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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特色思政课教学的思考与实践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为例

王小静 1　付婷婷 2

1. 湖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武汉　43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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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国思政课一体化背景下，中医药大学探索中医药特色思政课教学，是贯彻落实理论联系实际教育原则、“三贴近”

教育原则的必然要求，是以特色课程建设推进一流课程建设的客观要求，是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服务中医药院校人才培养

目标的战略需要。中医药特色思政课建设，首要是建立中医药素材库，关键在于设计教学方案，要求在于共商共建、动态发展。

在设计方案和教学实践中，要尽力避免喧宾夺主、机械融入、驻足不前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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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思政课教材、课件等一体化的形势下，地方院

校特别是学科特色单一的院校，进行课程的特色化建设是

其唯一出路。特色就是优势，就是潜力，就是未来。突出

特色、彰显优势，中医药类院校的课程建设才能独树一帜、

大放光彩。

一、中医药特色思政课教学的必要性

（一）是贯彻落实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原则、“三贴近”

教育原则的必然要求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教育的

基本原则，更是思政课教学的基本原则。思政课中“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理论特色最鲜明。

全面系统深刻讲授这一理论体系，必须联系实际、结合实际、

贴近实际。对于中医药大学而言，联系实际，还要求贴近学

校实际，反映学校特色，凸显中医药学科特色和专业优势。

（二）是以特色课程建设推进一流课程建设的客观要求

与综合类大学相比，中医药大学学科不全面，做综合

类教学改革研究，不具有实践操作性；与实力强悍的双一流

大学相比，硬件条件和建设经费不具有优势，开展新手段、

新形式的教学改革探索，也难以行得通。那就只剩下从自身

优势出发进行个性化建设的唯一生路。因此，中医药大学结

合校本特色进行特色课程建设，探索具有中医药特色的思政

课建设之路，不仅具有很强的可行性，而且具有紧迫性和必

要性。

（三）是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服务中医药院校人才培

养目标的战略需要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是对教学的价值要求。在实践中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就必须结合学生成长成才的实际需要来

量身定制课程改革方案。中医药大学主要任务就是为党和国

家培养优秀的中医药人才，这是学校的中心和大局。中医药

大学的思政课，也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和大局。

二、中医药特色思政课教学的总体思路

中医药特色思政课建设，至少需要分类建库、设计方案、

动态建设等三个步骤和环节。

（一）首要：建立中医药素材库

中医药特色思政课教学探索，摆在首位的就是建立中

医药素材库。需要做好几件事：一是素材分类。经过探索，

课程组认为可以分成 6 大类：1. 中医药人、事、物、籍、地；

2. 中医药历史、成就、贡献；3. 中医药热点：新闻、影视、

文学；4. 党的中医药方针、政策、战略、制度、法律；5. 中

医药思想、思维、方法、精神；6. 本省本校的人、事、物等。

二是搜集整理素材。这一步工作量大，需要广泛动员思政课

教师、专业课教师、全体学生参与。

（二）关键：设计教学方案，实践检验优劣，逐步形

成教学方案体系

第二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设计中医药特色思政课

教学方案。做好这一步，需要：一是进行系统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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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调研全国中医药院校在中医药特色思政课建设方面的

情况，总结经验，探索规律，形成理性认识；二是设计教学

方案。方案设计，需要经过课程组教师广泛讨论、征求意见、

充分酝酿，初级方案成型后，再广泛征求兄弟院校和同行专

家意见，进一步完善。

（三）要求：共商共建，逐年完善，持续更新，动态

建设

课程建设是一项重大工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

巨性等特点，靠个别教师单打独斗，显然是无法完成这个重

任的。因此，在思想上，要树立长期作战的准备，坚定课程

建设永远在路上，课程建设永远没有终点的认识。在实践中，

平台建设初步告成后，需要不断更新，逐年完善，使平台和

课程建设一直处于动态发展之中。

三、中医药特色思政课教学的具体设计

导论部分，在讲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是“两个结合”的重大成果时，可以联系中医药文化、中

医药思维对该理论形成发展的启示，来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启示和借鉴价值。在讲授“六个必

须坚持”时，可以用中医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党的中医药

政策来联系说明。比如，坚持人民至上，也体现在“以人民

健康为中心”；坚持自信自立，也体现在坚持中医药文化自

信；坚持系统观念，与中医的整体观念、系统观念相互贯通；

坚持问题导向，与中医的“辨证施治”“对症下药”异曲同工。 

第一章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讲授

“新时代”的重大意义时，可以联系新时代对于中医药发展

的重大意义来说明。在讲授“新矛盾”的具体表现时，可以

联系中西医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来阐明。

第二章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可以把“中国梦”与“中医梦”，“民族复兴”与“中医药

复兴”联系起来，让学生谈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讲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时，

可以谈一谈人民健康是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现

代化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

化”探索，也包括探索中国特色医药卫生现代化道路。

第三章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讲到党的领导的重要性

时，可以介绍疫情防控中党的领导作用是如何体现和发挥

的，来说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对疫情防控的决定性意义，让

学生深刻理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性。

第四章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可以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把人民生命和健康放在第一

