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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医药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其核心价值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是我

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和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大背景下，进一步探究中

医药文化内涵与结构要素，挖掘其在德、智、体、美、劳教育中的时代价值，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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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culture embodies rich philosophical ideas and humanistic 
spirit, and its core values are in line with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serving as an important manifes-
tation of China’s cultural soft power.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building a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
tem and promot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 of TCM, further exploring the con-
notations and structural elements of TCM culture, and uncovering its contemporary value in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aesthetic, and labor education, is a crucial measure to fully implement the 
Party’s educational policies and enhance national cultural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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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强调“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理念与马

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形成深层契合。在此背景下，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在五育融合中的当代价值，

对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 中医药文化内涵与结构要素 

学界对中医药文化的定义尚未完全统一，但其核心共识可追溯至 2005 年全国第八届中医文化研讨会

提出的基础框架，即“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本质特征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

总和”。中医药管理局于 2006 年设立了“中医医德规范研究”项目，历时 3 年收集整理 60 余万字的古

今中外医德文献资料，提出中医医德八纲“仁、和、谦、廉、精、诚、慎、严”。在此基础上，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通过《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指南》(2009)进一步将其界定为“中医药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认

识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病的思想方法体系，以及相关的精神与物质成果”，并凝练出“仁、和、精、

诚”的核心价值理念。综合现有研究，中医药文化的内涵可概括为“本体论、方法论、实践论”三个维 
 
Table 1. The hierarchical model and structural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culture 
表 1. 中医药文化层次模型与结构要素 

文化层级 构成要素 文化属性 

深层哲学基底 道、气、阴阳、五行等本体论认知 隐性文化 

价值认知体系 天人观/生命观/疾病观等七大核心观念；整体–辨证–中和–象数–体悟

思维五维框架 隐性文化 

人格典范系统 扁鹊“见微知著”、张仲景“勤求古训”等医家精神特质 过渡层与中介层 

制度行为规范 师承制度、诊疗规范、用药伦理等 显性文化 

物质符号表征 典籍文献、道地药材、诊疗器具等 显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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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本体论维度指以“道–气–阴阳–五行”为基底的宇宙认知体系；方法论维度包含整体思维、辨证

思维等特有的认知方式；实践论维度涵盖医德规范、诊疗行为及物质遗存[1]。 
借鉴 Schein 组织文化分层理论，可将中医药文化解构为五层同心圆结构，呈现由隐性到显性的文化

演进逻辑[2] [3]，见表 1。 

3. 中医药文化与新时代“五育融合”教育理念的耦合 

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方针的演进(从“三育”到“五育”)，本质上是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在中国

化进程中的创新性发展[4]。在当代教育语境下，“五育并举”已成为全面培养人才的重要理念，而源远

流长的中医药文化与之有着多维度、深层次的契合之处，彰显出独特的教育价值与文化魅力。 

3.1. 从历史文化维度审视，其契合性体现在文化根基的同源性 

中医药文化和“五育并举”理念都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受易学以及儒释道文化的浸润与滋

养，其发展形成历程与中华传统思想体系紧密相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与“仁、义、礼、智、信”核心准则，道家“道法自然”，墨家“兼爱”等思想，涵盖了道德、智慧、

精神境界、社会交往等诸多层面，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追求，为现代教育理念中培养全

面发展的人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与思想源泉。中医药文化阴阳五行学说贯穿于中医理论体系的构

建与诊疗实践，其所倡导的平衡、协调、整体、对立统一、相生相克等理念与“五育并举”追求的德、

智、体、美、劳全面和谐发展高度契合。二者共同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

与当代教育高质量发展中的蓬勃生命力与深远影响力，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与传承创新的重要源泉与

坚实基石[5]。 

3.2. 从价值观念维度审视，其契合性体现在理念倡导的一致性 

中医药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德、智、体、美和劳动教育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如中

医药文化强调“上医医国”“医乃仁术”“生命至上”理念，可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培养社会

