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教育教学工作基本情况 

一、学校立德树人工作总体情况 

学校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凝练“仁德、仁术、

仁人”的教育理念，“学贯中西、至精至诚”的办学理念，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

向、持续改进，始终致力做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开拓者、以本为本的坚守者、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的探索者，站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政治高度，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学校的前身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始建于 1954 年 10 月，此后历经江苏省中医

学校、南京中医学院、江苏新医学院、南京中医学院等时期，1995 年更名为南京

中医药大学。学校为新中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培养输送了第一批师资、编撰了第一套

教材、制订了第一版教学大纲，探索构建了高等中医教育最早的教学体系，诞生了

新中国中医药界最早的学部委员，形成了高水平中医药人才自主培养体系的雏形，

为新中国中医药高等教育由传统师承教育向现代院校教育模式的转型作出了开创

性贡献，被誉为“高等中医教育的摇篮”。 

学校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江苏高水平大学高峰计划 A类建设高校，教

育部、江苏省人民政府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建高校。学校坚持以本为本，把本科

教育放在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教育教学的基础地位、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前沿地位。

学校第四次党代会报告中提出实施“双力提升”工程、开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行动，对学校持续推进一流本科教育和大力开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做出了新

的战略谋划。 

学校现有 37个本科专业，涉及 6个学科门类，形成以中医药为主体，中西医

结合，多学科支撑协调发展的办学格局。近年来，获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10 个，

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20门，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4项。获首届全国优秀教材特等奖

1 部、二等奖 7 部，中医学部获“全国教材建设先进集体”。获教育部课程思政示

范课程 2 门、课程思政教学团队 2 个，教学改革成果及立项数均居全国中医药院

校前列。学校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中药学、中医学等主干学科位居全国前列，6

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药理学与毒理学学科进入 ESI 前 1‰，连续 7 年



在《中国大学评价》中位列全国中医药院校第一，33 个专业入围软科中国大学专

业排名，其中 5个专业位列 A＋。 

学校现有在职教职工 1832人，其中专任教师 1098人，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12696

人，在校研究生 6710 人。现有院士、国医大师、国家级教学名师、“长江学者”“国

家杰青”、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名中医、岐黄学者、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

师团队等一批高水平师资力量。 

学校现有仙林、汉中门、泰州 3 个校区，占地面积 1186859.92 平方米，校舍

总建筑面积 679406.7 平方米。图书馆是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馆藏纸本文献总

量近 131 万册，电子数据库 120 个。学校设有 11 个学院、2 个公共教学部等教学

机构，建有附属医院、临床医学院、教学医院、实习医院等 86所医学类教学基地，

3所附属药企，82所非医学类教学基地。学校现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3个，

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1 个，国家级中医临床教学培训示范中心 1 个。建

有全国重点实验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江苏省重点实验室

等 35个科研平台。 

学校有幸见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发展中医药“新论断、新要求”的历史关键节点，

并获得习近平总书记“教研实力雄厚，办学经验丰富”的高度评价。2010年 6月，

习近平同志出席我校澳大利亚中医孔子学院授牌仪式并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的重要论断，

为新时代中医药守正创新指明了方向。 

学校名师荟萃、大家云集，曾有以承淡安、叶橘泉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名医名家

在校执教。《中华本草》《中药大辞典》《中医方剂大辞典》等多项成果流芳后世、

利泽于民。建校近 70年培养了 10多万中医药人才，7名校友成为中医药界学部委

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14 名校友被遴选为国医大师。入选

U.S.News“全球最好大学排名”榜，连续 7年在《中国大学评价》中综合排名位列

全国中医药院校第一。学校是 WHO传统医学合作中心、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已培养

留学生 3万余名，与 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科研院所合作，建立了 2 家中医孔子学

院、8个海外中医药中心。 



二、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与建设举措及成效 

1.强化卓越培养，中医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持续突破 

学校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我们坚持将本科教育作为建设一流中医药

大学的基础性工程，提出“办精本科教育”的奋斗目标，更加注重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大力推进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全国首批开办中医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9年制）的高校，是全国第一家开展中药学（本研贯通）人才培

养高校，也是全国最早开办中西医临床医学（本研贯通）专业高校之一，目前已形

成了具有南中医特点的卓越医生、卓越科学家、卓越工程师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新医科建设背景下人才培养改革走在了前列。2015 年以来，已累计招生培养中医

