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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医科大学的医学英语 (English for 

Medical Purposes，简称 EMP)教学在日本处 

于领军地位，该校的医学英语教授 J．Patrick 

Barron为日本医学界成功走向世界作出了很大 

贡献，在世界医学领域和 EMP领域享有崇高 

声誉。下文对该校的EMP教学进行介绍，以 

期对我国EMP教学有所启迪。 

东京医科大学 EMP教学 

1．1背景 

20世纪 70年代，日本科技水平不断提 

升，但几乎没有英文论文发表。当时不存在影 

响因子，没有发表英文论文的动机，很多颇具 

独创性的学术论文都发表在国内医学杂志上。 

此外，日本国内几乎没有能流利讲英语的医生。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根本就未开设医 

学英语课程。1982年，J．Patrick Barron教 

授计划成立医学外语教育协会 (MFLEA，即 

The Medical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ssociation)，开发 EMP课程，培训 EMP教 

师，为语言教师和医学专家交流提供平台。取 

名 “外语”，是考虑把法语、德语等也包括进 

来。因而教授在全国范围内调查医科院校的英 

语教师，同样的调查也在 1989年进行。两次 

调查结果见表 1。 

表1医科及牙科院校英语教育问卷调查 (1 982和1 989年 ) 

1982丘 l989年 

发放问卷份数 430 250 

收回问卷份数 48 68 

给予回应的学校数 32 68 

表示有兴趣加入 MFLEA的人数 4 10 

医学英语是否有必要? 

有 I非常有必要／有一定必要 ) 25 57 

没有 (几乎没有必要／不是特别有必要 ) 1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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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20世纪 80年代初日本对EMP缺 

乏认识，甚至医学人员也抱抵触态度；80年代 

末，部分教师开始意识到医学英语的重要性。当 

时，在英语教学中对医学相关阅读材料的使用 

有较大幅度增长。实际上，1989年。有关人士 

预见到有必要开发 EMP课程，由基础医学科学 

家，临床医师和语言专家相互协作，这类课程应 

采取小班制；有必要开发EM P教学资料及培训 

EMP教师。语言教师、基础医学科学家及临床 

医师之间要加强交流；医学院校应建立交流中 

心，由具有一定医学知识、能和基础医学科学 

家及临床医师进行交流的语言专家组成。但总 

体而言，开发适宜的EMP课程道路仍然漫长。 

1 995年，医学外语教育工作组 (Working 

G rouP fo r Foreign Medical LangUage 

Education)再次调查全国80所医科大学。 

三次调查 的问卷 回收率分别是 11％， 

27％和 68％；结果似乎显示出对 EMP兴趣有 

所增长，对建立医学英语教育协会 (JASMEE， 

The Japanese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nglish 

Education)的兴趣显著增高。1 998年协会正 

式成立。 

学生对 EMP的认识 同样也经历了一个 

变化过程。比如，对东京医科大学一、三年 

级学生进行年度调查，2004年调查表 明学 

生对 EMP兴趣显著增长。原 因是 日本参照 

美国模式。推行住院医师选配制 (residency 

matching program o一些久负盛名的大医院 

把医学英语纳入选拔过程。在住院医师选配制 

中。医院有权自主设计 EMP考察重点 ：专业文 

献阅读能力，与患者沟通的能力或国际学术交 

流能力。故医学生需要的医学英语能力侧重点 

不同。 

目前，日本医师需参加全国医师执照考试 

(National Medical Licensing Examination， 

NMLE)。 医学英语有望于2009年纳入该考 

试。如正式实施，EMP能力就成为当医师的 

必须条件。 

对 EMP的需求与重视还体现在日本医学 

英语教育协会于2008年4月在东京和大阪 

正式启动了医学英语水平考试 (EPEMP，即 

Examination for Proficiency of English for 

Medical Purposes)3级和 4级，计划在 2009 

年和2010年分别推出2级和最高级 1级。应 

试者不限于医生，所有感兴趣者包括外籍人士 

均可参加。 

随着对 EMP的认识不断深化，J．R Barron 

和 Raoul Breugelmans(2006)等在国际医学 

英语教学与研究研讨会上指出，20世纪，我们 

意识到 EMP课程及教学资料开发的必要性；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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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我们看到 EMP标准化、提高EMP水平、 

