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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基于需求分析的中医院校留学生汉语教学模式探讨 
An Analysis of Teaching Plans of Chinese as a Requirement  

For Foreign Students in Chinese Medical Schools 

周萍 
(中国上海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摘要：随着中医院校留学生招生规模进一步扩大，如何提高留学生汉语水平，保

证专业学习质量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本文旨在对中医院校各级留学生汉语学

习需求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医院校留学生汉语教学模式提出初步设想，以期为最终

形成基础语言教育和本科专业教育衔接良好、相关知识完备的教学协作系统,保

证中医院校对外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做引玉之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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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传统医学在国际上被承认程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

国学习中医；而对于绝大部分留学生来说，要想学好中医，必须具有一定的汉语

水平。高质量的对外汉语教学对于中医教学起着基础性的支撑作用，是保证留学

生教育发展的生命线。由于中医院校留学生与综合院校留学生在教学目标、课程

设置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故他们对于汉语学习的需求也有所不同。因此，如何

在准确把握各阶段学生汉语学习需求的基础上，以学生为主体，根据中医院校的

特点建立科学合理的汉语教学模式，进一步保证中医专业课程教学质量，成为亟

待解决的问题。 

 

需求(needs)是人体对内外环境客观要求的反映，属人体的一种缺失状态，

表现为个体的主观状态和个性倾向性(冯惠敏等 1994) 。需求分析(needs 

analysis)指通过内省、访淡、观察和问卷等手段对需求进行研究的技术和方法。

本研究以分析学习者的目标需求为切入口，通过调查问卷和个别访谈，对上海中

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04级至08级中医学专业本科的外国留学生进行了汉语学

习需求的调查。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 187 份。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通过教学实际及调查前对部分留学生进行的个别访谈，笔者发现中医专业

留学生学习的主要困难分布在口语、写作、阅读、听力四个方面。问卷调查以此

为基础，分为四个部分， 这里就调查结果分别说明如下，并做简要分析。  

 

2.1 关于口语需求情况的比较 

 

口语方面的困难一直贯穿于五个年级的始终，成为各年级共同面临的首要困

难。从具体困难来看，“知道意思，但是不知道怎么说”是各个年级的共同问题，

一二三年级的选择率都达到了一半以上，四五年级开始下降。可见，低年级的口

语困难主要是以日常表达为主。从二年级到五年级，“见习或实习中，很难与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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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医生或病人交流”的困难一直存在，四年级时，明显增加，而且还出现了由于

病人或指导医生频繁使用上海话而造成的交流的困难。可见，随着临床见习和教

学实践的增加，对于这类专业汉语实践类的语言需求开始显著增加，甚至在学有

余力的学生中，还出现了地方方言上海话的学习需求。此外，在一年级和五年级

的学生中，还存在着“掌握的专业词汇太少，不知道怎么表达”的困难。对于一

年级学生来说，扩大词汇量是迫在眉睫的需求。而对于五年级学生来说，他们所

掌握的专业词汇量基本上已能满足学习和实践的需要，但是如何在职场上建立良

好的人际关系，更好地与人交流与沟通迫使他们必须进一步扩大更高层次的专业

词汇以及职场所需的交流词汇。 

 

2.2关于写作需求情况的比较 

 

在各个年级，写作方面的困难仅次于口语方面的困难。从具体困难来看，一、

二、三年级的主要问题是“专业词汇短时间学得太多，没时间及时消化”。这个

问题在二年级时比较突出，选择率达到了 61.54%。可见，对于二年级学生，应

给予足够的时间以满足他们对专业词汇的学习需求。四、五年级的主要问题是“不

会灵活应用语法结构”。可见，通过三年的基础学习，他们已经掌握了相对较多

的词汇及语法结构，但是如何灵活地应用这些词汇和结构进行篇章写作便成为他

们主要的学习需求。 

 

2.3关于阅读需求情况的比较 

 

关于阅读方面的困难，一、二年级相对较少，到三年级时显著增加。从具体

困难来看，一、二年级比较稳定，主要是“太多专业词汇，看不懂教材或中医著

作”，而且这个问题的选择率也呈现递减的趋势。可见，在低年级词汇量的缺乏

成为阅读的主要困难，如何较快扩大词汇量，读懂书面教材成为主要的学习需求。

而三、四年级的主要问题则是“常用中医俗语、谚语不熟悉”。到了五年级，除

了这一问题以外，还出现了“老师或指导医生的字写得不好，看不懂”的问题，

并且成为五年级阅读的主要困难。可见，到了较高年级，主要的学习需求为扩大

“常用中医俗语、谚语”类专业词语或语汇，顺畅理解中医经典篇章；并且随着

毕业实习的开始，能够阅读并理解手写体专业用语。 

 

