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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表

项

目

简

况

项目名称
融合“北峰山”中草药资源调查的中药学专业《野外采药实践》课程教

学改革

项目主持

人身份1

□校级领导□中层干部☑青年教师□一线教学管理人员□普通教师□

校外兼职教师□其他人员

起止年月2 2023 年 9 月-2026 年 9 月

项

目

主

持

人

姓名 容月庆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90 年 9 月

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职务 教师 最终学位/授予国家 医学硕士/中国

所在单位

单位名称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邮政编码 529000

电话 13426837393

通讯地址 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五邑路 683 号

主要教学

工作简历

时间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学时 所在单位

2019年9月

-2022 年 9

月

中医学基础、

中药药理学、

药用植物学、

中药化学、处

方调配Ⅰ

2019 级中药

学 1-6 班
608 医学院

1项目主持人如为青年教师或一线教学管理人员或普通教师，应附相关证明材料。项目组成员也应符合相关

要求。如没有提供，审核不通过。
2项目研究与实践期为 2-3 年，开始时间为 2023 年 9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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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

-2021 年 9

月

中药栽培技

术、中药贮存

于养护Ⅰ、化

学基础

2019 级中药

学 1-6 班、

2020 级中药

学1-8班2020

级食品营养

于检测，2020

级药品经营

于管理班

627.2 医学院

2021年9月

-2022 年 9

月

药用基础化

学、中医药知

识、化学基础

2021 级药学

1-2 班，2021

级中药学精

英班，2021 级

中药学 5-6

班，2021 级药

品经营与管

理班，20 级药

品经营与管

理班

1264 医学院

2021年9月

-2023 年 9

月

无机化学，医

学伦理学，实

习前综合实

训

2021 级中药

学精英班，

2021 级中药

学 5-6 班，

2021 级药学

1,2 班

816 医学院

与项目有

关的研究

与实践基

础

立项时间 项目名称 立项单位

项 总人数 职称 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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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项依据

含项目意义、研究综述和现状分析等（建议 3000 字左右）

一、项目意义

中药专业野外认药学科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加强实践教学能起到促进该学科发

展，提高学生对药用植物学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的作用，故加强实践教学的力度和水

平成为推动野外认药学科课程建设的首要任务。传统的实践教学方法多采用野外实习

教学，即引导学生在脱离课堂的情况下进行实地训练。中药学专业学生中草药野外教

学综合中药资源的研究，是培养学生药用植物标本采集，中药基源分类、形态鉴定能

力，以及在掌握资源的分布、生境知识基础上，增强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综合能力的中

药教学环节和手段，从而培养出能适应社会需求的实用人才。对为防病治病,提高人

民群众对中医药的认识度,传播中医药文化及对药用植物在食品、饮料、化妆品等方

面的综合利用。同时为广东省中部地区中草药品种的分布提供更详细的参考资料。通

过此项研究既可以掌握北峰山常见中草药资源，还可增加山中旅游观光亮点和看点，

同时还可提高人民群众对祖国医药的认知，从而显示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校野外实习基地选择国家森林公园———北峰山。北峰山位于中国第一侨乡台

山市的东北部，古兜山的崇山峻岭之中，紧连古兜山省级自然保护区。距广州市 130

公里、江门市 58 公里、台山市区 12 公里。与有着“东方夏威夷”之称的上川飞沙滩

省级旅游区合称为台山地区“一山一水”著名风景名胜区。公园内保存着大量的南亚

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是珠江三角洲最南端不可多得的一片绿洲。这里旅游资源丰富，

珍稀动植物种类繁多，山清水秀，层林叠翠，山环水抱。走进大森林，南亚热带常绿

阔叶林和沟谷雨中的板根、藤本、绞杀、附生和茎花茎果等现象无不给人以生命的启

示。现代诗人《登北峰山》赞之为“饮马瓶尖望海东，醉神胜景入吾瞳”，特殊地势

造就其中草药资源得天独厚。北峰山国家森林公园经营总面积 15000 亩，山势险峻、

层林叠翠、溪流瀑布、天然网状山泉泳池众多。据林业专家初步调查，园内维管束植

物 986 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的濒危珍稀植物有野生荔枝、野茶树、四药门花等 14

