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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医融合背景下八段锦在医学院校推广的路径研究 
赵娜  张卓琳  孙泽安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河北省沧州市  061000） 

摘要：在体医融合理念背景下，八段锦这一传统健身法于医学院校渐获推广。本文先是探讨其融入课程体系的可行性，剖析医
学生高压下的身心健康问题。八段锦对提升学生身体素质、缓解学业压力及促进心理健康有益。同时，文章关注推广时师资、资源
配置难题，以及参与度与教学效果评估问题。借助建立长效机制、创新多元发展路径，八段锦能在医学院校可持续推广，进而积极
推动医学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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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医学院校学生饱受学业与心理重压，健康和学业均受冲击。

体医融合理念顺势而生，旨在借助综合健康管理促进学生身心
发展。八段锦作为传统健身法，能有效舒缓压力、强壮身体。
将其引入课程体系，既是解决医学生身心问题的良策，又可为
医学教育改革开拓新方向。本研究着重探讨八段锦在医学院校
的推广途径，深入分析推广中的挑战，如师资、资源等方面，
并努力寻求应对的方法，力求为医学生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推动医学教育与学生健康协同进步。 

一、医学院校学生身心健康现状分析与八段锦推广的必要
性 

（一）医学院校学生身心健康问题的现状与挑战 
医学院校学生群体在学业、身体及心理层面遭遇诸多挑战。

医学课程知识体系庞大繁杂且教学模式以理论讲授占据主导地
位，致使学生深陷高强度学习情境，身体锻炼时间被极大程度
压缩。长期维持坐姿且运动匮乏，令学生群体呈现出程度各异
的亚健康状况，诸如颈椎病变、腰椎病症、体态肥胖以及持续
性疲劳体验。鉴于医学专业自身特质，学生于临床实习阶段时
常需直面高强度工作压力与情绪起伏波动，众多学生由此滋生
焦虑、抑郁等心理不适症状【1】。此类问题不但对学生学业成效
产生负面影响，亦有可能于其未来职业生涯中演变为潜藏危机。
医学院校学生身心健康问题已然成为当下医学教育变革进程中
的关键要点，亟待探寻有效的应对举措与化解途径。 

（二）传统健身方法对医学院校学生身心健康的影响及需
求 

传统健身方式于身体机能调适及心理健康促进层面独具优
势，于医学院校学生群体中，其作为非药物性干预手段渐受瞩
目。八段锦，此一动作舒缓且衔接流畅、易于习得传统健身术，
借由呼吸与动作协同调节，助力学生舒缓躯体、消解压力并增
进心肺机能。诸多医学院校已开展将八段锦纳入学生日常活动，
成效颇为显著。八段锦不但利于改善学生身体情形，舒缓因长
期研习所致肌肉紧绷，亦能借由平抚焦虑心境、调适心理态势，
提升学生总体幸福感受与学业成效。伴随体医融合观念广泛传
播，愈多医学院校察觉，仅依凭课本知识研习已难契合学生身
心成长诉求，于课程编排中添入传统健身术，尤其如八段锦这
般传统文化瑰宝，成为契合学生身心健康需求切实可行径。 

二、体医融合背景下八段锦在医学院校推广的理论基础 
（一）体医融合理念的内涵与实施路径 
体医融合理念核心在于把身体健康与医学教育、医疗实践

深度融合，推动医学知识和身体锻炼相互促进。于医学教育范
畴，此理念日益受重视，医学院校学生身心健康难题，堪称创
新解法。体医融合并非仅着眼于医学知识传授，更重视提升学
生体力与心理健康，志在达成全面医学教育目标。其实施路径
多元，倡导传统健身方法与现代医学教育相结合，借课程体系、
课外活动、校园文化建设等多层面交融，逐步塑造全方位、多
层次健康管理模式。借助定期体能锻炼、心理调节课程等形式，
培育医学生健康生活习惯，增强身体素质，提升免疫力并强化
抗压能力。实践中，需整合医学院校现有资源，构建完善评价

