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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传统医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辉典范，是医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价值源泉，也

是医学院校医德教育的思想资源和内涵延伸。本文梳理体现中国传统医德思想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内容精华，深入实施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程，探索传统医德思想融入医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经常性、人文性、制度性教育，实现中国传统医德思想融进医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的价值魅力、

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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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al ethics is a shining example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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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source of value for medical students to practic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the ideo-
logical resources and connotation extension of medical ethics education in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reflects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al ethics thought about the content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medical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oject, explore the traditional medical ethics into medical students, practice the so-
cialist core values regularly, humanistic, institutional education, realize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al ethics thought into medical students socialist core value education value charm, the ac-
tua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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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

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1]。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

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位脚跟的

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

要内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基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精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继承发展，二者紧密相连、相辅相成[3]。 
中国传统医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典型，是医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力

量源泉，也是当代医学生开展医德教育的思想资源和内涵延伸。中国古代医学名家在长期治病救人的医

疗实践中形成独特的医德思想，是传统医德的精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认真梳理挖掘中国古代

医学名家的医德思想，深刻理解传统医德思想的重要内涵，坚持继承发展、守正创新，对新时代医学院

校医学生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医学人才培养质量有举足轻重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新时代国民的日常经常性教育，是党中央实施普及国民教育的战略举措。

本文从祖国传统医德方面入手，深入挖掘发现传统医德中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教育价值，结

合医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围绕“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个人层面的

要求，探索医学院校医学生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价值引领、内在逻辑和实现途径。 

2. “医者仁心”是培养医学生“爱国”为民情怀的当代价值 

中国古代社会非常看重行医者的道德品质，医者仁心、救国救民、普度众生是医者爱国爱民的集中

表现，是中国传统医德思想的继承与发扬，是医学生守正创新、发扬光大的价值准则，新时代医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应当结合实际融合祖国传统医德思想。 

2.1. “仁爱”思想是中国传统医德的集中体现[4] 

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提出“人命至重，贵乎千金”的“大医精诚”思想，他的巨作《备急千金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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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以显著位置全面阐述了《大医精诚》和《大医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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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医者普救含灵之苦有[5]。宋代范仲淹说道“不为良相，则

为良医”，医者行医最需要凭良心。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君子用之于卫生，而推之以济

世，故称仁术”，医者所凭之技为仁术。宋代医学家林逋《省心录》提到“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作

为悬壶济世的医者，具备仁德至关重要。元代医学大家曾世荣《活幼心书》中提到：“凡有请召，不以昼

夜寒暑远近亲疏，富贵贫贱，闻命即赴”，“请必赴、召必回”一心为民不辞劳苦、不敢怠慢。清代雷丰

《时病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医者

仁爱为先。“仁心、仁爱、仁德、仁术……”默契形成我国古代医者的基本职业准则、行为规范、行业操

守，凸显医者必须具备高尚的职业医德和精湛的医学理论、医疗技术，方可配做救死扶伤的人间大医。 

2.2. “仁爱仁心”与“爱国爱民”价值层面融合融通 

古代名医数不胜数，灿若星辰，他们高超精湛的医术、朴素仁厚的医德，往往救人于危难之间，成

为百姓的大救星，他们的故事“飞入寻常百姓家”。传统医德“仁爱人心”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倡的“爱国爱民”是相通的、融通的，都是体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价值观相同，

民心民意就相通，与人民利益一致，来自老百姓的赞美就多，如毛泽东同志说的“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

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爱国”

行动，就是坚守“国之大者”为民情怀，引导教育培养“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发展为人

民”的发展理念、服务态度，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

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人心的最大的政治”。 

2.3. “仁爱”思想在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设计探索 

开展古代“人间大医”主题学习教育。一是由教师以课题研究小组、教学实践小组等方式，梳理我

国古代各个时期重要的医学家、著名的医学人物，将他们的医学成就、成长事迹、行医故事、人物思想

等收集整理汇编，印发给教师和学生学习，组织学习宣传。二是组织医学生专题分享会，发动学生查阅

相关文献资料，召开主题班会、专题分享会等形式，让学生通过人物介绍、故事分享、智慧启迪、精神

追求等方式介绍读史体会，了解不同历史时期优秀医学人物的精神品质，向先辈、前辈、长辈和榜样学

习，牢固树立远大理想，争当人间大医。三是教师将“大医精诚”思想融入课程教学中，包括集体备课、

内容讲授、课后作业等环节，有意识地融入，作为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重要素材和内容。四是利用网

