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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中医养生学专业

一、专业基本信息

（一）专业定位

中医养生学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

宝，是中医学关于维护健康与长寿的理论、经验和方法的知识体系。

为响应“健康中国”国家战略，面向人民生命健康需求，满足人民群

众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愿望，广州中医药大学在已设立中医养生学博

士点、硕士点的基础上，于 2019年创办中医养生学专业。本专业旨

在培养具有“养生”和“治未病”思维的执业中医师，具有稳固的中

医思维和坚定的中医信念；具备“大医精诚”的职业道德和“大医习

业”的专业胜任力；不仅能胜任“治已病”的工作，而且是掌握“治

未病”的复合型中医临床人才。

（二）培养目标

培养服务“健康中国”战略，推进中医药事业发展，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医德医风优秀，系统掌握中医药基本理论、基本知

识和基本技能，掌握一定的现代医学知识及诊疗技术，具有从事中医

临床、养生保健、科研的实际工作能力及较高人文科学素质和创新精

神的中医专门人才。

本专业人才将来能够服务于中医医疗机构治未病中心、老年病科、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医院、养老机构、健康管理机构、文化传播

机构等，善治已病，更善治未病；以预防为中心，围绕全民健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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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广大人民群众正确、规范运用中医养生知识增强体质、预防疾病、

延缓衰老，传播中医药养生文化，传承和发扬中医治未病思想。

（三）培养规格

1. 学制学分

本专业学制 5年，总学分为 245分，授予医学学士学位

2. 具体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具备良好的人文、科学与职业素养，特别是深厚的

中国文化底蕴和系统的中医理论思维，将中医治未病思想贯彻到工作

与学习中；具有适应未来的能力，善于学习新科技与新思维，实现中

医养生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备领导素质，敢于创新，勇

于创业；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知识、能力、素质、身心

协调发展。

2.1 思想道德与职业素质要求

（1）遵守法律，具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具备文化自信，尊重文化多样性，具有优良的人文素养，志愿

为人类健康而奋斗，具备良好的身心素质、社会适应能力和团队精神。

（2）热爱中国文化，热爱中医药事业，热爱公共卫生事业，秉承

大医精诚的宗旨，无私奉献，济世活人，救死扶伤。

（3）恪守医学伦理，尊重生命，尊重隐私，平和待人，重视沟通，

贯彻知情同意原则。遵守学术道德规范，谦虚谨慎，科学求实，具有

高度的敬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4）具有科学的思维方法、批判性思维、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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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拓展能力。

（5）以服务人民健康为宗旨，善于发挥中医药“简便验廉”的特色，

实现卫生资源的最大效益，减轻国家卫生负担。

2. 2 知识要求

（1）掌握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基本知识和科学方法，尤其熟谙中

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天文学、文学、历史学、艺术、民俗学等内容，

并能学以致用。

（2）掌握中医学基础理论与中医诊断、中药、方剂、针灸、推拿

等基本知识。

（3）掌握中医经典理论，了解中医学术思想史和各家学术流派学

术观点，了解中医养生思想史和主要流派的养生技术方法。

（4）掌握中医药预防和治疗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知识。

（5）掌握中医养生保健、健身、营养、康复等基本知识，发挥中

医养生预防手段在治未病和延年益寿中的主导作用。掌握研究中医体

质与健康、疾病相关性的理论与方法。掌握特殊人群的体质及其养生

原则。

（6）掌握必要的现代医学基本知识，包括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

掌握必要的药理学知识与临床合理用药原则。

（7）熟悉必要的心理学与医学伦理学知识，了解减缓病痛、改善

病情和残障、心身康复及生命关怀的有关知识。

（8）熟悉预防医学与全科医学知识，了解重大传染病的诊断、治

疗和疫情防控措施。了解公共卫生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

（9）了解国家卫生工作方针、战略、政策和法规。了解卫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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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机制和公共卫生服务管理的基本原则；了解卫生资源配置、卫生

政策分析和评估的基本知识。

（10）了解全球公共卫生状况，了解国际传统医药和替代医学状况，

了解各类国际卫生组织、著名非政府组织、慈善基金的工作领域及其

作用。

2.3 技能要求

（1）具有运用中医理论和技能，全面、系统、精准地进行健康评

估、病情诊察、病史采集、病历和健康档案书写及语言表达与沟通能

力。具备中医体质辨识与分析，合理运用中医养生技术方法，制定个

性化养生保健方案的能力。

（2）具有正确运用中医理法方药、针灸、推拿等治疗方法和中医

养生适宜技术对常见病、多发病、亚健康进行辨证论治、辨体养生和

治未病的能力。

（3）具有运用现代临床医学知识和技能进行系统体格检查的能力。

（4）具有合理选择现代临床诊疗技术、方法和手段对常见病、多

发病进行初步诊断、治疗的能力。

（5）具有对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的临床识别能力，并掌握其基本

处置原则。

（6）具有与健康人、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具有与

同事、其他相关人员、公众传媒、政府组织的交流沟通与团结协作的

能力。具有对公众和服务对象进行健康养生方式和中医药防治疾病等

方面的知识宣传和健康教育的能力，以及从专业角度开展文化传播、

组织卫生资源的初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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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具有阅读中医药古典医籍以及搜集、整理、分析临床医案和

