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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传统文化融入中医学基础课程思政建设的探讨
蔡旻捷

（汕头市卫生学校，广东 汕头 515000）

摘要：中医学基础课程思政建设是立德树人下教育发展的必然，挖掘中医传统文化元素构建全新课程模式、项目任务等，也值得我

们深入探索与实践。以各阶段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并列举章节知识点与思政案例相结合，明确思政目标、知识技

能与素养目标，进一步丰富教学内容与形式，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育人效果。本文探讨中医传统文化融入中医学基础课程思政的价值意

蕴与有效策略，希望能够为一线教育者提供更多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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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宝库，中医传统文化更是优秀传统

文化的代表。以中医传统文化在中医学基础课程思政中的渗透融

合，帮助构建适合于广大卫生学校学生思考探究的高效课堂，也

将激励他们创新实践、继承传统。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触发，挖

掘中医学基础课程中利于发展学生思想与文化素质的部分，结合

重大事件、社会热点、科学创新与身边故事等，既活化中医学基

础课程，又带来全新的教育创新发展思路，发展现代化医学教育。

因此，以下围绕中医传统文化融入中医学基础课程思政建设策略

具体讨论：

一、中医传统文化与课程思政的理念概述

中医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根植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

融合了道家、儒家和佛家等多元文化精髓。中医强调“天人合一”

的哲学观念，认为人体是一个小宇宙，与自然界的大宇宙相互联

系、相互影响。中医理论体系中的阴阳五行学说，是对人体生理、

病理变化规律的高度概括，体现了事物发展变化的辩证统一思想。

中医诊断方法独具特色，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全面了

解病情，为治疗提供依据；中医治疗方法丰富多样，中药、针灸、

推拿、拔罐等在调整人体的阴阳平衡中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研

究认为，中医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对于人类健

康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课程思政视域下，课程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相结合，依

托专业课程或活动带给学生内心鼓舞的力量，完成隐性的思政教

育，培养学生专业实践力与思政实践力，奠定他们未来发展的坚

实基础。通过对专业课程设计的新思考，巧妙融入思想政治元素

着力学生品德教育、思想与文化教育、审美教育、德育等，也需

要广大教师的深刻反思。在中医基础课程中拓展思政元素、内涵

与活动，构建全新的中医课程体系，对于培养德、智、体、美、

劳的医护人才具有深远意义。未来，广大教育者、管理者要充分

重视该方面工作，将课程思政、立德树人创新理念融入中医药学

教育环节中，共同托起祖国的健康事业，守护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

二、中医传统文化具备思政教育的先天优势

（一）丰富医学思政内涵，增强学生思想素质

中医学中的很多理论都从古代哲学与文学领域发源而来，其

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古语云：不为良相便为良

医。中医学发展至今凭借的是历代医家的职业操守、品德，蕴藏

着深厚的亲情仁爱、学术意志，抑或是家国情怀与民族情感。因此，

以中医传统文化渗透于中医学基础课程教学中，自然要挖掘这一

部分内容，以正面的个人修养、道德三观、情感意志、言行习惯

等对广大学生形成熏陶激励，奠定他们职业发展的坚实基础。当然，

这也需要课程教师、带教老师等拥有传统文化智慧，高度重视各

类课程与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发挥，从中医学中挖掘思政元

素启迪学生，值得我们深入探索与实践。相信这也是卫生学校现

代化、全面化发展的一大步，只有顺应教育发展趋势“继承传统，

改革创新”，才能够办好学校、发展教育，为我国教育事业与健

康事业做出伟大贡献。

（二）填充爱国主义素材，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中医学在我国历史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与病魔

斗争积累的经验与成果。其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传统医学理论中最

为系统、丰富、广泛的一门科学。在长期发展中，中医学自然渗

透了爱国主义、民族情感，对于当今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诸

多益处。比如说，张仲景目睹了疫病给百姓带来的灾难，痛心疾首，

不仅为人口的衰减而感慨，更为染疾之人不能被疗救而悲伤，于

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最终著成《伤寒杂病论》；吴又可

胸怀家国，临危受命，结合抗疫感悟写下《温疫论》，认为疫病

由戾气引起，能从口鼻而入，并明确提出“客邪贵乎早逐”，强

调疫病重在预防。诸如此类的名医大家还有许多，我们都可以从

相关的融入当今中医学基础课程教学中，无疑能够启迪学生智慧，

培养他们同样弘扬爱国主义与民族文化。

三、中医传统文化融入中医学基础课程思政建设策略

（一）加强教师师德师风建设

只有卫生学校教师普遍具有高尚的职业品德、扎实的专业基

础，才能更好地将中医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结合起来，培养德才

兼备的中医人才。因此，中医传统文化启迪中医学基础课程思政

的第一步，就是要重视师德师风建设工作，以提高教学队伍的整

体素质。对此，卫生学校要密切关注教师们的一言一行，将师德

师风建设纳入教师评价体系之中。具体来说，丰富评价指标至教

学水平、思政教育能力、师德表现多个方面，创新评价方法至学

生评价、同行评价、领导评价等多个方面。必要时对于表现优秀

的教师进行表彰和奖励，对存在问题的教师进行批评教育，以激

励机制起到约束作用，促进教师不断强化自身思想品德与文化素

质。对于教师个人，必须深入学习了解中医传统文化，通过阅读

中医药经典著作、参与各大学术交流活动等，吸收《黄帝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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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知识与哲学思想，与中医药领域名医

