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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lingual teaching is an objective requirement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s a basic course for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major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Chinese	Medicine”	
innovative international talent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bilingual teaching in this course is an inevitable trend of teaching reform. 
Anhu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UCM) has reformed the bilingual teaching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team construction, teaching materials creation, teaching mode, etc., which has improved the students’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perceptions, sensitivity,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al ability, and has provided a reference for the bilingual teaching reform 
of other courses of AUCM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bilingual teaching reform of other courses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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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国际传播背景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跨文化交际”
双语教学实践研究——以安徽中医药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
业为例
李柔冰   陶怡佳

安徽中医药大学人文与国际教育交流学院，中国·安徽 合肥 230012

摘  要

双语教学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客观要求。“跨文化交际”作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必修课，在“中文+中医药”创新型国
际化人才培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实施双语教学是教学改革的必然趋势。安徽中医药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从教学团队建
设、教材打造、教学模式等方面对“跨文化交际”进行双语教学改革，提高了学生语言文化感知度、敏锐度、理解和实践
能力，为中医药国际传播背景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其他课程的双语教学改革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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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双语教学是指使用两种语言进行“教”与“学”的模

式，一般是指运用母语和一门外语（通常是英语）作为语

言的教学活动 [1]。为实现“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

向未来”的长远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于 2001 年印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7卷·第 04 期·2024 年 04 月

150

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

干意见》，倡导高校积极推动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本科课

程双语教学，为高校开展双语教学的时间提供了政策依据

和量化指标 [1]。近年来，中国也相继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实施高等学

校本科教育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等一系列指导文

件，要求“推动双语教学课程建设”，进一步倡导开展双语

教学。因此，采用双语教学模式已逐渐成为中国许多高校

教学改革的热点和焦点，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

客观要求，也是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人才的必然 

趋势。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承担着汉语推广和中华文化传

播的重任，体现了国家“发展战略从对外汉语教学向全方位

的汉语国际推广”的转变 [2]。中医药院校的汉语国际教育专

业肩负着语言教学与中医药传播的双重使命。“跨文化交际”

作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是培养学生跨文

化交际能力与中医药国际传播能力的主要课程。安徽中医药

大学“跨文化交际”课程教学团队于 2022 年开始对该课程

进行双语教学改革，寻求适合面向中医药国际传播的跨文化

交际双语教学模式。

2 “跨文化交际”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开展双语教学是中医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战略选择。

通过教学实践构建较完善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跨文化交

际”双语教学模式，一方面可以促进授课教师及时掌握跨文

化交际学科最新研究进展，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另一方面

也可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其他课程的双语设计提供参考，提

升中医药院校“中文 + 中医药”创新型人才培养质量。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

宝库的钥匙 [3]。近年来，中医药在促进人类健康方面发挥了

巨大作用。中医药的国际传播呼唤着一批能够讲好中医药故

事的国际人才。实施双语教学是中医药院校汉语国际教育专

业培养传播中医药文化、实现语言教育与文化弘扬结合复合

型人才 [4] 的重要举措。

3 “跨文化交际”双语教学实践举措

3.1 遴选“中文精、外语通”的教师，组建高水平

双语教学团队
教师的外语水平和教学水平影响着双语教学的质量。

双语教学要求教师不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教学

经验，还要求教师能够熟练使用英语讲授专业知识、解答学

生的疑问。安徽中医药大学跨文化交际课程组组建了一支专

业基础扎实、教学经验丰富的课程团队。成员既有拥有丰富

海外留学、教学经验的海归，也有获得各级教学比赛一等奖

的教坛新秀。团队教学、科研经验丰富，英语水平高，有力

保障了双语教学水平。

3.2 整合原版英文教材和本土教材，打造高质量双

语教学内容
教材的选择，关系到双语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5]。为了

更加契合中医药院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需求，教学团队选

择全英文教材为主，中文教材和课程组自编双语教材为辅的

模式，实现中英文教材相配合，汉语国际教育与中医药相

补充。

团队选用了著名的跨文化交际学者 Larry A. Samovar 等

编 著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Ninth Edition）。 该 教

材从 1991 年第一版问世以来，不断地吸收新的科研成果和

读者建议，与时俱进，每隔 3~4 年就再版一次，至今已出

版到了第九版。教材编者均为相关领域的权威人士，立足全

球，内容全面新颖，图文并茂，重难点突出，实用性强，是

当今跨文化交际领域重要的教科书。该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

原版引进后加入了“导读”“标注”和“生词”部分，更加

便于中国学生学习。但该教材案例较少，为了弥补不足，团

队选择了吴为善等主编的《跨文化交际学概论》，祖晓梅主

编的《跨文化交际》，毛嘉陵、毛国强主编的《中医传播学》，

陈东等编著的《中医药文化话语体系构建与传播》作为辅助

教材。这四本教材既有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系列教材，也有中

医的国际传播理论书籍。此外，团队搜集了国际中文教育和

中医药跨文化案例，帮助学生进一步掌握和运用知识点。在

教学设计和制作课件时，采取中文章节框架配合英文内容，

辅以自编双语案例的模式，实现中英语言交互，中外教材互

补的模式。

3.3 借助现代教学手段，创新多元化双语教学模式
双语教学授课模式是体现教学效果的重要途径 [6]。课

程组始终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借助“雨课堂”

