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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中医专业教学设置中，中医经典课程一

直是备受瞩目的焦点。中医临床经典原著课程是中

医学的主干课程、核心课程，是中医师所必须具备

的知识架构。但经典原著成书久远，文字古奥，常

为今人学习带来一定的困难。过去中医习惯提四大

经典，强调学医必读，现在我们凭借伤寒、金匮、温

病把中医临床的基础讲明白，授课的内容既不能完

全离开经典原文的记载，又不能过分受文字叙述的

拘限[1]。一般认为中医经典课程理论性较强、难以

理解的知识点较多。笔者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和

探索，认为组织以授课为基础的课堂教学法，即LBL

（Lecture  Based  Learing）教学法能够取得较为理想

的课堂教学的效果。

LBL属于传统教学模式的教学方法，它系统讲

解基本理论知识，传授信息量大，进展速度快，系统

性强，对于基本概念的讲授比较深刻、全面，容易理

解。然而具体应如何运用LBL传统讲授法上好中医

经典导读课，这对于授课教师自身的要求就相当之

高，需要我们不断加强对于本门课程内涵的建设，以

切实提高课堂有效学习的质量。笔者以为切实加强

中医经典课堂的有效教学应把握如下的环节。

1 提高青年教师的授课功力

教学效果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教”

的能力和水平。加强课堂教学的成效需要提高教师

的教学艺术。经典课程的性质要求教师的思维在教

学中表现出一定的广度、深度等品质特征。教师对

于所教学科的迷恋、对教学工作的挚爱和对学生的

热诚是进行教学艺术创造的动力源泉。爱因斯坦曾

说过：“在一切方法的背后如果没有一种生机勃勃的

精神，到头来只不过是笨拙的工具。”教学在传递知

识的同时发生情感的浸染，教师对所教学科的态度

对于学生影响极大，如果教师对所教学科表现出极

大的热情，并进行深入钻研，会使学生对该学科兴趣

盎然。

“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常用来形容戏剧表

演艺术家的成就来之不易，其实，有成就的教师也是

如此，水平表现在课堂上，而功夫则用在了备课上。

备课是授课的全部准备工作，其核心是教学方案的

设计，包括确定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式

和方法，设计教学路线和板书结构。备课工作面广

量大，优秀教师在备课上的投入是难以计量的。他

们在某些环节甚至细节上的匠心独运的艺术创造，

往往被归结为灵感，其实灵感正是长期辛勤劳动的

结晶。苏霍姆林斯基说得好：“教师所知道的东西，

应当比他在课堂上要讲的东西多十倍，多二十倍，以

便能应付自如地掌握教材。”知识的储存量、广度、深

度、系统性以及各种知识的复杂而独特的联系，对于

教师在教学中广征博引以及深刻论证提供了基础性

条件。有些教师因为学识广博，教学中就能“海阔天

空”地引征，精辟深刻地分析，栩栩如生地展示，把学

科知识与其他知识相互穿插，融为一体，博大精深，

妙趣横生。

课后总结也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之一。对于

青年教师而言，课后总结显得尤为重要。通过课后

总结，可发现课堂结构安排是否合理，教学内容是否

完整，教学方法是否得当，语言是否清晰，语速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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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当，课堂气氛是否活跃等，从中发现不足之处，并