2.4关于听力需求情况的比较  

 

从一年级到三年级，听力方面的困难一直是选择率相对最低的。从四年级开

始，听力方面的困难开始超过阅读方面的困难，延续到五年级，而且选择率也逐

级上升，主要集中在“见习或实习中，听不懂指导医生和病人的话”选项。可见，

从总体上看，各年级留学生还是能基本听懂专业课程内容，专业课程学习较为顺

利；只是随着临床见习和毕业实习的进行，为了与病人、指导医生更好地沟通和

交流，提高听力水平，尤其是听懂略带口音的普通话或地方方言，成为高年级学

生们比较迫切的学习需求。 

 

3 中医院校留学生汉语教学模式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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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Stevick 的研究分析，外语教学只有充分体现与学习者学习需求和动

机的“相关性”，同时具备“完整性”（指教学能较完整地包含学习者的学习需

求和体现学习者的动机）、“有用性”（能使学习者学习致用），“满意性”（使

学习者感到他们的需要能得到满足），才有“优势”来施加对学习者的影响。对

于中医院校的对外汉语教学来说亦然。通过调查，笔者对中医院校各年级留学生

汉语学习需求有了较为客观的了解，对中医院校留学生的汉语教学模式有以下几

方面的启示。 

 

3.1  以学习需求为主导，改革教学模式 

 

学习需求的满足是学生学习的无穷源泉和动力，学生也始终是汉语教学的主

体，也是教学目标的实践者。因此，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加强学生与教师之间

的沟通以便使教师了解学生的需求。中医院校的留学生在听、说、读、写等各方

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困难，但最大的困难来源于专业口语和专业写作两个方

面，归根结底是专业词汇不足。所以词汇教学应列为专业汉语课程的重点。为解

决这些困难，一是开设专业写作课，在高年级阶段加强真实病案的写作；二是在

专业汉语课中突出口语教学和写作教学；三是专业课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充分注

意留学生的需求，有意识地对专业词汇进行更细致解释，有意识地对留学生进行

专业写作指导，特别是在高年级阶段有意识地使用草体板书加强学生对手写体专

业词汇的识别；同时，尽力创造真实的语言环境，根据临床见习和毕业实习的要

求，有重点、有层级地对留学生的专业口语进行训练。 

 

3.2  以学习目标为基础，实行分层教学 

 

针对中医院校留学生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具体的学习目标，应实行分段教

学。 

 

进入专业课阶段以前即预备阶段的汉语教学应以基础汉语为主，中医汉语为

辅。零起点阶段可按照不同的学习训练侧重点开设汉语综合技能课及汉语专项技

能课；听说读写并重的前提下，突出听和说的训练。进入初级阶段，应继续加强

汉语学习，暂时不进入正式专业课学习，使学生集中精力提高汉语水平；同时为

学生今后进入专业学习做准备，适当开设初级医学词汇课程和中医专业词汇课

程，为以后中医专业课学习扫清基本的词语障碍。  

 

进入专业课学习以后，低年级阶段的汉语教学应进一步加强汉语教学与中医

专业的联系，进一步强化中医专业词汇、固定结构和常见句型的教学，引导学生

阅读在语言和内容都具有代表性的典范文章，从语言的角度提高留学生对中医整

体的理解和把握。高年级阶段，学生开始或即将进入临床实习阶段。这一时期的

汉语教学应加强中医临床汉语的教学，通过学习诸如临床问诊的常用口语表达和

病案书写的常用结构等，为学生进入临床阶段打下良好的基础。 

 

4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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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院校留学生汉语教学尽管历史相对短暂，但随着中医药教育国际化的推

进，必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汉语教学应始终注重与专业课的衔接, 不断探求适

合中医院校留学生实际情况、切实可行的汉语教学模式，提高留学生总体学习质

量，从而最终形成基础语言教育和本科专业教育衔接良好, 相关知识完备的教学

协作系统，才能保证中医院校对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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