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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 

提升中医类专业学生针灸推拿技能的教学改革 

路科燕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安阳  455000） 

【摘  要】《针灸推拿学》是中医专业学生必学的课程之一，但长期以来，部分高职院校中医专业在《针灸推拿学》课程的教学的

模式比较单一，人才培养的机制不够合理，导致学生在针灸推拿方面的技能水平不高。为了提升中医专业学生针灸推拿

的技能，在“大思政”环境下，深化中医针灸推拿专业教学改革，在对学生进行理论和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巧妙融入思

政教育，这样才培养学生针灸推拿技能的同时，大力弘扬传播中医传统文化，提升学生的中医文化自信，培养他们逐渐

形成“精、诚、仁、爱”的职业素养，对于学生未来的就业能力及职业发展具有极大的价值。本文就对此进行详细阐述，

仅供相关中医类高职院校针灸推拿专业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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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aching reform of improving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skills for stud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ajors 

Lu Keyan 

(Anya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Henan Anyang 455000) 

[Abstract]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is one of the required courses for students majoring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ut for a long 

time, the teaching mode of some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 course of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is relatively single, and the 

mechanism of talent training is not reasonable, which leads to the low skill level of students in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kill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tudents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in the "ideological" environment,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professional teaching,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theory and practice, clever into ideological education, to cultivate students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skills at the same time, 

vigorously carry forward the spread of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ivate them gradually formed "fine, 

sincere, benevolence, love" professional quality, for students' future employment ability and career development has great value. 

This paper expounds this in detail, only for the relevant TCM vocational colleges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professional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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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随着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出现

了身体亚健康状态，传统的中医康复理论以及针灸推拿的诊

疗方法逐渐受到关注，尤其是在中风、偏瘫以及颈椎病等一

些常规多发病和疑难杂症领域的康复治疗中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已经成为现代康复医学中不可或缺的诊疗手段。针灸

推拿学是中医学及康复治疗学等相关专业重要的专业课程

之一，是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各科之间的桥梁，同时也是中

医专业的核心课程。本课程重点阐述了刺法、灸法、拔罐、

推拿等成熟、实用的针灸推拿相关技术操作方法，并系统讲

解临床常见疾病的针灸推拿治疗。但因为受现代医学发展的

冲击，导致该课程教学的理念比较落后，同时教学的硬件设

施也相对缺失，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大都采用了传统的“填

鸭式”灌输教学模式，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处于被动的地位，

学习的积极性不高。而在临床实践过程中，指导教师也大都

忙于繁重的医疗康复工作，很难对学生进行高效的指导。此

外，不论是在理论教学还是在临床实践中，学生与教师以及

与其他同学之间缺乏交流沟通，甚至不少学生对自身的定位

不清晰，缺乏自信心，在“精、诚、仁、爱”的职业素养方

面也明显不足，因此，在就业时，很难与其他同领域的人才

进行竞争。基于此，分析研究大思政背景下中医针灸推拿专

业教学改革，提升中医类专业学生针灸推拿技能，提高他们

的职业素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中医针灸推拿概述 

针灸和推拿是我国传统中医学领域进行养生和治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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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手段。其中，针灸是指通过运用毫针或艾条，在人体表

面的穴位处进行针刺或艾灸的操作来实现治病以及保健目

的的治疗方法；而推拿则是根据中医经络理论，通过对人体

各经络进行针对性的按摩、推拿来实现治疗和放松的方式。

《针灸推拿学》是高职院校中医专业重要的专业课程之一，

教学的内容是：针灸推拿学的发展历史、现状和趋势，学习

经络腧穴相关知识以及刺法、灸法、拔罐、推拿等成熟、实

用的针灸推拿相关技术操作方法，并掌握临床常见疾病的针

灸推拿治疗。此外，本课程需要正常人体剖学等相关知识作

基础，同时参考中医内科学、中医骨伤学等学科相关理论知

识，本课程知识的学习将使学生所学更加丰富及全面。 

二、高职中医针灸推拿专业实施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

必要性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质

量越来越高，对于健康的追求也不再限于对疾病的治疗，更

多开始关注养生及未病先防理念。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的

快速发展，我们的生活节奏也日益加快，很多白领人士在长

时间忙碌的状态下，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亚健康状态。这样

一来，社会各界对于以中医、中药为基础的针灸推拿按摩的

需求量与日俱增。市场中从事中医康复行业的人数也越来越

多，但其中很多人都是半路出家，导致行业整体发展形势不

理想，甚至还有部分从业人员素质和技能不高，存在着打擦

边球的问题，严重扰乱了行业的健康发展。而高职中医专业

在针灸推拿学课程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将课程教

学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在一起，在培养学生理论和实践技能

的同时，将爱国主义、文化自信、工匠精神、民族自豪感、

人文关怀、大医精诚、团结协作以及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等思政元素融入到教学当中，能提升学生的职业素

