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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的若干问题

崔 希 亮

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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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问题的提出

汉语国际教育是一个朝阳产业，也是一项正在迅猛发展的事业，从学校办学的角度看，它

也是一个新兴学科。目前海内外汉语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设立，海外孔子学院的数量也

在不断增加，在读的汉语国际教育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越来越多，各种汉语教材和教学

资源正在源源不断地生产、推广、应用，全球学习汉语的人数也在不断增长，呈现出一派繁荣景

象，有人把它称之为“汉语热”。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必须看到其中存在的一些隐忧和问题，在

“热”的背后做一些冷静的观察和思考。本文拟讨论的问题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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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汉语国际教育发展现状及面临的挑战

２．１汉语国际教育发展现状

汉语国际教育，以前称作对外汉语教学，近年来在海内外蓬勃发展，全球孔子学院和孔子

课堂的数量不断增加，汉语已经进入一些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也有一些私立的语言教育机构

教授汉语课程，这个领域的从业人员队伍不断壮大。到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已在全球１４０个

国家（地区）建立了５１２所孔子学院和１０７３个孔子课堂①。截止到２０１５年９月，全国开设汉

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的高等学校有３６３所，在校生人数６３９３３人。开设专业硕士学位的院校

１０８所，在校生１０１３３人。开设汉语言文字学硕士学位的院校１０４所，开设语言学及应用语言

学硕士学位的院校９５所。招收汉语国际教育博士学位的院校１４所，在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博士点培养汉语国际教育博士的院校３５所（施家炜２０１６），这些院校的毕业生有很多会到汉

语国际教育的岗位就业。从表面上看，汉语国际教育从人才培养到教学研究都在快速发展，每

１
①

作者简介：崔希亮，男，吉林公主岭人，北京大学博士，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副会长，

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电邮：ｃｕｉｘｌ＠ｂｌｃｕ．ｅｄｕ．ｃｎ。

数据来源为孔子学院总部官网。



年一次的全球孔子学院大会与会者都超过１０００人，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员的数量也大幅增

长，截至２０１３年，会员人数已从成立之初１６个国家和地区的２７０余人发展到目前来自６９个

国家和地区的４４１５人②。但是，汉语国际教育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远远不能满足多元化教

学的需要，世界汉语教学对资源的需求空前旺盛，而资源的供给显然跟不上。汉语国际教育的

从业人员良莠不齐，部分教师专业素质亟待提升。孔子学院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

题，这些问题都需要一件一件地解决。为了使汉语国际教育事业有序地发展，有必要对我们所

面临的困难做个梳理，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

２．２汉语国际教育面临的挑战

汉语国际教育面临的挑战很多，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缺乏业务精湛的汉语

教师；第二个是为汉语第二语言教学服务的汉语本体研究（包括语音、语法、词汇、语篇、汉字）
远远不够，教师在课堂上遇到的很多问题无法在既有的本体研究成果中找到答案；第三个是汉

语国际教育的学科定位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因此学术资源的分配无法支撑汉语国际教育这

个学科的发展；第四个是孔子学院的内涵建设还任重道远。在以上这些挑战当中，关键的问题

是高素质的汉语教师的匮乏。因为没有高素质的汉语教师，教学法、教材、基础研究和应用研

究都谈不上（崔希亮２０１０ａ）。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数量增长过快，导致办学质量和管理体系

问题多多，很多院长和教师经过短暂培训即匆忙上岗，不懂专业、不擅管理的现象非常突出。
海外孔子学院到底以语言教育为主还是以文化传播为主的争论也使得一些孔子学院办学目标

不明确。因此，孔子学院的师资力量和孔子学院的管理队伍建设目前是个大问题。
尽管有那么多的院校开设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以培养师资，但是就业的渠道不畅通，国内高

校师资入门的资格在提高，若非具有博士学位很难在高校立足；中小学开设国际班的学校数量

有限，难以消化那么多的毕业生；更有甚者，国内一些省市对非９８５、２１１院校的毕业生采取歧

视政策，也导致一批本专业的优秀毕业生只好无奈改行。海外汉语教师的岗位受限于当地的

移民政策和就业政策，并没有多少岗位对本专业的毕业生敞开，虽然孔子学院吸收了一批志愿

者教师，但是数量有限，而且很多志愿者结束任期之后回国还面临着二次就业的压力。汉语国

际教育专业的毕业生不得不改行从事其他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海外孔子学院需要受过专业训

