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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高等中医药传承教育课程和教材体系构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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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医药大学　河南郑州　450000

摘　要：本文分析人工智能在中医药领域的使用以及人类大脑相比人工智能的优势，在此基础上构建高等中医药传承教育

课程和教材体系，本体系为：以中国文化经典课程为精神引领，以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史学为情感熏陶，以身心提升课程为

修身实践，以中医药文化课程为医道纲领，以中医核心经典课程为理法之源，以人工智能融合教材为课堂教学和学生自学

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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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发展日新月异，机器人的诞生和应用代替

了人类很多工作。截至 2023 年，人工智能在中医领域的应

用已经取得显著进展，多个研究团队和企业开发了不同类型

的中医 AI 模型。以下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中医人工智能模

型及其应用方向：

中医辨证论治模型，基于患者症状、舌象、脉象等信息，

进行中医证候诊断和治疗方案推荐。可用于临床辅助诊断、

中医教育、健康咨询。

舌诊与面诊 AI 模型，通过面部图像分析气血状态和脏

腑功能，结合中医理论提供健康评估。可用于远程医疗、健

康监测、中医四诊合参辅助工具。

脉诊 AI 模型，通过传感器采集脉象信号，利用 AI 算

法分析脉象特征（如浮、沉、迟、数等），基于深度学习的

脉象识别系统，能够分类 28 种常见脉象，准确率达 90% 以

上。可用于中医临床诊断、健康管理设备。

中药方剂推荐模型，根据患者症状和证候，推荐经典

方剂或个性化组方。可用于中医临床辅助、中药学研究、个

性化健康管理。

中医知识图谱与文献分析模型，构建中医药知识图谱，

支持文献挖掘、药物相互作用分析和经典理论研究。可用于

中医药研究、教育、临床决策支持。

中医健康管理模型，基于中医理论，提供个性化的健

康管理方案，包括饮食、运动、情志调节等。可用于智能健

康设备、移动健康应用。

中医教育辅助模型，支持中医经典学习、辨证思维训

练和临床技能提升。可用于中医药院校教育、师承教育、继

续教育。

中西医结合诊断模型，整合中医四诊信息和西医检查

数据，提供综合诊断建议。可用于综合医院、健康管理中心。

中药药理与药物研发模型，利用 AI 加速中药活性成分

筛选、药物相互作用分析和新药研发。可用于中药现代化研

究、药物研发。

中医治未病模型，基于中医“治未病”理论，提供疾

病预测和健康干预方案。可用于健康管理、疾病预防。

这些中医药人工智能模型通过结合深度学习、自然语

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等技术，正在推动中医药的现代化和国

际化发展。

然而，也有很多人担忧人工智能自我学习的能力越来

越强后会取代大夫。在未来，中医大夫和一个具有超强诊疗

能力的智能机器人相比，他的优势在哪里？如果我们培养出

来的人才，诊疗能力还不如智能机器人，他又该如何立于不

败之地？这就对我们现在的中医药传承教育提出了挑战。我

们如何培养中医药传承教育的学生，如何构建课程和教材体

系，才能让中医药学生毕业后在人工智能助力下更具优势？

1 人类大脑比人工智能的优势

人工智能的工作原理是基于算法和数据，通过计算和

模式识别处理信息。虽然人工智能已经可以进行深度学习，

但是它要依赖大量数据进行训练，数据质量和数量直接影响

学习效果。而人类大脑能够通过少量经验进行学习，具备迁

移学习和抽象推理能力，适应性强。

人工智能处理问题的能力在特定任务上表现优异，如大

规模数据处理和复杂计算，但在跨领域任务上表现有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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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大脑具备广泛的任务处理能力，能够灵活应对不同情境，

