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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国内外针灸医疗卫生教育教学现状及发展特点，探讨国际针灸教育教学存在的问题

和发展路径，以促进中医针灸走向世界、参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方法 基于文献计量分析方法，使

用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分析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间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和中国知网

（CNKI）数据库收录的针灸教育教学文献题录。结果 （1）国际学术界对针灸教育持续关注，以美国、中

国、澳大利亚、韩国为代表的针灸教育国际研究数量和地位逐渐上升，并与其他国家存在密切合作；巴西等

“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国家也加入针灸教育研究行列，与其他国家存在紧密的研究合作关系；（2）基于针

灸疗法可显著改善患者健康水平，各国学者热衷深入探讨针灸技术产生的理论体系、中医药教育技术发展等

热点话题；（3）我国积极开展针灸教育教学研究工作，但机构间呈现发展水平差异大、不均衡的特点；（4）
国内学者关注针灸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手段改革，积极研究针灸教育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国际交流等内

容。结论 鉴于国内外针灸医疗服务领域普遍关注针灸临床服务的有效性、安全性、患者满意度，针灸教育

工作者需要深化教学方法变革，开展多元化教学，加强双语教学、跨专业沟通交流与合作，助力健康中国建

设、实现人类健康共同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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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t home and abroad, to explore existing challenges and pathways for 
international acupuncture education, thereby promoting the glob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cupuncture and its integration into the building of a global health community. Methods Based on bibliometric 
analysis, CiteSpace visualization software was employed to examine acupuncture education literature indexed in the 
Web of Science and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databases from January 1, 2015, to December 
31, 2024. Results (1)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 has maintained a continuous focus on acupuncture 
education. The number and status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acupuncture education represen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ustralia, and South Korea have gradually risen, and there is close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Emerging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such as Brazil have also joined the ranks of acupuncture education research and 
have close research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2) Due to th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patients' health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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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ught about by acupuncture therapy, scholar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are enthusiastic about in-depth discussions on 
hot topics such a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acupuncture techniqu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ducation technology. (3) China actively conducts research on acupunctur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bu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nd imbalances in the development levels among institutions. (4) Domestic scholars 
pay attention to the training model of acupuncture talents, the reform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actively study the 
participation of acupuncture education in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Conclusion Given the global emphasis on the effectiveness, safety,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of acupuncture 
clinical services, educators must advance pedagogical reforms, implement diversified teaching strategies (e.g.,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 interdisciplinary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These efforts will support 
the "Healthy China" initiative and contribute to the realization of a shared vision for global health. 

【Keywords】Acupunctur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Bibliometric analysis 
 
针灸学是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

医疗保健体系中独特分支，与现代医学共同承担治

疗疾病、维护民众健康的重任。针灸适宜技术作为

一种非药物绿色疗法，具有疗效确切、应用便捷、成

本较低等特点，在现代疾病诊疗体系中的地位显著

提升，得到海内外大众普遍接受。早在 2009 年英国

研究表明，艾灸可显著增加胎儿从臀位扭转到头位

的正常分娩成功率[1]，就说明针灸在疾病预防、健康

促进以及可负担性和可获得性方面的潜在作用，成

为维护健康的新的选择方式[2]。 
近年来，世界卫生和标准化国际组织更加致力

于中医药的发展。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调查发现，

世界各地区间存在较大的针灸临床实践水平差异，

其差异性与各地区的针灸认可度、针灸教育体系、

教育目标不同有关。如韩国民众对韩国传统医学的

态度普遍友善，在大流行期间并作为医疗护理的替

代方案[3-4]；针灸也是日本传统医学的基本学科类别，

一些医学院还专门设置针灸学科科目[5]。但许多欧

洲国家即使很早就通过短期培训、强化培训或和周

末课程等教育方式，开始学习并应用针灸治疗技术

防治疾病[6]，但是至今并没有完全将针灸纳入医疗

保险范围，也没有将针灸列入公立医院治疗体系，

致使针灸教育在该地区没有得到充分发展[7]。地区

文化背景和国家政策的差异性导致世界针灸教育水

平发展不均衡，这将影响中医药对外传播的深度和

广度，也将影响加快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步

伐。 
2022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在《推进中

医药高质量发展规划（2021-2025 年）》中明确指出，

积极推动中医药纳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高等教育

体系，以构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更加主动的

教育对外开放局面，扩大国际辐射力。鉴于此，运用

文献计量可视化方法梳理近十年针灸教育领域的代

表人物、核心团体，概括国际针灸教育发展现状，分

析针灸教育国内外发展特点，探讨国际针灸教育教

学模式中存在的问题与发展路径，有助于推动国际

中医针灸教育健康发展。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分析文献来源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WOS）

