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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国家大力推进“双一流”建设、“健康中国”战略和“新医科”建设的背景下，建

设具有鲜明医药特色的大学文化能为医药大学的发展提供生存沃土和发展动力，对于提高学校

治理能力，找准学校发展特色与优势，帮助其实现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医药大学文化

建设要立足学校和地方实际，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内核，创新文化建设形式，拓

宽文化建设渠道，健全和完善文化建设制度，整合多方资源，突出医药院校特色，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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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state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first-class", "Healthy China" strategy and "new medical science",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culture
with distinctive medical characteristics can provide fertile soil and development impetu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universitie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governance ability
of schools, identifying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schools, and helping them
achiev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universitie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school and local reality, adhere to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as the basic core, innovate the forms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broaden the channels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improve and perfect the system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tegrate multiple resources,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dical colleges, and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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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education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阐明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紧密关系，明确提出要

“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

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大学是国家先进文化的代

表，承担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职能，是增强国家文化软

实力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推动力量。国务院印发的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也明

确提出了“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增强文化自觉和制度自信，

形成推动社会进步、引领文明进程、各具特色的一流大学精

神和大学文化”。由此，大学必须立足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

和时代发展需要，通过强化自身的文化建设，发挥其办学特

色与发展优势，实现以文化人、文化强国的重要目的。在国

家大力推进“双一流”建设、“健康中国”战略和“新医科”

建设的背景下，建设具有鲜明医药特色的大学文化能为医药

大学的发展提供生存沃土和发展动力，对于提高学校治理能

力，找准学校发展特色与优势，帮助其实现内涵式发展具有

重要的意义，更有利于弘扬中医药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培

育高素质医药人才，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

响力。

一、医药大学特色文化的理论内涵与要素构成

（一）医药大学特色文化的理论内涵

从大学文化形成的角度来看，大学文化是以高校为主

体，由师生共同解释、重塑、创造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

是对大学的本质、功能和发展规律的理解和价值追求的集中

反映。区别于综合类大学，医药大学特色文化既包含了大学

文化的一般内涵，也兼有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底蕴。医药

专业的研究对象是人，因此医药大学有更强的人文关怀需

求，医药大学文化体现了丰富的医学人文精神，同时还受到

地区文化、医药院校附属医院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独



教育研究
第 7 卷◆第 11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Education Research

