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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文创平台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实践和思考
——以广西中医药大学草木生香工作坊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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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大学生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具有战略性意义。本文通过广西中医药大学草木生香工作坊中医药文创平

台探讨其在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为例，为中医药文创融入创新创业教育培养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中医药文创；创新创业能力；草木生香工作坊

大学生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生力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是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

要方面。实践证明，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实施是深化高等教

育教学改革，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方法。

中医药文化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上的自然科学和人

文科学的结合，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

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2016-2030 年）》提出要“发展中医药文化产业”，“推动中

医药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创作一批承载中医药文化的创意产品

和文化精品”。

中医药文化的创意产品是基于中医药文化内涵为根基，进行

有目的性的设计，通过载体传达出中医药文化的属性和独特性，

具有文化传播作用和一定创意性的独特产品，即中医药文创。随

着亚健康时代的到来，中医药防病治病中的优异表现越来越凸显，

全世界对中医药的关注与日剧增，热度居高不下，传承与弘扬中

医药文化成为当代青年应当肩负的使命。当中药版酸梅汤走红后，

“中医药 +”成为备受年轻人热议的时尚话题，中医药文创与中

医药研学也风靡一时。“中医药 +”文创产品因其所蕴含的健康

养生理念，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健康、养生、保健的需求及对

中医药文化的精神需求。广西中医药大学草木生香工作坊就是这

样一个自主创新创业发展中医药文创的学生实践平台。本文通过

对工作坊搭建及学生素质培养的思考，为中医药类大学生创新创

业教育培养提供新思路。

一、中医药文创平台构建现状

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具备中医药文化创新的文化价值，同时

也创造了新的经济价值。在国家政策支持和文化背景下，一系列

兼具文化内涵与创意的产品如中药香囊、中药明信片、中药挂饰

等深受人们喜爱，2024 年 1 月 11 日首个香囊标准正式发布，中医

药文创逐渐开始走向标准化。目前，国内中医药文创平台主要有

四种。

①独立平台：即专门建立的中医药文创平台，如“中医之家”“中

医之道”等，这些平台通过整合行业资源，打造全方位中医药文

化服务。

②垂直平台：即主要定位于中医药文创产品的电子商务，为

中医药文创产品提供一种线上销售和推广的平台，如“淘宝”“京

东”等电子商务平台。

③文化平台：即致力于推广中医药文化为主，销售中医药文

创产品为辅的平台。这些平台设立专门网站或 APP，分享中医药

人士的经验和故事，推出中医药文化课程等学习资源。

④跨界平台：即与旅游、文化产业等结合，建立的中医药文

创旅游平台、中医药文化直播等各种跨界文创平台。

然而，中医药文创及平台的发展存在一定的阻力。首先中医

药文创产品同质化严重，口红、书签、香囊等“一窝蜂”现象严重；

其次缺乏文化内涵的挖掘及体系性，多数中医文创产品无产品线

概念，缺乏长远发展的整体性设计。

二、广西中医药大学草木生香工作坊的构建与创新创业能力

的培养

（一）中医药文创产品市场调研

通过对 1209 份中医药文创产品相关问卷调查分析，结果发现青

年人有更迫切的愿望想了解中医药文创，94% 的人认为会选择体现

当代文化特色及民族特色的中医药文创产品；有 40% 的人是保健养

生需求，约 50% 的人因喜爱中医药文化可纪念收藏或赠礼，因此大

部分人选择养生保健用品类（中药香囊等）和创意纪念品类（肉桂

吊牌、水晶滴胶药材摆件等），因此中医药文创产品的设计以及生

产能应更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及中医药本身的使用价值。

（二）工作坊的构建及创新创业的实施

2023 年 2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

实施方案》，强调要实施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建设目标是深入

挖掘和传承中医药精华精髓，开发一批具有鲜明中医药特色的文

化创意产品，形成一批中医药文化精品，推动中医药文化融入群

众生产生活；丰富中小学中医药文化教育专题活动并贯穿国民教

育始终；建立中医药文化传播队伍，实施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

提升国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实现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草木生香工作坊利用国家级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实施

