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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包含四大方面内容：①对中医药学学科特点、性质及其历史演变作出概括性介绍，以便
使人门之初不至于一头雾水；②对当今学生一时不易理解但又比较重要的背景性知识作出必要铺垫与
衔接，以便后续的教与学能够一步步深入；③把中医药学放在当今世界大背景中，结合医学及人类健
康事业的发展大潮，纵览性地介绍中医药学的态势及其利弊长短，以便入门之初心中有底，方向与目
标明确；④介绍中医药学学习方法及技巧等。
鉴于当今的语境特点，因此，本书以现代语言阐述为主，适当引用一些古代文献，以循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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