108

有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总和。

（二）医药大学特色文化的要素构成

1.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是大学文化的物质基础和外在表现形态，也是

大学文化特色的重要标志，主要包括校园环境、校园建筑、

人文景观等。医药院校的大学物质文化建设中可通过一定物

质形式宣传和展示所处地域中的国医大师或名人，如名人故

居、纪念馆、或以医药名家命名的建筑物等。例如，中国药

科大学的药用植物园将太极八卦、阴阳五行的中医理论融入

园林景观，以李时珍、陶弘景等医药名家为主题设立“时珍

广场”、“弘景亭”景观点，结合神农尝百草的神话传说设

立百草园，园内建有粉末生药学和中成药显微分析奠基人徐

国钧的铜像；山西中医药大学建有傅山广场、傅山雕像、傅

山文化墙。傅山是我国明末清初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名人，在

中医药史上具有“大师”级地位，被《辞海·医药卫生分册》

收录在“医学人物”中。此外，部分医药大学的物质文化建

设还汲取了地域文化特色，把地域医药文化融入学科建设之

中，利用地域资源优势和研究成果设立地域医药文化研究

所、博物馆等。例如，广州中医药大学三元里校区建有“岭

南医学研究中心”，以岭南中医药为特色，开展岭南中医药

研究、岭南名医文化与传承研究等，大学城校区建有广东中

医药博物馆，展示岭南医学的独特成就；成都中医药大学温

江校区建有成都中医药大学博物馆，包含中药标本馆和医史

博物馆，其中医史博物馆从三个单元分别介绍四川医学的发

展历程和取得成就、四川古代以及近现代名医、藏医药文化

等。

2.精神文化

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的核心与灵魂，是一所大学在长期

发展过程中积淀形成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主要表现为校

训、校风和学风等。中国大学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亚文

化形态，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原则。中国医药院

校的精神文化建设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内核，同

时凝练出具有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的大学特色精神。例如，

赣南医科大学立足地理优势和资源条件，深度挖掘红医所蕴

含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力量，提炼出了“政治坚定、技术优良、

无私奉献、救死扶伤、艰苦奋斗、勇于开创”为内涵的红医

精神，以红医文化以文化人，以德育人；福建中医药大学秉

持“大医精诚，止于至善”的校训精神，激励全校师生医护

员工以“精诚”为目标，以“至善”为追求，既体现了学校

培养德才兼备中医药人才的特点，又突出了学校孜孜以求、

不断进步的办学理念。

3.制度文化

大学制度文化是大学文化建设的根本，大学生通过制度

安排把大学精神理念内化为自己的精神信仰、价值追求和行

为准则，从而形成良好的大学文化。大学制度文化建设一方

面要秉持传承和创新的目标，即以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历

史文化和大学长期积淀的历史文化传统为使命，又要以发展

具有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内涵的现代大学文化为追求，另一

方面要建立文化认同，引导师生自觉、主动遵守大学制度。

医药院校可以在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工作规范、行为规范等

制度体系中融入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人文精神、医学精

神、道德规范等，也要让体现医疗卫生工作者艰苦努力和无

私奉献精神的红医文化在大学制度建设中发挥新时代价值。

同时，在大学制度文化的建设中，综合考虑师生主体的利益

诉求，加强对于大学章程以及学校战略规划等纲领性文件的

解读与宣传，对于加强师生对于制度文化的认同和制度的遵

守是十分有必要的。

二、医药大学特色文化建设的呈现形式

（一）高校校园仪式

高校校园仪式是大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外在表现

形式，主要通过纪念、过渡和欢庆等形式建构大学文化，并

通过绘制彰显校园文化意义符号、强化记忆空间建构和凝练

鲜活话语表达来实现。医药院校在校园仪式的内容选择和组

织形式上应结合自身的办学历史、校园文化和师生特点，增

强参与者的情感认同和文化认同。例如，在毕业典礼上，广

东药科大学校长发表讲话并为毕业生送上四味中药制作的

香囊，实际上是以中药之名传递大学的文化、价值和理念，

鼓励学生做励志笃行、融通日新的医药人。在高校校园仪式

中，作为纪念品的四味中药是医药院校的一种文化符号，彰

显了大学的文化意义。同时，学生获得了一种“广药大毕业

生”的身份认同，也让文化育人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如果校园仪式内容单薄，不足以承载大学文化记忆、表

达大学优良传统，势必不能在广大师生心里留下深深的烙

印。首先，医药院校要根据活动主题选择具有纪念或者象征

意义的特定场域，例如：学校礼堂、校史馆、文化长廊、百

草园等。其次，在校园仪式中使用校训、校歌、原创歌舞等

文化符号，凝聚医药文化中特有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元素，引

导师生将仪式中短暂的情绪体验转变为持久的情感能量并

内化为群体符号，形成对学校、社会、国家的价值认同和文

化认同，以推动医药大学特色文化的构建和传播。

（二）校史馆

校史馆汇集了大量关于学校发展历程、办学特色和人文

精神的影像和实物，是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成果，也是

大学文化的重要传播载体。医药大学要加强校史研究与利

用，在展示传统内容的同时，注重医学元素的呈现。具体来

说，可以广泛征集校友故事及校史史料实物，采集知名校友

口述资料汇集成册，拍摄具有鲜明医学特色的歌舞剧等以充

实校史馆的内容。在校史馆的建设上，除了要有丰富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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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求有巧妙的构思。例如，位于浙江中医药博物馆一层的

校史馆中，有一面特殊的墙，墙面是由密密麻麻的本校教师

人影寸照构成的，极大程度地增强了师生们的参与感与归属

感。此外，可以利用数字媒体技术，设置 VR体验区、互动

区、打卡区等，从可视、可听、可触、可感四个维度提高校

史馆的趣味性、互动性和叙事性。在开学、校庆日、国庆日、

建党日、“五四”青年节等重要时间节点，特别是医师节、

护士节等与医学息息相关的时间节点，对校史馆进行宣传推

广。

在校史馆的建设和发展中，医药院校还可以把师生纳入

校史空间的共建主体。组织学生成立校史研究社，编写琅琅

上口的“口述版校史”，鼓励学生参加校史知识有奖竞赛活

动，采访教师、校友、附属医院医务人员，组建校史馆师生

讲解员队伍等，通过了解校情、丰富校史、认同校园文化底

蕴，做大学文化的传播者与建设者。

（三）多元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渠道和主

阵地，也是弘扬大学精神、传播大学文化的重要载体。医药

院校应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每年推出一定数量的示范

课程与重点培育课程。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上，思政课教师

应该积极拓展教学形式，联动名医名师、优秀校友等队伍形

成育人合力，结合抗疫实践打造“思政金课”，积极传播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大医精诚”精神。在专业课堂上，专

任教师在说清楚、讲透彻专业知识的同时，充分挖掘与课堂

内容相关的课程思政元素，潜移默化地传递大学精神与价值

追求。医药院校的课程具有独有的医药文化特色，课堂中要

强调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注重医学人文教育，培育医学生

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以人为本的医德品质、开拓创新的科

学精神和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使医学生成为既能治病救人

又能关注社会公共卫生问题的全面型医学人才。

在第二课堂的实践中，医药院校要主动对接并服务于当

地文化发展与交流。大学文化根植于地方文化的土壤，地方

文化也必然为大学文化的建设提供养分。例如，广东是近现

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播地、工农运动

的兴起地、改革开放的前沿地，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

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

无数红色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敢为人先，广东省内的医药

院校要充分利用好岭南红医文化，让这片地域所特有的地方

文化成为大学精神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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