

开课年级 中药 22级 开课时间     2023年 9月 

总学时/授

课学时 
144/1 学时（40分钟） 学生人数 33人 

教材信息 
中药学/杨静主编.-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8.6(2023.5 重印) 

全国中医药行业中等职业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 

教学方式 线上线下混合式 

学情分析 

一、知识与技能基础 

1.学生学习了解表药的分类，常见解表药药名、药性、功效、临床应用知识 

2.学生缺乏准确识别解表药和准确表述识别要点的技能。 

二、认知和实践基础 

对具体药物的识别缺乏感官认识，没有识别药物的经验 

三、学习特点 

1.学生理论学习缺乏耐心，喜欢动手实操，课中专注力一般 

2.学生具备较好的信息素养，能熟练使用学习通平台，善于利用动画、视频、数

据库等信息化手段获取知识； 

 

教学目标 

素质目标 

1. 激发学生对于中医药的兴趣和热爱； 

2. 树立学生安全尝药、用药意识; 

3.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团队协作精神。 

知识目标 

1、 

2、1.掌握白芷、细辛、薄荷、桂枝的表述方法； 

3、2.掌握根类、全草类、茎木类中药饮片识别的要点。 

能力目标 

1.能识别白芷、细辛、薄荷、桂枝、荆芥、羌活、香薷、紫苏叶的

中药饮片 

2.能正确表述多感识别法检识中药饮片的操作要点； 

3.熟悉有毒中药的口尝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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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表药实训  

重 点 与 难

点 

重点 
白芷、细辛、薄荷、桂枝、荆芥中药饮片的识别要点和描述 

 

重点突破 

 

改变了中药饮片感官识别的随意性和缺项现象，以《药典》为标准，

通过多感，系统全面地识别中药饮片；正确清晰地描述中药饮片特征。 

难点 

1.薄荷、荆芥中药饮片的识别 

2.白芷、细辛、薄荷、桂枝中药饮片识别要点 

 

难点突破 

1. 对于两种相似中药饮片的识别,先是重点学习讲解薄荷的识别要

点,再去多感认识荆芥,引发学生对于两者不同的关注,最后通过

检测看学生对于两者的掌握情况,对于错误的再总结两者区分要

点 

2. 通过多感识别和药典对照点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完成白芷、细

辛、薄荷、桂枝识别要点的描述 

教 学 环 境

设 计 及 资

源准备 

 

 

 

 

 

 

 

 

 

 

 

 

 

设计思想 

（一）中药实训室 

中药认知室：白芷、细辛、薄荷、桂枝、荆芥等中药饮片。 

（二）教学资源 

 

（一） 教学设计理念 

坚持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技能训练为主线，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任务驱

动、实践体验、合作探究学习，将课程思政融入知识技能学习之中，注重过程评价，

探索增值评价。 

（二）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法：任务驱动法、情境教学法、演示法、讲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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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表药实训  

学法：自主学习法、合作探究法 

课前学习 

师生 

活动 

【制定标准】 

参考省级中药传统技能大赛识别的评分标准，校企联合制定本次实训课程的评

价标准； 

【发布任务】 

1.学习通平台上发布： 

(1) 推送“解表药标本图谱材料”及实训课件 

(2)推送解表药分类习题 

2.将学生分成 6组，选出小组长，根据喜欢的中医药元素命名，做好小组标牌 

【答疑解惑】 

1. 查看学生学习通课前测试成绩； 

2. 解答学生课前疑问。 

 

 

 

 

 

 

课中学习 

环节

一导

入 3

分钟 

师生活动 

【任务反馈】 

课堂展示学生课前任务完成情况，点评任务。 

【导入案例】 

   

 

【引出任务】--认药，引出多感识别法 

 

课中学习 

思 政

融 入 

思 政

融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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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表药实训  