的契机，建成一个互动体验式中医药文创手工坊，含设计、开发、

定制、订购、体验、教学、宣讲等在内的一站式整体服务，属于

设计 + 生产 + 销售 + 志愿服务型经营模式，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线上定制 + 销售、线下销售 + 展示 + 手作体验，联合小

商户批发，大订单定制的销售方式，向客户提供具有养生保健价

值的茶系列产品或文创家居、装饰品及中医药文化体验服务。通

过“文创产品及手作体验 + 中小学研学课程 + 中医药文化宣讲及

展示”搭建手工中医药文创平台，结合时代特征制成集美观、实用、

健康、富有中医药文化内涵于一体的师者茶系列、药香家居系列、

中小学中医药研学系列等产品，覆盖茶饮、家居、饰品、文化、艺术、

教育等领域，以“沉浸式”体验促进中医药壮瑶医药进入人民大

众的生产生活，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的健康需求和精神需求。

通过四年的实践探索出了一条中医药文化与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

传承与创新之路，是民族医药尤其是壮瑶民族医药文化传承创新

的有益探索。

通过 4 年的实践，团队开展 20 余场中医药文化展览，组织

29 场中医药文化进校园宣讲，117 场中医药展馆研学活动，志愿

者服务超 860 人次，服务社会各界超 4 万人，志愿服务时长超 1.3

万小时。在区域范围内工作坊研制的优势产品“师说”“桂十味

礼”“桂十味风铃、手机支架”“朱黛象棋”“药香丸饰”“壮



010 Vol. 6 No. 20 2024教师发展新理念

锦香囊”“中药贴画”“肉桂香牌”等已小有名气。团队创作的“桂

十味礼”获第三届全国中医药文创设计大赛“最佳产品奖”；获

那里市集第三季“最受欢迎品牌奖”；“草木生香工作坊传播中

医药文化 讲好中医药故事 提升中医药文化自信”作为典型案例入

选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系统新时代文明实践典型案例名单；获南

宁市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团队）；创作的“朱黛象棋”获广西壮

族自治区中医药壮瑶医药文化创意大赛一等奖，“药香丸饰”获

三等奖，“两五三九药皂”获优秀奖。平台活动及产品获人民日报、

央视、新华网等报道 50 余次，深受大众喜爱。

因此，草木生香工作坊以中医药文创及研学为载体实施的中

医药文化弘扬工程，深入挖掘和传承中医药精华精髓，开发了一

批具有鲜明中医药壮瑶医药特色的文化创意产品，形成一批中医

药文化精品，推动中医药文化融入群众生产生活；丰富中小学中

医药文化教育专题活动；建立了专业中医药文化传播及志愿服务

队伍，实施常态化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共免费发放防疫香囊 3

万多个，提升了国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实现中医药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增强了大学生文化自信与民族认同感。

