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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定位与设计思路 

1.1 课程性质与作用 

1.1.1 课程的性质  《药用植物实务》是中药专业的一门必修专业基础课。 

1.1.2 课程的作用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培养学生正确识别岭南常用中草

药的方法，以及药用植物的分类、资源调查等技能，为学生将来在药用植物园

(药圃)、中药材规范化种植(GAP)、中药生产企业从事中草药种植、识别、检

验或新药资源开发等工作奠定基础。 

1.1.3 与其他课程的关系  本课程是学习中药专业各专业课程包括《中药

学》、《中药鉴定技术》、《中药炮制学》、《生药学》、《实用天然药物化学》等课

程的专业基本课。 

1.2 课程基本理念 

1.2.1 课程教学目标和组织，教学内容、方法、手段的选择与在人才培养方

案中的作用和定位相匹配，与国家的教育方针、学院的要求相一致。 

1.2.2 坚持以学生为主体、老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全程渗透素质教育、个

性化教育等现代教育思想和观念。 

1.2.3 教学内容设置上，除了让学生掌握本课程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

本技能外，要着重培养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及理念。 

1.2.4 教学方法突出启发式教学，结合讨论式教学、问题式教学等教学方法，

灵活运用标本、图片、视频录像、CAI 课件等多种现代化教学手段，发挥信息

化教学的特点和优势，着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以利于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进一步强化学生的知识与实践操作技能，开扩

视野，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 

1.2.5 在保持优良教学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教学理论、内容、方法的创

新和改革，但在教学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2.5.1 优化理论课教学内容、注重实践教学方法 



教学过程包括课堂讲授和野外认药。本课程是实践性较强的学科，课堂讲

授要求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教学加强针对性和实用性，贯彻少而精的原则。 

植物种类繁多，通常一次实训课可接触到 60-70种植物，学生普遍反映易

学但也易忘。我们在教学中将各种植物的主要识别特征进行介绍，或将相似的

植物进行比较介绍。如有些植物的命名是以其主要形态特征为依据，当讲到三

叉苦时，让学生数一数其复叶是否都为三枚小叶，再让学生尝尝叶子的味道是

否为苦味，这样他们就印象深刻了；再如讲到鸡屎藤时让学生揉碎叶子闻其味

道，因其味似鸡屎而得名，但在广东湛江等地区用鸡屎藤做成的糯米磁却是当

地有名的小吃，此外鸡屎藤的识别要点还有叶对生、托叶一对三角形。将易混

淆的植物如盐肤木和鸦胆子采摘实物后让学生体会两者在形态、气味、手感等

的异同，最后老师再指出区别它们的方法。 

1.2.5.2 以人为本，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 

在教学过程中，发挥老师教学主导作用的同时，也应注重学生的学习主体

地位，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潜能，通过各种方式使学让达到对知识和

技能的掌握，更重要的是形成自己的学习方法，掌握学习方法。教学中，把时

间交给学生，如让学生介绍各用药用植物在自己家乡或自己家里的运用方法，

如有些学生家里用狗肝菜煲猪肝治疗肝炎、用叶下珠煲骨头汤治疗肾结石、用

细叶榕的气生根治疗骨质增生、用少花龙葵的嫩叶煲蛋花汤清热解毒等等，教

学相长，老师也可以从与学生的交流中获得更多的药用植物的资讯；老师再运

用启发、提问、总结等方法，通过学生自学、小组讨论、总结发言等活动，让

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同时，要充分注意到学生的兴趣、特长和基础好坏等方

面的个体差异，根据这种差异性确定学习目标和评价方法，并提出相应的教学

建议。 

1.3 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的设计思路以职业技能为基础，将课程对工作岗位进行调查后提出

