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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医学双语教学模式 

  21  世纪是信息的时代、  生命科学的时代。21  世纪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已由过去的分

散型研究向全球一体化研究转变。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生命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必要

的手段  ,使得生命科学的研究突飞猛进、  相关的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这就要求医

学工作者能顺利地与国外学者进行交流与合作  ,不断快速地更新知识  ,把握生命科学的最新

动向。为了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贯彻教育部  《关于加强高等院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

量的若干意见》,近年来医学院校开始在医学教育中推行双语教学  ,以培养具有较强国际竞争

力的高级医学人才。 

        1    双语教学的内涵及目的 

        根据英国著名的 《朗曼应用语言学词典》  所给的定义  ,双语教学是指在学校里使用第

二语言或外语进行各门学科的教学[1  ]。我国目前推崇的双语教学是指除汉语外  ,用英语作

为课堂的主要用语进行学科教学的活动。它要求用准确、  流利的英语进行知识的讲解  ,但

不绝对排除汉语  ,以避免由于语言障碍造成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困难而影响教学效果。双

语教学可分为三种形式[2  ]:  浸入式双语教学:学校只使用一种外语进行教学;保持式双语教

学:由学生刚入学时完全使用母语教学  ,逐渐过渡到部分学科使用外语教学  ,而其他学科仍

保持母语教学;过渡式双语教学:由入学时部分或完全使用母语教学  ,逐步转变为只使用一种

外语进行教学。不管哪种形式的双语教学  ,其目的都是通过把外语应用于教学过程  ,创造一

种外语学习的氛围  ,使学生的外语表达水平接近甚至达到母语水平。   

            2    医学双语教学的历史见证 

            全国高校的双语教学已开展了一段时间。至于高校双语教学的效果如何  ,说法褒贬不

一。自然有人对医学双语教学的前景产生了怀疑。其实  ,只要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就知道  ,医

学双语教学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解放前  ,地处长沙的湘雅医学院就一直实行浸入式双语

教学(全英语教学) ,造就了汤飞凡、  张孝骞、  谢少文、  李振翩等一大批海内外医学界响当

当的人物  ,享有 “北协和  ,南湘雅”  之盛誉。解放后  ,在反帝反封建、  奉扬本土文化的浪

潮中  ,医学双语教学也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改革开放后  ,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多  ,湘雅医

学院的领导层意识到造就一批精通英语的医学工作者对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

义。于是  ,湘雅医学院(当时的湖南医学院)又于  1981  年开始招收英语成绩好的学生进入英

语医学班学习  ,学制为  6 年。由于当时的中学英语教学才开始走向正规  ,整体英语水平还不

太高  ,因此  ,在入学后第  1  年对这些学生进行了英语强化训练。在随后的几年学习中  ,使用

英文原版教材  ,结合自编的教学提纲  ,集中各医学学科的精英(如生理学的周衍椒教授、  药

理学的陈修教授和郭兆贵教授、  外科学的韩明教授等)进行近乎全英文的医学授课(浸入式

双语教学)  。曾经也有人对这种教学模式的效果表示怀疑  ,因而对首届英语医学班的学生进

行了出其不意的检测  —  —  —  临考前几天突然宣布考常规临床医学班(中文班)的试卷。结

果证明:英语医学班的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一点也不比其他学生差。在英语医学班的影响

下  ,全校掀起了英语学习的热潮  ,创办了英语角  ,形成了较好的英语交流的氛围。但是  ,英语

医学班却因为绝大多数的毕业生均出国深造、  未能报效祖国而于 1990  年停止招生。如果

我们换个角度看  ,这不正说明这种国际交流型人才的奇缺和这种双语教学的模式能很好地

与国际接轨吗  ?  试想一下:如果不是因为当初怕 “肥水流入外人田”  而取消这种教学模式  ,

而是总结经验、  进行全面推广  ,现在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呢  ?   

        3    医学双语教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对外交流的不断增多  ,我国对英语教学越来越重视  ,城镇中

小学的英语教学已提到相当高的议事日程上来。医学院由于生源广、  录取要求高  ,多数学

生有扎实的英语基础、  较高的英语读和写的能力  ,所以过大学英语四、  六级的比例较高。

这就为医学双语教学的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  ,为数不少的医学毕业生(包括过六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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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语听、  说能力相对较弱  ,尤其对医学专业知识的英语表述力差  ,无法顺利地与国际友人

进行交流、  沟通。这种高分低能的现象  ,究其原因  ,是未形成英语交流的语言环境  ,不习惯

用英语思维所造成的。在医学教育中实施双语教学  ,可在常规学习中  ,不断给医学生予英语

语言刺激  ,让学生逐渐习惯用英语思维  ,从而提高学生的国际交流能力。因此  ,医学院校实

行双语教学是培养高级医学人才、  使我国的生命科学尽快与国际接轨的需要。加拿大、  美

国、  新加坡、  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一直在推进双语教学  ,并根据各自的特点总结出适合当地

情况的双语教学模式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笔者曾幸运地进入湘雅医学院首届英语医学班学

习而受益于双语教学  ,而后又有幸地成为英语医学班双语教学的实施者  ,对双语教学的感触

颇深。笔者认为在医学教育中实施双语教学利大于弊。 

        4   目前医学院双语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3  ,4 ]不可否认  ,双语教学师资及配套教材

