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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阶思维”在美容中医学教学中的应用探析※

刘欣蔚 1 徐 佳 2▲

摘 要 美容中医学是一门中国传统医学与现代医美相结合的学科，其学科体系复杂，故美容

中医学教学要求学生既要学习中国传统医学知识，同时又要掌握美学知识，而单纯的“知识灌输式”

教育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教学的需求，因此这就需要转变教育模式，使学生从低阶思维转向高阶

思维。美容中医学教学中应把思维教育作为教育的核心目标，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思维能

力、情感认知力、自我监管力以及创造力，培养复合型人才，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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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

不学则殆”，因此，善于思考才是一个学生在学习中

不断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原动力，而单纯的学习就像

“填鸭式”教育，只是知识的灌输与传递，不能从根本

上改变学生的学习能力。美容中医学是在中国传统

医学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医学，通过多种治疗手段来

达到诊治皮肤疾病、美化皮肤目的的一门学科。该

学科涵盖范围广泛，学习内容多元，这就需要学生

“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双重结合，学以致用，并与

临床实际相结合，而单纯的知识灌输并不能真正符

合当下教育的需求。因此，美容中医学教学过程中，

教学模式需从传递知识到传递思维转变，从而改变

学生思维，推动其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等能力的发

展，以满足美容中医学学科的发展。

1 思维教育的重要性及美容中医学的

学科特性

1. 1　思维教育的重要性　早在两千多年前，东方思

想家孔子和西方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提出了思想教育

的雏形[1]。孔子推崇“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在教学

的过程中，提出了“以学生为主，老师为辅”这样的教

学思维模式。近代，国外应用心理学家及某些教育

家已经开始意识到思维教学的重要性。1910 年，著

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心理学家约翰·杜威在

其所写的《我们如何思维》一书中提出思维训练的重

要性、可行性和具体的操作方法。杜威认为，好的教

学必须能唤起学生的思维，如果没有思维，那就不可

能产生有意义的经验[1]。美国认知心理学家杜鲁姆

最早提出高阶思维能力，认为思维模式包括领会、应

用、分析、综合和评价，其中，领会、应用属于低阶思

维，而分析、综合、评价知识的能力属于高阶思维[2]。

以往的传统教学模式不论如何变换教学方式，即使

是加入现代的新型传媒方式，都没有发生本质上的

改变，仍然是以老师为主的“知识灌输”式的教学模

式。这样的教育模式并没有真正触发学生的自我思

考能力，因而学生只能达到简单的知识领会与储存，

都无法达到低阶思维中的“应用”，更没有后续的高

阶思维过程。因此，如何提高思维水平显得尤为重

要，正如恩格斯所言：“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之巅

峰，就一刻也不能离开思维。”[3]

1. 2　美容中医学的学科特性　

1. 2. 1　“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的碰撞　美容中

医学是在传统中医理论及中医美学思想、医学美学

基本理论指导下，运用中医药方法维护人体形神美

的一门新兴学科[4]。由于中医学是在中国传统的文

化背景下产生，因此，若是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

根基，美容中医学的学习可谓是空中楼阁。所谓“医

者意也”，中国传统医学的学习需要的是“感性思维”

的能力；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现代医学

的涌入，美容中医学融入了更为精准、具体的现代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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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美学知识，而线性化学习方式需要的是“理性思

