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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中期，我国中医药教育专业中增添了针灸、中药
等多种专业，截止至二零一六年，我国现有的中医药专业院校
四十二所，再加上西医药学校以及非医药学校的中医药专业，
中医药专业的学生已经高达七十九万人。但由于西医学变成主
流医学，而中医教学与西医教学方式拥有相似之处，所以将医
学的教学理论以及临床技能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导致内涵式
的发展被忽视，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当前人们重要
的研究课题。

1、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医药文化的基础

1.1  中医药文化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提出，文化是根，民族是魂，如果将其

丢弃，那么就失去了精神命脉。中医学和我国的传统文化一直
保持着同步的发展关系，我国传统文化的巅峰常常促进中医药
学的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昌盛，形成中医学的经典，
这样也标志着中医学从无序演变成有序的体系。在晋隋唐文化
昌盛时期，也推进中医学的高速发展，出现了分科的现象。宋
朝和明朝时期，盛行理学，理学家重点研究的天、地、自然的
发展过程以及人的善恶美丑，倡导在穷理尽性过程中格物致知。
受这样的影响，中医学家通过医学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对秦汉
以后的重要理论进行重新审视，大胆提问，持续创新，持续完
善中医理论体系，构建一个众多流派齐聚的时代。

1.2  中医药文化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丰富的历史研究方法
历史观察法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客观观察和理解，反映历

史的透视、镜子或尺度。中医药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据，其
思维和表达方式受到历史的影响。在实践过程中，中医药历来
坚持以整体的角度观察、横纵对比的方式观察，运用丰富的历
史经验证据指导临床。

中医学的观察方法与中医学的历史观相似，不仅拥有历史
性，同时也拥有中医学属性。比如：先秦墨子时代，墨子就提
出著名的“三表法”。强调要分析事物，首先要研究其历史。
中医师必须在确诊疾病后制定周密有效的治疗方案，也是在了
解患者曾经的治疗情况的基础上，利用从其他患者治疗中获得
的经验，并结合实际情况作出决定。这个过程类似于历史观察
的方法，旨在引起人们对经验数据的关注 [1]。

1.3  中医药文化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种哲学思想方法
中医学拥有很强的中国传统哲学内涵，可以简单地描述为

“中医学的哲学特征”或“哲学医学理论”。这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①中医学的一些基本概念是根据哲学的概念移植和转化而
来的。中医最基本的概念包括精气神、五行，都是取自传统哲
学的语境。

②中医学经过哲学概念建立理论体系。例如：阴阳学说用
于解释五脏六腑的阴阳属性，以及五脏六腑的本质。

文化自信在我国在十九大报告中被提出，是我国社会主义的重要发展力量。现如今，针对中医药的教育而言，各高等院校

并没有将中医药作为主要教学项目，导致很多学习中医药专业的学生对自己的未来发展产生迷茫，缺少自信。所以，要不

断创新文化自信的内涵式发展，重新组建中医药专业学生的自信，提升理想信念教育，提高学科的专业能力，以期能够培

养出具有信念、自信、能力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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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中医学通过使用哲学的方法进行比喻说理，运用类比推
理来发现新知识。

例如：运用阴阳合一的哲学概念来理解五脏六腑的功能活
动以及脏腑自身、脏腑与脏腑之间、与人体之间的协调和平衡
等。除此之外，根据以往的哲学思潮的变化分析，体现了医学
实践的以表知里与其一元论哲学文化遥相呼应，宋明这两个时
代的思想被广泛渗透与辨证论治思想的推行有着紧密地联系 [2]。

2、文化自信是中医药领域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本
质要求

2.1  文化自信引领中医药发展方向
近些年，中医药的发展遇到了非常好的机遇。然而，淡化

的中医思维、西式化的中医评价等，在中医药学界的多次发生，
导致中医科学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仍未解决，这些问题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对中医路径、理论和临床实践的自信，其本质是没
有足够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即是心理认同的一种，同时也是
坚定的信念和文化心态。因此，中医走的是不同于西医的发展
道路，开创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正是由中医文化形
成的。如果没有精神文化的支撑，发展中医药高等教育就会失
去智慧和价值，发展方向容易迷失，路径不稳定，导致中医理
论的科学问题混乱。只是对中医药文化生命力的高度理解和对
中医药文化价值的坚定信念，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发展才能始终
朝着正确的方向和方向发展 [3]。

2.2  文化自信鼓舞中医药知识创新内生动力
知识创新是高等教育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创新的目的就

