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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澳大利亚较早开始中医学教育"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在综合高校里设置中医学位课程的西方国

家之一# 本文从专业背景$文化差异$中医英语$师资团队$学生群体$授课形式和临床带教等多个方面对澳

大利亚与中国高校中医学教育的差异进行简要分析"以期为中医学的国际传播和教育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医学% 澳大利亚% 教育% 高校%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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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于
!"#O

年
;

月'

!"#T

年
$

月在澳大利亚

西悉尼大学$

MBAN12?A.L /F *1?.12B :LDB1L

%交流

访问"期间旁听了该校部分中医学本科及研究生的课

程并且协助制订了部分中医学课程的教育内容( 在与

当地中医教育者)中医职业者和中医学生的广泛接触

和交流过程中"笔者发现澳大利亚的高校中医学教育

与国内有着诸多不同之处*

#

"

%

+

"谨以此文做简要对比

分析"以期为中医学的涉外教育和国际传播提供借鉴(

#

$背景$自
!"

世纪
J"

年代起"澳大利亚的综

合性高等院校就开始设置中医学和针灸学的本科及研

究生学位课程*

P

+

( 直到
!"""

年
O

月"第一部中医法

$含针灸%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诞生后"中医学执业

以及中医学教育才在澳大利亚开始了相对稳定的发展

过程*

O

"

;

+

( 在多位中医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和推动

下"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自
!"#!

年起将中医纳入全澳

健康行业注册管理和资格认证体系"自此澳大利亚中

医职业者才正式拥有合法地位"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医

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

+

( 在澳大利亚的健康行业注册

管理和资格认证体系里"中医学与西医学)药学)牙医

学)护理学)物理疗法学)作业疗法学)心理治疗学)土

著医学等
#P

个健康行业并列其中"在维护民众健康的

事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与国内不同"中医学在澳大利亚不归属于医学专

业"而是被定位为一种健康科学( 因此"在澳大利亚的

高校里"中医学专业被设置在健康或科学学院"与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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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医学院完全区分开来( 当前"澳大利亚有墨尔本

皇家理工大学)西悉尼大学和悉尼科技大学三所公立

高校开设中医学专业( 此外还有个别私立机构开设中

医教育( 其中西悉尼大学是唯一一所中医学和西医学

并存的公立高校(

!

$文化差异$中医学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积淀

而成"因此中医学的理论基础)辨证思路和临床实践中

都始终贯穿着中国文化( 由于国内大部分学生从小接

受中国文化教育"因而在国内中医学的教育过程中"受

到文化差异的影响相对较小( 而在西方文化为主流的

澳大利亚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巨大的文化差异是中医

学教育和传播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之一*

%

+

(

以,中医基础理论-为例"这门课程是中医学教育

的入门课和必修课"对相关概念把握的准确与否将直

接影响学生对后续中医学知识的理解( 因此"为了更

深入透彻地讲解.阴阳/).五行/).脏腑/等概念"澳洲

中医学教育的课堂上"往往会花很多时间来介绍中国

古代传统文化"进而从文化内涵里取类比象的诠释中

医学理论( 再比如,针灸学-课程中"穴位在国外学生

眼里只是简单的名称和定位的组合"极大增加了学生

理解记忆和临床应用的困难( 而先贤孙思邈提出的

.凡诸孔穴"名不徒设"皆有深意/深深启发了相关的

教学方法( 除了三阴交)足三里)背俞穴这样相对易于

解释的穴位".神阙/).悬钟/).合谷/).曲池/等穴位

的讲解过程中就借助解释中国文化来加深学生对穴位

和功用的理解( 可以说"澳大利亚中医学教育在传播

中医学知识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承担了中国传统文

化的国际传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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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医英语$语言差异是澳大利亚中医学教育

中仅次于文化差异的另一挑战( 这其中除了语言本身

的差异之外"最主要的体现在中医学术语的翻译环节(

如何用合理规范而又符合语言和文化习惯的英语词汇

来表达中医术语"将直接影响外国学生对中医学的认

识和理解*

%

+

(

!"";

年世界卫生组织出版了 ,

*Q, (B.12B@

#

.A/B@4 :.@BD@2D )12IAB/4/EA1? /B )2@DA.A/B@4

+1DA-AB1 AB .<1 *1?.12B H@-AFA- ^1EA/B

-一书"将

大部分的中医学术语的英文翻译和概念诠释进行了规

范和界定( 澳大利亚中医学教育中的中医术语翻译也

基本参考本书制定( 规范的中医英语翻译是中医学教

育在澳大利亚高校中得以生存和认可的重要原因之

一*

#"

+

( 中医英语教材方面"澳大利亚开设中医学教育

的各所高校并没有统一规定( 其中"推荐使用的是英

国学者
\A/N@BBA +@-A/-A@

教授在南京中医药大学访

问期间主编的中医学系列教材(

P

$师资团队$澳大利亚高校里的专职中医教师

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来自于国内中医院校的学

者"这是澳洲中医教育的主要力量( 他们一般在国内

接受了良好的中医理论和中国文化教育"同时具有一

定的英语水平( 该类教师的特点是其能够较好的把握

中医学理论的内涵"语言水平是他们提高教学质量和

教学气氛的主要挑战( 第二类是从小成长在澳洲的华

裔"他们都具有较好的语言能力"不断加深自身对中医

学理论和中国文化的理解是他们教学中面临的主要注

重的问题( 第三类教师是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人士"