学九年制学生 240名，中药学“4+5”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学生 170名，中西医

临床医学“5+4”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学生 50 名。2023 年中药学获批省基础学

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基地建设点，学校成为教育部基础学科“101计划”中药

学专业协同建设单位。入选省级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2.0专业 2个。 

2.强化立德树人，思政育人成效显著 

学校构建了以“三仁”教育理念为核心的“三统一”思政育人体系。坚持文化

引领，将传统文化“仁德”思想与党的教育方针有机结合，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教

育统一；坚持德育为先，将中医“仁术”思想与健康中国等战略有机统一，实现思

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统一；坚持实践导向，将先贤“仁人”思想与医德培养有机统一，

实现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统一。学校成立全国首个习近平中医药重要论述研究中

心，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我校中医孔子学院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理论研讨会，强化

中医药思政育人。学校编印 66门通识课程、一流课程的课程思政案例集，出版《护

理学类专业课程思政案例精选》，课程思政扎实推进。学校获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

课程 2门、教学团队 2个，省课程思政示范专业 1个、示范课程 4门，立项数居全

国中医药院校前列。学校有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1个、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2人、全

国党建工作样板党支部 2个。“农民健康百村工程”入选教育部高校思政工作精品

项目。 

3.服务国家战略，专业布局不断优化 



出台《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实施办法》，构建“国家级－省级－校级”3 级一流

专业建设体系，强化一流专业遴选培育，入选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10个，省级

一流专业 19个，学校国家级一流专业数居全国中医药院校第 2位。 

出台《本科专业设置管理办法》《本科专业建设质量评估管理办法（试行）》等

文件，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2015 年以来，设置 10个新专业，暂停招生 7个专

业，在招专业数从 37个减至 30个，主干专业招生计划占比达 71.9%，优化服务生

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的专业结构。 

面向健康中国、中医药发展等国家战略，在办好优势品牌专业的基础上，优化

服务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的专业结构。2015 年以来，增设临床医学、中医儿

科学等 10个新专业，探索中西医并重的中国医学教育体系。 

面向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与民政部、江苏省共建全国首个本科起点

养老服务与管理学院，成立全国养老服务管理专业院校联盟，编撰全国首套专业核

心规划教材，构建养老服务与管理人才培养体系。 

4.强化以本为本，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高 

学校出台《南京中医药大学关于深化课程综合改革的意见》《一流本科课程建

设实施办法》等文件，实施《南京中医药大学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实施方案》，推动

“学为中心、教为主导”的课堂教学革命，建设智慧教室 336间，入选国家级一流

课程 20 门，省级一流课程 41 门，省产教融合课程 4 门，获批教育部产教融合项

目 31项，我校国家级一流课程数居全国中医药院校第 1 位。 

在课程教学大纲中明确要求开展 CBL、PBL、翻转课堂等综合设计性教学时数，

明确国家一流课程总课时中应用 PBL、翻转课堂、OSCE等开展综合设计性教学的时

数比例≥20%。及时更新教务管理系统，实现平时成绩实时记录，优化课程考核办

法。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打造线上学习社区，完善线上学习资源，

便于开展翻转课堂、线上线下混合教学。2022 年我校入选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江苏

省试点高校。 

出台《教材管理办法》《优秀教材评选办法》，制定《主编行业规划教材建设经

费资助管理办法》，强化教材建设水平。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吴勉华教授主编的



《中医内科学》获全国优秀教材特等奖、《中药学》《中医诊断学》等 7部教材获二

等奖（主编 2部、副主编 5部），中医学部荣获“全国教材建设先进集体”。牵头组

织编写全国首套养老服务管理专业核心课程规划教材。《中医儿科学（英文）》《黄

煌经方使用手册·汉英双语版》获 2023 年世界中联“中医药国际贡献奖—著作奖”

二等奖、《中医藏象辨证学》获三等奖。入选省高校重点教材 40部，首批省本科优

秀培育教材 9部。获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和人民卫生出版社“十四五”行业规划教材