大家对话交流，保持对中医学的热情与热爱，在教学中自然融入。

同时，教师还要发扬中医传统文化中的医德医风、大医精诚精神，

将中医传统文化元素深度挖掘，融入到专业课程与活动之中，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此外，教师要管理

好自己的一言一行，树立良好的师德师风榜样。要做到严谨治学、

敬业爱岗、关爱学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和感染学生；要尊

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关注学生的成长和发展，积极与学生沟通交流，

解答学生的疑惑，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 相信以此建设课程思

政，并围绕中医学基础课程拓展延伸，能够带给卫生学校学生诸

多启示与指导。

（二）宣传名医大家经典事迹

既然广大中医学基础课程教师能力素质提升了，必然要充实

相关理论体系、知识内容，丰富课堂，提高效率。可以先从宣传

名医大家的经典事迹，串联中医学发展历史，带领学生走进中医

学世界。具体来说，唐代孙思邈著有《备急千金要方》的《大医

精诚》，就医德医风教育进行了讨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其中写道：“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

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实际上就可以

出示材料让学生讨论，询问同学们所认同的中医学领域职业道德

如何？自己的职业理想与道德操守应当如何？继而通过学生互动、

讨论与辩论，可以找到在职业发展方向以及今后的工作态度理念。

诸如此类的还有神医扁鹊、尝百草李时珍等，都有着极强的个人

魅力以及历史上流传的诸多事迹，都可以恰当融入课堂教学中，

形成丰富的教学资源。值得讨论的是，教师要融入这些内容，就

要构建完整的教学体系。以文字材料、图片等融入中医学基础课

程，并且对学生讲解 PPT，课下要求学生自主搜集资料、分析讨论。

或者充分响应智慧化教育号召，利用周围的在线教育平台、资源

库等，以名医大家经典故事及当代国医大师典型事迹编制音视频，

不仅在课堂上进行展示，也分发给学生探究学习。以此推进微课

教学、翻转课堂与混合式教学等，收益颇多。

（三）探寻中医学发展历史

探寻中医传统文化，在课堂内外引导卫生学校学生独立思考、

自主探究与综合实践。课堂上，穿插介绍近代中医存废之争和中

医药在革命历史中的作用，引导学生认识中医学兴衰与中华民族

的兴衰密切相关。课堂外，引导学生搜集该方面资料，进行小组

项目活动，或者跟随学生的兴趣做挑战性任务、兴趣类项目，都

有利于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具体来说，中医学基础课程教师可

以做出示范，串联中医学与中华民族发展岁月历程，启迪学生思

考探究与动手实践。如下所示：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事业迎来

新的发展机遇。政府将“团结中西医”作为三大卫生工作方针之

一，为中医药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医药

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还指出中医

是中国可贡献全世界的一项，强调其不只是治病，更是文化遗产，

要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高度。一方面，中医药教育逐步开展，

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另一方面，相关研究机构不断成立，推动

了中医药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屠呦呦从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

中获得灵感，成功提取青蒿素，为人类健康作出巨大贡献，显然

是中医药对世界的重大贡献的有力证明。新时代下，我国重要领

导人也多次肯定中医学的价值。全国积极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

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因此，教学实践中结合

经济改革、法制建设、文化建设等深化中医学发展历史，引导学

生认识我国传统医学的历史地位、时代责任与使命，将启发更多

学生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把自己的学习任务与今后职业与

国家存亡发展挂钩，以自身力量为祖国、社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四）中医学经典育人育心

《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都

是我国中医学领域的经典著作，具有极强的理论与临床价值。在

中医学的基础课程思政建设中融入渗透这些内容，引导学生探寻

生命价值观、治病救人的初衷以及疾病的当代发展等，都有助于

学生形成正确的职业认识与发展观念、道德观念。具体来说，中

医学基础课程教师可以展示《黄帝内经》的“美其食，任其服，

乐其俗，高下不相慕”表述，串联现代社会浮躁、物欲的典型行为。

以此反衬中医传统文化对当今人民生活、思想与文化的启示，是

具有先进作用和引领价值的。《黄帝内经》中，多次强调“人与

天地相应”“人与天地相参”，揭示了我们中国人早在 2000 多年

前就把人和自然视为一个整体，主张要根据自然界的变化规律来

理解人体生理病理机制病加以治疗和预防。也就是说，顺其自然、

自然合一、爱惜环境等，也是我们要继承发扬的精神文明，是每

个学生现在和将来都要牢记，并且用实际行动去深化探索的。此外，

医德方面有张仲景、孙思邈等医家事迹，医学经典中超脱世俗的

理想精神世界、先进的理念技术等，也都值得我们深入学习与探

索。在中医学基础课程知识学习之余，要学习中医学经典育人育心，

真正达到课程思政建设的终极目的。

四、结束语

总的来说，中医学基础课程思政建设是未来发展的重要环节，

体现了课程承载思政、课程寓于思政的理论内涵。从中医传统文

化中挖掘利于学生思考探究、综合实践的部分，结合中医学基础

知识教学与活动，通过显性的课堂案例分析、隐性的课外活动延伸，

带给学生诸多新的思考，培育其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与道德观。

针对当前中医学基础课程思政建设问题，也优化完整的建设目标

体系、内容体系，进一步强化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整体教学素质，

显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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