练的汉语教师，一方面我们培养的汉语教师只有少数人有机会到海外工作，这是一个悖论。在

这种情况下，很多学校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专业思想不稳固，很多学生毕业之后都到其

他领域就业了。这对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发展显然是很不利的。

２．３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定位

汉语国际教育这个学科到底应该归属于语言学呢，还是应该归属于教育学呢？有关这个

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学科定位不清楚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影响到

专业的课程设置。这个问题我们曾有专文讨论，这里不赘述（崔希亮２０１０ｂ）。

２．４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

汉语国际教育作为一项国家和民族的事业理应得到国家的重视，然而，无论是９８５、２１１还

是双一流建设，汉语国际教育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直接后果就是这个专业的发展难以吸

引高素质人才，也难以产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一些非常优秀的人才流失了，尽管业界对汉语

国际教育是一个特殊的学科、汉语国际教育是一个专业、汉语国际教育是一项重要事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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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没有多少异议，但是这个专业在社会上被误解的几率仍然很高，“小儿科”的论调仍有市

场。因此，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是非常重要的。

三　关于孔子学院的内涵建设

３．１发展理念国际化

目前我们处于一个全球化、国际化③的时代，国家之间的边界越来越不清晰，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现象越来越多，国际合作、文化交融、互通有无、利益共享的局面正在形成。孔子学院

的建立就是一个国际合作的结晶。因此，孔子学院的内涵建设首先是观念的国际化。不同的

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管理制度，中国也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管理制度，应该说，我

们的管理制度是很有个性的，这些建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孔子学院要在一个平台上工作，没
有一个统一的理念是很难合作成功的。目前我们工作中遇到的一些矛盾多是起因于文化差异

和制度差异。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因此具有国际化的理念非常重要。国际化理念

具体体现在要有国际视野、要按国际通行的规约办事、要吸收人类文明的养分、要建立人类命

运共同体、要有为全人类服务的意识。

３．２体制机制体系化

目前，全球孔子学院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处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阶段，孔子学院总部正在逐

步探索体系化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对孔子学院进行全面评估的工作也在进行，一些学者也做了

很好的研究（吴应辉２０１１）。以北京语言大学合作建立的１８所孔子学院为例，北美、欧洲、日

韩的孔子学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古巴、土耳其、埃及、巴基斯坦的孔子学院就各有各

的特殊性，我们理解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我们尊重现实。但是从长远来看，管理体制机

制的一体化、体系化是孔子学院发展的必由之路。正如同英国文化委员会、法语联盟、歌德学

院、塞万提斯学院所做的那样，体制机制的体系化是孔子学院内涵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３．３教师队伍专业化

教师队伍专业化是孔子学院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汉语

教学过程中会遇到很多语言问题和文化问题，如果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这些问题是无法让学

习者满意的。教师在汉语知识、中国文化知识、中国社会知识、中国历史知识和教学技能、中华

才艺、外语能力、研究能力等方面要有系统的训练才能应付自如（崔希亮２０１２；崔希亮２０１３；陆
俭明、马真２０１６：７７）。

３．４教学资源信息化

信息化也是一种潮流，现在我们的教师备课、做研究都离不开网络资源，甚至我们的日常

生活都离不开网络，我们购物、出行、导航、共享单车、预约医院等等都在线上完成。很多教学

机构甚至教师个人在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中都积累了很多宝贵的资源，包括语料库、素材库、教

学课件、教学辅助参考资料、教材、教学经验、论文和著作等等，这些教学资源如果能够信息化

并与他人共享，将会促进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进步和教师职业生涯的发展。但是必须有互利

共赢的机制。“全球中介语语料库”项目的建设采取的就是共建共享的模式，这种模式可以互

通有无，互利互惠，大家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建设成果大家共享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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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课程设计规范化

现在不同的孔子学院根据当地的需求开设不同的课程，这是因地制宜、按需设课的必然选

择。低龄儿童、公司高管、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大中小学生、市民、商务人士、政府官员都会选择

