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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亚健康人口数量日趋增长,健康产业投资愈发热情高涨。继近期国家对“健康中国”建设发展规划,随之而

来的必然是中医药健康产业的蓬勃发展,而我国目前十分紧缺中医药健康产业专业人才。结合民办本科院校的特点,从中医药

与健康产业相结合作为人才培养目标、教育理念、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探讨建立专业创新人才培养体

系,融合健康关怀理念、实操训练、模拟实验、岗位实习贯穿于创新实践人才培养全过程,切实提高中医药健康产业人才专业

技能和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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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6 年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球亚健康人数超过

60 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 85％。中国亚健康人数占中国总人

口 70％,约 9.5 亿人口左右,每 13 个人当中就有 9.5 个人处

于亚健康状态。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的定义“健康不仅仅

是没有疾病和不虚弱,而且是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适应能

力上 3方面的完美状态”。可见人体的健康状态,指的是人体

内环境(包括身心两方面)之间和人体与外环境之间和谐、平

衡的综合表现。这足以说明对于人类健康状态的定义世界卫

生组织并没有局限在某一方面,而是综合性的、高度概括的、

整体性的,而这些特性又恰好与中医药的整体观相吻合。 

国家提倡要积极推进“健康中国”全面建设,多举措促

进健康产业的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推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然而,目前我国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的专门人才十分匮

乏。本文将结合独立学院的特点,探讨如何建立“人文素养

高、外语能力强、实践能力高的”创新实践人才培养模式,

提高中医药健康产业人才专业技能和服务水平。 

1 我国对中医药健康产业创新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 

(1)健康产业国内外发展形势 

世界各国对我国中医药提倡的健康观、疾病观和治疗理

念越来越认同,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关注并重视中医药的价值

和作用,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已经陆续开展中医药的应用

研究开发。中医疾病观认为治疗疾病,不仅要治病,还要调整

健康。而调整健康是为了更好的治愈疾病。 

我国未来健康产业发展需壮大相关支撑产业,推动中医

特色诊疗设备、中医康复产品、中药、保健食品的研发与应

用,加快中医药健康产品开发和应用。 

(2)中医药健康产业对创新专业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 

中医药健康产业是一种集儿童、成人、老年人的健康、

医疗服务、照护服务以及康复保健服务等多层次多需求多方

面为一体的朝气蓬勃的产业。因此,大健康产业专业人才的

培养不仅要注重专业知识的积累,还要具备一定的看护、锻

炼康复、养生保健、心理疏导等相关知识以及综合技能的实

践技能,还要加强与产学研相结合,突出实践技能,切实提高

自身的专业能力和水平。 

2 我国中医药健康产业人才培养现状 

调查结果表明,目前我国中医药健康产业专业人才培养

质量与数量,无法满足即将进入高速发展的大健康产业时

代。如何才能突破瓶颈解决这一瓶颈问题,相关健康领域的

专业人才培养才是重中之重。 

2.1我国中医药健康产业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 

2.1.1 现有人才培养模式固化滞后。不同的学校对于人

才培养的模式的切入点选择也不尽相同。东北师范大学人文

学院健康福祉学院设有护理系、康复系、中药保健系、健康

服务与管理系等针对健康服务与保健品、药品相关专业。此

外,针对全国各高校所开设的有关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的专业

进行资料的搜集与汇总,总结如下几个问题：首先是各高校

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目标不够清晰明确；二是课程设置与目

前社会需求脱轨；三是教学方式过于单一和陈旧；四是实践

能力未能达到企业用人要求。 

2.1.2 师资队伍需要建设和转型。由于目前各高校大健 

 

[参考文献] 

[1]李小龙,张宸瑞,耿斌,等.高职院校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

“MOOCs时代”的探索与启示[J],电化教育研究,2015,(12):52-58. 

[2]聂爱国.高等院校教学改革中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究

[J],教育教学论坛,2016,(38):102-103. 

[3]毕康锐.UI 动效大爆炸:After Effects 移动 UI 动效制

作学习手册[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8.(06):14. 

作者简介： 
王萌(1990--),女,汉族,山东青岛市人,助教,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交互设计、互动媒体设计。 
基金项目： 

本文系山东外贸职业学院校级课题“'互联网+'背景下的

《互动媒体设计》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研究成果(编

号 ky2018-01)。 



Modern Education Forum 现代教育论坛 
第 1 卷◆第 2 期◆版本 1.0◆2018 年 12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5178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2 

康产业相关专业的开设在逐步开设和建设中,专业教师的专

业经验与社会实践机会相对较少,再加上我国中医药健康产

业的兴建正徐徐进行,校企联合还没全面铺展,教师的理论

与实践经验都有待积累与提高。这些都对专业师资队伍的整

体素质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2.1.3 人才培养的模式需要多样化。可以说产学研相结

合对于我国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未来人才的培养是一个非常

有效的捷径,然而受到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如经费、社会合

作、学校自身条件、企业合作等,对于学生的培养实现双向

培养的模式目前来看还比较困难.所以大健康产业人才培养

模式往往由双向培养转变为学校单方培养,这就造成产学严

重脱节的现象。 

2.2 我国中医药大健康产业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 

2.2.1 建立培养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创新专业人才的培

养体系 

依据国务院《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 年)》下发的

若干政策文件,基本以培养适应我国未来中医药大健康产业

的迅猛发展的市场需求为宗旨,以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本着

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为主旨,积极调整现有专业设置,使之与

企业用人岗位要求紧密衔接。教学内容安排要突出特色和实

用性,强化学生的外语,尤其是听说读写的能力,不断提高实

际操作能力,致力于建立“强外语,精技能,懂专业,高素质”

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 

2.2.2 确立专业创新实践人才培养体系 

将校内、校外专业实践教学平台紧密衔接,相辅相成。

对于学生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

是通过人文素养和专业课程相结合；二是要求校内实验和

校外实训基地相结合；三是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学生

可就业于中医养生保健机构(中医养生保健人员、中医养生

保健技术),也可从事中医养生保健产品开发,并在今后国

家拓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领域(养生、旅游、文化、健康管

理等)岗位中发挥作用。 

2.2.3 加快师资队伍的建设 

专业教师、兼职教师(包含企业教师)构建“双师型”教

师共同体,积极开展联合实践教学,切实提高教师各方面专

业知识的积累与更新,从而提高实践教学水平的同时促进教

师个体的快速专业成长。整合社会各界力量开展中医药健康

产业相关学科骨干的专题培训,促进骨干教师对各校的教学

改革、专业建设以及课程开发等方面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

快速建立一支强大专业的师资队伍。 

3 结束语 

我国未来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的飞速发展,关键取决于相

关创新专业人才如何进行培养,怎么进行培养。唯有结合地

方校际情况,以服务地方经济为宗旨,建立校企联合、校校联

合的创新实践人才培养体系,才能为我国中医药大健康产业

的飞速发展提供高效能的人才,也能更好地为中医药走向世

界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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