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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课程思政是将思想教育与专业理论课程有效融合，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
时，进一步领悟专业知识中内涵的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的正确价值观。本文以临床营养学课
程中医药膳教学内容为例，挖掘与提炼中医药膳中内涵的思政元素，探索如何在讲授药膳专
业知识的同时，进一步让学生领悟药膳中蕴含的历史文化、哲学思想、爱国主义情怀等，激
发了学生学习中医药膳的兴趣，提升了教学效果和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培养适应新时代需求
的临床营养学专业人才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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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中医药膳是我国特有的养生饮食，承载

着深厚且多元的思政元素。一方面，中医药

膳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土壤，深入研究中医

药膳，能领略古人食疗养生之精妙，感受传

统文化魅力；另一方面，中医药哲学思想贯

穿药膳始终，依人体虚实与脏腑特性调配药

膳，可帮助学生辩证看待健康问题，领悟中

庸之道；再者，药膳配制需严谨遵循中医理

论，精准把握食材性味归经，通过药膳制作

实践可培养学生严谨治学态度。

在中医药膳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近年

来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方面，学生的文化自

信得以提升，通过学习药膳背后的中医文

化、历史典故，深刻领略到中华传统文化的

魅力，增强了传承和弘扬的使命感。在职业

素养培育上，以中医 “大医精诚” 理念为

引导，让学生明白从医的道德准则和责任担

当。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思政与专业

内容融合程度参差不齐，部分教师只是简单

地将思政元素生硬嵌入，未能实现两者深度

交融，导致教学效果不佳。其次是师资队伍

方面，部分教师思政教育能力不足，缺乏系

统的思政教学培训，难以精准挖掘和运用思

政素材；再次从评价体系来看，尚未形成完

善的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机制，多以传统的知

识考核为主，难以全面评估学生在思政方面

的收获与成长。另外，教学资源整合不够，

缺乏丰富且针对性强的思政教学案例和资

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课程思政教学的发

展。

为此，本文在对临床营养学课程中的中

医药膳章节内容和内涵思政元素的深入分析

基础上，基于为国家培养继承传统文化、掌

握真技能的高素质中医药人才初衷，探索将

多元思政元素融入中医药膳教学内容中，增

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以及传承

创新精神、职业道德素养等，使学生成长为

德才兼备、契合新时代需求的高素质中医药

人才。

2.挖掘思政元素

2.1 历史文化元素

中医药膳中的历史文化元素涵盖了理

念、理论、典籍、人物等多个方面。药食同

源、寓医于食理念认为食物也是药物，将医

学知识融入到饮食之中，通过合理搭配食物

和药材，制作出具有食疗作用的药膳，可达

到预防和治疗疾病、保健强身的目的。

中医众多医学典籍为中医药膳发展奠定

了丰富的理论基础，《黄帝内经》提出了

“药以祛之，食以随之” 的观点；《备急

千金要方》设立了 “食治” 篇章；《饮膳

正要》从营养学的角度强调了饮食的重要

性，并详细记录了饮食卫生和服用药食的禁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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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医药膳中很多食材和烹饪方式

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符号。如 “莲子”，

在传统文化中寓意 “连生贵子”“多子多

福”，同时又具有养心安神、益肾涩精的药

用功效。在授课过程中引入这些文化符号，

能让学生理解中医药膳不仅是简单的食物搭

配，更是一种文化的表达。又如，中国传统

的 “煲汤” 文化，讲究小火慢炖、食材搭

配的均衡，体现了中国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和对和谐、平衡的哲学思考。通过对这些文

