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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民族医药文化渗透欠发达地区
中职医学生课程教学的改革与探索

黄　臻

（来宾市卫生学校，广西 来宾 546100）

摘要：改革中医药教学体系，对于中医药人才培养有重要作用。新时代背景下，医学课程教学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如教学模式单一、

学生学习兴趣不足、教师队伍建设弱化等，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专业课程教学实效，不利于加快课程改革的步伐。新时代背景下，将壮

瑶民族医药文化渗透到欠发达地区中职医学生课程改革中尤为重要，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进一步丰富课程教学内容，同时也能提升学生

的医药文化素养，促使学生积极加入地区壮瑶医药文化的传承中，更好服务当地群众，从而提升中职医学学生就业竞争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基于此，本文重点论述新时代背景下壮瑶医药文化渗透欠发达地区中职医学生课程教学的改革路径，以期能为更多教育工作者提供有价

值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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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民族医药的发展。十九大报

告作出“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重要部署，

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中医药发展的高度重视，为推动中医药振兴

发展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中医药法》于 2017 年 7 月 1 日

正式颁布实施，更是为中医药民族医药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

遇。在此背景下，积极探索欠发达地区中职医学课程教学中民族

医药文化的路径尤为重要，有利于构建特色化的医药教育体系，

高度契合职业发展的特征，同时，也能有效解决壮瑶医药人才短

缺的问题。

一、民族医药文化渗透欠发达地区的背景

以广西地区为例，该地区有众多的少数民族，同时也蕴含

了多元化的少数民族文化。从人口基数来看，壮族人口所占的

比例比较多，据调查，据数据统计，广西地区壮族人口大约占

1500 多万，是全区总人口的 33.6%。瑶族也是该地区少数民

族的重要典范，人口约为 171 万，占广西全部人口的 3.4%。

随着时间的推移，壮瑶族特色文化也逐渐呈现出来，如壮瑶医

药文化。总体来看，壮瑶医药是我国壮族和瑶族人民在漫长生

活过程中逐渐发现的，一些民族医药，在治疗过程中受到了广

泛应用，同时也是保障民族地区人民健康的重要卫生资源之一。

相比中医药发展，壮瑶医药发展没有良好的趋势，远不及中医

药发展。由于种种原因，壮瑶医药没有形成自己的发展特色，

从传承模式来看，仅依靠口口相传，不利于扩大医药文化的影

响力，而且传承过程中容易缺失部分重要内容，导致医药学文

化出现断层。

壮瑶医药专业人才十分匮乏，壮瑶医药高职称人员稀少，同

时基层壮瑶医药职业人才更是稀少，壮瑶医药的系统整理和挖掘

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整个壮瑶医药的传承

和发扬面临着底子薄、起点低、传承难等种种困难，壮瑶医药人

才的培养更是出现了培养难，传承难，就业难的问题。因此，在

广西乃至全国，民族医药人才的培养面临的巨大瓶颈问题就是人

才短缺，其自身民族的医药文化影响因素没有被充分地考虑，导

致了壮瑶医药人才的培养陷于中西医和民族医药课程两难兼顾的

问题中。

从 20 个世纪开始，各个民族及纷纷建立民族医药教育机构，

形成了个性化的教育体系。从招生模式来看，多以高等教育为主，

职业教育的学生比较少，这也对中职医学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面向社会需求，培养更多的基层实用型人才，弥补行业发展过