种:国家重点保护的濒危珍稀动物有 22 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蟒蛇，金钱龟两

种。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被专家誉为北回归线上的动植物基因库，珠三角最南端不可

多得的一片绿洲，因公园海拔高度 922 米高的主峰瓶身峰，身形酷似日本富士山，又

被专家誉为“台山富士山”。这座历史文化底蕴浓厚之山，到底分布有多少中草药品

种?目前仍属空白。

我校校园环境建设力度不断加大，种植的植物种类越来越多，植被品种较为丰富，

除去绿化观赏植物以外，具药用价值植物品种可达百余种，同时医学院充分利用校园

绿地，已经申报在校开辟了中药种植园。在研究此课题的基础上，我们研究团队将不

断加强校园内药用植物园的建设，积极栽培山上采得的中药，不断丰富植物的种类，

这将为药用植物学的教学与实践提供极为便利的条件，使实习不受时间、地点、安全、

经 费等因素的限制。

https://baike.so.com/doc/6320865-6534467.html
https://baike.so.com/doc/6320865-65344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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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综述

中药学学生野外中草药的实践学习，目前基本停留在“边走边认药”：走到哪里，

看见什么中药就认识什么中药，教学内容不规范，内容不确定的尴尬。采集中药压制

中药蜡叶标本，也处于基本的操作，压制的标本也不成熟，不规范，不能作为标本馆

的参观学习内容，标本制作后基本丢弃，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上山采得珍贵药材也未