附近的孔子学院学习汉语，他们不可能采用同样的课程。然而，第二语言教学有很多共性，课

程设计和教学设计是可以进行规范化操作的。尤其是内容相同的课程，完全可以共享一些资

源，规范化的课程设计对于那些新入职的教师来说无疑可以提供方便。课程规范化不是说一

定要全球孔子学院完全开设相同的课程，使用相同的教材，遵循相同的课程设计。各地的孔子

学院可以根据社会需求开设相应的课程（赵金铭２０１４）。孔子学院总部可以组织一批专家设

计一些核心课程，并提供统一的课程设计范本，供一线教师参考。这样可节省很多人力物力，
也使得孔子学院的教学有所遵循，尤其是对新上岗的教师有所帮助。

３．６教材编写在地化

教材是汉语国际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要素，好的教材对于教师来说就好比前线的

士兵有了精良的武器装备。应该说现在图书市场上出版的教材五花八门，数量不可谓不多，但
是很多老师仍然感到好的教材不可多得。很多老师自己动手编写教材，但是由于经验和资源

有限，教材的质量难以保证。很多人希望能够编写适合当地学习者学习状况的本土教材，我称

之为在地化教材。编教材，看似简单，实则不然。一本好的教材要有先进的教学理论 作 为 指

导，还要有第二语言学习的理论和实践，要循序渐进，语音、词汇、语法的安排和复现要有相关

研究为基础，不能任意安排。

３．７院长生涯职业化

孔子学院院长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一所孔子学院办得好不好，孔子学院院长起的作用非

常大。目前的合作方式是每所孔子学院设两名院长（外方院长和中方院长），这两名院长的关

系在不同的孔子学院有所不同，由于孔子学院设立在海外高校的比较多，需要经常性地与学校

和当地市政厅、社会团体和社区打交道，因此外方院长在很多方面有主导权。中方院长主要负

责教学安排、文化活动安排、预决算、与总部联系沟通、与使领馆联系沟通等工作。双方院长的

合作是至关重要的。一般的情形是这样的，刚到岗的孔子学院院长因为没有经验，情况不熟

悉，往往需要付出一些代价之后才能如鱼得水。目前的做法是，各校派出的孔子学院院长大多

是学校的管理干部，对业务不一定很精通。外语能力也参差不齐。等到他成熟了，对当地情况

熟悉了，他也该卸任回国了。因此，探索孔子学院院长职业化的途径是当务之急。院长在工作

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要让他有用武之地。当然，院长的遴选、晋升要有通道，院长的待

遇要有保障，否则，没有激励和约束机制，既选不到合适的院长，也留不住优秀的院长。

四　汉语国际教育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４．１汉语国际教育的基础研究

汉语国际教育需要面向教学的汉语本体研究。应该说，汉语本体研究的成果已经有很多

了，但是要为汉语第二语言教学服务还需要有一个转化的过程。例如关于“把”字句的研究，检
索ＣＮＫＩ关于“把”字句研究的文献，可以查到４６４１条，仅硕士博士论文就有１０１２条。这么多

的研究成果大多是理论研究，为教学服务的研究不够。因此到现在为止，汉语第二语言教学中

在谈到“把”字句教学的时候仍然把它作为一个难题来处理。可喜的是已经有人认识到这个问

题的重要性，开始着手研究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本体问题（施春宏２００９）。

４



４．１．１面向教学的语音研究

汉语语音在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比较多，但是很难一概而论，不同的学习者出现的问题是不

同的，因此语音教学应该针对不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采取不同的策略。普遍存在的问题有：第
一，汉语语调的问题。很多学习者容易用母语的语调来说汉语，造成所谓的“洋腔洋调”现象。
如何避免洋腔洋调需要深入研究。第二，汉语声调的问题。赵元任先生发明的五度标调法使

我们对汉语声调有了比较直观的认识，但是如果教师没解释清楚也会给我们的教学带来一些

负面效应，一些学习者不知道五度调值是相对音高，也不了解上声其实不是２１４，而更像是个

低平调，如果把２１４都发到位，结果可想而知。第三，连读变调的问题。第一课就学“你好”，两
个上声连读，学生对变调没有概念。连读变调是学习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对所有的学习者

来说都是一个难点。第四，一些辅音和一些元音对某些学习者来说比较困难，这个问题一定要

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

４．１．２面向教学的语法研究

学习者出现语法偏误是很正常的，母语的负迁移作用，其他外语的影响，对汉语语法规则

不了解等等，都会给学习者带来困扰。而汉语语法在很多方面都没有外在的形式标记，这就使

得学习者常常感到无所凭依。主要困难有以下几点：第一，汉语的“了”，无论是动态助词还是

句末助词，都让学习者摸不着头脑。研究者至今也没有一种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的

办法。第二，汉语的量词。什么时候用量词？用什么量词？“我给你一刀”和“我给你一把刀”
有什么不同？这也是学习者头痛的问题。第三，一些特殊句式如“把”字句、“被”字句、“连”字

