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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had inherited in the 
lan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 lot of people are lack of understanding it. Therefore the inheritance of 
the culture of Chinese medicine has a long way to go. Teenagers are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shoul-
dering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Chinese Medicine. It is necessary to educate 
young people on the cul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how to carry out 
the education on youngster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aspects of: the culture of tradi-
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ntering the campus, transmiss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n the 
interne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other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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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医药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之精粹，在中华土地上传承了几千年，但是不少民众对其了解比较缺乏，因

此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任重道远。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肩负着中医药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有必要对青

少年进行中医药文化教育。本文从中医药文化进校园、互联网中医药传播，中医药国际化传播等方面探

索多途径实施青少年中医药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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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代代传承的精神血脉。

而民族文化传承的根基和希望在于青少年，青少年肩负着未来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希望。近年国家中医药

政策频频出台大力促进了中医药发展，关于中医药的电视剧、手游、药膳等不断进入青少年的视野。青

少年是国家、民族的未来，是中医药文化的传承者，因此加强对青少年中医药文化教育势在必行[1]。 

2. 青少年对于中医药文化认知现状 

近年来国家中医药发展政策不断出台，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加快了与周边国家在经

济、政治、文化、教育、旅游、科技等方面的开放合作，这种开放是多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开放，

为中医药的海外传播提供了契机，同时也给中医药的发展带来了挑战，中医药人才短缺，专业翻译人才

短缺等问题导致中医药文化传播效果大打折扣，而这一切问题的完美解决，有赖于我们青少年对中医药

文化的学习与传承[2]。国内青少年对中医药文化的认知程度远远跟不上时代的需求。在对北京市一所中

学进行的关于对中医药认知度的调查问卷显示，对中医持相信态度的学生为 73%，半信半疑的为 17%，

不相信的只有 7%；91%的同学表示吃过中药；对于为何选择中医看病，52%的同学回答是父母带过去的，

有 30%的同学认为中医治病能去根，28%的学生认为中药疗效好。参与这次调查的学生年龄界于 11~18
岁之间，男生女生所占的比例分别是 54%和 46%。而在另一份调查表明生病后看中医的学生占 73.61%，

其中 51.98%的学生中西医并重，13.57%的学生首选中医，8.06%的学生是在西医疗效不好的情况下才选

择中医，并且有 26.39%的学生从不看中医[3] [4]。从这两份调查问卷中，我们可以看出，青少年对于中

医药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仅限于家长的引导，了解不够主动，了解的深度和广度远远低于在当代社会对

于中医药的需求程度。 

3. 青少年中医药文化教育的途径 

2014 年，刘延东在与国医大师座谈时提出：“中医药是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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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重要的生态资源”。中医药也理当成为青少年传统文化教

育的宝贵资源。青少年是民族的未来，国家传统文化之精髓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因此中医药文化的教育

必须纳入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范畴，让国之精髓熏陶国之传承者，使之成为中医药文化传承发扬以及

全球化传播的储备人才。 

3.1. 推进中医药文化进校园，请青少年领略中医药文化之魅力，继承光大之 

把中医药文化的宣传、推广融入在青少年乐于接受的方式中，融入生活的点滴中。中医治病强调整

体性原则，以研究自然状态下人的生命现象为根本，不追求对生命的思考而重视对生命过程的把握和调

节。中医有多种调节生命活动、提高生命质量的锻炼方式如太极，五禽戏，易筋经，八段锦等，与自然

相结合的锻炼方式，更容易达到修身养性、治标更治本的目的。例如，近年来，近视眼、体质弱等现象

在青少年中比较常见，成了危害青少年健康的主要因素，做眼保健操，课间操等枯燥无味的锻炼方式已

不能引起同学们的积极性，因此如北京宏志中学开展中医药文化教育，培养学生对中医药的兴趣和爱好，

课间操变成了五禽戏，太极拳，日常按摩穴位保健视力，更易引发学生兴趣，既使其学会保健视力和提

高体质的重要方法，也增加了学生对中医药文化的爱好和重视[5]。中学日常教学活动中可开展中医药知

识竞赛、中医药养生常识比赛、中医药经典故事演讲赛、日常保健穴位按摩比赛及制作中医药经典故事

视频等等师生喜闻乐见活动。甚至在一些校本课程中引入日常简易推拿、少儿推拿保健的教学，回家让

孩子们给爸爸妈妈做做按摩推拿行行孝心，既亲密了父母子女的关系，也学会了一些中医药保健知识，

还可以增强中医药养生保健的意识。在中医药文化中，有如“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杏林春暖”“才