进一步促进世界医学专业人士高效交流的必要 

性。有必要确立 EMP口语与书面语标准，提供 

医学专业英语交际能力测评的可靠手段。随着 

医学国际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及认识的进一步深 

入，相信对 EMP课程会有更为旺盛的需求。 

1．2东京医科大学 EMP课程的开发 

最初，日本医科院校英语教学常局限于 
一

、 二年级的人文英语教学。1980到 1990年， 

日本St．Marianna大学医学院在全国率先推出 

EMP课程。教学资料包括内窥镜检查录像，还 

有由J．P．Barron从日语转译的英文资料，涉 

及肺癌、泌尿学、内窥镜检查等，主要用于讲 

授医学英语写作。 

1993年，东京医科大学一、二年级学生 

开始了系统的医学英语学习。一年级每周开设 

常规英语课二课时及 EMP课程一课时；二年 

级不再开设常规英语，但每周仍继续一个课时 

的EMP学习，每课时为90分钟。 
一

、 二年级 主要内容是词 汇学和 初级 

专业文献阅读。教材是 Building a Medical 

Vocabulary，该书主要针对英语为母语的从事 

医学相关职业的人士，如医疗保险从业人员， 

是市场上同类书籍中最好的，但价格贵，出版 

商又总是事先不予通知就突然改变版本。因 

此，东京医科大学自编了适合一二年级学生的 

医学英语术语教材。2005年 4月出版。 

东京医科大学2005年开发了基于临床 

器官模块的EMP综合课程。课程基本目的有 

二。培养基本的专业英语交际能力和奠定科研 

基础。课程设计灵活多样，注意配合学生参加 

住院医师选配制和全国医师执照考试等的实际 

需求。该综合课程在三年级下学期开始开设， 
一 直到四年级结束。课程涵盖临床治疗 18个 

模块 (包括麻醉，血液和淋巴，循环，皮肤系 

统，耳、鼻、喉系统，内分泌。胃肠系统，生 

长发育系统。免疫和过敏，传染疾病，运动 

与肌肉骨骼系统。神经系统，眼科，怀孕和分 

娩，精神病学，生殖系统，呼吸系统，泌尿系 

统 )。分为四部分：医学术语。临床概念。医 

学会话及阅读。每一器官系统都设有临床协调 

员(clinical coordinators)，负责挑选出该系 

统重要的医学术语；每一术语除专业定义外， 

还用浅显的日常英语进行解释，因医生需用平 

实的语言和病人交流，所以这点很重要。临床 

概念部分，学生阅读每一器官系统的要点总 

结 (先由临床协调员用日文总结，然后由国 

际医学英语交流中心，即 Imcc，International 

Medical Communications Centers译成英文 )， 



并回答问题。在阅读环节。学生深入阅读临床 

协调员精选的英语国家人士撰写的相关论文如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论文的介绍部分。并完 