句、比较句等等，也是学习的难点，学习者有回避使用的现象。第四，多重定语的顺序问题，为

什么说“大圆脸”不说“圆大脸”？第五，词语搭配的问题，为什么说“上厕所，下厨房”？为什么

说“上火车”，不说“进火车”？为什么说“打篮球”，不说“打足球”？不一而足。第六，形式和意

义不对应的问题，如“还不是老样子＝还是老样子”，学习者感到很困惑。第七，情态问题，汉语

有丰富的语气词，它们的意义和用法是很难把握的，他们听到的哥说“好嘞”的时候还以为他们

说“好累”。第八，轻声和儿化的问题。他们搞不清楚什么时候轻声别义，什么时候不区别意

义，搞不清楚什么时候名词应该儿化，“前门”不能说成“前门儿”。第九，汉语介词的泛用和误

用。比如“朝、向、往”三个介词都表示方向，具体怎么用？一些语言的介词比汉语发达，在不该

用介词的地方用了介词，这是非常常见的偏误。框式介词也是容易出问题的地方。语法的问

题特别多，限于篇幅这里不能一一列举。

４．１．３面向教学的词汇研究

词汇是语言学习中的重要内容，有学者做过基于语料库的专题研究（张博等２００８）。汉语

第二语言教学中的词汇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第一，词素搭配问题，学习者错把“同屋”说成

“同房”，错把“茅屋”说成“茅房”的现象屡见不鲜。第二，同义词辨析问题，意义相同或相近的

词有可能词性不同、适用范围不同、搭配不同、感情色彩不同、语用意义不同，在学习中很容易

出错。例如“广大”和“广阔”、“突然”和“忽然”、“雄壮”和“雄伟”、“推广”和“推行”、“打击”和

“击打”等等。第三，词汇的能产性问题，有的词汇可以自由地构成新词，有的词汇不能，学习者

往往会出现很多“生造词”和“仿造词”，如“医人、艺者、写者”等等。第四，离合词的问题。第

五，词义理解问题，例如说“我妈妈没有牛奶”这句话，把“牛奶”错会成“奶”或“乳”了。第六，词
的感情色彩问题，如“能说会道、天花乱坠、拍马屁”都是贬义词，学习者不知道。第七，词汇学

习策略问题，怎样学习词汇效率最高？怎样学习词汇才能记得牢用得对？这些都涉及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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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学习策略。

４．１．４面向教学的汉字研究

汉字是汉语国际教育的拦路虎。很多学习者视汉字学习为畏途。面向教学的汉字研究已

经有不少了，如万业馨（２００９）就做过汉字教学的总体设计，李运富（２０１４）也针对汉字的特点讨

论过对外汉字教学，可见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还是不少的。然而汉字难学的境况依然存

在，我们还需要关注以下一些问题：第一，汉字的家族特性，传统的汉字教学是单字进行的，如

果我们把汉字放在一个家族网络中，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第二，汉字教学是否要语文并进？如

何处理语言和文字的关系？第三，汉字的认知研究。汉字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每一个汉字都

有历史，在汉字教学中，一些教师采用了俗文字学的解释，以此来激发学习者的兴趣，但这不是

最好的办法，还应该从认知上去解释汉字的造字理据，这就需要我们换一种眼光来看汉字。第

四，汉字教学的实验研究，我们需要有实验数据支持的汉字教学研究。

４．１．５面向教学的语篇研究

我们经常看到一篇作文每个句子都是对的，放在一起就不成篇，为什么？因为学习者没有

掌握语篇的技巧。语篇涉及到比句子大的话语单位，对于学习者来说，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注

意：第一，语篇连贯的问题。语篇中的起承转合需要有一些关联词语连缀其中，这样读起来才

会感觉气脉贯通，否则，读者很难揣摩其中的逻辑关系。第二，语篇中的省略问题，二语学习者

往往不知道在一个完整的语篇中什么地方应该省略，所以读起来显得很啰嗦。第三，语篇结构

的问题。汉语的语篇结构是什么样的？不同文体的语篇各有什么特点？第四，书面语表达问

题（孙德金２０１２）。第五，语体问题（冯胜利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４．１．６面向教学的语用研究

