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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医疗技术水平的突飞猛进，我国医学教育领域在国际上获得了更高的认

可，来华学习医学专业的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多。医学汉语作为留学生来华学习医学专业的重要课程，目

前仍存在教材匮乏、复合型师资紧缺、学生学习动力不足等问题。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分析目前医学汉语

教学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重视教材资源开发建设、遴选打造优质复合型师资队伍、改进教学方法和培

养学生内在动机等教学策略，以期对医学汉语课程教学提供一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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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economic society and the rapid progress of the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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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edical technology, the field of medical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has obtained higher recogni-
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number of students studying medical specialty in China 
increased year by year. As an important cours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study medical Chinese 
in China,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teaching materials, shortage of compound 
teachers and lack of motivation for students to learn. This paper analyzes some problems existing in 
medical Chinese teaching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puts forward some teaching strate-
gies, such as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textbook resources, se-
lecting and building high-quality composite teachers, improv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cultivating 
students’ intrinsic motiv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new ideas for medical Chine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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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科教事业不断发展，医疗技术领域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留学生选择来华学习医学专

业。据教育部最新数据统计，2022 年来华学习的留学生数量高达 40 万人，比 2021 年增加 20,581 人，增

长比例为 5.46%。其中，来华学习医学专业的留学生人数显著增长，一跃成为就读人数最多的专业之一。

2021~2022 学年，教育部委托 45 所高校招收本科临床医学专业(英语授课)来华留学生 3037 个[1]。与其他

专业不同，临床医学专业留学生除在校完成基本课程学习外，医院见习和实习的实践教学环节尤其重要。

为更好地促进来华留学生实现“无障碍”语言沟通，落实临床见习、实习效果，各大院校都会为留学生

开设医学汉语课程。医学汉语作为临床医学专业留学生来华学习的重要课程，目前却面临诸多压力与挑战。 

2. 医学汉语课程教学现状及其重要性 

2.1. 医学汉语课程教学现状 

教育部于 2007 年颁布了《来华留学生医学本科教育(英语授课)质量控制标准暂行规定》，指出“汉

语作为必修课程应贯穿教学全过程，以适应学生在华学习生活的便利和后期接触病人的需要”[2]。目前，

各大院校对于来华医学专业留学生几乎都采用全英文授课模式，这种授课模式一是为适应医学教育全球

化的需求，二是充分考虑到留学生的语言水平，三是留学生毕业回国参加本国医师资格考试的客观要求。

虽然这种教学模式可以使学生在学习专业课方面无语言障碍，但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学生汉语水平的提

高。通过对某高校调查发现，77%的留学生希望毕业后能够回国考取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并从事医疗相

关工作。同时，通过对留学生调查访谈也发现，59%的留学生认为汉语课程包括医学汉语只是在中国需

要学习的一门必修课程，对将来回国求职就业并没有实质性帮助。此外，由于饮食习惯、思维方式、宗

教信仰等文化差异，留学生更倾向于结交同一文化圈或同种信仰的同学和朋友。除在汉语课上和生活所

需外，其余时间基本不讲汉语[3]。因此，留学生对汉语课程重视程度不高，学习动机不强。 

2.2. 医学汉语课程重要性 

然而，汉语尤其是医学汉语对留学生而言是极其重要的。教育部《来华留学生医学本科教育质量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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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标准暂行规定》中明确指出：来华留学生医学本科教育的总体目标是培养基础医学知识扎实、临床技

能规范、职业素养良好的医学本科毕业生[4]。医学专业留学生必须在医院完成见习和实习环节，成绩合

格方可毕业。在调查问卷“你认为实习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是什么？”这一问题中，87%的留学生认

为，在见习和实习过程中，语言问题成为影响实习顺利与否的关键因素。一方面，在与病人及其家属交

流病情过程中存在较大困难，造成一些本不必要的麻烦；另一方面，在与医生沟通时存在语言障碍，从

而影响实习学习效果。所以，医学汉语作为留学生来华学习医学专业知识、日常交流以及与医生、病人

及家属沟通交流必不可少的实用工具，越来越受到各大院校的重视。 

3. 医学汉语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医学汉语专业教材匮乏 

教材是一门课程的核心教学材料，是授课内容的载体，也是教学安排的重要体现，是教师进行教学

的基础和主要依据，也是学生有效学习的必要参考材料。目前，教育部没有指定或提供专门的留学生医

学汉语系列教材，各大院校大都采用自主选择版本、自行编写或打印资料等[5]，也没有通用的医学汉

语教材。 
现行的医学汉语教材主要有外研社出版的《实用医学汉语》、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医学汉语》、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医用汉语教程入门篇》、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医用汉语教程》以及北京大

