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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医药文化自信”探索高职针灸推拿专业思政育

人实践路径——以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杜一鸣  王晶晶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咸阳  712000 

摘  要：在当前的教育背景下，中医药优秀文化与思政教育的融合将成为提升教育质量、培养德艺双馨的中医药人才

和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分析了中医药文化自信融入高职针灸推拿专业思政教育的两个必要性的

基础上，以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为例，提出高职针灸推拿专业在中医药文化自信视角下的思政育人模式的实践路径：

以“和”为贵，打造中医药文化育人共同体；以“精”为用，建设中医药文化传承教师队伍；以“仁”为本，坚守中

医药文化育人主阵地；以“诚”为金，营造中医药文化育人环境。对高职针灸推拿专业的思政育人模式作出了有益探

索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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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

忆。中医药是历代先贤通过长期实践凝聚而成的充满智慧的

经验学。在当前的教育背景下，由于西方文化的入侵，中医

药文化收到了冲击，部分青年学子对中医药产生了质疑的态

度，而高职针灸推拿专业担负着培养学生中医药专业自信与

文化自信人才的重要职责，如何将中医药文化与思政教育进

行有机融合，对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和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具

有深远的影响。 

一、“中医药文化自信”融入高职针灸推拿专业思政教

育的必要性 

1.1 “中医药文化自信”是新时代赋予高职针灸推拿专

业课程思政建设的历史使命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将文化强国作为国家战略发展

的目标，意在坚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提出加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引导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引导学生传承中华文脉[1]。国家中医药局等八部委联合制

定的《“十四五”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实施方案》明确指出，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挖掘

中医药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充分发挥其作为中华文

明宝库“钥匙”的作用[2]。而其传承创新需要坚持中医药文化

自信[3]。中医药文化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主要的思想基

因、丰富的人文精神和哲学智慧，可作为新时代高职医学院

校思政课的重要资源[4]。而高职针灸推拿专业担负着培养学生

中医药专业自信与文化自信人才的重要职责，必须承担起落

实“文化自信”国家战略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历史使

命。从中医药学中提取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

政元素，赋予中医药文化以新时期生命力，将中医药文化润

物细无声地融入高职针灸推拿专业的课程思政教育，引导学

生深入认识中医药文化价值，坚定中医药文化自信。 

1.2“中医药文化自信”是高职针灸推拿专业培养新时

代德医双修的中医药人才的内在诉求 

2020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以“新内涵”强化医学生培养，即要

加强救死扶伤的道术、心中有爱的仁术、知识扎实的学术、

本领过硬的技术及方法科学的艺术等方面的教育，即是要培

养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医疗卫生人才[5]。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在《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指南》中指出中医药文化的

核心价值可以仁、和、精、诚四字概括，即医心仁，医道和，

医术精与医德诚[7]，这不仅与“新内涵”强化医学生培养的

指导意见具有异曲同工之处，而且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的“友善”“和谐”“诚信”“敬业”天然契合。由此可见，

中医药文化是高职针灸推拿专业立德树人，以文化人的源头

活水，坚持“中医药文化自信”是培养新时代德医双修中医

药人才的内在诉求。 

二、“中医药文化自信”融入高职针灸推拿专业思政育

人模式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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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和”为贵，打造中医药文化育人共同体 

中医治疗观强调“调和致中”，中医社会观注重医家与

病家、同道、师徒之间关系的和谐，即所谓“人我相和”。

同理之，将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融入思政育人管理组织架构

中，校企之间、企业之间、部门之间、师生之间要以“和”

