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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一流”的提出,赋予了大学校园文化育人新的内涵,在这一背景下,校园文化建设有了新的

机遇挑战。我国拥有深厚久远的历史文化,其中,中医药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基,因此应当将中医药文化

融入中医药院校的校园文化中,以肩负起文化传承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在这一教育改革浪潮中,应当体现

出助力于学科的建设,落实立德树人,传承优秀文化等要求。 

[关键词] “双一流”背景；融合探究；校园文化；中医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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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a new platform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based on 
"double first-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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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posal of "Double First-class" gives new connotation to university campus culture education. 

Under this background, campus culture construction has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China has a 

profound and long history and culture, among which, TCM culture is the foundation of cultural confidence. 

Therefore, we should integrate TCM culture into the campus culture of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shoulder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In this wave of educational reform, it 

should reflect the requirements of help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ultivating people by virtue and inheriting excellent culture. 

[Key words] "double first-class" background; integrated exploration; campus cultur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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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医药文化,涵盖中医治疗、涵养身

体、预防疾病、强身健体等方面的中医

文化,其内涵要义中医、中药服务身体健

康范畴的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

重要内容,是中国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党

和政府对于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和传

承非常重视,因此,应当强化校园文化建

设中的中医药文化建设,科学传承、创新

发展、广泛传播、造福社会。在“双一流”

背景下,在校园文化中进行有关于中医药

文化建设的新要求、要素以及路径的融入,

是完成双一流建设、发展中医药事业、弘

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1 “双一流”建设对于在校园

文化建设中融入中医药元素的要求 

近年来,各中医药院校大都投入设

置了相应的研究机构、出台了相关工作

议案、建设了一些有关的人文景观,并已

成立相应的文化研究机构,但在文化品

牌建设方面没有科学彰显院校自身的鲜

明个性特色,没有形成亮丽的文化符号。

因此,中医药院校还需从整体加强有关

于建设中医药文化的相关规划。[1]在新

时代的新背景下,中医药院校校园文化

中,中医药文化融入的建设应当以“双一

流”目标为导向,以服务于学科建设为

根本,以激发学院的内生动力为目的,

激发其发展活力,推动中医药文化建设

新格局。 

1.1深化学术研究,为学科建设助力 

各大名校发展历史中,自然科学、人

文科学都在同样得以发展,院校可以通

过人文科学的研究、传播来彰显软实力

的发展,使国家形象得以重新塑造。“双

一流”建设,对于院校是有所要求的,其

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大学应当

注重学科的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通过

此来统筹构建院校风格,使院校校园文

化拥有中华特色。引导对医学回归人文

的现代发展与学生素质培养的建设体系

的重视,加强中医药文化与各个学科的

交叉与融合,不断丰富中医药文化的内

涵,梳理构建发展的整体思路,为院校的

“双一流”之路奠基。人文思想包含在

中医药文化中,必将成为院校发展的“沃

土”,并将发挥出中医药文化资源对于学

科建设的推动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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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创新优秀文化,突出育人特色 

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占据重要的位置,

大学生是国家发展的未来。文化可以引

领国家的前进方向,因此强化大学校园

文化建设,培养制度自信、增强文化自信,

对于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一流大学学院

文化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汲取

中医药文化的思想精华,转化创新,传承

发展,能更好的发挥中医药文化的教化

育人功能。中国一流的大学中,应当选择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加强研究,

锐意创新,弘扬发展。中医药文化具有鲜

明的民族性、内涵的丰富性、科学的先

进性,可作为院校开展思政教育与校园

文化教育有机结合的重要资源。当今社

会,文化的不断冲突与交流使得院校大

学生的思想引导尤为重要。充分发挥中

中医药文化建设的思想教育功能,是文

化育人的新途径。 

1.3坚持教育方向,重塑立德树人 

中医药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对

标“双一流”目标要落实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贯彻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社会主义

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

持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

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服务。 

结合新时代,更要坚持目标导向,中

医药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建设要科学规

划、精准实施、稳步推进,以阵地为基础,

以活动为抓手,不断繁荣新时代高校中

医药校园文化,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

梦提供思想和文化支撑,不断焕发中医

药文化的生机与活力。 

2 在“双一流”背景下校园文

化融入中医药建设的核心要素 

中医药具有丰富的思想理论价值以

及实践价值,强调天人合一、阴阳五行,

核心价值概括为“人和精诚”,提倡辨证

论治,倡导仁心仁术,这些思想理论充分

体现出中国文化中的道法自然、因时而

变、厚德载物的思想。中医药知识蕴含

了古代的天文、哲学、地理等多个学科

的知识,涵盖阴阳五行、辨证论治等理论,

是古代人民养生理念以及实践经验的凝

结。因此大学院校应当立足于研究经典,

科学传承先进的学术、学说,推动中医药

的理论进步与技术创新,加强中医药知

识的推广普及利用。[3]有关于中医药文

化的典籍是校园文化建设的载体,是文

化传承的宝贵财富；而在中医药文化交

流中,随着西学东渐、压制中医文化的现

象出现,中医出现了断裂,因此需要对于

中医药文化的典籍等进行研究探讨,使

校园成为中医药文化的策源地。 

3 实践路径 

3.1利用相关文化活动进行中医药

文化传播 

将中医药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建设。

首先应当做好顶层设计,构建全方位中

医药文化教育体系。大学院校可以在多

个学科的基础上,结合现代中医体系协

同发展,加强与中医药学的相关课程的

开发建设。通过开展有关于中医药的相

关相关课题研究、主题文化活动,打造中

医药星火“项目”、品牌“课堂”,促进

中医药文化的广泛传播。建设中医药文

化的社团是有益的深度,在端午节等传

统节日以及国医节这种有纪念意义的节

日进行社团活动的举办,以知识竞赛、药

膳、武术、手工制作等多种形式进行具

有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志愿服务活

动。还可以引导学生走进医院走进患者,

以加强人文关怀教育,实现立德育树人。 

3.2利用公共服务建设开辟中医药

文化科普基地 

将中医药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应

当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立足于

该文化价值的核心,构建出具有本校特

色价值的文化符号体系。在大学校园文

化的发展进程中,应当实现与中医药文

化的相互交融、共同发展,以体现出中医

药文化的新形象,更好的强化对于中医

药的认同感。在校园中可以建设有关于

中医药文化的公共文化中心,例如相关

的体验馆、标本馆、科普园、典籍馆等,

还可以加强图书馆中有关于中医药馆的

建设,在大学生的文化生活的细微之处

融入中医药文化建设,在潜移默化中提

升学生的中医药文化知识。[2]此外还可

以通过新媒体网络打造出有关于中医药

文化平台的建设,在平台上发布有关于

中医药文化的故事。充分发挥出中医药

在大学文化中的育人效用。 

3.3回归知识本源,强化阅读学习 

知识是发展传承的根基,也是中医

药的内核和基础。因此应当组织有关于

中医药文化知识的阅读学习活动,加强

理论学习,开展理论实践,建设大学中医

药文化。在中医药文化知识学习过程中,

可以进行相应的创新创造。例如开展课

堂学习和实践课程、开展有关于中医药

的历史文献研究、建设中医药知识的数

据库,开启中医药文化的现代篇章。 

4 结语 

在双一流的背景下,在校园文化中

融入中医药文化,不仅具有传承传统文

化的意义,还能够发展创新传统文化。本

文探讨了如何在双一流背景下融入校园

文化建设,提出了中医药文化可以利用

文化活动,公共文化中心建设,开辟文化

科普基地,以及回归书本进行阅读学习

融入到校园文化中,让中医药文化发展

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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