程中人才短缺的困境。

近年来，我国格外重视中医药、民族医药的发展，通过这种

方式也能有效保护少数地区民族医药文化，促进医药文化的繁荣

发展。与此同时，十九大报告中也肯定了中医药发展的正确方向，

同时也要重视民族医药文化的价值，挖掘民族地区民族医药文化，

并将其渗透到不发达地区的职业教育中，进一步优化职业教育体

系，加快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步伐。通过上述方式，也能进一步

拓展人才培养空间，为中医药振兴发展提供有效方向。基于此，

研究过程中以壮瑶医药文化为基础，借这一少数民族医药文化为

例，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区的医药教育模式，通过这种方式也能促

进该地区民族医药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更多的扎根基层的壮瑶

医药特色人才，有效解决壮瑶医药人才短缺的问题，服务基层百

姓健康。

基于此，本文重点论述民族医药文化在发达地区中职医学生

课程教学中的渗透，重在发展民族特色文化，通过这种方式也能

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

二、民族医药文化渗透欠发达地区中职医学生课程教学的意

义

（一）能够丰富少数民族地区医药教学内容，丰富教学内涵

将民族医药文化渗透到医学生课程中，能够进一步丰富专业

教学内容，同时也能彰显专业教育智慧。目前来看，一部分地区

不注重地区医药文化的渗透，课程内容比较单一，不利于充分调

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且也不利于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新时

代背景下，将民族医药文化渗透到欠发达地区中职医学生课程教

学中有重要意义，能够丰富医药教学内容，如整合壮瑶医药资源，

编写壮瑶医药系列教材，形成系统、规范的教学资源库，能丰富

医学课程教学内涵，彰显职业教育的人文特色。

（二）能够提升学生的医药文化素养，提升学生的民族文化

自信

在中职医药学课程中，渗透民族医药文化，能够使学生从民

族角度审视医药文化，在此基础上，也能逐步提升学生的文化素

养，使学生沉浸在民族医药文化的海洋中这种情况下，也便于根

植文化自信。以广西地区为例，该地区有多个少数民族，而少数

民族有其特有的医药文化，为医学专业课程建设提供了有效方向。

以壮瑶民族为医药代表的民族医药文化为该地区的特色文化，且

这些文化弥足珍贵，能够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使学生树立传承

民族医药文化的意识，进一步提升民族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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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利于传承民族医药文化，促进地区医药文化的发展