络平台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短视频直播、雨课堂、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教育，推

动传统优秀医德文化及思想教育在医学生中传承与发展。五是开展“大医讲堂”等人文教育讲座，邀请

中医药专家、优秀校友等作专题讲座，让医学生聆听体会古代医学先贤的爱国爱民情怀，树立医学生的

仁爱意识和报效祖国、为民服务情怀。 

3. “格物致知”是医学生践行“敬业”奉献社会的努力方向 

古代智者指出“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格物致知，是指穷究事物原理、本质、规律，从而获

得知识、技能、智慧。从业行道、干事创业，就是要把面对的具体情况、具体问题了然于心，研究其中规

律、把握本质内涵，运用科学方法加以解决，这就是格物致知。医学生是未来医疗卫生事业的从业者、主

导者、推动者、传承者，必须科学学习专业系统知识理论、扎实的操作技能，在大量的实践中“格物致知”。 

3.1. “精勤不倦、博极医源”古代圣贤医家潜修成集大成者 

《易经》中提到“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古代伏羲氏统治天下时，仰头就观察天空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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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俯首便细察大地的规律，从“天地、阴阳”万物类象来领会自然规律、社会现象和神明道德。古代

神话“神农辨药尝百草”亲身体会药草在身体的反应，走哪条经络、是何药性、治何病。《黄帝内经》

讲到：医道者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医者是集大成者方能精准行医、长久执业。张

仲景在兵戈相向动乱年代，广泛收集药方，在大量实践中提出辩证施治的原则，他的医学巨作《伤寒论》

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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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6]”。李时珍潜心十年闭户苦

读，刻苦专研各类医学古籍，寻辨草本药物，撰著划时代科学医著《本草纲目》[7]。孙思邈在《大医精

诚》中提到“故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者也，既非神授，何以得其幽微？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

下无病不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

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古代医学家都无不是强调医学是至精至微之事，“唯用心精微者，始可与言

于兹矣”，“博极医源，精勤不倦”方能深明医道成就大成[8]。医学生必须练就过硬的本领，具有丰富

全面系统的医学知识，勤学苦练掌握扎实专业技能，不能遇到问题和困难就畏缩，要保持刻苦学习、勤

于钻研、虚怀若谷、善积善成，在浩瀚知识体系中吸取营养，在千锤百炼实践中茁壮成长，达到成集大

成者的“圆满”地步。 

3.2. 敬业奉献是医学生职业生涯发展进步的岗位基本要求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一切发展的终极价值和目标。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中，提到“每个人

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指人的自由发展，即人的全面发展，包含人的全面发展的

独特个体自由属性、生产关系社会性和稳定内在精神属性，表现为人的劳动能力与价值、人的体力与身

体素质、人的才能志趣智力等人的全面发展，用今天的话具体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敬业奉献就

是医学生未来立足岗位实现人生抱负，获得解放、自由、全面发展进步的基本素质、基本要求。医学生

必须深刻理解并奋发学习，不断培养积累养成良好的敬业奉献习惯。 

3.3. 医学院校医学生积“大成”敬业奉献的成长环境探索 

医学院校要充分认识培养医学生敬业奉献精神的培养，注重营造浓厚的校园环境、强化学科与专业

一体化建设中融入医学人文教育，全过程全员全方位发力，持续培养立足专业、诚誉思想、融通人文、

敬业奉献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医学人才。首先，人才培养顶层设计要融合古代传统医学人文教育，

融入人才培养方案、学科专业一体化建设、课程教学改革、见习实习实践教学等，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就