能被教学所利用。

因此，在本课题的研究中，改革了传统的中草药野外实习模式，采取以研究作为

导向，有目的，有针对性，规范化的野外中药资源调查实践方式结合课堂教学，在认

识野生药材的基础上，融入资源调查，拍摄珍贵植物照片及教学视频，使得中草药野

外实践教学效果得到大大的提升。

江门五邑位于广东省中南部沿海，珠三角西部，东邻顺德，中山市，南濒南海，

西连阳春市，阳东县，北靠云浮新兴市，佛山高明市，总面积 9419 km2，地区为低纬

度热带与亚热带区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如春，其药用植物资源较为丰富。

根据广东江门五邑地区药用植物资源调查文献研究[1]，文献通过 4 年对能基本反映

江门(五邑)地区主要、常见药用植物的七大山脉(新会市的圭峰山与叱石山、开平市

的天露山、鹤山市的大小昆仑山、恩平市的七星坑原始森林与狗头山、台山市的古兜

山)进行了反复深入调查、采集标本、品种鉴定研究基本摸清江门五邑地区常见药用

植物资源，品种达 416 种，分布在 119 个科中。有些品种对常见病的防治具相当疗

效;有些品种适应当地气候环境，具经济开发价值；还有些品种具进一步研究、开发

价值。江门的中药资源当中，以金毛狗脊、海金沙、乌蕨、半边旗、凤尾草、假鹰爪、

山鸡椒、草珊瑚、火炭母、何首乌、土牛膝、野苋、刺苋、酢浆草、紫花酢浆草、石

榴、了哥王、锡叶藤、量天尺、仙人掌、大叶桉、番石榴、桃金娘、野牡丹、地锦草、

飞扬草、毛果算盘子、白背叶、叶下珠、含羞草、朴树、构树、榕树、薜荔、五指毛

桃、雾水葛、梅叶冬青、铁包金、粤蛇葡萄、三叶爬山虎、白粉藤、广陈皮、三桠苦、

苦楝、荔枝、盐肤木、鸭脚木、天胡荽、积雪草、白花茶、鸡矢藤、白花蛇舌草、栀

子、胜红蓟、黄花蒿、鬼针草、野菊、少花龙葵、车前草、一年蓬、一点红、毛麝香、

接骨草、马缨丹、鸭跖草、金丝草、淡竹叶、水蜈蚣、石菖蒲、菝葜等几十种的中药

数量较多。

但目前，对北峰山中药资源的研究几乎没有，北峰山作为我们国家的国家森林公

园，中草药资源丰富，品种多样，对中草药资源的研究，能够补充我们江门五邑地区

中草药中药资源库的目录，为五邑地区中草药资源的研究、开发、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三、现状分析

中药野外采药实习课程，是属于《药用植物学》课程的实践部分。目前，中草药

的野外实践存在着一下问题：

1.传统课堂的枯燥教学，学生被动接受知识，自主学习能力不强。

2.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高，探究问题意识薄弱，学期中间散漫，期末突击、被动

记忆，应付考试[2]。

3. 遇难而退，学期开始在任课教师的调动下，对校园周围的植物有认知、学习



9

的欲望，接触后发现植物种类繁多，形态构造多样、类群特征易混；课堂上教师讲解

的是主要科属的特征，而周边环境的植物种类涉及面广，虽然有的有标牌，但是不知

如何理解和认知植物，实践课程学时数较少，感到需要指导时教师不能在身边，理论

与实践相脱离，学习兴趣不高[3]。

4.在《药用植物学》实践课程中，教学内容中有校园、药圃药用植物和药材的识

别，讲授时常有其他专业学生自动加入本课程“游园讲解”的队伍，其他专业的学生

也有认知校园内植物、了解道地药材基原的需求，网上虽有相关视频资源， 但是针

对性不强。

因此，改革传统的课堂枯燥的理论教学，学生应付考试的学习模式成为必要。教

师带领学生走进自然环境中，亲身体验研究自然植物、野生中草药的乐趣。既能掌握

资源调查的能力，提高野生药材的鉴别、制作标本、种植中草药的技能，使得学生在

野外采药实习的过程中全面提升中药技能。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医学院药学教研室老师多次组织中药老师和中药专业的学生

到山中进行野外认知并进行资源调查，掌握了其一些常见品种。希望通过此项研究，

系统调查北峰山中草药资源，确定其所含品种，并按其科名、通用中文名、学名和功

效等进行整理归类，并根据实际情况将其移栽到山中或者广东南方职业学院已有的

动、植物园中。在实践中提高学生认药，识药，资源调查等各项能力。

参考文献：

1. 《广东江门五邑地区药用植物资源调查》彭余开江西中医学院学报 2018 年。

2. 《药用植物学“四维一体” 实践教学模式的探索与思考》西南师范大学报

2021 年。

3. 《药用植物学教学现状的思考与优化》都晓辉,药学教育 2021 年。

附：目前比较权威的中草药图谱参考书籍如下：

1.《临床常用中药识别与应用》戴初贤，郑小吉，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21

年。

2．《中国药典中药材及混伪品彩色图案》1-4 册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

3.《实用中草药彩色图案》 1-4 册 广东科技出版社 1994 年出版。

4.《广东中药志》 1-3 册 广东科技出版社 1994 年出版。

5.《全国中草药汇编》 第二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0 年 7 月出版.

