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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armaceutical English is compulsory for those people in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With the glo-
balization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romo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demand 
for talent with high English application ability is growing. In this paper, we studied how to build a 
specialized English teaching model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nglish 
practical ability of students in pharmaceutical science, such as reading, writing,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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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专业英语是高等院校中药学、药学等专业人才的一门必修课，随着中医药科学研究和推广的全球化趋势，

对国际化高级人才的英语应用能力需求也日益高涨。本文研究了如何利用科研平台与团队多维度构建中

医药院校专业英语国际化教学模式，有效提升学生中医药科技英语阅读、写作、交流以及项目协作等实

际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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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传承的瑰宝，为民族的生衍做出了巨大贡献。近年来《中医药发展战

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和《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医药法》等一系列重大政策、文件的出台，中医药文化发展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随着我国医药卫

生事业的迅猛发展及国际合作、对外学术交流的不断深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更让中医药的国际

化进程加快了步伐，给高等中医院校的专业英语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既有中医药专业知识又具备较

高英语水平的复合型医药学人才的需求日趋迫切。因此，本课题组结合自身的实际和社会需求积极进行

摸索，从教师队伍建设、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以及利用科研平台与团队等多方面多维度进行中医药院校

专业英语教学研究，努力提升学生阅读专业英文资料、查阅英文文献、撰写英文科研论文、进行中医药

国际合作沟通交流的能力。 

2. 强化中医药院校专业英语专业教师队伍建设 

目前，高等中医药高校在中专业英语教学中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教材选择有限，课时安排

较少，教学方式单一乏味，教师队伍有待完善，学生学习积极性缺乏等方面问题[1]。其中，笔者认为首

要问题是专业教师队伍的建设。从大多数中医药院校专业英语教学的师资队伍来看，教师队伍主要来自

于两个方面，一是由英语教师讲授专业英语，由于基础英语老师知识结构偏重英语语言，没有专业文献

阅读跟踪和 SCI 论文写作的需求，就不会了解学科的国内外最新进展和发展趋势，无法从专业角度指导

学生结合学科发展实际情况的专业英语学习，也无法针对性的进行教学方法的改进，无法提供专业英语

实践锻炼的平台；二是由部分专业教师教授专业英语，而大部分老师没有经过没有留学经历，要么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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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说，要么会说不会写 SCI 论文，没有综合使用专业英语的实战经验，授课容易感到力不从心；因此，

培养一批既精通专业知识、又有丰富实践经验兼具良好英语语言功底的专业英语教师成为了课程教学中

急需解决的重要任务。课题组积极承担了药学院以及研究生院的专业英语教学任务，并吸纳其他具有中

医药专业背景以及有留学经历或类似经历的教师加入团队，课程带头人是博士研究生导师、教授，有着

长期 SCI 论文写作、科研文献跟踪、国际合作等丰富经验。从课程建设长远来看还需要进行教师队伍的

梯度化培养，鼓励更多青年教师进入团队，并进行专门的英语语言类培训，或者出国进行半年以上的访

学。 

3. 高度重视教学方法和手段与时俱进 

3.1. 教学理念从“输入型”向“输出型”“应用型”转化 

语言学习的目的就是要能够作为锐利的工具帮助交流与沟通。我国在英语教学领域在 20 世纪 90 年

代引进了“输入与输出理论”，并进行了反思与实践。然而，如今我国高等英语教学的课程设置与教学

实践主导地位依然是输入型教学，倔强地忽视了语言“输出”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2]。在其他专业

的专业英语教学中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因为授课教师此时更关注的是如何把专业词汇以及专业知识融

入到英语学习中，更容易看重“输入”专业英语词汇或者专业知识，要把“输入”为主的教学理念逐步

转向以“输出”为导向的专业英语应用型教育模式更加困难。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会长束定芳教授指

出：“语言学习，尤其是外语学习，需要大量的输入和语言实践。课堂教学时间有限，而且大部分时间

被教师的讲解所占用，因此仅靠课堂上的那点输入和输出是远远不能满足学生学习外语的要求的[3]。”

因此，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但需要授课教师自身能够意识到，还需要大学从更高层次来综合考虑，通过专

门的培训与学习积极引导授课教师观念的转变，从课堂教学到线下、课后全方位多角度认识到“输出”

的重要性，从而积极进行教学改革，探索与时俱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适应时代需要，提升学生的

