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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视角下探析中医药养生新潮入高校的调查

分析——以新疆农业大学为例 
郑浠铷 

(新疆农业大学  新疆乌鲁木齐  830052) 

摘要：自十九大以来，健康中国战略逐步实施。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健康中国体系建设中
始终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中医养生文化内容的更新有利于大学生思维模式和国民身体素质的培养。
因此本文将大学校园看作传播和推广中医药文化的主阵地，研究中医药养生新潮在高校关于体质健康、校园建设、新媒体传播等方
面现状。针对学生存在不良生活习惯、高校重视程度不够、宣传不充分等问题，提出加强学生健康教育、增设通识课程、融合新媒
体宣传等解决措施。探析中医药养生新潮进入并立足高校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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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快节奏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压力严重影响着年轻人的身心健

康。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改善，在新媒体的普及
下，更多年轻人开始重视养生与保健。其在传统中式养生和朋
克养生的基础上，开辟了一条融合现代人生活习惯的新赛道--
“中医药养生新潮”。也就是在新媒体传播下融合了传统中医药
文化和现代年轻人的生活需求的养生理念。这是年轻一族的生
活新潮。和传统养生相比，既保留了传统的内核，又跟上与时
俱进的人文化、产业化。 

此外，当代大学生作为文化交流和传播的活跃因子，肩负
继承、发扬、创新中医药文化的重任。故本文在新疆农业大学
展开调查研究，旨在探析中医药养生文化新潮进入高校的可行
性，为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提供依据。 

2 调查基本情况 
2.1 调查问卷设计 
本次问卷共有 28 道题，问卷多采用选择的形式，并包含评

分项目与主观题。根据问卷数据来看，此次问卷涉及范围与内
容较为全面。 

（1）首先，对不同性别、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调查对象
进行基本信息采集。以便为后续交叉分析大学生体质影响因素
提供依据。(问卷 1-3 题) 

（2）其次，从不良生活习惯与体育锻炼方面获得数据，以
便探知目前大学生身体健康状态。(问卷 4-6 题) 

（3）接着，调查目前高校大学生关于中医药养生的认知行
为、接受情况、兴趣程度，以便明确研究基数群体的数量与中
医药养生文化在高校的具体普及程度。(问卷 7-20 题) 

（4）再次，调查中医药养生自身优势与面临挑战，为后续
影响因素分析提供数据支撑。(问卷第 21、23－25 题) 

（5）最后，调查传播中医药文化的新媒体渠道与普及程度，
设计简答收集大学生关于中医药养生新潮进入高校的建议。(问
卷第 22 题、26-28 题) 

2.2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此次问卷发放 300 份，有效回收问卷 295 份。调查对象基

本情况如下表所示。其中男 94 人，女 201 人；文史类专业 196
人；理工类专业 85 人；其他专业男生 14 人；大一 48 人，大二
107 人，大三 79 人，大四 36 人，其他年级 25 人。 

表 1 调查对象情况一览表 
类别 样本 人数 占比（%） 
性别 男 94 31.86 

 女 201 68.14 
专业 文史类 196 66.44 

 理工类 85 28.81 
 其他 14 4.75 

年级 大一 48 16.27 
 大二 107 36.27 
 大三 79 26.78 

 大四 36 12.2 
 其他 25 8.47 
3 新农大学生中医药养生新潮调查现状 
3.1 新农大学生健康状况 
（1）生活饮食习惯方面 
如表 2 所示，53.9％的调查对象偏爱高油高糖的食物，

40.68%的调查对象偏爱吃肉不爱吃蔬菜水果，15.59％的调查对
象吸烟饮酒，64.41％的调查对象熬夜，45.08％的调查对象长时
间沉迷电子设备，12.54％的调查对象均无以上不良生活饮食习
惯。 

