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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也是高等中医药院校独特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中医药文化有机融入《中

特》课程的教学蕴含三重维度：一是用中医药文化提升思政课文化内涵的价值维度，二是用中医药现代化建设推动中国式现代

化的实践维度，三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时代维度。中医药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有利于克服传统教学千人一面

的困境，提升师生课堂互动效果，增强课程感染力，坚定文化自信，探索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教学新理念和新模式，实现立

德树人的教育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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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s not only the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also the uniqu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ources in Chinese medicine universities.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nto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urse contains three dimensions: The first is the value dimension of using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to enhance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and the second is the practical dimension of promot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ith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The third is the time dimension of cultivating the new people 

of the times who take on the great task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will help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i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process, enhance the effect of classroom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crease the appeal of courses, and enhance students' cultural confidence. explore targeted and 

effective new teaching ideas and teaching model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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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 坚持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其中，“第二个结合”深刻揭示了我国本土历史

文化的重要性和时代价值。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

干意见》中指出：“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

要系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等中医药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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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三重维度
——以中医药文化为例



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87·2024 年 3 月第 26 卷第 1 期

校独特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习近平关于中医药发展的重要

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把中医药文化丰富的哲学思想、实践方法及其内涵有机融入

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的教学过程，有利于提

高师生的课堂互动效果，增强思政课的感染力，坚定文化自信，

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宗旨。

本文主要探索从价值维度、实践维度和时代维度三个层

面将中医药文化作为教学案例和教学资源有机融入研究生思

政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以下简称《中

特》）的教学模式，克服传统思政课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千人

一面困境，根据医学类院校的文化特色以及研究生的专业特

点，探索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教学新理念和新模式。

一、价值维度：中医药文化提升思政课的文化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

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

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1] 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学的“瑰宝论”和“钥匙论”是对中医药

学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作为新时代医学院校

的青年学生，更应该深入研究中医药学，传承好中华优秀历

史文化的精髓，并向全世界传播中医药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繁荣，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2]。

1. 中医药文化推进“文化强国”建设

文化蕴含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核心和灵魂，是人类

回望过去、眺望未来的关键途径。在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中，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刻、更持久的力量。中医药学是中

华民族在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经过长期积累形成的中国智

慧，这一古老智慧在当今世界仍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

具体应用中仍潜藏着巨大的文化资源和文化价值。中医药文

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和人文精神。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医药文化逐渐形成了“精、诚、仁、

爱、和”等理念，是中华民族宇宙观、自然观、生命观和人

生观的综合体现。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本土文化，中医药文

化被誉为“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

教授指出：“中医药学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在长期

发展过程中，汲取了儒释道的精华，蕴涵中华传统文化中优

秀的文化要素、文化基因。”[3] 中医药传承发展至今，这座

宝库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惜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中医药宝库，

在新时代背景下全面推进和传承中医药的振兴发展。中医药

文化的繁荣发展有利于推进我国“文化强国”建设，作为新

时代的医学院校青年学生，要自觉树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发挥中国本土文化的独特优势，争做中医药文化的传承者和

代言人。

此部分内容可以有机融入研究生思政课《中特》课程第

五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部分的教学过程，

思政课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谈到具体

的中医药文化，如结合中医梦讲解中国梦，结合中医药文化

核心价值观讲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中医药文化软实

力讲解中国文化软实力等。同时，思政课教师可以运用具体

的中医人物案例引导学生思考下列问题：中医药学在中华文

明史上的重要地位，中医思想蕴含的哲学内涵等。在讲述中

医药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展示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帮助学

生树立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弘扬中医药文化，在“文

化强国”建设中发挥中医药的文化价值。           

2. 中医药价值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中国的汉字“健”意为形体健康，“康”意为心灵宁静。

可见，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包含了身与心的健康理念。世界

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是：躯体无异常，心理活动正常，适

应外界环境，这与中医的“形神合一”、“天人相应”等思

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医药理论主张以此为基础看待人的健

康问题。例如，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思想主要有：“治

未病”的预防观，强调人对疾病应做到未雨绸缪，预防为主；

“恬淡无为”的处世观，强调人对外界的刺激应做到自悟自解，

以静养神；“天人相应”的宇宙观，强调顺应四时，提高人

体生理功能的调节性和适应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4]

