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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工作紙設計 

職教繫情：促進民心相通的魯班工坊 

 
甲.  工作紙的基本資料 

 

教學課題 職教繫情：促進民心相通的魯班工坊 

相關主題、課

題、學習重點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課題：參與國際事務行動 

學習重點： 

 行動及倡議：「一帶一路」倡議 

整體構思要旨 

這份工作紙旨在讓學生已經掌握「一帶一路」倡議的知識基礎

上 ，以中國在沿線國家和地區設立的魯班工坊為例子，說明它

如何成為搭建民心相通的橋樑。 

工作紙以文字和視頻形式的資料，介紹魯班工坊在海外國家開

展職業教育的情況，以及在該校的學生和畢業生的感受，從而

展示其辦學理念、對所在國家的貢獻，以及促進民心相通的成

效。課堂小組討論環節，亦會涉及魯班工坊在「講好中國故事、

傳播好中國聲音」當中所擔當的角色。 

課後延伸學習部分以「健康絲綢之路」為切入點，讓學生轉化

應用課堂的相關知識，分析中醫藥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

地區的傳播情況，並在互利共贏的前提下促進民心相通。 

教學目標 

知識： 

 以魯班工坊為例，理解「一帶一路」倡議如何促進沿線國家

和地區的民心相通 

 認識中華文化在海外國家傳播的概況 

技能： 

 利用不同類型的資料（文字、視頻）探究課題 

 同儕協作、自主學習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價值觀及態度： 

 認識、欣賞與傳承中華文化，並對不同文化抱持尊重、包容

和欣賞的態度 

 理解和肯定國家在參與國際事務當中所取得的成就，提升

國民身分認同 

所需課時 

本份工作紙共有四項學與教程序，其中程序一和四分別安排於

課前及課後完成，而於課堂進行的程序二和三，約需時 70-80

分鐘。請教師按照校本情況安排適合課時，以及完成各項學與

教程序所需要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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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使用工作紙的學與教程序 

 

程序一：學生課前預習鞏固前備知識 

 

 這份工作紙以學生已學習「一帶一路」倡議的基本知識而設計，如學生未

具備這些背景知識，宜在使用這份工作紙前適當地向學生補充。 

 在課前派發附件一，要求學生於上課前閱讀及完成預習題目，讓他們對於

魯班工坊有基本認識，為課堂學與教活動作好準備。 

 該附件只有一份包含文字和視頻形式的資料，都是簡介魯班工坊的概況（例

如設立源起、核心目標、命名理念、建立歷程），以及其提供的職業教育

課程類別。 

 附件一共有兩題課前預習題目： 

 第 1 題包含兩個分題，要求學生從互聯網搜集資料，分別簡述魯班生

平，以及魯班工坊的標識的設計理念，藉以增加相關知識，並培養他

們的自學能力。 

 第 2 題要求利用視頻資料，綜合說明魯班工坊所提供職業教育課程在

海外國家廣受歡迎的原因。學生可從視頻內的受訪者談話獲取相關資

料，該題答案內容有助他們在課堂進一步理解魯班工坊的教學成效。 

程序二：教師檢查課前預習及講授 

 

 教師檢查學生的課前預習，並邀請學生分享預習成果。 

 教師在學生分享後作簡略補充，例如： 

 魯班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工匠，被視為「百工之祖」，備受尊崇。

因此，以「魯班」來命名職業教育學校，實在非常切合學校的性質。 

 魯班在香港同樣受工人敬重，例如每年農曆六月十三日是「魯班先師

誕」，很多從事建築行業的人士，都會在這天前往魯班先師廟參拜，

祈求工作平安順利。 

 派發附件二課堂授課資料，該份附件包括四項資料，教師可利用附件二及

配合個人認識向學生講授，以下為講授重點的建議： 

 資料二和三是與「一帶一路」倡議相關的文件節錄，旨在提供設立魯

班工坊的背景資料。 

 資料二涉及民心相通在「一帶一路」倡議內的合作重點和方向。

教師可指出當中的文化交流、學術往來、人才交流合作等重點，

都與魯班工坊有關，並強調透過這些交流活動，可強化中國與「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友好關係，促進民心相通。 

