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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思维培养在中医学专业教学中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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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象思维是传统医学重要的思维方式，通过取象比类、以象尽意的方式，推测疾病内在的变化，

审证求因，辨证施治。所以象思维的培养在当今中医教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针对如何培养象思维，文中

提出加强传统文化学习，增设中医思维课程，改善教学策略的设计，加强临床跟诊等方法，系统训练中医

学生的象思维。使学生能够真正掌握中医思维方式及方法，并提高中医临床思维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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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ang-Thinking is an important mode of thinking in traditional medicine. Through thinking of 
Analogism, we can infer the internal changes of diseases, examine and seek the causes, and treat them according to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herefore, the training of Xiang-Think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oday's TCM 
Education.How to train the Xiang-Thinking, this paper proposes to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dd 
the course of think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mprove the design of teaching strategies, strengthen the 
methods of clinical follow-up, and systematically train the Xiang-Thinking of the stud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tudents can really master the mode of thinking and method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clinical think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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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象思维是中医学重要的思维方式 
中医学是在传统哲学与文化环境下形成的一门

应用学科，具有独特的思维方式。中医思维是中医

专业人才的核心素养。因此要培养优秀的中医类专

业人才，首先必须培养中医思维能力。象思维是中

医学里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象思维是以客观事物

自然整体显现于外的现象为依据，以物象或意象为

工具，运用直觉、象征、比喻、推类、联想等方法，

表达对象世界的抽象意义，把握对象世界的普遍联

系乃至本原之象的思维方式
［1］。临床中通过患者症

状、体征、舌象、脉象等外在的表现，推测内在的

病变，审症求因，辨证施治，就是象医学的集中体

现。《素问·五运行大论》云: “天地阴阳者，不以

数推，以象之谓也。”宋代医家张杲《医说》中记载:“古
今论病，多取象比类。”说明象思维是中医学里的重

要思维方式。它不仅仅表现人体生理、病理的状态，

也用于指导临床诊断、辩证分析、法则治法、方剂

药物选择以及养生保健等内容。 
2 象思维的哲学基础 
象思维是几千年来中华文化的主导思想，萌芽

于先秦时期，是指“取象比类”、“援物比类”的思

维模式。最早见于《易传·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

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

之纹，与天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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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易

传》确立了“象”的范畴，包括了自然之“物象”与

人为“意象”[3]。《周易》之八卦是取象于天地万

物之“物象”，将“物象”转化为卦象，后者则属于“意

象”范畴，奠定了“象思维”的理论起源[4]。“取象

比类”是通过“观物-取象-比类-体道”的过程，将“象”

作为工具，以“取象”为基本方法，用于认识宇宙

万物[5]。明确将“象思维”作为概念提出者是王树人先

生[6]，他认为“中国象思维中的象有着丰富的层次，

除了包含了内、外在感知之象，还把握了某种小宇

宙整体内涵乃至本原之象或大宇宙整体之象。”并且

还提出象思维的活动路径为“象的同一层次间的流

动和不同层次间的转化，象思维正是依靠上述流动

与转化的方式，进而把握大宇宙整体之象”，“象思

维”贯穿于中国古代自然和社会科学，中医药学的

产生和发展也离不开“象思维”的影响，其渗透于

中医理论建构与临床应用的各方面[7]。王永炎院士

指出“象思维”是以事物的各种外在表现为依据，充

分借用观察者已有的知识，通过广泛联系，旁征博

引，体悟事物的内在本质或变化规律的思维方法；

其思维路径大体经过观天地以察象，立象以尽意；

得意而忘象，依象而思虑，据象以辨证，据证而施

治等[8,9]。可以说，象思维使中医学摒弃了机械、还

原分析的实体研究方法，依托象符号构建了独特系

统的思维模型，把研究对象从物质实体转化为功能

实在，从而使中医学走上了超形态的功能性研究之

路[10]。 
3 培养象思维的方式 
3.1 加强传统文化学习 
中医象思维方式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形成