专业英语的实践和应用能力。 

3.2. 融合“PBL”“CBL”以及在线资源等多种教学方法构建课堂内外一体化教学 

当前，由于教师队伍参差不齐，课时较少、教材相对单一，学生对于专业英语的重视不够，需要教

师进行充分地教学设计和教学体系的构建，积极引导学生的自主学习。我们团队结合课堂内外进行了充

分地教学设计和实践。运用“PBL”“CBL”等教学方法，创造丰富的语境开展专题讨论，如组织学生

针对中医药文化在国外的现状、中医药产品在国际上的市场占有率，中药研究的前沿问题开展分组讨论

并用英文阐释个人观点；介绍中医药研究国际通用数据库的使用，如 PubMed、SCI、Science 等数据库资

源，同时结合教师个人或者团队的中医药科研项目进行针对性的文献检索和整理工作，并指导英文综述

的初步写作，能够提高学生科研设计和研究能力的意识，为其后续的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打下非常良好的

基础；课后布置学生根据个人的研究兴趣查阅文献，撰写综述，在课堂上在讲述综述的基本内容进行答

辩等；这些情景模拟、角色虚拟和任务假定等多种语言“输出”活动，能够有效地引导学生将知识转化

为应用。 

4. 开放科研平台与实验室、科研团队，实施情景化专业英语实践教学 

在如今大学的教学各环节中，本科生已经逐步接触到了科学研究，如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助研

计划、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设计大赛、中医药文化英语宣传大赛等等，这些活动和项目的开展实际上为专

业英语的教学创造了良好的全校性的学习氛围，也能更好地吸引学生积极投入专业英语的学习中。同时，

高等中医药院校中具有国际合作背景的科研平台、科研团队应当主动积极地、有意识的承担起专业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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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重任。本团队拥有中巴中医药民族医药研究国际合作基地、中巴中医药临床研究中心等国际合作

平台，每年来自美国、德国、巴基斯坦等国家的知名专家、访问学者、博士后工作人员等多达数十人，

承担了多项国际合作项目，团队教师、学生都能熟练地使用英语进行项目讨论、交流沟通，查阅英文文

献等等。因此，我们有意识的拓展了专业英语的教学空间。一方面把外籍客座教授、博士后等带入课堂

与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讨论；一方面在学院的各专业中广泛吸引有兴趣的学有余力的学生进入实验

室，或者进行实验研究辅助，或者仅仅参与组会感受英语交流氛围，最大限度地开放实验室，为学生酿

造专业英语学习的真实情景。 

5. 利用国际学术交流平台，融教学研究一体培养高素质国际化中医药人才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明确提出推进中医药的海外发展，让中医药走向世界[4]。
“一带一路”倡议的更多国家在积极响应，作为中华民族名片的中医药文化走在了民心相通文明互通共

鉴共享的前列，因此社会和国家对中医药专门人才的英语应用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湖南中医药大学目前在校留学生 600 余人，来自世界上 20 多个国家。学校与美国、澳大利亚、巴基

斯坦、印度、菲律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长期的交流合作关系。在“一带一路”倡议大背景下，中医

药院校学生应当充分发挥学科优势、专业特长，努力提高自身国际交流能力，勇敢走出国门，利用好中

医药国际合作基地，将中医药传统文化由浅入深地传递给海外民众，做中医药文化的使者和中医药研究

的国际化人才。本团队创办了一年一度的“国际生物医药中医药创新国际会议”，每年邀请二十名左右

的外籍知名专家、青年学者等来校进行学术交流，我们招募本科、研究生作为志愿者参与嘉宾的接待以

及会务工作，让学生有更多机会与外国友人直接对话的机会，同时还要求学生能够撰写英文研究海报进

行墙报评比，最大程度发挥了国际会议的教学辅助功能。在国际合作项目中我们也吸纳本科生作为辅助

实验员或者见习生，鼓励他们勇于开口讨论学习，不但加深专业知识的实际应用还提升了专业英语应用，

一举多得，为他们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打下良好的专业英语应用基础。 

6. 结语 

掌握熟悉中医药专业英语是中医药走出国门、与世界交流沟通的桥梁，中医药院校学生肩负着传承、

发展与传播传统医学、实现中医药现代化的重要使命，作为高等中医药院校的教师具有责无旁贷的责任

去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教学理念，整合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构建起适应时代需求的中医药院校专业英语

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培养出具有扎实中医药专业知识、了解中医药文化，又具有高超国际交流能力的

中医药文化传承人，有力地促进中医药对外交流和中医药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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