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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医药文化概述——以湖北黄冈为例 1

黄冈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始于魏晋，初兴于唐宋，

盛于明清。史料记载，黄冈地区有史可查的中医药名家

多达 320 余位，其中王叔和、庞安时、万密斋、李时珍、

杨济泰五大名医为重要代表。无论是王叔和的《伤寒

论》与《金匮要略》，还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不论

是庞安时的《伤寒总病论》，还是万密斋的《万密斋医学

全书》，均代表了中华文明五千年中持续积淀的中医药文

化内核，是我国传统医学发展的基石。

黄冈地区不仅有着名传千古的中医药名家，同时也

是重要的中药材产地。地产药材达一千多种，其中十大

楚药，黄冈便占据其四，而苍术、艾叶、菊花、天麻、

茯苓等药材在全国市场也占有重要份额。此外，当前黄

冈还推出了“养生蕲春、中国艾都”“麻城菊花、福泽万

家”“毕昇故里、康养英山”等一大批康养品牌，成为中

医药文化发展与弘扬的重要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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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职医学生志愿服务育人的价值思考

（一）巩固与提高医学生专业技能

专业技能发展是医学生从学习者向执业者转变的关

键。高职院校在医学生培养中，应当建立从基础理论到

临床实践的引导活动，以此逐步推动学生的专业技能提

升与成熟。志愿服务育人活动则可以有效强化学生的专

业技能，一方面通过医院组织的临床实践活动，可以让

学生跟随医生导师深化理论认识，并逐步从学习者向观

察者和参与者身份转变。另一方面，在志愿服务实践活

动中，还可以为学生提供实践操作的动手机会，进而帮

助学生发展临床思维、临床创新与临床操作能力，实现

岗位胜任力培育目标。

（二）塑造与完善医学生职业人格

职业人格教育是医学生培养的重要内容。高职院校

应通过人文关怀教育，引导学生理解人的生存意义与价

值，进而塑造与完善职业人格，帮助学生能够尊重每一

个患者的尊严与人格。在医学生志愿服务育人活动中，

一方面活动本身就具有医德医风教育的重要作用，为

“大思政课”建设提供重要帮助。另一方面，志愿服务

活动为学生提供了与患者等服务对象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通过学生切实感受与体验，能够有效塑造学生的职业伦

理观，从而促进职业人格的完善。

（三）锻炼与提升医学生表达能力

高职院校可以通过志愿服务活动，为学生创建与患

者沟通交流的渠道，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医患交流

过程中的信息传递机制，并把握患者的需求与意愿，另

一方面让学生在策划和实施志愿服务活动时提升其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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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志愿服务已经成为高职院校实践育人的重要渠道，尤其在医学生培养中，志愿服务不仅可以为医学生创造

多元化、多层次的临床实践学习环境，而且可以增强学生的专业技能与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医患沟通能力与职业道

德的协同发展。与此同时，在“大思政课”建设背景下，中医药文化进一步拓宽了以学生志愿服务育人活动的内容

与形式，既强化了学生服务社会的意识与能力，又推动了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发展与壮大。本文既以中医药文化为

背景，通过分析高职医学生志愿服务育人的价值，提出现阶段志愿服务育人面临的困境，探索中医药文化视域下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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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与表达能力，并近距离感受患者及其家属的情绪状

态，选择合适的沟通方式与表达习惯，以此为重塑医患

关系创造新环境。

（四）弘扬与传承传统中医药文化

中医药文化是我国医药领域的重要内容，更是医学

生培养与发展的关键要素。高职院校可以将中医药文化

融入志愿服务育人活动之中，一方面可以借助活动推动

中医药文化宣传，提高学生对中医药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并能够真正把握中医药文化的精髓与内涵，成为传承与

