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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教学在医学院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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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双语教学是我国教育领域的新举措，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教育改革发展的必

然趋势。高等医学独立院校实施双语教学是实现高等医学教育国际化，培养面向现代化、面向未

来、面向世界的复合型人才的有效途径。医学类独立院校的双语教学还处在起步和尝试阶段，许

多理论与实践问题还存有较大的分歧。我们应当在积极的探索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取长补短

，并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双语教学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还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努力

找到一条适合我国医学类独立院校发展的双语教学之路，以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培养出高水平

的、适合我国社会全面发展需要的医学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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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lingual education is a new initiative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n China, and it is also an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reform, opening up, and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of China, as well a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reform. The implementation of bilingual education in independent medical college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achiev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medical education and to cultivate compound talents oriented towards 

modernization, the future, and the world. Bilingual education in medical colleges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and trial stage, 

with man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still having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opinion. We should actively explore 

and practice, timely summarize experiences, make up for deficiencies, and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persist, persevere, and strive to find a path of 

bilingual education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dependent medical colleges in China,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best teaching results and cultivate high-level medical professionals suitable for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needs of Chines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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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双语教学的本质含义和现状 
双语的英文是“Bilingual”，源于美国，意思是

“Two Languages”，即两种语言。在我国，双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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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主要是指汉语与英语相结合。我国高等医学院校

