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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类专业课程思政元素解析与挖掘路径研究※

刘 苗 梁永林▲ 万生芳 任红艳 孔令娟 荀敏奇 周 琦 李智慧

摘 要 从专业宏观层面（中西医观念、认识方法、治疗等方面）、学科微观层面（如重要人物、关

键事件、专业认同、人文精神等）、课程层面分别对中医类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进行挖掘与解析，探

索中医类专业课程与思政教学同频共振的途径与模式，寻找中医类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之间的契合

点，努力实现思政教育效果的最大化，这对于提升思政教育实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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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建设

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渠道，是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的核心课

程体系。思政元素解析和挖掘是开展课程的前提和

基础。对思政元素进行挖掘解析，使其贯穿、渗透于

中医类专业课程教学的整体过程，是实现思政育人，

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医学人才和接班人的必由

之路。

1 从专业宏观层面挖掘 
讲者可从我国传统文化、中西医观念、认识方法、

治疗等方面挖掘命运共同体、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和

团结等思政元素。

1. 1　中西医观念上有整体与局部的区分　整体观念

是中医学的基本特征之一，体现了中医学独特的世界

观，阐明了人自身的整体性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的统一性[1]。中医学“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是

中医养生和维系人体健康的核心理论，主张敬畏自

然、顺应自然，强调与大自然和谐共处，遵循大自然的

规律，唯有人与天地自然同频共振，人体才能够达到

身心健康愉悦的状态。中医学在诊断、治疗方面也遵

循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原则，重视患者与天地自然

的关系，遣方用药也具有个体差异性。西医学对生

命、人体组织结构、疾病的认识更突出局部的特点，更

注重从解剖学、物理学、化学等角度解释，更强调从微

观层面说明生命与疾病。讲者通过比较中西医学观

念上整体与局部的区分，可让学生意识到在分析具体

问题时应当从整体出发，使其树立大局意识。当今世

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家应深刻认识到全人

类“同呼吸，共命运”。

1. 2　中西医学认识方法上有解剖与意象的互补　中

医学以功能的“象”认识人体，比西医学的解剖方法和

实验方法更具优势。西医学的“脏器”是指解剖学中

的脏，也就是脏形。而中医学的“脏”，在脏形的基础

上还包括脏气和脏神。如中医学在研究肝形（相当于

西医学的肝脏）的同时也研究肝气和肝神。对于肝

脏，西医学重点研究的是肝形，而中医学重点研究的

是肝气，是气的层面。在肝形的基础上，肝具有藏血

的功能；在肝气的基础上，肝具有主疏泄的功能。如

果不从气的层面认识五脏，就得不出肝主疏泄的功

能。中医学的脏腑与脏器虽有相关性，即均有解剖学

实体的含义，但其实际内容已远远超出解剖学的范

围，更多地着眼于功能的概括。中医学对脏腑生理、

病理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司外揣内”“以象测藏”整体

观察和推理而获得。

  中医学对脏的认识是建立在解剖学的基础上，但

为何没有走解剖学的道路呢？这是因为中医学进一

步认识到形的作用必须建立在气的基础上，这样才能

更好地发挥其生理功能。气是无形的，所以中医学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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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通过象来认识脏。中医学通过象思维认识气，借助

哲学思维，如阴阳的象、五行的象来认识脏腑的生理

特性和生理功能。因此，中医学的脏，在脏形的基础

上，又包括脏气和脏神。比如肝主藏血，必须依赖于

肝主疏泄，人动则血运行于诸经，人静才血归于肝藏。

中医学认识到肝形，但又高于肝形。这里的气是指功

能，形即形态，正常情况下，脏腑具备的功能与其形态

是相对应的。但当功能和形态不一致时，中医学注重

的是功能而不是形态。如肝的形在左边，但是肝的功

能在右边，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当形和气不一致时中

医学注重的是气，是功能[2]。做人也一样不能以貌取

人，要重点关注其思想品德。正如毛主席在《纪念白

求恩》中指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

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

于人民的人”，做一个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有贡献

的人。

1. 3　中西医学治疗上有辨病与辨证的合作　中西医

学治疗上有辨病与辨证的结合，即“态靶结合”。西医

学打靶，是因为其建立在形的基础之上，往往采用杀

灭、消除、切割、替代等治疗方法。而中医学调态，调

的是人体的内稳态，使机体重新回归自稳态，即通过

辨别寒热虚实，运用中药及非药物疗法（如针灸、推

拿、导引等），使机体阴阳平衡，脏腑调和，达到身体内

外环境的平衡。中医学调态的方法诸如“辛甘发散为

阳，酸苦涌泄为阴”“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则补之，

实则泻之”等。西医学调的是疾病本身，或者患病的

细胞，而中医学调的是生命赖以生存的环境。西医学

打靶，中医学调态，临床治疗应根据疾病的具体情况，

或侧重于形的层面，或侧重于气的层面，也可以形气

结合，态靶结合。习近平总书记说：“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中医学和西医学应当互通有无，取长补短，