 資料三是中國教育部發出的文件和相關的教育交流進展，教師可

指出在沿線國家設立魯班工坊，正是在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

發展，加強中外教育交流和合作的背景下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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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四及五為設於不同國家的魯班工坊例子，顯示其實際運作情況。 

 資料四的兩個例子，反映魯班工坊提供的課程及設備配合所在國

家的發展需要，故獲當地教師和學生歡迎。 

 資料五的兩個例子，分別從參照所在國家的學歷資格證書而創建

學歷標準，以及畢業生在當地中資機構的良好表現，說明修讀魯

班工坊提供的職業教育課程，有助畢業後投身當地的勞動市場。 

程序三：學生小組討論及課堂總結 

 

 將學生分組及派發附件三學生小組討論題目，該附件共有三份資料： 

 資料六和資料七都涉及魯班工坊的職業教育課程的成效，但兩者的觀

察角度並不相同： 

 資料六分別引述兩份外國傳媒的報道，第一份報道指出魯班工坊

對當地社會發展大有裨益；第二份傳媒認為魯班工坊為當地企業

帶來好處。 

 資料七是三段訪問魯班工坊的學生和畢業生的視頻，則是從個人

親身經歷，表達他們在魯班工坊求學過程和得着。 

 資料八節錄〈中共二十大報告〉關於中華文明的傳播力和影響力的內

容，重點要求「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 

 學生閱讀資料及瀏覽視頻後，即可開始進行小組討論。工作紙設定了兩題

討論問題： 

 第 1 題要求學生討論資料六的傳媒報道內容，是否資料七的視頻受訪

者亦有類似意見或經歷。該題旨在讓學生結合傳媒報道，以及受訪者

的親身經歷，更全面地認識魯班工坊的職業教育課程。 

 第 2 題屬於綜合資料，並帶有延伸性質的討論，要求學生分析魯班工

坊如何做到資料七提及的「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教師

可視乎學生情況而考慮是否需要給予討論提示，例如魯班工坊可展示

中國良好形象，以及成為傳播中華文化的重要平台。 

 邀請學生匯報討論結果，並結合個人認識及參考工作紙給予的提示，點評

及補充學生的匯報內容。例如： 

 職業教育方面，「一帶一路」各項建設帶動大量人才需求，但沿線部

分國家和地區的職業教育水平有待提高，需要更多相關設施以滿足當

地年青人的職業發展訴求，資料七的視頻正好說明這種情況。 

 傳播中華文化方面，魯班工坊拓寬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

人民學習職業技術的途徑，並在學習的同時感受中華傳統文化的魅

力，有助「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好聲音」。 

 總結課堂教學內容： 

 中國自 2013 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

原則，增強與沿線國家和地區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範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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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提升國家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和影響力的同時，進一步加強中華文

化在海外的傳播。教育層面的交流合作，正是當中的重要環節，魯班

工坊就擔當了職業教育交流的角色。 

 除了魯班工坊外，如課時許可，以及學生對另一個在海外設立的教育

機構孔子學院有所認識，可概略指出兩者的異同。例如： 

 相同之處：兩者都以在中國歷史上有代表性，並且切合教育性質

的著名人物來為學校命名；兩者都負有在海外促進中外文化交流，

讓世界更深入認識中國的使命。 

 不同之處：孔子學院主要教授外國人學習中文和中華文化，而魯

班工坊則以不同範疇的職業教育為重心。  

 教育是培養人才資源和創新能力的重要源頭，也是民心溝通的主要載

體。通過包括魯班工坊在內的教育領域合作與交流，「一帶一路」沿

線許多人民不僅提升了知識和技能，也在個人事業方面找到發展所長

的機會和途徑，令民心相通的成效更為顯著。 

程序四：課後延伸習作 

 