中医药的振兴发展与“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是具有紧密关

联的重要时代命题。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不断提升

全民健康水平，是中医药振兴发展的重要使命任务。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和

同疾病作斗争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医学科学，是我

国具有独特理论和技术方法的体系。”[5] 新时代新征程，中

医药振兴发展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

以中医药振兴发展积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一项惠及

全体人民和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能

一次次转危为安，靠的就是中医药。”[6] 中医药强调“和谐”

对人的健康具有重要作用，中医药诊疗思想背后所反映的是

中国古代思想中治国、齐家、修身、养性、处事、接物等方

面内容，指导人们做到行、住、坐、卧均不宜久，且要节饮

食、少言语、慎服药、节房事、忘忧虑、除名利，还要多闭

目、勤梳头、常洗脚、行仁义、多忍辱。南京中医药大学殷

忠勇教授指出：“中医养生文化是中国人民在悠久的历史中，

通过自身的探索、思考及创造而建立起来的养护身心的一系

列方法和措施中蕴含的深刻哲学内涵。”[7]

此部分内容可以有机融入研究生思政课《中特》课程第

六章“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内容的教学过程，思政课

教师可以结合人们日常的养生方法和养生观念引导学生思考

下列问题：历史上中医药在治疗重大疾病取得的成效如何？

中医药振兴发展与健康中国建设的紧密联系体现在哪些方

面？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的显著优势如何呈现？在讲述具体

的中医药养生方法、防治疫病方法等案例中，帮助学生坚定

专业自信，弘扬中医药的医学价值，在“健康中国”建设中

发挥中医药价值。               

3. 中医药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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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在传

播中国声音的过程中，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对世界产生了重

要影响，中华文化软实力成为我国国际地位提升的重要因素。

其中，中医药文化软实力的传播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重要

素材，围绕中医药文化进行中国文化的话语阐释和叙事传播，

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如何通过中医药文化软实力讲

好中国故事？这一时代命题需要当代中医人认真思考，目前

主要通过以下两方面途径进行：

一是加强国际中医孔子学院的建设。中医孔子学院是当

前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不可忽视的力量，作为中医药知识和

文化的传播交流平台，中医孔子学院不但能通过汉语教学提

高外国友人的汉语水平，还能让世界人民了解到博大精深、

丰富多彩的中医药文化，这些中华文化向世界展示着中华民

族的认知方式、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使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在国际文化交流合作中，中医药成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文化

的窗口。南京中医药大学张宗明教授指出：“中医药根植于

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沃土，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

全面、系统、完整地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人

文精神与道德规范。”[8] 历史上，中医药曾在不同时期多次

被传播到海外多地，而当代中医孔子学院发挥了重要传播作

用。“通过中医文化海外传播的实践 ,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中医孔子学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 有些课程和活动已逐步固

定下来，成为常设的特色项目。”[9]

二是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防治中的价值。近年来，中医药

的对外交流和传播越来越广泛，特别是在抗击全球新冠肺炎

疫情过程中，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始终坚持在全

球合作中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共赢，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

是中华民族和合共生优秀传统思想的最生动写照。”[10] 人类

的生存不是因地域分割开来的独立单元，世界人民属于同一

个地球，未来世界医学的发展，人民卫生健康事业的繁荣，

都需要各国人民共同努力，中医药学在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

康共同体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新冠肺炎的辨治思维突出辨

病 - 辨证 - 辨体的“三辨”模式，针对新冠肺炎病毒表现出

的症状，中医人结合中医经典，开发了许多普适方，例如“清

肺排毒汤”由 21 味中药组成，涉及《伤寒杂病论》中的 5 个

经方，组方合理，性味平和，可用于轻、中、重度新冠肺炎

患者。[11]

此部分内容可以有机融入研究生思政课《中特》课程第

九章“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容的教学。思政课教师

可以根据学生的专业情况，结合课程内容引导学生思考下列

问题：中医孔子学院是如何把传统和现代中医药科学同汉语

教学相融合的？中医药学在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

的重要作用等。思政课教师可以积极引导学生在文化自信的

基础上向国外友人讲好中国故事，通过中医药这一重要载体，

呈现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二、实践维度：中医药现代化建设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在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

基于中国特色、立足中国国情，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文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中国

在 5000 多年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民族文化。实现中

医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文化自信的题中之义，对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中医药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医学

