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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医药作为中国独特的健康资源，与现代西方医学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传统医学之间具有很强的

互补性，对于搭建世界健康舞台的作用不容小觑。而中医药词汇承载了中医学的独特理论和丰富实践，

本文主要通过调查分析中医药教材中的词汇，以词频、熟知性、不可或缺性、通用性为参考，初步建立

中医汉语传播词表，并对其进行话题分类验证其可行性。用调查问卷检验国际学生对于词表中词汇的掌

握程度，最后提出针对性的中医药词汇教学策略，也为建立更完善和更具针对性的中医汉语传播词表提

供了参考，更好地助力中医文化“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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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unique health resource of China, Chinese medicine has a strong complementarity with mod-
ern Western medicine and traditional medicine of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and its rol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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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the world’s health stage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The vocabulary of Chinese medi-
cine carries the unique theory and rich practice of Chinese medicine. This paper mainly investi-
gates and analyses the vocabulary in Chinese medicine textbooks, takes word frequency, familiar-
ity, indispensability, and universality as the references to initially establish a word list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n verifies its feasibility by classifying the topics. A 
questionnaire is used to test the master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the vocabulary in the voca-
bulary list, and finally a targeted vocabulary teaching strategy for TCM is proposed, which also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better and more targeted TCM Chinese communi-
cation vocabulary list, and better assists the TCM culture to “go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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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认识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病的思想和方法体系的结晶。“习近

平总书记早在 2015 年就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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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创造性地采用了中西医结合的方式，中医药在防疫救治中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效。抗疫的成效提升了中医药在国内外的口碑，营造了有利于中医药海外发展的国际环境。立足于

国际中文教育，探索中医药传播中的语言问题及对策，是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的内在要求。 
近年来，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在中医汉语的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医药汉语教

材建设、中医药汉语词汇研究及教学、中医药文化传播策略等方面。如：翟乃刚(2007) [2]从词汇的选择、

编排以及教学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何珮珩、刘婧瑶(2014) [3]运用认知语言学中的“意向图式”理论来解

析中医词汇的隐喻和转喻。文庠、田镇源、吴勉华(2015) [4]提出应从编写人员的国际化、编写理念的本

土化、中医概念的主体性、教材建设层次化、教材推广品牌化等方面入手加强国际中医药教材建设。刘

芳(2016) [5]认为中医文化词汇具有自身独特性，可以通过尝试制定“中医文化词语等级大纲”、探索中

医文化词语的翻译及释义模式等方式促进国际学生对中医文化词汇的学习。王孜、曾祥敏(2018) [6]通过

分析中医文化对内传播的现状、成功经验，对比找到中医文化国际传播的难点和困境，提出扩展国际传

播多元路径、要实现跨文化融合、传统与现代融合、实用与理论融合、积极建立信任体系的传播策略。

刘畅、孟庆国(2019) [7]收集整理了蕴涵中医药文化的成语，采用多角度、立体化的策略将汉语国际推广

与中医药文化传播相结合。耿丽君(2021) [8]以框架语义学理论为指导建立了 22 个中医词汇语义框架。刘

华、李晓源(2022) [9]提出以现有的中医汉语类教材、中医专业类教材、中医网站为语料来源，建设中医

汉语语料库，并且利用词语聚类算法和图式语义场理论，形成中医汉语内部主题分类词簇。可以看出，

随着计算机语言学在国际中文教育中逐步应用，对于中医汉语的研究正在慢慢地从主观定性向客观定性

定量相结合转变。但是目前还未能建立适合留学生使用的中医药汉语的词表。 
文化传播，词汇是关键。只有建立合理的适合留学生学习的词表，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医文化“走出

去”。中医药词汇不仅包含中华传统医学知识，而且体现了丰富的中华文化理念。学习中医汉语的学生

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想要学习专业知识的学生，一类是想要了解中医文化的学习者。前者需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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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专业知识学习，有着较高的学习要求，而后者只是能够理解一些中医汉语常识就可以。因此，词表