机制，保障健身与医学教育深度交融，推动学生全面成长，也
为医学教育的长远发展增添新的活力源泉。 

（二）八段锦作为传统健身方法的独特优势与科学依据 
八段锦作为一项源远流长且传统的健身术，鉴于其动作简

易便捷、舒缓且颇具韵律感，于近年来成为医学院校着重推广
的项目之一。有别于其他高强度运动类别，八段锦聚焦于动作
的流畅自然与协调一致，借助特定的肢体动作及呼吸调节机制，
能够切实有效地舒缓肌肉紧张状态，推动血液循环进程，并对
身体内部器官施展良好的调适效能。在近年来的科研领域，八
段锦的健康效益开展了众多研究探索，所得成果表明，八段锦
可显著强化心肺功能，优化人体的柔韧性与协调性表现，尤其
契合长期投身脑力劳动的群体，诸如医学生类。经由对八段锦
动作的深入探究察觉，缓慢且富有节奏的动作对于调节学生心
理态势亦具备显著成效，能够卓有成效地缓解学业压力、消减
焦虑与紧张情绪，增进注意力与专注力水平。八段锦尚具备增
强免疫力、改善睡眠品质等多重良好效益，契合现代人群对健
康生活模式的追寻趋向。八段锦不但在增进身体健康维度有着
不容小觑的功用，其于舒缓心理压力、强化心理韧性层面的优
势亦逐步被医学界所接纳认同，进而成为推动医学生全面成长
发展的理想抉择方案。 

三、八段锦在医学院校推广的实施模式与具体路径设计 
（一）将八段锦融入医学院校课程体系的可行性分析 
于医学院校课程架构中融入八段锦，具备颇高的可行性及

切实的现实价值。八段锦作为一项传统健身活动，可有力地改
良学生的身体健康与心理境况。契合体医融合的理念，八段锦
不单是一种健身途径，更是一种调适心理重压、增进身体免疫
力的得力举措。将其整合进课程体系，利于舒缓医学生于高强
度学业负担下的身心倦怠，特别是在临床实习阶段，学生需应
对众多病例、长时间的站立以及紧张的工作频次，八段锦能够
凭借其舒缓的运动样式切实地缓解此类压力。八段锦的动作简
易且易于领会，适配不同体质的学生参与其中，这赋予其在医
学院校推广具备宽泛的契合特性【3】。借助在基础课程里开设八
段锦实践课或选修课，医学院校能够充分运用现存的教学资源，
强化学生的健康认知，提升其身体素养。联结医学课程，医学
生不但能够获取专业学识，还可在实践中把握促进身心健康的
技艺，助力学生塑造更为完备的健康管理理念。 

（二）八段锦教学与实践的操作流程及效果评估机制 
八段锦于医学院校的教学与实践进程，需依循科学且合理

的步骤施行，以此保障其得以有效推进。教学起始阶段，课程
当着重阐释八段锦的基础动作样式、呼吸法门及其蕴含的健康
学理，助力学生领会八段锦在生理与心理层面的助益处。依循
学生的差异化基础，课堂可划分为入门与进阶两大层级，入门
层级聚焦于基础动作的领会掌控以及身体协调性的培育锻炼，
而进阶层级则偏重于动作的顺畅连贯与呼吸的协同契合。各个
层级的课程皆应设定特定时长的实践环节，确保学生可于教师
引导下完成动作，并能依凭个人体能情形调适练习的强度层级。
除课堂教学外，学校可倡导学生于课余时段展开自主练习，并
借由筹划定期性的八段锦活动，激发学生的参与热忱。为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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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段锦教学的成效，学校应构建科学的评估体系，涵盖学生身
体健康状态、心理压力变动以及学业表现的追踪考查。经由周
期性开展健康检查与心理评测，比对参与八段锦课程前后的状
况差异，保障教学成效的延续性与精准性指向。 

四、八段锦推广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一）推广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师资力量与资源配置问题 
在八段锦于医学院校的推广进程中，师资力量以及资源配

置当属两个极为关键的要素。八段锦作为传统健身法，对教师
有着颇高要求，教师不但要具备坚实的武术与健身根基，还需
掌握一定量的医学知识，如此方可在教学期间为学生给予科学
的健康指引。当下，大部分医学院校欠缺拥有双重专业背景的
师资队伍，特别是在把八段锦同医学课程相融合之际，教师既
要明晰学生的健康诉求，又要拥有教授八段锦的实践经历，这
无疑提升了对教师素养的要求标准。为妥善化解这一难题，医
学院校或许有必要引进专业的八段锦授课教师，或者为现有的
教师群体提供系统且全面的培训项目【4】。就资源配置而言，八
段锦教学虽无需繁多复杂的设备，但一定的场地以及器材的支
持不可或缺。开阔宽敞的教学空间、完善的音响设备以及若干
基础的健身工具等，皆会对课程能否顺利推进产生影响。在部
分资源相对匮乏紧张的院校，怎样对现有资源予以合理调配，