体系和范式，它形成于中国人民从古至今几千年的社会生产

生活实践，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与中国式现代

化的本质要求相呼应，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体系相同构，

必将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助力。

1. 诊疗服务手段现代化

首先，利用现代技术传承经典。中医药历史悠久，典籍

丰富，从《黄帝内经》到《伤寒杂病论》，再到金元四大家

和明清温病论，都以文字形式记录并流传至今，但大多数中

医经典以及医案仍然是以纸质资料为主，且一些古籍晦涩难

懂，不利于保存和传播，因此，利用大数据建立文献资料数

据库就显得尤为重要 [12]。其次，在中医诊疗过程中，病证方

案记录在纸质材料上不利于信息的统计与分析，电子病历以

及“LIS 系统”的广泛使用，实现了中医临证方药的数据化，

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最后，名老中医和国医大师是中医

药医术发展的杰出代表，在理论和临床实践中均有独到之处，

不仅展示了中医药核心价值，还对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的传承

起到推动作用。但当前中医诊疗经验的传承主要依赖于师承

教育以及文献，实现名中医诊疗经验的数据化显得尤为必要。

大数据时代，开放、共享、合作是国际共同的准则 [13]。

2. 科技创新途径现代化

中药及复方的起效机制和物质基础这两大问题长久以来

制约着中药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已上市的中药大品种的临床

精准定位被认为是最有前途的转化医学策略之一，若能借助

文本挖掘和中药网络药理分析等方法，不仅能使现有中药品

种的药物价值得到更好的发挥，还可以找寻中药大品种的新

用途 [14]。此外，中医中的“四诊”——望、闻、问、切是在

感官所及范围内获取患者病情信息，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同

一位患者、不同的医生可能会给出不同的诊断，因此，依靠

现代科学使四诊信息标准化、客观化进而实现诊断智能化是

关键。只有在四诊客观化的基础上开展研究，才能量化中医

药功效。四诊客观化既是中医药科技创新现代化的关键基础

技术，也是掌握中医药学现代标准国际话语权的基石 [15]。

3. 人才培育机制现代化

中医药现代化要把人才培育摆在更加重要位置，中医

院校教育在规模、层次、资源等方面得到国家大力支持，能

促进中医药人才规模化培养和中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在

“十四五”战略规划中，对中医药高素质人才发展提出了具

体实施办法。首先是深化中医药院校教育改革，强化中医药

特色人才队伍建设与完善落实西医完善落实西医学习中医制

度。其次是开展九年制中西医结合教育试点，增加临床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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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专业中医药课程学时，将中医药课程列为本科临床医学类

专业必修课和毕业实习内容，在临床类别医师资格考试中增

加中医知识等。最后是针对学生临床思维薄弱的问题，采用

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相结合的方式。院校教育具备完善的培

养方案和课程体系，能够规模化培养中医人才，从而满足社

会对中医中药各层次人才的数量需求，促进中医药教育和卫

生医疗事业的发展。师承教育能有效发挥“早临床、多临床

以及反复临床”的实践优势。

此部分内容可以有机融入研究生思政课《中特》课程第

五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内容

的教学，思政课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下列问题：新时代背

景下，如何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中医药宝库？如何推动

中医药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何利用新技术深化中

医药的科技创新等相关问题。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

发挥优势，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中医药的现代化发展。

三、时代维度：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

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16]