的建立应当考虑到不同学生的需求。吕必松(1996) [10]认为，研究词汇教学至少要涉及这样一些问题：词

汇量的控制、词的选择、词义解释、主要的练习方式。本文主要涉及词汇的选择这一方面。对《中医汉

语综合教程》[11]《实用中医汉语·精读(基础篇)》[12]《实用中医汉语·听力(基础篇)》[13]《实用中医

汉语·口语(基础篇)》[14]这四部教材的词汇进行统计，以词频为依据，同时考察其不可或缺性、熟知度、

通用性。为建立中医汉语传播词表做准备。 

2. 中医汉语教材词汇调查 

《中医汉语综合教程》《实用中医汉语·精读(基础篇)》《实用中医汉语·听力(基础篇)》《实用中

医汉语·口语(基础篇)》这四部教材都适合来华学习中医汉语的留学生以及具有初级汉语水平并对中医药

感兴趣的外国人使用，并且比较具有代表性。 
在生词的处理方式上，《中医汉语综合教程》并没有区分专业词汇和通用词汇，而《实用中医汉语》

系列的三部教材都进行了区分，这可能与专门用途汉语理念的深化有关。这四部教材中共有生词 2026 个，

其中后三部教材中标出的专名术语共 368 个。我们首先考察四部教材中中医药词汇出现的频率，排除中

医药特征不明显的一般词汇，如：对应、节奏、解释等。筛选出 176 个词频出现频率 2 次及以上的词汇，

并将其与《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15]中的词汇等级进行对应。但是对于国际学生来说，有些

词如“藏象、菖蒲”等不仅难理解而且汉子书写较难，因此不作为研究对象，经过人工筛选，得出 171
个词汇，如下表： 
 
Table 1. High-frequency occurrence of Chinese medicine vocabulary 
表 1. 高频出现的中医药词汇 

序号 生词 词性 《中医汉语 
综合教程》 

《实用中医 
汉语·精读 
基础篇》 

《实用中医 
汉语·口语 
基础篇》 

《实用中医 
汉语·听力 
基础篇》 

《国际中文 
教育中文 
水平等级 

标准》词汇表 

词性 

1 促进 动词 + + +  四级 动词 

2 功能 名词 + + +  三级 名词 

3 规律 名词 + + +  四级 名词 

4 临床  名词 动词 未标注  高等 动词 

5 炮制 名词(专名术语) + + +    

6 喷嚏 名词 + + +    

7 脾 名词(专名术语) +  + + 高等 名词 

8 平衡  名词 形容词 形容词  六级 形容词 

9 器官 名词(专名术语) + + +  四级 名词 

10 全面 形容词 + + +  三级 形容词 

11 人参 名词(专名术语) +  + +   

12 生理 名词(专名术语) + +  + 高等 名词 

13 手段 名词 + +  + 五级 名词 

14 体质 名词 + + +  高等 名词 

15 味 名词(量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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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16 五禽戏 名词(专名术语) + +  +   

17 吸收 动词 + + +  四级 动词 

18 喜 动词 +   +   

19 消化 动词 + + +  四级 动词 

20 兴奋  形容词 形容词  名词 四级 形容词 

21 药性 名词 + + +    

22 医术 名词 + + +    

23 营养 名词 + +  + 三级 名词 

24 诊断 名词 + + +  五级 动词 

25 滋阴  动词 专名术语     

26 刺激 动词  + + + 四级 动、名 

27 加强 动词  + + + 三级 动词 

28 专门 形容词  + + + 三级 副词 

29 经络 名词  + + +   

30 菊花 名词  + + + 高等 名词 

31 《神农本草经》 名词  + + +   

32 针灸 名词(专名术语) +  + + 高等 名词 

33 八段锦 名词 +   +   

34 保健 动词 +  +  六级 动词 

35 保暖 动词 +  +  高等  

36 保养 动词 +   + 五级 动词 

37 悲 动词 +   +   

38 必需  形容词  动词  五级 动词 

39 病理 名词 + +     

40 补药 名词 + +     

41 部位 名词 +  +  五级 名词 

42 采集 动词 +   + 高等 动词 

43 程度 名词 + +   三级 名词 

44 导致 动词 +   + 四级 动词 

45 抵抗 动词 + +   六级 动词 

46 肺 名词 + +   六级 名词 

47 复发 动词 + +   高等 动词 

48 干涩 形容词 +  +    

49 干燥 形容词 +  +  高等 形容词 

50 肝 名词 +  +  六级 名词 

51 膏 名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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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52 观察 动词 + +   三级 动词 

