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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医药文化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两个文明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从中医药院校的特

点出发，尝试对中医药文化融入新时代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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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对于中医药大学来说，把优秀的传统

文化融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有助于充实大学生的

精神世界，形成推动事业发展的思想动力，而且有助于

更好地立德树人，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中医药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优秀传统文化会对人的心理、行为、意识等发挥着

重要作用，有其特有的教育、激励、创造等功能。 
1.1  拓宽思政教育内涵 
思想政治教育固然是历史的产物，但其内容会随着

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历

久弥新，中医药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既能增强学生的

认同感，也有利于更好地挖掘、巩固中医药院校思政教

育的历史资源。中医药文化所蕴含的文化精髓与思政教

育不谋而合，能够极大地丰富思政教育的内涵。 
1.2  形成中医药院校思政教育特点 
将中医药文化融入思政教育，为思政教育增添了传

统文化的色彩。对于中医药院校而言，中医药文化以其

自身的发展成为了“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代名词，

形成了独特的优势。将中医药文化融入思政教育不仅把

中医药文化的医学素养教授给大学生，同时也把中医药

文化的精神内涵传递给大学生，使二者相适应、相发展、

相协调，更好地发挥立德树人的效果。 
1.3  帮助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 
当前，中医药文化也面临传承与创新的问题，如何

让中医药文化焕发新生成为不容回避的问题。思政教育

是阐述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载体，更是大学生建立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重要载体。将中医药

文化融入思政教育，让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学内容和教

学过程，能够帮助从医者坚守本心，让学生在接受思政

教育的同时继承中医药宝库的精华，帮助中医药文化从

思政教育中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在守正中寻求创新。 
1.4  坚定中医药文化自信 
当今中国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将中医药

文化融入思政教育正是将实践创新建立于传统文化之

上，从而使大学生能够更好的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的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

得初步胜利，中医药在抗疫中的优异表现和突出贡献，

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将中医药文化融

入思政教育，以一种新的方式传递下去，既弘扬了中华

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教育和引导大学生认识中医药

文化的历史地位、时代价值和独特优势。 

2  中医药文化建设中的问题及对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影响 

2.1  认识理解方面的局限性和重视度不足，使其
无法成为引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风向标 

一些高校将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局限于大学生群体

和少数几个部门，把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与学校的办学理

念、发展定位等割裂开来，极大地限制了优秀传统文化

功能的发挥[1]。有的高校则局限在硬件建设上，认为好的

环境就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部，就能反映大学的风貌特

点。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传统文化没有全面、正

确的认识，使得优秀传统文化等同于学生文化、建筑文

化等，忽视了对符合自身特点的文化的凝练，直接制约

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 
2.2  文化建设缺乏特色，难以发挥其在提升高校

影响力的作用 
大学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应该既体现共性又突出个

性，但在实践当中，部分高校的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从众、

跟风现象严重，忽视了自身的个性化建设，缺乏创造力

和特色，导致了大学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的雷同。相反，

如果一所高校拥有特色鲜明的优秀传统文化，其社会影

响力将大大提升，社会吸引力也将不断增强，也将为高

校在招生、就业、人才引进、争取资源等方面加重砝码。 
2.3  文化建设缺乏品牌效应，难以形成凝聚师生

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大学文化建设的相对封闭性使得其内容上存在一定

的薄弱性，有些高校简单地认为做做专题报告、写写条

幅标语、种种花草树木就是教育师生学习大学文化的途

径，不注重优秀传统文化活动的多样性和群众性。有些

高校开展的优秀传统文化活动虽然形式多样，但是缺乏



 Education and Learning, 教育与学习(3)2021, 4 
ISSN:2705-0408(P); 2705-0416(0) 

 -14-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连续性，每学期都更换不同的活动，无法形成文化的积

累和沉淀，更难以形成品牌。没有好的载体、没有品牌

效应，优秀传统文化就没有着力点，就难以发挥其在高

校事业发展中凝聚师生、团结师生、鼓舞师生的作用。 

3  基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医药文化建设路
径 

多年来，河南中医药大学把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实践和探索。对我们

解决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建设路径

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3.1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

助于形成推动学生发展的强大牵引力 
3.1.1  优秀传统文化是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指路明灯 
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也是高校的精神脊梁

和发展灵魂，它的影响力经久不衰，是高校发展的根基、

为高校科学发展提供深刻的思想文化指导，为高校在现

如今竞争激烈的高等教育中提供优势支撑。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是高校实现可持续发展、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

文化支撑。 
3.1.2  优秀传统文化是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进

步的强大助力 
一流的高校必然有一流的文化。一流的人才培养、

一流的学术产出也必然依托于一流的文化积淀。学校的

科学合理发展需要全体师生对美好未来的不懈追求，而

优秀传统文化正是激励全体师生不断勇攀高峰、鼓舞全

体师生不断奋发进取的强大动力[3]。 
3.2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

助于形成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影响力 
3.2.1  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学习与第一课堂相融

合，坚持学以致用 
在教学设计的各个阶段，我们都应将优秀的传统文

化融入到授课、考核、实习等每一个环节。在校园文化

建设中，需注意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培养新时代大学生弘扬优良文化的思想自觉。 
3.2.2  把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学习与第二课堂的考核

挂钩,坚持批判与继承结合 
在中医药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中，我们要弘扬我们

传统文化中最值得坚守和继承的部分，更好的将传统文

化的积极价值与校园文化教育相结合。在实际工作中，

可以通过开展传统文化知识竞赛、文化纪念日、社会公

益活动等，让学生从身边小事做起，把践行优秀美德落

实到自己的实际行动。 
3.3  要打造贴近师生、喜闻乐见的文化载体，形成

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凝聚力 

文化本身是精神层面的需求，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要想让传统文化对大学生入耳、入脑、入心，必须借助

一定的载体来增强文化的感染力和影响力，让师生易于

接受、乐于接受，从而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准则，指导其

工作和生活。中医药院校要在剖析文化特色的基础上，

认识师生最需要什么，找准载体培育的思路和方向，然

后借助适当的载体将大学生和文化进行有机关联。 
3.4  要强化领导重视、全员参与的过程管理，形

成“三全育人”的强大推动力 
3.4.1  领导班子要发挥核心作用 
在高校事业发展过程中，领导班子既是“火车头”，

也是“方向盘”，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核心作用。领导班子

要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引领

作用，统一规划、组织协调和宏观指导文化建设，真正

把文化作为引领大学生发展的“风向标”；作为稳定事业

发展的“保障石”；作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发动机”。 
3.4.2  中层干部要发挥带头作用 
中层干部作为高校的中流砥柱，既是学校决定的执

行者，又是所属单位的管理者，起着承上启下的桥梁纽

带的任务，更要在以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引领发展的过程中充分施展好带头和表率作用，做到

事事带头、时时带头。中层干部要把大学文化作为工作

的“指挥棒”、作为生活的“座右铭”，时时刻刻体现在

一言、一行、一事上，为师生做出表率，让师生看到榜

样。 
3.4.3  教职工生要发挥主体作用。 
教职工生是高校的主体，也是高校的主人翁，要激

发他们对大学文化的需求，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

离开了教职工生，大学文化建设就无从谈起。要建设大

学文化，就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激发他们的文

化需要，调动的各个方面的素质，让他们在浓郁的文化

氛围下，将自身的发展融入学校的发展之中，实现人生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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