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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视域下“汉语+职业素养”
国际中文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蔡 颂、沈 敏、张 红、朱池凤、李 斌

唐贤清、蒋湘平、邓 敏、周 炯、陈 晖

燕道成、曾丽娟、刘清平、金 鑫、郭 笑

本成果团队所在地湖南长沙，是连续 12 届“汉语桥”

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和首届国际中文教育大会举办地。成果

所在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拥有 60 余年国际中文教育史，是教

育部“来华留学示范基地”“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和国

务院侨办“华文教育基地”，拥有在全国率先实施境内外同

时办学的国际学生汉语言专业，学科整体实力位居全国前列。

近十年来，成果团队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为目标，大力

推进“汉语+职业素养”国际中文教学综合改革，探索形成

了“汉语+教育”“汉语+新闻传播”“汉语+旅游”等“一专

多向”的复合型国际中文人才培养体系，为 42个国家培养

近 3000名复合型中文人才,其中 300余人成为海外中文学校

校长。

本成果对国际中文教学综合改革具有重要示范作用，曾

获第十三届湖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相关成果获省

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3项。成果团队涌现出国家“万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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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

才、教育部汉语国际教育教指委委员、湖湘青年英才等一批

教学名师，获批国际合作项目 2项，国家级教学、科研项目

15项，教育部、国务院侨办国际中文教育项目 32项，国家、

省级一流课程 5 门，主编规划教材 38 册，出版教研著作 7

部，发表教研论文 30余篇。师生获奖 100余人次。

成果的实践与推广受到我国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以

及澳大利亚时任总理艾伯特、牙买加时任总理戈尔丁等国家

领导人的关注与肯定。海内外媒体 90 余次报道相关人才培

养工作，有效提升了我国汉语教育国际影响力。成果构建的

国际中文教学综合改革模式被海内外 30 余所高校借鉴和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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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和改革的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

好走出去。”推进中文国际传播是实现中华文化更好走出去

的重要途径。在 2022版学科专业目录中，“国际中文教育”

成为独立设置的专业学位类别，与一级学科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世界各国对既通晓

汉语，又具备良好职业素养的复合型国际中文人才的需求越

来越迫切。以汉语言专业为主体的国际中文人才培养改革必

须回应时代需求，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及我国国际传播能

力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一）研究和改革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1. 必要性

（1）国际人才市场需求是国际中文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的外部推力。在“一带一路”建设大背景下，纯语言人才不

能满足国际人才市场需求，既有扎实汉语能力，又具备良好

职业技能素养的复合型国际中文人才更具市场竞争力，更契

合市场需求。

（2）新文科建设要求是国际中文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

内部动因。新文科建设要求我国的文科专业发展紧跟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实现传统文科与其他学科专业的

深度交叉融合。构建“汉语+”人才培养体系是新文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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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在国际中文人才培养方面的落实与体现。

2. 可行性

（1）培养平台强。成果所在单位拥有 60余年国际中文

教育史，是教育部“来华留学示范基地”“国家语言文字推

广基地”和国务院侨办“华文教育基地”。学科整体实力位

居全国前列。

（2）改革实施早。成果所在单位的国际学生汉语言专

业自 2009 年获批招生开始，一直在探索与专业学院深度合

作的“汉语+职业素养”交叉融合培养模式，是我国率先走

出国门实施境外办学的本科专业。依托汉语言本科教育，辐

射语言生教育和非汉语专业国际学生教育，大力推进面向

“一带一路”的“汉语+职业素养”教学改革，形成了“汉

语能力为体，职业素养为用”的国际中文人才培养新模式。

（二）研究和改革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1. 解决重语言教学、轻职业素养的问题。我国汉语言专

业人才培养存在重视汉语教学、忽略职业素养的不足，体现

为职业素养课程设置薄弱，专业学院介入力度不够，实习实

践的“职业性”难以落实等。

2. 解决重课堂教学、轻实践体系的问题。我国汉语教学

主要依赖课堂，语言教学的实践性未得到充分保障，课内课

外链接的多维立体实践教学体系亟待构建。

3. 解决重来华留学、轻境外办学的问题。我国汉语言专

业极少“走出去”办学，多限于招收来华留学生，依托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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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就地培养国际中文人才的模式尚未充分展开。