53 寒  形容词  名词    

54 患者 名词 +   + 六级 名词 

55 黄连 名词 +   +   

56 活血化瘀  未标注   名词   

57 疾病 名词 +  +  六级 名词 

58 煎煮 动词 +  +    

59 讲究 动词 + +   四级 动、形 

60 交替 动词 + +   高等 动词 

61 节气 名词 + +   高等 名词 

62 节制 动词 +   +   

63 惊 动词 +   + 高等 动词 

64 绿豆 名词 +  +    

65 麻黄 名词 +  +    

66 脉象 名词 + +     

67 免疫力 名词 +   +   

68 怒 动词 +   +   

69 切脉 动词 +   +   

70 清热  动词  名词    

71 情绪 名词 +   + 六级 名词 

72 情志 名词 + +     

73 祛寒  动词   名词   

74 祛湿  动词   名词   

75 痊愈 动词 + +     

76 人体 名词 +  +  高等 名词 

77 揉 动词 +  +  高等 动词 

78 软化 动词 +  +    

79 山药 名词(专名术语) + +     

80 肾 名词 
(专名术语) + +   高等 名词 

81 属 动词 + +   三级 动词 

82 水肿  名词   未标注   

83 思 动词 +   +   

84 四气 名词(专名术语) +  +    

85 四诊  未标注 专名术语     

86 糖尿病 名词(专名术语) +   + 高等 名词 

87 调理 动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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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88 通畅 形容词 +   + 高等 形容词 

89 弯曲  形容词 动词   六级 形容词 

90 畏 动词 +  +    

91 捂 动词 +   + 高等 动词 

92 先天  形容词  名词  高等 名词 

93 哮喘 名词(专名术语) + +     

94 心态 名词 +   + 五级 名词 

95 虚弱 形容词 +  +  高等 形容词 

96 嗅 动词 +   +   

97 穴位 名词(专名术语) +  +  高等 名词 

98 阳 名词 +  +    

99 阴 名词 +  +  二级 形容词 

100 忧 动词 +  +    

101 扎针 动词 +  +    

102 正常 形容词 + +   二级 形容词 

103 症状 名词(专名术语) + +   六级 名词 

104 治疗 动词 +  +  四级 动词 

105 治愈  名词 动词   高等  

106 中暑 名词(专名术语) + +     

107 粥 名词 + +   六级 名词 

108 滋补  形容词 动词     

109 综合 动词 + +   四级 动词 

110 足三里 名词(专名术语) +  +    

111 对症下药 成语  + +    

112 发作 动词  + +  高等 动词 

113 烦躁 形容词  + +  高等 形容词 

114 功效 名词  +  + 高等 名词 

115 坚持 动词  +  + 三级 动词 

116 良药苦口 成语   + +   

117 流行 动词  +  + 二级 动、形 

118 聋 形容词  + +  高等 形容词 

119 麻醉 动词  +  + 高等 动词 

120 民间 名词  +  + 三级 名词 

121 佩戴 动词  +  +   

122 驱 动词  + +    

123 手术 名词  + +  四级 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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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124 属性 名词  + +  高等 名词 

125 旺盛 形容词  + +  高等 形容词 

126 行医 动词  + +    

127 严重 形容词  + +  四级 形容词 

128 引起 动词  +  + 四级 动词 

129 预防 动词  + +  三级 动词 

130 脏器 名词(专名术语)  + +    

131 艾叶 专名术语  +  +   

132 《备急千金要方》 专名术语  +  +   

133 扁鹊 专名术语  +  +   

134 大枣 专名术语  + +    

135 甘草 专名术语  + +    

136 高血压 专名术语  +  +   

137 关节 名词(专名术语)  +  + 高等 名词 

138 华佗 专名术语  + +    

139 《黄帝内经》 专名术语  +  +   

140 莲子 专名术语  + +  高等 名词 

141 心脏病 专名术语  +  + 六级 名词 

142 新陈代谢 名词(专名术语)  +  + 高等  

143 杏仁 名词(专名术语)  +  +   

144 医缓 专名术语  +  +   

145 瘀血 专名术语  + +    

146 锻炼 动词   + + 四级 动词 

147 炖 动词   + + 高等 动词 

148 放松 动词   + + 四级 动词 

149 副作用 名词   + + 高等 名词 

150 核 名词   + + 高等 名词 

151 解 动词   + + 六级 动词 

152 进补 动词   + +   

153 泡    动词 名词 六级 动、名 

154 强身健体    + +   

155 柔和 形容词   + + 高等 形容词 

156 伤口 名词   + + 六级 名词 

157 食欲 名词   + + 六级 名词 

158 太极拳 名词(专名术语)   + + 高等 名词 

159 吞 动词   + + 六级 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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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160 影响 动词   + + 二级 动、名 

