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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文化融入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探析

教育是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动力袁叶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曳 明确提

出院野把中医药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袁中小学进一

步丰富中医药文化教育袁使中医药成为群众促进健

康的文化自觉遥 冶[1]中医药文化融入大中小学思想政

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尧落
实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袁
应当对其进行深入探索与研究遥

本文引用: 李萌萌, 章小纯. 中医药文化融入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探析[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4, 44(4): 7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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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维度院中医药文化根植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沃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动力

和思想源泉袁也是中华民族立身之根本遥 中医药文

化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袁系统

地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尧核心理念尧
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袁其蕴含的野天人合一冶的整体

观念尧野贵中尚和冶的智慧之道尧野医乃仁术冶的独特本

质都烙刻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印记遥
1.1 野天人合一冶的整体观念

纵观中国古代哲学史袁天与人的关系问题始终

受到普遍关注与重视遥 孟子提出了最早的野天人合

一冶观院野尽其心者袁知其性也遥知其性袁则知天矣遥冶但
对于天人合一这一命题袁他并未明确提及遥 最早明

确提出这一命题的是北宋的张载袁他在叶正蒙窑乾称

篇曳中提到院野儒者因明致诚袁因诚致明袁故天人合一袁
致学可以成圣袁得天而未始遗人遥 冶张载认为人可以

通过才智对客观规律有所认识袁反过来袁对客观规律

的正确认识又能够使人变得聪慧遥 天人合一的含义

随着历史的变迁袁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阐述袁
它不仅包含着神秘的神学目的论内容袁也包含着自

然之天与人类关系的内容遥 中医学受古代天人合一

观的影响袁主要从自然之天与人的关系角度研究天

人关系以及人的生命活动袁提出了野人与天地相参冶
这一命题袁并对天人合一的原理以及天人之间相互

影响的表现作出了系统的阐述遥 中医学认为自然尧
社会和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袁人是宇宙分化的产物袁
个人是社会的一份子袁人体会随着自然环境与社会

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袁因此遵循天地变化之道才能合

乎天地自然之理遥
1.2 贵中尚和的智慧之道

中国古代哲人很早便意识到事物与事物之间以

及事物内部之间存在着协调统一的关系袁并在不断

演化与发展中形成了野贵中冶野尚和冶的中和思维遥 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袁野中冶代表着中庸尧中和袁是用以表

