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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传统医药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传承传统中医药文化是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举措之一。中国传统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为中华文明的延续繁荣做出卓越的贡献。中

国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创新精神是当今医学生培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核。通过对中医药创新精神的阐述，

中医药创新精神的现代意义的说明，中医药创新精神融入民族地区医药人才培养的路径探索，为医学生

培养创新精神、树立文化自信、培养高尚医德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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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nheri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sures to inherit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
butions to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continuation and prosper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innovative spiri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s an indispensable and 
important core in the training of medical students today. Through the elaboration of the innova-
tive spiri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explanation of the modern significance of the inno-
vative spiri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path of integrating the in-
novative spiri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to the cultivation of medical talents in ethnic 
areas, it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medical students to cultivate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es-
tablish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cultivate noble medical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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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医药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中华文明的发展长河中，中医药做出重要的贡献。然而，近代以来，

中华民族经历了历史的低谷，对待民族文化问题上缺少文化自信[1]，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

的重要组成之一，近代也一度受到质疑，甚至否定[2]，中药因其单方、复方药理机制不明也一度受到挑

战。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承，中医药文化的历史演进与未来发展方向

逐渐明晰[3]-[9]。中医药文化焕发新的生机，并对中国医药卫生事业，乃至世界医药卫生事业做出新的历

史贡献。民族地区高等医学院校，在医药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要充分将中医药文化中的创新精神融入医

学生培育，培养适应当代医药卫生环境的、服务民族地区的优秀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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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医药文化创新精神的阐释 

2.1. 传统中医药文化中的创新精神 

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繁荣[10]，从远古时代到公元前 21 世纪，中医药在最初积

累阶段，先民以药食同源的植物作为食物充饥，对草药的使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知识，从运用火和工具

开始，砭针和灸法的发明为中华文明的发祥提供了更加可靠的健康保障，中国先民最初的生存抗争中，

不断在实践中创新，形成中医药文化雏形。及至伏羲画八卦、神农尝百草、黄帝制九针著内外术经十八

卷，中医药文化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并形成中医药理论，中医药文化的理论创新是中医药文化不

断丰富和传承的重要创新之一。夏至春秋，中医药文化的发展融合了中国古人的哲学思想和朴素唯物主

义思想，不断丰富中医药理论，并在中医实践、中医理论、中药制剂、医疗工具、中药配伍等各方面创

新发展，为中医药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医药文化繁荣发展，中医药四大

经典的成书标志着中医药文化的成熟与繁荣，同时外科手术的发展以及麻沸汤的发明促进了中医外科的

建立和发展。晋唐至宋金元时期，中医药文化步入兴盛、发展和创新的历史时期，中医药文化与世界交

流增多，中医药学家辈出，中医药学巨著大量成书，医学各科在这一时期不断发展成熟，是中医药文化

在发展中不断创新的成果；唐朝即兴办医学教育，设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四科是世界上最早的

医学教育记录，同时，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医术精湛、医德高尚，重视医德修养，是中医药文化中传统

医德的典范，并著书详述医德规范，开启中医药学家对医德的修养与追求的热潮，其思想中“医乃仁术”，

“大医精诚”等思想至今在医学界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明清时期中国中医药发展趋于稳定。 
纵观中国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创新精神贯穿其中，从实践积累到经验总结，从医药研究到著书

立说，从治病遣药到理论发展无不体现中医药发展的创新精神。 

2.2. 当代中医药文化中的创新精神 

当代中医药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医药文化在中医药现代化

研究的进程中，不断丰富发展。在中药研发、中药制剂研究、中医理论研究、中医药现代化等方面，诸

多学者和名老中医的努力下中医药发展呈现勃勃生机[11]-[18]。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对中药青蒿素的发现和

应用标志着中医药现代化的重要成就[19]，在面对新冠肺炎的防治过程中，中医药防治方案的提出是中医

药与时俱进，解决现代大型公共医疗卫生事件的重要体现[20] [21]。一些现代研究手段融入中医药的诊治、

遣药、药物研发等各方面[22]-[32]，中医药文化在当代新的医药卫生环境下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为

中医药文化的传承注入新的活力。 

3. 中医药文化中创新精神与医学人才培养的关系 

3.1. 创新精神对医学生的价值 

培养学生独立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是时代和社会对教育工作者提出的更新、更高的要求，大学

生的创新创业教育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重点工作之一，是高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迫切需要，高校

必须高度重视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33]。医学院校要提高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有效提高医学

生的素质和各方面的能力。医学生应该既提升自己的学习和专业技术，又有意识地提高自我期望，认识

和了解国家对于医学生创新的需要，以提升医学生的就业素质与综合能力。右江民族医学院立足边疆地

区，以“大医精诚”为校训，致力于培养具备“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三得”高质量应用型医

学人才。医学生在培养初期，对自己专业的价值认识还不够到位，从长远来看，医学生将会在时代的道

路上产生更多需求与发展，培养过程除了教师和环境因素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自身的参与度要足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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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的医学生在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相关的专业能力方面具有系统的培养模式，但能否在众多人才中