保障八段锦教学能够正常有序地开展，将会成为一个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唯有妥善解决师资力量与资源配置现存的困难，
才能够确保八段锦在医学院校推广工作具备有效性。 

（二）学生参与度与教学效果评估的挑战及改进方法 
在八段锦于医学院校的推广进程中，学生参与度与教学效

果评估乃是关键所在。医学院校学生因医学课程学习压力巨大，
学业任务繁重，多将精力倾注于专业知识的汲取，参与课外活
动的意愿颇为低下。医学教育体制下课程编排紧凑，八段锦作
为非必修课程，难以激发学生踊跃参与。为提升参与度，可施
行灵活教学规划，如利用课间、午休或周末开设短期八段锦班
次，或索性将其列为必修课程，增强课程的吸引力与必要性。
而在教学效果评估层面，挑战在于评估准则的科学性与客观性。
当下诸多医学院校评判学生参与八段锦成效时，主要依赖学生
自我陈述与主观感受，欠缺严谨科学的评估架构。宜构建量化
评估标准，诸如定期开展身体素质检测、心理状况评定以及学
业成绩比对，以此全方位考量八段锦的推广成效。同时，可运
用学生行为监测、问卷调查等手段，探知学生真实反馈，进而
优化课程设置与教学手段，保障八段锦推广成效得以如实呈现，
推动八段锦在医学院校的有效普及与长远发展。 

表 1：医学院校八段锦推广的师资与资源配置情况 

学校名称 
师资人

数 
具备八段锦教学资质

的教师人数 
八段锦课程开

设情况 
配套设施（如场地、设

备） 
学生参与人

数 
学生参与比例

（%） 
数据来源 

北京某医学院 150 10 每学期 2 个班次 健身房、教室 200 25% 2023 年校内调研
上海某医学院 120 6 每学期 1 个班次 教室、空地 120 15% 2023 年校内调研
广州某医学院 100 8 每学期 3 个班次 健身房、室外场地 180 30% 2023 年校内调研
南京某医学院 130 5 每学期 2 个班次 体育馆、健身房 150 20% 2023 年校内调研
成都某医学院 110 4 每学期 1 个班次 体育场、健身房 100 18% 2023 年校内调研

五、八段锦在医学院校推广的长远发展与持续影响力建设 
（一）构建长效机制促进八段锦推广的可持续发展 
于医学院校推广八段锦时，构建长效机制对其持续发展意

义非凡。把八段锦归入校内健康管理体系，设立专项管理部门
或职能小组，专职负责课程规划、师资培训管理以及活动组织
评测等事务。定期开展效果评估是此机制关键部分，周期性采
集学生健康数据、心理状况与学业情形等资讯，以便对八段锦
教学实践予以实时调适优化。学校与健身、医学专家携手合作，
举办系列讲座与学术研讨活动，增强推广的学术底蕴与深度，
激发学生参与热情并提升课程权威性。为提升课程魅力与可持
续性，借助校内外联动，开展定期八段锦挑战赛、健康文化节
等活动，提高学生参与程度，强化其长期健康管理理念，逐步
塑造稳固的课程参与模式与持续的身体素质增进机制，使八段
锦在医学院校推广成效得以长久维系并不断拓展。 

（二）推动八段锦推广的多元化发展路径与创新实践 
于八段锦推广进程中，探寻多元教学模式与创新实践路径

极具关键意义。在医学院校常规课程推广余，借助线上线下融
合法拓宽其传播途径。开发线上教学平台或应用程序，配备八
段锦教学视频、互动练习及实时反馈机制，便于学生课余自主
研习锻炼。引入跨学科协作模式，如联合心理学、运动医学等
学科开展专项研究计划，深入挖掘八段锦于改善学生心理健康、
提升学习成效等的效能，提升其于医学教育领域的应用价值。
此外，八段锦推广可与学校社会责任项目相衔接，定期组织社
区健康讲座、面向老年人的健康服务等活动，将推广范畴拓展
至校外，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健康运动体系，促进其在更广
泛群体中的普及与运用，实现八段锦推广效益的最大化与可持
续发展。 

结语： 
本文围绕八段锦在医学院校推广一事，细致剖析其可行性、

实施路径及面临挑战，进而提出构建长效机制、创新推广模式

等策略，保障八段锦在医学院校得以长效且有效地推广发展。
推动过程中，师资力量、资源配置、学生参与度等问题亟待解
决，科学评估体系的构建亦不容忽视。此项研究为医学教育开
拓出创新的健康教育路径，助力提升学生身体素质与心理健康
水平，推动医学生实现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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