 派發附件四課後延伸習作，要求學生於課後完成。 

 該份習作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2016 年 6 月於中亞國家烏茲別克提出建構

「健康絲綢之路」為切入點（資料九），並提供中國與印尼在中醫藥方面

的合作（資料十），以及一段介紹甘肅中醫藥大學培訓外國中醫藥人材的

視頻（資料十一），期望學生應用在課堂學習所得的知識，轉化處理可同

樣達到民心相通的中醫藥交流合作項目。 

 學生閱讀及瀏覽視頻資料後，回答兩題延伸習作題目： 

 第 1 題要求說明中醫藥如何成為促進民心相通的橋樑，並且令中國與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同時受惠。期望學生完成本題之後，可

以掌握更多涉及民心相通的具體例子。學生需要綜合應用課堂及課後

延伸習作的資料以作回應。 

 第 2 題為學生設計了一個情境，要求他們整理學習所得，再配合從互

聯網搜集回來的資料，以鼓勵一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朋友」

赴華學習中醫。 

 教師可視乎學生的情況而給予提示，例如中國積極推動教育交流

的努力、學習中醫藥的前景和學成後的預期貢獻。此外，亦可參

考來華學習中醫的留學生的事蹟及心路歷程，並予以適當引用作

為鼓勵「朋友」來華學習的具體例子。 

 教師亦可參照校本教學進度及學生學習情況，考慮改寫題目。 

 教師可安排學生於下一課節匯報，或用其他形式分享學生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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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課前預習 

 

資料一：簡介「魯班工坊」及其提供的職業教育課程 

 

    魯班工坊（Luban Workshop）是由天津市原創，並率先推動、組織實施的

職業教育國際合作的項目。魯班工坊將我國優秀的職業技術和職業文化與世界

分享，核心目標是為當地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培養高素質技術人才。 

 

自 2016 年 3 月第一個魯班工坊在泰國成立以來，截至 2023 年 8 月，已在

亞洲、歐洲、非洲等 25 個國家建立了 27 所魯班工坊，提供當地產業發展最需

要的技術，涵蓋鐵路運營、新能源、工業機械人、中餐烹飪、中醫中藥、物流

管理、物聯網等 70 多個專業，為當地的職業教育提供支援，培養了數以萬計

的技術技能人才，從而架起促進中外人文交流、民心相通的重要橋樑。 

         

  魯班是中國在 2,500 年前的傑出工匠和發明家，既是手工業技藝和發明創

造的典範，亦是建築、民用等諸多行業的奠基者，被譽為「百工之祖」。以「魯

班」來為工作坊命名，旨在傳承職業文化、體現技能特質、彰顯工匠精神，並

將創新智慧蘊含其中。 

視頻 A 

標題：「魯班工坊：中國工匠精神走向界」 

（粵語旁白，中文字幕，片長 1 分 39 秒。） 

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cbAg_ZSs14 
 

視頻 B 

標題：「魯班工坊分享中國職教經驗」 

（普通話旁白，中文字幕，片長 3 分 31 秒。） 

網址：https://www.yidaiyilu.gov.cn/p/269958.html 
 

資料來源：綜合及改寫自以下資料 

 〈魯班工坊簡介〉、〈魯班工坊標識〉及〈魯班工坊使命〉。三篇文章均載於魯班工坊官方

網頁。http://www.lubanworkshop.cn/ 

 〈共建「一带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實踐〉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

府網頁，2023 年 10 月 10 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2310/content_6907994.htm 

 〈魯班工坊：助力多國求職者就業 向世界分享中國職業教育經驗〉，河北新聞網，2023 年

8 月 18 日。https://world.hebnews.cn/2023-08/18/content_9056394.htm 

 〈魯班工坊：讓中國職教惠及世界〉，人民網，2023 年 4 月 24 日。

http://finance.people.com.cn/BIG5/n1/2023/0424/c1004-326716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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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習題目 

 

1. 參考資料一，並在互聯網搜集資料及相關圖片，完成下表內容。 

 

