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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better adapt to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he cultivation of 

internationalized talents of TCM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Internationalized talents of TCM should possess profound 

cultural foundation of TCM, exquisite professional skills of TCM, fluent foreign language expression ability, clear 

international idea and awareness, and strong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However,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CM international talents training at present, such as lack of comprehensive talents, clear training objectives, 

complete curriculum system, systematic practice, and perfect teaching staff construction, etc. These problems are the 

main obstacl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CM international talents strateg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TCM international talents from the aspects of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awareness, clarifying clear training 

objectives, optimiz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strengthening the professional skills train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to help the overseas transmis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CM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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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更好地适应中医药的国际化进程，中医药国际化人才的培养亟待加强。中医药国际化人才应该具备深厚的中

医药文化涵养、精湛的中医专业技能、流利的外语表达能力、清晰的国际理念和国际意识和较强的跨文化传播

能力。但现阶段的中医药国际人才培养工作存在很多问题，例如综合性人才少、培养目标不明确、缺乏完整的

课程体系、缺乏系统性的实践环节，以及师资队伍建设不够完善等，这些问题是阻碍中医药国际化人才战略发

展的主要因素。本文试从增强国际意识、明确人才培养目标，优化课程体系，加强专业技能培养、加强国际化

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探索中医药国际人才的培养路径，以期助力于中医药文化的海外传播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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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两千多年以来，中医药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精髓，一直守护着中华民族的健康。随着全球化的

推进，中医药文化也传播到了海外国家并逐步得到认

可。中医药对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大，中医药

人才的国际化要求也相应提高。自新冠病毒疫情暴发

以来，中医药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

得显著临床疗效，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这是中医药

向世界传播的重要机遇，而当前中医药的国际化人才

短缺或层次不高是中医药对外传播中的重要的挑战。

因此，如何培养更多高素质中医药国际人才是当前亟

待解决的问题。本文试从中医药国际化人才的专业素

养和培养路径等方面进行探讨。 

2.中医药国际人才需要的专业素养 

2.1 深厚的中医药文化涵养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

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

和魂[1]。中医药文化是一种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指导

下形成的科学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智慧的结

晶。中医文化研究涉及多学科多领域，其提倡和遵循

的核心观点主要包含“天人合一、大医精诚、医乃仁术、

治未病”等，顺应整体观的指导[2]。中医药文化来自中

国古代儒家、道家和佛家等传统文化，融入了人文精

神，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也包含了很多哲学思想，

所以在理解时有一定难度。但因为文化是中医药内容

的核心，对文化的理解影响着中医药的对外传播，只

有深入理解与中医药相关的文化内涵，才能向世界人

民展示中医药的文化渊源；否则在中医药文化外宣时

会因为传播者理解不正确而造成文化误读与误传，影

响中医药的国际传播，阻碍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2.2 精湛的中医专业技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医学是一门实践