学出版社出版的《医学汉语实习篇》[6]。以上教材编写目的大致是为了满足临床实习需求、锻炼表达沟

通能力，以促使学生顺利完成见习和实习。但是，以上教材的教学内容、教学对象、建议学时分配以及

学生学习侧重点都不尽相同。而且，个别教材存在突出问题，1) 教材内容陈旧，新兴医学知识和新生文

化理念未能补充更新；2) 生词和句型编排不合理，每一章节的生词编排缺少逻辑关系且数量过多；3) 编
写不够严谨和细致，存在明显的医学专业知识和汉语语法错误；4) 缺少配套数字化资源，帮助学生学习

练习的音频资源较少，这给医学汉语教学和学生学习造成了困扰。目前，医学汉语教材的匮乏与日渐增

多的医学留学生人数增加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编写或修订高质量、通用的医学汉语教材亟需提上日程。 

3.2. 复合型师资力量紧缺 

调查发现，医学汉语授课教师主要为三种类型，汉语和英语专业背景的为主，辅以少量医学或医学

英语专业背景教师，然而，复合型教师资源较为稀缺。单一专业背景教师在医学汉语教学过程中可能存

在问题，1) 缺少医学背景的汉语教师，过度讲解词汇、句型、语法等，导致医学汉语课变成汉语语言课；

2) 医学专业教师因缺乏对外汉语教学技能，偏好讲解医学知识，导致医学汉语课变成医学专业课；3) 医
学英语背景教师则可能变成英汉翻译课。此外，医学专业教师的英语口语水平也限制了其授课能力。因

此，打造复合型优质师资，提升教学技能也是提高医学汉语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 

3.3. 学生学习动机亟待提高 

学习动机是推动学生学习的直接动力，始终贯穿学生整个学习过程。问卷调查显示，留学生学习医

学汉语的动机以外在动机和工具型动机为主，缺乏内在动机和融合型动机。在“为什么选择学习医学汉

语(多选题)”这一题目中，83%是因为必修课程；75%因为未来实习和见习的客观需要；46%是毕业要求，

32%为学好专业知识；仅有 12%的学生表示对汉语和中国文化感兴趣，想要学习中国医学文化。 
结果表明，大部分留学生学习医学汉语课程的主要动机是因其是必修课程且未来实习需要；并希望

能够获得学位证书，回国后通过执业医师资格基于证书考试；仅有小部分留学生是因为喜欢汉语和中国

文化，想要学习中国医学文化。总之，大部分留学生学习医学汉语是基于某种利益的或目的的外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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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型学习动机。在这种较为被动的学习动机引导下，学生往往不会去发自内心、积极主动的学习。加之

在日常社交圈中使用汉语交流频率较低，使得学生更不能激发出内在学习动机。因此，在日常教学中如

何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动机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4. 医学汉语教学策略探讨 

4.1. 重视教材的编写修订和数字化教材资源的开发 

医学汉语作为专门用途汉语教学的一个分支，其教学目标是满足留学生专业学习以及临床实习的需

要。医学汉语教材作为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必要依据，应当基于学生的客观需要进行编写修订，具体

可参考以下几点：1) 赵元任先生曾提出：“外语学习耳闻不如口读”。留学生在实习过程中须与医生、

病人及家属进行交流，而实现无障碍沟通的前提是要具备良好的听说能力。因此，医学汉语教材更应侧

重于对听说能力的训练。在教材编写时加入医院场景、医院科室、病例等元素，可设置对话体课文，情

景交际等素材，着重训练留学生在未来实习过程中遇到问题的沟通解决能力。2) 语言学习重在实用，教

材编写应遵循实用性和循序渐进原则。从医学词汇的选取到课文对话的编排，从练习题的设计到课后拓

展阅读的素材选择，都要以实用性与交际性为首要目标，并遵循语言学习的客观规律。例如，在医学词

汇的设置与选择上，须根据留学生的年级以及汉语水平进行选取；在重点句型编排上，可以从日常的生

活内容逐步过渡到医学专业内容。3) 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开发建设对医学汉语教学大有裨益。课堂上适当