A. 簡述魯班的生平事蹟，並舉出兩項相傳是由他發明創造的工藝器械。 

 

 學生可在互聯網找到魯班的生平事蹟，此處從略。 

 

 魯班發明的工藝器械，例如： 

 木工工具：鋸、曲尺…… 

 兵器：攻城用的雲梯、水戰用的鈎拒…… 

 農業機械：石磨、鏟…… 

 

 

 

B. 試在互聯網找尋魯班工坊的標識，將其貼在下方左欄，並簡略在下方右欄

說明該標識的設計理念。 

魯班工坊的標識 標識的設計理念 

 

 

 

 

 

 採用「天圓地方」的中國傳統理念。 

 背景採取把階梯和祥雲集合在一

起，文字部分字體為漢隸。 

 環形和方形之間，採用了祥雲和書

籍結合的圖案，寓意吉祥和學府氣

質。 

 標識的整體形象融合了書法、祥

雲、書籍、階梯等多種與中華文化

相關的元素。 

 

 

標識及設計理念簡介取自魯班工坊的官方網頁 

http://www.lubanworkshop.cn/html/2020/ppjs-lb_0821/1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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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綜合資料一視頻 B 各受訪者的意見，指出兩個魯班工坊所提供職業教育課程

在海外國家受到歡迎的原因。 

 

 

 魯班工坊的職業教育體系不同於其他國家，非常適合當地的需要，有利於

年輕人鍛煉技能，很多國家都可以引用作為開展職業教育的標準。 

 

 魯班工坊結合合作國家的情況而開辦課程，滿足當地發展的需要，因此獲

得支持。例如為了支持印度的工業園和產業發展，魯班工坊和印度的合作

院校商議之後，便朝着培養適合當地發展所需的技能人才而開辦課程。 

 

 魯班工坊將中國最先進的職業教育模式、教學設備帶到合作國家。 

 

 魯班工坊提供的部分專業課程進入了所在國家的國民教育體系，獲得當地

國家層面的認證，有助魯班工坊在當地招收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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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課堂授課資料 

 

資料二：民心相通在「一帶一路」倡議內的合作重點和方向 
 

     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社會根基。傳承和弘揚絲綢之路友好合作

精神，廣泛開展文化交流、學術往來、人才交流合作、媒體合作、青年和婦女

交往、志願者服務等，為深化雙多邊合作奠定堅實的民意基礎。   

資料來源：節錄自《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新華網，

2015 年 3 月 28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3/28/c_1114793986.htm 

 

資料三：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加強教育交流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加強教育合作、共同行動，既是共建「一帶一路」

的重要組成部分，又為共建「一帶一路」提供人才支撐。大家攜手發展教育，

合力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是造福沿線各國人民的偉大事業。中國願意在力

所能及的範圍內承擔更多責任義務，為區域教育發展做出更大貢獻。截至 2023

年 6 月底，中國已與 45 個沿線國家簽署高等教育學歷學位互認協定。 

資料來源：節錄及改寫自以下資料 

 〈共建「一带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實踐〉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

府網頁，2023 年 10 月 10 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2310/content_6907994.htm 

 〈教育部關於印發《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網

頁，2016 年 7 月 15 日。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0/s7068/201608/t20160811_274679.html 

 

