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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探讨了中药材产业背景下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的现状及教学改革。通过分析中药材产业发展趋势、专业现状及存

在问题，提出了教学改革的必要性和具体措施。研究发现，当前专业教育存在课程设置滞后、实践教学不足、产学研

结合不紧密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优化课程体系、强化实践教学、深化产学研合作等改革措施，以培养

适应中药材产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推动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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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of the majo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sources and Developmen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aterials industry. By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aterials 

industr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major,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the necessity and specific 

measures of teaching reform are put forward.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re are such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s the lagging curriculum setup, insufficient practical teaching, and the 

lack of clos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response to these issues, this paper 

proposes reform measures such as optimiz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strengthening practical teaching, 

and deepening the cooperation among producti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so as to cultivate high-

quality talents who can meet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aterials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majo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sources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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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中医药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中药材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作为支撑中药材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中药

资源与开发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直接影响着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当前该专业的教育教学仍存在诸多不足，难以完全适应产业发展

的新需求。因此，深入研究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现状，探索教学改革路径，对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动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本文旨在分析中药材产业发展趋势，剖析专业教育现状及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教学改革建议，以期为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建设

提供参考。

一、中药材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中药材产业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正步

入转型升级和加快提升的重要阶段 [1]。近年来，中药材产业规模

持续扩大，市场需求不断增长。据统计，2020年我国中药材市

场规模已超过2000亿元，预计未来五年将保持年均8%以上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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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率。同时，随着中医药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中药材出口额也呈

现稳步上升趋势。在政策支持方面，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

中医药发展的政策措施，如《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

2030年）》《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等，为中药

材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2]。此外，随着 "一带一路 "

