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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针灸教育历史的比较和分析

中国的中医药有着悠久的历史，针灸作为组成

部分，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新石器时代，砭石

的发现成为针灸的起源。随着针灸历史的发展，不

仅出现了《针灸甲乙经》、《针灸大成》等针灸著作，

针灸教育曾现过多种教育机构。而正规学校式的教

育开始于丁甘一 1916 年创立的上海中医药专科学

校。解放后，由于党中央对中医药的重视，大力支持

全国各地创办中医类院校。1980 年天津中医学院首

先创办针灸系，此后其他院校也先后成立了针灸

系，不断发扬着祖国的针灸特色同时，为培养针灸

人才各尽一份力量。

在韩国，中医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韩国将中

医历史称为韩土医学，于 1986 年正式更名为韩医

学，并且明确提出与中国的中医是完全不同的医

学，以显示其医学的自主性。针灸也是韩医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朝鲜时期的中世纪，许俊的《东医宝

钅监》编著成功，此书被后世人称为在韩国针灸方面

内容最丰富和最有价值的书籍。韩国的针灸教育，可

以说是经历了风风雨雨，直到今天还处在为争取自

主权力而斗争状态。韩医的学校式教育从 1947 年

杏林学院的创办开始，也就是现在韩国最有名的庆

熙大学校韩医大学的前身。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一个韩医科大学里面设有专门培养针灸人才的系

部，但是还是存在对经络、腧穴、针法灸法研究的教

研室和研究人员，这样的研究机构推动着针灸基础

理论的发展。

总结两国针灸的发展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过程

中也都经历了各自不同的风雨，所以发展也各不相

同。但是针灸作为医疗手段，目标都是一致的，所以

两国的针灸界人士有必要共同大力发展针灸事业，

为针灸临床和学术发展做出贡献。

2 现代教育体制的分析比较

2.1 学生情况 中国的中医院校在每年参加全国

统一高考的高中毕业生中，招收考试成绩在中上

等，并且有意向学习中医的学生。所以中医院校的

学生在学习上有一定的积极性，和一定的逻辑思维

能力及观察力。

在韩国的韩医科大学则在参加本校入学考试

的学生中，录取成绩绝对优秀的学生。他们同样具

有刻苦学习的精神和优秀的智慧。

2.2 学制的比较 中国的中医院校针灸系的学生

多数为正规五年制本科教育。然而在近几年，因为

国家教育制度的不断改革，各个地区根据各自情况

也出现了五年制或六年制的外向培养的针灸系本

科生，和七年制的本硕连读的学制。

韩国的韩医科大学为 6 年的本科学历学制。其

中，前两年为本科预科班，只有坚持通过了预科班

的课程才可以进入本科四年的学习课程。

2.3 课程的设置 中国中医院校针灸系的本科教

育课程中，不仅要学习丰富的中医课程，还要学习

外语和计算机、医用统计学、医用物理学的课程。而

且为了培养学生综合诊治方面的能力，设置了全部

教学计划 35%的现代医学课程，这样不仅培养了人

才，也坚持了中医特色。这些课程相对一般大学的

课程量还是很大的。

韩国的韩医科大学学生的教育过程当中，预科

的课程多为一些思想教育课和很少的基础理论课。

进入本科学习以后，课程突然变得非常紧张，每周

大概能有 40 学时的课程，要比一般大学的课程多

一倍。在 6 年的学习过程中，不仅学习相关的中西

医方面的课程，还要学习中文、医院管理和医疗保

险方面的知识。但是因为韩医基础理论课的比重只

有 15%左右，而西医课的比重却占了 40%以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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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在的韩医师中能够正确辨证论治的很少。

