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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 Seek背景下中药分析教学的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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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Deep Seek的出现和应用，为我国医疗、教育、娱乐等多个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与升级提供了新的思路。基于此，本文

以 Deep Seek为研究背景，分析了中医药领域的优化升级以及当前高职院校在中药分析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阐述了基

于 Deep Seek背景下中药分析教学改革的意义及其教学实践策略，旨在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从而更好将学生培养成

为社会时代发展真正需要的优秀中医药专业人才，希望可以为各位同行提供一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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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emergence and application of Deep Seek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ultiple fields in China, such as healthcare, education, and entertainment.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takes Deep Seek a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analyzes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fiel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s well a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alysis teaching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t elaborates on the significance and teaching practice 

strateg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alysis teaching reform based on Deep Seek background, 

aiming to further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and better cultivate students into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ofessionals that are truly need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times. It is hoped 

that this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collea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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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Deep Seek是应用领域非常广泛的一款人工智能模型，主要以深度学习、数据挖掘等新一代技术手段为基础，能够从海量数据中搜

索、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并对其进行分析，从而为人们提供更精准化、智能化的决策支持 [1]。Deep Seek凭借其强大的推理能力和数据处

理能力等优势特点，在多个领域中具有极其广泛的应用前景，如企业运营、金融、医疗健康、电商客服、智能交通等，为推动各行各业

实现智能化转型提供了诸多便利。在此形势下，高职院校中药分析教学有必要顺应数智化时代的发展趋势，积极运用 Deep Seek辅助教

师“教”和学生“学”，从而更好为国家和社会输送优秀的中医药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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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Deep Seek背景下中医药领域的优化升级

Deep Seek除了可以应用于传统的文本搜索，还在教育、娱

乐、医疗等领域展现出强大的应用潜力 [2]。在中医药领域，Deep 

Seek的应用大大促进了人工智能技术与中医药产业的深度融合，

为智能化问诊、病历智能化生成等提供了技术支持和保障，有利

于进一步推动中医药领域的优化升级。具体来看，通过运用 Deep 

Seek，我们可以实现对中医方剂、临床病历等的有效学习，还

能了解到更多中医典籍、现代医学文献、医案等专业内容 [3]。而

且，与以往的人工智能相比，Deep Seek所给出的回答要更加专

业、更加全面，能够更好地辅助智能诊疗 [4]。例如，中医师可以

将患者的病症输入到 Deep Seek。此时，Deep Seek就会从海量

信息资源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并快速给出诊断结果，甚至还可

以推测出疾病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为中医师提供辅助治疗方案，

从而实现对病症的精准辩证施治 [5]。

除此之外，通过运用 Deep Seek，我们还可以实时地收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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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医院门诊的各项数据信息和客户的服务反馈，并以此为依据

合理调整和控制各科室的门诊流程。例如，当患者在门诊等待时

间超过设定标准时，智能系统就会主动监测并将结果自动通知给

相关部门，如此就可以确保患者获得较好的就医体验 [6]。

二、中药分析教学的现存问题

《中药分析学》课程是中医药相关专业必学的一门核心课

程，对中医药专业人才的培养具有极为重要的促进意义。但从目

前来看，这门课程的教学还存在一些问题，导致学校对于中医药

专业人才的培养效果不够理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

教学方式相对比较单一，大多都是理论讲授，缺乏真实案例和实

践操作的教学融入，导致学生无法将所学知识灵活应用于临床

实践 [7]；二是教学资源不够丰富，大多都是以教师讲授和教材为

主，缺乏更加丰富、专业教学资源的融入，制约了学生专业知识

视野的拓展；三是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课堂参与度不高，大部

分都是学生被动地接受教师所讲内容，缺乏主动学习、自主思考

和实践互动的机会，导致学生的学习效果不佳。

三、Deep Seek背景下中药分析教学改革意义

（一）可以便捷有效地为学生提供学习资源

将 Deep Seek应用于高职院校中药分析教学，可以更加便

捷、有效地为学生提供学习资源。一方面，于学生而言，他们可

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自主利用 Deep Seek搜索自己想要

的学习资源，而不是一味等待教师讲解或答疑，有利于更好促进

学生实现个性化发展 [8]。另一方面，于教师而言，教师可以借助

Deep Seek搜集并整合教学资源，用于辅助教学。这样一来，教师

就有更多时间和精力致力于课程教学设计、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创

新，有利于切实有效的提升教学效果 [9]。

（二）可以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提供保障

Deep Seek在高职院校中药分析教学中的应用，可以大大节约

理论知识点讲解、案例教学引入的时间。如此，学生就有更多时

间进行专业实践训练，有利于实现对自身实践能力的培养，使自

身学会学以致用，也有利于激发自身自主学习意识，从而促使自

己更积极主动地进行专业学习和实践训练 [10]。

四、Deep Seek背景下中药分析教学改革策略

（一）课前布置任务，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在正式教学之前，教师可以结合中药分析教学内容布置课前