資料四：魯班工坊提供的課程及設備配合所在國家發展的例子 
 

 哈薩克位處中亞內陸，對陸路運輸需求很大，但該國缺乏完整的汽車工業

產業鏈，相關人才也較少。近年哈薩克政府又增加了新能源汽車領域的發

展規劃，人才需求就更加迫切。中方設於該國的魯班工坊充分考慮上述因

素，於是開設了包括燃油汽車、新能源汽車、智能網聯汽車三個課程範圍，

還安排學員到中國的汽車工廠和汽車技術研究中心實地考察。 
 

 中亞國家塔吉克受到境內多山的地理環境的影響，城市供暖的需求甚大，

急需城市熱能應用技術專業人才。此外，當地需要升級基礎設施，以及修

路架橋，也要求不少工程測量人才。之前該國學生主要依靠課本來學習技

術，如今透過魯班工坊，學生可以接觸各種儀器設備，學習技術更加方便

快捷。塔吉克技術大學副校長表示，魯班工坊培養的人才，正好配合該國

目前發展，以及將產業升級的迫切需要。 

資料來源：節錄及改寫自以下文章 

 〈中國—中亞人才培養合作按下加速鍵〉，《環球時報》， 2023 年 9 月 9 日。 

 〈弘揚工匠精神 架起民心相通橋樑〉，人民網， 2023 年 8 月 13 日。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3-08/13/nw.D110000renmrb_20230813_2-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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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五：魯班工坊的學歷認證標準及學員表現的例子 

 

 英國魯班工坊中餐烹飪專業，參照英國學歷資格證書的開發流程，創建了

「英國魯班工坊中餐烹飪藝術」學歷標準，為中餐烹飪專業的國際化發展

打下了基礎。截至 2022 年，參加英國魯班工坊課程的人數接近 1,600 人。 

 

 非洲國家埃塞俄比亞一間中資食品公司的行政總裁表示，該公司於 2023 年

招聘了多名經魯班工坊訓練的學生，他們素質很高，工廠內的全自動生產

線很快就能上手，只要再熟悉生產流程，就可以帶班管理 20 至 30 名當地

員工。該名行政總裁同時指出，部分魯班工坊的學生更學會了中文，更容

易理解中國公司的思路，所以樂意加強和當地魯班工坊的合作關係。 

資料來源：節錄及改寫自以下文章 

 〈行走在「一帶一路」上的「魯班」〉，《光明日報》，2023 年 7 月 27 日。

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23-07/27/nw.D110000gmrb_20230727_1-14.htm 

 〈「大家都想赢！」 中非職業教育燃起年輕人的「非洲夢」〉，《環球時報》，2023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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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學生小組討論 

 

資料六：轉述兩份外國傳媒對魯班工坊的報道 

 

 一份尼日利亞華文傳媒於 2021 年 12 月發表文章，讚揚魯班工坊的職業教

育理念及產生的成效，認為魯班工坊向非洲民衆傳授職業技能，重視實踐

經驗，此舉不僅滿足了中國自身在非洲的人力資源需求，也向非洲本土培

養了大量技術人才，成為中國與眾多非洲國家智慧共享的橋樑。更重要的

是，中國向非洲提供了豐富的辦學經驗和重要參考借鑒，有助非洲提升自

身教育水平，對於推動當地的工業化建設和解決就業問題，都大有裨益。 

 

 一份美國傳媒於 2023 年 7 月在其網站發表文章，指出魯班工坊體現了中

國在發展經濟實力的同時，正在擴大本國軟實力的努力。文章報道了一所

位於印尼的魯班工坊，那裏的學生可以在培訓中接觸到新的中國技術和設

備，印尼本地教師也有機會前往中國的職業學校參觀學習，提升技能。參

加過魯班工坊培訓的學生，普遍對於中國在技術上的優勢充滿熱情，並進

而對中國本身也充滿了熱情。 

資料來源：節錄及改寫自以下文章 

 〈尼日利亞華媒：非洲期待更多「魯班工坊」落地〉， 中國新聞網，2021 年 12 月 27 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hr/2021/12-27/9638890.shtml 

 〈美媒：魯班工坊贏得朋友〉， 中國日報中文網，2023 年 7 月 14 日。

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307/14/WS64b0fa00a3109d7585e44f3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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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七：三段魯班工坊學生和畢業生的訪問視頻 

 

視頻 A 

標題：「這才是最好的培訓班！」（訪問就讀埃塞俄比亞

和肯尼亞魯班工坊的學生） 

（英語及當地語言旁白，中文字幕，觀看片段：0:11-2:15。） 

網址： 

http://www.news.cn/world/2021-11/28/c_1128108803.htm 

 