维”能力。因此，美容中医学具有中西医相互融合、

思维相互碰撞的学科属性，这就对当代美容中医科

专业的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临床教学中，教师

应注重引导学生树立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的思维观

念，同时培养学生养成记笔记、制作思维导图等严谨

的求学态度。

1. 2. 2　“图文并茂”　相较于其他专业学科，美容中

医科医生要有“火眼金睛”的能力，能够在看到皮损

时，对疾病有一个大体的判断。因此，美容中医学教

学就得要求学生掌握不同皮肤疾病间皮损形态的区

别，并且在临床中能够根据患者出现的皮损形态进

行初步的诊断及鉴别。然而，若是仅凭书中对皮损

的文字描述及图片展示，而没有临床的直观展示，学

生常难以真正掌握不同皮损形态的区别。因此教师

可让学生通过临床的长时间实践，拓宽和加深学生

对疾病皮损的理解与记忆。

1. 2. 3　治疗药物、剂型的多样性　美容中医学用药

多样，不仅有内服药物，还有很多种不同剂型的外用

药物，包括油剂、膏剂、散剂、酊剂等。每一种剂型的

适应证、用药方法、用药禁忌、制备方法等，均需要学

生有所了解。教师可让学生通过多次动手操作，培

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以及对学习的热爱。

1. 2. 4　治疗手段的多样性　美容中医学还具有治

疗手段多样的特点。其治疗手段包括中药、针灸、推

拿、刮痧、气功、音乐、心理、食膳等，此外，还有物理、

生物、光电及激光等现代新技术。每一种方法都有

各自的优势和具体的操作要求。临床中，教师可让

学生通过互相的实操，激发学生对外治法的兴趣。

2 思维教学在美容中医学科教育中的
应用与探讨

2. 1　思维倾向的教学：以问题为导向　杜威将思维

倾向归为三要素：开放心态、全心全意、责任心。学

生对学习保持开放的心态，抱有终生学习的理念，学

习的兴趣浓厚，探寻真知的好奇心强烈，显得尤为关

键。不论是孔子还是苏格拉底，都推崇对话式启发

教学[5]。临床带教过程中，会遇到不同的疾病、不同

的皮损形态，带教老师应当本着平等的原则，就临床

中学生困惑的点进行讨论、争辩，甚至是可以将当时

不能解答的问题作为遗留任务进行布置，推动学生

学习的兴趣。

美容中医科的分科学习阶段多是在研究生阶段

进行，但这个阶段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课堂给学生去

学习所谓的专业知识。这些学生只是在本科阶段拥

有了中医学科的基础知识，而分科后的专业知识则

需要学生主动去学习。美容中医科不同于其他的学

科体系，其专业度要求更高，并且需要中西医相结

合，而老师多为临床医生，没有多少时间去督促学生

学习，也鲜有机会检验学生的专业水平能力。这个

阶段则需要老师因材施教，根据每个学生的情况，给

出研究方向，提出问题，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以及自

我学习能力。教师可以每周布置一个学习的方向，

让学生针对每个问题的中西医解读，中医病名与西

医病名的相互对应，中西医对于疾病的描述、诊断、

治疗的差异等，以及个人的见解和理解掌握情况，完

成一篇学习报告并上交存档。

2. 2　思维技能的教学：提供多元丰富的学习环境　因

为美容中医科治疗手段具有多样性，所以美容中医

科的学生需要掌握多项技能，若是单纯靠跟诊导师

进行临床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对于美容中医科涉

及的各项常见技术，如真菌检查技术、皮肤镜操作及

诊断技术、激光技术、中医外用药物的制备技术，中

医美容的针灸、推拿、按摩技术等，美容中医科专业

的学生都需要了解和掌握。相关的教学医院，应当

给学生提供更多元的学习环境，使其学习相应的技

能，做到基本掌握。

2. 3　思维方法的教学：以“临床-讨论-临床”为模

式　学生除了要拥有学习知识的途径，想要探寻真

理的欲望外，还要有正确的方法。其通往真理的道

路往往需要老师的循循善诱。

美容中医科医生临床中最常需要面对的是各种

损美性皮肤病，而皮肤病最大的特点是其病位的“可

视性”。皮肤病的皮损形态在不同的皮肤疾病间存

在差异，且临床中还常可遇到与课本文字描述、照片

不一致的非典型皮损。医学生可通过临床实践中对

皮损形态的观察，直观感受各种皮损间的区别，从而

能够通过皮损作出诊断及鉴别诊断。此外，知识的

掌握往往也需要经历学习、思考、实践、再学习的过

程，学校或者老师可以开设相关模拟“看病”的教学

模式，在临床中通过照片、视频的形式记录特殊患者

的临床表现、皮损形态等，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把课

本与实际相结合，使知识更生动、更具象。老师可引

导学生以讨论问题、解决问题为主导，通过小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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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针对真实病案的诊断、鉴别诊断、辨证分型、

治疗方案、预后等方面，展开真实情景的模拟讨论，

并在探讨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临床思维，

从而提高美容中医科学生对皮肤疾病的鉴别诊断能

力，以及临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教

师应引导学生发现自己知识框架中的不足之处，激

发学生解决、探索临床问题的兴趣，同时进行再学

习、再创造、再实践。

2. 4　思维情感的关注　思维情感又称为非智力因

素。非智力因素包括情感过程、意志过程、个性意识

倾向性、气质、性格等[6]，而这些又能影响智力的活动

效益并与之发生交互作用。非智力因素对学生的学

习起着动力作用、定型作用和补偿作用。所谓“性

格”决定命运，在教学的过程中，思维情感也是教师

需要关注的点。21世纪以来，随着物质的逐渐富足，

人们对于自己精神世界的需求逐渐增加，学生的心

理问题也备受关注，“精神内耗”一词被越来越多地

提及。新一代的 90 后、00 后更多的是“温室里的花

朵”，可偏偏21世纪是一个信息爆炸化，人口增长化，

经济快速发展化的时代，对新一代人群提出巨大的

挑战。研究生们都面临着专业知识与科研的压力，

但每个人的抗压能力不同，究其原因，就是个人思维

情感的差异。心理学家阿尔伯特·艾利斯开发了

“ABC模式”心理认知，其中，A是遇到的事件，B是遇

到事件后产生的想法，C是根据这个想法采取的措施

并产生的后果[7]。因此可知，每个人的抗压能力不同

与 B 过程出现的差异有关，而这些差异受到社会因

素、原生家庭、自身性格等多重因素的干扰。美容中

医学本身学习难度大，既要求学生有扎实的基础，并

能在临床接受突发的情况、新的挑战时有独立思考、

冷静处事的能力，同时又要具备不断探索求知的精

神。学生是否能迎难而上，一方面是学生自我形成

的思维情感模式，另一方面需要教师在 B 过程中进

行一定的干预与引导，减少学生在学习过程出现“精

神内耗”，提升学生的自我监管力，为智力的发展更

好地服务。

3 总结

美容中医学具有中医学与现代美学相结合的学

科属性，需要后辈们善于继承与不断创新发展。传

统的教育模式重知识轻能力，重记忆轻思考，往往忽

视对学生思维能力和品质的培养。美容中医学教学

中应改变教学的思维模式，从根本上解决传统教育

的弊端，培养出能够运用中国传统医学技术和现代

医疗美容技能技术为皮肤健康管理事业服务的专门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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