性极强的科学，中医药理论的内涵，只有在临床实践

中才能深刻领悟。中医药有着独特的实操技能，包括

最基本的望、闻、问、切四诊方法、舌诊、脉诊等诊

断技能，以及临床用药、针灸、推拿等运用技能。中

医药人才要做到能够熟练运用专业技能为患者诊疗，

并口头讲解这些技能的主要含义和作用等。作为中医

药的国际人才，具有较高的中医专业技能是必不可少

的。只有娴熟掌握各种相关的技能，才能在国际交流

中充分展现中医药真实的特点及疗效，提高国外人民

对中医药的信任感。 

2.3 流利的外语表达能力 

语言是沟通交流的桥梁，在中医药对外传播中外

语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中医药国际人才是中医药

国际传播的主要力量，他们不仅要能准确理解中医药

文化的内涵，还要具有较高的外语听、说、读、写能

力，专业外语能力能够满足对外学术交流、阅读外文

专业文献、撰写外文学术论文的需要。具体的看，主

要包含两个方面：在临床上，能做到用外语特别是英

语与外国患者恰当地交流，完成接诊、治疗等环节；

在学术上，能用外语在口头上、书面上宣传中医药知

识和文化，阐述中医药思想，表达学术观点。中医药

国际人才的外语水平满足这些要求，就能顺畅准确地

向外传达中医药文化的内容，提高世界人民对中医药

的了解和认知，助力于中医药走向世界。 

2.4 清晰的国际理念和国际意识 

随着经济全球化，人们的国际理念和国际意识逐

渐加强。我国的中医药文化也逐步传播到其他国家，

不再是一国的专利，可以造福全人类。中医药国际人

才必须要树立国际理念，了解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并

对传播国的基本国情、政体文化、民俗风情等有一定

的认识，才能更好地将中医药文化推向海外国家，提

高国外人民对中医药的认可，切不可故步自封，夜郎

自大。同时也要树立国际合作理念，积极与国外相关

机构联系和合作，通过国际间的合作推广中医药，提

高世界人民对中医药的认可，真正助力于中医药的海

外传播。 

2.5 较强的跨文化传播能力 

跨文化传播是指来自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及组

织、国家等社会群体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3]。它

涉及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以及不同的文化背景，

且渗透在人类社会的一切交流活动中。中医药有着科

学的理论体系、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系统的医学典籍，

是无数先辈在长期的实践中探索出的治病救人和医

疗保健的诊疗技术和方药体系，是几千年医学理论和

实践积累的结晶。中医药的国际人才必须要有较强的

跨文化传播能力，第一，要能够理解中医药文化的深

刻内涵和其他国家的一些背景文化，在文化交流中就

能找到有针对性的传播方式，促进中医药的海外传播。

第二，要能够熟练使用外语，语言是沟通交流最直接

的载体和文化融入的最便捷的桥梁。第三，在跨文化

传播时运用合适的视角和途径，选准目标和切入点，

让中医药文化深入人心。 

3.中医药国际人才培养现阶段的问题 

3.1 综合性人才少，培养层次不高 

近年来，国家逐步认识到中医药的重要性，加大

了中医药的人才培养，但总体上培养的国际人才数量

与中医药国际合作和交流需要的数量仍有较大差距。

当前中医药国际人才的培养存在着两个主要问题，第

一，培训水平低，第二，人才数量较少。这些都是阻

碍中医药文化国际交流的问题。有专家指出，中国人

才资源总量很大，但高层次人才只占人才资源总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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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左右，而高级人才中的国际化人才更少。当前我

国的中医药国际人才培养处于“杂而不多，杂而不精”

的状态，一些人才懂外语却不懂看病，一些人才懂看

病的又不精通外语，不利于中医药的海外传播。总的

来说，虽然目前我国的中医药国际人才数量在增加，

但总体上还是处于缺乏状态，中医药人才的综合素质

也有待提高。 

3.2 缺乏清晰的培养目标 

目前国家对中医药的国际化人才没有出台相关

教育指导方案确定培养目标和要求，受地域、经济、

教育等的影响，各地高校对国际化人才的理解也各有

差异，培养缺少统一的标准和要求。中医药是我国土

生土长的传统医学，课程内容和人才培养模式较为独

特，很多业内人士形成了“只有在中国才能学习中医、

学习中医不需要走出去”的刻板映像，中医药国际化

动机不足。各个高校对人才的培养也大多局限于满足

国内需求，对国际化人才重视度不够，对中医药文化

宣传、中医药标准等方面的人才培养少，导致高校的

学科建设和学生培养目标制定都缺乏国际化导向，这

是造成国际人才不足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培养目标缺

失，不知道该培养什么样的中医药人才，成为阻碍中

医药国际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3.3 缺乏完整的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中医基础薄弱，中医专业学生中西医课程分布不合理。