他们大多是因为兴趣或者专业相关而开始研究中医

学"逐渐成为一名中医教育者( 该类教师会以本土化

的视角来讲解中医学"不断加深对中医学的认识并排

除理解偏差使得他们的教学水平逐步提升(

同时"几乎所有课程都还会临时聘请来自中国以

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医学专家来授课"既丰富了课

程内容"也促进了中医学教育实践领域的学术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澳洲的中医学专职教师们不用花大量

的时间开展科研工作*

##

+

"因而能够更专心的钻研教

学( 同时三类教师基本能正视自身的在教学中的优势

和不足"定期地开展交流学习讨论"使得各自的教学水

平都在不断的提高(

O

$学生群体$相较于西医学)法律)金融等热门专

业"澳大利亚高校里中医学专业的学生相对较少"但这一

学生群体的人员组成复杂程度却超过其他专业( 在澳洲

的中医学课堂上"有的学生是刚刚考入大学的年轻人"中

医学专业是他们大学生活的开始&有的学生是开业行医

多年的老中医"来高校学习中医既为了系统地学习和巩

固自己的中医学知识"也为了拿到国家认可的学历证明

已保证其正常从事中医执业&有的学生是澳洲当地人"凭

着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兴趣而来辅修中医学&有的学

生是生长在澳洲的华裔后代"学习中医学既为了习得一

技之长"也为了更多地了解祖国的文化知识( 因此"复杂

的学生群体也给澳洲的中医教育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因为他们在授课过程中"既需要兼顾知识的全面性"又要

适当的提高知识的深度和临床实用性(

在开设中医学教育的澳大利亚高校里"基本都设

置了中医学相关专业的哲学博士学位( 这批博士学生

既有澳洲高校自己培养的中医学硕士考核而来"还有

一部分来自中国的博士留学生( 不同于多数欧美国

家"澳大利亚承认中国大陆的中医学硕士学位( 因此

来自中国的学生硕士毕业后"如果有幸申请到奖学金"

就能够在澳大利亚开始中医研究的历程了( 澳洲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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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这批中医学博士将成为未来海外中医教育)科研

和临床的重要力量(

T

$授课形式$澳大利亚中医学教育的课程分为

课堂面授)网络课程和自主学习三个比重相当的部分(

其中课堂面授的主要教学目的在于讲解重点和难点知

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知识点的深度挖掘和广度拓展(

由于澳洲高校学生不住校"而且相当部分的中医学生是

兼职读书"所以课堂面授的教学内容和质量是吸引学生

上课的重要因素( 这也迫使澳洲中医教师不断的提升

教学知识的深度和实用性"同时不断地更新和优化授课

形式( 网络课程也是澳洲高校中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 其内容相对丰富"既有课程教师自己录制的视

频"也有澳洲和国际上著名学者为课程专门授课的部

分( 此外网络课程还和自主学习相结合"设置了病例分

析)在线讨论)家庭作业等多个学习板块(

值得一提的是"澳洲高校里都配备有专业的多媒

体教学辅助团队"他们利用现代科技和设备"制作形式

多样的多媒体资料"应用于课堂面授课程和学生网络

系统"以图像)动画)视频)实体模具等形式极大丰富了

澳洲中医学教育的授课形式(

;

$临床带教$中医职业者在澳洲的注册资格分为

中医处方)中药调剂和针灸三类( 为方便开展业务"大多

数职业者会同时注册三个细类( 由于受到体制的限制"

澳洲中医的执业范围和内容与西医学是完全分开的"这

也使得中医的教育和临床思路得以较好的保留(

西悉尼大学的中医临床带教依托大学的中医诊所

开展( 同国外的西医学一样"中医同样采取预约制诊

疗"每位中医的门诊量为
O a #"

人
Y

半天"这样使得带

教学生有足够的时间来了解和分析病情"并且与老师

讨论患者的辩证)诊断)用药)针灸和预后等思路"从而

全面掌握中医临床技能( 此外学生还会全程参与诊所

的中药调剂)针灸操作等过程"避免了国内中医临床上

医)药)针各自为政的尴尬局面( 此外"澳洲中医临床

实践和带教中也注重中西医结合"在保持中医辨证论

治本色的同时"强调与现代医学的对话和衔接"重视循

证医学证据与临床实践疗效的有机整合*

%

"

#!

+

(

澳洲高校中医专业的学生还有很多国际性的实践

交流的机会( 他们会在学业的最后一年安排专门的时

间到中国高校的附属医院进行参观学习和临床实践"

这让他们更直观地感受中国中医的临床实践形式( 此

外"中医诊所带教也是澳大利亚中医学专业学生临床

实践的良好机会( 大多数的学生会兼职在私人诊所实

习"而诊所的中医师也都会无偿地为他们提供指导"这

为学生顺利进入临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

(

$

$小结$中医学在海外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中医学的海外教育也逐渐走向成熟和规范( 但是由于

受到文化)语言和体制等差异的影响"中医学的国际传

播和教育与国内有着诸多的不同之处*

%

+

( 澳大利亚是

较早开始中医学教育的西方国家之一"也是目前为数不

多的能够在综合高校里设置中医学位课程的国家之一(

深入地分析澳大利亚和国内高校中医学教育的差异"对

于中医学的涉外教育和国际传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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