发扬中医药文化的一员。另一方面，中医药文化主题的

志愿服务活动本身也是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弘扬的重要体

现，可以让广大民众认识并了解真实的中医药文化，并

且能够运用中医药文化助力全民保健，增强社会大众的

健康意识。

三、高职医学生志愿服务育人面临的困境

（一）学校对志愿服务育人的重视度不足

第一，部分高职院校管理层对志愿服务实践育人理

论理解存在偏差，未能将其延伸为一种实践育人的平台

和途径，具有偶然性与特殊性。第二，高职院校对志愿

服务育人活动的内容设计不足，缺乏系统化的主题内容

规划与实施计划，也未能将职业精神、人文素养、医学

实践等内容融入活动之中，使得志愿服务活动空有其表。

第三，高职院校未能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无法对志愿

服务育人活动提供全方位的管理与指导，使得现阶段志

愿服务活动质量参差不齐。

（二）学校未能建立志愿服务育人制度保障

第一，部分高职院校未能针对志愿服务育人活动建

立相应的学分制度，不仅限制了学生的参与积极性，而

且影响部分参与志愿活动学生的学分获取情况，缺少针

对性的学分设置与记录系统。第二，部分学校未能建立

志愿服务育人活动的实施流程与指导方案，导致各类活

动开展缺乏系统规划与引导，出现进度紊乱、组织不当、

造成冲突与矛盾等各类问题。第三，部分学校未能将志

愿服务活动视为医校合作下的系统性工程，既没有建立

相应的考核制度与标准，也没有建立完善的资金与物资

保障，使得志愿服务育人活动推进过程缓慢，甚至难以

落地实施。

（三）医学生志愿服务育人模式工具化发展

一方面，部分学校未能将医学生志愿服务活动视为

实践育人的重要途径，而是作为学生考核评价体系的一

部分，失去了原有的实践育人功能与价值。另一方面，

部分学校在医学生志愿服务活动设计中，主要采用导

医、协助等形式展开，主要目的在于满足医院的用人需

求，却无法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使得学生对志愿服务

活动的认可度较低。此外，还有部分学生参与志愿服务

活动的目的不纯，将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视为争取奖学金、

优秀学生评选或者入党的条件或手段，脱离了“大思政

课”育人的本质与诉求。

（四）医学生志愿服务内容脱离中医药文化

中医药文化是当前时代背景下医学生人才培养的重

要内容，而志愿服务活动则是中医药文化传承教育的关

键载体。但现阶段部分高职院校并未认识到中医药文化

与志愿服务活动之间的深刻联系，既没有将中医药文化

融入志愿服务体系之中，也没有借助志愿服务活动推广

和宣传中医药文化，使得学生在部分社会谣言、虚假信

息等影响下，错误理解和认识了中医药文化内涵。

四、中医药文化视域下高职医学生志愿服务育人

路径

（一）转变观念，提高认识，优化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是决定志愿服务育人发展进度与推动力度

