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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育并举理念下邢台高校中医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的重构与实践
吴建沙，张英军 *，兴业，高阳，马欣，田凯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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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为进一步提高中医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在“五育并举”理念指导下，邢台医学院对中医学专业课程思政、教学环

节、课程体系、教学方法等进行全面改革，重新构建了中医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坚持德育为先，建设“三位一体、

分层融入”的思政育人体系；坚持智育为重，通过“校院教育 +师承教育”，夯实中医理论与技能；坚持体育为基，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推进体育教学改革；坚持美育为要，加强美育内涵建设，丰富美育课程体系；坚持劳育为本，突

出中医特色，加强劳动教育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建设。经过实践，教学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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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the fiel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Five Education" concept, Xingtai Medical College has comprehensively 

reforme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ing links, curriculum system, teaching methods, 

and other asp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urses, and reconstructed the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for the fiel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prioritizing moral 

education and establish a "trinity, layered integr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Adhere to the emphasis on intellectual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theory and skill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rough "school education+teacher education"; Adhere to sports as the foundation, 

promote the spirit of Chinese sports, and advance the reform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dhere to the importanc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connotation, and enrich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labor 

education,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urses in labor education. After practice, the teaching effect is good.

Keywords :     moral education comes first; intellectual education is emphasized; physical education is 

the foundation; aesthetic education is important; and labor education is the foundation

中医学作为我国传统医学的瑰宝，肩负着传承和发展中医药文化的重要使命。在新时代背景下，培养具有厚德博学、守正创新的中

医学专业人才，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迫切需求。201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

意见》，提出“坚持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素质教育”[1]。五育并举理念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与中医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目

标高度契合。因此，将五育并举理念融入中医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对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德育为先、培根铸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立德树人

为根本，以“扁鹊精神、郭守敬精神、李保国精神”为主体，从

专业、课程、课堂三个层面统一推进课程思政，制定课程思政专

业主线、课程主题、课堂话题，建设“三位一体、分层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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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邢台区域特色中医学专业思政育人体系。坚持医学人文素质

培养和专业素质培养相结合，把职业精神培育渗透在培养全过

程，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二、智育为重、润心增慧

为着力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探索形成了“一引

领、二并重、三强化、四结合”的教学模式。

（一）“一引领”

1.以国医大师工作室为引领

根据中医药事业发展要求和学科特色，以及“学基础、读经

典、做临床、跟名师”的要求，将师承教育融入学校教育，根据

强化师承教育在中医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逐步建立了以国医

大师工作室为引领的“院校教育 +师承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学校分别建立了国医大师李士懋传承工作室、国医大师李佃

贵传承工作室。工作室的成立为中医学专业搭建了一个高规格、

宽视野、多元化的学术传承平台。

依托这一平台充分发挥国医大师的引领作用，以传承扁鹊文

化为使命，由中青年教师组建优秀教学团队，学习借鉴技术经

验，将国医大师的学术思想和特色诊疗技术运用到教学、学术研

究和临床工作实践中，先后共有9名教师入选邢台市名中医。同

时，工作室积极引导广大师生以国医大师为榜样，努力学习、精

进技术、恪守医德，不断促进中医药事业向高水平发展。

2.开展师承教育

从附属医院和学校教师中遴选出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教师作

为导师，根据学生的综合表现，评选出优秀的学生利用课余或周

末时间，跟从导师进行中医药临证学习。经过师生相互交流，深

入了解，本着自愿原则，可正式拜师，确立师徒关系。

指导老师应确保有足够的临床工作时间，遵循《中华人民共

和国医师法》等医疗管理法律法规，指导跟师学生进行中医辨证

论治临床知识学习，并定期向系部反馈跟师学生日常考核情况。

校院教育提供了系统的学科知识，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综合素

质，而师承教育则强调实践经验和专业技能的传授，帮助学生更

快地适应实际工作环境 [2]。校院教育与师承教育相结合，可以更

好地满足学生的需求，这种教育模式有助于培养具有实践经验和

创新能力的人才，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将中医学专业课程优化为五大模

块，即：公共基础课模块、专业基础课模块、专业核心课模块、

专业拓展课模块、集中实践课模块。通过不断优化课程体系，夯

实学生的中医基础理论与基本知识。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深入社

区、农村，运用自己所学的医学文化知识，开展义诊、送药、课

题调研、健康宣传等社会实践活动。

3.德技并重

强化素质教育，坚持把德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中。增加劳

动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课程，以夯实专业基础。在开展基

层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在跟

随老师见习、实习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操守。在开展祭

拜医祖扁鹊的活动中，升华学生的内心情感，感受精神的洗礼。

（二）“三强化”