化符号和象征的解读，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

的认同感和审美能力。

2.2 哲学思想元素

中医药膳的哲学思想源于丰富的中医养

生理念，比如天人合一、 中和平衡、未病

先防、五行相生相克等。“天人合一”说明

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膳食要顺应个体状

况、自然天时状态进行养生保健，如春季阳

气上升，适合食用具有疏肝理气功效的芹菜

粥，因为春季对应肝脏，芹菜能顺应春季阳

气生发的特点，帮助人体调节肝脏功能；

“中和平衡”认为人体健康的关键在于气

血、阴阳、脏腑的平衡和谐，中医药膳可通

过食物与药物的巧妙配伍来纠正偏盛偏衰，

从而使身体恢复健康；“未病先防” 强调

中医药膳不仅用于治病，更着重于预防疾病

发生，日常饮食中巧妙融入具有保健功效的

食材与药材，持续滋养身体，加固健康防

线。这些哲学思想元素相互交织，让中医药

膳成为融合美食、养生与哲理的独特文化瑰

宝。

2.3 其他思政元素

中医药膳内容中同样蕴含丰富的其他思

政元素。到历代名医如张仲景、孙思邈等在

药膳领域的探索实践，他们心怀家国，致力

于传承与发扬本土医药知识，体现浓厚的爱

国主义情怀；中医药膳扎根于中医理论，融

合阴阳五行、气血津液、经络学说等知识，

构建起独有的食疗养生架构，展现出中医思

维的精妙，彰显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

力，帮助人们树立文化自信。另外还包含辩

证思维培养、敬业精神传承、社会责任意识

等思政元素，可深入挖掘，充实课程思政教

学内容。再比如，在讲授分析不同体质的食

疗方案时，运用辨证论治思想，引导学生明

白 “同病异治”“异病同治” 在食疗中的

体现，即相同病症因个体体质差异需采用不

同食疗方，不同病症若体质相同则可能有相

似食疗原则，使学生认识到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的重要性，树立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

3.课程思政教学

3.1 课程思政教案设计

课程思政教案设计开展教学的重要文

本，设计好坏将直接决定课程思政教学的成

败。教师在做课程思政设计需要做好三方面

工作，第一，学情调研，教师要深入开展学

情调研，了解学生思想动态，发现学生在思

想方面的不足，第二，专研教材，授课教师

要深入挖掘中医药膳中蕴含的历史文化、哲

学思想、文化自信、辩证思维等思政元素，

与药膳的知识点进行有效融合，突出中医药

膳以史为鉴，传承文化自信、德术兼修，塑

造职业品格、融会贯通，培养辩证思维的教

学理念。一方面可以以古代药膳案例为导向

进行设计，比如当归生姜羊肉汤的教案，则

以温暖中的传承与坚守为主线，讲授李桓用

羊肉、生姜、当归几味简单的药材救助百姓

的故事，体现了他医者仁心；再有茯苓糕，

清廉自守的品格象征等，在设计中医食疗理

论基础思政教案时，可引入《黄帝内经》中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

充” 的膳食配伍原则，阐述其蕴含的平衡

饮食、顺应自然的养生理念，引导学生思考

传统文化对现代生活的指导意义，激发文化

自豪感；另一方面，也可以现代发生的事为

题材进行教案设计，比如剖析疫情期间中医

药膳助力康复、提升免疫力的应用案例，增

强学生对专业实用性与时代价值认知；第

三，课程设计要尽可能运用现代数智化技

术，比如采用 AI 技术模拟药膳制作，让课

程教学生动、形象。

3.2 课堂讲授

课堂教授是实施课程思政提升的途径之

一，中医药药膳课程思政教学可采用对分课

堂、任务驱动、情境模拟等多元教学法进行

课程讲授。对分课堂主要是将课堂对分两

半，将课堂一般的时间留给学生自主学习、

内化吸收和小组讨论，增强学生在教与学中

的参与度，课堂的另外一半时间为教师精讲

和教学最后的教师总结。在精讲环节，授课

教师首先快速讲解食材药用功效、配伍禁忌

时，穿插历代本草典籍对食材记载逸事，阐

述药膳调理慢病原理时，引入中医 “治未

病” 理念，强化学生预防保健意识，培养

为大众健康负责的担当；随后布置相应的任

务，让学生讨论、解决问题，比如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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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如何精准选药膳” 问题，组织小组探