所不逮而困思之，伤也；力所不胜而强举之，伤也。”“孙思邈大医精诚十三不得”等为人、为医的育

人道理，还有许多富含教育意义的典故，均可融入教师的日常思想教育教学中，对青少年正确人生观的

形成也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与中医药大学共同搭建中医药文化推广平台，把大学的专家引进中小学教堂或课外兴趣班，通过专

家的现身说法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中医药的兴趣，把中医药文化的学习渗透到生活和学习中，小可健身

养性，大可继承发扬国粹。另一方面，走进中医药大学，领略中医药文化氛围，呼吸中医药气息也是很

好的教学方法。例如，湖南中医药大学的药用植物园，中药材标本馆，炮制文化基地、针灸推拿管、模

拟药厂及传统保健队等都是很好的中医药宣传基地，周边中小学生纷纷走进大学校园，学习五禽戏，体

验针灸推拿的奥妙，摸摸神奇的穴位，闻闻中药材的奇香，均是非常奇妙的体验，更是身临其境的中医

药文化教育！ 

3.2. 发挥互联网的快速传播功能，把中医药文化融入生活学习中 

在这个网络飞速发展的时代，网络、自媒体等和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世界各地的信息只要动动手

指头，就可以了解事情的全貌。青少年生活在时代潮流前沿，更是对互联网着迷，而借助互联网平台宣

传中医药文化不失为行之有效的手段。电视剧、网游、微博、微信等是青少年们最熟悉、接触最多的媒

体，通过制作有关中医药的电视剧、纪录片，开发与中医药文化相结合的桌游，推广与中医药养生的公

众号，不仅可拓宽中医药文化宣传的途径，更能吸引青少年对于中医药的兴趣。互联网在拓宽“中医孔

子学院”、中医养生大讲堂、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等多种途径的同时，也可以推出许多中医药

文化科普作品，以及一批群众喜爱、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中医药文化科普名家大师，进一步提高了中医药

文化知识普及率。 

3.3. 通过国际化中医药传播，促使青少年成为中医药文化推广的前锋 

文化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展现的重要方面。中医药是我国

https://doi.org/10.12677/ae.2018.8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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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和精髓，不仅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总要体现，而且也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民

族文化品牌，对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具有深远意义。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

仅属于中国的，更是属于全世界的，在国际上传播中医药文化，有利于提高我国的软实力，更有利于提

高我国的国际地位，以中医药文化为推手，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6]。2004 年 11 月我国在韩国成立了全

球首家孔子学院，13 年来已经在全球 142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 516 所孔子学院和 1076 个中小学孔子课

堂，累计培养各类学员 700 多万人，成为了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及汉学的平台。中医药要在“一

带一路”战略背景中作出应有贡献离不开从事中医药教育研究的专门人才，特别是具有较强国际交流、

沟通能力的高端中医药科研人才，因此，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中医药文化研究的继承人的培养就非常重要。

专门人才汇聚中医药大学就成为了中医药文化传播推广的重要平台和首选途径。 
在高等教育学府将中医文化与教学相结合，并通过孔子学院等方式与国外青少年交流，能够更好的

将中医精髓向各国的青少年诠释清楚，更好的向国际传播中医文化和中医知识。2017 年 11 月湖南中医

药大学传统功法巡演团是由中国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派出的海外巡演队中唯一一支以推广太极、武

术和养生功法为特色的团队。巡演团先后抵达赫尔辛基孔子学院、国际台北欧芬兰节目制作室广播孔子

课堂、塔林大学孔子学院以及卑尔根孔子学院等地与孔院师生交流座谈，并进行了四场演出。把中国的

文化自信传递到北欧，让更多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外籍友人了解中国文化，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巡演

更是增进了各国青少年之间交流，加深了对双方彼此文化的认可和认同，为今后的进一步合作创造机遇，

也大大提高我国青少年对祖国文化的自信，成为中医药文化继承、宣传的优秀传承人。 

4. 结语 

青少年是国家建设的接力者，是祖国事业发展的基础力量，是继承发扬中医药文化的接棒者，从小

灌输中医药文化，实施传统文化教育，它不仅仅是让学生掌握一些中医药知识和健康理念，更是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在青少年中宣传中医药，更可以增加青少年的民族认同感，归属感，培植学生的

文化基因，唤醒民族文化自觉与自信，提升他们的民族文化素养。因此，这项工程需要多部门多方位配

合，策划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全民参与积极实施，把青少年的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认真的长久的实施，

各级教育部门、各类教育机构、所有教育工作者更是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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