预习任务，让学生进行课前自主预习并将自己的学习成果上传至

在线学习平台。这样做，可以让学生提前了解课堂所讲内容，有

利于帮助他们更好地跟上教师教学节奏，进而达到激发学生学习

积极性的目的。在实践中，教师需要借助在线网络平台将课前预

习任务推送给学生，让学生在任务的带领下逐渐了解和掌握学习

的重难点 [11]。在此过程中，学生可以利用 Deep Seek搜索更多学

习素材，也可以利用 Deep Seek解决自己的疑惑，以提高自己的

预习效果。至于教师，除了可以利用在线学习平台为学生答疑解

惑以外，还可以借助平台后台统计的数据信息及时了解学生对知

识点的掌握情况，便于依此为依据进行后续的教学调整。另外，

教师也可以利用 Deep Seek为学生布置课前任务。例如，教师可

以在 Deep Seek中输入课程教学大纲、重难点、教学目标等信

息。此时，Deep Seek可以根据教师所输入的内容自动生成相应的

测试题，如此就能大大减轻教师的备课负担。

（二）课中注重沟通，促进学生深入探究知识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需要以课程核心内容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设计出知识点相对紧凑且具有一定趣味性和互动性的课堂教

学活动，从而促使学生将更多注意力放在专业知识的学习上，以

保证他们的学习效果。例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深入社会、中药

馆等开展调查或进行文献搜集等实践活动，借此来帮助学生在具

体实践中学习并掌握相关专业知识和中药成分分析技巧 [12]。而

在学生实践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鼓励他们利用 Deep Seek辅助学

习，比如可以让他们借助 Deep Seek来检验自己对中药成分分析

的准确率，从而通过这种方式不断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而在这

之前，教师可以先向学生介绍一些中药成分分析的关键要点或方

法技巧，并说明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13]。这样一来，学生在实践的

过程中就会对 Deep Seek的辅助检测结果有一定的专业性分析和

判定。在教学结束以后，教师可以让学生将自己的学习成果、心

得体会等以思维导图、示范讲解或角色扮演等方式展示出来，从

而帮助他们进一步深化对所学知识的理解。

（三）课后拓展任务，帮助学生深化课堂所学

在课后向学生布置拓展任务，是帮助学生深化课堂所学、促

进学生深度记忆知识的重要途径和关键环节 [14]。例如，在上述实

践教学结束之后，为了更好帮助学生掌握中药成分分析要点，教

师可以让学生利用 Deep Seek搜集更多学习素材，要求他们自主

学习，完成相关课后拓展性学习任务，并将学习成果上传至在线

教学平台当中，这样就可以帮助学生构建更加完善的知识框架体

系，同时还能实现对其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和知识视野的拓展。

（四）科学客观评价，帮助学生实现学习闭环

在中药分析教学实践中，教师要重视教学评价的改革与优

化，重视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的有机结合，以不断提高教学

评价的有效性。除了对学生日常成绩的考核与评价以外，教师还

可以将学生在课堂的学习表现、互动的准确性以及精神状态等要

素纳入考评体系当中，借此来进一步提高教学评价的全面性和科

学性。在评价主体方面，除了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学生互评以

外，教师还可以让学生对自己的教学内容、授课方法等进行评

价，从而实现师生双方之间的互相评价。而在此过程中，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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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专业基础不够牢固，教师可以让学生借助 Deep Seek来辅

助自己，从而更好帮助学生实现学习闭环。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数智化时代背景下，信息技术与教育领域的

融合越来越深入。而 Deep Seek的“异军突起”无疑为我国

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 [15]。在高职中医分析教

学实践中，教师可以通过课前布置任务，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课中注重沟通，促进学生深入探究知识；课后拓展任务，

帮助学生深化课堂所学；科学客观评价，帮助学生实现学习闭

环等多项举措来实现 Deep Seek的教学融入，从而为学生提供

更优质的教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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