加入医学主题影视资源可激发留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身临其境，从而更好地参与课堂学习。此外，

在教材每一主题章节中可增加配套的数字化影视资源，各大院校也可同步进行对医学影视资源的整理工

作。对医学影视资源进行收集、整理、剪辑后再制作，这种方式会使以教材为基础的医学汉语教学变得

更加充实具体、形象生动，也为留学生未来实习打下一定的基础。 

4.2. 遴选打造优质复合型师资队伍 

教师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教学质量的优劣。目前，部分院校复合型优质师资较为稀缺。问卷调查

发现，在“医学汉语课程中，学生更喜欢哪种类型的老师”这一题目中，53%的学生喜欢既有专业医学

背景、又有汉语专业背景的教师；37%喜欢只有专业医学背景的老师；仅有 10%喜欢只有汉语专业背景

但没有医学背景的老师。调查显示，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复合型教师，其次是医学专业背景的教师，最后

是仅有汉语专业背景的教师。 
当前，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打造优质复合型医学汉语教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1) 医学或者医学

英语专业背景教师，需及时补充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知识、对外汉语教学方法和跨文化交际知识。2) 单一

汉语专业背景教师，补充医学专业知识，向医学专业教师询问教学建议。医学汉语教学应该以医学专业

知识为主，汉语语言教学为辅，教师在课上不要过多讲述汉语语言、语法等内容；但在教学方法上需融

入对外汉语教学法，不断尝试新的有益的教学模式。不同专业背景教师之间可以通过定期召开教研会、

专业讲座等方式及时沟通交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打造复合型优质师资团队，为学生医学汉语的学

习保驾护航。 

4.3. 改进教学方法和考核评价机制 

在医学汉语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改进教学方法，全方位调动学生积极参与课堂，培养学生内在学

习动机。第一，学习目标是学生学习的灯塔。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为学生设定合理的学习目标并制定

奖励评价机制。例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适当增加小测验并设置考核标准，达到标准的学生可适当

给予一定奖励。没有达到合格线的学生需要计入考核并予以沟通，增强学生对医学汉语的重视程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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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在动机是学生学习的根源。教师在教学中注重采用启发式、情景式教学，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

机。在日常教学中教师选取符合学生水平的教学内容并设计多种多样的教学活动。在学完一个单元以后，

教师可以依托这一单元的医学主题给学生设置情景展示环节，采用分组竞赛模式，学生把学习的内容自

编成情景对话并在课堂上加以展示。通过小组竞赛，激发学生胜负欲，同时也让学生体会到收获的喜悦。

第三，教师的教学方法是学生学习的指南针。教师在医学汉语教学方法上要坚持多样化原则，采用多感

官刺激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医学汉语教学目标重在实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时常注重教学方法的

反思与改进，坚持打造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可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教师课下提前录制音频视

频并发给学生，学生提前预习本课知识点，课上大家对预习或者查阅的内容进行共享，然后教师及时予

以纠正评价；另外，教师在上课过程中可结合案例进行教学，给学生播放与本单元主题相关的影视片段

或真实医院案例等，使学生可以接触到医院真实场景，提前为实习工作打下基础；最后，课下教师可以

带学生参观学校的实验室、医学实训中心等场所，让学生真实体验教材中出现的医学专业知识。寓教于

学，学生对医学汉语学习会产生更多兴趣。 

5. 结语 

医学汉语对于来华留学生专业学习和校外实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医学汉语课程建设仍需改

进与完善。对于管理部门而言，要抓好医学汉语教材开发建设，尤其注重教材的选择与数字化教材资源

的开发利用；抓好教师队伍建设，增强不同背景教师之间相互学习交流，打造综合能力强的复合型教师；

注重将医学汉语与传统文化教育相融合，组织留学生参与健康义诊和科普、医学知识论坛等实践活动。

对于教师而言，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改进教学模式，将对外汉语教学与医学教学有机融为一体，提高授课

质量。增加学生实践机会，全方位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内在动机，提升学习效果。总之，多

举措提升医学汉语教学质量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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