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足 ，并 感 到 写 作 不 是 可 有 可 无 ，而 是 和 生 活 、学 习 密 切 相 关

的。!）采取一定激励措施，如作文评比、在班上张贴、宣读优

秀作文等形式，培养他们的兴趣，调动写作积极性，使他们养

成一种良好的写作习惯。

!"# 一些学生觉得无内容可写 针对学生感到没有写作内容

的情况，采取了如下办法：

"）注意丰富留学生的生活内容，使他们有情可抒、有事

可叙，引导他们从生活中提出有意义的写作主题。

!）选取一些学生感兴趣、有话可说的话题，鼓励学生写

出来。在写作过程中，教师不是见错就纠正，以便使学生把注

意力集中在要表达的内容上，而不是“是否写错”上，从而消

除他们思想上“不敢写、怕写错”的顾虑和写作的紧张感。

写作是个 复 杂 的 过 程 ，不 仅 是 听 、说 、读 等 语 言 技 能 的

结合，而且包括构思、选择表达思想的语言形式、利用语法规

则把要表达的思想转化为语言，对写出的内容进行加工和润

色等复杂的过程。因此，在中医院校开展写作课教学应使学

生认识到写作能力不是速成的，而是语言知识的积累，写作

知识和写作实践相结合的结果。

（收稿日期：!##$%#"%!&）

《方剂学 》是 研 究 中 医 治 法 、方 剂 配 伍 理 论 及 其 临 床 运

用的一门学科，是中医学理论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

中医学基础课程之一。是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各科之间的桥

梁，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系统掌握方

剂与治法的关系及方剂的组方原则及其应用规律，对于学生

学习临床各学科知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中医药事业和中

医药高等教育事业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造就一批业务素质

较高、创新能力较强的中医药专门人才，以适应中医药事业

现代化的基本要求。这就需要从事中医药教育的工作者以高

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努力改变传统的教育模式与教学方法，

提高中医学各学科的教学质量，这样才能更加充分地挖掘学

生潜能，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培养学生专业素质。下面将就在

《方剂学》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几点体会略加阐述。

$ 突出治法的讲授，加深学生对方剂功效的理解

中医学的特点之一是辨证论治。辨证论治的基础是理、

法、方、药。’ 者相互关联，密不可分，其中方剂把理、法、药三

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方剂是在辨证以后，确立治法的基础

上开出的，方剂的功效即体现具体的治法。现行高等院校规

划教材《方剂学》并未单立治法一章，而在具体方剂中仅谈功

效，以功效代替治法，对治法及如何确立治法论述不详，学生

较难理解和掌握。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的思维往往仅局

限于某个成方适合某种病证，不能将治法与方剂有机地结合

起来，遇到复杂病情便无从下手。

针对这种情况，在《方剂学》的教学过程中，突出治法的

讲授，就显得极为重要。特别是在讲授方剂功效的同时，以确

立治法，引出方剂的功效，可以使学生进一步加深对方剂功

效的理解。

如在第二章方剂与治法的授课过程中，突出讲解治法

在辨证与论治之间所起的桥梁作用，同时以大量病例阐释确

立治法的重要意义。另外，在讲授具体方剂时，应联系前面内

容讲清“八法”（即大法）与方剂功效所体现的治法（即小法）

之间的内在联系，进一步强化确立治法的概念。

由于教学课时所限，学生学习的方剂数量非常有限，这

就需要通过科学的教学方法授之以制方大法及变化规律，通

过对治法及治法与功效之间关系的系统讲解使学生 掌 握 治

法的意义，明确治法对方剂的指导作用，掌握辨证立法、据法

选方的组方思路与方法，既丰富和深化了教材内容，又提高

了学生获取和处理知识的能力。

# 阐释方剂主治证，辨析主治证的基本内涵

教学中发现，教材中方剂主治证的命名无规律性，有以

病名命名者，如肠风脏毒；有以证名命名者，如郁证；有以病

机命名者，如外感风寒，内停水饮等等，不一而足。而学生在

学习《方剂学》以前，只有中医基础理论、中药学、中医诊断学

《方剂学》教学中的几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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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基础课知识，对方剂主治证所涉及的内容不甚了解，如只