据调查，中医专业的本科生被安排了大量的西医课程，

西医课程占的比例逐渐升高，中医传统文化的课程越

来越少，中医药学与传统文化的有机联系未能很好体

现，学生可能缺乏中医药文化知识，不能很好向外传

播。第二，课程设置与结构相对单一，语言类课程专

业化程度底。各大中医高校中医专业的学生开设英语

课时少，同时一些有语言专业的高校开设的中医药类

课程少，跨文化类课程几乎没有，这导致中医药就是

中医药，语言就是语言，二者不可以贯通，严重阻碍

中医药的国际交流。第三，各中医院校在具体的教育

教学环节中没有充分考虑留学生的专业需求，文化背

景、宗教信仰，语言能力以及学习能力，没有合理的

规划调整课程设置、教学模式、教材选择等[4]。在课

程编排上中国传统文化、古汉语等课程少，使留学生

难以理解一些知识，学习难度大；临床实习方面留学

生的操作也比较少。这些问题都是中医药国际人才培

养的制约因素。 

3.4 缺乏系统性的实践环节 

各中医院校是中医药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但长

期以来中医院校学生的教育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

学生的主要精力和时间用于听说些、啃书本、背概念，

通过机械地记忆去消化前人在临床实践中总结的经

验，在教学上属于“灌输式、填鸭式”。医学是一门实

践性很强的学科，只学习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临

床技能是其中十分重要的部分。现在各中医院校中医

专业的本科学生学制为 5 年，但前四年都是以理论知

识学习为主，几乎没有实践环节，学生也没有机会进

行临床实践操作；到第五年会安排医院实践实习，但

这种实践模式不成系统性，可能会造成学习的理论知

识不能立即得到实践论证而掌握不好，不能真正让学

生掌握相关专业技能。缺乏系统性的实践，专业技能

匮乏，是阻碍中医药国际人才的培养工作的重要制约

因素。 

3.5 师资队伍建设不够完善 

师资是中医药人才培养的关键，提高教师的整体

素质是必不可少的。当前师资队伍存在很多问题：第

一，一部分中医药专业具有过硬的中医专业知识和较

高的临床诊疗技能，但外语语言能力相对薄弱，无法

胜任双语教学；一些高校为此引进了有海外留学经历

和专业外语院校毕业的教师，但这些教师大多没有中

医药学专业背景，无法准确详实的传递知识信息。第

二，很多临床带教教师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但

在医院病人多、环境比较杂乱，教师在临床教学中没

有足够的时间与实习学生进行沟通交流，学生没有机

会学习一些经典病例，无法精进专业知识。第三，近

年来中医药留学生不断增加，但教师缺少对国外文化

背景及知识背景的了解，不能和留学生很好的沟通。

因此，缺乏国际化、一体化教师队伍成为了高校培养

中医药国际人才的重要制约因素。 

4.中医药国际人才的培养路径探索 

4.1 增强国际化意识，培养创新型综合人才和
优秀留学生 

首先，在培养国际人才时要加强国际意识的培养，

了解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紧跟时代步伐培养中医药

国际人才才能真正将中医药传向世界。努力培养中医

药专业知识扎实，熟练使用外国语言，熟悉国际规则

的中医药教育、中医药翻译、中医药文化交流、中医

药服务贸易等综合性人才。同时，要重视中医药国际

人才的跨文化传播能力培养，打造全面发展的中医药

传播人才。 

在中医药走向世界的征程中，国外来华的中医药

留学生也是重要的一环。要培养精通专业知识，临床

技能过硬的留学生，在他们回国后向他们本国的人民

展示中医药，促进中医药的传播。如果留学生在华学

习没有对中医药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很可能会误导一

些人对中医药的认识。同时，加快中医药留学生的流

动性[5]，在接受国外来华留学生的同时也要增加我国

外派留学生的数量，促进中医药的国际交流，助力于

中医药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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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明确中医药国际人才培养目标，健全保障
制度 