达阴阳平衡统一的根本规律以及人类修养最高境界

的哲学范畴曰野和冶则代表着和谐尧融洽袁用以表达万

事万物的最佳状态以及人类向往的理想境界遥 在中

国哲学和文化发展史中袁野中和冶一词最早出现自叶礼
记窑中庸曳院野中也者袁天下之大本也曰和也者袁天下之

大道也遥 致中和袁天地位焉袁万物育焉遥 冶意思是野中冶
与野和冶是天地运行的根本袁达到调和致中的境地袁宇
宙万物则能各得其所尧自然运化遥 中和思维是中国

古代哲学的重要思维方式袁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

成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袁在众多中医学说中均有

所渗透遥 如中医阴阳学说认为健康的人需要同时具

备机体自身的阴阳平衡尧机体与环境的阴阳平衡两

个条件袁若是阴阳失衡袁脏腑运作尧气血通达就会受

到影响袁人体便从健康状态转向病理状态袁应当通

过各种方法调和阴阳气血袁将机体从野中和冶的无序

状态转为有序状态遥
1.3 野医乃仁术冶的独特本质

野医乃仁术冶意指医学是施行仁爱的术业袁它是

儒家仁爱思想与医学本质的结合遥 野仁冶是儒家思想

的核心袁最早出自叶论语窑颜渊曳院野樊迟问耶仁爷袁子曰院
爱人遥 冶野仁冶的基本含义是野爱人冶袁强调人不仅是被

爱的客体袁同样还是施爱的主体袁每个人都应该做到

尊重尧理解和关心他人袁实现推己及人的爱遥 孟子继

承发展了孔子的仁爱思想袁提出了野仁术冶说遥野仁术冶
一词最早见于叶孟子窑梁惠王上曳院野无伤也袁是乃仁术

也遥冶它认为野仁冶是野术冶之根本袁野术冶是野仁冶之体现遥
儒家仁学思想哺育了无数历代医家高尚的道德情

操袁对中医学仁心立术医德观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

响遥 几千年来袁中医学始终认为习医尧行医的前提是

存仁爱恻隐之心袁有仁爱之心才有仁爱之德袁有仁爱

之德才能修炼成仁爱之术遥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叶千金

要方窑大医精诚曳中便强调了这一点院野凡大医治病,
必当安神定志袁无欲无求袁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袁誓愿

普救含灵之苦遥 冶
2 现实维度院中医药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

高度的契合性

中医药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高度的契合

性袁这种契合性在育人内容尧育人方法尧育人功能上

均有所体现遥 野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冶[2]袁二者的契

合是中医药文化融入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

建设的重要前提遥
2.1 中医药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育人内容具有契

合性

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袁中医药文化与其

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渗透尧相辅相成袁逐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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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遥 中医药文化在哲学

理念尧人文精神与价值取向等多层面都与思想政治

教育的育人内容相契合遥
其一袁中医药文化蕴含着深邃的哲学智慧袁体现

了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遥 辩证唯物主义是思想

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袁对于学生全面认

识和理解事物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3]遥 如中医学气

学理论把野气冶看作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最

基本的物质袁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袁体现了深刻的物

质观思想遥 又如中医学变易思维将生命尧健康和疾

病看作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变化的过程袁认为在处理

人的生命问题上要根据环境尧时间等情况的变化以

及机体的不同作出改变袁体现了深刻的唯物辩证法

思想遥
其二袁中医药文化蕴含着良好的道德理念袁展现

了中华民族的多种优良品质遥 中医药文化中包含着

对医者尧对他人尧对天地万物的价值立场与价值态

度遥 对自身而言袁中医学认为应当野正己冶袁历代医家

格外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袁注重通过内省尧克己等方

法培养自身良好的道德修养曰对他人而言袁中医学秉

承野仁爱冶的核心价值理念袁认为医者应当存恻隐之

心袁在治病救人的过程中应真正做到野视彼犹己冶袁竭
尽全力地帮助患者脱离病痛曰对天地万物而言袁中医

学持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袁认为人融于天地万物中袁应
当遵循自然法则袁与自然和谐共生遥 中医药文化中

展现的众多道德理念能够引导学生提高自身道德修

养尧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袁与思想政治教育中道德观

的教育内容相契合遥
其三袁中医药文化蕴含着崇高的理想信念袁彰显

了济世救民的坚定价值追求遥 人生观教育是思想政

治教育的重要内容袁涵盖了人生理想尧人生目的尧人
生价值与人生态度的教育袁其核心是培养学生树立

献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定信念遥 历代中

医医家秉承济世救民的坚定理想信念袁在行医之路

上不避险巇尧不慕名利袁将毕生心血投注于普济苍生

之道遥 东汉医家张仲景绝意宦途袁精研医道袁创立

野六经辨证冶体系曰明代医家李时珍阅书八百余家袁遍
及大江南北考察本草袁著成叶本草纲目曳曰唐代医家孙

思邈三拒封官袁医济苍生袁用尽毕生著成叶备急千金

要方曳叶千金翼方曳遥 这些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良好

育人素材袁 使之融入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

设同样能够激励学生践行初心使命袁勇担时代重任遥
2.2 中医药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方法具有契

合性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野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

新征程中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冶[4]袁这
就需要我们不断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方法袁提
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遥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袁其
中以人为本尧整体观念尧辨证论治尧执和致平等理念

对于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方法的改进具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遥
其一袁以人为本是中医学的核心思想之一遥 叶黄