相相应的职业能力需要，如药用植物园（药圃）栽培管理岗位对应药用植物识

别技能、中药规范化种植（GAP）岗位对应中药原植物鉴别技能、药物检验工、

中药调剂员岗位对应中草药鉴别技能。课程内容设计体现职业性和实践性。 

2．课程目标 

2.1 课程任务目标： 

2．1．1 通过对本课程的系统学习，能熟悉和了解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

分类、识别方法及其在医药行业的应用价值，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和知识结构。 



2．1．2 了解药用植物学的的渊源、历史传统与成绩，熟悉祖国医学的特

点、基本理论，能够加深对中医药学的理解，在今后的工作中合理应用中草药。 

2．1．3 具有查阅相关文献资料，获取和扩展新知识的能力。 

2．2 职业能力目标： 

2．2．1 能快速正确识别 200 种岭南常见药用植物，做到见药知名。 

2．2．2 具有正确采集药用植物、制作叶脉书签、腊叶标本的方法，为以

后的工作多提供一种可以利用的有效手段。 

2．2．3 掌握简单的中草药诊疗方法，加深对各种药用植物生长规律、生

长差异的认识，拓宽视野，开阔思路。 

2．2．4 具备野外工作基本常识和技能。 

2．2．5 能熟练应用植物分类检索表等工具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2．6 学会药用植物资源调查方法，懂得保护药用植物资源，能够合理

利用、开发药用植物资源。 

2．2．7 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精神，养成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

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职业道德和工作作风， 

 

3．课程内容与要求 

3.1 学习情境规划和学习情境设计   

 

教学

模块 

理论教学内容及要求  

学习项目 学习内容 技能要求 学时 

1.植

物器

官识

别模

块 

1.1 根 的

识别 

1、根的形态特征和根、根系

的类型 

2、根的变态类型。 

1、根的类型、根系类型的识

别能力。 

2、根的变态类型识别能力。 

理论2 

 

1.2 茎的

识别 

1、茎的形态特征，根和茎（特

别是地下茎）的区别。 

2、茎的类型。缠绕茎和攀援

茎，匍匐茎和平卧茎的区别。 

3、茎的变态类型。小块茎和

块茎，小鳞茎和鳞茎的区别。 

芽及其类型。 

1、茎的特征识别能力。 

 

2、茎的类型识别能力 

 

3、茎的变态类型识别能力。 

理论2 

 



1.3 叶的

识别 

1、叶的组成结构。 

2、叶片的形状（叶全形、叶

端、叶基、叶缘）；叶片的

分裂 ；叶脉及脉序类型（网

状、平行、二叉）；叶片的

质地（膜质、纸质、草质、

革质、肉质）；异形叶性。 

3．单叶和复叶（三出， 掌

状，羽状，单身复叶），叶

序（互生，对生，轮生，簇

生）。 

4．叶的变态（苞片，小苞片，

总苞片，鳞叶，刺状叶，卷

须叶，捕虫叶）。 

1、叶的各部分结构的识别能

力。 

 

2、常见的叶形、叶端、叶基

和叶缘的形态的识别能力。 

 

3、叶脉和脉序的类型、叶片

的分裂类型、单叶和复叶及

各种叶序的识能力。 

4、叶的变态类型的识别能

力。 

 

理论2 

 

1.4 花的

识别 

1、花的组成及形态特征 。 

2．花的类型。 

3．花程式：字母、数字和符

号与花的各组成部分的对应

关系；花图式。 

4．花序及其类型：无限花序、

有限花序。 

1、花的各部分（花萼、花冠、

雄蕊、雌蕊）形态特征的识

别能力。 

2、花和花序的类型识别能

力。 

3、花程式的应用能力。 

4、子房与花被的位置关系的

辨析能力。 

理论2 

 

1.5 果实、

种子的识

别 

1、果实的发育形成。 

2、果实的一般构造和功能：

果皮的结构；种子的结构； 

3、果实的类型：真果和假果，

单果（肉质果与干果：裂果

和不裂果）的各种类型，聚

合果和聚花果。 

4、种子的一般结构和类型。 

1、果实的一般结构识别能

力。 

2、果实的类型的识别能力。 

3、单、双子叶植物种子的区

别能力。 

4、常见的药用果实和种子的

认识能力。 

 

理论2 

 

2.药

用植

物的

分类

识别

与应

用模

2.1 药用

植物分类

基础知识 

1、植物分类的目的、任务及

其与中药研究的关系。 

2、植物分类的方法，植物分

类系统和分类单位。 

3、植物的命名（植物学名的

组成、种以下分类单位的名

称）。 

4、植物界的分门和植物分类

检索表。 

1. 植物命名的认识能力。 

2. 植物分类的等级的认识能

力 

3、植物分科检索表的使用能

力。 

理论2 

 

2.2 藻菌

类植物的

识别与应

用 

1、藻类、菌类植物的主要特

征（裸子植物与蕨类植物的

区别）。 

2.藻类、菌类植物的分类及

各纲主要的药用植物。 

 

 

 

