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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 11 期 汉语国际教育教学研究论文

摘编

【编者按】为更好地服务学校教学，引导教师了解教学研究最新动态，借鉴

高水平研究成果，促进教师教学研究能力的提升，改革教学方法，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图书馆联合教务处推出高水平教学研究论文系列摘编。本期特推出“汉语

国际教育教学研究”专题，以期为学校汉语国际教育教学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与

启示。

汉语国际教育的若干问题

崔希亮

【摘要】汉语国际教育作为一项事业和一个专业都在快速发展，但是在发展的过

程中面临着许多实际问题。本文主要就汉语国际教育发展现状及面临的挑战、孔

子学院内涵建设、汉语国际教育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等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孔子学院建设；基础研究；应用研究

【作者简介】崔希亮，男，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校长，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语言学会常

务理事，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市语言学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

汉语语法和汉语熟语。

【原文出处】《语言教学与研究》（北京市），2018(01):1-7.

【中国知网被引次数】61 次

【中国知网下载次数】3608 次

【阅读原文】

汉语国际教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崔希亮

【摘要】当前，人类社会面临各种威胁，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倡议

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积极响应。汉语国际教育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

应该有所作为。这是由汉语国际教育的使命和性质决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

念不仅为汉语国际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也为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注入了动力，

提供了更友好的外部环境。因此，汉语国际教育要在新时代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服务，为人类贡献中国智慧。

汉语国际教育原文/汉语国际教育的若干问题_崔希亮.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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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智慧

【作者简介】崔希亮，男，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校长，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语言学会常

务理事，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市语言学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

汉语语法和汉语熟语。

【原文出处】《世界汉语教学》（北京市），2018,32(04):435-441.

【中国知网被引次数】32 次

【中国知网下载次数】3769 次

【阅读原文】

从英语国际教育到汉语国际教育:反思与建议

文秋芳

【摘要】本文借鉴国内外英语国际教育发展的特点，集中讨论有关汉语国际教育

有争议的三个议题:（1）专业设置层次与招生对象；（2）国别化教材编写；（3）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笔者就这三个议题提出三点建议。第一，我国汉语

国际教育需逐步取消本科专业，控制扩大硕士点，增加博士点，提升硕、博士点

的质量；招生对象从以中国学生为主转为以外国留学生为主。第二，国别化教材

应主要由当地学者负责编写，我国学者或出版社不应越俎代庖。第三，根据语言

与文化之间可分度的强弱，语言文化教学采用不同策略。

【关键词】英语国际教育；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教材；语言文化

【作者简介】文秋芳，女，1950 年生，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

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二语教学、教师发展和国家语言能力等。

【原文出处】《世界汉语教学》（北京市），2019,33(03):291-299.

【中国知网被引次数】27 次

【中国知网下载次数】3398 次

【阅读原文】

目标设定、路径选择、队伍建设:新时代汉语国际教育的重新认识

胡范铸 陈佳璇 张虹倩

【摘要】语境制约行为，目的决定过程。在新时代语境下重新考察汉语国际教育

汉语国际教育原文/汉语国际教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_崔希亮.pdf
汉语国际教育原文/从英语国际教育到汉语国际教育_反思与建议_文秋芳.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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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应该是以汉语的国际教育推进跨文化理解、跨文明互鉴、“民心相通”，

进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考察新时代汉语国际教育的路径，就需

要从以教育者为中心转向以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共识为中心，从以语言教学为中

心转向以语言教学和语言服务结合为中心。而要满足这些要求，就意味着对汉语

国际教育的学科属性和队伍建设应按“汉语+N（多种学科）”的思路加以重新认

识。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命运共同体；获得感；汉语+N

【作者简介】胡范铸，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国

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主任，《当代修辞学》编委会主任，新疆“中亚汉语国际教

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中国修辞学会执行会长。陈佳璇，

广东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汉语国际教育系主任，校学术委员

会委员。张虹倩，华东师范大学“晨晖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话语生态研究

中心研究员，《中国修辞》编辑部主任。

【原文出处】《世界汉语教学》（北京市）2018，32(01):3-11.

【中国知网被引次数】30 次

【中国知网下载次数】2309 次

【阅读原文】

“一带一路”新形势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改革与发展模式构想

张亚蓉

【摘要】“语言先行”是“一带一路”倡议正常运行的重要手段及环节，是扫清

“一带一路”建设中语言障碍的重要助力。加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汉语

国际教育，可以为“一带一路”倡议实现预定目标打开语言通道，但目前国内该

专业的培养模式针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区域化”特点不突出，未能体现出这

些学习者的认知特点和学习需求。本文从“一带一路”起点陕西省的汉语国际教

育现状出发，探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培养模式所呈现的优势及不足，建议从内

向型自主发展向外延式联合培养模式转型，推进“教育现代化”；充分发挥“一

带一路”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的政策优势；发挥各高校自身的专业优

势，以期培养大量能娴熟进行汉语国际教育的从业者。

【关键词】一带一路；汉语国际教育；培养模式

汉语国际教育原文/目标设定_路径选择_队伍建设_新时代汉语国际教育的重新认识_胡范铸.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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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亚蓉，女，甘肃兰州人，西北大学讲师，语言学博士，从事汉语

史及汉语国际教育研究。

【原文出处】《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陕西省西安市），2018，

48(06):142-150.