主编立项 71部。 

加强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培训，更新教育理念，以赛促教，近年来，获省级以上

教学竞赛奖 74 项，其中国家级 5项。获省级以上学科竞赛奖年均 400余项。 

5.强化引培并举，教师发展成绩突出 

学校设立党委教师工作部，成立师德建设委员会，加强典型选树，突出正向激

励，拥有国家教学名师 2人、全国中医药高校教学名师 3 人、省级教学名师 6人，

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1支、国家级课程思政教学团队 2个、省级教学团队 4

个。近三年，教师主持省级及以上教学研究改革项目 202 项，累计 232人次，其中

教授、副教授主持 107项，占比为 53%。 

学校将人才培养作为学校中心工作，全面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实施“新教师岗

位胜任计划”“青年教师成长计划”“骨干教师卓越计划”“教学名师领航计划”分

类培养，设立校级教学名师、杏林优秀教师、罗林秀优秀教师等教学荣誉，打造一

流师资队伍。现有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人、国医大师 6人、长江学者 3人、国家杰青

6人、岐黄学者 6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1支等一批高水平师资力量。 

6.推进开放办学，构建协同育人体系 

学校深入推进医教协同、产教融合，加强临床医学院建设，汇聚附属医院、药

企和科研院所的优质资源，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构建了完善的协同育人体系。

获批康缘中药产业学院、养老产业学院 2个省重点产业学院，其中康缘中药学院通

过国家现代产业学院论证答辩。2021 年获中国医学技术技能大赛全国总冠军。学

校现有国家级虚仿一流课程 3门、省级 7门。近年来，新增省产教融合实践基地 1

个，省产教融合专业 2个，省产教融合课程 4门，获批教育部产教融合项目 31项，



均居全国中医药院校前列。 

学校不断推进开放办学，与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科研院所合作，建立了 2家

中医孔子学院和 8 个海外中医药中心，开展了 4 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通过国家

中医药海外中心、2所中医孔子学院、江苏·东盟传统医药基地等平台，为学生搭

建国际会议交流、国际组织实习、海外研修实习、联合科研授课等合作交流机制。

创办的瑞士中医药大学是瑞士官方唯一认可的中医药大学，也是欧洲第一所可授

予中医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独立中医药大学。学校是全国首批获得来华留学质

量认证的 27所院校之一，港澳台学生数位居江苏省第 1 位。学校建成省级引智平

台 1 个、省级国际重点实验室 2 个、省级国际化品牌专业 2 个；建成海外中医药

中心 4 个、中医孔院 2 个、江苏省教育厅国际联合实验室项目 1 个。教师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项目 2项，开展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16项等国际合作研究

项目。 

7.强化学为中心，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学校强化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将《医学生誓词》《杏林学子修身铭》写入学生

手册，涵养学生“大医精诚”的职业精神。印发加强新时代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

工作的实施意见，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南中医学工”微信号入选全国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100个最受欢迎公众号。获省先进班集体 22个，6 个集体和 15

名学生获省“两红两优”表彰；获全国优秀共青团员 2人，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3

人，全国大学生年度人物提名奖 1人、省三好学生 59人、省优秀学生干部 28人，

省“最美大学生”2人，江苏百校万名团干部思政技能大比武专项特等奖 1人。 

将创新创业理论 1学分和实践 6 学分要求纳入培养方案。以“互联网+”“挑战

杯”系列赛事为龙头，通过创新创业教育学分、竞赛奖励基金、综合素质测评加分

等强化创新创业教育。开设“创新创业辅修课程”、KAB 创业选修课程，构建“实

践教学、实习实训、科创训练、学科竞赛”四位一体的实践育人体系。“挑战杯”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获国赛特等奖 1项、一等奖 4项、二等奖 7项、三等奖 3

项。“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中获国赛银奖 3项、铜奖 4 项。连续 6届成为“挑战

杯”竞赛“发起高校”，2017年、2019 年连续获得竞赛“优胜杯”，竞赛成绩连续



五届跻身全国前 50名，居全国中医药院校第一。在中国国际“互联网+”竞赛中获

国赛银奖 1项、铜奖 4项，2020、2021 年连续获省“互联网+”大赛“优秀组织奖”。

近三年省级以上学科竞赛获奖数为 247 人次、410人次和 473人次，占学生总数之

比为 2.47%、4.1%和 4.73%。近三年，获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等国家级奖项 47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