1.强化中医经典理论

在中医学专业课程设置中，系统地讲授中医经典的基本理论

知识，包括《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同时，利用晚自

习、大学生文化艺术节、医师节等，积极开展经典诵读和中医经

典知识竞赛活动，提高学生对中医经典知识的学习积极性，培养

对中医经典的理解和感悟，引导学生弘扬中国传统中医药文化，

坚定专业自信，增强民族自豪感 [3]。

2.强化中医临床实践

实践教学上逐步形成了“校内实训－附院见习－基地实习”

三阶梯专业技能培养模式。

（1）夯实学校技能训练  

校内十大实验实训中心能满足学生所有课程的实验实训。其

中，作为专业课支撑的中医药康复实训中心，建有方药、针灸、

推拿、虚拟仿真等专业实训室，场地宽敞，设备齐全，完全能够

满足针刺、推拿、拔罐、刮痧、药膳、炮制等各类中医药实践教

学的需要，为校内实训夯实了基础，实现理论学习与技能训练紧

密结合。通过老师示教、学生练习、小组竞赛、模拟诊疗等多环

节锤炼操作技能，强化学生中医思辨能力。

（2）扎实开展临床见习  

根据“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的学习要求 [4]，充分发挥

直属附属医院和老年养护实训中心的独特优势，结合中医学专业实

际情况，制定了《中医学专业临床见习管理办法》。学生到附属医

院（养护中心）熟悉临床工作环境，了解临床工作程序，掌握常见

病、多发病及各种临床基本操作，增强感性认识，强化望闻问切中

医四诊训练，锻炼辨证思维能力，同时为临床实习奠定基础。

3.强化中医思辨能力

（1）学习中医经典

开设中医经典著作选读课程，精选《黄帝内经》《伤寒论》等

书目，使学生了解中医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思维方式。同时，将中

医理论与现代医学知识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之处，从中发现中

医的独特之处和其在治疗中的优势。

（2）病案分析

在中医模拟诊室，教师带领学生通过分析实际病案，探究中医

治疗思路和方法，培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学术讨论和辩论

举办形式多样的中医学术讨论和辩论，邀请客座教授定期到

校开展讲座，鼓励学生交流和辩论，从中学习借鉴他人的思考方

式和经验，同时锻炼自己的辨证思维能力。

（4）推敲诊疗方案

在附属医院临床见习过程中，医师带领学生反思和推敲诊疗

方案，思考其合理性和有效性，不断修正和改进，提高中医临床

思维的准确性和灵活性。

（三）“四结合”

1.中医教育与西医教育相结合

对接岗位需求，优化专业课程设置 [5]，系统的中医课程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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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课程有序衔接，循序渐进。将两种学科结合在一起，可以为

学生提供更加全面和综合的医学视角。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综合思

维能力和判断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应对不同的医学问题和

情况。

另外，中医和西医的交叉研究领域有很多，例如中药药理

学、针灸治疗机制等。鼓励中医学专业学生与西医学科的师生进

行合作研究，开展跨学科的学术交流，增进双方的理解和合作。

2.理论学习与技能训练相结合

在夯实中医理论基础的前提下，注重锤炼操作技能，中医类

课时数与西医学类课时数之比为1.73:1，理论课时数与技能训练

课时数之比为1:1.08。

3.课程教学与技能大赛、执业资格考试相结合

课程内容与中医助理执业医师资格考试、1+X中医体质评估

与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考试相链接。一是增加资格考试科目的学时

比重，分析历年中医助理医师执业资格考试考点和真题，然后将

考试内容分科目、分章节融入到每一个知识点的学习中。二是分

析1+X中医体质评估与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考试大纲，将考试内容

融入到相应科目和章节中，以提高教和学的针对性。

贯彻以“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教”的教学指导思

想 [6]，鼓励学生参加针灸推拿、中药、康复等各级各类技能大

赛，让学生们通过比赛的形式展示和提升自己的学习成果，激发

学习兴趣和动力，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们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树立团队合作意识，锻炼学生们自信心和应对压力的能