和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两

大数据库。时间范围为最近十年以来的文献，具体

为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英文检

索式主题为：检索式为 1# TS=((Acupunctur*) OR 
(body Acupunctur*) OR (Needle* Acupunctur*) OR 
(Manual* Acupunctur*) OR (Acupunctur* Point*) OR 
(“moxibustion”) )2# TS=((“teach* method* ” ) 
OR(“teach* design”) OR (“teach* reform”) OR 
(“teach* strategy”) OR (pedagogy) OR (“train* mode”) 
OR (educat*))，3 # = 1 #and 2#，语言限定为英语，

共纳入 WOS 合集 SSCI 文献 671 篇，检索 1#囊括了

针灸相关的关键词，包括身体针灸穴位和技术、针

刺、手针、针灸穴位和艾灸等，检索 2#囊括了教育

相关的关键词，包括教学设计、教学改革、教学策

略、教育学、培训和教育等，检索词 3 # 将二者合

并，全面检索 WOS 中的针灸教育相关的文献；中文

以“针灸教育”“针灸教学方法”“针灸人才培养”

“针灸教学模式”为检索式主题，共计 864 篇。去

除重复和信息缺失的文献，再通过仔细阅读标题和

摘要筛选并剔除无关的文献后，如仅涉及针灸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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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效果的研究、病案分析以及专利应用等，最终

纳入英文文献 145 篇、中文文献 667 篇进行后续分

析。 
1.2 研究方法 
根据美国陈超美教授设计的共现图谱研究方法，

借助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梳理分析针灸教学领域

研究的代表人物、核心团体和研究热点，开展针灸

教育国内外知识图谱对比分析。 
Citespace 软件提供聚类分析，聚类体现共现网

络中主要内容的排序，聚类模块 Q 值>0.3，意味着

聚类结构显著；聚类平均轮廓值 S 值>0.5，表明聚

类合理，如果 S 值>0.7，则聚类结果具有较高的可

信度。聚类之间的连线表明这些不同聚类之间是有

交叉性的，交点越大研究次数越多，可以显示主流

的研究趋势分布。软件也提供中介中心度分析，中

心度越大意味着关键词越重要。软件的 Nodes、Links

显示作者、关键词等结点和链接数，方便分析节点

总体个数及其联系。软件提供的 Colormap 调整工具

具有调节参数的标签、连接、区域透明度等功能，也

可以通过调整颜色展示文献发表的时间顺序[8]。 
2 针灸教育国际合作分析 
2.1 作者合作网 
2014 年以来，国外学者持续开展针灸教育教学

研究，并形成联系密切的研究群体。图 1 中显示在

早期以 Anderson, Belinda J、Fan, Arthur Yin 以及

Boon, Heather 为核心的群体，而近期形成的 Al 
Conboy, Lisa 和 Joos, Stefanie 构成的研究群体。在

近十年针灸教育方面发表文章最多五位作者分别

Anderson, Belinda J、Fan, Arthur Yin和 Boon, Heather、
Alemi, Sarah Faggert、Ijaz, Nadine 这些作者之间也有

相互合作关系，但与近期研究相比，早期作者之间

的合作更为紧密。 

 

图 1  作者合作网 

 
Anderson, Belinda J的研究团队在美国国立卫生

研究院的国家补充与综合健康中心的支持下发现，

从时间维度观察，早期国外学者关心针灸替代医学

的治疗效果和培训计划模式。其支持循证医学，针

灸医疗教育者通过临床实践获取证据、开展课程培

训计划，证据调查的研究方法也增加了民众对替代

医学的支持度[9]。他的团队研究还发现，教师接受实

践基础课程（evidence informed practice，即 EIP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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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在线 EIP 学习模块，有助于评估针灸专业学

