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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本文以美育视角为切入点，以本草苑工作室为例，探讨了中

医药文化传承与创新路径。首先通过文献梳理，介绍了美育在中医药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其次，

文章重点围绕本草苑工作室展开，分析了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的实践经验；最后，本文

总结了美育视角下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路径，为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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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ointed out in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Party that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re combined with the specific reality of China an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is article takes Meiyu Vision as the entry point, and takes the
Bencaoyuan Studio of Guangdo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path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nov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irst of all, through the literature,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and the rol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Secondly,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aoyuan Studio of Guangdo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analyzing the studio's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achievements in the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inally,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pat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under the
corner of Meiyu,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and discussions, and provides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Keywords: Aesthetic education;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教育提出：“中医药教育是中医

药事业发展与传承的根基。为深入贯彻落实“两个结合”，

践行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美育教育为突破口，探索

美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模式。借助中药文化的传承和创新途

径，增强中药文化的传播范围和受益人群，培育出“药学和

艺术融为一体”的创新型人才，同时努力提升中药专业大学

生在政治、文化、专业、职业、责任感等方面的认同。通过

实践和创新方法，充分挖掘中药的社会和经济价值，从古籍

研究和编辑工作中继承和发扬中药文化的精神底蕴，坚守着

以价值创新和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原则，持续实践创新，推动

中药产业化进程，促进中药行业健康发展，将中药美学教育

转变为催化剂和加速器，推进中医药理论、科学、文化研究

以及人才培养、价值创新的集成发展，探索出一种符合中药

“融合与共享，协调发展”理论的中医药文化传承和创新之

路。

国内学者探讨了美育对专业教育的影响、对传统文化的

影响以及高校美育教育的工作案例。例如王静主张在美育教

育中注重学生的感性认识和审美情感的培养。赵明阳提倡将

当代艺术融入到美育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审美

能力。蒋化成提出了“生物化学和美育教育相辅相成，共同

推动生物化学的传承和创新”等观点，并认为美育教育应该

注重跨学科交叉和跨文化交流，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审美意

识。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方面，重点围绕“让艺术回归人文、

回归教育”这一主题，积极推进跨学科融合。举例来说，清

华大学开设了像是“大学美育教育”和“艺术哲学”等一系

列课程；而南京师范大学则提供了“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

等专业选择，成都中医药大学也引进了“中医药传统养生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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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美学赏析”；福建中医药大学更是推行了一项结合了学科

专业特性、必修和选修课程、线上和线下教学、校内校外学

习、通识课和专业课的美育教程学习体系。我国中医药高校

美育教育已经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政策文件

和相关内容的出台也为中医药高校美育教育的完善和发展

提供了更好的保障。

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和高校实践案例丰富了我国中医

药高校美育教育领域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探索，为相关研究者

和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但教学环节内容不够充

分，在美育教育的研究中对中医药高校的研究方向不明确，

研究缺乏创新性。因此，本课题采用美育教育在中医药文化

中的重要性和实践形式作为研究内容，探索美育教育对于中

医药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新路径。

一、中医药文化美育发展现状

尽管对中医药院校美育内涵有一定辨析，美育工作一直

是有待探索和不断提升的新领域。在 2006年，教育部办公

厅已经颁布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

该计划明确要求，每个在校学生至少需要选修一门艺术课

程，并顺利通过考试。对于实行学分制的高校，学生每个学

期至少需要通过艺术选修课程获取两个学分，只有达到规定

学分的学生才有资格毕业。但是鲜有高校落地执行。2019年，

教育部对《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早先

版本进行了重新修正，并且推出了《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

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这个决定要求所有的大学都必须

建立专门负责艺术教育的部门，将公共艺术课程和艺术实践

融入人才培养规划，并在学校的教学方案中明确指出。

近些年，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国思想政治教育

视域下大学生美育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和长足的发展。但

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高校在贯彻落实美育工作方面存在

着漏洞和短板，势必会影响大学生美育的成效。所以，如果

我们想要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去强化并改善大学生的审

美教育，那么我们就应该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深刻剖析在高

等教育和大学生之间存在的问题，才能挖掘出这些问题的真

正根源，而这将有助于我们寻找到推动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教

育环境下的审美教育提升的正确道路。

第一，高校对美育重视度有待提升。高校担负着“以美

育人”“以文化人”“立德树人”的重要使命，近年来，高

校针对大学生美育采取了多项措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取

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大学生美育仍存在“上热中冷下凉”