表 2 大学生不良生活习惯 
项目 占比（%） 

偏爱高油高糖食品 
偏爱吃肉不爱吃蔬菜 

53.9 
40.68 

吸烟饮酒 15.59 
熬夜 64.41 

长时间沉迷电子设备 125 
以上均无 34 

由数据可知，仅在新疆农业大学接受调查的大学生中，就
有超 80％的调查对象在生活饮食习惯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不
良习惯。从中折射出当代大学生群体中或多或少因为情绪精神
压力、思维模式、互联网等因素的影响下出现了不健康的生活
方式。由此可看出当代大学生需要中医药养生新潮进入校园。 

（2）体育锻炼行为方面 
如表 3 所示，47.12％的调查对象习惯的体育锻炼强度是轻

微运动，26.44％的调查对象习惯的体育锻炼强度是小强度的不
太紧张的运动，19.66％的调查对象习惯的体育锻炼强度是中等
强度的较激烈持久运动，6.78％的调查对象习惯的体育锻炼强
度是高强度的激烈持久运动。 

表 3 大学生习惯的体育锻炼强度 
习惯的体育锻炼强度 占比（%）

轻微运动(散步、做广播体操等) 47.12 
小强度的不太紧张的运动(慢跑、瑜伽、打太极等) 26.44 

中等强度的较激烈持久运动(骑自行车、跑步、打乒
乓球等) 

19.66 

高强度的激烈持久运动(竞技类跑步） 6.78 
在活动频度方面，如表 4 所示，12.2％的调查对象一个月

进行 1 次以下，31.53％的调查对象一个月进行 2-3 次，34.92
％的调查对象每周 1-2 次，15.25％的调查对象每周 3-5 次，6.1
％的调查对象大约每天一次。 

表 4 大学生习惯的活动频度 
活动频度 占比（%） 

一个月进行 1 次 12.2 
一月进行 2-3 次 31.53 

每周 1-2 次 
每周 3-5 次 

34.92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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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每天一次 6.1 
根据调查数据，在新疆农业大学，超过 70％的调查对象习

惯的体育锻炼强度为轻微及小强度的不太紧张的运动，不同对
象的习惯强度不同，每月的频次分布较为均衡的频度在一月
2-3 次或每周 1-2 次。由此推断出当代大学生对于体质健康方
面的不够重视。此外，大多数进行跑步锻炼的同学是由于学校
的位动酷跑要求，如果没有此要求，可能数据频度还会持续降
低。故从中折射出学校对于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方面有一定程度
的促进作用。 

3.2 新农大学生对中医药养生新潮的认知参与 
（1）了解情况方面 
如表 5 所示，3.73％的调查对象非常不了解，17.29％的调

查对象不了解，53.22％的调查对象一般了解，18.64％的调查对
象了解，7.12％的调查对象非常了解。 

表 5 大学生对中医药养生的了解程度 
了解程度 占比（%） 

非常不了解 3.73 
不了解 17.29 

一般了解 53.22 
了解 18.64 

非常了解 7.12 
由数据可知，在新疆农业大学，接近 80%的学生对中医药

养生方面的知识有一定了解。表明研究中医药养生新潮入高校
在农大的可能性比较高。 

（2）宣传认知方面 
如表 6 所示，认为未来关于中医药的宣传普及方式选择人

数占比如下，中医药养生的自媒体视频(77.29%)、举办中医药
养生知识插画或漫画活动（68.81%）、中药材 DIY 体验（57.63%）、
网 络 课 程 学 习 （ 57.29% ）、 邀 请 相 关 博 主 进 行 学 校 巡 讲
（55.25%）、校园大屏广告植入（41.69%）。 

表 6 中医药养生文化传播情况表 
宣传方式 占比（%） 

中医药养生的自媒体视频 77.29 
举办中医药养生知识插画 

或漫画活动 
68.81 

中药材 DIY 体验 57.63 
网络课程学习 57.29 

邀请相关博主进行学校巡讲 55.25 
分析可得，学生喜欢多元化的宣传普及手段，过半数的调

查对象倾向于利用新媒体传播的宣传方式，由此得出新媒体的
传播为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3）校园建设方面 
如表 7 所示，在增设相关课程调查中，44.07％的调查对象