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互相渗透，最终创建西医打靶与

中医调态相结合的医疗模式[3]。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只有精诚团结，才能自立于世界，才能谋求进步和发

展。作为新世纪接班人的青少年，更应该学会团结，

才能立足于社会。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也是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

2 从学科微观层面挖掘

讲者可从学科微观层面，如重要人物（张仲景、皇

甫谧、孙思邈等）、关键事件（中医存废之争、中医科学

之争、屠呦呦创造出新型治疗疟疾药物案例）、学科认

同（中医药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贡献）、人文精神（杏林

春暖、悬壶济世、橘井泉香）等，挖掘治学态度、敬业精

神、探索精神、批判精神和科学家精神等思政元素。

2. 1　重要人物　历代医家的家国情怀、治学态度、人

格魅力等均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健全其人

格；并有助于培养学生胸怀忧国忧民之心，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使其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

2. 1. 1　张仲景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描写了

创作背景：“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

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

药，精究方术……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

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足见医圣为天下苍生计、

忧国忧民之高尚情怀。

2. 1. 2　皇甫谧 《晋书·皇甫谧传》记载了皇甫谧“耽

玩典籍，废寝忘食，时人谓之‘书淫’。或有箴其过笃，

将损耗精神。谧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

分定悬天乎！’”讲者通过讲解，可培养学生多闻博识、

精勤不倦的治学态度[4]。

2. 1. 3　孙思邈 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

诚》曰：“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

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其大慈恻隐之心

和普救含灵之苦之誓言能够激发学生重视修身律己、

厚生爱民的德行修养。

2. 2　关键事件　

2. 2. 1　中医存废之争　在课堂中，讲者穿插介绍近

代中医存废之争和中医药在革命历史中的作用，可引

导学生认识到近代中医存废之争不只是一个医学科

学与文化的争论问题，而是事关民族文化存续的重大

事件[5]。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

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

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6]中医

药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兴衰紧密相连，讲者以此可激

发学生的爱国情怀，使其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使命感。

2. 2. 2　中西医科学之争　中西医科学之争，其实是

科学和真理之争。中医学和西医学的本体不一样。

科学的研究是基于对物质的观察、数据推理、实验研

究得出来的结论，是以物质为研究对象的。但是，西

医学研究的指标一直在更新，所以用科学的方法得到

的数据不一定是正确的。从对生命的认识而言，科学

只是一个方法。科学本身可以作为追求真理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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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科学不是真理。科学研究也在不断地向真理的方

向发展，不断地接近真理[7]。

真理是中医学的终极追求，所以中医学不是当代

西方科学范式及其组织形式和实现方式主导下的科

学。中医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物质而是能量，数百年前

甚至几千年前的诸多处方在现代都有极高的临床使

用价值，因此后世中医家要做的更多的是继承，并在

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如金元四大家、温病学说时

代，在继承《黄帝内经》的基础上又发现了一些疾病的

传变规律。而西医学要做的是创新，需在探索的路

上，不断地认识生命。讲者通过比较中西医，有助于

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批判精神。

2. 2. 3　屠呦呦创造出新型治疗疟疾药物案例　从

“谈疟色变”到实现无疟疾，中国消除疟疾之路离不开

青蒿素及其发现者屠呦呦。在氯喹抗疟失效的情况

下，屠呦呦临危受命，经过上百种中药筛选、数百次失

败后，屠呦呦受《肘后备急方》启迪成功研制了治疗疟

疾的药物青蒿素。屠呦呦身上所蕴含的爱国、创新、

求真、奉献、协作、育人的高尚品格汇聚成的科学家精

神正是同学们学习的好榜样[8]。

2. 3　学科认同　讲者可通过挖掘学科认同的思政元

素，增强学生对所学专业学科的认同感，增强学习中

医、继承中医、发展中医的自信心，提高学习兴趣，保

持学习热情，确保学习效果，树立起对专业学科的信

心以及对自己的信心。中医类专业学科的学生只有

树立牢固的专业认同感，才能坚定长期从事中医药事

业的信念[9]。数千年来，中医药在重大疾病及传染病

的防治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在同疾病斗

争中诞生了《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温病条辨》《温

疫论》等经典著作。2019 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暴发

后，各级医疗救治实践中，中医药全方位、全链条深度

融入中国的疫情防控，作出了巨大贡献，充分发挥了

其特色优势，对提高治愈率、降低重症率和病亡率、促

进患者早日康复发挥了重要作用[10]。实践证明，中医

药在疫病防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维护人民

健康的重要手段和独特优势，也是战胜疫情的“法宝”

