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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中医医学模式研究有所重大创新，从现有研究情况看，中医医学模式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之间存在许多的相同之处和共

同点，研究对象具有一致性，思维方式也基本一致，但中医医学模式相比之下更为丰富、全面、系统，对生命的理解更加深刻。这样的理

论创新明晰了生物、心理、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为中医课程体系的改革提供了指导方向，为我国中医学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基于此，本文简要分析上述两种模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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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医是我国的传统医学，博大精深，内涵丰富，传

承至今已发展了几千年。中医与西医各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为医学

事业奠定了两大基石。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中医学的模式与

生物、心理以及社会医学模式有非常高的同质性，且中医医学模式

的内容更加丰富，这指导着中医课程体系的改革。 

一、中医医学模式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关系探讨 
通过判断中医医学模式的基本特征，可以预见其和生物心理社

会医学有许多共通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研究

对象的一致性。两者都将人作为研究对象。中医学从古至今就视人

为形神的统一体，治疗的对象也是形神的统一，也即人。在疾病的

治疗中也非常重视人的心理、社会与精神等因素。生物心理社会医

学模式将人的自然、思维与社会属性紧密联系起来，认为这三者之

间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交互作用十分显著。比如，对身心健康不

利的心理社会因素都可能引发疾病。由此可知，两种模式的研究对

象实际上是一致的。第二，两者的基本特征相似甚至相同。在几千

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医学将人置于天和地之间，归于社会之内，认

为人是大自然的成员，疾病治疗涉及诸多学科的知识如地理、天文、

气象、社会、经济等，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也充分考虑人的身体

素养、性格、生活以及精神状态等。两者的基本特征有相同之处。

第三，思维方式上存在同一性。中医学习惯从综合角度对疾病进行

观察，关注人体各要素间的互相作用，将人的各个器官有机地结合

起来加以考察，将自然环境、社会条件与情绪联系起来。生物心理

社会医学模式重视人与其心理和社会因素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

探讨改善身体机能、治疗疾病的方法和手段。两者在思维方式上其

实是不约而同的。第四，中医医学模式相比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

式更加丰富和全面。虽然两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中医医学模式

明显更胜一筹。中医对生命的理解更加深刻，心神统一也更加丰富

和充实，环境与社会全面系统，两者的认识程度显然不一样。另外，

严格地讲，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的心理无法超越生物医学的范

围，难以准确规范人与动物间的区别。毋庸置疑，人与自然是命运

共同体，是不可分割的，人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生物心理社会医

学模式仅关注了社会环境与人类健康间的关系，其思考范围不够广

泛。 

二、基于两种模式的中医课程改革体系研究 
中医医学模式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关系的厘清有助于为

中医课程体系的改革提供指导思想，对于推动教育改革有着不可否

认的巨大帮助。 

（一）注重综合素质提升，重点设置通识课程 

在中医课程体系改革中，要与中医类医学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

相结合，根据中医医学模式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间的联系，重

点设置关于心理、社会以及其他学科的通识课程，在此技术上，建

立覆盖面较广的通识课程体系。要始终坚持培养综合素养较高、知

识范围宽广、中医知识底蕴深厚的现代医学人才的原则，开设哲学、

历史、自然、科学、文学、经济、社会、伦理、艺术、法律、生物

等课程，提升通识课程的全面性和系统性，重点培养学生的医学素

养和学科知识。 

（二）着力拓展学科基础，精心设计基础课程 

要深入理解中医医学模式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各个方面

的共同性和一致性，必须对中医学科的基础进行拓展，删繁就简，

缩减门类，合并重合部分，尽可能地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借此加

强学科和各个专业间的联系和沟通，促进各学科相互融合与借鉴。

要根据两个模式研究对象的一致性调整基础课程的门数和授课内

容，合理规划基础课程，夯实中医类学生的知识基础。同时，还必

须强化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锻炼，分门别类，明确基础课程与专业

课程的不同使命和任务。 

（三）合理建构专业课程体系，推动专业和学生个性发展 

社会发展为中医学带来了诸多改进，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

出现实际也是社会发展带来的重大理论创新。据此，中医课程体系

改革必须以学科的发展和社会需求为出发点，合理地构建中医学的

专业课程体系。要及时地融入学科的前沿问题，理论联系实际，更

新教学内容，变革教学方法和手段，将教学和科研有机地结合起来，

倡导研究性教学，不断地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培养起他们的创新

性思维，为学生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四）注重实践 

以问题为导向是基于两种模式推动中医课程体系改革的指导

原则，要加大对中医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分析能力、问题解决

能力的培养力度，开设相应的实践课程，为学生提供可靠的实践场

地，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以此提高学生的专业能

力。在中医医学模式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要高度重视人的

一切属性和影响因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深化两种模式

下人的考察。 

结束语 
总之，两种模式的关系考察是中医学的重大理论创新，为中医

学课程体系改革提供了思想指导，当前中医学改革势在必行，必须

充分利用该种理论，切实地提升中医学改革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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