帝内经曳指出院野天复地载袁万物备悉袁莫贵于人遥冶这
为中医学野以人为本冶的医学传统的形成奠定了基

础遥中医学把健康与疾病定位于人袁从完整的原生态

的人的角度来诊治疾病袁注重对个体生命的关怀遥传
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没有把学生看作是具有主体地位

的教育参与者袁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往往采取灌输式

的方式袁很难使教育内容真正入脑尧入心遥 而思想政

治教育作为一项面向人群尧通往人心的工作袁只有坚

持以学生为中心袁充分遵循学生成长规律袁充分发挥

学生主体地位袁才能更好的成就人尧塑造人遥因此袁我
们应当将中医药文化当中的人学理念充分融入大中

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方法中袁以此深入探寻思

想政治教育的人学路向遥
其二袁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一直被视为是中医

学区别于其他医学的特征性标志袁也是中医学的优

势和精髓所在遥中医学整体观念袁一方面把人看作是

生物人袁强调机体自身的完整性曰另一方面把人看作

是自然人尧社会人袁强调人与自然环境尧社会环境之

间的统一性遥 中医学诊治疾病具有极强的灵活性,同
病可异治袁异病可同治遥 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对象

是人袁人的身心发展具有顺序性尧阶段性尧不平衡性

与个别差异性遥因此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方面

要注重构建全员尧全程尧全方位育人格局袁另一方面

应当根据受教育者的认知能力尧个性特征尧智趣天

资等诸方面的不同施以不同的教学方式尧教学内容袁
这与中医药文化当中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理念

不谋而合遥
其三袁野执和致平冶是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灵魂遥

中医学认为脏腑经络机能调和尧精神心理活动正常尧
机体适应性良好袁人体才能保持野平和冶的健康状态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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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之机才能盛而不衰遥 若外感天地之风尧寒尧暑尧
湿尧燥尧火六气过盛袁或是内伤喜尧怒尧忧尧思尧悲尧恐尧
惊七情过重袁人体的气血周流就会不通袁脏腑功能就

会失调袁转而走向病理状态遥 这一重要理念对于思

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改进具有启示作用遥 传统的思想

政治教育多采用规章制度尧行为规范尧填鸭式灌输等

刚性教育方式袁忽视了受教育者的主体特性袁致使受

教育者的内生动能没有得到有效激发遥 新时期思想

政治教育应当深入研究与探索柔性化的教育方法袁
开展符合受教育者成长特点与内心需求的柔性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遥
2.3 中医药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育人功能具有契

合性

中医药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在育人功能上具有

契合性袁二者都能够在知尧情尧意尧行四个维度上发挥

作用袁即都具有提高学生认知水平袁厚植学生爱国情

感袁培养学生意志品质袁激励学生践行使命的作用遥
2.3.1 野知冶院认知导引袁价值熏陶 野知冶指的是道德

观念袁它是人们对是非尧善恶尧美丑的认识尧判断与评

价遥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袁没有正确的思想观念袁就很

难形成正确的实践行动[5]遥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广博袁
具有多维度尧多层次的特点袁囊括了思想教育尧道德

教育尧法治教育尧政治教育等多方面的理论知识袁能
够全方位地满足学生对于理论认知尧政治认同等方

面的需求和期待[6]遥 而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

瑰宝袁包含着深刻的哲学理念和启发性的养生知识袁
能够加深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感悟和把握袁提
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和认同遥 从本质上来

看袁中医药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都具有极强的思想

性和理论性袁能够帮助人们获得思维能力和认知水

平的提升遥
2.3.2 野情冶院情感激发袁入脑入心 野情冶指的是道德

情感袁是人们依据一定的道德观念对自己或他人行

为进行评判时产生的内心体验遥 野没有耶人的感情爷袁
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冶[7]遥 认知水