常见药用菌类植物的识别能

力。 

理论2 

 

2.3 裸子

植物的识

别与应用 

1、裸子植物的主要特征（裸

子植物与蕨类植物的区别）。 

2. 裸子植物的分类及各纲

主要的园林植物。 

 

 

 

常见药用裸子植物的识别能

力。 

理论2 

 



块 

2.4 被子

植物的识

别与应用 

1、被子植物的主要特征。 

2、被子植物的分类原则和主

要的分类系统。 

3、单子叶植物纲和双子叶植

物纲的植物特征。 

4、单子叶植物纲 10 个重点

科及其主要药用植物。 

5、双子叶植物纲 20 个重点

科及其主要药用植物。 

1、被子植物的主要特征及分

类基础能力。 

2、20 个重点科的特征和 100 

种常见药用植物的识别能

力。   

3、运用植物科属检索表鉴定

植物科属的能力。 

4、识别单子叶和双子叶植物

的特征的能力。 

理论

16 

 

 

3. 

药用

植物

资源

模块 

3.1. 药 用

植物标本

采集、制作

方法 

1．熟练使用工具采集各种药

用植物标本 

2．学会药用植物腊叶标本的

制作方法 

1.懂得正确采集药用植物标

本的方法； 

2.能够树立爱护植物资源、

保护环境的理念。 

理论2  

 

南方各省

药用资源

的分布及

生产现状 

1．了解广东、广西、云南各

省主要中药资源分布情况 

2．掌握广东主要特产药材及

生产现状 

1. 能说出“十大广药”的名

称及产地 

2. 能说出广西的特产药材名

称 

3. 能说出云南的特产药材

名称 

理论2 

合计 理论课总课时 36 

实训教学内容： 

 

序

号 

实践教学内容及要求 

工作任务 主要学习情境 技能考核项目与要求 
参考 

学时 

1 根据药用

植物根、

茎、叶、

花、果实、

种子的形

态和内部

构造鉴别

药用植物

的种类 

1.识别药用植物根、

茎、叶的形态 

2.鉴别常见的菊科、

桑科、樟科等植物 

3.掌握菊科、桑科、

樟科、茜草科、大

戟科植物的辨认

要点 

1.能够识别根的类型、变态 

2．能够识别茎的类型、变态  

3．能够识别叶的类型、变态  

4.能够识别一点红、三叶鬼针草、金

钮扣、夜香牛、胜红蓟、对叶榕、

五指毛桃、构树、细叶榕、樟、阴

香、无根藤、潺槁、豺皮樟、鸡屎

藤、玉叶金花、栀子、山大颜、叶

下珠、黑面神、大飞扬等植物 

4 

2 

根据药用

植物花、

果实、种

1.识别药用植物花、

果实、种子的形态 

2．鉴别常见夹竹桃

1.能够识别花的类型、花序得类型 

2．能够识别各种类型的果实 

3．能够识别各种类型的种子 

  

4 



子的形态

鉴别药用

植物的种

类 

科、苋科、桃金娘

科、常见蕨类植物 

3．掌握夹竹桃科、

苋科、桃金娘科、

豆科、常见蕨类植

物的辨认要点 

4．能够识别红花夹竹桃、软枝黄婵、

长春花、羊角拗、桃金娘、蒲桃、

大叶桉、倒扣草、空心莲子草、紫

花羊蹄甲、黄槐决明、乌毛蕨、垂

穗石松等植物 

3 

使用药用

植物分类

检索表、

核对相关

文献，查

找药用植

物所属科 

1.利用检索表查未

知药用植物 

2.核对相关文献查

找药用植物所属科 

 