161 按摩    专名术语 动词 五级 动词 

162 《本草纲目》 专名术语   + +   

163 肠胃 名词(专名术语)   + +   

164 方子 名词(专名术语)   + +   

165 葛洪 专名术语   + +   

166 鲤鱼 名词(专名术语)   + +   

167 祛痰 专名术语   + +   

168 胃 名词(专名术语)   + + 五级 名词 

169 温    专名术语 形容词   

170 药渣 名词(专名术语)   + +   

171 《肘后备急方》 专名术语   + +   

 
通过表 1 我们可以看出，《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词汇表)中包含中医药词汇 94 个，其

中高等词汇 38 个，六级词汇 17 个，五级词汇 8 个，四级词汇 16 个，三级词汇 11 个，二级词汇 4 个。

大部分的词性都是统一的，但有小部分如“临床、平衡”等词性标注不同，并且与《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中的词性产生冲突。本文认为可能是由于词类活用造成的，如“实际上，人体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临床上要全面地把握病情，仅仅靠切脉是不够的”。 
为了方便建立词表以及教材编写，除了对高频词进行统计之外，我们还以“AI 中文教育资源网

(http://www.chinesehelper.cn/)中的中医汉语教材话题词表库为参考，对这些高频词按照话题进行分类，如下。 
 
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vocabulary topics 
表 2. 中医词汇话题分类 

一级话题 二级话题 中医词汇 

中医文化 

中医与西医 
功能、人参、生理、味、药性、诊断、经络、保健、必需、导致、干燥、

肝、黄连、切脉、嗅、症状、滋补、聋、手术、引起、甘草、高血压、

心脏病、副作用、柔和 

中医名家 
医术、针灸、补药、怒、穴位、民间、华佗、核、按摩、肠胃、方子、

八段锦、《神农本草经》、五禽戏、《备急千金要方》、扁鹊、《黄帝

内经》、医缓、《本草纲目》、《肘后备急方》 

中医里的哲学 

五行 情绪、水肿、心态、烦躁 

整体的中医观念 手段、专门、保健、程度、患者、脉象、软化、捂、穴位、扎针、治愈、

预防、放松、伤口、影响、按摩、温、强身健体 

藏象学说 滋阴、功效、关节 

阴阳 促进、人参、喜、兴奋、营养、刺激、干燥、清热、虚弱、阳、阴、坚

持、脏器、泡、柔和、太极拳、节气 

我们的身体 流动的物质 手段、滋阴、加强、专门、抵抗、干燥、脉象、痊愈、关节、锻炼、手

段、滋阴、加强、专门、抵抗、干燥、脉象、痊愈、关节、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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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精神 人参、体质、喜、悲、病理、程度、讲究、交替、惊、怒、思、忧、中