的推进，中医药国际合作不断深化，为中药材产业开拓国际市场

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技术创新方面，现代科技与传统中医药的融

合日益紧密。基因测序、分子标记等生物技术在中药材种质资源

保护和优良品种选育中的应用 [3]，以及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在

中药材种植、加工和质量控制中的应用，正在推动中药材产业向

现代化、智能化方向发展。这些发展趋势对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

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亟须通过教学改革来适应产业发展

的新需求。

二、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现状分析

目前，全国开设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的高校约有30余所，每

年培养本科毕业生约2000人。专业课程设置主要包括中药学、药

用植物学、中药资源学、中药鉴定学、中药炮制学等传统课程，

以及中药生物技术、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等新兴课程。然而，课程

体系仍存在一些不足，如新兴交叉学科课程比例偏低，与产业前

沿技术结合不够紧密等。

实践教学是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教育的重要环节，但目前普

遍存在实践基地不足、实践内容单一、与产业需求脱节等问题。

许多高校的实践教学仍局限于传统的认知实习和生产实习，缺

乏创新性和综合性实践项目，难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

思维。

产学研结合方面，虽然部分高校与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但

合作深度和广度仍有待提高。很多合作停留在表面层次，缺乏长

期稳定的合作机制，难以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此外，科研

成果转化率低，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不完善，制约了专业教育与

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

三、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教学改革探索

为适应中药材产业发展需求，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教学改革

势在必行 [4]。首先，应优化课程体系，增加新兴交叉学科课程比

例，如中药大数据分析、中药材智能制造等，同时加强传统课程

与现代科技的融合，如将分子生物学技术引入中药鉴定学课程。

其次，应强化实践教学，建设多元化实践基地，包括校内实训中

心、校外实习基地和虚拟仿真实验室等，并设计综合性、创新性

实践项目，如中药材全产业链模拟实训等。

深化产学研合作是教学改革的关键。高校应与企业建立长期

稳定的合作关系，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开发课程和教材，共

建实践基地。同时，鼓励教师参与企业技术创新，促进科研成果

转化，实现产学研良性互动。此外，还应探索建立产学研协同创

新平台，如产业学院、技术创新联盟等，为人才培养和产业创新

提供有力支撑。

（一）优化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是人才培养的核心，必须紧跟产业发展趋势和技

术前沿 [5]。首先，应增加新兴交叉学科课程的比例 [6]。例如，开

设“中药大数据分析”课程，培养学生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中药

材市场分析、资源预测和质量追溯的能力；开设“中药材智能制

造”课程，介绍现代信息技术在中药材种植、加工和质量控制中

的应用。其次，应加强传统课程与现代科技的融合。例如，在

“中药鉴定学”课程中引入分子生物学技术，教授 DNA条形码鉴

定方法；在“中药炮制学”课程中增加现代化炮制设备和工艺的

内容。此外，还应注重课程内容的更新和优化。定期邀请行业专

家参与课程大纲的修订，及时将产业最新发展动态和技术成果纳

入教学内容。同时，鼓励教师开发新课程，如“中药材质量标准

化”“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等，以满足产业发展对复合型人才的

需求。

（二）强化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关键环节 [7]。首

先，应建设多元化的实践基地 [8]。在校内，可以建立中药资源开

发实训中心 [9]，配备先进的实验设备和模拟系统；在校外，可以

与知名中药企业、药材种植基地合作，建立稳定的实习基地。其

次，应设计综合性、创新性的实践项目。例如，开展“中药材全

产业链模拟实训”，让学生从种植、采收、加工到销售全程参与，

全面了解产业运作；组织“中药资源调查与评价”项目，培养学

生野外调查、资源评估和开发利用的能力 [10]。此外，还应加强虚

拟仿真技术的应用。开发中药材种植、加工和质量检测的虚拟仿

真实验，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进行反复练习，提高实践技能。同

时，鼓励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培养科研能力和创新意识。

（三）深化产学研合作

产学研合作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重要

途径 [11]。首先，高校应与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12]。可以

邀请企业专家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共同开发课程和教材，

确保教学内容与产业需求紧密对接。其次，应共建实践基地和研

发中心。企业可以提供实习岗位和科研项目，学校则可以为企业

输送优秀人才和技术支持，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此外，还应探索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 [13]。例如，成立 "

中药产业学院 "，整合高校、企业和科研院所的资源，开展人才培

养、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组建 "中药技术创新联盟 "，促进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的合作，推动产业技术创新和升级。同时，鼓励教

师到企业挂职锻炼，参与企业技术创新，促进科研成果转化。

（四）创新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的创新对于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兴趣至关重

要。首先，应推广案例教学法 [14]。选取中药材产业发展中的典

型案例，如某地中药材种植基地的成功经验、某中药企业的技术

创新等，引导学生分析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其次，应采用项目

驱动式教学。将课程内容分解为若干项目，让学生以小组形式完

成，培养团队协作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此外，还应充分利用

现代信息技术。开发在线课程和移动学习平台，实现线上线下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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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式教学；利用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创建沉

浸式学习环境，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同时，鼓励教师

采用翻转课堂、对分课堂等新型教学模式，提高课堂教学的互动

性和有效性。

（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教学改革成功的关键 [15]。首先，应加

强教师的产业实践经验。鼓励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参与企业技

术创新和产品开发，提高实践教学能力。其次，应引进具有产业

背景的高层次人才。聘请企业专家担任兼职教授，参与课程教学

和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此外，还应加强教师的继续教育和培训。

定期组织教师参加产业前沿技术培训和教学能力提升培训，提高

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水平。同时，鼓励教师参与国际交流与合

作，学习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

（六）完善质量评价体系

科学的质量评价体系是保障教学改革效果的重要手段。首

先，应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主体。除了教师评价外，还应引入企业

评价、同行评价和学生自评，全面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实践能

力。其次，应采用多样化的评价方式。除了传统的考试外，还应

增加项目报告、实践操作、创新成果等评价方式，全面考核学生

的综合素质。此外，还应建立持续改进机制。定期开展教学质量

评估，收集学生、教师和企业的反馈意见，及时调整和优化教学

内容和方法。同时，建立毕业生跟踪调查制度，了解毕业生在行

业中的表现和发展情况，为教学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四、结论

在中药材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教学

改革对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通过优化课程体系、强化实践教学、深化产学研合作等改革

措施，可以有效提升专业教育质量，培养适应产业发展需求的高

素质人才。未来，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应继续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为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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