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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主學習計畫



自主學習的意義
1. 訓練自主規劃的能力

2. 學習如何分配時間

3. 深入探討自己有興趣的領域

參加動機
1. 瞭解中醫藥發展、理論基礎與中西藥之間的關聯性

2. 能充分運用所學之中醫藥知識於日常生活中

3. 發掘自己是否對中醫藥領域有興趣



週次 自學進度與範圍

1 學習中藥的起源與發展

2 學習著名的中藥產地及其特色中藥

3 學習辨別中藥的真偽與優劣

4 綜整課程內容與筆記整理 (一)

5 學習中藥炮製目的與方法

6 學習中藥的基本性質

7 學習中藥命名規則與藥材分類

8 綜整課程內容與筆記整理 (二)

9 學習日常生活中常見之中藥

10 學習方劑的配伍與煎煮方式

進度規劃
週次 自學進度與範圍

11 學習常用方劑之用藥原理及應用

12 綜整課程內容與筆記整理 (三)

13 學習中藥的用藥禁忌

14 學習常見養生藥膳之功效及烹煮方式

15 學習中西藥交互作用

16 綜整課程內容與筆記整理 (四)

17 製作專題報告

18 製作專題報告

19 確認及修改專題報告內容

20 排版與定稿



二.學習成果



中藥的歷史發展

夏商周

鐘鼎文中發現

「藥」字

秦漢

神農本草經 唐本草雷公炮製論

魏晉南北朝 隋唐

宋代

經史證類備急本草

遼夏金元

醫學融合及

外來藥物應用
植物名實圖考

本草綱目拾遺

本草綱目

明朝 清朝

神農一日而

遇七十毒

遠古時代

民國

中華中藥典



基礎理論－四氣

1.熱性藥：肉桂、附子、川烏

2.溫性藥：杜仲、黃耆、山藥

3.平性藥：茯苓、蓮子、甘草

4.涼性藥：薄荷、葛根、枇杷葉

5.寒性藥：黃連、金銀花、浙貝母



基礎理論－五味歸經

1.辛：發散、行氣、和血

2.甘：和緩、補養

3.酸：收斂固澀

4.苦：燥、瀉

5.鹹：軟堅潤下、散結

肺

脾

肝

心

腎



方劑配伍

君

臣

佐

使

加強治療或降低毒性

引藥物達病處或調和諸藥處

輔助君藥加強治療主症的藥物

起主要治療作用的藥物



• 產地：川芎、蜀椒、遼細辛

• 顏色：青篙、玄參、黃連

• 型態：牛膝、白頭翁、大腹皮

• 氣味：苦參、甘草、五味子

• 性能：防風、益母草、續斷

• 入藥部位：金銀花、紫蘇葉

• 人名：杜仲、使君子

• 譯名：曼陀羅、婆羅得

命名方式



常見藥膳－四神湯
組成：山藥、茯苓、芡實、蓮子

主治：調整腸胃機能性不良導致的泄瀉或脾虛食少

功效：補脾養胃

禁忌：不適合體質寒涼及生理期的女性服用



常見藥膳－四物湯

組成：熟地黃、當歸、芍藥、川芎

主治：血虛、月經不調

功效：養血疏肝，補血調血

禁忌：感冒、發燒、喉嚨痛不宜食用



常見藥膳－四君子湯
組成：人參、白朮、茯苓、甘草

主治：脾胃氣虛

功效：益氣、健脾、養胃

禁忌：根據中醫「十八反」理論

• 藜蘆反諸參（人參、沙參、丹參、玄參）



常見藥膳



三.心得與反思



挫折打擊－內容艱澀難懂



學習收穫
1. 對中藥有初步的認識

2. 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實踐所學的知識

3. 不排斥中醫藥領域

通過評量標準，獲取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之結業證書
總成績第二名86.96分 榮獲書卷獎課堂表現優異，獲頒勤學獎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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