确立中医药国际人才的培养目标是做好人才培

养工作的首要条件，有目标才会有针对性的培养方案。

加强中医药国际人才的培养也是推动世界中医药发

展的需要，所以要努力培养具有全球视野，较强的国

际竞争力创造力，具有跨文化交流能力、具有先进的

国际合作意识以及国际化理念，熟悉掌握国际医学事

务规则管理、过硬的外语语言能力，并精通掌握中医

药专业知识的高级专业人才。培养有较高跨文化传播

能力的中医药国际人才，促进中医药的对外交流与传

播。高校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及办学自主权积极探索有

利于中医药人才培养的路径，比如考虑和一些与中医

药相关的行业合作培养。 

中医药国际人才的培养，需要国家政府机关，企

业单位等出台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为其提供有力

的支持和保障。高校也可通过设立申请中国政府奖学

金、自主设立奖学金、助学金、科研基金等鼓励中医

药学生投身中医药的国际化事业，为我国的中医药高

等教育与国际接轨提供制度保障。 

4.3 优化课程结构，构建中医药国际化课程体
系 

要促进中医药国际人才的培养，进一步提升人才

的创新能力，各中医院校就必须要优化和改革现有的

课程结构，使之与国际接轨，培养具有较强跨文化传

播能力的中医药国际人才和留学生。第一，要合理安

排中医和西医课程，二者所占的比例要合理，开设足

够的中医专业知识和传统文化的课程，这样才能使中

医药传统文化得到传承，也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中医

知识。第二，要重视专业英语和跨文化课程的设置，

将英语和专业知识的学习课程有效结合起来，提高学

生的语言应用能力。不仅以考试结果考核学生，重视

语言的运用，鼓励学生学以致用，尝试用外语接诊或

做学生交流，有机会还可以走出国门在外语的环境中

努力提升中医药专业知识。同时也可与国外高校合作，

开发线上课程，引进海外优质资源，在学习中医药的

同时也多了解现代医学并了解专业的外语表达，增强

辩证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从而培养“学贯中西”的复

合型人才。第三，各高校在编排课程时要充分考虑留

学生的实际情况，可以多开设与中医有关的中国传统

文化课程，帮助留学生更好更深入的了解中医文化。

增加临床实践机会，让留学生充分掌握中医临床技能，

塑造中医药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 

4.4 加强中医专业技能培养，增加临床实践 

中医的临床技能与临床思维需要在临床实践中

不断打磨与提升。加强学生的中医专业技能是培养中

医药国际化人才的重要举措，可以通过如下的几个方

面提高学生的临床实践技能：第一，完善现有的中医

实践教学制度。现在五年学制的中医专业学生只有在

最后一年才会去医院临床实践，这种制度可能导致前

几年学的理论知识不能很好掌握，因为理论教学和实

践相隔时间太久。应该完善这种教学制度，让理论教

学和临床教学充分结合，增加临床实践。第二，加大

中医院校临床基地的内涵建设。以学科建设为龙头，

带动中医药院校临床实践基地建设，形成规范化的临

床教学管理体系，提高临床教学质量，培养专业技能

过关的国际人才。 

4.5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保障师资国际化水平 

目前，各高等中医药院校也迫切需要培养一批具

有丰富理论课教学经验、临床带教经验、熟练的外语

语言交际能力以及良好职业素养的一体化教师队伍。

第一，要培养既精通中医药专业知识，又拥有外语应

用技能的教师，使之成为中医药国际人才培养的重要

成员。不断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职业素养，鼓励一

些教师参加行业交流继续深造，提供一些出国交流的

机会，提高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第二，增加临床教

学老师数量，给学生深入讲解典型病例，以提高学生

的专业技能，培养合格的专业人才。第三，培养具有

国际视野的教师队伍，了解留学生的实际情况，包括

文化背景、语言等，因材施教，培养中医专业知识扎

实、临床技能合格的留学生，使之成为中医药的优秀

名片。 

5.结论 

中医药的国际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高水平的

国际人才对中医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具有重要的意

义。中医药国际人才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

系统的工程，现在正处于不断探索的阶段，在这个过

程中会遇到一些挑战，要努力解决遇到的问题，根据

国际需求培养相应的国际人才。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

素，努力培养高层次的、跨文化传播能力强的综合性

国际人才，助力于中医药的海外传播，促进中医药事

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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