责任与爱国情怀；中医治未病与养生理念与现代体育教育的目的相契合，有利于引导学生树立“健康第

一”的理念；中医倡导天人合一的和谐美、悬壶济世的使命美、调和致中的平衡美、仁心仁术的心灵美、

大医精诚的敬业美，有利于引导学生正确的认识美、感受美和追求美，科学辨析“内在美”与“外在美”

之间和谐统一的关系[6]。 

3.3. 从知识技能维度审视，其契合性体现在思维方式的关联性 

中医强调“大医精诚”，注重“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及“七重治学”，可

以引导学生端正治学态度，培育敬畏学问的精神品格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数千年来，中医药文化开

放包容特质，广泛吸纳各种文化元素，不断营造“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学术氛

围，且中医药文化的思维方式是整体的、辨证的，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创新思维。 

4. 中医药文化育人的当代价值  

4.1. 德育价值 

在“明大德”方面，中医药文化饱含济世思想与治国理政智慧。《黄帝内经》“上以治民，下以治

身”、《备急千金要方》“上医医国”等，将医国置于医者至高境界，展现宏大格局。《医学源流论》等

著作阐述的身国同构、身国同治思想，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影响，形成中医“内圣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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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人生观。中医“内圣”注重个人品德与职业道德，“外王”追求兼济天下的爱国情怀，实现自我与社

会价值统一[7]。 
在“守公德”方面，中医药文化秉持“和合”之道，强调人与人、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这一核心

价值蕴含道德、法制、心理、生态文明和民族团结进步等多维教育元素。其 “未病先防”“扶正祛邪”

等论述包含廉洁文化元素，对引导学生树立“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培养清正廉洁品质意义重大。 
在“严私德”方面，中医药文化蕴含着深厚的“仁”“孝”“精”“诚”的理念。“仁孝”思想是儒

家最基本的社会伦理规范，深刻影响着中医学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医乃仁术”“以人为本”“仁以医

显，知医为孝”等中医伦理道德。《大医精诚》提出的“精诚”理念，“精”为医术精湛，“诚”是诚挚

之心，构成中医职业道德核心。古代医家如陈实功“医家五戒十要”、喻昌《医门法律》等，以戒律与律

文的形式提出了医疗行为的准则，对学生医德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主导作用。 

4.2. 智育价值 

在学习态度与自主性、开放式学习教育方面，中医药文化中“精”的理念集中体现为“博极医源，精

勤不倦”“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七重治学”等思想，强调医者需博览群书、深入探究，追求真学问与

真本领。这一理念与当代开放式学习教育的自主性、探究性要求高度契合，为培养学生终身学习能力提

供了传统文化支撑。 
在创新素养教育方面，中医药学起源迄今，不断与易、儒、道、佛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发展，广

泛汲取天文、地理、数学等自然学科知识，从“神农尝百草”到秦汉时期“四大经典”确立学术体系，从

宋元学派生成到晚清中西汇通，直至屠呦呦从《肘后备急方》中发现青蒿素，以及中医药在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中的卓越贡献，无不体现其创新智慧。李时珍《本草纲目》采用“析族区类，振纲分目”的科学分

类法，比林奈的动植物双名命名法早约 200 年，彰显了中医药在方法论上的超前性。历代医家秉持“传

承创新”理念，营造“百家争鸣、兼容并蓄”的学术氛围，推动中医药不断迈向新高峰。 
在心智模式与思维能力培养方面，智育不仅关注知识与技能的掌握，更注重心智模式的完善。心智

模式作为个体对自我、他人及环境的深层认知，深刻影响思维与行为方式。席酉民基于世界环境发展的

不确定性、模糊性、复杂性和多变性特征，构建了“和谐心智”模式，强调了动态演化的系统观、人文与

科学互动的分析能力、实现内部动态和谐等因素的重要性[8]。同时，中医早在《黄帝内经》中便提出“生

物–心理–社会”的整体医学观，比现代医学模式早两千余年，为完善学生心智模式提供了重要启示。 

4.3. 体育价值 

在中医“恒动观”与生命哲学方面，古代医家认为“动而不息”是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中医学以运