成教师自编练习。在医学会话部分，使用 《医 

师英语》(即Engl／sh forDoctors)练习医患 

对话，英国临床诊断的真实录像也用作学习资 

料，每一段录像都精心设计练习，如判断正 

误、选择、回答问题等。 
一 到四年级的EMP课程均为必修，其内 

容和学生的医学课程紧密关联。早在 2000年 

6月文部省就发布了 《推进英语指导方法改善 

恳谈会经过报告》，提出了将 “学习英语”改 

为 “用英语学习”。从单纯的语言学习转向语 

言学习和专业学 习相结合 (张文友，2001： 

35)。就笔者看来，东京医科大学基于临床器 

官系统的 EMP综合课程跟这一思想的推行和 

发展有密切关联。 

六年级 (五年级主要在综合医院轮转实 

习)EMP为选修课，主要针对志在从事科研工 

作、发表英文论文的学生，这类学生比例约占 

五分之一。 

另外，还针对研究生举办讲座，每月一次， 

每次 1．5到2个小时学生自愿参加。讲座题 目 

包括：生物医学杂志投稿统一要求 (温哥华模 

式 )、有效数据的获取、论文发表必须遵循的规 

则、如何分析总编来信、如何答复审稿人意见、 

怎样在高影响因子的刊物上发文、口头报告等。 

东京医科大学 EMP课程体系覆盖本科和 

研究生，课时充足：一到四年级每周课时 90 

分钟，四年约60学时，即 100个小时左右的 

课堂专业英语学习时间。其次，注重语言学习 

和学生专业学习尽量同步，使学生的外语能力 

和专业发展得到融合。同时，学习内容多角 

度、多侧面，听说、翻译、写作等相结合；不 

搞词汇、阅读一统天下，培养学生从事临床、 

科研和国际交流工作的能力。 

1．3东京医科大学 EMP新颖的教学法 

东京医科大学采用新颖的教学法。比如采用 

爱丁堡大学推出的 “三人小组法” (“Tnads”)。 

教学材料利用英国医学杂志 f Minerva或 Eye 

Spy)封底的简短摘要，根据学生水平决定是否 

附词汇表。学生三人为一组，每人～篇资料。 

首先要求学生阅读并在资料背面做笔记；然后 

学生A向学生B 1：3头描述摘要一。学生 C聆 

听，学生 B可提出问题。然后学生 B再向C 

转述摘要一 ，由学生 C判断 B的完成情况。依 

此类推。如组织得当，这个活动非常有效。活 

动采用针对医学专业人士的真实语料，既锻炼 

了学生记笔记以及口头转述阅读所获信息的能 

力，又锻炼了听力理解和涉及第三方的发问能 

力。这项活动重视体验和参与，有助于技能培 

养。符合语言学习规律。 

东京医科大学的 EMP教学强调综合利用 

录像和真实语料，以发展学生交际能力；采用 

“分水平小班教学法”。将学生按照水平分成A、 

B、C、D、E和 F六组，每组 18名，共配备 

教师6名，有利于师生沟通，顺应人的发展规 

律。这种教学方式不同于以书本知识为本位 ， 

以教师为中心和以传授或灌输为主要特征的教 

学模式 ，是一种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重视学 

生综合交际能力培养的新型教学模式。 

1,4东京医科大学EMP教学资料的开发 

除文中其他地方提到的资料，东京医 

科大学医学国际交流 中心积极开发 EMP教 

学资料，如将 《论文投稿统一标准》译为 

日语； 同其 他 作 者 合 作于 2003年 5月 出 

版 了 《医学英语 沟通 》(Medical Engfish 

Communications)，共三册。这本书主要向 

母语不是英语人士介绍英文论文技巧，包括论 

文如何写作、投稿统一要求、怎样处理同行评 

审意见及如何选刊等。IMCC还推动出版由匈 

牙利 Pecs大学 Maria Gyorffy撰写的 《医师 

英语》，该书主要是医患对话，涉及广泛的专 

业领域，日语版本对一些重要医学术语给予了 

注解。 

为启发学生对医学的情感和伦理层面进 

行思考。还开发了注重培养医学生人文素养的 

EMP资料。如英语学院的Ashida女士在这方 

面作出了有益尝试。 

东京医科大学根据学生实际情况自己开 

发教材的做法值得我们效仿。东京医科大学非 

常注意根据学生的接受度合理取舍，有针对性 

地编写教学资料，以适合不同层次的学生，最 

终满足个性化学习和专业发展的需要。如为 

三、四年级生选择阅读材料时，只选取英美人 

士撰写论文的介绍部分；这一阶段的学生很难 

读懂讨论部分，就弃之不用。此外。东京医科 

大学的教学资料将课文当作信息的实体而不是 

语言学习的实体，有利于学生在英语的具体使 

用中扎实地学习专业领域的语言知识 ，发展专 

业交际能力。另外，在教育文化体育科学技术 

部的大力支持下，东京医科大学医学国际交流 

中心开发了亚洲首个全英文 EMP网站 (
—

W W
—

W , 

emp-tmu．net)，免费开放，学习者可在网上找 

到该校的EMP教学资料。网络学习资源和传 

统纸质教材的结合，使学习内容更丰富 ，英语 

使用更为真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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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东京医科大学EMP的考核 