开展双语教学的目的主要在于提高医学学生的专

业英语水平和能力，提高医学生查阅英文医学文献，

参加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使学生不仅掌握必要的

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且学会用外语进行思考和

表达，最终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的医学专业知识的

人才。特别在医科类独立院校，存在着巨大的就业

压力，学生必须掌握更多的技能才具有市场竞争力。 

目前医学类高职院校大学语文教学内容忽略

人文性，一度将大学语文教学变成书写医疗文书课

程，特别去强调书写规范性，进而凸显工具性在大

学语文教学中的弊端，学生的人文情感和人文关怀

长期以往都会受到影响。在讲解方式忽略从宏观层

面分析文选的深层含义，注重语文基础知识。由于

高职院校在改革基础类课程方面没有花费较多的

精力，导致多数教师停留在占据课堂主体地位的层

面上，依旧实施“填鸭式”教学，不论学生是否有

语言表示愿望，课堂气氛沉闷[1]。 

1）讨论式；传统教师模式造成学生思维模式统

一化，依靠死记硬背学习知识。目前学生自己提出

问题是教育所崇尚的最高准则。大学语文可以借用

此方法由教师提出问题或鼓励学生提出与他人不

同的意见，以此探寻新的思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 

2）讲座式；语文课程内容较为广泛，不像医学

知识有严谨的体例和程序。所以，可将医学类大学

语文划分为独立部分，如应用文写作、文学欣赏、

阅读与演讲，适当可举办相应的讲座，由此一来，

不仅对教师专业特长满足了学生求知欲望，还能缓

解医学生在专业课程方面的负担。 

3）体验式；教师应鼓励学生在网上开设各种专

题讨论论坛，参加文学社团，促进其将课程内容扩

展到日常生活中。借助某项具体活动实现完善自我

和走向社会的目的，增强学生社会交往能力和适应

能力，有利于塑造学生灵魂。 

当前许多高职院校使用的是国家规划教材，只

有少数学校使用自编教材。其中部分学生所编著的

教材中仅有现代文学作品和古典文学作品，忽视了

学生职业语文能力和写作知识、技能的训练。所以，

改革医学类高职院校大学语文的基本要素之一就

是针对学生专业特点精心编写教材。首先教材要具

有实用性；高职大学语文教材要适合职业能力需求，

尽可能的贴近生活。高职院校就以培养学生实用性

技能为主，对此其语文教学应倾向于实用写作能力

和口语交际。其中写作培养一方面考虑到学生今后

就业应聘，一方面考虑到学生医学实验报告和医学

论文的写作指导，为学生职业能力奠定良好的基础。

口语训练重点培养学生该如何用语言正确处理医

患关系。在教材内容上要是适当的增加优秀的文言

常识及医古文，即能突出大学语文特色，还能与学

生专业相结合，有利于激发学习兴趣。其次教材要

有针对性；目前高职院校的大学语文教材忽略了不

同专业所需语文学科内容和高职生学生职业特点。

因此，教材编写要基于满足学生各自职业发展需求

和体现专业特点。此外还要将语文工具性结合人文

性，内容中实用写作、口语交际和具有典范性的文

学作品要占据相同比例，让学生在接受文学熏陶的

同时增强职业责任感和使命感。 

2 医学院校实施双语教学的难点表现 

2.1 学生人数多、英语水平不平衡难以因材

施教 

众所周知，教育的最佳境界就是“因材施教”。

可是目前中国的医学院校因为年年扩招人数众多，

以我院基础医学课程教学为例，如人体解剖学、组

织胚胎学，常常一个教师的课堂上有八九十名学生，

有的甚至还存在一堂课有 100～200 的学生，还怎

么样针对学生的英语程度和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

进行因材施教？而欧洲和美国的师生比例要低很

多，一个教授的课堂上也就是 20 个学生左右。并且

欧洲和美国的高等学府，都很注意国际留学生的引

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往往更能快速的提高的英语，

同时专业知识的提高也很快。而我们的课堂上，很

少有国际留学生，都是众多中国本土的学生，没办

法创造很好的英语的专业知识的学习意境。 

2.2 担任双语教学的师资力量严重不足 

实施双语教学，师资是关键。目前存在的问题

是，外语水平较高的教师越来年轻化，他们具备的

医学专业知识及教学经验一般不够丰富，很难准确

地把握专业课程的理解与传授；而医学知识丰富的

教师其外语水平特别是口语表达能力相对低下，在

使用英语讲解课程方面存在着诸多障碍，教师本身

都无法实现“英语思维”，就更别提对学生“英语

思维”的培养了，因而难于胜任双语教学任务。鉴

于此，实际目前的双语教学主要是对英文教材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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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翻译，使专业课成了变相的英语课，既影响了

专业内容的信息量和讲解深度，又在很大程度上偏

离了双语教学的课程目标。 

2.3 教学方法陈旧单调 

师资的匮乏导致双语课程的开展勉为其难，多

数教师已经无暇顾及双语教学方法的探索与革新，

同时由于受传统外语教学观念的影响，大多数教师

习惯于借助语言工具单纯传授专业知识，沿袭“以

译代讲”的传统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单一，“灌输

式”、“填鸭式”教学方式比较常见，缺乏师生互

动，没有让学生全身心的投入到双语教学的氛围中

来，教学效果难尽如人意。 

2.4 内容实用的外文原版医学教材匮乏 

教材选择很重要，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保障。

使用原版教材是双语教学的应有之义。直接采用原

版教材，虽然有语言优势，但是存在价格昂贵、内

容陈旧、重复引进等弊病，而且其编写体制与我国

现有规划教材差距很大，比如某些基础医学教材中

的正常值范围等与国内有很大差距，有些则篇幅往

往很大，专业词汇过多，内容与我国现行教学基本

要求不太一致，有时还相差较大，因此实用性较差；

如果将中文版规划教材翻译成英文，优点是与现有

教材匹配，且价格便宜，缺点是难以保证英文的质

量。 

3 提高双语教学效果的几点建议 

3.1 因材施教，循序渐进 

学校须对学生外语基础、师资情况、课程教材

等因素综合考虑，逐步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并推广双

语教学。 

3.2 突破瓶颈，深化改革，科学发展 

加强双语师资培养、课程的开发、教材的建设、

理论的研究与实践探索，寻求政策制度支持，坚持

科学的发展观。 

双语教学是“国策”，更是高校一项重要的教

学改革，决策者应从人才培养和提升学生社会竞争

力的角度出发，对高校开展双语教学给予积极的支

持和参与，不断激励高校进行双语教学模式的探索，

鼓励高校逐步建立并完善有效的双语教学体系，使

高校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增强其内在体魄，从而提高

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重点在师资和教材上。 

3.3 理顺关系，注重实效，服务社会 

处理好双语教学与母语教学、学科教学的关系，

使之相互促进，达成共赢。同时，注重实施效果，

为社会发展服务。 

双语教学是我国教育领域的新举措，也是我国

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

高等医学独立院校实施双语教学是实现高等医学

教育国际化[2]，培养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

界的复合型人才的有效途径。医学类独立院校的双

语教学还处在起步和尝试阶段，许多理论与实践问

题还存有较大的分歧。我们应当在积极的探索实践

中，及时总结经验，取长补短，并采取有效措施，

促进双语教学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还要坚

持不懈，持之以恒，努力找到一条适合我国医学类

独立院校发展的双语教学之路，以取得最佳的教学

效果，培养出高水平的、适合我国社会全面发展需

要的医学专门人才[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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