二、研究和改革的实践

（一）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

1. 研究方法

本成果在研究过程中综合采用了文献法、调查法、观察

法、实验法等多种教学研究方法。

2. 研究过程

本成果研究过程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探索初创阶段（2009~2012）。2009年开始，初步

提出“汉语+”教改设想，并在学院汉语言专业小规模来华

留学教育中进行探索、酝酿。

（2）教改实践阶段（2013~2017）。2013年开始，教改

实验及研究全面铺开，从来华留学扩展到境外办学，从汉语

言专业辐射到非汉语言专业，完成教育教学方案研制，并发

表系列教改论文。

（3）检验提升阶段（2018~2022）。2018年开始，将成

果应用范围从本校推广到暨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俄罗斯

喀山大学、美国南犹他大学等海内外高校，进一步修正、完

善教改方案，凝练教改经验。

（二）教育教学方案

本成果通过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优化实践教学体系、深

度融合信息技术等路径，有效解决了国际中文人才培养“三

重三轻”的教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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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夯实职业素养

（1）课程耦合。贯彻 OBE 理念，构建“基础汉语+职

场汉语+职业技能+中华文化”四大板块课程集群。一、二年

级聚焦汉语能力培养，三年级根据职业方向分流。指向职业

素养的职场汉语、职业技能课程保持在 35%以上。

（2）协同培养。国际汉语文化学院负责基础汉语、职

场汉语及中华文化课程教学，教育、商学、旅游、新闻传播

等相关专业学院负责职业方向课程教学，且深度参与人才培

养全过程。通过协同培养机制保障职业知识、能力目标的达成。

（3）需求导向。人才培养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为

重点，对接沿线不同国家不同需求。应马来西亚、印尼、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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挝等东南亚国家需求，培养“汉语+教育/旅游/金融/新闻传播”

复合型中文人才 800余人。

2. 构建“四位一体”实践教学体系，提升语言能力

以“现代技术赋能，课内课外链接，语言文化融通”为

总体思路，构建“四位一体”实践教学体系：

（1）课堂教学实践。围绕课堂教学重点内容在真实情

境中的拓展延伸，设置实践课程。在教学计划中，汉语课程

都设置了一定实践课时。

（2）课外语言实践。设置常态化课外语言实践活动，

包括湖湘文化考察、经典诵读、中文演讲、世界文化周等。

在同类专业中首次将语言实践作为专业必修课设置，并制定

语言实践大纲。

（3）专业综合实践。按照分类指导原则，要求专业实

习既与汉语相关，也与专业方向相关，在实践中落实“汉语

+职业素养”培养理念。

（4）虚拟仿真实践。将虚拟仿真技术与汉语教学内容

深度融合，开发国际中文教育 VR情境化语言实践虚拟仿真

实验，为学生提供运用、操练汉语的虚拟场景。通过汉语国

际教育云平台、课堂派等助力教学改革，提升教学及管理效能。

3. 拓展境外办学方式，就地培养中文人才

本成果在全国率先实施了“走出去”就地培养学历型国

际中文人才的境外办学。面向印尼举办汉语言专业境外办学

项目，在雅加达、日惹、巴淡等 7个城市设立海外教学点，

就地培养复合型中文人才 600余人。依托教育部、国务院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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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外派教师项目，为菲律宾、泰国、法国、巴西等 18 个国

家就地培训中文骨干教师、校长 1800 余人。开发“湖湘汉

语课堂”等在线开放课程，远程培养国际中文人才 500余人。

在境外办学实践中探索形成的多元集成教学模式，受到国际

中文教育界高度评价。

（三）实践成效

1. 国际中文人才培养成效显著

本成果培养了近 3000 名复合型国际中文人才，辐射新

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印度、俄罗斯、法国等 42

个国家。毕业生就业率 100%，且 100%从事与汉语或中国相

关工作。其中 300余人成为海外中文学校校长。《国际日报》

认为，因为湖南师大的人才培养，“印尼华文教师队伍建设

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近五年，学生获各级各类竞赛奖励 70 余人次，其中省

部级以上奖励 50余人次，包括全国大学生演讲比赛一等奖、

全国“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赛一等奖、“汉语桥”全球外

国人汉语大会银奖等。

2. 教学科研及智库成果丰硕

教学成果获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 1项、一等奖 3项。教

师荣获“首届全球华文教学微课大赛”团体一等奖、湖南省

“名师示范课”一等奖等。团队涌现出国家“万人计划”哲

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教育部汉语国际教育教指委委员、湖湘青年英才等教学名师，

主编规划教材 38册。“演讲与口才”“现代汉语”“国际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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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虚拟仿真实验”等 5门课程被认定为国家级、省级一流