我国是一个 56 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占有重要

位置，由于自然区域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少数民族地区医药发

展模式也不同，医药发展中融入了特色的民族元素弥足珍贵，从

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医学研究内容拓展了研究领域。在中职医药学

课程教学中，渗透医药文化能够使学生认识到少数民族医药文化

的珍贵性，积极投入到民族文化的保护工作中，促进民族医药文

化的传承，进而带动地区要文化的发展。

三、民族医药文化渗透欠发达地区中职医学生课程教学的路

径

（一）围绕市场需求，完善课程体系

要想实现民族医药文化与医学课程的有机结合，就要进一步

围绕市场需求，完善课程教学体系。课程建设过程中，教师可深

入该地区了解医药文化的发展趋势，以壮瑶医药文化为例，深入

壮瑶医药地区调研，对该地区特有的壮瑶医药文化的发展历史渊

源，经典技法进行挖局整理，编写壮瑶医药系列教材融入课程体

系当中。以《民族医适宜技术》为例，该课程侧重研究壮瑶医药

实践技能知识，要求学生掌握壮医药线点灸，脐灸，壮瑶敷贴，

瑶医抓火疗法等经典壮瑶医药技法。为进一步完善该课程体系，

在其他专业课程建设过程中，可引入壮瑶医药理论的相关内容。

在此基础上，也可进一步拓展教学内容，可增加壮瑶医药功效、

主治、临床应用等相关内容。一个将开的著名的民族药物引入其中，

拓宽学生的视野。

再如，在《中药与方剂》课程教学中，为进一步优化课程体系，

可引入“桂十味”，瑶药“九牛”等壮瑶药的品种，同时，还可

进一步扩大新药源的应用，重点研究少数民族医药，激发学生认

识壮瑶药的兴趣。此外，民族药疗效突出，在此基础上，学生可

利用课余时间，深入当地搜集调查还可选择新奇的植物制作标本，

同时，也可引入当地医者的相关论述更好地巩固少数民族医药鉴

定学的内容。

（二）重视企业参与，优化教学模式

企业对于医学生课程改革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对此，新教育

背景下，要重视校企合作，优化合作模式，在校企双方的努力下

提升育人实效，加快课程建设的步伐。在此过程中，学校也可重

视订单式人才的培养，与相关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同时，还要细

化培养计划，被学生今后的发展指明道路，加快课程改革的步伐。

此外，教师也可将学生带领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医药单位进行实习，

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型药材、新型治疗技术等，逐步提高自身

的专业能力，为今后步入相关专业奠定基础。此外，学校也可组

织学生开展顶岗实习工作，可进行技能大赛，如引入少数民族医

药学的相关内容，鼓励学生进行知识竞赛通过这种方式也能了解

最新的专业知识，构建更为完善的知识体系。

（三）优化教学形式，提升教育实效

教学形式的优化可谓如虎添翼，能够进一步提升专业课程教

学实效，同时，也能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促进专业教学与岗位

发展无缝对接，为医药学课程建设提供有效保障。教学形式的优

化可从以下几个角度入手：

1. 精讲点播

实际教学过程中，为进一步提升教学实效，教师可对壮瑶医

药文化进行讲解，普及相关的知识，使学生认识到，少数民族医

药文化特色。教师可收集相关的资料，与少数民族地区一学者进

行深入交流，了解少数民族地区医药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

制作高质量的课件，对壮瑶民族医药文化知识点进行精讲，有效

启发学生的思维。

2. 开展系列活动，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在校园当中进行壮瑶医药文化建设，例如通过壮瑶药用植物

园，壮瑶医药展厅，画册、展示牌等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学生。同时，充分利用校园文化设施，定

期开展一系列教学活动的，带领学生参观壮瑶医药植物园，壮瑶

医药展厅、感受民族医药文化的魅力，进而树立传承民族医药文

化的意识。从一定程度上提升学习的壮瑶医药文化兴趣，调动学

生探究壮瑶医药文化的主动性。实际教学过程中，可带领学生参

观壮瑶民族地区医药文化展览，使学生零距离接触少数民族地区

的医药文化，进一步提升文化自信。

3. 建立“民族医药社团”

建设校园民族医药社团，社员利用课余时间学习交流壮瑶医

药文化，练习壮瑶医药技法。定期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实践活动。

展示传统壮瑶技法，制作香囊等壮族手工产品。并通过义诊等活

动向社会宣传壮瑶医药文话，成为壮瑶医药文化的践行者。

（四）改革育人模式，引入师带徒教育

育人模式的改革对于中职医学课程改革有重要的引导意义，

从根本上来说，中职教育正在培养社会需要的各种人才，而改革

育人模式高度契合这一目标。实际教育过程中，可以采取师带徒

模式，鼓励校企合作，将学生带入企业实习，在企业师傅的带领

下积累更多经验。在此基础上，教师也要阅读大量的医药学文献

丰富自身的人文底蕴，给学生讲授这些内容，同时也要组织学生

到医院实习，了解临床治疗的规律，积累更多的专业经验，逐步

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在此基础上，还可聘请老中医、有影响力

的医学工作者，鼓励他们开展相应的知识讲座，带领学生掌握更

多有关民族医药文化的知识，掌握更多的临床用药方式，积累更

多的临床经验。此外，教师还要学习独特的诊疗技术，树立终身

学习的意识，掌握医药学的精髓，减少用药错误，为学生提供有

针对性的指导，通过这种方式，也能缩短人才培养周期。

以传统的人才培养为例，培养过程中，常有一位导师带队，

一位导师的学术观念和知识面可能比较狭窄，不利于为教师传递

最新的医药学知识而且已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课程改革的步伐。

新时代背景下，借助师带徒模式，采用临床带教、专题讲座、学

术研讨、病例讨论及整理医案等多种带徒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也

能减轻带徒压力，同时，也能使更多的学生进行交流，逐步丰富

自身的临床经验。

四、结语

新时代背景下，民族医药文化渗透到欠发达地区中职医学生

课程教学改革可从多个角度入手，如围绕市场需求，完善课程体

系；重视企业参与，优化教学模式；优化教学形式，诶精讲点播、

开展活动、建立“民族医药文化协会”等，提升教育实效。此外，

还要进一步改革育人模式，引入师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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