的相对稳定的思维结构模式，中医药学理论根植于

中国文化的土壤，并深受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

使其体现出医学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双重学科属性。

因此，给学生奠定良好的哲学与文化基础尤为重要。

一方面在教学中着重阐述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药学

的内在联系，调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性。另

一方面鼓励学生课余时间自主学习子学、经学、道

学等传统哲学精髓，例如《中国哲学史》、《医易

概论》、《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使其深刻掌握中

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重整体轻局部、重关系轻实体、

重直觉轻理性、重形象轻抽象、重实用轻理论、重

传统轻创新等特征[11]，理解中医学的核心思想，以

提升中医药文化意境。 
3.2 增设中医思维课程 
将《中医思维学》纳入中医药院校的人才培养

方案及课程体系中。中医思维课程体现的是基础性。

中医思维的培养是学习所有中医专业课程的前提条

件。认识阴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及

相互转化，是对人体系统运行状态的基本判断。掌

握五行的相生相克、相乘相侮，就可以对人体脏腑、

经络等各功能单位的相互关系有准确认识，对辩证、

用药有指导作用。同时，中医思维课程还应凸显其

应用性。中医思维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中医知识学

习的主要方法，是走入中医药之门的桥梁课程。 
3.3 教学策略的设计 
因为“象不是患者或者医者的本能感觉，需要

通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诊察出来”[12]，因此教学策

略的设计对于学生中医象思维应用能力训练具有最

直接的影响作用，如何训练诊察象的能力，就成为

了教学中的重点。 
（1）利用多媒体增加图片及视频教学 
图像是形象思维的载体之一，借助 PPT、照片、

三维动画、视频图像等多媒体教学技术[13]，进行中

医象思维模式的培养，强化学生的自主锻炼象思维

能力，形成图文的理解力、观察力、记忆力和创新

力。尤其在舌象及五色诊中，图像能直接反应患者

象的颜色变化。在教学中，可以用大量的图片专门

训练，有助于学生理解由象到临床治疗的过程。另

外，在图片中也可以看到同一患者在不同的病程阶

段象的动态变化，可以让学生学会通过象判断患者

的病情走向，从而指导临床治疗。 
（2）突出案例式教学法 
临床中面对病患，任何病证都有可能出现。课

堂理论学习过程中是无法学会所有问题的解决方

法。而中医象思维正是辨证论治的根本依据，只有

掌握了最基础的象思维能力才能应对表象各异的病

情证候。所以，在学习过程中，通过对各种不同案

例的学习、分析，掌握分析办法，是培养中医象思

维能力的有效途径。案例教学法是将临床案例为基

础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在本质上是提出一种教育

的两难情境，没有特定的解决之道，教师在教学中

扮演着设计者和激励者的多重角色，鼓励学生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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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其中。具有以学生为主体、以开放式和互动式

教学为特点的新型教学方式[14]。通过对临床的案例

分组讨论、分析和教师的讲解、总结，培养学生的

思维方式和逻辑处理能力，使得学生更好地将中医

学理论和临床实际相结合。改善教学模式单一、理

论与临床实践脱节等问题。 
案例的选择要有明确的指向性，以临床中的常

见病、多发病为主，因为学生们没有临床经验，故

又必须足够典型。其次，教学案例也可以选择一些

临床中容易误诊的病例，以利于鉴别诊断，巩固知

识点。多从古代医家的医案、现代名家的临床著作

以及文献杂志中的临床报道与教师临床工作中的案

例中收集。对收集的病案进行整理，根据病案内容

的难易程度、是否适合课堂学习讲授等条件进行进

一步分类。可设置成“课前导入案例”、“课堂演

示病案”、“课堂讨论病案”、“课后学习病案”，分

别制作多媒体病案课件用于教学。 
主要的教学环节包括理论讲解、提出案例、小

组讨论、课堂发言、全班交流、总结归纳（学生老

师共同进行）、消化提高等[15]。学生针对案例结合

所学的知识进行分析与探讨，进而提出诊断依据及

诊疗计划。在课堂上分组讨论，学生代表将讨论结

果阐述，引导学生提出更多与案例相关问题。交流

后，教学双方均需对案例讨论做出总结。教师针对

学生的讨论情况进行点评，并对案例的特点以及诊

疗方案进行归纳总结。教师还需要对案例中涉及的

相关知识点进行引申讲解，让大家充分理解，以达

到真正有用的教学成果。 
4 加强临床跟诊 
中医临床思维能力是中医师运用所学到的中医

学基础理论知识对患者病情收集并综合分析，查明

病因和病机，根据病情辨证论治，解决临床问题的

能力。临床实践活动是医学生涯中的重要环节，是

学生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实践的桥梁。 
门诊跟师临证学习，相当于中医传统的“师带

徒”模式，在现代中医教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师带徒”形式多以临床侍诊、抄方、总结病案的

方式进行，对于提高中医临床思维具有很好的借鉴

意义与指导作用。学生可以直观地学习问诊采集病

史、收集病情信息、综合分析以及辨证用药的全过

程。在门诊临证学习中通过口授心传、耳濡目染，

可以较快地掌握中医临床思维。 
教学查房是临床教学中最基本的方法，是临床

教学中最直观、最重要的环节，也是理论与临床实

践结合的重要途径。教学查房旨在通过对典型患者

的查房，使学生加深对临床知识的认识，使学生能

更具体、全面、系统、规范地掌握专业知识，从而

提高其临床思维能力，为今后独立临床工作打下基

础。教学查房中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由学生完成问

诊、闻诊、舌诊、脉诊、开方、医嘱的全过程，教

师指出其不足，让学生在反复训练中，磨练其由象

思维指导到临床具体操作的过程，培养中医思维。 
5 结语 
目前中医药专业的传承以校园理论学习和教学

医院的临床学习为主。在疾病的诊疗过程中，象思

维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关键性思维，故象思维培养的

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学生的中医临床辨治能力。所

以在中医学教育当中，需要时刻强调象思维的培养。

中医理论学习应该与临床实践相结合，使学生真正

掌握中医思维方式与方法，并提高中医临床思维能

力。同时，在培养象思维的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

象思维的优点，也要避免相关的不足。继承优点与

直视不足，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医学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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