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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高等学校毕业生数量突破历史新高，达到了

900 万大关，医学生 92.7 万，再创历史新高，医学行业因

其治病救人的特殊性，医学院校的毕业生求职之路的艰

辛和压力可想而知。因此，加强医学院校建设，提升人

才培养质量，就显得格外重要，而医学院校的社团活动，

是医学生的“第二课堂”，加强社团建设和管理，对于培

养高素质应用型、技术技能型医药卫生人才，对于服务

国家“健康中国”战略，显得尤为重要。

一、研究背景

近几百年来，西方文明得到发展，但中华文化愈久

弥坚，成为中国长盛不衰的精神标识和民族崛起的“文

化密码”。中医药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它不仅凝聚了中

华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和历代医家的智慧汗水，还传承

了历代劳动人民的宝贵历史经验和对人与自然的思考总

结，是极为宝贵的思想文化和医学技术资源。其中，中

医名家的事迹影响深远、流传至今，对后世从医者的思

想和行为起到了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成长成才之路、

行医思想和行为规范等方面，对高校社会建设和医学生

综合素质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医药育人内涵

中国江西的旴江流域（今江西省抚州市一带），历代

名医辈出，流芳百世的不胜枚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医

学流派，对其思政育人的内涵进行探索，能够拓展中医

院校思政育人的新阵地、新路径、新要素。

1. 行医为民，从医为国

近代旴江名医许寿仁注重医德，在学术上主张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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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互补，各取所长，他一贯重视中医药教育事业，在没

有经费、教师和校舍等条件下，自筹经费创办江西中医

学校，并于 1948 年开始招生，其从医为国的精神难能可

贵。现代旴江的名医大家李元馨（1893-1982）一生行医

60 余载，医德高尚，医术高明，名声驰誉赣东，新中国

成立后他为祖国医疗事业尽心尽力；晚年，他致力于中

医人才的培养，先后授徒 16 人，桃李芬芳，均成为当今

中医名家，堪称行医为民，从医为国之典范。

2. 培养仁医，注重医德

在旴江医学的诸多著作中关于医德的论述颇多，如：

旴江名医龚信在《古今医鉴》一书中指出：明医具备的

基本素养包括“心存仁义、惟期博济、不计其功、不炫

虚名、不论贫富、不谋其利等；同时，在该书中作者要

求医生应做到德艺双馨，并尖锐批评庸医的以欺当世、

误人性命等不良行为，提倡以德为先。此外，旴江名医

李梴强调医德的教育，着有《医学入门》一书，该书提

出了较为完整的从医人员职业道德标准，切合学医者入

门之用，此为昌明医德树立了楷模。可见，旴江医学所

倡导的培养仁医、昌明医德的精神内涵与当代思政育人

之“立德树人”教育有“异口同音”之效。

3. 文节并重，兼容并蓄

万少菊等 [1] 研究发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

旴江流域（江西省抚州一带）孕育众多知名的医学家，

其中较为有名的不胜枚举，从宋代的崔嘉彦、陈自明、

严用和、危亦林，到明代的龚廷贤、李诞、龚居中，再

到清代喻昌、黄宫绣、谢星焕等名医名家。他们精研经

典、博览群书、兼容并蓄、开拓创新造就了璀璨的旴江

医学。李梴在《医学入门》中可以说最早提出“脏腑别

通”这一新观点，在临床治疗中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危亦林运用蔓陀罗、草乌等中草药最早对人体进行全身