的现象，大学生美育远没有达到理想状态。第二，大学生对

美育重视度有待提升艺术教育在大学生三全育人的重心中

占据着关键地位，通过引导他们通过大自然之美、艺术之美，

以及社会之美，以此提升大学生自我修养，塑造出他们纯净

而积极的内在精神，深深地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零零总总，

形成一种主动且理智的动力。

二、传承和创新中医药文化美育路径

（一）以本草苑工作室为抓手，开展美育教育与专业教

育实践平台

广东药科大学遵照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教育主张，植

根于艺术美育特性，设立了本草苑工作室。学生可以根据自

己的兴趣和优势挑选特定美育类型，例如参与叶脉贴画创

作、科学摄影比赛和滴胶艺术作品竞赛等。利用中医药独特

的文化元素，在美术专业老师的指导下，提升其审美鉴赏能

力和人文素养，进一步可以代表学校参与各类美育竞赛等活

动。这提升了艺术教育的针对性和参与性，充分体现了公共

艺术教育的个性化趋势。美育教育的载体作为一种艺术形

式，需要学生具备较高的美感和创意，而这正是中医药产业

所需要的创新人才所具备的能力。通过叶脉贴画、摄影、滴

胶艺术美育教育的培养，有效的提高了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

和实践操作水平，让学生在创新创业活动中利用美育创新产

品获奖，同时也为中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重要的人才支

持。

（二）以“药用植物学”课程为平台，延伸专业教育第

二课堂内容

广东药科大学开设了美育教育实践课，本草苑工作室通

过叶脉贴画大赛，让参赛学生对植物的叶子进行观察和分

析，更加深入地了解植物的生态特征和生命力，科学摄影大

赛让学生以微生物视角观察植物内部结构，药用植物辨识是

中医药的学子们的必备技能，美育教育与药用植物学二者结

合是本课程的特色。用情景教学和体验教学法在书画教室中

静心感受古人对中医药文化的表达方式。通过美育教育，可

以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医药文化，并且在艺术创作中加入

中医药文化元素，促进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中医药教育需要

强调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而叶脉贴画、科学

摄影以及滴胶艺术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形式，在中医药大学教

育中的应用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感受中医药文化的

内涵，利用叶脉贴画、科学摄影等比赛，广东药科大学将美

育教育与药用植物学二者结合成本课程的特色，延伸拓展了

第二课堂内容，用情景教学和体验教学法有利于优化教学内

容和教学方法。

（三）以线上线下相结合为方式，孕育中医药文创产品

广东药科大学本草苑工作室叶脉贴画文创产品、科学摄

影大赛作品、滴胶作品通过线上线下评选方式，让学生参与

评选环节可以更好的培养学生艺术鉴赏细胞，对参赛学生而

言，从创新创业视角出发，将中医药文化融入到文创产品中，

通过创造性手工绘画，批量产出，作为校园名片销售到各地。

美育教育可以通过艺术表现、手工制作等方式，将中医药文

化与现代科技有机结合，挖掘中医药文化的创新潜力美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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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可以引导学生跨越不同学科领域。中医药文化是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了丰富的知识体系和医学实

践经验。广东药科大学本草苑工作室已经成功策划并实施了

五场关于中医药品牌特点的活动，包括叶脉贴画大赛、科学

摄影大赛，以及滴胶艺术作品大赛等一系列赛事，通过线上

线下的形式吸引了全校教师和学生的热烈参与。在参与互动

的过程中，他们深刻体验到了传统艺术文化的魅力，并一同

欣赏了中医药植物不同阶段的周期，从去除叶肉到染色的全

部过程。通过在工作室参加各种不同主题的实践活动，学生

们也更加深入地推广和传播了中医药文化，这不仅展示了中

医药文化的独特迷人之处，也彰显了广东药科大学的独特魅

力。

（四）以结对帮扶为手段，助力中医药文化传承

为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广东药科大学与清远市连山壮

族瑶族自治县形成“3+1”结对帮扶。本草苑工作室学生随

帮扶团队老师一起向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教育局赠送了以

“民族团结”为主题的中药叶脉贴画一幅，将中医养生之道

与国画艺术完美地融为一体，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家

亲的主题，匠心独运地向广大民众传播了中医药文化。工作

室老师与学生分别到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民族小学及福堂

中心小学，利用科学摄影大赛作品展及实体标本为同学们开

展了两场别开生面的中医药文化科普活动，积极发挥高校服

务地方，让学生从小了解中医药知识，培养当地学生学习传

统中医药的浓厚兴趣。

三、结论

中医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

了丰富的知识体系和医学实践经验。对于中医药的文化认

同，与大多数现代专业领域有着独一无二的特性。广东药科

大学实施艺术教育计划的根基在于理解并强调了中医药传

统文化的特性、象征、标志、过程和深度。借助社团、工作

室和实践型课程这些渠道，并结合中医药的特别性，通过叶

脉贴画大赛、科研摄影赛和制作中医药创新产品等方式来展

示中医药的美学价值，结合中医药专业特质，展中医药之美，

融广药大特色。同时，通过引人入胜和具象的美学案例分析，

指导学生去了解和鉴赏优质的国内中医药美学作品和各种

中药标本，这不仅能增强学员对中医药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还有助于推动中医药文化的传播，更能增强学生的文化自

信。最终，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能力，为中医药科技创新

献计献策，并推动中医药文化创新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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