非常愿意，22.71％的调查对象愿意，22.71％的调查对象一般愿
意，6.78％的调查对象不愿意，3.73％的调查对象非常不愿意。 

表 7 增设课程意愿表 
愿意程度 占比（%） 
非常愿意 44.07 

愿意 22.71 
一般 22.71 

不愿意 6.78 
非常不愿意 3.73 

90%的调查对象基本同意增设相关课程，进一步佐证了中
医药养生新潮进入高校的可行性。但是在农大选修课设置中，
关于中医药养生保健的课程开设很少。 

如表 8 所示在针对大学生感兴趣的项目选择中，关于中药
材与草药治理、中医理论与方法、中医食疗、中医医美、药妆、
保健理疗等项目，超过 80%的调查对象处于感兴趣及以上状态。 

表 8 大学生感兴趣项目情况表 
选项（%） 很不感兴趣 不感兴趣 一般 感兴趣 很感兴趣 

中药材与草药治疗 2.71 6.44 33.22 39.66 17.97 

中医理论与方法 3.05 6.78 34.58 28.81 26.78 
中医食疗 2.03 3.39 21.02 35.25 38.31 

中医医美、药妆 3.39 4.75 23.73 30.17 37.97 
保健调理 3.05 4.07 31.53 31.53 29.83 
由表 8 可得，大多数学生对于中医药养生文化比较感兴趣。

培养一定的中医药养生素养很重要。在项目之间，类似于中医
食疗、中医医美、药妆等新式中医药养生方式更受当代大学生
青睐。更进一步说明中医药养生新潮进入高校的可行性。也证
明了大学生意愿程度对于该项目的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出在关
于学生们感兴趣的中医药养生方面的校园建设有所欠缺。 

4 问题与解决措施 
（1）存在问题 
首先，大学生在生活习惯和体育锻炼方面存在不良的生活

习惯。表现在饮食不健康、不规律，偏爱重油、重盐和重糖类
的食物，长期的沉迷电子设备，运动的时长和强度无法保障身
体的健康等。体质健康是中医药养生文化能否进入高校的切入
点，因此需要重视大学生群体的健康教育， 

其次，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面临挑战，高校对
该方面重视程度不够。在本次调查中，调查对象多期望多渠道
传播中医药文化。近年来中医药养生新潮的势头日趋见长。中
医药养生新潮进入高校需要校园建设的支持。由数据分析仍有
五分之一的调查对象在日常生活中缺乏其他直接接触和深入了
解中医药文化的机会较少，不了解中医药文化。故在这一方面
重视程度有待提高。 

最后，在中医药文化进高校方面利用新媒体视角的宣传措
施较少。由于新媒体的即时多样性丰富了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形
式。社交属性加强了中医药文化传播的互动性。因此如何利用
新媒体进行中医药养生文化新潮的普及也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2）解决措施 
首先学校和有关部门应该加强对大学生的健康教育，引导

他们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不可通过暴饮暴食去释放自己学业
和升学等等方面的压力，同时结合中医药养生文化理念，从饮
食和运动方面去改变不良行为习惯，针对大学生群体中存在的
不良行为习惯，学校还应加强体育课程的训练，至少保证一周
一次的体育课锻炼，定期安排体检，加大校园位动酷跑等活动
的力度。进一步促进学生群体的体质健康。 

其次在通识课程建设中，应增加开设关于中医药养生文化
的选修课。在传播中医药文化时，应融入科学方法，提升教育
内容的趣味性与实践性。同时，积极探索并实践中医药文化体
验营模式，为大学生提供亲身体验中医项目的机会。加深理解
与实践能力。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手段，不仅使中医药文化教育
更加生动有趣，也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宝贵的中医知识与实用
技能，为其自身健康管理与中医药文化传承贡献力量。 

最后利用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借助互联网“新中式养生”
的热点，多渠道传播中医药文化，深入推进中医药文化宣传，
形成全方位、立体化传播网络，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文化在大学
生群体中的影响力与渗透力。使中医药文化教育更加生动有趣，
吸引更多学生关注到民族瑰宝中医药文化。让学生在实践中掌
握宝贵的中医知识与实用技能，为其健康管理与中医药文化传
承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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