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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是民族复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因此建设教育强国的龙头引领应属高等教育。

作为与人民生命健康、整体国民素质紧密相关的重要领域，中医药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作用日益凸显，对优秀人才的需求也

更加迫切。当前，我国中医药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虽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总体看来依然存在很大不足，尤其是缺乏具有

引领力、影响力的领军人才。本文先对“五育并举”的育人价值、格局和理念进行阐述，又对中医药院校体育教学的特点

和中医药院校体育教育特色的五育内涵进行分析，确立了中医药院校体育教学落实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必要性。从“立

德铸魂”提高中医药学生品德修养的能力、“启智增慧”提升中医药学生仁德思想的智慧、“以体固本”赋予中医药学生

大医精诚的精神、“以美成人”培养中医药学生着手成春的医、“促劳修心”端正中医药学生医德医风的品质五个方面落

实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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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育”的教育理念及育人价值

教育的最终目标是要把学生培养成具有高尚的道德品

质，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判断的能力，掌握丰富的学识，

拥有健康的心理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及沟通能力，当人才

走向社会应是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和谐人。

顾名思义，“五育并举”的育人理念就是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德智体美劳是对人的基本素养

的一个定位，也是教育发展的趋势和目标。人“无德不立”，

德的存在价值在于与人联系在一起。所谓人之初、性本善，

人应具有明德惟馨品质和才高行厚品行才能立足于道德的

制高点，德育是引领道德前行、塑造学生品格和培养合格公

民的必经之路。应“智引未来”，才能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

战。当今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学生的智育水平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智育的重要性尤为凸显。通过智育教育旨在培养学生

敏捷的思维能力、高效的学习能力、明确的辨识能力及创新

实践能力是提升智育水平的根本。强“体育固本”，体育教

育能赋予学生健全人格和坚定意志。加强体育锻炼、助推健

康成长，让学生在运动中感受体育的魅力、享受运动的快乐。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让学生在参与中强大自己的体魄，

感受体育那种勇往直前、顽强拼搏的精神。要“以美育人”，

净化人的心灵、温润人的气质，并拥有纯洁的道德和丰富的

精神。通过美育教育提高学生审美观念和人文素养，要让学

生具有健康的审美观，培养发现美、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倡“劳动崇高”，丰富劳动实践教育。通过劳动树德、增智、

强体、育美，让学生在劳动学习中磨练意志、锻炼技能，养

成劳动习惯，走向社会具备自食其力的能力。

2. 中医药院校体育教学的特点   

首先我们明确体育是一门自然学科，它与医学是相互

促进、协同发展的，但与医学并非从属关系。在现代的体育

发展中注重科学运动，提倡学科交叉发展，一个优质的运动

团队必须有保健团队做保障。中医药院校的体育教学专业化

特征较强，教学目标和课程设置都要符合中医药人才的培养

需求。一般课程设置为选修和必修两种课，选修课主要根据

学生的兴趣设定和强身健体的需要而开设；必修课则要将

体育的运动实践性与中医药专业特点相融合，开设太极拳、

八段锦、功法、散打等武术类课程，此类课程的开设主要是

培养学生运用中医思维的角度领会中华传统武术项目的博

大精深。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瑰宝武

术项目的内外兼修、身法灵活、修身养性、天人合一强身健

体、传承民族文化等方面的特点与中医融合阴阳五行的辨证

思想，将阴阳相生相克、万物周而复始、防治未病、养生理

论以及运动防治与康复紧密地融合。让学生在体育课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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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过运用医学知识和术语了解身体运动原理与机能的要

领和意义，了解中医的整体理论观，将中医基础理论融汇到

体育课程实践中，深刻体会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药传统文化

的精髓，奠定良好的中医思维基础。

3. 中医药院校体育教育特色的五育内涵

中医药院校将医德教育位于五育之首，强调“医乃仁

术”。医学生要敬畏生命、尊重生命，要有一颗仁爱之心关

爱患者，并将精湛医术投入到救死扶伤的神圣工作中。“启

智明理”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中医药的哲学医理、诊

断疗法、医学药理、预防保健等方面的培养，有助于拓展学

生的学术视野，培养学生的医学思维方式和医学创新能力。

“固本健体”是中医养生理念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一种

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在在健康第一、体育固本的教育理念

指引下，培养中医药学生在体育学习中建立自信、在体育锻

炼中增强体质、在体育活动中享受乐趣、在体育竞赛中锤炼

意志、在体育参与中健全人格。“医心向美”启发学生对医

学之美的领悟，提升医理及药理哲学的互鉴能力，将医道、

医德、医术、医理、医智、医思、医学、医技巧妙地融合汇

通在一起，使学生在专业学习中感受医术的魅力。“劳动励

行”中医药是一门临床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学生通过临床实

习和社会服务等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4. 中医药院校体育教学落实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必

要性 

4.1 “塑心”倡导仁爱天下，强调医者仁心

医者要“塑心”倡导仁爱天下，强调医者仁心。“塑心”

是塑造医者一种谦恭谨慎的态度，也是塑造医者一种仁爱担

当的责任。清代名医喻昌说：“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

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

我们应将名医身上凝聚的光芒传承下去，告诫学生要尊重生

命、敬畏生命，医者救死扶伤、使命必达，但若有差池，也

恐误人性命。我们要培养学生仁爱担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未来行医路上步履要稳，内在要有精湛的医术、外在要有