课程。

以扎实的科研促进教育教学理论创新。团队获批国际合

作项目 2 项，国家级教学、科研项目 15 项，教育部和国务

院侨办国际中文教育项目 32项。在《中国社会科学》《世界

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Journal of Pragmatics》等高

水平期刊发表教研论文 30 余篇；在商务印书馆、人民日报

出版社等出版教研著作 7部。4 份智库报告获省部级以上领

导肯定性批示，并获评“湖南省十大金策”“中国智库索引优秀

成果奖”等。

3. 海内外影响广泛

成果在俄罗斯喀山的推广，获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肯

定。成果团队在澳大利亚、牙买加的教学和交流，获澳大利

亚时任总理艾伯特、牙买加时任总理戈尔丁的高度赞赏。中

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国内媒体，《欧洲时报》《联合早

报》等海外媒体，90余次报道相关人才培养成效，有力提升

了我国汉语教育国际影响力。

成果单位被评为“来华留学生眼中的十大名校”。哈佛

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世

界名校来校交流国际中文教学经验。成果团队在第一、二、

三届全国外派教师工作会议上连续 3年作先进典型发言。本

成果被暨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大学、俄罗斯喀山大

学、韩国圆光大学、印尼玛中大学等海内外 30余所高校借

鉴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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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之处

（一）教育理论创新

本成果团队发表的系列教研成果，对推进我国国际中文

教育理论创新具有重要贡献。它实现了国际中文教育从纯语

言教育到语言与职业素养教育融合的模式转型，从理论上回

答了“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国际中文教育应该“培养什么

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等重要问题。

（二）办学方式创新

本成果在我国率先实践了汉语言专业“走出去”的境外

办学方式。从来华留学到境外办学的拓展，是汉语教育国际

化的新探索。在境外办学实践中探索形成的“远程指导+当

地辅导+集中面授+就地实践”多元集成教学模式有效整合了

境内外办学资源，对同类专业走出国门办学具有重要示范作用。

（三）培养机制创新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与相关专业学院之间“汉语+职业素

养”的协同培养机制，建构了复合型国际中文人才培养模式。

协同机制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如培养方案制订、课程教学、

实习实践等各环节均有专业学院深度参与。该模式是新文科

交叉融合理念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生动实践。

（四）课程体系创新

基于产出导向理念构建的“基础汉语+职场汉语+职业技

能+中华文化”四大板块课程集群创新特色突出。基础汉语

课程着力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职场汉语依据专业方向开

设，如商务汉语、医学汉语等。职业技能课程保障“+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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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目标达成。中华文化课程增强学生中华文化理解力和

认同感。“四位一体”实践教学体系，丰富了汉语作为第二

语言的教学、习得理论。

（五）方法手段创新

成果团队在国内首次研发“国际中文教育虚拟仿真实

验”，创造性解决了身处海外或疫情之下的汉语学习者缺乏

语言实践环境的问题。成果团队创建汉语国际教育云平台，

满足了学生利用信息化手段进行个性化学习的需求。成果团

队研发的教学软件“语宝标注”，由教育部向全国推广使用，

并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中得到广泛应用。部分课程率先

引入 Seminar教学法，建构“双讲—讨论式”教学模式，为

国际中文教学提供了新思路。

四、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之处

本成果的研究、实践与推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有待

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实现从“汉语+”向“+汉语”的拓展。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以职业技能素养为核心，

辅以较强汉语能力的国际人才需求将越来越大。“路桥+汉

语”“物流管理+汉语”“酒店管理+汉语”“能源技术+汉

语”等覆盖更多职业领域的“+汉语”国际人才培养有待本

成果进一步转化、深化、细化，以更好回应“一带一路”建

设和中华文化走出去对国际中文人才培养的新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