生的各项能力。完成 EIP 课程后，针灸硕士生的实

践技能、知识和行为都有显著改善，对 EIP 重要性

的认知度也得到了提高[10]。来自巴西的前瞻性调查

发现，在西方主流临床实践中针灸的应用越来越多，

针灸培训计划是一种相对有效的教育措施，但是针

灸医生必须加强对传统医学知识、解剖学等的研究，

医生的接诊效果也要得到社会的持续监督，以避免

不良后果的发生[11]。 

2.2 国家机构合作网 
作为针灸教育理论和实际的发源地，再该领域，

中国的研究一直处于世界的前列，并与其他国家或

地区存在明显的合作关系。从发文数量看，2015 年

以来中美两国的研究居于国际研究高位水平，详见

图 2。随着针灸教育引起更多国家的关注，韩国、德

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加入研究行列，它进一步说

明针灸教育在国际范围内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图 2  近 10 年在针灸教育领域各国家发文数量 

（数据来源：SSCI 数据库） 

 
图 3  国家合作网 

 
一直以来，学者们普遍关注针灸专业国际化教

育研究，针灸教育也在各国之间深入开展合作。澳

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新英格兰、马来西亚、法国、

日本等国家的学者持续保持关注度，以巴西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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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加入了针灸教育的国际

研究行列，并形成了紧密的研究合作关系。Birch, 
Stephen（2015）与英国、挪威、荷兰等学者一起网

络调查了 14 个国家，发现：与科学知识相比，案例

研究更受欢迎；与理论知识相比较，同事之间的交

流活动更受到青睐[12]。 
即使是在疫情期间，以实践为特征的针灸教育

也未曾间断。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针灸学习效果，

教师授课中帮助学生逐步适应新的在线教育模式，

克服线上教学面临的挑战，并以实验项目的形式开

发大流行期间的在线针灸课程[13]。 
除中美两国外，澳大利亚在过去的十年里对针

灸教育也颇有研究。图 3 显示，澳大利亚的针灸教

学研究除了受到中国的深远影响外，还与英国、挪

威、荷兰、韩国等国家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需要指出的是，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

针灸教育的研究中，例如葡萄牙、卡塔尔、荷兰等国

家，这进一步佐证了针灸专业教育受到广泛关注、

进而在全球传播的特点，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医药

教育在全球的深入开展。 
2.3 关键词共现分析 
与药物相比，针灸方法具有较低的毒副作用，

施用针灸技术能促进或辅助各种疑难杂症得到显著

改善，已然成为全球补充和替代医学的重要支撑。

在此背景下，各国学者将研究目光投向以针灸为核

心的中医药研究领域，并积极探讨替代疗法、综合

医学、针灸适宜技术的理论体系、医学教育、针灸课

程研究等热点话题，详见图 4。 

      
图 4  关键词共现 

 
2.4 关键词聚类与热点分析 
基于近十年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的文献计

量分析（模块度 Q=0.775，平均轮廓系数 S=0.909），
国际针灸教育研究呈现显著的结构化演进特征。多

维尺度分析显示（图 5），知识图谱形成以 evidence 
informed practice（循证实践）为核心的知识枢纽，

辐射三大研究维度：①教育理论建构（acupuncture 
education，含标准化课程体系等）；②地域发展格局

（United States）；③integrative medicine（综合医学）。

该拓扑结构印证了针灸教育正在完成从经验传承向

循证医学范式的系统性转变。早期传统针灸教育依

赖师承经验和固定的理论传授，存在质疑和可信度

低等弊端，而近十年强调的循证实践，将“证据+临
床经验+患者偏好”的循证模式引入到针灸教育中。

Anderson, Belinda J 等人提出，循证实践引入科学证

据（如随机对照试验、系统评价）、培养批判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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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跨学科整合、优化临床实践，可显著提升了针