6.《南方药用植物图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4 出版。

7.《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1-5 册 科技出版社 1972 年出版。

8.《广东植物志》 1-3 册 广东科技出版社 1995 年出版。

9.《中草药》野外识别手册 1-4 册 广东科技出版社 2004 年出版。

10.《中药大辞典》 上、下册 上海科技出版社 1986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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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方案

1.目标和拟解决的问题（建议 500 字左右）

1.1研究目标

1.1.1提高学生野外认识中药材的能力，全面了解野生中药材的生活生长环境。

规范地压制蜡叶标本，并将蜡叶标本装订成册，供实践教学使用。通过拍摄中草

药高清照片，制作《北峰山中草药资源野外学习手册》及《北峰山中草药图谱》，

供学生野外学习使用。学生通过种植种草药，对中草药的生长生活习性也有一定

的了解。

1.1.2 系统调查北峰山中草药品种及资源量，压制标本，鉴定其学名，将其

调查的品种全面展栽于北峰山动、植物园区中，不仅为生态旅游、绿色旅游、环

保旅游之山增亮点和看点，更为本地人民群众防病治病、传播祖国文化和广东省

中部地区中草药品种的分布及天然药物的综合利用提供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和依

据，也同时填补北峰山中草药资源无系统调查的空白。

1．2 解决的关键问题

1.2.1 解决了中药学学生野外资源调能力薄弱的问题。本课题采取野外调查

样地的方法有效记录植物群落，群落高度及总覆盖度。地被植物情况，人为的生

活方式对地被群落的影响。环境调查能了解经度、纬度、海拔、坡向、坡度、坡

位，土壤厚度、枯枝落叶厚度层、腐殖质厚度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1.2.2 解决学生识别野生中药材较差的问题。学生通常接触的都是中药材饮

片及粉末，对于中药材实际生长形态特征基本不了解。通过本课题的学习，学生

能基本认识常见中药材生长特征与环境。

1.2.3 制作腊叶标本知识的空白。由于学生基本没有接触过腊叶标本，在此课

题中，学生能参与到药材由采摘到制作程腊叶标本的全过程，掌握制作腊叶标本

的要点。掌握相应技能。

1.2.4 查找相关药典、图谱与文献能力较差。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基本上很少

会主动查找文献、药典与图谱，导致相应能力的缺失，在参与到课题研究的时候，

学生需要大量查找文献、药典与图谱，不断强化学生的查找资料的技能。

需找一位对北峰山非常熟悉的带路人（最好对中草药有兴趣的药农），因调

查的路线将直接影响到品种数量。

1.2．5 解决了学生不懂得种植中药材的问题。本课题一个内容为将北峰山部

分中药材移栽到广东南方职业学院中药材种植基地，学生能够参与到植物生长的

全过程，掌握中药材种植，浇灌，修剪，采摘等内容，强化学生种植能力。

1.2.6 解决了北峰山中药材资源调查缺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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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与实践内容（建议 1000 字）

2.1 研究内容

2.1.1 选择北峰山不同山谷对其中草药品种分布进行系统调查、采集、压制

标本、鉴定品种，并对其资源量进行初步估量。

2.1.2 对调查确定品种完善其功能与应用，最后完成《台山市北峰山中草药资

源调查》目录。

2.1.3 编写成《北峰山中草药图谱》。

2.1.4 制作台山市北峰山中草药标本 500 份。

2.1.5 拍摄野外采药教学视频。

2.1.6 移栽部分中药材到广东南方职业学院中药材种植基地。

2.2 可行性分析

2.2.1 本课题申报人已从事《中药鉴定技术》、《药用植物学》多年，具有

较强野外识别中草药的实践能力。

2.2.2 本课题申报人已从事过中草药野外实习的课程教学，具备了较好的基

础。

2.2.3 本课题得到申报单位“广东南方职业学院”的大力支持，在人力、物

力和交通工具上给予保证，对中草药资源调查的完成起到保障作用，而且是可行

的。

2.2.4 课题申报人已多次带学生约 20 人上北峰山，对北峰山中草药品种有初

步了解，并制作了部分的腊叶标本（学生名册详见佐证材料）。

2.2.5 课题申报人参与了《临床常用中药识别与应用》教材的编写。（详见

佐证材料）

2.2.6 课题组成员已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及学生安全手册。（详见佐证材料）

2.2.7 2022 年 9 月课题已经申请立项并获批为校级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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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建议 500 字左右）