力，营造比、学、赶、帮的良好学习氛围。

创新考核方式：一是课程的理论和技能考核，按照中医执业

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标准、1+X中医体质评估与应用资格考试标

准或国家技能大赛标准进行考核。二是本着“以学生为中心”，

建立健全能力与知识考核并重的多元化过程性考核评价体系，通

过过程性考核，加强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管理，丰富考核的内容和

形式 [7]，如课堂提问、组内讨论、组间辩论、技能比赛、平时作

业、书写课程学习感悟、期末线上线下考试等，在平时教学中就

让学生“忙起来”，引导学生关注学习过程，注重学习能力培养，

全面提升课堂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4.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相结合

学校与神威药业集团、石家庄益丰大药房等深度合作，为学

生的创新创业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和资源支持，提供更多的机会

和平台。组织学生参与各类创新创业实践项目，鼓励学生参加各

类竞赛，如中国 TRIZ杯大学生创新方法大赛、挑战杯创业计划

竞赛等。同时，指派有经验的创业导师或企业人员作为学生的指

导老师，提供指导和支持，帮助学生进行创新创业实践，解决问

题和困难，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

力，提高就业竞争力。

依托扁鹊教学实践基地、邢台市适宜技术推广指导中心以及

系部开辟的大学生社区志愿服务基地，组织师生经常到社区、乡

村、养老院等开展实践义诊、教学，传授中医适宜技术，为老百

姓提供推拿、拔罐、刮痧、康复等各类服务，专业教育与服务社

会紧密结合，不仅奉献了爱心、锻炼了能力，也促进了中医药文

化的传播。

三、体育为基、强体固本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把体育教育纳入教育教学全

过程 [8]。加强体育师资队伍建设，不断扩建体育场地，完善体育

设施，开设体育课、体育欣赏课，举办大学生运动会、阳光体育

活动周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推广

武术、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等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着力提升

学生的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增强团队协作和竞争意识，培养奋

发向上、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

四、美育为要、尚美塑人

配齐配好美育教师，开齐开足上好美育课，办好学生艺术

社团和大学生文化艺术节 [9]。依托扁鹊庙、抗大纪念馆、李保国

纪念馆、邢台市博物馆、邢台市美术馆等艺术场馆，丰富艺术实

践活动，强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教育，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陶冶高尚情操，塑造美好心灵，增强文化自信，激发创新创造

活力。

五、劳育为本、培劳养志

加强劳动教育理论课程建设，科学规划劳动实践教育方案。

依托中药种植园，开展种、管、制、用等一系列劳动实践。通过

劳动教育和实践教育，使学生能够理解和形成马克思主义劳动

观，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

丽的观念 [10]；热爱劳动，尊重普通劳动者，培养勤俭、奋斗、创

新、奉献的劳动精神；具备满足生存发展需要的基本劳动能力，

形成良好劳动习惯。

六、实践成效

（一）人才培养质量明显提升

在“五育并举”理念的指导下，学生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

得到明显提升。培养的学生先后荣获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研

究暨实验设计论坛银奖1项，全国中医药职业教育针灸推拿技能大

赛二等奖1项、三等奖5项，全国职业院校中医药传统技能大赛三

等奖3项，河北省职业院校中药传统技能比赛一等奖1项、二等奖

2项、三等奖3项。组织学生深入乡村、社区开展中医适宜技术服

务，每年服务2000人次以上，学生社团针灸推拿协会荣获“感动

邢台”网络人物。历年毕业去向落实率98.6%，学生的良好表现受

到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

（二）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明显提升

在“五育并举”理念的指导下，教师的教学理念、教学方

法、教学态度等不断地转变和更新，教学改革成效显著。教师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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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荣获河北省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大赛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

河北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河北

省精品课程3门，主编教材18部、其中国家规划教材4部，中医系

获批河北省西学中备案培训基地、邢台市中医适宜技术推广指导

中心，并荣获全国模范职工小家、河北省巾帼文明岗等称号。

七、结语

五育并举理念下中医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重构与实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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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中医学专业人才的重要举措。通过德育为

先、智育为重、体育为本、美育为要、劳育为荣的人才培养体系

的构建，以及优化教学资源配置、完善教学管理机制、加强实践

教学环节和强化综合素质评价等措施的实施，能够有效提高中医

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为邢台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

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