东京医科大学的EMP考核思想和医学英 

语水平考试 (EPEMP)一致，全面考核学生在 

专业领域的交际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三、四年 

级的医学英语课程考核。教师要求学生针对下 
一 个临床器官系统的临床概念编写两个多项选 

择题，从中选出好的 作为期末试题的一部分。 

实际上，40％的试题都源自学生，这大大激发 

了学生积极性。此外60％是听力测试及 《新英 

格兰医学杂志》相关论文的阅读。 

因为已有不少学生报考 EPEMP，故在此 

作一简单介绍。 

EPEMP共分四级。四级主要测试医学术 

语及医学英文文献阅读；三级在四级基础上增 

加了听力测试，只通过阅读关，而未过听力关 

的可获得三级预备证书。三、四级测试不涉及 

医学知识，但一、二级却要求考生具有相当的 

医学知识。二级拟就医学学术论文撰写、英语 

口头报告、和同事探讨医学问题以及 EMP教 

学能力等多方面进行测试；一级测试医学国际 

会议的主持以及医学杂志的编辑能力。 

该考核体系笔试和13试结合，综合考察听 

说读写四个方面，考察实际应用英语、获取专 

业信息和进行专业交流的能力。学生根据自己 

的水平和意愿分级报考。从考试对于学习的导 

向作用来看，该考核的实施，有利于引导 EMP 

的教和学，有利于日本医学活动的标准化和全 

球化。 

1．6东京医科大学 EMP教师的培养 

合格 EMP教师的短缺是 EMP发展的一大 

障碍。EMP教师主要包括两类：一是语言专业 

出身，在工作中自学了一些医学知识；另一类 

是医学专业出身，在工作中自学了英语。还有 

可能是母语为英语的外籍人士，不具备丰富的 

医学背景，他们使用的教学资料多是针对母语 

为英语的学生设计的。 

教师培训和发展非常困难 ，主要是缺乏培 

养医学英语交流人才的正规课程，在该领域， 

尚未设立学士或硕士学位，没有任何大学开设 

有相关选修课。此外，对医学英语的需求是 

听、说、读、写、译多方面的，这是教师培训 

和发展的困难之二。原因之三是高质量学习资 

料的匮乏。 

东京医科大学积极采取 措施，拓宽 

EMP教 师来源 渠道，应 对 困难。1993年， 

J．PatriCk Barron教授推动成立医学口笔译 

协会 (MlTA，The Medical Interpreters and 

Translators Association)，目的之一就是要从 

中发现、发展 EMP专家。有专家指出从事医 

学英语翻译的自由职业者最有可能从事 EMP 

兼职教学。实际上，东京医科大学低年级的 

EMP教学工作除一、两位英语好的医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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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主要由医学翻译人员承担。 