养，为他们未来的就业及良好的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具

体来说，高职中医专业在针灸推拿学课程教学中实施课程思

政教学改革，具有如下的重要意义： 

（一）继承并弘扬中华优秀中医文化 

高职中医专业在针灸推拿课程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教

学改革，首先可以继承并弘扬中华优秀中医文化。习近平总

书记曾明确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国最深厚的文化软

实力，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中医文

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历经几千年的历

史积淀逐渐形成的，其中蕴含的不仅仅是治病救人的理法方

药，更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内涵，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之一。通过在理论和实践教学中巧妙融入思政元素，对学生

渗透优秀的中医文化，能促使中医针灸推拿专业的学生更好

地继承并弘扬优秀中医文化，并逐渐养成对优秀中医文化的

自信和自觉，能够认真学习老一辈中医针灸推拿工作者的敬

业精神，进而形成中医文化自信。 

（二）培养“精、诚、仁、爱”的职业素养 

针灸推拿在我国有着数千年的发展历史，在高职中医专

业开展该课程的教学，教师在进行理论知识讲解过程中，就

可以借助该课程的发展历史向学生渗透爱国敬业、勇于担当

的家国情怀，精益求精、学以致用的探索精神以及救死扶伤、

仁心仁术的职业情怀，从而促使学生逐渐形成“精、诚、仁、

爱”的职业素养，这样对于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具有极大的

推动作用。 

三、中医针灸推拿专业实施课程思政教学改革面临的

问题 

（一）教师队伍比较缺乏 

当前，高职中医专业针灸推拿学课程在实施课程思政教

学改革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教师队伍比较缺乏，尤其是

“双师型”教师。当前，很多高职中医专业针灸推拿学课程

的理论教师都是毕业后直接留校的青年教师，他们的理论知

识十分丰富，但实践操作技能相对不高，无法对学生进行针

对性的实践指导。而实践教师大都是各个医院的专业人才，

平时的工作比较繁忙，也无法对学生进行针对、有效的指导。

而且，他们对于当前一些先进的理论知识不够了解。因此，

当前高职中医针灸推拿专业缺乏双师型教师。 

（二）教学资源需要整合 

当前，高职中医专业针灸推拿学课程在实施课程思政教

学改革中，还存在着教学资源比较分散，需要进行优化整合

的问题。具体来说，当前很多高职中医专业针灸推拿学课程

在教学理念方面比较落后，教学的模式也相对比较陈旧和单

一。尤其是从专业课程设置来看，理论课程占比过高，实践

教学占比过低，教学的效果较差，学生的实践能力也相对较

弱。需要收集相关课程的思政实践案例，完善思政元素集、

案例集，丰富教学资源。同时还要重构中医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及《针灸推拿学》的课程标准。 

（三）评价体系需要重构 

当前，高职中医专业针灸推拿学课程在实施课程思政教

学改革中，还存在着教学评价体系需要重构的问题。就目前

而言，很多高职中医专业在针灸推拿学课程教学评价方面，

大都是采用结果性评价方式，即以学生的考试成绩作为评价

的对象，没有对他们学习的过程进行全面评价。因此，必须

不断完善评价手段，突出过程性评价，尤其是需要针对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的自主性、自觉性进行评价，同时还要在实训

练习中，加大人文关怀表现的占比，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的

“精、诚、仁、爱”职业素养。 

四、提升中医类专业学生针灸推拿技能的教学改革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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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策略 

