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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医学是根植于我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一门祖国医学学科，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需要大量接触古籍文献，因此中医学专业对传统文化学习

的要求相对较高，如何在高职院校中医学专业开展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成为一项重要工作。 

Abstract: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iscipline rooted in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and research, a large number of ancient books and documents are required. Therefor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ajor has 

relatively high requirements for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culture. How to develop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ourse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ajor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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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医药的历史意义 

人类文明诞生至今，生命的延续，身心的康健，离不开医学的

发展，中医药学，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一代代中华民族的行医者

在与疾病的不懈斗争中不断探索、逐渐形成的科学认识，是几千年

沉淀下来的中国文化精髓。即便是在当今现代医学飞速发展的时代

潮流下，中医学仍然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和光环，并且这种魅力不

因时代的更迭而发生变化，也不因岁月的流逝而产生折损。 

千百年来，在中医学这一伟大的医学模式中，先辈及今人不断

进行探索，渴望谋求一条适合中医学发展的道路。尤其几年来，随

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如何提升中医药在我国

甚至世界医学范围内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因此，国家也出

台了各项政策来保障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不断壮大。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

优秀传统医药的传承发展，明确提出“着力推动中医药振兴发

展”。同时，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提出“想要实现中国

梦需要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需要文化的弘扬和繁荣”。 

国务院印发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

明确了未来十五年我国中医药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是新时期推进

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2 传统文化对于中医药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且博大精深，中华民族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创造主体，中华大地的生态资源和人文地理条件，是中国传统文

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什么是中医药？她是根植于我国古代哲学和优秀传统文化而

诞生的一门科学，中医药有着其自身发展所遵循的规律，尽管中医

药诞生时期尚未出现现代医学雏形，更无法从分子角度去探寻生命

或疾病的奥义，但中医药自身发展所形成的这一体系却支撑他走到

了现代，并逐渐发展壮大。中医学所研究的阴阳理论、藏相理论、

五运六气理论等等，必须要有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支撑，因此

中医学诞生在中国有着其重要性和必然性，这是任何一个其他国家

或者其他的意识形态下都不能够完美产生的存在。 

时至今日，学习中医学，如何学好中医学成为我们探究的一个

重要问题，就高等职业院校而言，如何培养优秀的中医药人才，传

统文化发挥着什么样的历史作用，我们必须剖析清除才能够整理出

一套完整的健全的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 

中国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的积淀和传承，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

族的血脉之中，具有天然的优势融入思政教育，那么如何将传统文

化与中医药人才培养有机结合，并迸发出能量呢？我们需要借助的

是古人的力量。古之圣贤者，不唯有经世治国之谋略，更能够心系

天下苍生，而这种精神恰恰是我们每一个中医学子所必须具备的品

德。在悬壶济世之时，若能时时以《大医精诚》严格自我要求，便

能成就自身的中医才学，也能够充分体会到何为苍生大医。 

3 如何在中医学专业设置传统文化课程 

基于高职院校专业学制的特殊性，其学制只有三年，且需保留

一年的实习时间，因此真正校内理论课学习时间只有两年，如何在

两年时间内将传统文化课程融入到人才培养方案中就显得尤为重

要。就如何将传统文化融入人才培养，以及如何在课程中贯穿，进

行了详细的研究和计划。在制定详细计划前，我们首先明确了这样

几个问题： 

第一、该专业学生是否对当下自己所学习的专业有所了解，并

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在学生群体中进行调研，调研的主题是“你认

为自己所学习的中医学专业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关系是否密

切”。通过此调研，明确研究对象的层次和观点。 

第二、进行相关的文献研究，从中医学专业设置至今，不同高

校在对该专业学生进行基本的课程教育同时，是否有注重传统文化

的作用，以及所取得的成效如何。是否在学生中产生了相应的价值

认同，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我们中医学专业的学科价值观产生了

怎样的影响。 

第三、还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在三年制学生学习的过程

中，我们要通过怎样的一种方式来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是

单独设置一门课程，还是通过选修课的方式进行，预计这种结合的

教育方式可能达到的预期成果是怎样的，积极作用是否占主导地位

等。 

第四、同时我们还需要关注到，每一个学生在进行该专业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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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前，自身对于传统文化的了解程度是不同的，在进行研究的过程

