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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是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知识与信息的

交流日趋频繁，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如

何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并借助英语这一

语言工具将其发扬光大，走向世界，造福全人类，是

目前中医药发展和教学改革的新课题。

8 双语教学的概念及中医专业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双语教学实际上是双语文教学的简称，是西方

#. 世纪比较语言学派首先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即双

语和双文教育的复合概念，是立足于儿童习得母语

与成人之后学得外语这一双语现象的双语教学论

研究/#0。现代意义上的双语教学应该定义为：教师在

学科教育中交互使用本族语和外语，甚至完全使用

外语进行教学活动，以满足学习者的工具型的学习

动机和融合型的学习动机。通俗地讲，所谓双语教

学就是用两种不同语言进行学科教育的教学活动，

一般是在用母语进行部分学科教学的同时，用非母

语进行部分或者全部非语言学科教学的教学模式 /!0。

双语教学历经两个世纪的办学实验，在世界各地不

同程度地开展起来。

双语教学的理论颇多，其主要一点就是 “需

要”。“需要”乃是此种教育模式最大的动力和催化

剂。!# 世纪是信息化世纪，而语言是信息化社会的

重要信息符号，信息化社会是信息多多益善的社

会，而语言会得越多就会获得越多的信息。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强调，作为 !# 世纪人才的基本素养“第

一是母语能力，第二是外语能力，第三是信息能

力”，认为“实施双语教学，把各个国家的人才培养

成为掌握自身母语文化的国际公民是人类走向繁

荣与发达过程中重视和谐发展的反映”/"0。

!$ 世纪 .$ 年代以来，随着传统的医学模式向

现代的社会1心理1生物医学模式转化，中国的传统

医学已成为全球医学领域中的一个热点，为使中国

的传统医学走向世界，并成为世界的主流医学之

一，除了对中医原理、中药现代化等方面进行探索

研究外，有必要强化学术英语的氛围。与此同时，随

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34），中国参与科技竞

争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也迫切需要大批

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全球化视野和国际交往能力的

高素质中医专业人才。面向未来，迎接挑战，在中医

高等院校实施双语教学已势在必行。

9 中医专业双语教学的特殊性及可行性

双语教学不是语言教学，而是把两种不同语言

作为教学媒介的教学活动。由于英语作为“国际语

言”的特殊地位，中国的双语教学通常是指汉语作

为第一语言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组合。中医专业

双语教学正是以这两种语言作为传递信息的工具，

向学生传授中医学知识，让学生在领会专业知识的

同时培养学生使用两种语言的能力。实施双语教

学，有助于改善学生学英语时间少，用英语机会更

少的情况。双语教学使学生在已学英语的基础上，

利用英语获得专业知识，既能提高学生应用英语的

能力，又使专业英语的教学内容渗透其中，可谓一

举两得。在中医课程中采用双语教学，从一定程度

上还可以推动教学内容、课程体系以及教学方法和

教学手段改革的不断深入/%0。

中医专业与其他专业的双语教学有着明显的

不同，因为中医是中国的传统医学，它没有原版教

材可以参考，所选用的教材大多属于中文英译，是

中、英双语在中医药学专业的语言转换活动。所以

中医专业的双语教学本身又是一个翻译过程，要确

切地用英语讲解中医的专业理论和经典论述实非

易事，其教学效果与专业知识层面，语言表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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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中、英语使用者文化素养等方面都有关系。

教师在用英语授课的过程中，要遵循翻译的基

本原则，做到正确、通顺和易懂。这里“正确”是最主

要 的 ，如 果 翻 译 的 与 原 文 不 符 ，那 么“通 顺 ”和“易

懂”都失去了作用；反之，不通顺就不能明确地表达

原意，不易懂也就没有达到教学的目的。对于中医

知识的翻译，多采用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形式，这

是由中医专业的特点所决定的，特别是古汉语中一

字多义，字简意繁，字对字的直译显然表达不了其

中所包括的含义。教师必须在自己融会贯通的基础

上，以简单、明了的英文表达出来。对于已经进入英

文的权威字典，得到国际认可的，有标准译文的术

语，如中医（.-,/010’2,( 3402565 +5/07025）、气（80）、

阴（902）、阳（9,2:）、针 灸（,7;<;271;-5 ,2/ =’>0?
@;610’2）等，以及经世界卫生组织（ABC）统一规范

的经穴名称、中药名称，往往直接沿用。

近十余年来，中国有识之士对中医药学的翻译

作了大量的工作，出版了不少工具书和专著，仅汉

英辞典就已经出版了十余种，英语的中医系列丛书

也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地出版发行了几套 DEF。更加

难能可贵的是一些专业层次高、翻译准确的英汉对

照教材的出版，为中医专业的双语教学打开方便之门。

8 中医专业双语教学的实施及其与学科教学的关系

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有其独特的

思维方式，实施双语教学有一定的难度和特殊性。

因此要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充分发挥教师在教

学中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首先，教师应

该一丝不苟，推敲琢磨，力求使英语的教学不仅达

意 ，而 且 传 神 。其 次 ，教 师 在 课 堂 上 可 采 用 多 种 形

式，如启发式、提问式、归纳式等，经常与学生交流，

使他们反复思考，积极参与，培养学生使用非母

语———英语的能力，让学生在掌握中 医 知 识 的 同

时，学习并使用与专业相关的英语。

双语教学强调的是在非语言类学科中使用外

语进行教学，通过非语言类学科知识的学习来创造

外语环境，其核心内容永远是专业知识。双语教学

相对于学科教学而言，是一种辅助手段，其真正的

目的是辅助和促进学科教学。实验研究表明，教师

在学生可接受的前提下，用英语讲授某门学科知

识，将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集中学生的学

习注意力，使他们产生好奇心和新鲜感，起到一种

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作用DGF。

9 结语

尽管双语教学在中国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

的问题，高等院校中医专业的双语教学更是刚刚起

步，但是全球的现状已经雄辩地证明了那些双语环

境好，双语人才多，双语办学模式实施历史悠久的

国家和地区，如印度、新加坡和香港，国民素质和竞

争力都大大提高，科技发达，经济繁荣。

以“让中医走向世界”为目的，探索并完善适合

中医专业的双语教学模式，深化高校教学改革，必

将使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医药学在全世界得到更

为深入和广泛的传播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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