尤其在创造性思维和情感理解方面表现突出。

在创造力和情感方面，人工智能的创造力有限，主要

基于已有数据生成新内容，缺乏真正的情感体验。而人类大

脑具备高度创造力和丰富的情感体验，能够进行艺术创作和

复杂情感交流。

在自我意识方面，人工智能无自我意识，只能执行预

设任务，无法自主决策。而人类大脑具备自我意识，能够进

行自我反思和自主决策。

对于决策过程，人工智能尤其是深度学习模型，决策

过程往往难以解释，存在“黑箱”问题。而人类大脑决策过

程相对透明，能够通过内省和语言表达进行解释。

综上述，人工智能在特定任务上表现优异，但在创造力、

情感、自我意识、直觉思维和决策解释等方面远不及人脑。

人脑具备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处理复杂的情感和抽

象思维。所以，高等中医药院校培养传承人才的方向除了原

本传承教育的目标之外，重点要在人工智能的弱势方面重点

发展。也就是说高等中医药传承教育要注意培养发挥人脑思

考和学习的优势，发挥人类在智慧决策、创作力、情感温度

和自我意识方面的优势。人工智能时代，高等中医药传承教

育的毕业生不仅具有高超的临床诊治能力，而且应有极强的

处理问题的智慧，有丰富的情感陪伴能力，有同理他人的链

接感知能力，有灵动的创造力和自我觉知的意识能力等等。

2 高等中医药传承教育课程和教材体系建构原则

2.1 具有传承性

对于传承的解释，《说文解字》注：“传，以驿站转

递文件。承，奉也，受也。”《康熙字典》“传，授也、续也、

布也。”《古汉语字典》：“传，流传。承，承受，承接，

托着，捧着。”传承一词连起来看就是传递和接受。从传承

一词的本义看，我们讲的中医药传承教育主要是传授承接先

辈留下的中医药学术，有相对于中医创新教育和现代学校教

育模式而言之意，包含有中医教育教授内容和教授模式的选

择。其实所有的教学都要有传承，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只

不过中医药教育更注重传承先辈的学术经验。传承特色是构

建中医药传承教育课程和教材体系不能偏离的核心。这就要

求中医药传承教育以中医药传承特色教材为授业核心内容。

2.2 依据中医药的教育规律

中医药高等教育，要具有中医药高等教育特色，培养

具有中医药思维、掌握中医药知识、运用中医药方法手段防

治疾病的中医药专门人才。

王华等指出，“无论从生命科学还是从医学科学范畴看，

中医药的学科属性有其特殊性，首先中医药学科属于中国古

代的传统医学学科；其次中医和中药融为一体；第三是中医

药学科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属性。中医药学的特殊学科属性

规定了中医药高等教育的特殊性。”[1]。因此，高等中医药

传承教育的课程和教材体系构建要注重中医药教育的特殊

性。中医药学科属性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医药教育的特殊性，

开展中医药教育要遵照其学科的特殊性和其内在规律。

2.3 兼顾现代教育环境和国情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2]。国家对国民的综合文化

素质和体质素质提出了新的需求和保障要求，需求是对强国

建设者的需要，保障要求是国家对人民的保护目标。这也对

教育和国家医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要培养国家建设者

和接班人，国家医疗是要保障人民身心健康。高等中医药教

育应该能够在这两个方面都有重要担当。因此，中医药传承

教育既要培养中医药专门人才，又要培养国家发展需要的全

面发展的通才。所以，高等中医药传承教育既要做好中医药

传承教育，又要做好学生作为全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

2.4 重点培养人类比人工智能的优势项

前文已经论述，人工智能在特定任务上表现优异，但

在创造力、情感、自我意识和直觉思维等方面远不及人脑。

人脑具备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处理复杂的情感和直

觉思维。再往高处说，人类具有超远的理想和情怀，具有丰

富的智慧，具有赤子之心和道德良知，这些都是人工智能所

不及的地方。高等中医药院校中医传承教育不仅要重注培养

学生的创造力，开发学生丰富的情感，唤醒学生自我意识等。

更要注重开发学生内在的智慧，培养学生崇高的理想、超远

的道德情怀，唤醒学生的赤子之心和道德良知。

3 中医药传承教育课程和教材体系构建

根据上面对高等中医药传承教育课程和教材体系构建原

则的论述，高等中医传承教育课程和教材体系构建需要把握

四个方向：一是把握高等教育对人的培养目标，建设全人教

育教材体系；二是把握承载中医药学术本体的文化基座，建

设中医药学术文化教材体系；三个是把握中医药学术本体，

建设中医药经典核心教材体系；四是把握以中医药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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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和统领，建设整合其他二级学科的融合教材体系。