是实现医学系统知识、实践技能和人文素质提升相融的过程。二是医学院校要深入开展我国传统医学文

化研究，包括医学历史、医学伦理、医学社会、医学心理等，加强理论与实践研究，发挥核心价值观、

文化精髓、哲学思想以及应用价值，最终运用学术成果指导促进教育教学[8]。三是注重弘扬传统医学文

化氛围融入校园文化建设，“校训、校歌”主要内容中必须蕴含有继承发展传统医学人文精髓，是学校

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的校史展馆、文化长廊、教学大楼、主要道路等名称，以及学生学

习活动主要公共场所的环境美化设计，要融入传统医学文化元素、内容，使学生沉浸在浓郁的医学文化

中。四是开展医学生服务社会的实践探索，组织医学生深入社区、公园、企业、学校和乡村，开展志愿

服务、社会实践活动，将健康知识宣传、急救技能普及、用药注意事项，以及开展群众疾病调查研究、

流行病摸排、术后康复调查、居家护理状况等。 

4. “知行合一”是医学生提升“诚信”修为的前进方向 

诚信是为人处世、立身立命最基本的道德品质，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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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诚信”？《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朱熹认为：“诚者，真实无妄之谓，

天理之本然也。”孟子曰：“何谓信？有诸己之谓信。”通俗来说，诚信就是坚守诺言、坚定信仰、诚

实守信、表里如一，不欺骗、不说谎、不作假、不作秀，真诚待人[9]。 

4.1. “大医精诚”是古代医者诚实守信最好阐释 

我国古代著名医学家的很多行医故事告诉我们，从学研医理、行医治病、对待病人、恪守操守、尊

敬同行、带徒授业等，必须怀着“精诚”的态度：精通医术、诚于人品、诚实守信。《黄帝内经》：“受

师不卒，妄作杂术，谬言为道，更名自功，妄用砭石，后遗身咎，此治二失也。”李梴在《医学入门》

中提到“熟读而不思悟融会贯通者，欺也”[10]。跟师学习医术，定要学到尽得精髓，不能一知半解、道

听途说、自以为是，学而思、研而悟、行而通，方可做到熟能生巧、融会贯通。《备急千金要方》孙思

邈强调：“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瘥。”救死扶伤、性命相托，

行医过程务必谨慎行事、实事求是，望闻问切仔细诊断，才能判断、处理、下药、下针等不出差错，对

待病人、看待生命诚信如此，方称为人间大医的精诚。 

4.2. 诚信是赢得信任、信赖和支持的成功秘诀 

诚信是赢取信赖、支持的成功密码，不单在中国古代医学名家身上有着光荣的传统，在当今的中国

社会同样有闪光的魅力。习近平总书记 2021 年视察广西时提到“脱贫路上一个也不能少，一个民族都不

能少，中国人说话、中国共产党说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说话是算数的，现在全国 56 个民族全部脱贫，

这是我们的庄严承诺。”这是初心、是承诺，也是矢志不渝的行动！是中国共产党“言必信，行必果”

的担当。中国共产党永远是值得人民信赖的主心骨。广大医学生要始终铭记并践行诚信为本、知行合一。 

4.3. 医学院校医学生“知行合一”诚信教育探索 

诚实守信、知行合一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传统医德，医学院校应当建立健全加强医学生诚信教

育的有效途径。一是深入推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用党的最新理论

武装头脑，从中国共产党、共青团百年发展历程吸取经验和智慧，深入学习每个重要阶段历史，挖掘一

个个生动感人的故事，相信信仰的力量，坚定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励志成才。二是探索课程体系的重构，强化文人教育，引导学生正确的职业观、道德观，拓宽人文类课

