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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教育·

循证教育模式在“康复专业英语”教学改革中的应用*

金 彦1 王 尊1 田梦晨1 于美玲1 李昕悦1 王 磊1，2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以及慢性病人群增加，国家对康复

医疗事业发展越加重视。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康复治疗学专

业办学目标为建立具备“鲜明中医特色，与西方同质对接”的

国际化标准康复治疗学专业和人才培养体系。世界物理治

疗联盟在2021年10月重新制定了物理治疗师教育框架[1]，要

求对物理治疗师的教育是理论、循证和经验时间的整合，并

且要求课程设计必须循证、有前瞻性，以应对未来执业的复

杂性和不确定性。明确提出课程设计应该基于功能康复模

型、患者为中心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即要求本专

业的学生具备良好的循证思维和英语应用能力。

本文通过介绍以循证教学为载体将循证医学思维融入

“康复专业英语”的教学设计模式，探讨新时代背景下在康复

治疗学专业开展循证教育的模式，为康复治疗学专业开展循

证教育、改善专业英语教学方法提供参考。

1 医学中的专业英语教学

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的开展，以

及二十世纪末期英语成为主要的医学研究国际语言，如何提

高医学生的专业英语的实际应用能力，以满足专业学习和未

来工作的需要，是目前医学英语教学过程中急需重点解决的

关键问题。然而在教和学的过程中，依然存在许多问题。

1.1 专业英语学习的需求、存在的问题—从学生角度

1.1.1 学生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根据需求分析，可以将学生

对教学的需求分为目标需求和学习需求。调查显示，学生的

目标需求分析结果中，希望提升的技能中91.8%为希望能够

“阅读专业文献资料”，其后为“提高翻译专业文献资料的能

力”、“掌握专业词汇的能力”等。学习需求分析结果，有76.7%

的学生认为“将英语语言知识和医学知识相结合”为学习的重

点[2]。而实际的教学中，学生的需求并非都能得到满足。

1.1.2 教学内容量大、难度高，学生兴趣不足：英语的课时往

往较少，学生需要在短时间内记忆大量难词、生词，传统的教

学方法无法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在枯燥地背单

词、学习效果无明显改善及缺少合适教学方法辅导时，很容

易产生倦怠感。

1.2 专业英语授课存在的问题—从老师角度

1.2.1 教学师资力量薄弱：医学英语教学中，师资力量不足

和薄弱，是很多研究中都共同提到的问题[3]。总结起来为两

点，即英语专业教师对医学专业知识掌握不足，或者掌握专

业知识的教师英语知识不足。这两点会对学生的专业英语

学习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1.2.2 学生英语水平差距大：不同于大学英语、医学英语类

的大班授课，像“康复专业英语”这类专业限选课，本身选修

的学生数量少，无法再进行分班、分级授课。因此，存在学生

英语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这就决定了学生的学习需求也

会存在差异。

1.2.3 教材和教学模式不适宜：焦培慧等[4]对国内出版的医

学英语教材进行整理后发现，仅2000—2018年就共有237种

教材出版，也是这个时期教材编写出现了专门化特性，即英

语教材开始与专业相结合。但是这些教材存在的问题是内

容虽然依托医学内容，而系统性、针对性不强，不能很好地满

足医学生的专业英语学习需求。

1.3 循证医学思维在教学中的应用

循证医学的概念在1991年被首次提出后其方法论体系

不断发展，至今循证医学方法已成为建立临床思维、优化临

床决策、指导临床实践的重要依据。循证医学教学体现在将

循证医学的历史、文献检索方法和技巧、临床试验设计、证据

等级的分级和评价、临床指南制定等知识融入课程中，培养

学生的循证医学观念。近年来，循证医学与教育实践的循证

教育学兴起，并且成为未来教育的新探索模式[5]。循证教育

学是将个体教与学的专业知识与来自外部系统研究中可以

获得的最佳证据结合起来的一种教育模式，是以最佳证据为

核心将教育四方主体（教育者、学习者、研究者、决策者）有

机、和谐、互动地纳入教育体系的科学。有研究者探讨了康

复治疗学专业临床带教中的循证教学法，与传统方法相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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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实践能力、自学能力、临床思维模式等方面具有优势[6]。