一、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方法是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文献研究方法是探索、分析组织

并努力寻找事物本质属性的研究方法。文献研究和分析是进行所有研究的基础工

作，在选择和分析写作过程中应使用文献分析方法。在进行研究之前，必须充分

了解研究问题的相关信息和当前研究状况，并充分了解问题的研究结果。了解研

究趋势、发展历史和现状，区分已完成的研究和必要的研究，避免重复工作，提

高研究效率，本文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经历了以下几个过程。

1.分析和准备阶段

这一阶段包括确定整个医学教育领域的研究主题、初步阅读和分析、准备搜

索主题的要求和范围、医学教育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包括与评估和考试

相关的改革内容。

2.搜索阶段。

通过网络登陆国内外高校图书馆、网络数据库，查阅、搜集了有关医学教育

课程改革有关的文献，然后从中选择重要的和确实可用的资料分别按照适当顺序

阅读，并以文章摘录、资料卡片、读书笔记等方式记录收集材料。

3.加工阶段

为了从大量收集的文献中获得有用的信息，有必要从外部到内部对文献进行

处理，消除粗糙、伪造和保留真实性。在这个阶段，作者讨论了背景、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实习。根据课程评估对材料进行分类和整理，并将有价值

的观点融入作者的研究中。

二、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又称问卷法，是一种调查人员使用统一设计的问卷，向选定的

调查对象询问情况并征求意见的调查方法。本项目需要对学生野外采药实习兴趣

度进行调查，收集到学生对采药实践感兴趣的方面，结合采药实践课程的教学方

法和教学内容上，从而使得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更加的提高。

三、路线调查法

本课题拟采取路线调查法，通过北峰山管理区寻找熟悉路线的药农或者当地

村民，初步确定约 10 条主要山谷进行系统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学生边学习中草

药知识，边用数码相机拍摄。同时收集中草药品种，采集、压制标本、查找资料、

鉴别核对品种、确定学名，并及时做好调查记录（品种、分布与资源量），对有

疑议的品种，对照参考书籍或者华南植物研究所核对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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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施计划（建议 1000 字左右）

顺序 时间
阶段

名称
具体内容

第一

阶段

2023 年 9

月-2024 年

1 月

项目申

报准备

阶段

1、组织项目组成员对项目进行分析，整理研究思

路，认真研读有关野外教学的相关文件和文献。

2、根据教学改革情况确定研究内容，并确定项目

目标。

3、广泛调研，借鉴吸收其他兄弟院校的做法，走

访当地药农、资深专家和教学场地（野外）等情况。

第二

阶段

2024 年 1

月-2025 年

9 月

项目研

究与实

践阶段

1、编制中药学专业“中草药野外教学实践与研究”

的教学改革方案并进行实施。

2、在中药学的教学过程中跟踪野外教学的教学质

量，建立教学质量评价表。

3、对野生药材的鉴别、制作标本、种植等技能方

面的效果进行重点摸查。

4、不断更新与完善中草药的野外教学改革方案、

创新的教学模式。

第三

阶段

2025 年 9

月-2026 年

1 月

项目总

结阶段

总结项目研究成果，制定一份具有实践价值的

教学改革方案，撰写成果总结报告，提炼经验，撰

写论文。

第四

阶段

2026 年 1

月-2026 年

9 月

课题总

结阶段

对种类资料进行总结，对评价体系的质量进行

评估，根据所有的课题数据，撰写研究报告和论文，

并公开发表。

5. 经费筹措方案（建议 500 字左右）

序号 经费开支科目 金额（万元） 计算根据及理由

1 1、单位自筹 10000.00
调查、核对资料、购买部分工具书和草

纸、相机、压板、洗照片的费用。

2 2、其他渠道资助 0.00

3 3、申请经费 20000.00

4 （1）科研业务费 6000.00
交通费、核对标本、查找资料、购买工

具书、印刷资料。

5 （2）实验材料费 5000.00
调查、采集标本宿费、购买消毒液、台

纸，洗照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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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协作费 2000.00 药农带路劳务费

