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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医药院校学生国学素养培育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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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人文与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0　引言
“国学”一词由来已久，早在《周礼》中就有所记载，最

初是国家设立的教育机构的名称。而到了近代国学的含义开始
发生了改变，较典型的有章太炎、刘师培的与君学、异学相对
应的中国古代学书论，主要指中国学术思想中的精华。第二种
观点是由胡适、傅斯年提出的“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体系”。
而现在我们普遍认为“国学”是指中华民族的学术文化，也就
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我们民族所形成的学问 [1]。季羡林先生
曾多次强调：“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传统文化就是国学”，
也就是“大国学”的范畴。而何为“国学素养”，它是指人们
对待国学所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素养、能力以及情感认知，
就是我们如何认识国学以及如何运用国学的能力。那么为何我
们要在中医药院校中提高学生的国学素养。

1　中医药院校学生国学素养培育的必要性
1.1　加强国学素养的培育有助于提升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文
化认同”是一种个体被群体的文化影响的感觉，是人们在一个
民族长期生活中形成的对本民族有意义事物的肯定性体悟。文
化认同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而大国学的
范畴认为传统文化就是国学，学习国学对建立学生传统文化的
认同感和文化自觉性有着积极的意义。因此在中医药院校的实
际教学过程中要注意传统文化的熏陶，有意识的提高学生对国
学课程的学习兴趣，继而提升学生的国学素养。在 17 年 10 月
的十九大报告中已经提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提升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素养必然有助于
提升文化自信心以及文化认同感。
1.2 　提高国学素养是提升医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要途径之一。
提高国学素养离不开国学教育，毕天璋提出“我们暂时可以界
定为以国学为核心内容的，旨在传承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和学
术传统，培养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教育。”而中医学本身和
传统文化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医学就是作为传统文化的
一部分，儒道等学说思想都影响了中医学的文化背景，而拥有
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才能够更好的理解中医理论中的精华。而
国学中的经典无疑会帮助学生增强文化底蕴，提升人文素质，
例如读《论语》可以让学生知礼、知仁义，懂得为人处世的方
式方法，读《孟子》可以提升学生内心的道德感、提高社会责
任感；读《庄子》可以帮助学生更加豁达洒脱；读唐诗宋词在
让学生感受审美愉悦同时诗意的体悟人生，学习国学可以让我
们心灵中有诗意，记忆中有历史，思考中有哲理。

同时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开展国学教育，能够有效弥补专
业课程在素质培养上的不足，帮助医学生改善精神面貌、提高
道德修养，实现自我提升。而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离
不开国学的弘扬与传承。高等中医药院校强化国学教育势在必
行，因此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加强学生的文化自觉与文明修养 [2]。

2　对中医药院校国学课程建设的构想
2.1　完善国学教育课程体系。中医药院校应适当完善对国学教
育类课程的建设，使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继而增
强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认同感。可开设国学类通识课程普及国学知
识、牢固国学基础和培养国学精神。并且中国传统医学中也包含
着大量的传统文化的内容，因此可依据中医自身的特点重点介绍
与中医有关的哲学经典，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中医理论。
2.2　注意提升中医药院校中国学类课程的师资队伍建设。通过
培训、进修等方式组建一批具有扎实国学理论功底、较高文学素
养同时又具有一定中医专业知识的师资队伍，各中医药院校中的
此类课程教师应加强自身的综合素质，在精通本身专业知识的基
础上拓展知识结构，特别是中医学的知识，成为复合型教师，不
断提升教师的能力水平，确保学校的国学教育取得较好效果。
2.3　开展多种多样的国学教育活动。定期开展与国学有关的讲
座、报告等，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可以做国学经典的专题讲座，
例如儒家、道家经典以及文学篇目，可以从文学、哲学、史学
多角度讲授国学中的精髓，让学生先了解接受继而产生学习兴
趣。同时可以借助网络平台让学生选修一些网络教育课程，以
兴趣为先导，在此基础上逐渐提升学生的国学素养 [3]。同时可
以走出课堂，在学生中建立学生社团活动等隐性传播形式提升
学生的文化自觉性。可以组织演讲活动、知识竞赛、系列征文
等活动，活跃校园氛围，用多种多样的校园活动促进学校的校
园文化建设，最终达到提升学生国学素养的目的。
2.4　采取科学的教学方法。在课堂上应科学运用教学方法，以
学生为中心，注重学生的学习效果，采取经典篇章阅读教师讲
解学生问题讨论等方法，同时也可以在课堂上或者课下布置学
生观看经典的专题片，例如百家讲坛，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
趣自主选择观看的视频。
2.5　制定相应的国学课程考核标准。围绕国学教育弘扬传统文
化提升道德素质的培养目标，有针对性的制定完善课程计划，
展开丰富、多样的考核模式，例如以实践论文、现场问答等形
式多方面多角度的考察学生的掌握情况，特别是借助网络平台
建立微信群等方式开展课下作业，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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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学教育是以国学为核心内容的教育 , 近年来我国逐渐出现了“国学热”的现象，国学已经被我国的教育界所
认可和接受。而全国的中医药院校也逐渐开设了一些与此相关的课程，以提高中医药院校学生的国学素养。但是在具体
的实践过程中对此类课程的重要作用尚认识不足，在课程体系、课程设置、人员配置等方面还有所欠缺，因此本文试分
析中医药院校中学生国学素养培育的必要性，对中医药院校中国学类课程的设置提出一些构想，希望能为今后中医药院
校此类课程中的建设提供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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