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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中医药”背景下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

培养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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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中医药高等院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致力于创新“中文 +中医”教育模式，推动中医药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传播。本文探讨融合中文与中医药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重点在传播载体、师资队伍、课程体系等方面，以提升

传播主体的认知、实践和传播能力，培养出适应国际舞台的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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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major of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committed to innovating the educational model of "Chinese +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romoting the sprea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n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raining mode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alents 

integrating Chines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cusing on aspects such as communication 

carriers, teaching staff, and curriculum systems, so as to enhance the cognitive, practical, and 

communication abilities of the communication subjects and cultivate compound talents who are 

adaptable to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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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和科技史上具有重要地位。2021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五部门发

布《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强调中医药与中华文化的深厚联系，及其哲学体系、思维模式和价值观的传

承 [1]。《“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将中医药的开放发展作为重点任务，推动中医药文化和技术的国际传播 [2]。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医

药文化的国际传播任务更加明确，高校在人才培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2019年3月《来华留学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中医类留学生占比

2.89%，年增长率为5.85%，表明中医药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留学生对中医药语言文化的需求日增。因此，“中文 +中医”的

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亟待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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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现状

2021年12月，国家发布《推进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共建“一带

一路”发展规划（2021—2025年）》，明确提出“深化文化交流

合作，增强中医药影响力，加强国际传播”的战略目标 [3]。在新

时代背景下，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通过直接和间接途径实现。

直接途径包括国际学术会议和研讨会，间接途径涵盖教育合作、

文化交流、经贸商务等领域。然而，语言和文化差异仍是主要障

碍。中医药高等院校在培养外国留学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现

主要使用《中医汉语听说教程》《中医汉语综合教程》和《中医汉

语口语入门：英语版》等教材，适用于 HSK四级水平的留学生。

然而，针对所有留学生的普及型中医药读物仍较为匮乏。中医药

文化的国际传播面临多重挑战，包括语言转换困难和文化差异问

题。中医文本翻译复杂且缺乏统一标准，翻译类别混乱，且翻译

语境因中医药文化内涵和海外传播知识薄弱而复杂。

此外，中医药理论的传播面临较大难度，且对负面报道的应

对经验不足。对于社交媒体和新媒体等新型传播手段的应用也存

在不足，影响了其传播效果 [4]。中医药翻译人才的国际传播能力

体系应包括政治素养、中医药知识体系、对外翻译能力及传播能

力等要素 [5]。中医药文化具有多层次、多元化的内涵，因此，培

养能够有效传播中医药文化的人才应遵循多维度原则。然而，当

前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培养面临结构单一的问题，如师资和

课程设置缺乏多样性，无法满足多学科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文化

传播人才不仅需掌握中医药专业知识，还应涵盖文化传播、文化

产业等领域的教育 [6]。

二、“中文 +中医药”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培养

模式探究

（一）“中文 +中医药”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目标

能力

1.中医药文化认知能力

中医药学融合了医学、科学、时代性和文化等多种维度，其

中，其医学属性构成了其核心基础，而文化属性则作为重要的补

充特质，对其整体理解和应用产生影响。在培养中医药文化的认

知能力过程中，应当构建一个整合医学与文化属性的认知体系。

对于国际传播人才，特别是来华留学生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

而言，认知能力培养不仅包括汉语言文学、中外文学文化知识、

英语能力以及跨文化交流能力，还应基于中医药的医学属性来构

建中医药文化内涵及属性的认知体系 [7]。这一认知体系可从四个

层面进行构建：（1）中医药文化的哲学基础和文化根源。了解中

医药文化的深层哲学思想和文化背景，强化学生对中医药文化深

层次的理解。（2）中医医德与行为规范。注重医德教育，强化学

生对中医药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的认知。（3）中医药典籍史迹与

环境形象。通过学习中医药的经典文献和历史发展，加深对中医

药学科的历史和文化环境的理解。（4）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传播。

探究中医药文化的传承方式和传播策略，培养学生的传播技能和

创新思维。通过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认知体系，可以有效地培

养出具有丰富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知识的传播主体。

2.中医药文化实践能力

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要求人才具备实践能力，不仅包括中

医诊疗技能，还需能用国际通用语言有效传播中医药的科学与文

化，构建跨文化传播共同体。实践能力不仅涉及专业技能的掌