之一。

2. 4　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推动中医学发展的动

力。讲者可引导学生对优良传统文化产生认同感，践

行中医人文精神，培养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从而萌

发出投入中医药发展事业中的热忱[11]。“医之仁术，一

柔一刚，刚柔相济，仁之存，术可附焉”，精湛的医术治

病救命，医者的仁爱情怀却能降低患者的恐惧和不

安。人之常情正如《灵枢·师传》所曰：“人之情，莫不

恶死而喜生。”中医注重“以病为标，以人为本”，因此，

中医师面对患者，需耐心倾听，细细询问，体察脉象，

苦其所病，换位思考，感同身受，才能真切体会患者的

病苦与焦虑，宽慰开解令其安心，体恤患者，得到患者

的信任与合作，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12]。中医学继承

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文主义精神，因此，学生

学习中医应仁与术同修，要秉承救死扶伤、悬壶济世

的医者初心，如扁鹊、华佗、孙思邈等。

3 从课程层面挖掘三德

孔子在《论语》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

艺。”“据于德”指的是立志虽高远但要依德而行，没有

德做事就会不择手段失去良知，可见德的重要性。青

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其品德修养对整个社会的道

德建设和价值取向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青年兴则国

兴，青年强则国强。讲者从课程层面挖掘三德，让学

生理解德是生活的基石，是最高的法律，明白道德的

评判标准，引导学生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培养高尚的

道德情操，做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人，成为合格

的中医药事业的接班人。

3. 1　大德　大德聚人心，国家力量强。《周易·系辞

传》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大德无言，化育万物。《黄

帝内经》言：“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

气薄而生者也。”人和万物都由天地所生，天地给予人

类生命，又给予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

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这是人类对自然应

该有的德行。大德之人必定是具有为国家、为民族、

为百姓牺牲和奉献精神的人，必定是德位相配的人。

每一个国家公民，都要做到明大德。明大德对个人而

言要立志报效祖国，要把自己的“小梦想”融入新时

代、新征程的伟大“中国梦”去，砥砺奋进，执着前行。

中医学研究的是气，人类的正常生命活动依赖于

气。气有物质的气，还有精神的气。而一个民族一个

国家应该有气魄、有志气、有骨气、有底气，这是一个

民族、一个国家屹立于世界的基本保障。新时代青年

重任在肩，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应不

断长志气、硬骨气、蓄底气，不辱使命，不负人民。

3. 2　公德　公德明是非，社会风气正。“公德”，是指

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公德反映的不仅是

道德修养，更是一种道德境界，是人类社会生活最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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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最普遍的社会关系，强调的是一个人对他人、对社

会所尽的义务。如张仲景看到整个社会生灵涂炭，立

志学医，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社会公德心，促使其成为

一代名医。社会公德是每个医护人员应该具备的美

德，陈实功在《外科正宗》提出了“五戒十要”，其中第

一“要”便是“凡病家大小贫富人等，请视者便可往之。

勿得迟延厌弃，欲往而不往，不为平易”。平等、博爱

是医务人员应有的内涵，这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具体

体现[13]。讲者培养医学生的公德之心，可帮助其树立

正确的社会责任感、良好的职业操守、坚定的职业信

念[14]，树立对患者的责任心与关爱之心，树立为人民

服务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3. 3　私德　私德铸品格，个人行为端。“私德”是指从

道德意识及个人生活习惯等方面严格要求自身，崇德

向善，铸造君子人格。如中医治疗感冒采用的汗法来

源于《孙子兵法》中“围师必阙”的策略，为被包围的敌

军留下逃走的缺口，给敌人一个出路。中医学不仅对

人是仁慈的，对邪气也是仁慈的，给邪以出路。中医

学的治疗方法都有仁德之术，医者对患者也要有仁爱

之心。凡是有仁慈之心，以天地之心为心，视人之子

如己之子的医生，不仅救治了患者，也成就了自己。

又如中医学认为，女子的月经一月一到，不失其期，故

又称之为月信。月经的有无、多少、迟速及其治疗原

委都包含在“信”字内。古人将月经称之为“月信”的

含义有两层：一是在五常中的“信”字，为五行之土，脾

为阴土，胃为阳土，皆属于信，说明了脾胃对月经的重

要性；二是信则以时而下，不愆其期，不调则为失信

矣[15]。诚信为人之本，国家和社会是由一个个具体的

人组成的，每个人应该以私德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要做到“慎独、慎初、慎微、慎欲”。

本文从专业层面、学科层面、课程层面挖掘解析

了命运共同体、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严谨的治学态

度、修身律己、家国情怀、团结、诚信、奉献精神、科学

家精神、探索精神、批判精神、社会公德和仁爱之心等

思政元素。讲者若将其融入中医专业教育，努力将德

育纳入中医教学中，则可增加课程思政教育的吸引力

和亲合力，可培养学生立足本土文化，熟读本国经典，

使其正确认识生命，认识社会，认识国家，具备真正的

文化担当和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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