視頻 B 

標題：「『魯班』出海搭建中歐先進技術教育合作平台」

（訪問就讀葡萄牙魯班工坊的學生） 

（葡語旁白，中文字幕，觀看片段：2:57-3:52。） 

網址：http://www.news.cn/2022-12/05/c_1129185441.htm 

 

視頻 C 

標題：「魯班工坊助巴基斯坦青年圓夢工程師」（訪問巴

基斯坦魯班工坊的畢業生） 

（普通話旁白，中文字幕，觀看片段：0:00-1:39。） 

網址： 

http://www.lubanworkshop.cn/uploadfile/video/2022/9%E6

%9C%88/bajisitan.mp4 

 

 

 

資料八：〈中共二十大報告〉關於中華文明的傳播力和影響力的內容 

 

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

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

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全

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

深化文明交流互鑒，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資料來源：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

鬥—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頁，2022

年 10 月 25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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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討論題目（討論時需要一併參考附件一及附件二的相關資料） 

 

1. 資料六兩篇傳媒的報道內容，在資料七的三段視頻受訪者是否亦有類似的意

見或經歷，試加說明。 

 

 

資料六兩篇傳媒報道，提及魯班工坊重視實踐的職業教育理念，以及配合中國

的「一帶一路」建設項目等內容，資料七三段視頻的受訪者都有類似意見或經

歷，例如： 

 

 認同魯班工坊重視實踐教學理念，可以學到有用的專業知識，而且切合當

地社會發展的需要。 

 

 在魯班工坊畢業後容易進入勞動市場，有助解決當地的就業問題，並且有

很多機會學以致用，得以實踐個人理想。 

 

 參加過魯班工坊培訓的學生，對於中國普遍都有良好的印象。 

 

 

 

 

2. 綜合課堂所學，你認為魯班工坊如何做到資料七提及的「講好中國故事、傳

播好中國聲音」？ 

 

 

 協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升職業教育水準，培養專門技術人才，有助

社會經濟發展，普遍獲得所在國家的好評。 

 

 展示中國的良好形象，以及樂意與沿線國家建立友好關係，彼此互利共贏，

體現了中國實踐和平外交政策。 

 

 魯班工坊呈現了中國職業教育重視實踐的特點，並且彰顯蘊含於中國傳統

文化之內的工匠精神。使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在學習

中國職業技術的同時，亦能認識和感受中華傳統文化，成為傳播中華文化

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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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課後延伸習作 

 

資料九：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基礎下打造「健康絲綢之路」 

 

2016 年 6 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亞國家烏茲別克的最高會議立法院發

表演講，表示中國願意同伙伴國家一起，着力深化醫療衞生範疇合作，加強在

傳染病疫情通報、疾病防控、醫療救援，以及傳統醫藥領域互利合作，藉以攜

手打造「健康絲綢之路」。習近平主席將健康作為「一帶一路」的重要部分的

倡議，促進了中醫藥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截至 2023 年 9

月，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建立了 30 個中醫藥海外中心，31 個

中醫藥服務出口基地，為推動民心相通帶來正面影響。 

資料來源：節錄及改寫自以下文章 

 習近平〈攜手共創絲綢之路新輝煌—在烏茲別克斯坦最高會議立法院的演講〉，人民網，2016

年 6 月 23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16/0623/c1024-28470669.html 
 〈第六屆「一帶一路」中醫藥發展論壇舉辦〉，中國新聞網，2023 年 9 月 6 日。 

https://www.chinanews.com.cn/cj/2023/09-06/10073331.shtml 

 

資料十：中國與印尼在中醫藥方面的合作 
 

隨着「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在共建「健康絲綢之路」和國家大力推動

中醫藥發展的背景下，中醫藥成為中國和印尼彼此交流與合作的重要領域。對

於中國來說，印尼乃至東南亞地區，不僅擁有巨大的市場潛力，還可供應中國

企業十分需要的中藥材。 

 