握，还包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跨文化沟通和国际合作能力。截

至2022年，中医药已在196个国家和地区应用，并与多个国家签

署合作协议，展示了其国际影响力和实践广泛性 [8]。根据知行合

一的教育理念，实践能力的培养需结合专业学习与临床、国际交

流环境中的实际操作，提升专业技能和跨文化沟通能力。

3.中医药文化传播能力

国际中文教育中应融入中医药文化内容，激励学生创新，使

学生能在多元化的教育环境中成长为兼具中医药专业知识与文化

传播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9]。中医药文化的传播能力培养应明确传

播主体、内容、媒介、受众和效果五个要素。传播主体为来华留

学生和汉语国际教育学科学生，传播内容涵盖中医药文化的哲学

基础、医德规范、经典文献、文化传承等，媒介包括纸媒、电子

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等，受众主要为国际受众，传播效果则为环境

认知、价值形成与维护、社会行为示范三个层面。中医药院校英

语教师应创新教学模式，培养学生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能力，以

适应英语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文化传播需求 [10]。通过多渠道、多

层次的传播体系，丰富中医药文化的海外传播内容，提升中医药

的国际影响力 [11]，全面提升中医药文化传播主体的传播能力。

（二）“中文 +中医药”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的

主要路径

1．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的教材、读本编写

基于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的两大传播主体，在培养人才时，

首先需编写面向所有来华留学生的高质量中医药文化读本。例如

编写中医汉语读本，可围绕中医人物、中医哲学、中医文化精

神、中医典籍、中医生理现象、中医治疗方法、中医临床实践、

中医养生功法、中医制药工具工艺等方面展开。用简单浅显的汉

语介绍中医药文化的内容与实践的内涵。其次需编写面向汉语国

际教育学科学生的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教材。在现有的传播教材

基础之上，深入挖掘中医药的医学属性与文化属性，2023年4月

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语言文字国际交流合作

的意见》，强调要加强智力支撑和人才培养，广泛调动高校、研

究机构、企业、地方等各方力量支持语言文字国际交流合作 [12]。

将汉语语言文字与中医药文化相融合，推广普及中医药汉语的同

时推动汉语语言文字的国际交流，创新教材的编写方式，重视教

材的编写手段与表现媒介，如信息通信技术（ICT），语言技术

（HanLP,LTP,StanfordCoreNLP），现代教育技术等在教材研发

中的应用。

网络教材与网络课件、互动平台的开发同样增加中医药文

化读本教材的趣味性与互动性，为学习者创建一种基于网络资

源的发现式、探索式、合作式、自主式、个性化、不受时空限

制的虚拟学习环境，实现“泛在学习”（Ubiquitous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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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学习”（M-learning） 和“按需学习”（Instruction on 

Demand）[13]。这些技术手段和设计理念都有助于从不同方面体现

中医药文化教材编写的创新性与现代化。

2.“中文 +中医药”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的交叉学科复合型师

资力量

“中文 +中医”互融创新背景下的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的主

要师资力量，应深入考虑全球化教育背景下的文化智能（Cultural 

Intelligence）因素。强调个体在不同文化情境中有效工作的能

力，包括跨文化意识、跨文化交际技巧和适应性。首先是跨文化

教学能力的系统培养。教师不仅需掌握汉语和至少一种外语的语

言能力，还需对中医药文化有深入理解。系统培养包括中医药的

哲学基础、理论体系等，以及如何将这些知识有效地融入跨文化

的教学环境。其次，高度的文化敏感性与适应性提升。在多元文

化的国际教学环境中，教师应具备辨识和理解不同文化观念和价

值观的能力，能够灵活调整教学策略，以适应不同文化背景学生

的需求。第三，国际视野与本土化相结合的教学创新。借鉴国际

教育的先进理念和方法，将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和特色与国际

教育标准相结合。如案例教学、项目式学习、在线与离线混合教

学等。第四，持续的专业发展与全球网络建设。教师积极参与国

际学术交流和研究合作，通过国际研讨会、研究项目等方式获取

最新信息和趋势，提升教师的语言水平与语言能力。

3．建立基于中医药医学属性与文化属性的课程结构体系

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是构建一个立体

化、多元化且跨学科的课程结构体系。该体系可基于“综合性学

习理论”，融合医学、文化学、传播学和跨文化交流等多学科知

识，以实现更深层次的教学和学习效果。课程结构包含两个模

块：认知课程模块与实践课程模块。认知课程模块包含（1）中医

药历史与哲学。介绍中医药的源流、哲学基础、历史发展，以及

其在全球医学历史中的地位和贡献。课程可以包括中医经典文献

的研究和解读，强调中医的整体观和治未病的理念。（2）中医药

理论与实践。涵盖中医基本理论（如五运六气、阴阳、脏腑学说

等）、诊断方法（望闻问切）、治疗技术（针灸、方剂、推拿等），

以及现代医学与中医的结合。（3）中医药文化传播学。研究中医

药文化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传播策略和方法，探讨如何在保持传

统精髓的同时，实现现代化和国际化传播。实践课程模块包含：

（1）跨文化交流与传播实践。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通过

模拟国际病例研究、文化交流活动等，让学生实践如何在不同文

化环境中传播和解释中医药。（2）中医药临床体验。通过实地参

观中医诊所、医院、药店，以及中药材种植基地，让学生直观了

解中医药的实际应用和操作过程。（3）中医药博物馆与传媒合作。

利用博物馆资源进行教学，同时与传媒机构合作开展中医药文化

的数字化传播项目，增强学生的媒体运用能力。该课程体系培养

学生理解中医药的理论与实践，并在全球化背景下有效地传播中

医药文化。综合性和实践性的课程设计能够更好地适应国际化教

育的趋势，同时保留中医药文化的传统精华。

三、结束语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的推动下，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本文通过对“中文 +中医”教育

模式的探讨，提出了多维度的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培养路

径，以提升传播主体的认知能力、实践能力和传播能力。通过强

化中医药文化认知体系的构建、加强实践教学环节以及创新传播

手段，培养具备跨文化交流和国际合作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为中

医药文化的全球化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的培养模式仍面临

诸如教学内容单一、传播渠道局限等问题，应进一步关注跨学科

整合与教育内容的多样化，以适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传播需求。

此外，数字时代，如何利用数字化手段提升中医药文化的传播效

果、优化传播平台和工具，打造中医药文化传播的领军阵营 [14]，

也将是研究的重要方向。通过不断创新和完善中医药文化国际传

播的人才培养体系，不仅能够提升其全球认知度和影响力，更能

够推动中医药文化在世界文明多样性中的独特贡献。以中医药文

化国际传播促进中医药国际化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

能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传承与创新，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内容 [15]。为推进中医药

“一带一路”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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