1. 学会查阅检索表 

2．学会查阅相关文献 

3. 查到所查之药用植物所属科 

参照（教学评价： 技能五 药用植物

识别技能考核） 

4. 根据各科特征再寻找同科其它植

物  

4 

4 

药用植物

标本的采

集制作、

使用药用

植物分类

检索表、

核对相关

文献，上

台纸 

1．熟练使用工具采

集各种药用植物

标本 

2．学会腊叶标本的

制作方法 

3.学会药用植物标

本上台纸的方法 

4.学会标本鉴定签

的填写方法 

1.能够正确采集药用植物标本 

2.能够正确填写野外采集记录 

3.能够根据要求熟练制作腊叶标本 

4．能够正确上台纸 

5．能够正确填写标本签 

6．能够将标本签粘贴在台纸上的规定

位置上 

4 

5 
制作叶脉

书签 

1．了解双子叶植物

叶脉的组成 

2．了解制作叶脉书

签的基本原理 

3．学会叶脉书签的

制作方法 

1．懂得采集适宜做叶脉书签的各种叶

子 

2．能够根据要求熟练制作各式叶脉书

签 
4 

6 

以校园内

药用植物

为研究对

象，进行

药用植物

资源调查 

1．将校园内药用植

物进行统计并科学、

系统分类，收集每种

植物的分布信息、图

片资料，为岭南药用

植物资源调查提供

有价值的参考。 

1．以校园内药用植物为研究对象，进

行药用植物资源调查，能让药用植物

学的学习变得生动有趣；植物资源的

辨认与整理，使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

合，记忆深刻，并为以后得到制药专

业学习打下基础。 

4 



7 

辨认常用

药用植物

实操考试 

1．考核学生的辨认

药用植物原植物的

学习成果 

1．熟练辨认 40 种常见的岭南药用植

物 

 

4 

                实训课总课时  28 

 

3.3 职业素养要求 

3．3．1 野外采药基本要求： 

3．3．1．1 每班分成若干小组，5 人一小组，每组选出一位小组长，小组

负责本组的组织、纪律工作。 

3．3．1．2 必须按时上课，不能无故旷课、早退，若有不舒服情况，应

及时报告老师，得到老师的允许后方能回宿舍休息。 

3．3．1．3 在野外认药过程中，要认真听讲、做好笔记，有相机的同学

可带相机拍摄植物影象，以加强学习效果。上课过程中要听从老师指挥，不能

打闹、不听耳机，紧随队伍。 

3．3．1．4 每次上课前由各组小组长到药学实验楼 312 领取采药用的采

集筐、枝剪、标签纸等工具，下课后小组长将采集筐、枝剪等交回实验室 312，

若工具遗失、损坏，由该小组成员共同赔偿。 

3．3．2 安全规程： 

3．3．2．1 野外采药过马路时要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打闯、不

讲电话、注意查看行车情况，保护自身安全。 

3．3．2．2 野外采药过程中若遇到马蜂、蛇等动物，要保持镇定，不要

慌乱、不要尖叫，及时报告老师，全体学生有序地按原路退出。若已惊扰蜂群，

全体学生就地趴下，用衣帽遮挡头部，避免蜂毒对头面部的伤害。待蜂群离去，

老师喊口令后方才能起身。不得乱捅马蜂窝、蚁窝，不得乱捕蛇，擅为者后果

自负，若对他人造成人身伤害要追究肇事者责任。 

3．3．2．3 野外采药时自备饮用水，不要喝生水，尤其是不能喝不洁净

的河水、田沟水、山谷水，以防感染传染疾病和寄生虫病。不能随意口尝不认

识的植物及其果实，防止中毒。 

3．3．2．4 可自备一些糖果或巧克力，以补充体力。不得乱扔垃圾，每

位同学要将自己产生的垃圾带下山丢到垃圾桶内。 

3．3．2．5 不得带火种上山、不得烧烤、不得抽烟，若造成山火要追究

肇事者责任。 

3．3．2．6 要保护野外药用植物资源，除了必要的认药、制作植物标本



外，不得随意采摘破坏，对于一些资源较少的植物尤其不能连根拔起。 

3．3．2．7 野外采药经过其他学校、工厂时勿大声喧哗，以免影响其他

人的工常学习和工作。不得采摘、破坏其他单位内部种植的植物。 

3．3．2．8 野外采药过程中遇到任何意外或突发状况要及时报告老师，

遇到危险状况时同学们之间也要团结友爱、互相提醒、互相帮助。 

3．3．2．9 不遵守该规定将开除出班，直到认识到其重要性。 

3．3．3 着装： 

3．3．3．1 野外认药时男女生戴帽、穿长衣长裤，做好防晒措施，防止

紫外线伤害、蚊虫叮咬；一律着运动鞋，男生不得穿皮鞋、拖鞋，女生不得穿

高跟鞋，防止登山时滑倒、崴伤脚。 

3．3．3．2 在登山过程中若无下大雨不能打伞，防止雨伞被树枝勾住造

成意外。 

 