3.1 中医药全人教育教材体系

袁广林、周巧玲指出 [3]：“隆·米勒综合了 60 位全人

教育学家的意见之后认为，‘全人’应该包含智能、情感、

身体、社会、审美、精神 6 个方面的素质。其中精神性又具

有统领地位。也就是说，全人教育要以人的和谐发展为导向，

培养具备整全知识、完备人格以及拥有正确价值观和积极人

生态度的‘全人’”。通识教育为全人教育目标的实现提供

了坚实的平台。

3.1.1 精神统领模块儿教材

因为全人教育中精神性具有统领地位，所以中医药传承

教育课程和教材体系的全人模块培养目标应以超远的理想

为主，也是培养学生超远的理想和情怀设计的课程和教材体

系。这一模块的课程具有智慧开发功能，以开发人本有的内

在智慧，唤醒人的本能为主。这类课程以中国文化经典为主，

当然也有其他民族的文化经典，在中国文化经典出现的时代

也是圣人辈出的时代，中国文化经典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更

是中国古圣先贤的智慧结晶。作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传承

人，血脉中固然流有古圣先贤的智慧血液，只是在污浊世俗

琐事中没有唤醒内在的智慧，需要中国文化经典的学习开启

内在沉睡的智慧。人类道德和自我意识的觉醒都有赖于中国

文化经典的学习。

精神统领模块儿教材包含：《周易》《论语》《孟子》

《道德经》《庄子》《金刚经》《心经》等。

《周易》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是中华文化经典中的经典，

是人类智慧结晶中的精华。因此，学习中国文化不能不学习

《周易》。

《论语》《孟子》《道德经》《庄子》《金刚经》《心经》

等儒道佛各家文化经典的代表著作，儒道佛各家文化从不同

的角度解读人类世界，可以相互补充相互纠偏，三家文化殊

途同归，最终都指向人类得道的最高境界，是人类智慧最有

代表性的著作成果。因此，学习中国经典文化必开《论语》《孟

子》《道德经》《庄子》《金刚经》《心经》这些经典著作。

3.1.2 情感审美教材模块

人类的情感审美能力是人类超越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能

力，也是全人教育非常重要的培养方向。因此，中医药全人

传承教育中全人目标的实现必须注重学生情感审美能力的

培养。情感审美能力的培养应以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为教育

媒介，包含研习中国传统的诗歌、琴棋书画和中国史学课程

等。情感审美教育是为了个人内在情感的升华，所以，情感

审美的培养要生活化、自由化，不能作为知识去学习，更不

能功利化、知识化，因此，要注重教育环境对人的熏习。中

国史学是使学生对国家和生命充满温情的有效课程。

情感审美模块儿教材包含：《诗经》《唐诗》《古琴》

《围棋》《书法》《国画》和中国古代史、近代史以及中华

武术类教材。

3.1.3 身心能力提升课程

身心能力提升课程是在中国经典的研习基础上，带领

学生洞见中国文化的底层逻辑，以践行中国文化作为一种修

身方式，中国经典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起于修身。修身

就是提升学生内在心理能力和外在体能的根本途径。但是我

们现在讲的修身都落于体格的修养锻炼，当然体格的修养锻

炼属于修身的一部分，而中国文化的修身更重要的是内在心

性的修养和提升，通过内在心性的修养和提升，带动外在体

能的提升。《孟子》中讲立志时说：“夫志，气之帅也；气，

体之充也。”说明一个人的志气和气节，会直接影响个人充

身的气，而充身的气又是支撑身体的物质基础。

身心能力提升课程教材要以中国文化经典为依托进行

编写。

3.2 中医药学术本体的文化基座教材体系

中医药学术本体的文化基座教材主要是有利于学生学

习中医药学的文化课程，从传道授业角度讲，这类课程属于

医道课程。这类课程主要讲述有关中医的思维方式、传统习

俗、天文历法、五运六气、文学艺术，甚至一些影响深远的

事件等 [4]。对于中医不仅是理论上的指导，更是实践中的应

用，同时承担着文化传承和创新发展的重任。

中医药学术本体的文化基座教材模块：《中国传统文

化概论》《天文历法》《中医文化学》《五运六气》《训诂学》

《医古文》等。

3.3 中医药经典核心教材体系

中医药经典核心教材体系主要指中医药经典核心课程，

包含《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神农本

草经》。同时为了各专业学生深入学习本专业经典内容，针

对不同专业开设专业经典课程，建设专业经典教材。针对各

专业的专业经典课程包含《中医药经典导读》《针灸推拿经

典选读》《中医养生学经典选读》《中医儿科学经典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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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康复学经典选读》《中西医结合经典选读》等。并且

取各家之长，开设《中医各家学说》以及各学派的代表著作，

作为学生扩展的读物。

3.4 人工智能助力教材体系

以中医药基本理论为基础和统领，利用人工智能建设

跨学科的融合教材体系，具有交互功能模拟实验情景的虚拟

仿真教材等等。这类教材主要便于学生自学、复习，同时为

课堂教学提供交互环境，助力课堂教学。

4 总结

综上所述，在人工智能时代，高等中医药传承教育的

人才培养方向要兼顾超越人工智能和学术传承双重目标，因

此在课程和教材体系设计上要依据传承性、中医药的教育规

律、现代教育环境和国情及重点突破人工智能的弱项四个原

则。同时，高等中医药传承教育课程和教材体系构建要把握

四个方向：一是构建全人教育课程和教材体系；二是构建中

医药学术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三是构建中医药经典核心课

程和教材体系；四是构建人工智能融合课程和教材体系。因

此，高等中医药传承教育课程和教材体系要以中国文化经典

课程和教材为精神引领，以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及史学课程和

教材为情感熏陶，以身心提升课程和教材为修身实践，以中

医药文化课程和教材为医道纲领，以中医核心经典课程和教

材为医理之源，以人工智能融合新型课程和教材为课堂教学

和学生自学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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