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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医疗康复“中国方案”，共筑人类健康共同体 

吕韶钧 

北京师范大学 体育与运动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不断深入，太极拳作为一种身心技术，在强身健体、医疗康复、延年

益寿、陶冶性情等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是在这次新冠疫情期间，太极拳、八段锦等传统

功法更是成为一大亮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两部门联合印发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复期中医康复指导建议(试行)》中专门提到了“传统功法”，并做出了明确的

规定：“新冠肺炎轻型及普通型患者出院后，可采取多种功法;重型或危重型患者出院后，根据自身恢

复情况选择适当的传统功法。(一)八段锦：练习时间 10～15 分钟左右，建议每天 1～2 次，按照个人

体质状况，以能承受为宜。(二)太极拳推荐每日 1 次，每次 30～50 分钟为宜。”其实在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已经明确提出了“扶持推广太极拳、健身气功等民族民

俗民间传统运动项目。”这充分说明包括太极拳在内的中国传统功法不仅成为当前疫情防控中一剂重

要的运动处方，而且它也成为实施“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提出了“主动健

康”的全新理念，主动健康不同于现代疾病医学模式，它是我国为了积极应对日益蔓延的生活方式疾

病“井喷式”爆发所提出的中国解决方案。而我国传统功法在这方面恰恰具有独特的优势，它所倡导

“自然”“和谐”“健康”的核心价值理念，正是建立一种通过健康生活方式干预让人达到不得病，

少得病的健康新模式。当然将太极拳作为健康生活方式医学的干预手段，目前仍然存在着许多亟需解

决的现实问题，如：套路如何选择？内容如何规范？量效如何评价？等等，而这些都是需要武术界和

医学界共同努力来加以解决的。我们希望通过对太极拳运动处方科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的理论研究

作为突破口，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太极康养方案”，并以此形成与现代医疗康复手段相互补

充的“中国方案”，为积极应对老龄社会面临的健康挑战探索中国道路，为共筑人类健康共同体贡献

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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