崇高的医德，对待患者要懂得换位思考，有感同身受的同理

之心。要做到一视同仁、悉心诊视，举止言谈间要有和善亲

切的态度，让患者感受到医者如亲人。可见，“倡导仁爱天下，

强调医者仁心”才能培养出符合患者和社会需求的好医生，

也是落实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重要性之一。

4.2 “塑志”立志甘于奉献，勇于救死扶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医务工作者要恪守医德医

风医道，修医德、行仁术，怀救苦之心、做苍生大医，努力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所以医者要“塑

志”立志甘于奉献，勇于救死扶伤。我们从大爱、责任和使

命三个方面来看，要引导学生把医务工作当成毕生的热爱，

要有不计回报全心付出的态度，让治病救人的职业价值得到

肯定和升华，尽心尽力用精湛的医术护佑生命的健康。所以，

在对中医药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务必要结合德智体美劳

“五育”落实到人才培养工作中，把中医药学生培养成博学

笃行、医者仁心和大医精诚的高质量人才，为中医药守正创

新、传承发展而努力践行。

5. 落实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中医药院校体育教学的

实践研究

5.1 “立德铸魂”提高中医药学生品德修养的能力

品德修养关系到医德修养，品德与医德的关键在于

“德”。“医体育德”是共建“医体结合、德体共育”最有

效提升学生品德修养的有效途径之一。通过体育锻炼学生可

以快速参与到体育活动之中，并能迅速感受到体育精神和体

育文化从而获得道德认知。通过体育道德、体育品格的教学，

我们要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增强学生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加强医德认知的教育。具有大医精诚的精神，培养学生存仁

心、施仁术、有责任、有担当，勇于救死扶伤和甘于无私奉

献的品格与修养。

5.2 “启智增慧”提升中医药学生仁德思想的智慧

“启智增慧”顾名思义是启发与增长智慧的意思。“医

体启智”是医体智慧相融相生、相互促进的过程。现在的学

科推行交叉与融合发展，已然现在的教育不能单纯的把某一

学科或某一专业的育人价值与功能单独体现，而应实行交

叉、并举、相融的育人价值与功能融合体现。通过体育教学

不仅能够赋予学生强健的体魄，更能在潜移默化中启迪智

慧。医者要有“仁德”的思想，“仁德”也是中医药文化所

倡导的。医者本性有仁，便会心存善念，关注于人情冷暖，

能感同身受的对待病人如已一般，才能切实体会患者的病痛

与无奈。所以，要培养学生用医者的智慧治病救人以真诚打

动病人，要给予病人信心和希望，才能与患者一起战胜病魔。

5.3 “以体固本”赋予中医药学生大医精诚的精神

体育课程的开展能够增进身体健康、加快运动能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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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优化身体机能和促进身体健康。通过体育课程的学习，

可以直接提高医学生的身体素质能力，已备保障能够高效的

完成医学职业操作。中医类院校一般开设篮球、排球、羽毛

球、网球、足球、乒乓球、健美操、体育舞蹈、瑜伽、太极

拳、八段锦、功法等，其中球类和操舞类课程学生可根据自

己的爱好进行选择性修学，但武术类课程却是中医类院校学

生的必修课，因为中华传统武术项目与中医药传统文化是相

辅相成的。通过以上体育课程的学习不仅锻炼了身体还磨砺

了意志，在今后的行医路上无论面对挫折还是成就，都要有

坚韧不拔和谦逊淡然态度。要有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

见患者为病痛苦恼时要有感同身受之心、要有恻隐之心、要

有济世救人之决心才能赋有大医精诚的精神。

5.4 “以美成人”培养中医药学生着手成春的医术

中国传统文化、中医药文化和体育文化有着紧密的联

系，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哲学基础、民族智慧、民族凝聚

力与中医药文化和体育文化相契合。中医药院校的美育培养

一定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药文化，将文化中天人合

一、阴阳平衡等理念应用到专业实践中。第一，培养学生认

识三种文化的美，将三种文化的思想精髓和哲学观念融入到

专业学习中，让中医药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第二，

培养学生理解三种文化的美，将认识生命、维护健康和防治

未病的思想观念服务于未来的医疗事业中。第三，培养学生

欣赏三种文化的美，为培育健全人格、丰富精神世界和塑造

人格魅力而不断加强美育沁润，滋养未来的医务工作者。第

三，培养学生创作三种文化的美，增强文化自信，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激发使命担当，让学生在精进和钻研中赋

有着手成春的本事，为人民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5.5 “促劳修心”端正中医药学生医德医风的品质

孔子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意思是上至天子、下至臣民，无论是谁都要把提高自身修养

作为根本。由此可见，道德是有具身性的，而体育则是一种

天然可以通过身体塑造好的品德与人格的最佳途径。通过体

育教学培养学生赋有顽强拼搏、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

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与医德医风的道德精

神和医道医术的精湛技艺相融合，做到修医德、正医风、通

医道、精医术、行仁术，刻苦钻研追求救死扶伤和治病救人

的高超本领。和谐构建医患关系和医者关系，要秉承关爱生

命和治病救人的理念，为患者缓解病痛、远离病痛做出高质

量救治，才能推动中医药事业告知联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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