平台有效地实现了师生课前—课中—课后的全面互动 [7]，教

学模式的多维化和教学平台的多元化、语言和专业知识的动

态平衡，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与教

学质量，达到了智慧科技与双语教学深度融合。

3.3.1 课前预习
汉语国际专业的特殊性要求学生具备较好的“双语言”

能力，学生自入校起就接受双语言的跨学科教学，英语水平

总体较好。课前，利用“雨课堂”推送中英文预习材料并发

布学习任务。预习材料包括即将上课的重难点内容的微课视

频、中英文专业词汇、中英文 PPT 课件、中英文参考书目

和文献等。要求学生完成微课视频的学习和相关测试题和线

上讨论，并通过“雨课堂”的“留言板”中留言。通过以上

方式，帮助学生熟悉专业术语和课程内容，提高课堂学习效

率；教师也可以通过后台数据了解学生的预习情况，在课堂

中有针对性地进行双语教学。

3.3.2 课中教学
①课堂讲授。

由于跨文化交际学发源于美国，英文教学是获取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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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主要途径；而跨文化交际案例中一些具有中国国情的

内容使用英语进行解释时学生很难掌握其要领，中文解释则

更易于学生理解。因此，在课堂双语教学过程中，以英文理

论和中文案例为主，以英文板书和 PPT 配合教学；专业知

识传授与语言教学并举，教学内容初始阶段以中英结合的方

式为主，英语教学的比重随着教学进度循序渐进随后逐步过

渡到全英语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英文水平和对专业知识的

理解程度。

②课外交流。

为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并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团队

邀请跨文化交际方面的外籍教师、英语教师、海外中医中心

工作的医生、参与国际医疗援助的医生担任本课程兼职教

师，利用“雨课堂”的“直播”功能进行双语专题讲座，分

享科研报告、海外中文教学、海外行医和国际医疗援助等。

利用“雨课堂”的“弹幕”功能，学生与教师开展在线讨论

交流。这一举措不仅克服了由于课本内容滞后带来的不能充

分反映学科前沿性的问题，而且锻炼了学生的英语听说读写

能力，拓宽了他们的专业视野，提升了专业素养。

3.3.3 课后练习
针对课程内容重难点问题以及随堂测验中学生错误率

较高的问题，课后教师通过“雨课堂”推送基础、中阶、高

阶难度的双语思考题和讨论题、知识点密切相关的高质量中

英文学术论文，满足不同水平学生的学习需求。阶段学习后，

教师通过“雨课堂”推送英文章节测试题，帮助学生进一步

加深和巩固知识点，教师也能够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3.3.4 课程考核
为了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课程组尝

试采用多元化的考核方式。课程成绩主要由四部分组成：

①闭卷考试占 70%，主要考核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基

本理论的应用，考试题采用中英双语组成，比例为 1 ∶ 1；

②自主学习论文占 15%，中英文论文各 1 篇，主要考核学

生的中英文文献阅读能力和论文写作能力；③交流测试占

10%，主要考核学生的中英语言能力，邀请本课程的兼职教

师与学生开展交流为考核形式；④课堂出勤占 5%。

双语教学贯穿从课前到课中再到课后的各个教学环节

中，借助“雨课堂”智慧教学平台，实现“以学生为主体”

的教学理念，增强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独立性，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动力、兴趣和创新思维，这对汉语国际

教育专业其他课程的双语教学模式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意义。

4 “跨文化交际”双语教学实践成效

团队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围绕“教学团队、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学习收获”四个方面开展了“跨文化交际”双

语教学满意度调查，对象为 2020 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60 名

本科生，发放问卷 60 份，回收有效问卷 57 份。调查显示，

超过 70% 的学生对“跨文化交际”双语教学感到满意，约

62% 表示双语教学帮助其提高了英文文献阅读和论文撰写

能力，提升了英语思维能力。对于目前教学内容的选择，

80% 的学生认为“中英文比例契合学生的语言水平”，对

于补充的国际中文教学和中医药跨文化传播实证案例，85%

的学生认为能够有效提升他们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

力；对于线上线下混合的教学模式，约 85% 的学生认为网

络推送课前课后作业以及双语资料有助于他们自主学习和

巩固知识。总之，学生对双语教学的认可度较高，这为继续

深化“跨文化交际”课程双语教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关于双语教学的思考

中医药国际传播背景下开展的双语教学是汉语国际教

育专业学生“讲好中医药故事”的重要途径，顺应了时代发

展。为了保证双语教学的质量，既要有高校的政策支持，又

要有大量的经费投入，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双语环境 [8]。具

体而言，学校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明确双语教学的地位，鼓

励双语教学开展；搭建国内外高校交流平台，打造过硬的双

语教学师资力量；加大资金投入，加快双语教学资源建设，

打造契合专业的双语教材。形成合力，提高双语教学效果和

学生语言能力 [9]。

经过一年实践，“跨文化交际”课程双语教学取得了

初步效果。今后将深入开展专门用途“跨文化交际”线上、

线下双语教学资源的研发，继续深化双语教学改革，积极推

进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其他课程的双语教学改革，为“中文 +

中医药”人才的培养提供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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