暑、情志、畏 

经络 经络、针灸、部位、黄连、活血化瘀、清热、揉、糖尿病、穴位、烦躁、

坚持、驱、解、温、通畅、足三里 

脏腑 脾、吸收、消化、营养、干涩、肝、肾、器官、先天、属性、人体、胃 

治疗手段 

推拿 促进、患者、交替、揉、新陈代谢、柔和、按摩、 

方药 

炮制、平衡、人参、味、兴奋、药性、菊花、补药、采集、干燥、肝、

观察、活血化瘀、讲究、绿豆、麻黄、清热、痊愈、软化、属、肠胃、

方子、煎煮、祛寒、祛湿、山药、四气、良药苦口、佩戴、甘草、艾叶、

大枣、莲子、杏仁、炖、进补、吞、鲤鱼、祛痰、药渣 

针灸 体质、诊断、刺激、针灸、葛洪 

疾病 

病因、病机 
规律、临床、脾、平衡、喜、药性、经络、保暖、保养、悲、干燥、肝、

寒、节制、免疫力、怒、切脉、复发、痊愈、思、忧、扎针、中暑、粥、

发作、旺盛、疾病、瘀血 

诊法 

全面、体质、消化、兴奋、营养、滋阴、刺激、加强、部位、干涩、膏、

观察、黄连、讲究、揉、软化、弯曲、先天、虚弱、嗅、阴、对症下药、

烦躁、流行、麻醉、手术、行医、脏器、高血压、华佗、心脏病、副作

用、解、泡、食欲、按摩、肠胃、葛洪、哮喘 

诊断和辩证 
诊断 功能、临床、全面、生理、菊花、病理、肺、干涩、肝、观察、患者、

切脉、肾、调理、嗅、旺盛、影响、四诊、正常、治疗、综合、诊断 

辩证 滋阴、温、喷嚏 

 
通过表 2 中的话题分类，我们能够得出此表中的词汇可以适应话题编写的需求。为了检验国际留学

生对于词表中词汇的掌握程度，我们采用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 

3. 中医汉语词汇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调查国际学生的基本情况，包括汉语水平(HSK 等级)、学习汉语

的时间、对中医药是否感兴趣以及对常见中医药汉语教材的熟悉度等，主要目的为了解调查对象的背景，

保证问卷数据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第二部分调查国际学生对中医汉语相关词汇的具体掌握情况。问卷由客观题组成，所选词汇均为每

个话题中基础性强、熟知度高、覆盖范围较广的中医药词汇，例如，“针灸”从属于“中医文化”、“我

们的身体”、“治疗手段”三个一级话题。通过国际学生对问卷题目的作答情况，可以大致判断出其对

每个话题的掌握程度。问卷的所有题目都尽可能地做到表达清晰、语言简洁，以保证不会使调查对象造

成误解，并减少调查对象的作答时间。 
本调查采用线上平台“问卷星”实施，从 2023.3.7 日发布问卷，为期一个月。被试对象主要来自上

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的日本学生。所有被试对象的汉语水平均为中高级，整体汉语水平较高，有相

应能力完成问卷，使问卷数据有较高的可靠性。问卷调查结果如下(表 3)。 
根据问卷结果，其中，正确率最高的是第 6 题，答案为“针灸”，所属的话题类别为“治疗手段”，

正确率为 92.31%；正确率最低的是第 13 题，答案为“《本草纲目》”，所属话题类别为“中医名家”，

正确率为 42.30%。据此，可以初步推测出来自日本的国际学生对中医药治疗手段话题的词汇熟悉度高于

中医名家。这可能是由于基于实用性的原则，中医药治疗手段更容易传播，而对于中医药背后所蕴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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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文化、一些为中医药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被忽视，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将提出一些教学策略来促进

中医文化的传播。 
 

Table 3.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on Chinese medicine vocabulary 
表 3. 中医词汇问卷调查结果 

排名 正确答案 正确率 题号 

1 《本草纲目》 42.30% 13 

2 五禽戏 53.85% 15 

3 穴位 57.69% 7 

4 调理 57.69% 11 

5 温、热、寒、凉 57.69% 17 

6 炮制 57.69% 20 

7 清热 65.38% 14 

8 望、闻、问、切 65.38% 16 

9 对症下药 65.38% 19 

10 强身健体 69.23% 12 

11 阴阳 73.07% 18 

12 切脉 76.92% 9 

13 肺 88.40% 10 

14 艾叶 88.46% 8 

15 针灸 92.31% 6 

4. 针对日本学生的中医药词汇教学策略 

通过发放问卷，我们得知大部分日本留学生对中医非常感兴趣。但只有少数人去查阅了相关教材。

对这些学生来说，当前国内中医汉语教材中所涉及的词汇多为高等词汇及超纲词，具有专业性、复杂性、

抽象性、文化性等特点，直接使用汉语去学习从未接触过的中医知识对他们来说难度较大。因此在具体

教学中，一方面需要对教学词汇和教学顺序进行选择编排；另一方面，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也要体现出