麻醉，比日本早了 460 多年，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位采

用“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柱骨折的医家 [2]。

4. 医理通儒，造诣深厚

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许多名医均擅长儒学，

医儒两全者不胜枚举，自宋朝以来，“不为良相，则为良

医”的思想文化盛行，如黄宫绣出身儒医世家，他先学

习儒学，后转而学医，他通晓各家，学识渊博，著书立

说，流传后世。谢星焕（字斗文，号映庐）自幼聪明好

学，颖悟异常，后弃儒攻医，博览医书，治多奇验，声

誉卓著。从史料来看，这些医家往往先学习儒家思想，

然后方才成为名医，因为儒学的影响，最终铸就了旴江

医学“医理通儒”的思想内涵。

5. 立志进取，重教尚文

中国历史上十分注重教育，这从江西的书院文化

可见一斑，江西的白鹭洲、白鹿洞、鹅湖和象山等四

大书院闻名全国。书院文化是江西重教尚文良好风气

的一个缩影，在重教尚文地域文化的熏陶下，旴江医

学流派培育了众多的世医家族，他们世代从医，如危

亦林世家五代名医，谢星焕六世名医，陈自明三代名

医等。他们师出名门、立志进去、博览医经、深通医

术、究明脉理，为中医药企业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很

大的贡献。

6. 博采众长，注重实践

旴江名医精于辨证论治，博采众长，注重实践，师

古而不拘泥于古，因疗效显著而流芳百世。龚廷贤医术

高超，被赐予“医林状元”之美誉；喻嘉言十分注重临

床，他的所着的《医门法律》一书是一本较为全面的综

合性临床教材，其另一著作《寓意草》详细记录了 60 例

疑难医案；谢星焕继喻氏《寓意草》行医理念之遗风，

着《得心集医案》一书，记述大量疑难危重病症治疗经

验，至今乃值得后人借鉴 [3]。诸如陈自明、危亦林、龚

廷贤、龚居中等旴江名医的大量著作都是其结合临床治

疗实践而撰写出经验的总结。

三、中医药文化在社团建设中的价值

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培养仁爱救

人、赤诚济世的事业准则。“仁者爱人、仁爱救人、济世

活人”为历代医生所尊崇的医德理想和行为规范，流传

至今 [4]。二是培育谨慎认真、不畏艰苦的行医作风。没

有人能完全的掌握治疗所有疾病的方法，只有不断学习

和进取，这要求医务人员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在

医疗实践中要戒骄戒躁。三是保持虚心好学、精究方术

的学习作风。这是一名医学生能破茧而出，华丽转身，

成为合格医务工作者的重要品质，更是增长本领、战胜

疾病的必备素养。四是坚持不畏权势、忠于职守的行医

思想。在古代，有不少医生一生淡泊名利，有的不畏权

势，有的弃官从医，他们用行动践行为民服务；现如今，

为战胜新冠肺炎疫情，4 万多名医务人员不顾个人安危，

毅然奔赴抗击疫情的最前线，有的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

命，这种高尚的职业操守也同样会流芳百世，为后世所

敬重。五是践行取长补短、勇于创新的钻研精神。古人

很早就认识到继承和创新的辩证关系，强调勤求古训，

要吸取诸家之长，但同时又要求遵古不拘泥于古，不为

教条所束缚，中医药也正是在这种继承与创新中得到了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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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医学生参加社团与否对提升就业能力的独立样