（三）大学生文化自信的树立及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

1. 创新创业能力不断提升

通过实践探索，从一个中药香囊开始研发出 11 个系列 98 个

中医药文创产品，激发创新思维，深耕中药资源宝库和壮瑶民族

医药文化，以新中医药文化创意、新技术路径、新运营模式不断

提高团队的创新水平和实践能力，不断拓展学术及文化领域，实

现了中医药文创产品从“有”到“优”的过渡，拉近与年轻人的

距离，融入日常生活，成为文化创新的新名片，满足人们多元化

和差异化的健康需求。同时在文创产品宣传推广过程中采用了摆

摊销售、入校宣讲等形式，较大程度上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创新创

业意识，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 中医药文化及专业自信

为更好满足市场需求、解决市场痛点，团队通过市场调研，

实践出一条适宜中医药文化市场的文化与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传

承与创新之路，学生结合中医药文化内涵设计贴合现代生活的香

囊、中药贴画、肉桂福牌、药皂等创意产品，丰富了中医药文化

的表现形式，增强了中医药文化自信及专业自信。

3. 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意识的提升

从产品的设计、制作、销售、宣讲宣传到研学课程的开展，

培养了学生承担起中医药文化传承者和弘扬者的责任。依托广西

中医药大学仙葫校区的药师山、中药民族药辨识馆、广西特色药

材研展馆、药用植物腊叶标本馆等具有中医药文化特色和广西特

色的展馆，将在中医药文化贯穿于研学旅行、在中医药文创产品

中添加现代元素以及壮医“三道两路”、瑶医“五虎九牛”等民

族医药理念，具有浓厚的中医药文化特色优势和广西特色少数民

族医药文化，成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中医药文化和少数民族医药

文化的载体和途径，有效传承和弘扬中医药文化，增强了以中小

学生为主体的大众中医药文化素养，解决了中医药文化进校园课

程的推进不强、课程设置不系统和成熟等问题，对充分发挥中医

药文化特色优势，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4. 学生团队组织协作能力的培养

团队成员包括硕士生、本科生，涉及中医学、中药学、临床

医学、护理学、公共卫生管理等不同专业背景，知识和特长优势

互补，分工明确，合作紧密，专业融合，具有旺盛发展创新能力，

形成了一个产品种类丰富，于审美、功能、内涵为一体，文化实

践与体验感强的团队。通过精诚合作，共研发 11 个系列 98 个产品，

开展中医药文化活动 200 余场，培养了中医药文化宣传人才 860 人。

三、讨论

（一）中医药文创平台存在问题及对策

目前，中医药文创平台在运营中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以

下问题：品牌宣传和推广分布相对不足，品牌知名度还不够高；产

品和服务相对单一，缺乏更多的创新性和差异性；以线下购买为主，

而线上平台流程，界面和用户体验相对不够成熟，无法满足消费者

的需求；客服服务相对滞后；外观简陋，缺乏设计感等问题。

未来中医药文创平台可从以下方面不断完善：①深入市场研

究：更全面了解目标市场，包括市场趋势、竞争对手、目标客户等，

以便为推广策略的制定提供有力的依据。②制定推广策略，多样

化营销方式：根据市场研究，制定相应的推广策略，包括线上和

线下的推广方式、广告投放渠道、合作伙伴的选择等。通过创建

有价值的、与产品相关的内容来吸引目标客户，包括博客文章、

社交媒体帖子、电子邮件营销等开展内容营销；利用社交媒体平台，

如微信、QQ、微博、抖音等，与目标客户进行互动和交流等开展

社交媒体营销；通过搜索引擎优化（SEO）、与相关行业的合作

伙伴进行合作，共同推广产品；通过举办线上活动如网络研讨会、

在线比赛，线下活动如展会、路演等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曝光率；

以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来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

（二）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模式

中医药遍布全国各地，但由于中医药文化普及性不高，中医

药未能深入融进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通过中医药文化创意产品

这种更符合当下潮流与审美的形式，让中医药文化以一种更为亲

近的方式浸润到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如将香药配伍后制成香

囊随身携带；或将中药用水晶滴胶封在瓷盘中变成精美的艺术品；

将药材精细打磨，制成挂饰，并刻上寓意美好的文字或对应中医

药文化内涵，可在行走间传播中医药文化。

四、结语

中医药文化日趋兴盛，中医药文创平台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

把中医药文化融入创新、融入生活的机会，不仅可以让学生更熟

悉中药知识，更激发了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创业热情，是中医药文

化继承者、弘扬者的培养基地。广西中医药大学草木生香工作坊

成立四年来，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内涵，立志于中医药知识宣讲

和普及大众中医药文化的科学思维，通过 DIY 手工制作体验、中

医药文化研学之旅、中医药手工精品售卖、中医药知识入校园公

益讲堂等多元化、个性化、绿色环保的方式，让身边的人更好地

了解中医药文化，认可并树立中医药文化自信，成为中医药文化

的继承者、弘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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