另外，国际医学交流中心还提出一些富有 

建设性的建议和有用的信息：比如向医学英语 

教师推荐爱丁堡大学的EMP暑期密集课程， 

为教师创造更多的进修和培训机会；建议在非 

医科院校英语系开设医学交流课程，消除对 

EMP的恐惧感，使这些将来从事英语教育的学 

生意识到向EMP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积极开发 EMP教师培训教材，如上文提 

到的 《医学英语沟通》，对有志从事EMP教学 

者也是一套理想教材。 

此外，由于语言专家普遍对医学知识心存 

畏惧，如果有医学专家的支持和合作，会大大 

减少招募和培训 EMP教师的困难。因此，东 

京医科大学在教学上采取合作模式。EMP教员 

和临床协调员紧密配合，使双方在医学知识和 

英语能力上都得到提高；国际医学交流中心和 

学校英语部合作：2006始，一、二年级的医 

学术语课由英语部承担，而中心主要负责EMP 

教学资料的开发和三、四年级的 EMP课程。 

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扩大EMP高质量师 

资队伍。 

1．7东京医科大学 EMP机构和社团 

1991年，J．P．Barron在东京医科大学成 

立国际医学交流 中心，目前共有5名工作人 

员。中心除承担部分 EMP课程，主要工作是 

开发和临床医学模块知识紧密联系的EMP学 

习材料及提供编辑服务，提高东京医科大学英 

文论文产出量，如J．P Barron教授，他每年 

大约编审500篇文章。实际上，自2000年来， 

日本全国发表的英文论文量不变。但在IMCC 

成立后，东京医科大学发表在美国医学索引 

(1ndex Medicus)所列期刊中的论文数量自 

1991年以来，数量攀升8倍，突飞猛进到近 

160篇。 

中心除开发医学会议报告相关教科书和其 

他医学出版物、EMP教学资料外，还担任 12 

家医学杂志编辑，并每月为Chest“医学写作 

技巧”(“Medical Writing Tips”)栏目撰稿； 

处理国际光力学和世界支气管等几个国际协会 

的秘书工作，承担3个国际医学学术社团的顾 

问工作，并协助东京医科大学召开国际医学研 

讨会；中心还为一些 EMP社团如日本医学英 

语教育协会、医学口笔译者协会等提供咨询。 

中心在交流沟通、投稿、编辑、处理审稿 

人意见、帮助和推动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的建立 

以及在本科和硕士层次的 EMP教学工作中发挥 

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事实证明，医学英语交流 

中心满足了医学院校的两大需要：专业英语教 

育之需和在国际上发表论文之需。J．P．Barron 

多次强调建立IMCC的重要性：增强了学校 

和国际之间的交流。建立 IMCC的唯一缺点 



是增加成本，但医科院校无法承担没有IMCC 

带来的负面后果 (J。Patrick Barron，Raoul 

Breugelmans，Keiko Yamamoto，2005 o 

从笔者了解的情况看来，国内有一些医 

科院校设立了医学英语办公室或医学英语教研 

中心，但以教学为主，国际交流的功能尚不明 

显。所以应考虑增加以下服务功能：减轻临床 

医师繁重负担，帮助处理论文评审意见，增加 

在高影响因子刊物上的发文量；促进国际交流 

项目的建立，积极推动本校医学走向国际，提 

高学校国际知名度。 

有几个 EMP社团跟东京医科大学颇有渊 

源。1 990年左右，J．Patrick Barron预见到将 

来对医学交流中心会有旺盛需求，而最大困难 

在于缺乏资深人才，因此他推动成立医学口笔 

译者协会。协会每月召开例会，交流内容有： 

为何需要国际医学交流中心，毕业于人文学科 

的人才，如何学会翻译医学材料等。宗旨是提 

高对医学翻译重要性的认识，发展能在医学交 

流中心工作的人才。 

J．P-Barron教授 曾尝试建立医学外语 

教育协会，但 未能成功。后来 神经外科医 

师 Kenichi Uemura博 士 于 1998年 成 立 了 

日本医学英语教育协会 (即JASMEE)。该协 

会约有500多名会员，医学专家和语言专家 

各占50％。每年都在东京开会商讨 EMP教 

育的方方面面，并 出版 《医学英语教育杂 

志》(Journal of Medical Englis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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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1．shtm1)，同时还主持全国医学英语水平 

考试 (EPEMP o 

2004年 成 立 医学 英 语 交 流 研 究 协 会 

【MECRA，即The MedicalEnglishCommunication 

Resea~h Association)，由东京医科大学校长 

Dr．Hiroshi Ito担任协会主席，该协会极力推动 

建立医学交流中心。 

过去 1O多年，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但毋 

庸置疑，医学界仍有愈来愈多的重要信息没 

有得到交流。2008年4月东京医科大学成立 

了国际医学交流协会 (International Medical 

Communications Association即IMCA)，旨在 

推动符合国际标准的国际EMP测试以及医学写 

作教育的标准化。目前协会正积极筹划于201 0 

年1月召开国际医学交流协会第一次大会。 

1．8东京医科大学EMP发展的良好外部客 

观条件 

实际上，我国的医学英语教学起步更早， 

但目前在多方面落后于日本，仔细分析，存在 
一 定的客观原因。 

J．P Barron在 51次科学编辑委员会年度 

会议上指出：专业社团之间的通力合作对解决 

EMP教育存在的问题非常有意义。而我国目前 

的专业协会主要有中国医学会全国医学外语协 

会以及 2004年在西安成立的医学英语国际协 

会 (ISEMP，即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English for Medical Purposes)。数量及影响 

力远低于日本，同行之间的交流相对欠缺。 

此外，日本有关医学英语理论和教学研究 

的专业性学术刊物Journal ofMedical English 

Education，促进了医学英语教学和科研活动 

的开展 ，推动了医学英语教师学术研究的积极 

性。我国 100多所医学院校却欠缺一份这样的 

学术刊物，因此，我国有关部门和全国医学外 

语协会有责任 ，也有义务整合资源，创办一份权 

威性和学术性较高的理论刊物。令人高兴的是， 

北京外国语大学专用英语学院将于2009年 6月 

创办学术集刊 《中国ESP研究》，相信对医学 

英语教学和科研都会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东京医科大学无论是 EMP课程的开发还 