中國和印尼在醫療設施和技術方面，亦不斷加強合作。例如中國和印尼的

高等院校，於 2023 年 2 月簽訂協議，準備在印尼巴里島建立世界級康復養生

基地，將中醫及先進的醫療技術、醫療器械引入巴里島，藉以探索在醫療層面

提升生命素質的新路徑。兩國日後亦將繼續加強合作交流，在中醫藥海外中心

建設、海外品牌傳播、國際合作基地建設等領域開展更多合作項目。 

資料來源：節錄及改寫自〈共創健康絲綢之路醫學新模式〉，《人民畫報》，2023 年 4 月 24 日。

http://www.rmhb.com.cn/zt/ydyl/202304/t20230424_800329344.html 

 

資料十一：甘肅中醫藥大學培訓外國中醫藥人材的概況 
 

視頻：「一帶一路‧零距離：一座民心相通的『健康橋樑』」，

（普通話旁白，中文字幕，片長 3 分 8 秒。） 

網址：http://www.news.cn/world/2023-08/04/c_11297864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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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習作題目（作答時需要一併參考附件一及附件二的相關資料） 

 

1. 中醫藥如何隨着「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和發展，逐漸成為促進民心相通的

橋樑，並且同時惠及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試參考資料二至

三（見附件二），以及資料九至十一，加以說明。 

 

 

 中醫藥逐漸成為促進民心相通的橋樑的過程： 

 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倡議的「五通」之一，包含文化交流、學術往

來、人才交流合作等環節（資料二）。國家教育部在「一帶一路」倡議

提出之後，表示中國願意與沿線國家加強教育交流合作（資料三）。以

上是中醫藥能夠成為促進民心相通的橋樑的基礎。 

 習近平主席將健康作為「一帶一路」的重要部分的倡議，其中包括深化

醫療衞生範疇合作，以及傳統醫藥領域互利合作的環節，進一步推動中

醫藥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發展。中國在沿線國家和地區建

立了中醫藥海外中心和中醫藥服務出口基地，為推動民心相通帶來正

面影響（資料九）。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中國傳統醫藥在世界上搭建起眾多「健康橋

樑」。例如建設海外中醫藥中心或中醫學院，持續開展中醫診療、義診、

教育培訓等工作。此外，眾多來自「一帶一路」的學生前往中國學習中

醫，他們學成回國後，將成為推動中醫藥在海外國家發展的重要助力

（資料十一）。 

 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同時受惠，強化民心相通的成效 

 中國可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取得中藥材原材料（資料十），並且透

過中醫藥傳播而彰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涵，有助講好中國故事，讓

世界從不同角度更深入認識中國。 

 中國醫生前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診症及培訓當地中醫學生，並引入

先進的醫療技術、醫療器械，有助促進當地人民的健康。（資料十及資

料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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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假如你有一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朋友有意前往中國留學，並以中醫為

主修科目，你會提出哪些好處以鼓勵該名朋友來華學習？試就你在課堂及課

後的學習所得，並在互聯網搜集相關資料，加以說明。 

 

 

提示： 

 可從以下數項好處鼓勵該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朋友： 

 中醫藥交流是民心相通的重要環節（「健康絲綢之路」），對各地人民

的健康都有所裨益。 

 中國的中醫教育質量高，來華留學將甚有收穫。 

 中醫治病的效能在國際社會的認受性愈來愈廣。 

 學成回國可服務本國人民，意義重大。 

 增加認識中華文化，擴闊視野。 

 

 參閱來華學習中醫的留學生的事蹟，以下為其中兩個例子： 

 〈首位外籍中醫博士後迪亞拉：魯班工坊讓健康福祉惠及非洲人民〉 

http://www.lubanworkshop.cn/html/2022/rwgs-lb_0105/186.html 

 〈中外留學生看兩會：他鄉亦故鄉 願為中外交流牽線搭橋〉 

https://www.chinanews.com.cn/hr/2022/03-08/9696054.shtml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