4．实施建议 

4.1 教学条件 

目前实训教学场所以校内的山顶公园和学校附近的青少年林为主。在山顶

公园和青少年林，常见的药用植物种类近 300 种，但生长较分散，若按植物科

属进行教学存在一定难度。 

4.2 教学方法建议 

药用植物学的根本任务是使学生具备相应的职业能力，同时这也是一门终

身受用的课程，在制定每节课的教学目标时，要充分考虑课程目标的体现和贯

彻，也要注意学生能力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的要求。 

4.2.1 通过系统的课堂讲授，阐明药用植物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通

过课堂上师生交流，完成作业等加深和巩固对基本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通

过实训教学实现学生职业技能的提高并巩固所学知识。 

4.2.2 药用植物学与人类关系密切，他们觉得这是和自己生活紧密相连的

一门课程，在讲授中增加药用植物的生长特点、药用价值，或传说故事等，提

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4.2.3 注重知识的前后贯穿，在讲到后面内容时要适时将已学知识穿插其

间。 

4.2.4 融情感教育于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如讲到植物的根的作用时，对学

生进行爱护植物、保护大自然的教育。 



4.2.5 药用植物学教学不仅是教师讲解和演示的过程，也是师生交流、共

同发展的互动过程。教师必须向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让学生亲自参与和实践。

这种有目的、有步骤的学生自主学习活动主要包括对药用植物及其相关事物进

行观察、描述、提出问题、从各种信息渠道查找答案，并能与他人合作和交流

等。 

针对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需要，如何采用项目教学法、任务驱动法、

讲授法、角色扮演法、案例教学法、情境教学法、实训作业法等。 

4.3 教学评价或考核要求 

4．3．1 实操与技能竞赛：实操考试要求学生能快速准确鉴别 40-50 种常

见药用植物科名及种名。技能作业主要由 3 项主要内容：（1）每位同学制作

一份腊叶标本；（2）每位同学制作一份叶脉书签；（3）由学生自行设计方案，

以分组的形式完成对校园 100 种常见药用植物进行资源调查，拍照、科属种名

的标识、药用价值以及 PPT 的制作，最后走上讲台答辩。实操与技能竞赛的目

的是检查学生对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与熟练程度，检验学生的团队精神和创新

能力。 

4．3．2 学期结束，进行笔试考试：笔试主要通过闭卷形式考核学生对药

用植物基本概念、基本技能、形态特征的了解。 

4．3．3 平时考核常抓不懈：主要通过随堂提问、平时作业、学习态度等

加以评定，注重学习过程的全面评价，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4．3．4 按平时成绩 20%、期末成绩 30%的比例、实操考试 50%的比例给出

综合成绩。 

4.4 教材编写   

编写一本适合我院教学实际的野外采药实训教材，主要以图文形式展示常

见药用植物的主要识别特征，使学生能利用已有的知识与经验，积极主动地辨

认药用植物实物，也可作为自学参考工具书。目前此书已交付出版社印刷。 

5．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 

5．1 教材 

本课程采用的教材《药用植物识别技术》是由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药用

植物专业教师与广东省中药研究所中药规范化种植、药用植物分类专家蔡岳文

等人合作编写的。本教材删去了与实际应用较远的药用植物显微结构的识别和

极少用到的藻类、苔藓等低等药用植物的识别等内容，该教材增加了与广东临



近的广西、海南、云南、福建等南方各省的常见药用植物品种资源，具有鲜明

职业教育特色。 

5．2 教学参考书 

5．2．1《南方药用植物图鉴》：该图鉴收录了中国南方常见药用植物 558

种，采用了近 2000 幅彩色照片突出显示了南方药用植物的识别特征，是学生

更好的学习本课程具有指导作用。 

5．2．2《中草药花谱》：本图谱精选 300 种南方药用植物的花朵照片展

示给读者，每种药用植物均以植物种名为正名，每种植物配 1～2 张照片，具

科学性和观赏性，是学习中草药知识的科普读物，也可以作为中草药专业人员

的参考书。 

5．3 信息化教学资源：建立课程网站，便于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学习、

交流，提高学生对药用植物学的学习热情和后续学习能力。 

6．其他说明  

为提高学生实际鉴别药用植物的能力，本课程设计了七次的实践教学课，

实践地点安排在山顶公园及青少年林，而春夏是多雨季节，6-9 月份天气也会

逐渐炎热，若遇上雨天或其他不适合户外教学的天气情况，教学会改在教室内

进行或调整授课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