程设置，深化人才培养方案、教育教学改革、专业教学渗透、课内课外实践等环节，重视医学生人文素

养提升，彰显正确的职业价值观。三是引导医学生厚植为民情怀，丰富医学生校园文化和服务社会实践，

通过组织医学生深入医院实习、见习，到敬老院、养老院、公园、社区、学校、企业，甚至乡村振兴一

线，与患者、病人、群众接触交流，了解关爱他们的健康、心理和情感需求，给百姓提供知识宣传、健

康咨询、义诊体检、用药指导、康复护理、居家护理等，在实践与服务中养成丰厚的为民情怀，树立正

确的职业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人民喜爱的医护人员。 

5. “仁者爱人”是医学生维系“友善”人际和谐的基石 

善待自然、以和为贵、团结友善，中国传统美德中友善的最好表达。看待自然世界，主张天地万物、

万物类象、天人合一，善待自然；处理邦国之交，提倡和合不同、和平友好、命运与共，以和为贵；对

待人际交往，讲究与邻为善、与人为善、守望相助，团结友善。 

5.1. “善人者，人亦善之”古代仁医常受世人尊敬 

友爱、友善是中国古代长期实践形成的处世智慧，先贤们常有论述，《老子》：“天道无亲，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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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人”；《管子》：“善人者，人亦善之”；孔子提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大人”、“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11]。中国优秀传统医德“友善和合”的风范，在古代名医大家中得到很好的表现，医者要友

善对待患者、对待同行，强调一视同仁、态度谦恭。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提到“若有疾厄来求救者，

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对待病人、患者必

诚善心、友善，行善之事。清代医学大家陈实功提出的“医家五戒十要”，被认为是古代医生的道德行

为准则，要求医者恪守善良行医，对待病人，无论穷富贵贱都要一视同仁，对待同道之士谨慎谦和，对

待上进青年能提携爱戴，非常难能可贵。传统医德形成的医者仁心、仁爱救人，谦和谨慎、尊重同道，

常受人们尊崇、爱戴，“善人者，人亦善之”，正如老子说“人行阳德，人自报之”。 

5.2. “亲仁善邻”是医学生必须继承的传统道德观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的“亲仁善邻”是中国人民长期积累的重要道德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都是中国古代“亲

仁善邻”的经典描述。“世界大同，合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外交思

想的核心内容，得到很多国家、国际友人的认可。一个国家治理尚且如此，何况我们每一位公民，医学

生更应继承这个重要的传统道德观。 

5.3. 医学院校培养医学生做“善人者”的友善实践 

医学院校是培养医学生全面成长成才的摇篮，必须重视医学生传统医德的传承、发展与培育。一是

优化顶层设计规划，将医学人文课程建设纳入医学人才培养方案的重要环节来抓，整合建设医学伦理、

传统医学、医学典范、医学历史等医学人文课程，构建医学专业课、公共人文通识课、思想政治理论课

和课程思政“四位一体”的课程体系，强化医学生职业观的塑造与养成[12]。二是重视强化德育队伍建设，

高校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场所，所有教师都担负有育人责任，为师者，首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为人师表、率先垂范”。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辅导员、管理人员等都必须注重医德教育，教育

教学、管理服务等过程中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将德育贯穿日常生活中。三是注重医学生的社会实践，

知行合一、实践养成，将医德认识、认知跃升为个人医德修养、行动准则。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到教学

医院、中医药、中医馆、名人故居等考察、参观、学习，身临其境感受传统医德思想。组织学生深入社

区、敬老院、福利院、乡村等进行宣传教育、康复训练和亲情陪护，激发仁爱之心、和善之心。开展以

传统医德故事、思想为载体的演讲、征文、情景剧等比赛，以及进行最美医学生评比活动，加深学生对

传统医德理论的认知。 

6. 结语 

医学院校必须更加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日常教育，关系到帮助医学生拧紧

三观教育的“总开关”，也促进引导树立正确的职业观教育和养成良好的职业素质。中华优秀传统医德

思想处处流露浓厚的爱国爱民情操，严谨勤勉探索生命本质的敬业担当，求实不欺对待患者、尊重同行

的职业守信，善待生命、和谐友善的处世之道。因此，积极探索将优秀传统医德融入医学生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日常教育实践中，不断推进和深化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改革与创新，提升医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效果和职业素质。 

基金项目 

2023 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新医科背景下职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与劳动教育

融合育人的护理人才培养模式探索》(2023JGB320)，广西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2 年度专项课题《乡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8919


黄上峰 
 

 

DOI: 10.12677/ae.2023.138919 5900 教育进展 
 

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研究》(2022ZJY2876)，右江民族医学院 2022 年度辅导员专

项课题：《孙思邀“大医精诚”思想融入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现路径的研究》(编号：Fdy2022Bl6)；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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