动、变化与发展的观点认识生命、健康与疾病问题。《吕氏春秋》提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强调运

动是生命存在的基础。《格致余论》进一步指出“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阐明生

命活动始终伴随着“升降出入”的运动过程[9]。中医“恒动观”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生命在于运动”

的哲学内涵，树立科学的运动观与生命观。 
在动静平衡与养生智慧方面，中医养生强调动静平衡，认为“动以养形，静以养神”。《素问·经脉

别论》提出“生病起于过用”，《类经附翼·医易》指出“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内功图说》

则强调“动静合宜，气血和畅，而疾不生”。针对当前学生运动不足、沉迷网络等问题，中医养生理念

倡导“治未病”，通过合理运动与健康生活方式预防疾病，对引导学生树立“健康第一”观念具有重要

意义。 

在导引术的体育教育价值方面，导引作为中医防病治病的重要手段，体现了动静结合、形神共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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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思想。《庄子·刻意》最早提出“导引”概念，晋代李颐注释为“导气令和，引体令柔”。马王堆出

土的《导引图》记载了 44 种运动姿势，其中“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六字诀、太极拳”等功法影响

深远。导引不仅是传统养生术，也是重要的体育项目，在现代体育教育中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与实践意

义。 

4.4. 美育价值 

中华美学核心价值是中华美学精神的“魂”，其构成内容包括“真善美、和谐美、人文”三个方面

[10]。中医药文化所蕴含的“天人合一的和谐美、悬壶济世的使命美、调和致中的平衡美、仁心仁术的心

灵美、大医精诚的敬业美、淡泊名利的朴素美、传承创新的实践美”等与中华美学核心价值紧密相关。 
中医文化关于美的发现与认识应溯源于音乐疗法。据《说苑》记载，5000 年前原始部落苗父就用竹

管乐器为患者治疗疾病。《黄帝内经》最早提出并完善了“五音疗疾”思想，提出“百病生于气，止于

音”，认为人的许多疾病都是由于气机不畅或紊乱引起，而音乐则可以调畅气机，促使疾病痊愈。同时，

《黄帝内经》提出“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角为木音通于肝，徵为火音通于

心，宫为土音通于脾，羽为水音通于肾。”“五脏相音，可以意识”等观点，依据“五脏相音”理论将

“宫、商、角、微、羽”五音与五脏五行相对应，认为通过判断与五脏相应的五音变化，可以了解人体五

脏精气的盛衰以诊断疾病。同时通过施以不同调式的音乐，可以影响人的身心，以此达到调理脏腑阴阳

的目的[11]。 
中医药与音乐、书画、文学等艺术都有着天然的联系，相互融合的历史非常悠久。据史料记载，葛

洪、陶弘景、傅青主等一代名医在书画艺术上都具有极高的成就。中药也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美育价值，

目前我国中药资源达 1.8 万余种，其形态各异，都具有独特的形态美、性味美，能给人不同的感受[12] 
[13]。以艺术为载体加强中医药美育教育，不仅有利于提升学生专业素养，更有利于引导学生发现美、鉴

赏美、感受美和创造美，以此陶冶情志、明礼修身。 
“形神合一”是中医生命整体观的核心要义，是中医学对人的生命的重要认识，也是中医心理学最

重要的理论基石之一。“形神合一”准确、完整地概括了人的精神与躯体之间的关系，突显了中医学所

具有的“科学与人文”双重属性，尤其在“生物–心理–社会”现代医学模式指导下，对“形神合一”整

体关系的认识是协调中医学科学属性与人文属性的关键纽带和桥梁[12]。开展“形神合一”内涵与整体关

系的教育，有助于引导学生科学辨析“内在美”与“外在美”之间和谐统一的关系。 

4.5. 劳育价值 

劳动是具有丰富内涵的人类实践活动。从本质上来看，中医药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中医药