2.4 教育用机械器具及模型 中国和韩国在专门

基础学科教学的机械器具配备上都有一些基础性

用具。在韩国消毒和无菌措施很先进。经常使用的

一些酒精消毒以外，还会使用煮沸消毒器、高压灭

菌器等消毒器械。平时的医疗操作中的消毒意识是

非常强的。这为临床无菌操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中国这样的观念还较弱。

2.5 图书的配备 在中国各大中医院校的图书馆，

专门的图书可以说是非常齐全。还保存有大量的古

籍供学生阅览，及各个地区各种等级的期刊、学术

杂志也可以说是琳琅满目。这些不仅能够给学生提

供最新的学术动态和临床最新成果，还能够使学生

对古典医籍正确了解并掌握古代学术精华。

在韩国，因为韩医科大学大多设在综合性大学

里面，所以关于韩医方面的图书量也是有限的。在

韩国南部的釜山地区有一个东意大学校中央图书

馆的医学分馆，应该是釜山地区惟一的韩医学图书

馆。该馆里藏有单行本 2 万余册，国内外学术杂志

225 种以及一些非图书性资料，可见韩医方面图书

量的贫乏。

2.6 文献的学习 中医的四部经典及医古文的学

习是中国中医院校的一大特征，此外，针灸系的学

生还必须学习《针灸医籍及各家》等相关古代文学

的课程。

在韩国的韩医科大学里，《伤寒论》在本科的课

程当中只是选修课。还有韩国自有的课程，如《韩医

学学问》、《四象医学》、《原典》等。

2.7 操作技能培养 在中国的中医院校的课程设

置当中，针灸的实际操作课比起专业理论课的课程

量还是很少的。而韩国韩医科大学的课程设置中，

虽然本身针灸相关课程的课时不是很多，但是在针

灸相关课程总课时的三分之一是实际操作的课程。

可见韩医科大学里面对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还是

很重视的。

2.8 实习情况 在中国的中医院校，安排学生五年

毕业前的临床实习时间为一年到一年半左右，根据

各个地区中医院校的不同会有所变化。学生在实习

过程当中，学生不仅可以巩固专业基础理论的知

识，同时对临床上的常见病和一些疑难病有了更深

一步的了解。这样对以后的临床工作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在韩国，临床实习主要在本科的三四年级进

行。虽然临床理论知识课程很丰富，但是临床实习

的时间安排上较欠缺。这样，学生的实习完全成为

毕业后的个人行为。

而且中国的中医院校的学生可以以非常便利

的条件参加实习。中国各个中医院校后面都有一个

附属中医院作为毕业实习的庞大的支持机构。这些

较强的硬件设施都给中国的中医院校学生提供了

良好的实习环境。

3 针灸现状以及对针灸教育的影响

在韩国因为没有专门的针灸医生，所以在医院

里面也就没有专门的针灸科。实施针灸术的都是韩

医医生。现在有何多人在接受针灸的治疗，但是针

灸治疗的范围却是很有限，大多数人将针灸治疗用

于痛证的治疗，例如腰痛、关节痛等疾病。现在较盛

行手指针的针灸治疗方式，且有自发的手指针协

会，此协会还在为申请手指针的合法化积极做着努

力。在韩国虽然有非常庞大的针灸学会，但是没有

政府支持的针灸培训学校，只有针对盲人进行的小

的针灸培训学校。

在中国有专门的针灸大夫，而且每个中医医院

都设有专门的针灸科，是中医医院里面的大科室，

也是中医医院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针灸治疗不仅

用于关节疼痛等疾病，而且中风后遗症、慢性疾病，

甚至女性美容，减肥等方面针灸都在发挥着其独特

的作用。针灸技术的发展也是多样的。例如眼针的

发明，现在各种疾病的治疗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

4 结语

针灸学作为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

不仅为中华民族的健康和保健作出了贡献，也逐渐

为世界各国所接受。从对中韩两国针灸教育现状的

分析比较中，可以看出，韩国的韩医教育重视法规

教育，临床学科学习比较丰富等方面还是可供我们

借鉴的。当然韩国的韩医教育也存在不少弊端，如过

于追求本国韩医学的自主性，而忽视了古典医学的

学习，专业理论知识不足，缺少实习机会等。培养一

批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针灸专业高级专门人才，是

针灸教育的一个迫切任务。以针灸医学向世界展示

其杰出的魅力，以维护人类健康和战胜病魔的贡献

以来，国际针灸教学，已经成为针灸走向世界和自

身发展不可缺少的通道。中国传统医学教育如何国

际化已经成为各大中医院校共同关注的话题。

（收稿日期：2005- 08- 10）

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