2 以循证教学为载体将循证医学思维融入“康复专业英语”

的教学设计

针对以往“康复专业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以循证教

学为载体将循证医学思维融入该课程教学中，拟定论文阅读

汇报教学设计如下。

2.1 教学分析

2.1.1 学情分析：为康复治疗学专业限选课，在第四学期开

设，之前已经学完人体解剖学、康复评定学、人体运动学等先

导课程，运动疗法学、理疗学、作业疗法学等相关课程也正在

同步学习中。班上学生此时已基本全部通过大学英语四级

考试，部分学生通过了大学英语六级考试。论文阅读汇报课

时位于本课程的最后阶段，是对前面课程所学内容的整合和

应用。

2.1.2 教学内容选择：在遵守教学大纲与三级教学目标的前

提下，学生阅读和汇报内容为授课教师提前准备好的主题内

容类似的：①中文文献和英文文献；②专业领域新闻和媒体

报道（见表1）。

2.1.3 教学目标分析：根据四年制康复治疗学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和学情分析，确立本教学内容的具体目标如下：①知识

目标：使学生掌握康复医学专业英语词汇在科学研究和新闻

中的具体应用方式；②能力目标：能尝试针对某治疗方法，进

行英文文献查找和阅读；③德育目标：使学生深刻领会学习

科学研究对康复医学事业发展的促进意义。

2.2 教学过程设计

2.2.1 课前准备：要求学生分组并选择主题、确定汇报时间，

在汇报时间前2周公布相应组的阅读材料；为确保汇报者和

听众共同受益，提前明确并告知学生汇报相关要求和评价指

标：①首先阅读中文内容，熟悉知识概况；②之后阅读英文文

献和报道，确定各段内容汇报学生；③按照事先准备的模板

整理：英文文献翻译 introduction，method（除统计分析的内

容），result（仅了解结局有无统计学差异）和discussion内容，

英文报道则全部进行翻译；④整理认为的难点和重点词句；

⑤汇报时间控制在30min以内；⑥切忌使用翻译软件整段翻

译的结果，翻译不要求逐字逐句，而要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

整理；汇报前一天，相应组共享汇报材料，供其他组学生提前

阅读、授课教师批注。

2.2.2 教学实施：每组汇报前，授课教师先简单介绍阅读资

料内容（5min 以内），随后学生们以组为单位，进行成果汇

报。汇报结束后，授课教师讲解提前批注的学生翻译内容。

2.2.3 知识总结和拓展：授课教师总结阅读资料中出现的重

难点英文词汇，加强学生记忆；讲解材料中涉及的康复治疗

技术和方法。最后结合临床应用和康复领域研究热点，鼓励

学生发现自己兴趣点的疑问点，积极搜索相关的英文资料来

寻找答案，培养学生能够在本课程结束后具备独立思考和批

判性思维的能力。

2.2.4 课程评价：在“师生合作评价”（teacher-student collab-

orative assessment，TSCA）方式上[7]，结合其他研究[8]和本课

程做如下评价标准（见表2）。

表1 教学内容举例

类型

1-1 英文文献

1-2 中文文献

2-1 英文文献

2-2 中文文献

3-1 英文文献

3-2 中文文献

4-1 英文报道

4-2 中文报道

APMR：Archives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①央视网报道（2021）；②人民网报道（2021）

内容题目

Vagus nerve stimulation paired with rehabilitation for up-
per limb motor function after ischaemic stroke （VNS-
REHAB）：a randomised，blinded，pivotal，device trial

迷走神经电刺激改善脑损伤后运动功能的研究进展

Do patients with COVID-19 benefit from rehabilitation?
functional outcomes of the first 100 patients in a
COVID-19 rehabilitation unit

早期综合康复治疗对急性期老年脑卒中患者的影响

Is aerobic or resistance training the most effective exer-
cise modality for improving lower extremity physical
function and perceived fatigue in people with multiple
sclerosi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

低强度有氧康复运动对尿毒症血液透析患者心理状态和
下肢运动功能的影响；血流限制联合抗阻训练对老年脑卒
中偏瘫患者下肢功能的影响
How different wheelchair designs can help Paralympians
excel
北京冬残奥会遗产将持久地推动残疾人状况改善①；残疾
人康复事业快速发展基本康复服务广泛覆盖②