的缺乏是目前医学双语教学的最大困难。双语教学对医学专业课授课教师的要求相当高  ,

不仅要求他们精通医学专业知识  ,而且要能用准确、  流利的英语讲解专业知识  ,及时解答学

生的疑问。要保证双语教学的质量  ,就必须配备较强的师资力量。怎样解决师资问题呢  ?  笔

者认为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可以利用现有师资中英语水平高的教师担任双语教学任务  ,

并对教师进行定期英语培训  ,有条件的还可让教师参加短期出国培训。二是可以充分利用归

国访问学者这一宝贵的资源:医学院出国访问学者较多  ,而近年来归国的学者也越来越多;这

些学者在自然的英语环境中生活和学习较长一段时间后  ,英语的表达能力和发音的准确性

有明显的提高  ,并且掌握了一些医学领域的国际先进知识和技术  ,这些学者无疑是极具潜力

的双语教学师资宝藏。        双语教学最好是用英文原版医学教材。原版教材的编写符合英语

的语言习惯  ,实用性强  ,且更新快、  融入了最新的医学研究成果。但英文原版医学教材价格

昂贵  ,甚至在国外  ,一部分学生都是从学长手中购买折价的二手教材使用  ,加上医学院的学

制长、  课程多  ,因此  ,在国内普及原版教材目前来说可能性不大。针对这一问题  ,学校可为

有经济能力的学生订购原版教材  ,并在图书馆放置一些成套的原版教材供教师和学生阅读;

同时还可组织各学科的精英改编或编写包含各学科主要内容和最新进展的、  符合我国教学

方式的简便英文教材供学生使用。          5     医学双语教学的模式[ 3 ] 

        在各医学学科的教材中  ,早就有关键专业术语的英语单词的标注。这些有限的专业英语

单词早已被融入专业课的讲授中。实践证明:在用中文讲授专业课时  ,仅加入少量的专业英语

词汇效果不佳。实际上  ,这种教学模式并不属于正在推广的双语教学的范畴。        由于医学

院的学生中相当一大部分有扎实的英语基础  ,因此  ,医学双语教学主要可采用过渡式双语教

学和浸入式双语教学两种模式。鉴于目前较多医学院的师资对于有较充足的时间准备的板书

多能胜任  ,难的是用正确、  流利、  通俗的英语进行专业知识讲解。因此  ,在进行双语教学

时  ,应尽可能百分之百使用英文板书。在英语讲授方面  ,各院校可根据自己的师资力量和学

生英语水平的情况  ,灵活运用这两种教学模式。 

        5. 1     过渡式双语教学模式 

        这种教学模式实用于双语教学的初级阶段。把它应用于整个医学教学过程  ,就是在一些

有条件的学科首先采用双语教学  ,并逐步带动其他学科的双语教学。在实际应用这一模式

时  ,我们也可以把它应用到学科的范畴  ,即某一学科的双语教学由部分章节英语讲解过渡到

全部内容用英语讲解。如把它应用到章节的范畴  ,就意味着可随着授课教师的英语水平的提

高  ,在某一章节的讲授中  ,由用部分英语讲解转变为全英语讲解。 

        5. 2     浸入式双语教学模式 

        这种近乎全英文的讲授模式是双语教学最终要实现的目标。但目前完全使用这种模式仍

然有较大的困难。因此  ,我们可以在有条件的学科先实施全英文浸入式教学模式  ,而在条件

不成熟的学科则可由过渡式教学模式逐渐转变为浸入式教学模式。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的范畴

缩小到学科的章节  ,即能胜任的教师讲授的章节使用浸入式教学模式  ,而其他教师可先用过



Www.51lunwen.com                                                    无忧论文网                                                    qq:357500023 

渡型教学模式教学。需要注意的是  ,在实施浸入式教学模式时不完全排除汉语。授课难点可

适当地用中文加以说明、帮助理解。理解是学生掌握知识的前提。教师在吃透授课内容的情

况下  ,用通俗易懂的英语讲解  ,结合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如多媒体、  图片、  模型等) ,直观、 

形象地提示和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授课内容  ,才能取得好的教学效果。 

          课前预习对于提高双语教学课堂吸收率很重要。教师在每次课后可留下几个与下堂课

内容相关的问题供学生思考  ,使学生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做好了预习准备。这样一来  ,不仅

学生对将要学习的内容有了初步的了解  ,便于课堂上的理解和吸收  ,而且学生带着问题听

课  ,学习由被动转为主动  ,有利于形成教与学互动的局面  ,提高教学效率。总之  ,在目前的条

件下  ,各医学院校可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根据师资力量的强弱  ,在部分或所有学科中

开展双语教学;师资力量强的学科则可采用浸入式双语教学模式  ,而师资力量较弱的学科则

采取过渡型双语教学模式  ,或过渡型与浸入型双语教学模式相结合的形式。      虽然与加拿

大、  美国等移民国家相比  ,我国缺乏适宜的双语教学社会大环境  ,尤其是在初始阶段  ,双语

教学的效果可能不尽如人意  ,但是  ,开展双语教学可以引导学生进行英语思维  ,并从英语和

专业两方面同时下功夫  ,自觉地创造出英语小环境  ,从而快速提高专业和英语水平。我们只

有在实践中不断地积累经验、  摸索和改良教学方法  ,才能总结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  高

效、  实用的医学双语教学模式[4 ]。随着双语教学的普及  ,有望在全社会形成双语学习的氛

围。到那时  ,我国又何愁缺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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