实现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关键在于培养中医药领域的新时

代人才。当前，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呈现出“多层次、多学科、

多元化”教育全覆盖的特点。作为新时代中医药青年，需要

走在时代前列，传承经典，勇于创新，刻苦攻坚，才能成为

担当民族大任的时代新人。

首先，时代新人之“新”，体现在有自信。自信是需要

建立在具体内容和基础之上的自信，其中最关键的是文化自

信。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和重要组

成部分，蕴藏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

凝聚着中医药学的精髓，是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理论

来源。中医药在增进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促进文化对外交流、

提升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说：“望广大中医药人能够坚定民族自信、增强中

医自信。”[17] 新时代中医药青年要在中医药领域建立文化自

信，把中医药的文化内涵学懂弄通，成为中医药文化的传承

者和传播者。

其次，时代新人之“新”，体现在重实干。中医药的传

承创新发展，一方面需要遵循中医药的发展规律，研究论证，

加强对古典医籍精华的梳理和挖掘，对一手文献深入挖掘其

内涵；另一方面需要结合当下社会实际情况，将古典中医的

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时代知识，转化为更适合大众理解的

医学知识和生活常识。此外，还要从药理、种植、采摘、保存、

提取、用药等多方面进行系统性学习，培养中医药领域学生

的系统知识和动手能力，培养医学生在中医药学习研究过程

中的“工匠精神”。

最后，时代新人之“新”，体现在求进取。一是借助中

医药“走出去”机遇，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如中医孔子学

院平台、“一带一路”倡议机遇等，使国际社会交流与合作

的不断深入，中医药文化被更广泛地传播，越来越被世界接

受和认可。二是借助新媒体平台传播中医药。新媒体具有传

播与更新速度快、信息量大、内容丰富、互动性强等优势，

正是这些优势使新媒体成为中医药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中

医药文化借助新媒体发展的独特优势，为更多的人民群众所

了解和接受。三是加强中医药宣传，通过青年一代中医药人

的努力，扩大中医药文化在青少年以及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力。

此部分内容可以有机融入研究生思政课《中特》课程第

五章“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部分内容的教学，

思政课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下列问题：新时代背景下，中

医药学生如何做到文化自信？如何发挥中医药文化的时代价

值？作为当代中医药的传承人和传播者，青年学生可以做到

哪些弘扬中医药文化的事情？思政课教师要引导学生坚定信

念，真抓实干，结合专业特征，发挥自身优势，在中医药领

域实现人生价值，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

四、小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精神命脉。中医药文化蕴藏着博大精

深的中国古典文化与智慧，拥有完整的学术理论框架和丰富

的临床实践经验，是中华民族繁衍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医

学体系和文化脉络。新时代背景下，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势

在必行，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必将助力“文化强

国”战略和“健康中国”建设。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杰出代表和重要组成部分，在高校开展思政课过程中，

将中医药文化有机融入思政课的教学过程，有助于提升课程

教学的文化底蕴，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在教学实施过程中，

创新教学内容必须找准中医药文化融入《中特》课程教学内

容的切入点，这是实现医学院校思政课教学内容“政治高度、

理论深度、专业角度”的关键所在。作为医学类院校的新时

代青年，需要坚定文化自信，传承经典，守正创新，为中医

药的创新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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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5 页）上述原则与记忆方法均可在Anki软件中实现。

1. 碎片时间，增强记忆

在中医经典教学中，可以将所有课程要求或者全部原文制

作成一套中医经典卡牌，学生下载后可以根据课程需求或者自

己设定记忆完成的时间，系统会根据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制定每

天需要新学习的卡牌和需要复习的卡牌。遗忘曲线是德国心理

学家赫尔曼·艾宾浩斯对于人类大脑记忆新事物遗忘规律的研

究发现，目前遗忘曲线原理应用到医学教学实践获得了一定成

效 [10]。因为只需一部手机，即可背诵任何一部经典，与携带书

籍相比起来，学生可以在闲暇琐碎的时间，如等电梯、排队吃

饭、等公交车等碎片时间进行学习。在碎片时间可以充分利用

的情况结合记忆曲线增强记忆，可提高中医经典的背诵效率。

2. 抓住重点，理解记忆

Anki 卡牌不仅可以直观显示文字，还有填空、选择、超

链接等形式。如可以对经典原文比较重要的地方设置填空，以

检测学生们的记忆情况。并且可以将内容相关的卡牌进行链接，

实现“一键跳转”，对于需要对比记忆和知识点拓展的学习极

为方便。每张卡牌中还可以增加语音或者视频，可增加原文的

诵读让大家边听边背，也可增加相关原文的老师解读，方便学

生下课复习使用。学生还可以在每张卡牌上增加自己对这个知

识点的理解或者名家的认识，可形成每个学生独一无二的中医

经典卡牌，增加学生对中医经典的理解。

3. 图文并茂，趣味记忆 

对于现代年轻人来说，中医古文过于枯燥，很少有同学可

以沉下心来阅读品味经典。如果在每一张枯燥的经典原文卡牌

后面增加图片，以中医漫画的形式阐述其背后的道理，会比较

符合现代学生的心理，使其眼前一亮。中医经典的教育不能只

号召学生重视，从老师的视角进行强制记忆，可以从现代学生

喜欢的点作为突破，增加中医经典的趣味性，并可以此为基础

进行中医药的宣传与科普。

四、总结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中医经典教育中存的问题可以有

更多的解决思路和突破点，在新时期，中医教育同样要“守正

创新”，以学生自己使用的感受及方便程度为前提，增加中医

经典的趣味性，结合现代科技可能是创新的一个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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