灸教育的质量[14]。 
图 6 关键词突现可以看到，国际针灸领域的研

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从 2015 至 2018 年，第

一阶段针灸教育的关键词与补充和替代医学、双语

教学、治疗、临床实验和美国等有关。它似乎在印证

中国传统医学在国际化传播的过程中，输入国开展

了更为深入的考虑，进行了本土化的有效策略研究，

进而促进了输入国以针灸教育为代表的中医药服务

贸易的发展。随后的两年间，针灸国际教育走向第

二阶段，开始出现替代药物的使用、循证医学、中

医、护理的研究领域。这现象反映国际针灸教育正

式将研究焦点转向临床替代疗法验证，着重强化循

证医学方法论的课程植入，并通过护理专科化路径

推动中医特色诊疗技术的系统化教学实践。近 3 年

来，第三阶段针灸专业教育与多学科进行交叉融合，

迈向补充医学、人工智能、化疗等，以针灸为代表的

中医药教育及其服务国际化特征愈发突出。 

 
图 5  关键词聚类 

 
图 6 关键词突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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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内针灸教育研究重点与发展困境 
3.1 国内研究领域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从年度发文数量来

看，尽管经历了三年的疫情特殊时期，近十年国内

针灸教育的研究文献依然相对稳定趋势（见图 7）。
国内学者周知，针灸学是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门理论体系相对独立、治疗技术特色鲜明、临

床运用极为广泛、知识体系完善的应用型学科[15]。

针灸教育为中医药国际发展提供机遇，是中医药走

向世界的有效载体，留学生教育为中医药海外传播

提供坚实的人才储备，为中医药进入国际舞台搭建

桥梁[16-17]。 
目前国内学者从多个角度探讨针灸教育教学发

展问题，侧重点表现在人才培养、教学模式两大方

面。图 8 显示，针灸人才培养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

从分析结果看，与针灸人才培养联系最密切的因素

是临床技能、创新能力和培养模式。人才培养也离

不开教学模式的积极促动。教学模式则与翻转课堂、

临床教学、双语教学等密切相关，以及在教学过程

中强调思政教育的重要性。 
在教学模式中，一些高校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法，

通过对知识传授与知识内化的颠倒安排，改变传统

教学中的师生角色并对课堂时间进行重新规划的新

型教学模式。研究发现，采用翻转课堂模式重构针

灸推拿学教学流程，通过"课前视频自学-课中互动

研讨-课后实践强化"的三段式教学设计，提高了学

生的学习效率，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18]。随着互联

网的发展，一些高校应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

构建了"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新型教学生态，既保

留了传统教育的深度互动优势，又融合了数字化学

习的灵活特性，实现了教育效果的最优化[19]。针灸

学作为一门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科，其教学模式创

新对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培养新时代复合型

针灸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新医科建设背景下针灸学人才培养具有传承与

创新发展、以及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征[20]。国内针

灸教育重点开展了人才培养、教学模式，以及“一带

一路”倡议下国际交流等改革的研究。由此可见，中

医药院校如何培养理论基础扎实的针灸中医药人才

队伍是实践探索中面临的重要论题[21]。 
3.2 作者合作网分析 
图 9 作者合作网显示，近年来发表中文研究成

果的作者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以研究群体

为例，刘明军、刘密、梁繁荣、任珊、梁凤霞、张建

斌、余阳等是研究最多的群体。由此可以看出，国内

学界在努力探索针灸中医药教育发展历程中做出了

显著贡献。 
学者们从课程建设、实践反思等方面总结教学

改革成效，促进中医药文化传播与中西方文化交流
[22]。国内学者发现，利用思维导图有助于了解章节

整体框架，建立知识点的逻辑关系，构建知识框架
[23]。 

 

图 7  国内年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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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关键词共现 

 
图 9  作者合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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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教育和针灸国际化发展相互支持，二者协

同发展会带来针灸发展的双赢局面[24]。针灸医案作

为中国古代价值观意识形态的载体之一，与中国文

化、传统伦理一脉相承，具有极高的实践价值和指

导意义[25]。针对来华留学生中医针灸教学实验环节，

可以实施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国内外学生结队学习

等方法，提高中国针灸国际化教学质量[26]。综上，

针灸教育质量不仅影响国内中医药治疗水平，也深

刻影响世界各国之间的教育成果与方法互鉴。 
3.3 机构合作分析 
从图 10 来看，全国中医药大学以及中医药研究

院所积极参与针灸教学研究工作，并呈现出机构发

展水平非均衡的特点。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自 2015
年就已重视针灸教育研究，其中成都中医药大学针

灸推拿学院是近十年在该领域发文量最多的机构，

其次分别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辽宁中

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和湖南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