是 EMP学习网站的建立都积极寻求并得到了 

教育文化体育科学技术部的大力支持。 

日本还遵照美国医学写作协会 (AMWA)工 

作坊的做法，建立EMP教师证书课程。 

日本住院医师选配制将医学英语纳入了 

选拔过程，同时医学英语有望于 2009年纳入 

全 国医师执 照考试，并于 2008年正式启动 

了EPEMP，这些措施使相关人士感到了学习 

EMP的必要性。我们也可考虑将医学英语纳入 

医师执照考试，使医学英语基本技能成为当一 

名合格医师的必须条件。当然这一点需慎重， 

避免过分关注考试而忽视了能力的培养。 

所有这些外部条件的创造，提高了社会对 

EMP的认知度和认可度，在客观上为东京医科 

大学以及日本 EMP教学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 

翅膀。我国有关部门也应借鉴，为EMP教学 

的发展创造优质土壤。 

东京医科大学EMP教学特点 

本文简介东京医科大学 EMP教学的一些 

方面，限于篇幅，未能深入。但从这些有限的 

介绍来看，东京医科大学的EMP教学确有一 

些值得我国借鉴的成功经验：一是课程设置科 

学严谨：内容与医学专业知识挂钩，针对性 

强，覆盖学生多，课时量充足，系统性强，实 

效性高；二是重视参与、体验的新颖多样的教 

学方式，符合语言学习规律；三是选取和编撰 

合适的教学资料，实事求是、“因人因地”制 

宜，保证了教和学的最佳效果；四是 EPEMP 

的启动，对 EMP教与学起到了导向和推动作 

用；五是积极采取措施，拓宽教师来源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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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师资水平，这是保障 EMP教学目标实现 

的先决条件；六是建立 IMCC，从机构上保证 

医科院校 EMP教学和医学国际交流之需；七 

是建立EMP社团或协会，注重同行交流，积 

极获取政府支持，提高社会对 EMP的认知度 

和认可度，为 EMP教学的深入发展创造良好 

的客观条件。 

3 结语 

我国EMP教学。从 20世纪60年代至今 

处于曲线发展状态。最早以谢大任教授为代表 

的老一辈医学英语教育家们推出了以医学英语 

教学为主体的教学模式 ；20世纪 8O年代以邵 

循道教授为代表的医学英语教育家们使这一模 

式得到更为广泛的实践 ；但 1987年大学英语 

教学大纲的颁发以及CET4和 CET6全国统考 

的实施 ，学习模式转为以基础英语为主体；90 

年代 ，不少医科院校开始实行前期基础英语加 

后期医学英语的教学模式 (陈晓明，2002： 

1 7)。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虽取得一定成果。但 

同时在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师资、教材、考 

核等方面也存在各种问题。据我掌握的资料看 

来，EMP教学理念和模式尚未完全定型，很多 

医科院校处于摸索探讨阶段。众多毕业生专业 

交际能力差 ，医学院校的英语教学改革势在必 

行。调查表明几乎 100％ 的学生建议进行医学 

英语教改 (李文斌等，2007：252)。 

近两年来，随着一些医科院校并入综合性 

大学， EMP教学处于萎缩和尴尬的境地，这 

与一些英语专家认为医学英语是冷门、偏门， 

对医学英语持否定态度有一定关系。 

因此，聆听来自领国同行的声音，加强这 

方面的交流和探讨非常必要。我们不妨深入考 

察日本的EMP教学，在受到启发的同时，加 

强信心，并结合我国国情，探索出适合我国的 

EMP教学模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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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本文是南方医科大学研究生创新课程体 

系指令性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 

号：B1040137 o承蒙东京医科大学国际 

医学交流中心 (IMCC，International Medical 

Communications Centers)J．Patrick Barton教授 

和Raoul Breugelmans副教授提供了大量一手 

资料，并多次耐心回复本文作者提出的细节问 

题，对此表示衷心感谢。感谢南方医科大学外 

国语学院许瑾老师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 

EMP in Tokyo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A brief introduction goes to English 

for medical purpose(EMP)teaching in Tokyo 

Medical University，which is playing a leading 

role in Japan EM P development，with the fo,PCUS 

on the following perspectives：curriculum design,． 

teaching mode，course books，examination， 

teachers training，the establishment of relevant 

societies and the desirable environment f0r EMP 

development． 

Key W ords：Tokyo M edical University；EM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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