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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医医

院中医药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将中医药文化的定义

概括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认识生命、维护健康、防治

疾病的思想和方法体系，是中医药服务的内在精神和

思想基础。中医药文化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

将中医药学和其他学科文化融为一体，相互交流、相

互渗透所衍生出来的文化。1 其内容及极其丰富，特点

鲜明。它是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基本物质范畴，也是中

国人思想情感凝聚的一个精神平台。第八届中医药文

化研讨会召开，首次提出中医药本质是特色的物质文

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 [1]。物质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当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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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经典著作，如：《本草纲目》《伤寒杂病论》《难

经》《黄帝内经》。精神方面包括基础理论（阴阳五行

学说）、诊疗手段（望闻问切）、伦理道德观念（融合

儒道佛各派别的思想，大医至诚的职业追求）以及融

入日常学习生活的民俗习惯以及文学的表现形式等等。

中医药文化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丰富的人文精神

以及独特的育人价值。

而高职医学美容技术专业包括医疗美容和生活美容，

要求系统掌握中、西医基础医学及医学美容的基本知识、

基本理论，能够熟练运用美容化妆、美容护理、形象设

计、美容纹饰等美容实用技术及针灸、推拿、中药保健、

膳食调理等中医美容保健技术对求美者进行美容及保健，

所以于医学美容技术专业人才培养中融入中医药文化教

育是有很大的实践应用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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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医药文化的核心思想

1.“医乃仁术”的职业道德观

“医乃仁术”是古代对医务工作道德品行规范的综

合概括，是中医文化的内核，不仅要求医者具备“救人

生命，活人性命”的知识、技能和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

还要具有“济世救人”“以人为本”“普济众生，推己及

人”的人文精神。

2.“未病先治”的预防观

“未病”是指可能发生的疾病或可能出现的继发病

证。“未病先治”就是对“未病”采取相应医护措施进

行的预防性治疗调护，以确保人的生命健康，与“治未

病”具有一致性。“未病先治”强调注重日常调理。陈

实功认为，“善养生者，节饮食，调寒暑，戒喜怒，省劳

役，此则不损其脾胃也。如不然，则精神气血由此而日

亏，脏腑脉络由此而日损，肌肉形体由此而日削，所谓

调理一失，百病生焉。”[2]