为贵，需做到互相尊重，谦和礼让，整合资源，互补长短。 

1.加强组织领导，打造中医药文化育人共同体 

《素问·灵兰秘典论》载“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

焉。”心为人一身之统帅，主导人体生理、心理和行为等，

而党中央就是人民群众的主心骨。故学校建立校党委统一领

导，马克思主义学院积极协调，教务处、宣传部、学工部、

团委、二级学院等职能部门紧密配合及齐抓共管的协同育人

机制，注重加强整体设计、系统推进、协同发力，合力打造

中医药文化育人共同体[8]。 

2.整合校内外资源，凝聚思政育人合力 

以校企合作平台为依托，采取校院合作共建、共享的模

式思政联合育人。首先与西安中医脑病医院合作，构建由校

内专职教师和校外兼职教师组成优势互补、密切合作的优秀

教师团队，充分发挥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各自优势，形成思

政育人合力[7]。其次，整合校内外优势资源，充分发挥与学

校合作的各级医疗机构、医药企业联合育人主体的作用，建

成现代中医药创新实训中心，从理论课堂到实训课堂，从校

内学习理论基础到校外临床实践，使学生在实践中体悟“医

者仁心”“药者匠心”，领悟中医药文化，坚定中医药文化自

信，实现“知行合一”，实现双主体联合思政育人模式。 

（二）以“精”为用，建设中医药文化传承教师队伍 

1.成立“名医工作室”，传承中医药文化 

名老中医代表了当代中医学术的最高水平，传承其学术

思想、临床经验是促进中医药发展的重要工作[7]。聘请省内

知名中医药专家、技能大师，成立“名医工作室”“技能大

师工作室”，定期开展教研学术活动，传承绝技绝艺。如定

期举办学术分享会、中医药文化讲座，分享求学经历、从业

经历、典型案例；开展临床技能课的教学，对学生的中医特

色技术进行指导和点拨，生动而真实，言传身教，不仅能将

精湛医技授予学生，同时可以润物细无声地将中医药核心价

值观念传递给学生，培养学生树立良好的医德和三观。 

2.以课程思政为抓手，强化教师思政育人能力 

以课程思政为抓手，完善教师考核评价体系，在教师的

考核和评优工作中适当提高思想政治考核的比例，督促教师

学习思政、实践思政。如创新教学评价模式，采取过程评价

与终结评价相结合、静态评价与动态评价相结合等多种考核

评价方式，全面评价课程思政教学质量，将思政育人效果与

职称评定、职位晋升挂钩，深挖教师的育人魅力[8-9]；教师支

持中心开展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理念相关培训、教师沙龙

会、思政大练兵等，教务处开展建设课程思政示范课、教案

比赛、教学设计大赛，研究找准“课程思政”的切入点，开

放式地探索“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将中医药文化融入教

学全过程，提升广大教师的中医药文化素养；科研处鼓励

教师参与中医药相关研究项目，如主持中医药研究相关课

题、参与中医药文创产品的创新，形成典型案例进行广泛

推广，坚定教师的中医药文化自信，全面激发教师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 

（三）以“仁”为本，坚守中医药文化育人主阵地 

1.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巧妙融入教学环节 

课堂是思政育人和培养学生文化自信的主要阵地，需要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积极发挥主导作用，将中医药文化融入教

学的各个环节[9]。如在讲授“以人为本、仁心济世”的医者

情怀时，为了生动形象，我们可以引出针灸泰斗贺普仁的事

迹，让学生从行业名义大家身上真切地体会大医精神。中医

药文化中所蕴含的济世救人的担当精神、至精至微的工匠精

神以及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中医药发展史、行业名医大家

的典型事迹均等需要深入地挖掘整理，精心设计、巧妙地将

中医药文化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渗透到每一节课中，坚定文化

自信。 

2.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坚守课堂主阵地 

以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基于学生“个性化”需

求，全面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智慧教学模式。在线下课堂，

教师根据所授课程、章节的具体需求，灵活采用翻转课堂教

学法、PBL 教学法、情境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新型教学模

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内驱力，达到思政育人的目的[10]。

比如在中医适宜技术课程中学习拔罐疗法时采用情景教学

法，让学生分别扮演医生、患者的角色，充分发挥学生的主

动性，同时使学生以自身感受来体会拔罐疗法的特色，增加

中医药文化自信；以学习通、职教云、中国大学慕课等网络

教学平台为载体，集聚校内外教师，整合优势资源，建成了

中医适宜技术、中国传统康复技术等多门在线课程，充分挖

掘并融入了中医药中的思政元素，形成了丰富的教学资源

库，发挥课堂主阵地的作用。 

（四）以“诚”为金，营造中医药文化育人校园环境 

1.开展“岐黄文化 医路康养”一院一品校园文化活动

系统工程 

（1）强化网络阵地意识，推动中医药文化入脑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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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创建学院专属微信公众号，设置专题报道，

定期推送党员的优秀事迹，以身边的人和事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学生，使学生心有所向、身有所往；创建大健康主题宣传

教育平台，录制专题微课，聚焦师生群众健康需求，集聚师

生力量，充分融入中医药传统文化元素，实施“岐黄文化润

心育人”工程，在做好中医药养生科普的同时促进师生学习

中医药的兴趣，提升师生人文素养，增强中医药文化自信和

民族自豪感。 

（2）打造特色化的沉浸式医疗场景，感悟医者担当 

通过职教宣传周、志愿服务活动、暑期社会实践等机会

持续开展与专业相关的群众医学知识宣讲和义诊活动，弘扬

中医药文化，践行医者初心使命。如多次走进咸阳、临潼、

铜川、渭南等地区周边村落社区开展健康宣教和义诊活动，

利用专业优势在学校菊园餐厅、临潼竹园餐厅门口开展“医

路初心筑康养岐黄文化志愿行”系列活动，如发放中药代茶

饮、茶包，科普常见疾病的中医药防治理念及手段，师生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中医药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为促进中

医药传承发展而努力。 

2.创新中医药实践育人项目，营造中医药文化育人环境 

组织成立“现代康养学院康养协会”学生社团，定期举

办中医临床技能大赛、中医经典朗诵比赛、中医药知识比赛、

中药药膳品鉴、中药膏剂制作等竞赛；鼓励学生积极在互联

网+、挑战杯等比赛中融入中医药元素，参与中医药相关产

品的研发，将中医药养生与文化创意相结合，开发中医药创

新项目。如中药奶茶、中药酸梅汤等中药饮品，中药口红、

中药面膜、紫草膏等中药护肤品，中医人物冰箱贴、中药首

饰等中医药文创产品甚至是原创 IP、游戏等中医药文化数

字产品的创新与研发，让学生在实践中发挥中医药无穷的活

力，在实践中感悟中医药文化魅力、传播中医药文化，实现

实践育人与思政育人相统一。 

三、结语 

在当前加强高校文化自信建设的背景下，将中医药文化

与思政教育进行融合对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和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作为高职中医专业教师，有责任传承

并弘扬中医药文化，并带领学生坚持中医药文化自信，达到

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同向同行的目的。在育人机制层面，应

构建协同育人格局，凝聚思政育人合力；在育人主体层面，

应强化教师队伍文化素养，提升思政育人能力；在育人模式

方面，需要实现课堂联动，坚守第一课堂育人主阵地，充分

利用第二课堂活动，营造文化育人环境。实现高职针灸推拿

专业在中医药文化与思政教育融合育人时有制度保障、有育

人主体高质量落实、有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提供，引导学生

深入认识中医药文化价值，坚定中医药文化自信，助推思政

教育入脑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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