针对性。 
在词汇内容的选择上，我们要将中医词汇的使用频率和学生的接受能力考虑在内，结合中医词汇的

系统性特点进行选择。例如，在第二部分的教材词汇统计以及话题统计中，有中医基础理论及观念、身

体部位、药材、诊断方法、治疗手段、疾病等话题分类，所以我们在选取教学词汇时要做到全面，从话

题出发，综合选取中医词汇，让学生系统化地进行学习。在词汇的教学顺序上，我们要考虑中医词汇的

难度特点，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首先通过学习中医基础理论词汇，使学生形成对中医的大致印象；让

学生在了解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学习中医观念、文化词汇，再结合这些内容进一步学习中医的诊断术语、

治疗手段和药材等。并在教学过程中融入疾病名称类词汇、文化专有名词和历史文化知识等。比如先讲

“阴”、“阳”等理论词，随之各种症状、疾病、治疗手段、药材等相关词汇都可以展开。例如，症状

上“阴虚”、治疗手段上“滋阴”、药材上选用“阿胶”、“首乌”等，在后期授课时也能够及时回顾

“阴”、“阳”等基础词汇，这样安排教学顺序，一方面增加了词汇复现率，能够巩固学习效果，另一

方面也有利于铺垫层层递进，为留学生深入学习中医词汇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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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应以汉语知识为主要教授内容，辅助以中医知识及文化知识的拓展，结合不

同话题的中医词汇特点加以分析考量。根据不同话题选取合适的教学方法进行讲解。比如中医基础理论

方面，是最能体现中医内核的词语，属于重点学习内容，比如“阴阳”、“调理”等词，但这类词大部

分较为抽象且专业，所以在讲解时要注重采用多种方法结合，比如语素法、翻译法等方法帮助学生理解

词汇的含义，再以直观法、例句法展等形式引导学生加深记忆和理解归纳，从而使学生真正理解并掌握

学习内容。而对于这些词汇中所蕴含的文化因素，应加以拓展。再比如从问卷中可知，学生对于“《本

草纲目》”、“五禽戏”等具有历史文化属性的中医词汇掌握不佳，这些著作、专有名词具有一定的独

立性和文化性，对留学生学习来说较为困难。因此，对于这部分词，重点在于挖掘其中的文化因素，教

师可以收集资料与同学分享；或者运用翻转课堂的教学方法，让学生自主了解人物、著作背后的故事，

也可以用视频重现的方式来呈现自己的自学成果。这些词语较为分散，不易集中讲授，应该穿插到各个

教学环节中，配合其他词语共同学习。 
综上所述，在建立中医汉语传播词表的过程中，也要注重相应的词汇教学策略。中医词汇不易认读、

专业性强、有一定的抽象性、具有明显的历史文化特征，所以更需要我们在实际教学中去总结、发掘找

出有中医汉语特色的词汇教学方法。 

5. 结语 

丰富的中医药词汇及其深厚的内涵为我国的医疗保健事业提供了无限的智慧资源，本文从中医药国

际传播的视角出发，对《中医汉语综合教程》《实用中医汉语·精读(基础篇)》《实用中医汉语·听力(基
础篇)》《实用中医汉语·口语(基础篇)》这四部教材的词汇进行统计，考察了四部教材中中医药词汇出

现的频率，排除了中医药特征不明显的一般词汇话题分类，筛选出 176 个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并将其

与《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中的词汇等级进行对应，为词汇分级打下基础。考虑到国际学生

的学习难度，本文剔除了“藏象、菖蒲”等较难书写和较难理解的生词，最后得出 171 个词汇进行调查

研究，并从话题分类的角度验证词表的可行性，这也为建立更完备的中医汉语传播词表做了准备。建立

合理的适合国际学生学习的词表，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医文化“走出去”。本文还通过设计调查问卷，检

验日本留学生对于词表中词汇的掌握程度，以更有针对性地提出教学策略。根据调查问卷结果得出来日

本留学生对中医药治疗手段话题的词汇熟悉度高于中医名家，这可能是由于基于实用性的原则，中医药

治疗手段更容易传播，而对于中医药背后所蕴含的中医文化、一些为中医药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被忽视。

针对这一现象，本文从教学词汇和教学顺序的选择编排以及教学方法的选择上提出中医药词汇教学策略，

以期更好地促进中医文化的国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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