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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教育部明确提出要在高校积极推动使用英语等

外语进行教学，其中“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

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1]。双语教育（bilingual teaching）

指的是以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的教育，在美国、加拿大及

新加坡等国家已实行多年，取得了较好的效果[2]。在中国，双

语教学通常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运用第二语言来传递教学

内容。比较起来，双语教学仅限于课堂教学，而双语教育则

指学校教育的各个层面均使用双语[3]。《神经康复学》是中山

大学康复治疗系本科的核心课程之一，也是中山大学精品课

程。该课程主要研究神经系统疾病后的功能障碍，并运用各

种类型功能训练，手法治疗和物理因子进行功能重建。由于

康复治疗专业是一个新专业，双语教学还是空白。中山大学

孙逸仙纪念医院康复医学教研室自2006年以来一直采用双

语教授该门课程[4]，现将教学过程中的经验和遇到的问题进

行总结，以促进双语教学的开展。

1 课前准备

1.1 选择教材

《神经康复学》[5]最初的课程名称为《神经系统物理治疗

学》，由于没有相应的英文教材，我们采取自编课件和选择参

考教材的方法开始教学。初期的教材选择《Neurological Re-

habilitation: Optimizing Motor Performance》和《Clinical Neu-

rology》作为教材[6—7]。该教材条理清晰，图文并茂。考虑到双

语教学对本科生来说还是初次接触，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我

们同时选用国内规划教材《神经康复学》为参考[4]，使学生能

充分掌握知识，开拓视野。随着教学的开展，我们深刻认识

到一本好的英文原版教材的重要性。2009年起我们充分发

挥了授课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在既往教材的基础上，以最新

文献作为参考教材。同时进一步了解国外同仁选用的教材，

跟踪学术前沿，不断更新版本。

1.2 确定授课方案，培训师资

每年开课前，由课程负责人召集全体授课老师集体备

课，进一步明确教学目的、讲授重点和难点，以确保教学质

量。教师在熟悉教学内容的基础上，用英文制作课件，使学

生掌握医学英文词汇，对发病机制、临床症状等简单部分尽

量用英语讲授，对关键点则用中英文各讲授一次，难点则可

以用中文讲授。在双语教学的基础上，保证了知识的有效传

播。

1.3 制作课件

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效率，教师在教学中采用多

媒体教学，集文字、图片、声音、视频、动画于一体，直观形象

的展示，优化了教学过程；并鼓励教师应用英文原版VCD，以

增加课堂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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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授课

良好的教学方法是教学成功的关键。在双语教学中，摒

除传统教学中“老师讲，学生听”的模式，采用了多种教学方

法。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教师和学生互动式教学。

2.1 抓好师资导向

双语教学的难点是师资水平。我们的理论授课教师均

为具有医学博士或高级职称的专业人员担任，他们已经具备

了双语教学的潜力，只是如何使这种潜力发挥出来，需要课

程负责人和教师更多的努力。在集体备课时强调语言是手

段，传达知识是目的；双语教学虽然是学生习得英语的重要

途径，但知识点才是学习的重点。为了保证教学质量，要求

授课老师对双语教学要分清层次，对教学大纲上要求掌握的

内容，尤其是难点，在英语授课的基础上，要确保学生理解，

可以中英文并用，并加用操作示范。《神经康复学》是实践性

很强的学科，一般理论授课后就是实践带教，在理论英文讲

授的基础上，我们的实践带教老师都是本科毕业，由于师资

和实际的需要，实践课全部用中文带教，确保了知识的传播，

保证了教学质量。由此可见，目前我们的双语教学方式多数

是采用保持式和过渡式教学,下一步的教学目标就是实现全

英授课，采用浸入式教学。

2.2 教学方法

2.2.1 课堂提问（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教学：是一种

以问题为主导的教学方式，我们在课堂中经常对学生进行提

问，要求学生尽量用英文回答。这样对学生的课前预习就提

出了要求。

2.2.2 灵活的考试方式:学生最关心的是考试，在课程伊始，

我们就明确考试形式。神经康复学的考试分三部分，包括理

论考试、操作和英文演讲。理论考试中我们有小部分题目是

英文题目，这就要求学生必须理解并熟悉知识的英文形式，

尤其是英文演讲，对学生的双语教学促进很大。学生通过制

作幻灯片的过程，加深对双语教学传授的知识点的理解，充

分体现了教育心理学中的知识内化的过程。神经康复学是

一门“先总论、后分论”讲授的学科，我们在总论结束后要求

学生有一次英文演讲，在“分论”讲授结束后还有一次英文演

讲，其侧重点有所不同。第一次演讲后，不仅教师发现了授

课中的不足，学生也发现了自己学习中的纰漏。第二次演讲

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人人参与，提前准备的要求。结果

证明，学生文献检索、组织和表达能力均有明显提高。

3 讨论

如何做好双语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对于教师和学生都是

一种挑战。目前我国各高校进行的双语教学面临着的问题

有以下方面：师资严重不足，缺乏外文版的教材，学生难以适

应双语教学和相应的激励机制缺乏[8]。如何面对困难，摸索

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每个高校教育者的任务。通过四年的双

语教学实践，我们有以下体会：

当前高等教育中开展双语教学完全可行：随着学科的发

展和国家对康复人才需求的增加，在大学康复治疗本科教学

中引入双语教学完全可行。应根据学生英语基础和教师的

专业英语授课水平逐步开展双语教学，在初期采用保持式和

过渡式双语教学2种形式较为合适。中山大学的神经康复

学课程是在本科三年级第二学期开设，少数课程已经进行了

双语教学，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开始试行时可用

英、汉语交替方式，从单纯强化专业词汇过渡到将浅显的内

容使用英文表达，但教学难点、生僻专业词汇等需要用中文

进行表述或解释。

加大对双语教学的宣传力度：不仅需要教师认识到开展

双语教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还要使学生认识到双语教学对

自身素质提高的重要性，使学生能从长远的观点看待双语教

学，让他们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克服更大的困难适应这种

教学形式。由于双语教学尚在探索中，各院校、专业缺乏统

一教材。根据我校实情，神经康复学双语教学采用双语教材

教学效果更佳。

教师与学生互动式参与：双语教学过程中，学生认真预

习与教师精心备课同等重要。教师课前最好能将涉及的英

语专业词汇或讲授提纲提前发放到学生手中，并向学生强调

预习的重要性。双语教学不仅要求教师精通专业知识，而且

要求教师能准确、流利地用英语讲解专业知识。因此，是否

具备合格的师资队伍是双语教学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只

有解决了师资问题，双语教学才有一个扎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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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高【2001】4号文，2001.8.

[2] Brutt-Griffler J, Varghese M. Bilingualism and language peda-

gogy[M].Multilingual Matters, 2004. 130.

[3] 王斌华. 双语教育与双语教学[M]. 第1版.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

社. 2003.

[4] 王于领. 康复治疗专业本科教育中实施双语教学效果的调查分

析[J].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2009，24(8):743—746.

[5] 倪朝民.神经康复学[M].第1版.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

[6] Carr J, Shepherd RB. Neurological rehabilitation: optimizing

motor performance[M]. Elsevier Health Sciences, 2000.

[7] Aminoff MJ, Greenberg DA, Simon RP. Clinical Neurology

[M]: McGraw-Hill Medical, 2005.

[8] 陈立章. 推行“双语教学”所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 中国现

代医学杂志, 2002, 12(5): 106—107.

3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