依据教材编排内容简单讲解，往往学生在学习 " 首方剂后不

知所用，更对一些病证一无所知，影响对知识点的掌握。

如麻子仁丸主治脾约，地黄饮子主治喑痱，槐花散主治

肠风脏毒等，一定要先解释此为何病证，病机如何，再按教材

编排内容讲解，方能达到满意的效果。再如越鞠丸主治郁证，

小蓟饮子主治血淋等，因学生对病名、证名的概念空白，应先

解释其含义，让学生对该证有了大概、全面的理解之后，再进

行讲解就会事半功倍。再如温经汤主治冲任虚寒，瘀血阻滞

证，此乃病机用语，若按部就班地讲解，学生对该方的应用还

是一头雾水，究竟在临床用于何病证，应该讲清、讲透。这是

教学难点，一定要阐释清楚，方能使知识点有机地联系起来。

! 帮助学生建立逆向思维方式，理清方剂的临床使用程序

《方剂学》教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培养学生临证遣药

组方的能力，以适应临床医疗实践的需要。在中医临床实践

中，辨证论治的步骤是理、法、方、药，即按照“辨证、立法、组

方”的顺序来进行的，即法随证立，方从法出。然而现行《方剂

学》规划教材中各方是按方名、组成、功效、用法、主治证、方

解及运用的顺序编排，这一编排顺序刚好与临床辨证论治过

程完全相反，这就很不利于学生临证组方应用能力的培养。

在教学过程中，采用与临床诊疗模式相适应的教学方

法，即引导和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方式。某些方剂的讲解顺

序按主治证、病机、治法、功用、选药、配伍意义、临床应用的

步骤推理讲解，有利于学生建立正确的临床思维模式，培养

组方应用能力，更有利于对所学方剂内涵的理解和掌握。

如小青龙汤，临床 见 证 ：恶 寒 发 热 ，无 汗 ，身 体 疼 痛 ，此

为外感风寒表证的主要症状；又见咳嗽痰多，清稀色白，喘咳

不得平卧等，此为水饮之邪被外寒引发，寒水射肺。以此引出

本证病机为外感风寒，内停水饮，其舌脉可为佐证，确立治法

当以外散风寒，内蠲水饮为主。而小青龙汤的功效解表散寒，

温化水饮恰好体现了这一治法。方中麻黄、桂枝等可外散风

寒；半夏、细辛、干姜可温化水饮，再配以酸收的白芍、五味子

即可宣敛结合，止咳平喘，又可散中有敛，驱邪不伤正。临床

常用于因外感而引起的咳喘证。按此顺序讲解简单明了，条

理清晰，学生不仅容易接受，还便于掌握。

" 体现现代教学活动的互动性，灵活讲解方剂各项内容

大多数中医课程始终沿用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理论

教学以课堂讲授为主，而不注重学生的主动学习意识与学习

方法的培养。这种教学模式使学生一直处于被动的 学 习 地

位，不利于综合思维能力和运用能力的培养，也不利于方剂

学科理论发展。同时，教材中各方顺序编排一致，教师在授课

时难免会陷入单调的讲解模式，形式重复，学生势必萌生厌

倦情绪，影响知识的吸收。

教学是教与学的结合，而学生才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教

师按学生的学习需求确定授课形式，可以启发学生思考，往

往能获得比较满意的教学效果。

如苏子降气汤，授课前预设 ! 种讲解顺序："）按教材编

排 顺 序 准 备 ；#）先 讲 解 组 成 及 方 解 ，再 引 出 主 治 证 及 病 机 ；

!）以临床病例引出喘病的主证及发病情况，再引出本方主治

证、病机、治法、组方及方解。由学生按需求选择，讲解期间随

时提出问题，并发表自己的见解，再给予阐释和启发。收到了

比较满意的教学效果。

这种互动式教学方法有利于按照学生的学习需求主动

遴选所需的知识点，在掌握知识点的同时又加强了学习方法

的培养，提高了学习方剂知识的能力，有利于学生开拓思路，

主动探求新知识。

# 强调方剂结构中病机、病位、病证三位一体的配伍规律

方与药最大的区别在于方剂有配伍。方剂的配伍决定

功效，方剂疗效的根本原因就是有其独特、精当的配伍结构。

因此，只有通过深刻领会、理解，掌握方剂的配伍规律，才能做

到师古法而不泥古方。

《方剂学》教学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分析、运

用方剂以及临证组方的能力。教材仅以“君、臣、佐、使”解释

组方意义，然而《内经》所立君、臣、佐、使的原则乃是一个基

本的框架，仅体现了方剂组成形式的特点，以主治证候的主

次关系说明各药的作用，似不足以昭示方中药物体现治法的

整体机制。笔者以为，方剂配伍规律的讲授应在《内经》所提

出的君、臣、佐、使原则的基础上，结合病机、病位及主证基本

要素，以法统方，强调整体，七情配伍，三因制宜，方为完整，

偏废任何一个因素都是不全面的。

如：麻黄 汤 主 治 外 感 风 寒 表 实 证 ，主 证 为 恶 寒 发 热 ，无

汗而喘，头项强痛，身体疼痛，舌淡苔白，脉浮紧。病机为风寒

束表，郁遏阳气，肺失宣降，病位在皮毛与肺。治以发汗散寒，

宣肺平喘。其中麻黄、桂枝发汗散寒，发越阳气，麻黄、杏仁宣

降肺气，止咳平喘，乃针对基本病机而设，亦可纠正主证、次

证；! 味药归皮毛与肺，直达病位，甘草为使，补中、调和诸药。

综观全方，配伍严谨，组方缜密、用药精当，构成一个完整的

有机整体，至今仍具有广泛的理论及临床指导意义。

$ 前后联系总结，注意类方对比，提高学生临床应用能力

所谓“类 方 ”是 指 主 要 功 效 或 主 治 病 证 类 似 的 方 剂 。多

作鉴别比较有利于前后联系，加深理解和区别应用。

如：小青龙汤、麻 杏 甘 石 汤 、人 参 蛤 蚧 散 、苏 子 降 气 汤 、

定喘汤等均治喘证，归脾汤、黄土汤等均治便血、崩漏，临证

当辨析使用。再如桑菊饮、银翘散、白虎汤、清营汤、犀角地黄

汤、青蒿鳖甲汤、羚角钩藤汤、大定风珠等为治疗热病不同阶

段的代表方剂，前后类比可进一步明确掌握热病发生、发展

及治疗规律。

善于联系 是 学 好 《方 剂 学 》的 一 条 捷 径 ，运 用 以 前 所 学

的中医诊断学、中药学知识把组成、功用、主治、临床运用等

各项综合起来，注意前后类方的联系对比，找出异同之处，探

索组方、用方规律，就会对方剂有一个全面清晰的认识，将知

识点学扎实，用灵活。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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