本T检验

独立样本 T 检验是运用较为普遍的比较两个不同样

本在某个变量上的差异情况，进而研究它们之间的差异

是随机差异还是本质上的差异的一种检验方法。

从表 1 可以看出，医学生参加社团与否除了在“教

学方案是否完善”、“社团建设和中医药人才培养理念变

革”和“中医药发展前景”等三题的看法没有差异之外，

在其他题的看法都有显着不同。此外，医学生是否参与

社团活动，以及学校对社团文化建设的情况，对医学生

就业能力的提升是有较大影响的，由此可见，医学院校

应当着力强化社团建设，进而提升学生就业能力，改善

学校人才培养质量。

近年来，国家提出“立德树人”为高校教育的中心

环节，医学院校大学生普遍能够意识到中医药传统文化

对良好道德的养成和就业能力教育具有积极作用，根据

调查数据也可以看出，中医药在医学生群体中具有较高

的地位，学生普遍喜欢了解和接触传统中医药传统文化，

这对于中医药在融入社团文化建设，进而培养优秀医学

人才是极为有利的。

表1　医学生参加社团与否对社团建设提升就业能力的看法t检定

假设变异数相等 1

不假设变异数相等 2

变异数相等的 Levene 检定 平均数相等的 t 检定

F 检定 显著性 T 自由度
显著性

（双尾）

社团文化建设地位
1 .053 .819 -3.630 1434 .000

2 -3.820 116.332 .000

中医典籍、典故对社团作用
1 5.277 .022 -2.919 1434 .004

2 -2.536 109.951 .013

中医药文化对道德教育作用
1 .122 .727 -2.799 1434 .005

2 -2.462 110.280 .015

社团对传播中医药文化作用
1 6.772 .009 -2.937 1434 .003

2 -2.408 108.531 .018

中医药文化融入社团文化建设
1 1.409 .235 -2.145 1434 .032

2 -2.044 112.656 .043

中医药教育方式的创新
1 5.087 .024 -3.489 1434 .000

2 -2.857 108.499 .005

互联网对变革中医药教育方式的作用
1 4.478 .034 -2.898 1434 .004

2 -2.384 108.607 .019

互联网推动中医药国际化的作用
1 2.350 .126 -2.342 1434 .019

2 -2.284 113.442 .024

教学方案是否完善
1 .106 .745 .024 1434 .981

2 .024 114.850 .981

社团建设和中医药人才培养理念变革
1 5.007 .025 -1.466 1434 .143

2 -1.335 111.234 .185

中医药对社团文化建设的作用
1 19.421 .000 -2.699 1434 .007

2 -2.200 108.396 .030

中医药文化对提升就业能力影响
1 8.011 .005 -2.216 1434 .027

2 -2.023 111.324 .045

社团文化对提升就业能力影响
1 10.496 .001 -2.323 1434 .020

2 -2.054 110.412 .042

中医药发展前景
1 .334 .564 -.486 1434 .627

2 -.476 113.560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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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团文化对医学生就业能力的影响

医学院校的社团组织作为医学生认识社会的窗口，

是他们与社会交流沟融的重要平台，医学生通过参加学

校的社团活动可以间接的认识和感受社会。因此，医学

院校学生社团组织对医学生就业的影响，无论是从理论

研究还是从实践能力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加强自我认知，拓展就业能力

学生是学校社团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同时也是各类

活动的创新者和团体的管理者，日常学习中，他们需要

解决一系列管理等方面的难题，例如：策划社团活动方

案、筹集活动经费、管理学生等。在解决难题中，他们

可以潜移默化的培养管理能力，进而提升自身的创新能

力。医学院校社团体现出的功能往往会更加全面，不仅

在医学职业文化素质、道德素养方面，而且在学习和实

践能力方面都会有显著提高。与普通学生相比，社团骨

干综合能力和执行力更强。社团组织不仅推动专业能力

发展，而且对大学生的价值观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

这些都是影响大学生就业观的重要方面。

2. 提高沟通能力，培育协作精神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与人合作的能力”是教育

的“四大支柱”之一。而在社团管理过程中和在策划活

动时，社团的成员会通过各种形式，一起讨论方案，这

是一个需要平等对话、彼此磨合的合作过程。在这个彼

此交流合作的过程中，学生能够培养“表达、倾听、反

馈、成熟想法的重新表达”[5]。从现代教育理论来看，培

养良好的沟通能力可以帮助同学获得认知自我、理解和

调节他人情绪与他人合作的能力 [6]。因此，医学生应积

极参与社团活动，提高语言表达、协调沟通以及团队合

作等各项能力。

3. 自我职业启蒙，形成职业规划

学生在参与各种社团组织活动过程中，能够准确地

定位自己，了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从而以问题和

目标作为导向。在个人素质、就业、创业、职业规划等

方面明确了发展方向，为今后的求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在社团活动中，学生们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根据自身的想法开展创新创业活动，随之未来的是他们

的创造力会被充分发挥出来，这对学生的成长成才和今

后就业能力的提升都有很大帮助。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面对教育的国际化，竞争的全球化，高

校培养学生进行社团活动对于大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方

面具有特别的影响力，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让医

学生在高手凌云的就业市场中，拥有一席之地，高校社

团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平台，高校管理工作中，需要

不断加大对社团建设，特别是文化建设的支持和引导，

在政策上倾斜，在资金上投入，在师资上支持，积极发

挥高校社团在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方面的作用，进一步

提升大学生的就业质量。同时，医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

可以通过社团这个平台，培养专业技能、拓展就业能力、

培育协作精神、形成职业规划、培养创新精神；同时，

需要以国际化教育为契机，通过开放交流，对接国际医

学前沿，提升医学生解决复杂医学问题的技能和本领；

最后，通过传统中医文化的影响，提升医学生内在修养，

培养中医思维，达到内外兼修的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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