学院，而湖南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与广州中医

药大学针灸康复临床医学院以及厦门大学中医系合

作紧密，呈现合作关系。近 5 年，南方医科大学、

北京、上海、南京、浙江、湖北、安徽等中医药大学

及科研院所的研究文献数量也逐渐增多，这也从另

一个角度彰显了针灸教育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丰硕

成果。 

 
图 10  全国中医药机构发文图谱 

 
开展针灸教学研究的国内中医药高校之间呈现

互动、沟通、合作关系，这进一步深化了教育教学改

革的内容与深度，进一步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高

质量发展目标。 
3.4 我国针灸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困境 

目前，针灸教育及其适宜技术成为国际重要资源。

许多国家从不同层面承认中医药服务技术的法律地

位。法国、德国、西班牙、俄罗斯将针灸纳入国家正

规教育体系，设置国家高等院校针灸专业或开设针灸

专业培训课程，承认和利用针灸教育及技术。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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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针灸教育国际化发展过程中，也面临重重困难。 
3.4.1 针灸教育关键术语表述不统一 
外文文献中常常存在多个词语表述“中医药”

或“针灸”，容易造成意思表达混乱、表意不准确的

问题。调查目前查找的英文文献发现，国际上常常

将中医药学表述为“alternative medicine（AM）、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CAM）、

Traditional & Chinese medicine （ TCM ） 、

complementary and integrative medicine”,以及 CAM 
course、CAM therapy 等，将针灸表述为“acupuncture、
Chinese acupuncture”较多。尽管 2007 年我国颁布了

《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还有许

多中医药专业术语没有标准的外语翻译，这将影响

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因此，建立健全中医药

翻译统一标准是目前的必行之路，在针灸教育国际

化进程中，亟需通过系统化措施推进中医药典籍翻

译标准化建设。这一工作需要汇聚中医药学领域的

专家学者，协同制定科学合理的中医药术语翻译规

范体系。2022 年 3 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中医药

术语国际标准》虽然为术语翻译标准化树立了重要

里程碑，但在实际推广和应用层面仍需加强力度[27]。

实现中医药术语翻译标准化将产生多重积极效应：

其一，显著提升中医药术语的跨语言传播效率；其

二，为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构建规范化的知识表达

体系；其三，完善国际中医药交流的话语体系。这些

都将为中医药更好地走向世界舞台奠定坚实的术语

基础，进而推动针灸教育在全球范围内的规范化传

播与发展。 
3.4.2 针灸教学方法多元化发展问题 
调查国外文献发现，外文文献更加倾向于采用

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针灸教育的发展动因、面临的

问题。外文国学者往往采取横断面数据，通过多变

量和多项逻辑回归模型开展实证分析，利用 likert 量
表和支持向量机等算法预测针灸治疗疗效[28]。在数

据驱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国内研

究者可积极采用机器深度学习等方法[29]，转变循证

医学问题的研究思路与范式。 
3.4.3 针灸教育受到医疗实践结果影响 
针灸教育不仅仅涉及教育质量本身，它还受医

疗实践结果的深刻影响。患者的接受度、满意度、解

决慢性疼痛等问题是针灸技术深受国外大众欢迎的

重要原因，也是开展针灸教育国际化的主要动因。

必须看到，针灸临床中疗效与风险并存，而在当前

中医药临床教学中，尚缺乏全面、系统化的针灸医

疗安全教育。为避免和减少负面影响，需进一步提

高针灸从业者防范医疗不安全事件的能力[30]。国外

以针灸培训项目形式，为患者提供护理服务及时间，

从监管要求的角度更好地支持临床有效性、安全性、

患者满意度和专业结果[31]。此外，针灸教育国际化

过程中教学模式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国内

针灸教育研究者需要深入探究双语教学、跨专业的

沟通合作等问题并建立有效教育模式。 
4 研究趋势与展望 
4.1 针灸教育全球化发展 
虽然各国针灸教育发展历程不尽相同，但针灸

教育全球化发展已是必然。即使 Brito de sa, Armando
（2022）曾研究葡萄牙医生对替代医学的态度和观

点，指出葡萄牙医生对补充医学和替代医学的知识

水平似乎很低，医疗工作者没有向患者提供系列针

灸治疗的措施[32]，但对针灸及其教育的认可度尚可。 
世界卫生组织亦提倡将传统医学和补充医学纳

入卫生服务系统。国际经验表明，保障服务质量和

安全是当务之急。临床医生和中医药从业者需要更

加重视跨专业教育和医护之间的相互信任。跨专业

交流是合作的关键，通过病历共享、即时信息交流

和面对面互动加强教育合作[33]。其中，世界针灸学

会 联 合 会 （ World Federation of Acupuncture-
Moxibustion Societies, WFAS） 作为引领针灸发展的