劳动实践史，更是中华民族热爱劳动、崇尚劳动优良传统的根本体现。在古代中国，劳动被视为一种重

要的生活方式和健康保养方式，如《庄子·让王》中写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

自得。”“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千金要方》中“养性之道，常欲小劳”；

东汉医学家华佗认为“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

枢，终不朽也。”等都揭示了劳动对健康的重要性。中医药文化包含中医文化与中药文化，二者相互依

存、相互促进，优质的中药材是确保中医临床安全有效的根本保证。中药种植、采收、炮制、制剂等各环

节不仅是中医药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劳动教育的重要载体，具有丰富的教育内涵和价值，对培养

学生的劳动态度和实践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工匠精神”是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职业精神，是职业教育的“灵魂”所在，也是新时代劳动教育

的重要内容。《说文解字·酉部》记载：“医，治病工也。”医者自称为“工”，体现了医者淡泊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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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技术、热爱实践的品格；《黄帝内经》曰：“上工平气，中工乱脉，下工绝气危生。”“上医治未

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难经·十三难》云：“经言知一为下工，知二为中工，知三为上工。”

等论述把“工”分为上工、中工、下工，并提出医者要以“成为上工”为目标追求。古往今来，“工匠精

神”历来是中医大师在治学修身、救死扶伤、师承传授、中药炮制等过程中所追求的基本价值导向。将

中医药文化所蕴含的大医精诚理念融入工匠精神教育，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态度，提升职业

素养，也有助于激发学生科学探究与创新的意识[14]。中医药文化各育的核心内涵及当代价值拓展见表 2。 
 
Table 2. Summary table of the core connotations of the “Five Cultivation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culture 
and their contemporary value expansion 
表 2. 中医药文化“五育”的核心内涵及其当代价值拓展简表 

育人价值 核心内涵 当代育人价值拓展 

德育价值 
① “济世治国”思想 
② “和合”之道 
③ “仁、孝、精、诚”理念 

① “明大德”——理想信念、家国情怀教育 
② “守公德”——思想道德、法制、心理健

康、生态文明、民族团结进步、廉洁教育 
③ “严私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

品德、人文精神教育 

智育价值 
① “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的治学方式 
② “整体思维、辨证思维”等中医思维方式 
③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医药发展历程 

① 学习态度与自主性、开放式学习教育 
② 心智模式教育 
③ 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教育 

体育价值 

① 中医“恒动观” 
② “治未病”理念 
③ “动以养生”观点 
④ 太极拳、易筋经等导引养生功法 

① “生命在于运动”的体育哲学理念教育 
② “健康第一”的价值观念教育 
③ 运动习惯养成教育 
④ 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教育 

美育价值 
① “五音疗疾”思想与中药之美 
② “形神共养”生命整体观 
③ “和谐美、平衡美、仁之美、敬业美”等思想 

① 文学与艺术的审美教育 
② “内在美”与“外在美”科学辨析教育 
③ 中华美学精神教育 

劳育价值 
① 中华民族中医药劳动实践史 
② 中药种植、采收、炮制等中药文化 
③ “上工”目标追求 

① 劳动价值观教育 
② 劳动实践教育 
③ 工匠精神教育 

5. 结语 

发挥中医药文化的育人作用，需在教育内容和教育模式两个层面协同推进。一方面，应深入挖掘中

医药文化中的育人资源，并系统性地拓展其当代价值，以确保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与时俱进。另一

方面，需系统构建中医药文化育人模式，为育人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方法。总体而言，中医药文化

的核心价值理念可概括为“和谐、仁爱、人本、精诚”四个关键词。基于此，可探索构建“一心三环五层

次”育人模式。其中，“一心”指“和谐”，即以“和谐”为价值理想；“三环”指“仁爱、人本、精

诚”，即以“仁爱、人本、精诚”为价值规范；“五层次”指“基本潜意识假定与哲学思想、核心价值观

与思维方式、历代中医药名家性格与共同特质、传承制度与中医行为、中医药象征物”，即加强中医药

文化建设的实施路径，是一个“由内向外”的推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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