医学文献的能力；具有一定的本专业外文文献资料阅读、翻译、交流

的能力；掌握科技写作和公文写作的特点、要素和方法。

（8）具有自主获取知识和知识管理的能力，并且具有批判性评价

现有知识、技术的能力，以及在专业活动中开展科学研究和文献研究

的初步能力。

（9）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四）课程体系

本专业属于中医学类专业，采取 3+2的模式，即前 3年以课程教

育为主，结合养生相关机构的见习、实习；后 2年主要在广州中医药

大学深圳医院完成部分临床课程的学习和临床实习。

1. 课程体系

课程结构分为两大类：即必修课、选修课（含限定选修课、公共

选修课）。

课程模块设置分为四种：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临床专业课

及专业主干课（即特色课程）。

表 1 专业培养方案学时与学分分布情况表

专业培养计划学时与学分

学时数（学时） 学分数（分）

总数

其中： 其中：

总数

其中： 其中： 其中：

必修课
选修

课

课内

教学

实验

教学
必修课

选修

课

集中性实

践教学环

节

课内

教学

实验

教学

课外科

技活动

创新创

业教育

5086 4574 512 2539 2547 245 213 32 52 145 48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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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医养生学专业课程体系框架

分类

必修课

公共基础课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

大学英语

体育与健康课程

军事理论与训练课程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

创新创业教育

指导课程国学概论

专业必修课

专业基础课（中基、中诊、中药、方剂、内经、伤寒论选

读、金匮要略、温病、解剖、生理、诊断学基础等 15门）

临床专业课（中医内科、针灸、推拿、西医内科、等 8门）

专业主干课（经典导学与养生思维、中医营养学、中医治

未病学概论、中医老年病学、中医情志养生学等 9门）

专业实践课

实习前课程

毕业临床实习

毕业考试

选修课

专业限选课
模块 1（周易与中医学术、中药鉴定学、中医运气学说、

预防医学等 12门）

公共选修课

美育类课程

第二课堂

劳动教育

2.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入学教育与军训、实践教学课（体检中心、养生企业、机构等参

观学习）、中期专业见习、毕业实习等。

3. 主要专业实验

解剖学实验、生理学实验、病理学实验、药理学实验、医学免疫

学与病原生物学实验、医学遗传学实验、生物化学实验、、中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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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实验、中医诊断学实验、中医抗衰老学实验、中药学实验等。

（五）师资队伍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1437人,其中正高职称 381人，副高职称 475

人。拥有一批以国医大师邓铁涛、禤国维、周岱翰为代表的著名专家

教授，有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1名、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2名、国家 973

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 2名、国家级教学名师 1名、新世纪“百千万人

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3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3人、

珠江学者 9名、全国名中医 3名、省级教学名师 7名、广东省名中医

106名等一大批知名专家以及在医药领域有影响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

带头人。

本专业依托基础医学院办学。基础医学院现有教职工 144人，其

中教授（含研究员）37人，副教授（含副研究员）52人；81人具有

博士学位，31人具有硕士学位。博士生指导教师 32人，硕士生指导

教师 44人；拥有国家级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1名，全国师德建设先进

个人 1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3名，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 5名，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2名，广东省师德建设先进

个人 1名，广东省劳动模范 1名，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 6名，广东省

南粤教坛新秀 1名，广东省千百十省级培养对象 3名，新南方教学奖

（优秀教师）13名。

（六）教学条件

广州中医药大学创办于 1956年，是新中国首批建立的四所中医

药高等学校之一，先后直属国家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2000



8

年转由广东省人民政府管理，现为广东省“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和

高水平大学重点学科建设单位，2017年入选首批国家一流学科建设

高校。经过六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学校整体办学水平、医疗服务能力

和国际影响力均位居全国中医药院校前列。

学校现有二级学院 16个，拥有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1个；拥

有一级学科广东省重点学科 3个；拥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重点

学科 25个；中医学进入“国家一流”学科建设行列；是拥有一级学科

国家重点学科的两所中医药高校之一，也是拥有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

科的唯一一所省属高校。汤森路透 2016年 7月 15日数据显示，学校

临床医学学科已进入 ESI全球前 1%行列，表明学校在关键研究领域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

学校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大力实施特聘教授、“杏林学者”、

“青年英才”、教师出国访学、“薪火计划”等五项人才提升计划，迎来

了人才辈出、名家荟萃的生动局面。

1. 教学设备

图书馆由大学城分馆和三元里分馆组成，总建筑面积 33,350平

方米，设有中医学书库、医学书库、外文书库、综合书库、古籍书库、

报刊阅览室、特藏室、电子阅览室、多媒体中心、学生自修室等库室，

拥有主干为千兆，百兆到桌面的高速局域网，两个分馆采用图书馆自

动化管理系统，建立了无缝连结、便利的分布式数字化信息服务网络，

实现藏、借、阅、网一体化以及数据资源共建、共享的管理与服务模

式。图书馆（含二级学院）拥有纸质藏书 153万余册，在线阅读电子

图书 158万册，通过文献传递的电子图书 150万册；包括 SCI、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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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网等在内的国内外知名电子资源库 49个，其中自建中医药特色资