国际组织，举办针灸国际学术活动、推动国际针灸

标准化建设、促进针灸全球立法进程和宣传推广针

灸应用，为中医针灸的国际化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同时推进了针灸教育的发展进程[34]。WFAS 主席刘

保延教授提到：首先，要强化针灸理论研究。回归本

源、立足临床、吸纳新知，是完善和重构针灸理论体

系的关键，也是针灸医学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其

次，要学会运用国际通用“语言”，推进针灸医学走

向世界。如运用国际通用的“循证语言”“标准化语

言”和“科学语言”，整理和表达针灸理论与临床研

究成果，让更多的人了解针灸、实践针灸[35]。这是

推进针灸教育国际化的关键路径。 
4.2 针灸人才培养与中医基础理论建设 
随着中医药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普及，尤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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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针灸、按摩推拿、穴位敷贴、拔罐、耳穴压豆等中

医外治技术，被广泛用于内、外、妇、儿、骨伤、皮

肤、五官等临床科室，如何向国际学生教授中医针

灸基础知识，提高教学质量是中医药教师面临的重

要问题。总体上看，针灸人才培养需服务于临床实

践需求。中医外治技术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针灸人

才培养。针灸人才培养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中医基

础理论，而且需要具有精湛的操作技能，才能在疾

病防治与康复全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36]。促进针灸

人才培养国际化发展，需要借助于国内师承教育、

实训教学教育模式的变革，促进国内外中医药文化

的交流和互鉴。在高等中医药教育领域，建议深化

教学改革，创新性推进"翻转课堂"与"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模式"在针灸专业课程中的深度融合。通过课

前微课自主学习、课中 PBL 案例研讨、虚拟仿真操

作相结合的教学策略，提升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和

实践操作水平。在国际合作层面，建议持续完善中

医药国际科研协作机制，例如：2019 年成都第六届

中医药现代化国际科技大会发布的“针灸国际大科

学计划”倡议。通过建立国际针灸教育联盟、开展师

资互访交流、共建海外中医中心等举措，构建"课程

共建-科研协作-临床实践"三位一体的国际合作框架，

着力培养精通中医理论、具备国际视野、掌握现代

科研方法的多层次国际化中医药人才。 
4.3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内针灸教学模式发生

变革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不断出台政策

促进中医药跨文化传播，中国政府继续加强同世界

卫生组织合作，促进中医药文化海外发展[37]。在此

时代背景下如何培养中医思维模式及临床解决问题

的能力，是针灸学教学的关键[38]。国内课堂教学正

在突破传统的黑板教学，不断涌现创新型的教学方

式。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实行临床教学、实践

考核、分期分组带教等多元化模式，并增加留学生

临床实践教学的机会，优化留学生针灸教学模式[39]。

随着新的科学技术发展，微课、慕课等网络教育平

台渗入教学领域，国内学者探究"互联网+"与案例式

教学相结合的新模式的应用效果[40]。中医院校针灸

教育需要创新结构化临床考试模式，设定标准化病

人，展现医学生临床操作的技术水平，加强与患者

沟通的基本能力[41]。 

5 结语 
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医疗福祉，保障人民

健康。针灸医疗服务可以帮助解决常见的病痛问题，

如失眠、疼痛和疲劳等，国际化认可成度越来越高。

随着健康实践的变化，人们逐渐认识到保持身体机

能正常运转的重要性，也更加愿意选择传统治疗方

法。鉴于此，国内中医药院校针灸专业师生需要深

入学习中医经典理论和临床技能，说清楚讲明白治

疗作用和机理。同时，更加需要了解国内外教学改

革的动向、发展趋势，深化专业课程内容与方法改

革、提升教学实践手段，通过有效的教育教学传播

助力健康中国与人类健康共同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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