的关键因素。高职院校应转变观念，深化认识医学生志

愿服务实践育人的价值与意义，进而从顶层设计层面建

立志愿服务育人体系。

以黄冈职业技术学院为例，首先，我校在教育发展

计划与人才培养体系中明确了志愿服务实践育人的地位，

将其视为中医药文化传承、“大思政课”体系建设以及全

人医生培养的基本路线之一。其次，我校转变了对医学

生志愿服务育人活动的观念认知，重视实践技能培养，

将专业技能、中医药文化、职业道德、人文关怀作为志

愿服务育人活动的关键内核，以此将志愿服务育人纳入

医学生培养体系之中。此外，我校明确了医学生志愿服

务育人的目标与方向，重点培育学生的自主意识、实践

技能、社会责任、创新能力、家国情怀等综合素养，以

此实现全人教育与全人医生培养目标。

（二）全程管理，闭环设计，完善机制保障

制度建设是保障志愿服务育人活动有序落实与持续

推进的重要因素。高职院校在实施医学生志愿服务育人

活动时，应建立招募、培训、考核、激励等全过程管理

机制，并建立完善的志愿者信息档案，实现学校与医院

等实践单位协同管理效果，达成闭环设计目标。

以黄冈职业技术学院为例，我校与多所高校联合开

展了“手耳推”中医药特色主题基础医疗保健服务，并

以此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播推广。首先，在志愿者招募与

遴选环节，我校建立了前端筛选与推荐机制，向学生发



6

送邀请，要求学生填写志愿服务申请表格，通过了解学

生参与本次志愿服务活动的动机、目的以及能力素质，

初步选出合适人员。其次，在初步选拔完毕后，我校针

对志愿者教育、培训与管理也建立了完善制度。一方面

为学生提供了志愿服务实践前的培训活动，确保学生具

备相应岗位的知识储备与心理准备。另一方面联合医院

等志愿服务单位为学生提供实操培训服务，确保学生能

够完成志愿服务活动任务。此外，在志愿服务活动结束

后，我校还建立了对应的志愿服务表彰机制与奖励机制，

比如通过学生自评、同伴互评、患者与服务对象评价等

方式，评选出优秀的志愿者学生个体与群体，并为其提

供相应的荣誉奖励与物质支持。

（三）多方合作，协同发展，建立专管机构

机构建设是推进志愿服务育人活动稳定实施、持续

发展的重要依托。高职院校应推动学校各个部门协同合

作，共同建立医学生志愿服务中心等实践育人组织与机

构，推动学校院系、学生社团、团党支部、社工部、学

工部等部门之间的深度合作。

以黄冈职业技术学院为例，我校于 2024 年 7 月 11

日—16 日开展了“时珍—精医”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选拔并派遣学生前往浠水、黄州、蕲春等地，通过“三

下乡”社会实践的形式落实志愿服务育人目标。本次志

愿服务活动由学院党支部与学生工作科协作展开，明确

了本次志愿服务的流程与任务。第一，开展“健康义

诊·情系社区”活动。志愿队在浠水县云路口社区为居

民提供了义诊服务，服务内容包括测量血压、艾灸理疗、

科普蕲艾文化等，同时还为居民提供了鸡蛋、艾条、洋

葱、大蒜、菊花等慰问物品。第二，实施“教育帮扶·心

灵呵护”活动。志愿队在社区义诊活动后，由学生工作

部组织前往浠水县平安康复医院、黄冈市平安康复医院，

为幼龄问题儿童与老人提供关爱与温暖，比如近距离和

孩子接触交流、为孩子准备精美小礼物、为老人赠送生

活用品，有效提升了学生对老幼群体的关注。第三，开

展“走进蕲春·探寻艾灸之美”活动。蕲春有着历史悠久

的艾灸文化，而志愿队伍在当地的蕲艾工厂参与了艾灸

知识科普与制作活动。一方面了解了艾灸的起源、发展、

理论依据以及实践应用，另一方面也深入了解并传承了

艾灸文化，提高了学生的中医药文化传承意识。

（四）以生为本，均衡发展，培育综合素养

医学生志愿服务育人活动还应坚持以生为本的基本

原则，推动学生综合素养全面发展。高职院校应建立层

次化、多元化的志愿服务主题与内容，满足学生不同时

期的发展需求。

首先，应针对学生的医风医德、创新能力、实践能

力等融入志愿服务育人全过程。比如中医学院青年志愿

者协会组织开展的“青医益行”系列活动，不仅联动多

所高校、社区与养老院展开合作，而且组织学生提供基

础医疗服务、中医药文化科普讲座以及“为老助老”等

志愿服务，可以强化学生多元能力的协同发展。其次，

应针对学生年级与专业阶段，建立层次化的志愿服务活

动体系。比如在大一年级阶段，志愿服务活动以医药知

识科普宣传、中医药文化教育为主，比如“青医益行”

系列活动。大二年级阶段，则要采取“爱心义诊 + 健康

科普”模式，让学生初步参与坐诊与义诊服务，同时科

普疾病预防知识、急救知识等。大三年级阶段则可以组

织学生参与基础医疗保健服务，比如“手耳推”志愿活

动，利用学生掌握的中医药知识为社区民众缓解病痛。

结语

综上所述，为全面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

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高职院

校应推动中医药文化与医学生志愿服务育人融合发展。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针对现阶段志愿服务活动的实施问题，

从顶层设计、机制建设、组织管理、培育实施等方面提

出改进策略，以此引导医学生学习中医药知识，掌握中

医药技能，传承中医药文化，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从而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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