及时加以修正和改善，从而提高下一堂课的教学质

量。在课后总结中所体现出的教学反思是不断提高

青年教师授课水平的重要一环。在课堂讲授中，教

师的教对学生的学起到指导作用，这种指导要激发

学生达到最佳的感受状态，并引导他们独立地获取

各种信息。通过学生的及时反馈，教师进行适时调

整，使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二者和谐一致，相互促

进，获得最优的教学效果。 

另外，中医经典课程的教师必须具备较强的临

床能力。“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熟读

王叔和，不如临证多”，中医学的临证实践性非常强，

授课教师大多具备医生与教师双重身份，应注意提

高自身临床技能，使教学内容联系临床，这样才能保

证好教学质量，这是教好中医经典课程的基础。

2 运用合理精当的教学语言

讲授是课堂教学的基本方式，讲授过程中进行

艺术性创造的余地极大。在我国最早的一部教学论

专著《学记》中就写道：“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

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藏，罕譬而喻，可

谓继志矣。”教学语言要准确、精炼。教学语言艺术

的核心是找到讲者和听者之间兴奋、共鸣与沟通的结

合点，教学语言的音调宜昂扬而浑厚，使学生的听觉

神经始终处于振奋而轻快的状态，保持教师和学生

之间信息通道的畅通，从而创造出良好的课堂效应。

在授课中必须把握教学语言的节奏，这包括多

方面的内容和要求。快与慢，讲课时当有快有慢，而

不能是持续的用一种速度进行。实与空，实是指讲

授的实际进行，空则是指空挡、间歇或停顿。教师讲

课过程中，可依据课程内容及学生理解和接受的情

况，而做适度停顿或沉默，由几秒钟到十数秒或更

长。停顿或沉默的妙用，是一个教师成熟的重要标

志。庄与谐，庄是庄重，指讲授那些紧要的重点和难

点问题时教师使用的严谨语辞、凝重语调、缓慢口气

和严肃神态；谐则是指诙谐与幽默，在语词、语调和

口气神态等方面均表现出轻松和欢快，使凝重与严肃

为之一扫，代之以师生的身心放松。远与近，这是就

讲授内容同学生的关系来说的，远指所讲内容同学

生的思想或生活距离较远，如一般原理等；近则指同

学生关系密切的日常生活等。

3 使用巧妙美观的教学板书

由于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应用，目前大多数老师

运用PPT替代板书，但是板书是最基本、最经典的教

学手段，最能体现教师教学的基本功。板书和教学

内容是紧密联系的，尤其是一些理论性强的内容，更

能体现出板书的优势。牛津大学出版的《教育学》一

书对于直观教具以及黑板的作用做出了非常精辟的

说明，指出：“事实上，所有的直观教具中，要数黑板

最普遍，最重要，最灵活”，板书图示“几乎可以服务

于无限的目的”。板书过程中，教师的肢体语言能淋

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烘托课堂气氛，使教学内容更

生动。运用板书教学，教师能够灵活地使用图画解

释内容，随讲随写，有利于学生记下清楚完整而重点

突出的课堂笔记。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我们认识

到运用巧妙美观的教学板书更能提高课堂的教学效

率，并且深受学生的欢迎。

板书是课堂的书面语言，进行艺术性创造的潜

力很大。实践证明，板书在教学过程中体现着同教

师教学以及学生学习的密切关系，从而对提高教学

质量和提高教学效率有着重大影响。板书是讲稿的

核心、精粹或灵魂，教学中紧紧抓住了这一部分，就会

起到提纲挈领或纲举目张的作用。对于讲课来说，

板书的意义或功能在于可使内容条理化，并受到约

束或控制。对于学生，板书在视觉上也直接地起着

条理的作用，并控制着学生听课的思路及进程。教

师在讲课时应当综合使用口头讲述、板书以及体态

表达等方式，力求达到最佳课堂效果。

4 体现课堂教学的文化氛围

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教学互动是教学相长的重要

途径，其有利于老师的成长。我们认识到填鸭式教

学、照本宣科式的教学、固步自封式的教学、不思进

取的教学内容是非常不利于学科自身发展的。从学

生方面来看，年轻学子们已经具备有一定的中医药基

本知识，但他们头脑中的某些知识点仍充斥着矛盾和

问题，处于一种易动摇而无所适从的状态。他们好

奇而求知欲望强烈，善于接受新的观点，对知识的追

求趋于理性，且具有主观能动、自学求知、极致探幽

的求学风格。因此，在教与学的矛盾中，教师的主动

地位非常重要，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更能提

升教学相长。大学的课堂文化是建立在较高文化水

准之上的师生间的平等交流。课堂教学中教师和学

生同为课堂中的主体。积极向上的课堂文化给课堂

教学注入正能量，激发教师和学生的思维。

在打造经典课堂时应突出我国传统文化和中医

的紧密联系。中医学融汇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不

论是理论根基还是思维方法，都和我国传统文化密

不可分。

讲解中医经典一定要站在文化的高度。中医学

中的基本概念均由传统文化中来，所有传统中医理

论体系都是通过传统文化的不同范畴作为其理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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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我国传统文化，就不会有当

前形态的中医理论。要从源头上解决中医传承、发

展与振兴的问题，主要是真正解决中医本质、传统中

医特点、恢复中医总体思维形式的过程。 

5 结语

加强中医经典课程的内涵建设，就是要不断优

化教学内容整体设计的过程。教学内容需以培养学

生的临床思维能力为目的，不应仅停留在对知识有限

的传授上，应培养灵活应用知识的能力，即让学生得

到“捕鱼的网”，而不仅仅是“鱼”。

近十年的教学实践使我们对于运用传统课堂

讲授法进行中医经典课程的授课积累了不少教学经

验。传统教学法是教师按照学生认知活动的规律，

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和控制教学过程，便于学生掌

握系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传统教学法之所以

成为传统，是因为它经受了长期的考验，证明了它有

强大的生命力，而不是昙花一现的东西。 

传统教学法是成熟的、完备的教学法。但是目

前的大学教育改革比较多强调的是对于新教学法成

功的展示，与此同时也会对传统教学法缺陷进行刻

意暴露，这样会使人们大量地接触到传统教学法不

成功的一面，这在客观上导致了难以用公正的眼光看

待传统教学法。在这种情况下，深入挖掘传统教学

法的优势，切实弄清传统教学法是否有可能与新的

教学法形成优势互补，显得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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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河医派名家张继泽教授（下称张老）系江苏

省中医院名医堂知名专家，家世业医，为孟河医派第

四代正宗传人（马家和丁家），“张继泽全国名老中医

药专家传承工作室”2014年12月被批准建立。张

老十分擅长运用膏滋方调养体质和治疗慢性脾胃系

统疾病，临证经验丰富，所开具的膏滋浓淡相宜、口

感舒适，深受广大患者欢迎，为江苏省中医院开具膏

滋方剂数最多的专家之一。笔者有幸跟随其临证学

习，现将其膏滋方辨治组方经验总结如下，以飨读

者。

1　中医膏方与膏滋方

中医有丸、散、膏、丹、汤、酒、露、锭八大传统剂

型，其中的膏剂起初是指外用膏方，《山海经》中的羊

脂类涂搽防治皮肤皲裂是外用膏方的雏形，《黄帝内

摘 要 孟河医派名家张继泽教授开具膏滋方经验丰富，主张以膏滋方统一取代膏方、膏药、补膏等内服膏剂名称，认

为膏滋方具有以补益为主、服用周期长、组成药物众多、特定服用时令、口感要求高等与汤剂五大不同的特点，并提出膏滋方

的组方策略，一张成功的膏滋方应包含贵重补品、一般补品、治疗药品、收膏品、药膳品、健脾助运品六大组成部分。附验案

1则以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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