脱颖而出的关键就在于能否主动地去挖掘自己的创新能力和专业潜力。对于多数医学生来说，首要工作

应当是打破自身的就业思维定势，敢于创新，不断提升自身的创新创业水平，才能够保证长远地、持续

地发展。 

3.2. 传统中医药文化中的创新精神对民族地区培养医药人才的作用 

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医学院校应当打

破思维定势，创新医学教育模式。我国地方医学院校，对医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重视不够，尤其是本科

阶段对学生知识结构的构建偏重于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并以闭卷考试的方式进行考核，严重影响或忽视

了学生的创新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科研能力的构建[34]。对于现在的医学生来说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和

创新能力，是能够使其成为医药综合型人才的关键所在。研究探讨新的教育手段，利用传统中医药文化

创新实例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造意识，以增强医学生文化自信、创新意识和医德修养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4. 传统中医药创新精神融入医学生培养的路径探究 

4.1. 文化引领涵养创新精神 

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医学技术发展的关键，医学生如何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就是最首要的问题。首

先要提高医学生的素质，医学生的素质决定了是否能够选择正确的信念，在传统观念与新思想发生矛盾

时，是否能够打破思维定势，做到不排斥不盲从；其次是不断积累专业技术知识，对于医学生来说，专

业技术知识与实践密不可分，是能否做好实践的前提，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也就没有可以创新的基础。

右江民族医学院立足民族地区建立民族医药馆，组建民族医药协会，以优秀的中医药文化培育医学生创

新精神和文化自信。以中医药文化创新精神为契机，右江民族医学院的各班学生定期开展有关鼓励学生

创新及积极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等项目的主题班会，让同学们各抒己见，提出新的点子、新的想法，在

开拓思维，勇敢创新的同时完善自己，充实自己；各级协会、组织也会开展有关创新能力培养的手抄报、

知识竞赛等项目并设立积分奖项，极大地提升了同学们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创造性；设立大

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培养医学生科研创新能力；组织参加全国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让医学创新精神深

入医学生内心。 

4.2. 教学相长提高教学质量 

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是文化传承、创新的鲜活体现，在培养现代医药人才教育过程中，要着重关注医

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优化文化、知识、技能的传承，教师作为教育的重要一环要积极大胆进行创新，

做到教学相长。提升教师的创新能力，以及对传统中医药文化创新精神的诠释与应用能力是十分重要的

工作。一是要求教师要善于并擅长学习，教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主体之一，只有不断地丰富自身的知识

储备，增强创新能力，紧随时代步伐，不断更新知识，才能在教育学生的同时积极充实自己，完善自己，

做到教学相长。右江民族医学院会定期开展教师教育技术培训，科研成果培训等培训活动，教师间互相

交流学习，取长补短，创新教育方法，不断增强教师立德树人能力和教学科研本领。二是要敢于质疑，

即在教授知识和汲取新知识时遇到有疑问的地方大胆质疑并提出有力的推翻证据，做到科学研判、敢于

创新。学校鼓励教师在教学、科研等各领域大胆提出自己的疑问、想法，鼓励老中青教师团结协作、合

力推动教育、教学、科研工作的创新。学校提倡在教学时推陈出新，由关注书本转向关注学生的学业和

体验；由教师讲述灌输转向重视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合作交流、积极实践；由单纯的教师独白转向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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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之间的对话和交流。 

4.3. 学用结合培育责任担当 

中医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的研究思想、以严谨的医药知识服务

百姓健康的理念贯穿其中，历代中医药学家以救死扶伤为己任，悬壶济世作追求，当代医药人才的培养

需要利用学用结合的培育思想，塑造医学生责任担当的优秀品质。医学生培养过程中，在创新的环境下

使其内化优秀品质是重要的途径。医学院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对学生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医学知识地实践有

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医学院校是医学生在工作前的最大的能够展示自己专业能力和培养创新意识的舞台，

只有学校具备整体的创新意识，才能更加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创造积极性。右江民族医院大力鼓励同学们

参加国家、自治区举办的各项创新赛事，并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同时还定期邀请专家开设创新讲座活动，

为同学们提供理论及技术上的支持；除此之外，右江民族医学院红十字协会经常举办一些与专业相关的

知识竞赛和急救操作的实践比赛，不仅有利于加强学生的竞争意识，还能够巩固学生的专业知识并能够

在亲自操作中体会到创新精神，这对于医学院校培养综合型医药人才是一种行之可取的方法；在创新创

业教育中，右江民族医学院立足民族地区，在“关爱地贫”，关心区域疾病的诊疗等方面加强学生责任

感、奉献精神、医德的培育，在学用结合的创新培育环境中培养医学生的责任担当意识。 

5. 结语 

中医药在中华民族文明的延续和发展中做出卓越的贡献，对新时期祖国的进步、民族的发展、人民

的幸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右江民族医学院作为民族地区高等医学院校，能够立足区域，挖掘中医药文

化中创新精神内核，致力于培养“三得”人才，将传统中医药创新精神融入民族地区医药人才培养，服

务区域人民的健康事业，是对中国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也是提升医学生创新能力和文化自信

的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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