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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习近平关于中医药发展的重要论述中汲取育人力量 
杨玉赫  于钦明*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摘要：随着中医药在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获得显著疗效，全民健康 2030 战略的顺利实施，中医药发展迎来新机遇。习近平总
书记对中医药发展提出重要指示，激励了中医药人才奋勇向前。本文聚焦习近平关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论述，论述目前中医药
院校育人方面困境，从中汲取育人力量，以期为我国中医药人才培养提供新的育人路径，努力在党的指引下为中医药发展贡献蓬勃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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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开展中医药保护事业，继承和弘扬中医药传统文化，加强

文化自信，这是自十八大以来，党对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给予的高度
期望。全国中医药大会的顺利召开等事宜皆体现中医药学在我国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研究习近平关于中医药发展的重要论述，并从中
汲取育人力量，是中医药院校的责任和使命担当。 

一、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中医药发展系列讲话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对于

中医药的重要论述高达数十次。习近平总书记曾用“博大智慧”来
形容中医药学，这恰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中医药价值的认
可，对于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瑰宝地位的认定。《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1]指出“推动中医药和
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是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的显著优势”。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健康中国建设中发挥中医药作
用，这些皆体现推进健康中国战略需要发展中医药文化[2]。向世界
各组织机构捐赠中医药古籍、针灸铜人、中药模型、将中医药文化
写入“一带一路”备忘录中、将中医药价值充分运用到“人类命运
共同体”建设之中，助推中医药文化在海外的交流与传播，促进了
中医药事业与全球卫生事业和国际间的合作[3-4]。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中医药的重要论述，从中医药思想、中医药战略、中医药文化等
多个层次，指明中医药事业在新时代的发展路径。 

二、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育人思想与中医药教育结合路径 
1 明确使命，激扬奋斗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形势把握客观准确而又全

面，同时也是对高等中医药院校大学生的巨大的精神鼓舞和思想激
励[5]。作为高等中医药院校学子，必须能把握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
大机遇，在日常学习中生活中，树立中医药文化自信。中医药院校
要通过深入挖掘红色教育资源，培养大学生不忘初心的高尚情操，
鼓舞学生精神洗礼学生灵魂，增强中医药学子的爱国激情。同时中
医药院校可以定期开展中医药志愿服务活动，以亲身实践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对于医学院校学生的嘱托。 

2 答疑解惑，增强文化自信 
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同志曾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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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习近平总书记
这段话体现了对中医药的科学定位和充分肯定，坚定中医药学子的
理想和信念。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吸收了中国
古代地理、人文、天文、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在我国现如今多
个领域都保留着中医药的基本理论和核心理念，如“天人合一整体
观”“三因制宜观”“未病先防未病观”等。医学院校应优化校园环
境，弘扬传统文化，为医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创造良好环境。同时
应优化中医药课程设置，使中医药传统文化课程与专业课程优势互
补。夯实教师的文化底蕴，使中医药学生从课程中耳濡目染中医药
文化，提升自己的道德情操，成为具有高尚道德、坚定信念的中医
药人才，提升中医药院校育人实效。 

3 指明方向，坚定理想信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发展的思想给高等中医药院校学生

以巨大的精神鼓舞，激励广大中医药学子坚定中医药理想信念，不

断勇攀医学高峰。因此，中医药学子应以发展好中医药为目的，继
承好中医药为己任，以利用好中医药为理想，将中医药学中历代中
医名家在临床实践上的经验等特色优势传承，继承和弘扬中医药学
的基本理论和内涵。同时要守正创新，不要一味照搬西医模式，不
可破坏中医本身特点，而是要持之以恒守正创新。以中医理论架构
为起点，进行科学创新，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全面推进中医药事
业保护与发展，实现健康中国的长远目标。 

三、讨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的重要论述有利于中医药院校学生

加强对于中医药的理解，提升中医药院校学生对于中国梦的认同。
同时，更有利于学生认清自己肩负的责任与使命。我们要将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中医药重要论述中的育人思想融入到中医学院校教育
之中，助力中医药事业发展。要鼓舞中医药学生在复兴中医药文化
中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勇攀医学高峰，实现全民健康基本战略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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