7 （4）其他费 7000.00 教学视频制作

8 合计 30000.00

6. 预期成果和效果（建议 1000 字左右）

一．预期成果：

执行完本项目，预期取得以下成果：

1. 教学改革类论文 2篇。

2. 《台山市北峰山中草药资源调查》目录。

3. 编写《北峰山中草药图谱》。

4. 制作台山北峰山中草药标本 500 份。

5. 丰富广东南方职业学院中药材种植基地的品种。

6. 对本院各专业人才方案、教师计划、教学内容提出实质性的建议，促进“教、

学、做”一体化改革。

7. 向各中药用人单位输送专业型、应用型人才。

二．效果：

1.学生野外资源调能力提高。学生采取野外调查样地的方法有效记录生长环

境及人为的生活方式对地被群落的影响。掌握环境差异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2.学生识别野生中药材能力提高。除了学生通常接触的中药材饮片及粉末，

学生还掌握中药材实际生长形态特征。

3.学生掌握了腊叶标本的制作知识。在此课题中，学生能参与到药材由采摘

到制作程腊叶标本的全过程，掌握制作腊叶标本的要点。掌握相应技能。

4.学生查找相关药典、图谱与文献能力提高。学生在参与到课题研究的时候，

学生需要大量查找文献、药典与图谱，不断强化学生的查找资料的技能。

5.学生掌握部分中药材的种植技术。学生将北峰山部分中药材移栽到广东南

方职业学院中药材种植基地，学生能够参与到植物生长的全过程，掌握中药材种

植，浇灌，修剪，采摘等内容，强化学生种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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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完成了北峰山中药材资源的调查，补充我们江门五邑地区中草药中药资源

库的目录，为五邑地区中草药资源的研究、开发、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通过学生走进野外的实践学习，学生与中草药有了非常近的接触，加深学生

对中草药深刻的认识，让学生对中草药的生长习性，生长环境，形态特征等各方

面都得到大大的提高，更好的培养实用型、应用型的中药人才，并培养师资队伍

实际教学能力和社会服务水平，并进行人才培养、教学计划、教学内容的改革。

7. 特色与创新（建议 500 字左右）

学院办学 3 年来，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在教学研讨和教学改革的过程中

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一、特色：

1. 野外实习教学是一条纽带，联络了师生的感情，培养了学生对中药的兴趣;

学生在教师的引导和启发下，走进大自然，亲身体验研究自然植物野生中

草药的乐趣；

2. 课堂设置有一定的灵活性，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能力培养为重点；课程

教学的改革加强了实践教学，改变传统课堂枯燥的理论教学，改变学生死

记硬背的学习模式颇有成效，奠定了中药学专业职业技术的教育特色。

二、创新：

1. 野外实践也磨炼了学生的坚韧品质，不仅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意识，还培

养了学生集体主义和团队协作的精神。

2. 让学生掌握资源调查的能力，强调从植物的形态、颜色、味道来辨识药用

植物及其药性等,让学生从多维认识药用植物。

提高学生对野生中药材的鉴别、制作标本、种植中草药的技能；让学生在野

外采药实习的过程中的全面提升中药技能,为培养专业技能过硬,综合素质卓越的

优秀中药学人才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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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基础

1.与本项目有关的研究成果简述（建议 1000 字左右）

高等专科中药学专业实习是高等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理论联系实

际，化知识为能力，通过野外认药教学与中草药资源调查相结合实践研究培养中

药学专业学生的工作能力，实现我国中药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使学生

毕业后具备在各级医疗机构从事中药、各医药公司、药商、中药科研等工作的基

本能力。为此，我校团队开展了多项有关该项目的研究：

1.1 首先从项目的作用意义上，进行了多个相关类似中药学教育项目的野外

实地调查探讨，深入剖析中药学教育的项目的可行性方案，深入学习各个学校对

于中药学野外考察和专业教育的应用，如某市人民医院对中药房的研究、教师带

领学生到某著名山野外调研中草药等。通过回顾性分析既往研究结果，论证了野

外中草药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1.2 其次从项目主体中药认药教学方面对他们进行有关野外实习的价值观的