主题

迷走神经电刺激，
功能改善

新冠肺炎患者康
复

不同运动类型改
善下肢功能的系
统评价和meta分
析

关注残疾人

来源（年份）

Lancet（2021）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2019）

APMR（2021）

智慧康复（2020）

APMR（2021）

吉林医学（2022）

Popular Science（2020）

组别人数

2—3

2—3

3—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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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以往论文汇报教学中存在若干问题：①通常由学生自主

确定阅读汇报论文，出现的问题是授课教师在课堂上第一次

看到汇报内容，对汇报内容不熟悉引起评价不充分、出现重

难点遗漏；②学生们普遍采用文献阅读汇报，因对文献本身

都缺乏理解的情况下，直接阅读英文文献，出现对文章结构

和文章内容理解的双重困难，结果是直接通过翻译软件生硬

翻译。一个例子就是有同学将统计分析的内容翻译了，却根

本不理解其含义；③不了解其他组汇报内容，在听其他组汇

报时集中力降低；④学生们虽善于利用网络资源，但是无法

在短时间内有效的筛选出高质量、符合教学目的的资料。针

对这些问题做了以下分析。

自 2010年始，我校康复治疗学专业已经开始使用教研

室编写的《康复专业英语》教材，经过多年的使用、改编和完

善后，目前内容以常见简易的康复专业外语学习材料为主，

文章较为基础；注重康复医学与康复治疗学常见英文表达，

更侧重于激发学生学习专业外语的兴趣。并且我教研室还

建立了以提升国际化能力为目标的第二课堂体系，在 2015

级学生中成功开展。该体系的内容具有以学生为中心的原

则、教师充分指导的原则、个体化原则和持之以恒原则的特

点，学生们可以参加英文文献读书分享活动、专业英语角、英

文演讲，与国外康复同行交流以及制作专业知识的英文海

报。学生们反馈，通过该活动锻炼了专业英语的听说读写能

力；学习到先进的康复治疗学知识和技能，并提高了综合素

质；培养了国际化思维；并且在学习基本知识和理论的同时

就开始懂得查找学习国际前沿理论，解决专业问题；为日后

继续学习和深造奠定一定基础[9]。参加第二课堂体系的为大

三学生，在第四学期开设的“康复专业英语”无疑是学生们提

前熟悉以专业英语为核心的第二课堂的桥梁。随着医疗环

境对学生能力要求的不断提高，在学生阅读汇报论文的过程

中，使用基于循证思维的最新康复研究结果、不断更新教学

资料，能够满足学生们对国际前沿知识的渴望。

针对专业英语、双语教学中共同提到的没有教材的问

题，笔者认为如果学生的学习目的、课程目标是阅读专业文

献，那么论文阅读材料可以根据授课教师的判断来使用最新

的文献，这也更符合教学目的，不一定非要依托既定的教

材。另外，随着我校康复治疗学教研室具有海外留学经历教

师的加入，专业英语教学的师资力量已不再是问题。那么，

选择教学材料就是核心问题，授课教师应该在学生建立认知

的过程中，提供基于循证医学的高质量文献（如 Cochrane

Library、PEDro等），或者是与国家政策相关的医学英文资料

（如BMJ Best Practice、UpToDate等）。

另外，其他非英语母语国家的医学英语教学也能够带来

些启示。韩国由于外来语普及，医学教育直接使用专业英语

词汇，而非翻译成韩语；并且有些医学院没有专业英语课

程[10]。随着韩国医疗市场的开放，医学生希望未来可以出国

行医或接诊外国患者，因此情景英语教学方式更受学生喜

爱[10]。韩国对于医学生医学英语学习需求的调查显示，学生

认为“研究”“与同僚沟通”“理解医疗设备及使用方法”“与患

者及监护人沟通”等是重要的因素。而针对“研究”，则具体

包括“在学术会议上发言”“通过阅读医学杂志等获得最新医

疗知识和技术”“听懂学术会议”“撰写研究论文”等[11]。日本

的老龄化和生育率降低带来的医疗人员短缺、预期未来将面

对的移民潮，都将使医疗市场中需要用英语沟通的场景增

加，因此研究也显示情景英语教学能够满足学生们希望应对

未来医疗环境的学习需求[12—13]。同日本、韩国一样，塞尔维

亚的研究也认为医学英语的教育中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在今

后的工作场景中应用（如与患者沟通、学术会议发言等）[14]。

不同于这些国家对于情景教学的青睐，目前我国的专业英语

教育的学生需求以“阅读专业文献资料”为首，是本专业适合

的教学方式的重要参考内容。