位”等的论述，进而联系到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宗旨，即是

为人民健康服务。实践方面，可以介绍新冠疫情期间的案例，

比如雷神山、火神山医院、各大方舱的案例，来说明疫情防

控中我们是如何体现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

第五章全面深化改革。可以介绍《中医药振兴发展重

大工程实施方案》中第八部分“中医药开放发展工程”，第

九部分“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试点工程”，让学生了解国家

在中医药改革与开放方面的相关政策和部署。在对外开放部

分，可以联系中医药国际化的资料，来说明我国对外开放的

深度广度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升。

第六章推动高质量发展。可以联系中医药发展中新发

展理念是如何贯彻落实的问题，设置课堂讨论题目。进而联

系《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给学生介绍方案

在哪些方面贯彻落实了新发展理念。

第七章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教育、科技和人才战略。可

以介绍《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中关于中医药

教育、科技、人才部分的内容，也可以介绍《“十四五”中

医药人才发展规划》，让学生了解国家的相关政策和战略安

排。可以联系新时代中医药教育、科技和人才培养的成就，

让学生了解十年来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

第八章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可以介绍《中医药振兴

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以及

五年发展规划，在制定的过程中，如何发动全社会广泛参与

讨论、征求意见、充分酝酿等过程的，来体现全过程人民民

主的具体实践。

第九章全面依法治国。在宏观分析的基础上，可以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以及我国中医药法治的实践成

就，也可以介绍国家在治理中医药方面的混乱情况的案例，

让学生了解中医药法治的状况。

第十章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可以联系中医药文化，

介绍中医药的重大价值、我国的独特优势、全球的发展状况。

文献方面，可以介绍《十四五”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实施方

案》的内容等。也可以联系本校实际，介绍本校的建校背景、

今天的发展状况、校内名医名家的故事等，让学生对中医药

有更加深刻的认知，增强他们的职业荣誉感和自豪感。

第十一章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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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病有所医问题时，在宏观介绍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状况

的基础上，可以介绍中医药发展状况，特别是中医药服务民

生的情况，让学生通过数据、案例，深刻感受国家对中医药

的支持和扶植。在健康中国建设部分，可以联系中医药对健

康中国建设的积极意义、可为空间、国家相关战略等来分析。

第十三章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讲到生物安全时，可

以联系古代的瘟疫、新中国成立来的血吸虫病、鼠疫、甲肝、

SARS、新冠疫情等带来的安全威胁问题，来阐明加强生物

安全的重大意义。可联系中医药在历次重大疫情面前的突出

贡献，来阐明中医药的历史和当代价值。

第十四章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可以联系讲

一下中医药服务国防和军队方面的案例，以及军医和民医在

中医药方面的合作。案例可以选择从部队走出来的名中医刘

嘉湘、“军中神医”王文远等的故事。

第十五章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可以联

系港澳台中医药的发展状况，以及其与大陆的合作，也可以

追溯其发展的源头，说明其与大陆的同根同源。个案方面，

可以选择香港名医陈抗生的故事，澳门名医龚树根、钱康琪

的故事，台湾名中医张步桃等的故事。也可介绍粤澳合作中

医药科技产业园在粤澳一体化方面的贡献。

第十六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可以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健康共同体的论述，可以

谈中医药国际化、全球化的状况，以及其对人类健康做出的

重要贡献。在讲到“一带一路”战略时，可以介绍中医药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状况以及与当地医药的合作，

也可以借助《推进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发展

规划（2021-2025 年）》，来说明当前国家在中医药国际化

方面的战略安排。

第十七章全面从严治党。可以选择中医药领域党员干

部的典型案例，来说明治党建党的重要性。案例上，可以选

取全国道德模范、中医药界的优秀党员，天津的张伯礼、安

徽的张舜华、浙江的朱丽华、广州的张忠德、宁夏的杨伟等

的故事。

四、中医药特色思政课教学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喧宾夺主：额外设置较多中医药方面的专题，

挤压主体理论内容

本门课程的首要功能和任务，是让学生全面系统深入

的学习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理

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因此，完成主业，才是专题

设置首先要考虑的问题。系统的中医药类专题讲授，主要是

专业课的任务，思政课不能过渡横跨，越俎代庖，耕了别人

的田，荒了自己的地。全部专题数量控制在 20 个以内，建

议最多增设 1-3 个专题比较合适。每个专题下面设置的中

医药类子专题，要根据教学需要和教学时间来灵活设置，数

量不宜多，不能挤占太多政治理论的内容。

（二）机械融入：案例穿插随意，缺乏精心设计，导

致不能实现案例与理论有机结合

总体上按照节奏有序、类型多样、衔接丝滑的要求，

来设计整个课程体系。要重视质量，而不是追求数量，避免

随意穿插、类型单一、机械堆积、数量不平衡等问题，争取

做到素材与理论的有机结合。在对案例的选取上，要有所侧

重，重点选取党的中医药方针政策战略、法律法规，中医药

文化、中医药思维、中医药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内容，充分展

现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新发展理念的要求，着重

发掘其在提升学生理论素养、增强学生“四个自信”，培养

学生科学精神、创新精神、服务精神、法治理念等方面的价

值和功能。

（三）驻足不前：素材库和教学方案确定后，不能与

时俱进、及时更新、持续发展

时代在不断发展，实践也在不断发展，因此，素材库

和教学方案也必须不断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和实践的步伐，

及时补充最新素材。这就要求广大教师，必须做好长期建设

的思想准备，在实践中，必须根据党中央最新精神，对素材

库和教学方案逐年更新和修订。

综上所述，中医药特色思政课建设是一项迫切而艰巨

的任务，需要广大教师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切实行动起

来。我们相信，大家齐心协力，同向同行，共商共建共享，

一定能够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医药特色的思政课建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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