剖析，调查某高校附属医院中药专业现状，探讨影响中药从业人员专业价值观的

因素，为进一步开展野外认药教学与中草药资源调查教育提供依据。

1.3 总结，项目组对本项目的研究现状，研究成果，项目主体的认药教学和

野外中草药研究的价值、项目实际应用、项目研究的作用意义上都进行了深刻分

析和研究，在如何围绕野外中草药的培养目标，充分发挥野外教学的各种中草药

资源优势，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满足学生的实习需求和就业动向，提高其临床实

习效果，探讨适合我国特色的中药学教学模式上阐明了一定的发展方向。

2.项目组成员所承担的与本项目有关的教学改革、科研项目和

已取得的教学改革工作成绩（建议 1000 字左右）

我校承担本项目组成员将秉承坚定不移、尽心尽力的教学精神，不断改革的

发展精神，坚持不懈的创新精神，项目组成员针与野外认药教学与中草药资源调

查相结合的能力培养方面不断探索追寻更融会贯通，更高效的的采药方式。

2.1 本课题组成员有从事《中药鉴定技术》、《药用植物学》的教学与中草

药品种鉴别研究已 28 年，积累了 1800 种左右中草药原植物的识别特征。

2.2 本课题组成员已参与完成岭南中草药资源调查，为岭南地区中草药品种

的分布积累了较多的资料，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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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本课题组成员已六次带学生约上北峰山，对其中草药品种已有初步了

解，并压制了部分标本（如图所示）。

北峰山国家森林公园

学生制作腊叶标本及成品

实践带教老师在峰山采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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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本课题申报教学改革团队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成果，其中包括校级教学比

赛 3项，发表了改革论文 5篇；教学改革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改革试点的《药

用植物学》、《中药栽培技术》等课程的学生课程的参与率、学生评教分数等教

学质量指标均有明显提高。学生对专业教学的满意度也明显提高，学生也在各类

竞赛中获得良好的成绩，其中中药传统技能大赛、药学技能大赛等多项省级技能

大赛中荣获一等奖 1项，二等奖 4项，三等奖 4项。

3.校级或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项目开展情况（含立

项和资助等）（建议 500 字左右）

（1）本申报项目为学校的立项研究项目

本项目为广东南方职业学院校级立项的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立项

时间 2020 年 9 月，立项后学校已按照制度规定给予 5000 元研究经费。

项目组已按照研究计划推进研究工作，完成了项目的文献调研、行业企业调

研，启动了产教一体技术技能平台的建设工作。研究工作进展顺利，目前正在准

备项目的中期检查验收。

（2）学校建立了规范的教学研究项目管理制度

为了规范学校教育教学研究工作，调动教师进行教学研究的积极性，学校制

订了一系列教育教学研究项目管理制度。

（3）学校定期开展教育教学研究课题评审立项

为了解决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学校设立了教育教学研究课

题研究项目，每年经过教师申报、专家评审、学校审核，确立教育教学研究课题 5-10

项，立项课题均给予相应经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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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费预算

支出科目（含配套经

费）
金额（元） 计算根据及理由

合计 30000

1.图书资料费 1000 购买参考书籍

2.设备和材料费 15000
查找资料和草纸、相机、洗照

片的费用

3.会议费 1000 会议场地，工具租借等

4.差旅费 6000 教师、学生交通，住宿的费用

5.劳务费 2000 药农带路劳务费

6.人员费 5000
教师、学生等调查人员的生活

补贴

7.其他支出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