是要做出新的发现，学习新的规律、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新
的知识。在当前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对知识领域创新的探索越
来越重视。高等教育在知识、发现和应用方面发挥人才、研究
和社会服务的作用，显示出其巨大的推动力和社会影响力。习
近平总书记表示，中医药的进一步研究和科学进步，将对丰富
世界医学和生命科学发展产生积极影响。2015 年屠呦呦获得诺
贝尔生理学医学奖。此次获奖对我国来说是一个突破。屠呦呦
与其研究团队从中医药宝库中汲取灵感，通过当今时代的青蒿
素，找到了治疗疟疾的新方法，为人类发展作出非常大的贡献。
从这件事情是现代科技深化中医药学研究和提炼中药的示范性
例子，提升了中医药专业人士的文化自信，为更广泛地应用现
代科技研究中医药学的精髓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纽带。

2.3  文化自信为中医药广泛传播搭建宽广平台
中医文化的自信是一种兼收并蓄的自信和从容。从历史中

可以看出，中医药文化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中医理论的演进
以及发展过程中，全面地吸收了哲学、历史和天文知识。中医
药在海外的传播可追溯到一千年前，《本草纲目》被誉为中国
古代的百科全书。是明清时期用于接种天花育苗的方法，在世
界各地传播。中医药肩负着实现健康中国、一带一路和文化强
国的重要使命。在保留中医药文化特色和文化基因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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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医药专家也应积极弘扬中医药文化，以推动中医药走向
世界。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在世界多极化和社会信息化
的背景下推进的。在拥有熟悉西医模式、了解现代高科技的人
才的同时，要培养更多传承中医药文化的价值观。运用各种语
言传播中医药故事 [4]。

2.4  文化自信下高等教育医药学内涵发展探讨
内涵式发展不仅要升级提质，更要优化结构、提高效用。

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许多因素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相
互作用，按照文化自信的愿景，中医药研究将特色发展、创新
发展、辐射发展作为适应内涵反思发展基本途径。

2.5  继承传统文化，彰显特色发展
中医药大学教育自成立以来就具有自身的行业特点，也有

其区别于其他大学的特殊性。它还表明它需要比任何其他学院
或大学更具体的发展。中医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既是具体的又是一般的，是传统文化
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建立中医药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关
系，延续文化路线，在发展过程中保存和塑造大学中医药学的
特色，促进学科交叉融合，积极塑造内涵第一的发展。确定中
医药的特色和优势，推动学科与学科之间的渗透，促进相关学
科的发展，为中医药高等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作出贡献。结合
地区和经济的发展需求，走特色发展道路，培养出一流医学人
才，为中医药造福 [5]。

2.6  发展传统文化，推动创新发展
由于时间的变化，文化也发生了改变，由于社会的发展，

文化也得到了发展。为了能够在当今时代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
精髓，有必要对曾经的文化遗产进行改造，使其在新时代得以
延续和发挥积极作用。而这种改造拥有着创造性以及创新性。
曾经有学者表明：中医药兼具文化和科学双重属性，文化传承
性相对较强。中医药文化研究侧重于传承和挖掘，而科学的时
效性强，中医药或科学中医药领域主要价值体现在创新以及超
越方面。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中医药高等教育也肩负起中医药
现代化的责任。为能达成目标，就需要根据当代人的价值观和
历史观点，创造性地开发内容。中医药高等教育教学方法与教

学结构要着眼于传统文化与中医药文化的关系，紧密结合时代
特点，研究和推广其核心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存在。在中国文化
传统中寻找新文化的种子，为世界提供我国文明的最佳遗产，
以发展基于现代科学的新科学知识体系和新的人文价值体系 [6]。

2.7  传播传统文化，促进辐射发展
高校运用教育的方式将文化底蕴以及资源转化为社会经

济、产业和人力资源的优势。这种做法更符合高校现代化和社
会化的趋势。聚焦中国传统文化、中医药文化和知识，扩大中
医药社会认同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发展中医药高等教育应充分发挥其特点和优势。一方面，中医
药院校要与国内外开展交流合作，建立国外高校和教育机构，
科学选择标准化内容，建立中医药标准化保护机制，为培养中
医药的广阔视野和全球意识作出贡献，为学生提升竞争力。另
一方面，通过校园建设和社区中医药文化活动，开设弘扬中医
药文化的课程，打造中医药文化教育基础，发展多种形式的中
医药文化练习以及青年自愿参与的发展活动等，达到辐射教育
的目的。

3、结束语

综上所述，文化自觉和中医药高等教育内涵发展意识是新
时代的重要举措。中医药文化起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
当今时代的特点，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持续创新，使这一
古老学科充满生机。中医药兼具科学文化属性、文化特色和用
途广泛，由于世界上各种医学和相关科学的多方面融合，无疑
会带来丰硕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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