环 

节 

二 

多 

感 

识 

别 

丨 

根 

类 

丨 

白 

芷 

7 

分 

钟 

教学内容 

多感识别法，是运用眼看、手摸、鼻嗅、口尝，多种感官去了解中药饮片

的性状（形状、大小、色泽、表面特征、质地、断面特征和气味），从而识别药

物的方法。 

 

 
 

 师生活动 

【多感识别概念】 

  先讲解概念,注意关键词:眼看、手摸、鼻嗅、口尝 

【多感识别活动】 

通过每桌观察桌上两盘饮片，一盘是小杰的药方中的 4味中药饮片，另一盘是

8味中药饮片，同学们通过看一看先找出有颜色特征明显的药材---白色的白芷 

看什么：教师根据学生的初步发现，再进一步引导，除了可以看饮片颜色，还

可以看什么，引导学生深入去了解这味药材 

看部位:白芷是药用部位是根，根入药的药材，要看表面还有断面的特征 

看断面、摸一摸、闻一闻、尝一尝 

请学生发言谈发现、感受，【药典对照点评】 

在同学们发言后，用中国药典这部国家级的标准去点评学生刚才的描述，补充描

述不完整或者不规范的地方，运用投屏，放大药材，与药典文字一一对比，指出

文字描述的部位 

 

课中学习 

突破教学重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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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表药实训  

环 

节 

三 

 

多 

感 

识 

别 

丨 

有 

毒 

根 

类 

细 

辛 

丨 

10 

分 

钟 

 

 

教学内容 

多感识别-发现细辛，细辛药用部位是根，根细长，直径很细只有 0.1CM，味

辛辣，麻舌，就是其名字的由来，“根极细味极辛”，示范口尝 ，明确有毒中药口

尝的注意事项： 

1.识别药材：对于有毒中药的名称和外观，要牢记 

2.少量取样：取样在 0.1-0.15 克，口尝时在舌尖 1/3 处，咀嚼在 30 秒

内。 

3.及时吐出并漱口：防止药材残留 

4.洗手：彻底洗手，以免接触到眼睛和其他敏感部位 

5.身体状况评估：口尝前确保自己身体状况良好，没有过敏和不适的情况。 

 

 
 

 

师生活动 

【示范细辛口尝方法】 

在学生发现细辛后，教师做示范口尝细辛，准备好餐巾纸，漱口杯，折下半

个小指甲盖长度（大约 0.5CM 内）的细辛，放在舌尖，轻轻咀嚼 20-30 下，感觉

到了辛辣、麻舌感，立马吐出残渣到纸上，并漱口 

引导学生尝一尝并从其他方面去了解细辛 

看一看：看表面、看断面，摸一摸、闻一闻 

请学生发言谈谈发现、感受，【对照药典点评】 

 

课中学习 

突破教学重难点 

思 政

融 入 

素 养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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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表药实训  

环 

节 

四 

 

多 

感 

识 

别 

丨 

全 

草 

类 

丨 

薄 

荷 

5 

分 

钟 

教学内容 

多感识别-发现薄荷，薄荷是全草入药，饮片里有茎和叶，揉搓后有特殊清

凉香气是其识别关键点 

 

师生活动 

【示范薄荷揉搓法】 

在学生发现薄荷后，教师做示范揉搓薄荷，取薄荷叶片部位，放于大拇指与食

指指间，轻轻揉搓，放于鼻下闻一闻，可以闻到特殊的清凉香气，并让就近同学

闻一闻，引导其他学生自己揉搓薄荷去闻气味 

看一看全草类药材，看什么部位？引导同学去观察全草药材都有哪些部位 

摸一摸尝一尝请学生发言谈谈发现、感受，【对照药典点评】 

 

课中学习 

环 

节 

五 

多 

感 

识 

别 

丨 

茎 

木 

类 

丨 

桂 

枝 

教学内容 

多感识别-发现桂枝，桂枝的药用部位是嫩枝，属于茎木类药材，因其特异的

香气，所以不难识别出来。 

 