平的提高离不开积极的情感体验袁有情感注入的理

论才能被更好地理解和接受遥 思想政治教育能够通

过情感的力量感化学生心灵袁唤起学生求真尧向善尧
致美的价值追求遥 中医药文化同样拥有学生能与之

共鸣的情感力量遥 从古代苍生大医不慕名利到如今

中医药抗疫大放异彩袁在历史的回望与现实的感知

中袁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尧文化自信心能够得到充分激

发袁真正做到在知识上认知国家尧情感上认同国家尧
心理上认归国家遥
2.3.3 野意冶院修身克己袁意志磨砺 野意冶指的是道德

意志袁野是自觉地确定目的袁并根据目的来支配尧调节

自己的行动克服种种困难实现预定目的的心理过

程冶[8]遥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野着力培养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冶[9]袁这就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

育加强学生使命担当精神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遥思想政治教育能够通过讲好中国故事尧讲透中国

精神袁引导学生听党话尧跟党走袁激励学生勇担使命尧
肩负重担遥 中医药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在野意冶的维

度上具有一致的育人功能遥 中医药在为中华民族的

生命健康保驾护航的千载历史中袁涌现出诸多先贤

大医袁为人类留下了无数的医学珍宝袁向人们展现了

严谨尧坚持尧无私尧淡泊等多维度的意志品质袁而这正

是唤醒学生心中中华文化基因的宝贵财富袁是激励

学生勇担复兴使命的精神食粮遥
2.3.4 野行冶院知行合一袁践行使命 野行冶指的是道德

行为袁是人们在行动上对外界作出的反应袁是内在的

野知冶野情冶野意冶的外在表现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院野所
有知识要转化为能力袁都必须躬身实践遥要坚持知行

合一袁注重在实践中学真知尧悟真谛袁加强磨练尧增长

本领遥 冶[10]因此袁思想政治教育虽然承担着建构人们

道德尧价值和是非观念的任务袁但更重要的却在于提

高人民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的能力袁提高人民

通过个人实践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能力遥
中医药文化源自于实践袁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实践经

验中得到总结和升华袁并在实际应用中得到传播和

认可袁在野行冶的维度上同样发挥着重要的育人作用遥
一方面袁中医药文化能够指导人们通过饮食尧运动等

方式强健体魄袁另一方面能够在人们的心中播撒传

统文化的种子袁并促使这颗种子在为祖国建设的实

践中得到生根发芽遥
3 未来维度院中医药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创新发

展上双向互助

中医药文化蕴藏着深厚的哲学理念与生命智

慧袁使之融入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不

仅是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袁也是思想政

治教育提质增效的客观需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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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中医药文化融入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

化建设是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教育袁中医药教育的振

兴是中医药文化复兴的先决条件遥 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院野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耶拔节孕穗期爷袁这一时期

心智逐渐健全袁思维进入最活跃状态袁最需要精心引

导和栽培遥 冶[11]青少年作为传承发展中医药的后备力

量袁是国家的未来与希望袁需要通过中医药教育对其

进行精心引导和栽培袁使学生更多地接触中医药尧感
悟中医药尧认同中医药袁激励其自觉践行中医药文化

观袁这样才能更好地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积蓄后

备力量袁推动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遥
3.2 中医药文化融入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

化建设是思想政治教育提质增效的客观需要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思想政治引领和人才

培育效能袁历来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遥 党的十

八大以来袁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

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袁他强调院野做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袁要因事而化尧因时而进尧因势而新遥 冶[12]中医药

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袁它在

数千年的理论和实践发展过程中袁不断汲取中华文

化之精华袁并以其独特的内涵和外延袁形成了一套独

一无二尧系统化的理论知识袁使之融入大中小学思想

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野因事而化尧因
时而进尧因势而新冶的价值导向相契合袁是切实提升

思想政治教育育人实效性的有效手段遥
4 结语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成果的集大成者袁
具有重要的传承价值袁使之融入大中小学思想政治

教育一体化建设是符合时代特征尧回应时代要求的

重要举措遥 新形势新任务下袁应当深入挖掘中医药

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契合点袁努力推动中医

药文化融入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工

作的开展袁从中医药文化中汲取立德树人智慧袁以思

想政治教育力量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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