究，促使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锻炼

团队协作与自主学习能力；第三，小组答

辩，不同小组提问，答辩小组各成员回答问

题，并做好记录；最后，老师点评总结，引

导学生正确领悟药膳中的专业知识和蕴含的

思政元素。

任务驱动、情境模拟教学主要是解决理

论课堂过程中教师讲授理论知识时间偏长，

导致学生学习注意力下降，为此，在课堂讲

授过程中，针对理论知识，设置相应的任务

和情境，让学生分组、讨论，共同完成相应

的任务，从而进一步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

解，这些方法的应用需要授课教师根据学生

学习状态、理论知识特点灵活开展，不是一

成不变的。

3.3 实践教学

在理论讲授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中医药

膳实践教学。实践教学是理论课堂的进一步

延申，帮助学生从理解知识提升至掌握知识

和技能。实践教学开展的方式可多种多样，

在校内可开展（1）药膳制作工坊：首先，

引导学生利用中医理论辩证分析人群体质，

根据体质的不同，选择适宜的药材和食物，

在根据药膳制作原理，针对不同体质、不同

亚健康人群，制作相应的药膳，满足不同人

群需求。这种实践教学不仅仅扎实学生的理

论知识，更加提高学生中医养生健康服务技

能。同时学生在制作药膳过程中，从食材处

理到成品烹制，体会传统工艺精细，培养耐

心专注品质；过程强调安全卫生、节约食

材，强化责任意识；（2）校园药膳推广：

可利用节假日的时间，组织学生在校园内开

展中医药膳公益活动，向师生普及药膳知

识，如药膳的来源、作用以及选择原则等，

也可以让学生根据当时的气候、人群的一般

特点制作相应的药膳，分发试吃药膳，这种

教学活动不仅能锻炼学生表达与组织能力，

增强职业认同感与成就感，还可以提升学生

应变能力、健康服务技能；校外实践教学也

有多样形式，作者探索了校外实践主要有两

种，第一种就是校外企业认识实践，主要是

组织学生深入药膳企业，了解生产、研发、

营销流程，学习现代管理理念与质量管控标

准，明确职业发展方向；第二种就是校外专

业技能实践，这种实践教学一般在暑期进

行，时间大约 2周，带领学生深入相应的中

医养生馆，根据馆内人群具体情况，在带教

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相应的中医药膳制作，

并记录使用人群的使用情况，反思药膳制作

的合理性，不断修改和完善，此过程是将校

内学习和未来工作场景有机的结合，让学生

学以致用，实现学习与工作的有效对接，对

教学和就业都有非常好的帮助。

3.4 考核评价

3.4.1考核指标。

考核评价引领教师的教法、学生的学法

以及学校层面的人才培养方法。一个好的考

核评价能让教师教有效果，学生学有收获，

学校育人有成效。中医药膳课程思政教学考

核评价不仅局限于总成绩含理论知识、实践

操作等专业方面评价，课程考核指标更加注

重思政表现，思政部分涵盖课堂互动积极

性、实践团队协作、药膳文化、职业道德

等，考查将设定药膳制作、药膳故事讲解、

个体综合服务等方面，全面全面考量学生综

合素质，理论知识主要偏向学生基础知识、

相关理论分析以及实际案例解决等方面，目

的是考核学生理论知识掌握程度和对案例分

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实践操作主要是让学生

根据不同人群特点，制作相应的药膳，并阐

述制作依据和制作理由，阐述其背后的文化

内涵、哲学思想或对当代社会健康观念的影

响，主要考查学生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制作药膳的技能、对药膳内涵的文化

掌握程度。教师依据综合考核结果找短板，

优化教学资源、改进教学方法、调整思政融

入点，实现教学相长。

3.4.2 教学效果评价。

表 1.中医药膳综合测试结果分析表
成绩等级 90-100(优秀) 80-89(良好) 70-79(中等) 60-69(及格) <60(不及格)
人数 3 29 3 0 0
所占比例 8.57% 82.86% 8.57% 0.0% 0.0%
平均值 85.54 最高分 90 最低分 77

在教学效果评价方面，作者采用多元化

评价主体，除教师评价外，引入学生自评、

互评。如在小组项目完成后，学生先自评对

团队的贡献、自身职业素养体现等，再互评

队友表现，最后教师综合评定。通过多视角

评价，促进学生自我反思、相互学习，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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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教育效果。2024-2025 学年第一学期的