突破教学重难点 

突破教学重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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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表药实训  

5 

分 

钟 
教师活动 

引导学生去看茎木类药材，发现桂枝 

看一看：引导学生思考观察茎木类药材要看哪些方面 

闻一闻、摸一摸、尝一尝 

请学生发言谈谈发现、感受，【对照药典点评】 

 

环 

节 

六  

多 

感 

识 

别 

四 

味 

药 

5 

分 

钟 

教学内容 

识别要点：荆芥茎呈方柱形，表面淡黄绿色或淡紫红色，穗状轮伞花顶生，

花冠多脱落，淡棕色或黄绿色，气芳香；紫苏叶因为叶面是紫色很好识别；羌

活表面棕褐色至黑褐色，断面有多数裂隙，皮部黄棕色至暗棕色，油润，有棕

色油点，气香；防风皮部棕黄色至棕色，有裂隙，木部黄色。气特异，味微甘 

师生活动 

 

1.给各小组评价打分 

2.小组多感识别 

3.解答学生疑问 

 

环 

节 

七 

 

检 

测 

环 

节 

 

  ＋ 

总 

结 

回 

顾 

丨 

 

5 

分 

钟 

 

教学内容 

总结回顾：1.运用多感识别法帮助小杰完成了药方中解表药的辨认，其中

薄荷和荆芥很容易混淆，注意区分要点。 

2.完成了 8味解表药的识别任务，通过四味重点药了解了识别要点的描述 

3.对于有毒的细辛，注意用量及口尝注意事项 

 

师生活动 

1. 分组发放一盘没有药物标识的 8味饮片，让各小组快速识别，并计时 

2. 对各组识别结果进行分析、计分 

3. 师生总结 

4. 布置作业与拓展任务 

课后巩固 

突破教学重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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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生活动 

【批阅作业】 

学习通上批阅学生作业，并将成绩纳入到教学评价中。 

【拓展任务】 

1.每组制作一份解表药标本图谱资料，并拍摄一个介绍解表药图谱的视频。 

2.推送以往中药传统技能大赛识别项目的视频和比赛要求 

【评价分析】 

将学生线上学习通和线下课堂表现相结合，在专业知识、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

方面进行纵向比较，探索增值评价的方式，形成体系 

课后反思 

教学

效果 

1.三维目标达成度高 

学生学会了多感识别的技能，掌握了重点饮片的描述，知晓了中药饮片的参照标准，

达成了预定教学目标。通过推演扩大触类旁通，其他同类别的中药饮片都掌握了识别的方

法，和通过药典学习识别要点的技能，提升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通过实践，将安全尝

药、用药的职业素养化为实际感受，更利于职业素养的形成。 

2.课堂组织与管控有效 

以学生为中心，根据学情和教学内容特点，从小杰求助开始识别任务，教师示范讲解

多感识别和口尝法、揉搓法，学生练习， 最后检测。合理安排各环节教学活动，有序推

进。教学活动活而不乱，学生全程参与，参与率 100%。 

特色

与创

新 

1.创新了中药识别课的上课模式，不再简单的进行中药饮片的识别训练，而是将饮片

分成根类、全草类、茎木类以及有毒根类，选出四个典型中药饮片进行识别，细化识别流

程，通过看、摸、嗅、尝这些指令引导学生一步步去深入了解饮片，再通过药典点评，强

化识别要点 

2.岗课赛融通，校企联合制定评分标准，对标大赛，将安徽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

职组）中药传统技能比赛性状识别评分标准纳入 

不足

与改

进 

1.不足：在专业知识、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方面进行纵向比较，探索增值评价方式，

但没有形成健全评价体系  

2.改进措施：将构建增值评价模型，通过解构评价要素、甄选评价指标、探索评价方法，

形成健全的增值评价体系。 

 

素 养

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