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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生学院简介：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的前身是 1994 年学校为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而成立的福

建中医学院社会科学部（简称社科部）。这一时期，社科部各个教研室的教师经过一段时间的

磨合，融为一支齐心合力的队伍，形成人文社会科学教学的新格局。教学与科研活动得到深入

的开展，整支队伍的教学与科研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2001 年 6 月，学校整合医学教育和人文社会科学教育这两方面的教学资源，以医药学科

为支撑，发挥科学与人文、医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学科交叉、渗透的优势，正式组建成立了公

共管理系·社会科学部。2010 年 5月，为适应我校更名为福建中医药大学，以及学校定位由教

学型向教学研究型转变的需要，根据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的批复，专门设立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科研部（简称思政部）。思政部现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研室、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研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教研室等四个教研室和一个《形势与政策》课程指导小组。专任教师 20 人，其中教授 4 人、

副教授 8人、讲师 8人。拥有独立的教师教学图书资料室、阅览室，可满足教学和科研的需要。 

近年来教师出版学术论著 5部，参编国家规划教材 3部,中标科研课题 50余项，在学术刊

物上发表论文 100余篇。一门课程被评为省级精品课程，一个教学团队被评为省级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团队。思政部教师多次获省级及校级教学技能竞赛奖，一人次获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能手荣誉称号,5 人次获省教学竞赛一等奖， 1 位教师入选“福建省高校杰出青年科

研人才培育计划”。  

 

二、招生专业简介： 

1005Z4 中医文化学（学术型） 

1. 专业优势、特色、成果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医药事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不断涌现。矛盾的

背后是对中医文化的认知问题，关键是中医文化的自觉与自信问题。为此，加强中医文化建设，

扩大中医文化的影响力，对社会大众进行有关中医文化宣传及科普教育显得非常必要。2012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十二五”重点学科遴选中，将“中医文化学”列为重点培育的交叉

学科。全国共 12 个单位获得了该重点学科立项，这标志着中医文化学学科建设从体制上得到

保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中医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中医文化学二级学科，不仅可

以为中医学提供有力的学科内涵支撑，也能够促进中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渗透。 

福建中医药大学在过去 5年的发展过程中，该学科建设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学校的历史发

展与学术积淀已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和教学科研资源，结合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在

该学科领域已形成了稳定的研究方向，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以

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研究中心、闽台中医药文献文化研究中心、医史博物馆作为学科长期建设的

科研和中医药文化传播平台，成为研究生素质培养的重要基地。 

近五年来，专业学科队伍主持与本学科相关的主要课题 50 余项，编写与本学科相关的著

作/教材 20余部，发表与本学科相关的论文 70余篇。 

2. 招生专业的研究方向 

① 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 

该研究方向以中医文化为基础，从教育学、公共管理学、传播学、文化学等多维视角，

着力于中医理论发展战略研究、中医技术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医标准化发展战略研究、

中医办医执业模式研究、中医药国际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医现代化人才战略研究、中医知识

产权保障体系研究、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政策保障研究等。在现代科技文化条件下，这一系列

的研究为中医药的发展方向、路径选择提供理论支撑与文化引导。 

② 中医哲学研究 

中医哲学是中医文化学学科的核心，这是学术界共识。中医哲学主要从中医学原有的概

念范畴出发，从哲学角度探讨中医学一些理论问题，探讨中医学与哲学的关系，探讨中医学

的哲学内涵与思维方法，突出中医学是一门以“术”载“道”的学问。具体而言，该研究方

向以中医气本论为主干，从本体论角度探讨中医学的本体基石以及中西医本体论的差异；以

中医自然观、生命观、疾病观、治疗观、养生观为基础，探讨中医学基本观念及其现代价值；

以中医思维方式研究为中心，从方法论角度探讨中医学思维方式特征及其发展规律；以中医

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研究为关键，以提炼中医文化核心价值观为任务开展研究。 

③ 卫生政策与医事法学研究 

该研究方向以医药卫生政策、医事法学为研究对象，从医学、卫生政策学、法学等多维

视角，着力于研究医疗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医师多点执业法律规制、互联网医疗法律规制、



医疗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医学临床试验保障制度之责任保险制度、执业医师考核及退出制

度、医疗损害鉴定制度、医疗侵权责任等。这一系列研究为我国医药卫生领域内的法治发展

和路径选择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引导。随着我国法治的发展，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断提高，医

疗纠纷将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大量存在。目前解决医疗纠纷的从业者，大部分懂医不懂法，

或是懂法不懂医，针对当今社会需求，本专业研究方向以医学与法学的交叉和融合为目标，

培养既懂医又懂法的高级专门人才。 

3.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可以

独立从事中医文化研究与传承传播的高级专业人才。能够较好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好，学

风严谨，具有较高的中国文化素养和中医学功底，积极为中医药文化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服

务。掌握中医文化学坚实宽厚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了解本学科的前沿学术动态；

掌握文化学、哲学、教育学、管理学、传播学、伦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对人文医学与中

西方文化传统有较深的理解与研究。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具备检索和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

的能力，有一定的外文写作能力。 

4. 导师队伍、研究生教育基地 

本专业现拥有一支知识结构合理、学术思想活跃、具有学术创新思维的导师队伍。其中

教授 12人，副教授 6人；博士生导师 4人，硕士生导师 9人；拥有博士学位 8人，拥有硕士

学位 10人。专业学科队伍学历结构、职称结构、学缘结构等均较为合理，与国内同行交流合

作频繁，学术影响力不断提升。 

5. 就业情况 

本专业毕业生可在卫生行政部门、医药院校、医疗机构、中医药文化传播单位等就业。 

 

热诚欢迎有志于中医文化事业的青年学子报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