源库 4个。古籍馆藏有普本中医古籍 2,082部计 10,356册，善本 195

部计 1,426册。

2. 实验室

实验教学中心占地面积 6000平方米，设备价值 1000余万元。是

国家级中医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一部分，也是广东省基础医学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

3. 实习基地

中医养生学专业学生实习基地计划设立在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

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福田区中医院）坐落在深圳市中心

城区，著名的莲花山脚下。是一所设备先进、功能齐全、特色突出的

公立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直属附属医院、深圳市中医

治未病及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基地，也是全国首家五星级中医院。目前

占地面积 17500㎡，建筑面积 111586㎡，开放病床数 800余张。在

医院的专、兼职专家队伍中，特聘院士、国医大师 6人，国家重点学

科带头人 4人，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3人，省市名中医 11人。

医院建立了 5个全国名中医学术流派临床研究基地，引进了靳三针疗

法流派、龙江医学流派、山西门氏杂病流派、燕京赵氏皮科流派、王

氏儿科中医学术流派五个国家级学术流派专家团队并成立传承工作

室。医院发展目标是全力打造一所中医特色鲜明、综合实力领先的高

水平大学附属医院和临床医学院。目前，已经承担广州中医药大学等

多所高等中医药院校 500余名本科实习生的教学任务，培养硕士研究

生 6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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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特色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秉承“厚德博学、精诚济世”的校训，重视

中国文化经典的通识教育，增进“大医精诚”的文化熏陶，注重中医

经典著作的专业教育，加强对中医养生理论与方法的实践，强调以中

医为主，也要了解和掌握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新进展和新方法，引导

学生具有开放的知识结构和优秀的职业素养，让学生能够用传统方式

维护健康、用现代技术探寻原理。

（一）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院校教育的规范性和系统性体现在对于通识课程、中医经典、基

础和临床课程的学习与实践，师承教育的灵活性和针对性体现在师生

问答、临床体悟和经验传承的学与问过程中。前者偏重于知识的系统

性传授，中国文化的浸润，中医药学知识结构的构建，相当于“读书”；

后者偏重于实践能力和职业素质的培养，强调早临床、多临证，重视

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医患沟通的能力，相当于“临证”。

（二）导学制

所谓导学，指导师在规范院校教育之外，根据学生资质因材施教，

结合个人学术思想实施个性化和人性化教育。学习不仅是问与学的往

复，更是以临床问题和理论问题为导向的知识构建过程和能力培养过

程。

按 3+2的五年学制，基础学习阶段和临床实践阶段分别安排一位

导师，导师与学生实现双向选择，每位导师带 6名学生。导师指导时

要着眼于中医养生学专业特点，侧重于治未病思维的培养和治未病技

术方法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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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础学习阶段，专门设置《经典导学与养生思维》课程，根据

学生所处学习阶段，精选学习专题，组织学生以文献研究方法为主进

行专题理论探讨或创新项目研究，安排学生跟诊见习，每学年末以文

章、学习记录、实践性学习、导师评价等方式进行评价与考核，给予

与学时相应的学分。

在临床实践阶段，导师负责指导学生在现代医疗环境中如何合理

应用中医思维解决实际问题，在治未病中发挥主导作用。

在课程中（以《内经选读》为试点），引入课程导师，根据师资

条件实现一定比例的小班分组教学。课程导师因材施教，让学生早日

完成经典考级的进阶，奠定经典养生文献的根基。

（三）突出中医养生特色，读书与临证相贯通，强调自主学习和

终身学习

所谓“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善治未病者，必须通晓治已病

的规程，要求知识全面、技术精湛、道德高尚和治愈率高。熟谙中医

经典文献是提高中医水平、培养高水平中医人才的必由之路。读书与

临证必须相互贯通，相互印证，认识水平才能螺旋式上升。“学然后

知不足”，“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学会“学习”和爱好“学习”是高水平

人才的又一素质。当“学习”成为习惯，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才不会成

为空谈。突出中医养生特色，立足点离不开“中医”和“养生”。

除了四大经典（《黄帝内经》、《神农本草》、《伤寒论》、《金匮要

略》），还要学习四小经典（《医学三字经》、《濒湖脉学》、《药性赋》、

《汤头歌诀》）和养生经典（《养性延命录》、《千金要方养性》、《遵

生八笺》、《随息居饮食谱》），留出自主学习时间，由导师评阅读书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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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临床阶段，由导师指导，结合文献，重点学习各科常见病的中西

医诊疗指南和治未病调养方案。

（四）独立思考与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

新时代的中医药事业发展要求传承与创新并举，需要培养多元化

人才和复合型人才。中医药创新有两类，一类是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的

创新，一类是中医药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的创新。独立思考是培养创新

能力和创新素质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