3.“天人合一”的整体观

“天人合一”就是指人与天是一个整体。遵循自然界

气候季节、昼夜的规律来调护身体，使生命活动与自然

界协调一致。适当运用调摄精神，锻炼身体的一些方法，

饮食有节制，起居有规律，不违背常规的劳动，才能保

持形体与精神的充实人具有自然属性，同时人体的养生

在顺应四时季节的同时，必须根据周围社会环境的变化

不断调节自身的状态，积极的适应社会发展变化，才能

保持健康状态。这些理论观点正符合了生物一心理一社

会的医学模式。

4.“相因相宜”的辨证观

“相因相宜”护理思想源于中医理论的三因治宜原

则，这是传统护理中辨证施护思想的重要体现。“相因相

宜”意指治疗疾病要根据人体的阴阳平衡状态，综合体

质、性别、年龄等不同，以及季节、地理环境以制定适

宜的治疗方法的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医治病中的原则性

与灵活性的相互结合，是中医学的理论特色和精华。

5.“形神共养”的情志观

“形”即形体，指人的机体，包括五脏、六腑、五官

九窍等能够看得见，具有一定形状的器官。“神”则有广

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之神，是指整个人体生命活动的外

在表现，包括全部的生理性或病理性的外露征象。狭义

之神，是指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形神共养”，就是

既重视保养形体，又重视调摄神气，力争达到“形与神

俱”的目的。

6.“阴阳中和”的和谐观

“和”指事物之间平衡协调的发展。老子云“万物负

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说明了天地之间阴阳之间相互

对立统一、互根互用，在互相消长中维持着发展、平衡和

协调。“阴阳中和”是中国传统护理理念中维持健康的目

标，是一种阴阳平衡的状态。《周易》乾卦以刚健阳动为

主，对健身运动有指导意义坤卦则主柔静阴缓，对养生修

炼有深刻影响。健身与养生是动静关系的统一。以阴阳协

调、刚柔相济、动静相兼为原则。相对而言，健身主动，

养生主静。刚柔相济才能起到更好的养生、健身作用。

二、中医文化教育在高职院校开展的现状

2016 年 2 月，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

要（2016— 2030 年）》，其中就明确提出要推动中医药文

化进校园，将中医药基础知识纳入传统文化教育和生理

卫生课程之中。自此，全国各地的学校如火如荼地开展

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的活动。通过文献搜集主要总结在以

下几方面：

1. 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的对策研究

熊益亮（2018）认为中医药文化进校园要依托中医

药文化实践教育，其主要方式有中医院和中药材基地参

观游学，中医药博物馆教育以及中医药文化讲座 [3]。杨

明会（2017）认为应该将中医药典型人物或经典故事融

入教材中并通过针灸、刮痧、贴耳豆等中医实践让学生

了解中医药的价值 [4]。徐颖洲（2016）认为中医药文化

进校园需要实现中医药文化资源课程转化。首先通过中

医专业人士对教师团队的培养建设，再让各科老师寻找

中医知识的结合点和兴趣点，将中医知识由浅入深地融

入必修课程中 [5]。郭瑜、李红（2017）认为营造中医药

文化的校园氛围有利于激发学生对中医药文化的兴趣，

例如悬挂名医图片、种植中草药等 [6]。杨耀文认为经济

条件改善与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助推健康养生需求不断升

级，传统中医药文化内涵丰富、源远流长，其中以人为

本与治未病的理念与之十分契合 [7]。徐黎丽、李卓认为

中医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面临着困境，因此，保护和

传承中医优秀传统文化迫在眉睫。其传承路径如下：其

一，通过通识教育传承中医经典及天人合一、气生阴阳、

道法自然的中医理念；其二，大力培养中医医护人才；

其三，在养生中传承；其四，通过医案传承，创新中医

处方；其五，保证中草药质量 [8]。王惠，贾建昌高职康

复治疗技术专业人才培养中融入中医文化教育，有助于

培养其具有“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中医思维、“大医精

诚”的职业精神及“医乃仁术、济人为本”的医德修养。

通过中医文化教育，在提升职业教育文化素养的同时，

传承中华文明，培养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9]。

2. 中医药文化融入中医美容的研究

王继慧，张小卿等认为象思维作为中国传统优秀文

化重要思维模式，在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也有充分

体现。通过考察，发现象思维模式对中医美容研究具有

重要价值和借鉴意义，对人体容貌美研究、美容辨证论

治和养生美容等方面都具有指导作用。对《黄帝内经）

象思维传统的研究就是中医美容理论研究的活水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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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促进中医美容学的继承、创新和发展 [10]。黄新认为

针灸美容就是从中国传统医学的整体观念出发，以针刺

或灸法为手段，通过对局部皮肤及穴位的刺激，调动机

体内在因素，从而达到养护皮肤，美化容颜，延缓衰老，

治疗面部皮肤病为目的的一种方法 [11]。

三、高职医学美容技术专业融入中医药文化教育的

措施

1. 中医药文化教育师资队伍培养：制造条件鼓励教

师进修学习中医药相关理论知识，改革教学方法，定期

进行集体备课，定期组织经验分享会，优化丰富多媒体

课件，开发网络教学资源，改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推

动中医药文化教育与课程实际相融合。

2. 以专业课程为载体，融入中医药文化元素，充分

挖掘中医药文化资源，优化、协调、整合中医药文化与

医学美容技术专业课程教育的相通之处，尤其将中医药

文化元素、核心价值思想融入体育、美容药物学，中医

学基础，医学美学，美容中医技术，美容护理技术，美

容保健技术等课程内容。

3. 营造文化氛围，重视实践教学，将中医药文化元

素融入医美实训室建设中，形成潜移默化的文化氛围，

采购中医学实践器材，鼓励学生除实训课之外多进入实

训室实践，创新实践技能与器材的结合，感受文化熏陶，

除此之外定期组织学生参观中医药文化馆、中医药体验

馆，利用校企合作的基础组织学生去往中医药类医疗卫

生企业见习，在实践中培育中医药文化素质。

4. 组建学生团队，参与社会服务，成立中医药文化

类社团组织，联合专业的指导老师，将中医药健康养生

保健知识送进社区、中小学的一系列公益活动中，定期

开展相关讲座，帮助医美学生学以致用切实增强实践知

识与技能，提升学生的思想境界。

四、中医药文化在高职医学美容技术专业人才培养

中的意义

1. 具有促进医美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功

能，能激发“以人为本”“大医精诚”的职业精神；有助

于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和逻辑思辨能力；促进学生养成

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强身心健康的目的；中医药文化中

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美学内涵，强调天人合一的和谐之美，

调和致中的平衡之美有利于培养艺术修养，正确的审美

观；中医药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劳动教育资源能促进劳

动教育落实。

2. 目前针对中医药文化教育融入医学美容人才培养

的研究还处于空白，随着医学美容这一新兴行业的高速

发展必将带动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医学美容技术

专业本身包括中医知识，本专业是很好的宣传载体，并

且张蕾，姚勤对全国 14 所中医药大学进行问卷调查，结

果表明：大多数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还有待于进一

步提高，学校层面尚缺乏有力的宣传 [12]。医学美容专业

在人才培养中将中医药文化教育落于实处，一方面检验

实践过程中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可以检验中医药文化教

育是否可以切实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及职业素养有利于

人才培养，增强中医药文化自信，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3. 本研究能带动整个美容行业向健康美的方向发展，

医学美容专业学生能将中医药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应用于工作及生活中，真正落实“信中医、爱中医、用

中医”的要求。人们更重视健康美的保持，合理的膳食

方式以及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养生观念逐渐受到大众的青

睐。对于“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使更多的消费者从中医药文化瑰宝中受益。带动中医药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本研究能带动整个美容行业向健康

美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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