（一）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 

针对当前高职中医专业针灸推拿学课程双师型教师人

才紧缺的问题，相关高职中医专业应采用引培结合的方法，

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在实际操作中，一

方面可以加强与合作医院的联系，聘请医院中的骨干中医来

校开办讲座，向师生讲解穴位定位、针刺和推拿手法操作，

或者是兼职任教。同时鼓励引导本校年轻教师到合作医院挂

职进修，将自己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操作当中。此外，还

要定期组织教师进行课程思政教学研讨会，采用集体备课的

方式，帮助教师更好地将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自信教育、工

匠精神培养、人文关怀教育、大医精诚教育、团结协作意识

培养以及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思政元素融入到

教学当中，更好地在理论和实践教学中对学生渗透思政教

育，促进他们综合素质的提升。 

（二）实行一体化教学模式 

一体化教学是指将理论知识的学习与实践操作有机结

合起来，实现理实一体化的教学。在实际操作中，相关高职

中医专业在开展针灸推拿学教学时，可以将课程分为三个模

块，分别是上、中、下三个篇章，分别对应基础知识、技能

操作和临床应用（见表 1）。其中，在上篇基础知识模块教

学中，主要是对学生进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文化自信的

渗透。例如：在进行穴位讲解时，可以针对穴位的命名，对

学生渗透我国古代星象文化、阴阳五行文化以及天文地理等

方面内容。而在讲授腧穴内容时，就可以结合我国传统文化

进行讲解，这样不仅能强化学生对腧穴知识的了解和记忆，

还能有效向他们普及、强化传统文化知识，从而增加他们的

文化自信；而在中篇技能操作模块教学中，主要是培养学生

医患沟通的能力，并帮助他们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强

化他们的职业素养；最后在下篇临床应用模块教学中，主要

讲授现代化的中医技术，并对学生渗透创新理念，引导他们

树立创新发展和与时俱进的理念。 

表 1  三位一体化教学设计构成表 

课程结构与内容 课程思政元素 

经络知识 
上篇——基础知识

腧穴知识 
求真务实、文化自信

刺法和炙法 
中篇——技能操作

其他中医技术 
医患沟通、以人为本

常见疾病应用 
下篇——临床应用

现代中医技术 
守正创新 

（三）采用多样化教学方法 

高职中医专业针灸推拿学课程在实施课程思政教学改

革时，还应该积极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具体来说，主要

应采用如下的教学方法。 

第一，任务驱动法。借助学校的学习通平台，发布课前

任务，引导学生提前预习。在发布预习单时，可以借助古书

典籍中的真实案例，或者是电视剧中的经典片段，巧妙设计

学习任务，促使学生能够自主探索知识，从而增强他们的学

习能力，培养他们形成良好的自学习惯，并进一步增强他们

的中医文化自信。 

第二，练习法。组织引导学生利用仿真模拟模型来练习

所学的知识，在他们熟练掌握相关要点后，以同桌或者学习

小组为单位进行互相练习，从而更好地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

转化为自身的实践技能，并有效提升他们与患者进行沟通交

流的能力，培养他们的“精、诚、仁、爱”的职业素养。 

第三，实践法。利用课余时间，由专业教师带队，组织

学生到社区或者广场开展义诊活动，以此巩固学生的专业技

术能力，增强他们的动手操作能力，并引导他们体会运用自

己所学知识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快乐，从而培养他们的自信心

以及仁爱之心和医者仁心。 

（四）重构教学考核评价体系 

在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的同时，还要进一步重

构教学考核评价体系。具体见表 2。 

表 2  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新体系 

评价范畴 评价项目 评价方法 评价要点 

课前探索 检查学生笔记、资料收集、项目准备情况 
齐全度、完整度、精准度以及学生参

与的程度 

课中参与 
观察并记录学生参与问答、主题讨论、辩论发

言以及实训练习环节的参与度和质量 

注意学生参与过程的态度与职业素养

等内在指标的评价 
过程性评价 

课后拓展 记录学生参与社区志愿活动的表现 
注意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以及具体职业

素养体现 

课后练习 
检查学生课后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的掌握及自

测自评情况 
学生自评与互评成绩及表现 

形成性评价 

考试成绩 学生期中和期末考试成绩、实践技能操作成绩
学生理论考试与实践测试的专业能力

表现及职业素养体现 

结语： 综上所述，针灸推拿学是高职中医专业重要的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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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在大思政教育背景下，应积极实施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在专业教学中巧妙融入思政教育元素，这对于学生的专业素

养及思政素养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有利于继

承、弘扬并传播中医优秀传统文化，还能提升学生的中医文

化自信，培养他们“精、诚、仁、爱”的职业素养，为他们

未来的良好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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