中医药膳在实施这种课程思政教学，学生的

学习成绩得到了显著提升，学生对专业知识

点的理解和记忆效果也得到了显著增强，对

祖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进一步加强。

图 1.学生考试成绩等级分布图

4.教学反思

4.1 教学过程中要加强与学生的交流与沟通

作者授课的班级女生居多，其中女生人

数占班级总人数的 85%，思维偏具象，抽象

思维能力与逻辑思维能力较差，对医药知识

的基础较薄弱。而中医药药膳知识偏抽象，

需具备一定的中医药基础，大部分学生学起

来会比较吃力，对知识的理解度不高。教师

要加强与学生的沟通，理解学生的基本情

况，针对性的进行个性化、形象化教学，有

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授课教师定期收集学生对课程思政教学

的反馈意见，通过问卷调查、课堂交流、课

后访谈等形式，了解学生对思政元素融入的

接受程度、兴趣点以及困惑之处。例如，问

卷中设置 “你认为哪些思政案例对你理解

专业知识最有帮助”“课程思政教学环节

中，你觉得哪部分最难理解或需要改进”

等问题。在充分掌握学生诉求后，及时调整

和优化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让教学更加贴切

学生需求，从而推动教与学的良性互动。

4.2 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持续改进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与方法，紧

密结合时代发展、社会需求以及学生特点，

不断更新思政元素，创新融入手段，使中医

药膳食疗课程思政教学与时俱进，真正达到

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

一。作者通过挖掘中医药膳发展历程中的故

事，如古代医者为百姓调配药膳对抗疫病，

让学生感受医者仁心与责任担当，这一思政

融入点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但教学中发

现，部分学生对历史故事理解仅停留在表

面，未能深入领悟其背后的精神内涵，后续

应增加小组讨论环节，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引导学生剖析故事中的价值理念，深

化理解。

4.3 要进一步强化实践教学，提高学生实践

能力

加强中医药膳在应用上的实践教学，通

过案例分析、药膳配餐设计等方式，提高学

生的实践能力和思维模式，让学生通过实际

操作来加深对药膳评估、药膳治疗和药膳教

育理论知识的理解。实践操作环节，要求学

生遵循 “药食同源” 原则组方，培养严谨

科学态度。然而，个别学生急于求成，忽视

食材与药材搭配禁忌。教学中要强化规则教

育，融入诚信、负责的职业操守思政元素，

以案例分析形式展示违规操作危害，让学生

从思想上重视。

4.4 要丰富线上学习资料，拓展教学途径、

提高教学效率

在线下课堂上，学生惊叹于中医药膳融

合中医理论与饮食文化的精妙，民族自豪感

油然而生。但教学手段较单一，多为讲解灌

输，可灵活应用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教学平台

引入药膳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线上讲座或实

地参观药膳坊等多元形式，拓宽学生文化视

野，增强传承使命感。线下教学的 PPT 板

书可适当增加动画，使学生更印象深刻，也

可适当增加表格，运用表格进行小结，让知

识融会贯通，教学效果达到理解透彻、记忆

牢固。

4.5 要有效整合教学内容，突出教学实用性

定期更新课程内容，确保教学材料反映

最原汁原味的药膳知识。利用高质量的教学

资源，如教科书、专业期刊中国知网等数据

库，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材料，并积极鼓

励学生撰写论文，提高研究能力。定期整合

课程教学内容，使学生掌握中医药膳的基本

知识和技能，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教学需求和

学生特点。

4.6 要进一优化教学质量评价方法

当前药膳教学考核机制比较单一、缺乏

量化考核，需建立有效及时的教学效果评估

方法，通过学生反馈、考试成绩、实践表

现、综合思政能力等多方面评估教学效果，

并据此调整教学策略，帮助学生及时了解自

己学习需要改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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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结

中医药膳课程思政教学意义深远，任务

艰巨。教师团队需齐心协力，深耕教学各环

节，以精心资料、精彩讲授、扎实实践、科

学考评，结合持续反馈改进，将思政教育如

春雨润物般融入课程，为中医药传承创新与

人才培养筑牢根基，助力学生逐梦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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