针对以往“康复专业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本次教学

探索中有以下5个特点：①选择文献的研究设计严谨，临床

证据分级水平中处于高位的随机对照试验和系统评价，结论

的可信度高；②临床效果的判断包含了即时效应和长期效

应；③选取近 2 年的文献，紧扣领域前沿；④文献来源有

Lancet 和 Archives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

tion；⑤同类主题、相同结局指标的中文文献供学生提前了

解专业知识。

为改善本专业以往“康复专业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尝试将循证思维融入“康复专业英语”教学，实现循证教学。

本教学改革的重点在于通过循证教育，同时提高专业英语能

力以及培养“循证医学思维”。“循证医学思维”是一种特殊

的、解决临床问题的、用以指导临床实践的思维方式。核心

为对个别患者制订医疗决策时，自觉、明确和明智地使用当

前的最佳证据，即确定临床问题后，通过文献或循证资源检

表2 课程评价细则

项目

内容理解和阐释

语言表达能力

总分
评价采用教师评价和组内学生互相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教师评价总
分×60%+（组内学生互相评价总分/评价学生数）×40%。

评价内容

①主题明确，医学概念表达清晰
②医学专业属于使用准确
③理解论文的知识结构；或理解报道内容
④能够总结指出资料中的重难点词句
①医学词汇发音清晰准确
②医学词汇翻译准确
③口语表达流利
④前后叙述连贯

分值

15
15
15
15
10
10
10
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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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获得证据、评价证据、应用证据，结合个人临床经验和患

者的价值观，最终获得最佳且可靠的治疗方案。本教学改革

培养“循证医学思维”的切入点为证据，通过阅读基于循证医

学的最新、高质量文献，使学生初步建立使用最佳证据的循

证医学思维模式。考虑本课程开设前学生仅学习了基本的

文献搜索方法，并不能有效判断文献质量，因此并没有让学

生自主查找文献，而是采用了教师指定文献的方式。虽然在

知识总结和拓展环节中，融入试验设计方法、证据等级、效果

判断等内容，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生自主学习后教师

反馈环节能够起到的正影响。学生可以在课外实践中，通过

自主检索文献、判断、应用证据，提高实际应用能力；同时这

也需要学科人才培养体系中不同专业课程之间的相互配合，

这也是我们正在实施、探索的教学改革模式。

循证医学相关论文具有一定时效性，本课程开课频次为

每年一次，因此选择的文献、报道内容均实施每次课程前更

新，紧扣领域前沿。这就要求教师不断更新知识和教学内

容，获取并提供基于循证医学最新的治疗技术研究结果。而

教学内容的及时更新可以使教学内容与临床研究平行，解决

教学内容滞后的问题；可以起到不同专业课程之间知识衔接

的目的，提高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

目前我国的专业英语教育的学生需求以“阅读专业文献

资料”为首，但是在专业英语学习中必然会涉及学术英语中

专业词汇使用时的意思、词性、词形、语法。尤其是在词汇翻

译时，当以英语的形式首次接触专业领域概念、不熟悉其中

文含义，单纯直译而产生偏差。比如，学生将“locomotive

syndrome”直译为“机车综合征”，而专业翻译为“行动障碍症

候群”或者“运动障碍综合征”，且在纠正后学生还是习惯译

为“机车综合征”。因此，需要在今后的课程中提前给出学术

英语的正确翻译，避免此类情况。

4 结论

专业英语教学，应该是面向学生未来需要应对的场景来

进行教学设计的，而目前来看，学术应用的场景可能是最多

的。因此今后专业英语的教学改革方向之一，应该是在专业

英语中加入学术英语的内容来优化课程设置。本文探讨了

以循证教学为载体将循证医学思维融入“康复专业英语”的

教学模式，为康复治疗学专业开展循证教育、改善专业英语

教学方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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