语用问题是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它涉及到对语言之外一些因素的把握，如社会文化

环境等。我们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会自动理解一些语用策略，也会很自然地运用一些语用策略，
但是对于那些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来说，问题却不那么简单。具体说来重点有以下

几点：第一，礼貌用语。汉语虽然没有敬体这样的语法形式，但也要注意语言交际中的礼貌用

语，我们的礼貌用语往往表现在词汇的选择上。例如“请你们１２点去学生食堂吃饭”不如“请

各位１２点到学生食堂用餐”好。礼貌是有程度区别的，什么场合、对什么人说话采用什么样的

礼貌用语是很重要的。第二，合作原则。我们的交际活动要顺利进行需要会话双方密切配合，
如果一方不遵守合作原则，会话就很难进行下去。学习者对汉语中的一些“废话”常常感到困

惑，如“你来啦！”“吃饭哪？”，打电话的时候问“你在啊？”路上问“出去啊？”等等，这些话语形式

只是打招呼，没有实在意义。第三，理解言外之意，这个要求有点高，但是在实际的话语交际中

经常会碰到语带双关或者会话含义很清楚的情形，学习者不知所谓。比如说“这人是个小人”，
“是！大人！”听话人对“小人”“大人”完全不解。“我们是打酱油的”“我们是吃瓜群众”初学者

也是一脸茫然。一个日本学生说“老师，我女朋友有了”时，他并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女

朋友怀孕了”。第四，交际策略。学习者要学会使用相应的交际策略使交际顺利进行下去，比

如一场对话如何开头，如何起承转合，如何把握话题，如何避免冷场等等。

４．２汉语国际教育的应用研究

汉语国际教育的应用研究内容很多，也很庞杂，我们在这里举例性地列举一些，仅供读者

参考：第一，各种语料库、素材库的开发和应用；第二，教材研究和教材开发；第三，语言水平测

试和能力测试研究和实测；第四，面向应用的教学法的实验研究；第五，教学环境和教学手段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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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第六，教学大纲和规范标准的制订和推广；第七，面向汉语国际教育的教学工具书的编撰；
第八，虚拟环境教学软件的开发研制；第九，汉语国际教育信息情报的收集整理和服务。

五　结语

汉语国际教育正处于蓬勃发展期，出现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都可以在发展中解决。
“预则立，不预则废”，对于发展中的问题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或者讳病忌医。关于汉语国际教育

亟需研究的课题，我们在这里也只是点到为止，不一定全面，也不一定准确，仅仅是提供一个参

考线索而已。我们希望汉语国际教育事业能够在新时代砥砺前行，为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传播

做出贡献，也为全球范围内的第二语言教学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参考文献

崔希亮２０１０ａ　汉语国际教育“三教”问题的核心与基础，《世界汉语教学》第１期。

崔希亮２０１０ｂ　对外汉语教学与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与展望，《语言文字应用》第２期。

崔希亮２０１２　汉语教师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文化修养，《国际汉语》第二辑。

崔希亮２０１３　说汉语教师的学术自觉，《世界汉语教学》第４期。

冯胜利２００６　论汉语书面正式语体的特征与教学，《世界汉语教学》第３期。

冯胜利２０１０　论语体的机制及其语法属性，《中国语文》第５期。

李运富２０１４　汉字的特点与对外汉字教学，《世界汉语教学》第３期。

陆俭明、马真２０１６　《汉语教师应有的素质与基本功》，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孙德金２０１２　《现代书面汉语中的文言语法成分研究》，商务印书馆。

施春宏２００９　《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概说》，北京大学出版社。

施家炜２０１６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问题和发展方向，《国际汉语教育》第１期。

万业馨２００９　略论汉字教学的总体设计，《语言教学与研究》第５期。

吴应辉２０１１　孔子学院评估体系研究，《教育研究》第８期。

张　博等２００８　《基于中介语语料库的汉语词汇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赵金铭２０１４　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现状与教学前景，《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５期。

Ｓｏｍ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ｕｉ　Ｘｉｌｉ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ｓ　ａ　ｃａｒｅｅｒ　ｏｒ　ａ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
ｐｉｎｇ　ｆａｓｔ，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ａｎ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ｕ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ｅ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ｉｔ　ｏｆｆｅｒｓ　ｓｏｍ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崔希亮　１０００８３　北京语言大学）
（责任编辑　李先银）

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