中，这方面的差异是否会对研究的进行产生负面影响，以及如何通

过当前的有效手段去解决这类负面影响。 

4 具体的实施方案 

经过周密的计划和讨论，并且在制作调查问卷之后，向学生发

放问卷，了解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程度、对传统文化是否感兴

趣，以及想要以怎样的学习方式来学习传统文化等等，汇集所有的

调查问卷后，进行分析，发现学生对于我国传统文化有着非常浓厚

的兴趣，但因为学习习惯等问题，导致中学时期没有夯实良好的学

习基础，所以在大学时期学习此类课程有一定的难度和挑战，但学

生愿意以此为契机，提升自己的传统文化学习能力和兴趣，且学生

比较喜欢以古诗词和古汉语的方式来学习，因为中医药学古籍和经

典涉及到古汉语以及文言文等多种传统文化，所以学习此类课程最

有助于帮助学生夯实基础、提升格局。在问卷中了解到，一部分学

生本身就对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并且自发举办了汉服社等相关社

团，自发在校园内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也受到了良好效果。同时有

部分同学在问卷中表示有顾虑，如果作为必修课程进行学习，是否

占用其他专业课程的学时，因此最终决定将传统文化以选修课程的

形式进行呈现，基于此考量，传统文化应该成为学生的一门兴趣性

课程，在学习传统文化课程的过程中更加深刻的认识中医学的内涵

以及坚定中医学学习的决心；课程设置在大一秋季学期，此时学生

初入大学校门，仍保留有一部分中学时期的文学底蕴，且此时课程

尚比较简单，传统文化内容与中医学的基础课程之间的关系也比较

密切，在此基础上，每周 2 次传统文化选修课程，能够最大程度激

发学生学习中医学的兴趣，又不至于增加过多的压力。课程的展现

形式确定后，接下来需要确定的是课程内容，以怎样的内容向学生

展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既能够吸

引学生进入该情景，又能够起到有效的促进中医学课程学习的作

用。 

最终选定以古代文学的方式来进行传统文化的讲授，从汉字和

古诗词的角度讲解中医学，作为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过度，古

老的汉语言文化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厚的影响。 从汉字来解

读古代对脏腑、中药的认识，例如：“脾”字由“月”旁和“卑”

字组成。“卑”代表着东面地势较低的土地，而中医学中脾在五行

中属土，脾的作用，就如同土地孕育万物一般。姜在古代亦称

“疆”，意思是“疆御百邪”之说，而姜的最主要的功效之一就是

驱寒除湿，抵御外邪侵袭机体，正合疆御百邪之意。从汉字切入中

医教学，一方面展示中医文化的底蕴和有趣，还帮助学生进一步理

解中医药知识，加深记忆。另外，古诗词中的中医相关典故也是比

比皆是。比如，时辛弃疾《定风波》邀医生马荀仲同游，词曰“山

路风来草木香，雨余凉意到胡床。泉石膏肓吾已甚，多病，提防风

月费篇章”，暗藏木香、禹余粮、石膏、防风等药，可谓工巧。此

类诗在工不在境，别有一番风味。诗词中亦不乏养生、疾病的记载，

道家专有养生诗。以上都是文学作品中蕴含的中医药文化，学习该

课程非常有利于学生对中医知识的理解。 

经过一学期的实践，在学期末重新对学生进行调查问卷调研，

研究结果显示，学生在该学期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夯实了传统文化的积淀，学生在班级内部形成了传统文化知识传播

小组，对中国的传统服饰、传统美食、经典文学作品等传统文化的

表现形式进行深入讨论，利用周末时间再校园内宣传等。 

结论：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医药学资源，但需要授

课教师具有较高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和水平，能够深入挖掘二者之

间存在的更多契合点，并能够根据教学需要有选择地进行融入，提

升中医学课程的教学效果。 

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医学课程教学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背景。将中

国传统文化相关知识融入中医学课程教学，可有效提高中医学课程

的教学质量和效果，更有助于实现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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