【中国知网被引次数】20 次

【中国知网下载次数】1517 次

【阅读原文】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汉语国际教育:现状、问题及对策

安亚伦 段世飞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赋予了汉语国际教育新的发展机遇和新的使命，

但是目前国家推广汉语国际教育的行动才刚刚开始，尚处于摸索阶段。为了更好

地推进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发展，根据我国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现状与特点，新形

势下汉语国际教育发展的具体对策应该是:汉语国际教育应该坚持“请进来”和

“走出去”的发展方针；完善孔子学院的立法与制度建设；积极探索新的汉语教

育模式；坚持在政府主导下，充分发挥非营利组织和企业在汉语国际教育中的作

用。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汉语国际教育；孔子学院；中外留学

【作者简介】安亚伦，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段世飞，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湖南省长沙市），2018，

17(06):45-52.

【中国知网被引次数】22 次

【中国知网下载次数】2829 次

【阅读原文】

“互联网+”背景下的汉语国际教育与文化传播

张会 陈晨

【摘要】智能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探索利用新技

术创新汉语国际教育和文化传播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介绍了“互联网+”背

景下移动通信、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在汉语国际教育中的应用现状和潜力，

汉语国际教育原文/_一带一路_新形势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改革与发展模式构想_张亚蓉.pdf
汉语国际教育原文/_一带一路_倡议下的汉语国际教育_现状_问题及对策_安亚伦.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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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习方式、学习环境、教育评价和管理方面分析了智能技术对汉语国际教育和

文化传播的影响，指出了技术在宏观决策、资源共享、教学模式创新、师资培养

中可应用与研究的空间。

【关键词】“互联网+”；汉语国际教育；文化传播；人工智能

【作者简介】张会，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汉语国

际教育、汉语言文字学； 陈晨，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

现代教育技术与对外汉语教学。

【原文出处】《语言文字应用》（北京市），2019(02):30-38.

【中国知网被引次数】13 次

【中国知网下载次数】1786 次

【阅读原文】

“一带一路”背景下东盟国家汉语教育发展研究

洪柳

【摘要】随着中国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汉语

热的浪潮。汉语是中华文化的承载基础，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中国与东盟国家

毗邻，各项合作往来频繁，"一带一路"倡议下，东盟国家对汉语的需求更显热切。

东盟国家汉语教育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高国家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东盟国家汉语教育主要存在着汉语国际教育推广工

作不够全面、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不够深入、汉语教育国际影响力仍需扩大、国

际汉语教师匮乏、汉语教材体系不完善、学科专业特色不明显、职业吸引力不强

等问题。为此，应建立和完善华文教育政策，深化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扩大汉

语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加强国际汉语教师队伍建设，开发和优化国际汉语教材体

系，突出优势学科和专业特色，增强职业吸引力，加强汉语国际推广，培养高素

质国际汉语人才，满足国家的需要。

【关键词】“一带一路”；东盟汉语教育；汉语国际推广；国际汉语人才

【作者简介】洪柳，女，江西玉山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广西师范

学院教科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经济、高等教育、教师教育研究。

【原文出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河北省石家庄市），2018，

20(02):110-118.

汉语国际教育原文/_互联网_背景下的汉语国际教育与文化传播_张会.pdf
汉语国际教育原文/_互联网_背景下的汉语国际教育与文化传播_张会.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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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网被引次数】11 次

【中国知网下载次数】1571 次

【阅读原文】

附：引用次数或下载次数较高的其他部分相关文献

[1]钟英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水平评估的方向和质量导向[J].天津师范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1):2-6.

[2].“新冠疫情下的汉语国际教育:挑战与对策”大家谈(下)[J].语言教学与研

究,2020(05):1-16.

[3]刘英林,李佩泽,李亚男.汉语国际教育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全球化之路[J].世

界汉语教学,2020,34(02):147-157.

[4]任晓霏.汉语国际教育硕士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体系[J].社会科学

家,2018(12):146-151.

[5]郭晶,吴应辉.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水平评估指标体系初探[J].教育研

究,2018,39(11):99-104.

[6]王若江.汉语国际教育修订教材评析——以《跟我学汉语》第二版为例[J].

华文教学与研究,2018(03):18-23.

[7]司新丽.试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跨文化传播素养培育——以文学课程为例

[J].教育研究,2018,39(01):126-131.

[8]李宇明,李秉震,宋晖,白乐桑,刘乐宁,吴勇毅,李泉,温晓虹,陈闻,任鹰,苏英

霞,刘荣艳,陈默.“新冠疫情下的汉语国际教育:挑战与对策”大家谈(上)[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20(04):1-11.

[9] 赵 杨 . 汉 语 国 际 教 育 学 术 话 语 权 构 建 [J]. 世 界 汉 语 教

学,2019,33(04):435-442.

[10]王静.“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新疆高校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创新发展的

思考[J].民族教育研究,2018,29(01):137-144.

说明：被引、下载次数统计时间截止到 2021 年 6 月 27 日。

汉语国际教育原文/_一带一路_背景下东盟国家汉语教育发展研究_洪柳.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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