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内外高校的应用及推广

暨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侨大学等

20多所高校借鉴并采纳了本团队“汉语+职业素养”复合型国际中文

人才培养模式。











本成果教学团队参与了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来华留学生培养

方案的制定，方案贯彻了“汉语+职业素养”的创新型培养理念，实

施后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反馈。



团队成员在加拿大推广“汉语+”培养模式。



团队成员在瑞士推广“汉语+”培养模式。

团队成员在美国南犹他大学孔子学院推广“汉语+”培养模式。



汉语言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修）订论证报告



一、论证会议简况

汉语言专业培养方案论证会议采用腾讯会议线上进行。

会议时间：

9月 27日下午 3:00

评议专家：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学院 潘先军 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左双菊 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李文浩 教授

参与人员：

副院长 沈敏

系主任 曾丽娟

教务办主任 高慧文

二、论证要点

湖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2021版）》是在多次论证与修

订的基础上完成的，已经较为完善，具有鲜明特色且完全符合专业培养性质与要求，

可以在教学实践中予以实施。

此版培养方案的主要特色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培养目标定位明确，突出了“汉语+职业素养”培养方向，特色鲜明。

随着时代发展，当今的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主题就是要改变过去单纯的“语言+文

化”教学框架与培养模式，强调实践与应用，尤其是在学历教育阶段，“汉语+职业

素养”就是其中非常受关注的培养倾向。此版培养方案在培养目标上明确提出了要

在汉语能力培养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和从事相关职业的应用能力，

强化了“劳动教育”色彩，培养定位明确，特色突出。

第二，培养理念与路径的针对性强，达成目标的可行性高。培养方案将培养人

才的职业指向明确为“国际汉语教学或与中国相关的新闻传播、旅游管理”三个领

域，这三个领域都是由“汉语言专业”包含的“中文”“中国”两个基本元素衍生出来的，



也与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大形势密切关联，确定这三个领域或行业作为

定向培养目标，具有前瞻性的同时，针对性色彩非常浓厚。从培养的具体要求与课

程设置来看，起点与要求都较高，因其具体实施中，培养的对象主要是马来西亚的

华裔，而且他们已经具有良好的汉语基础（入学时达到 HSK5 级），所以培养方案

的实施对象也是具有针对性的，无论是培养方案的设计还是实施对象，培养方案的

针对性都是非常突出的，可以说是“量身定制”，所以达成培养目标的可能性极高，

是完全可行的。

第三，课程体系设计规范、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课程涵盖了语言基础课程、

通识课程、专业方向课程、专业实践等几大部分，专业方向课程又区分为三大专业

板块，且三大板块基本均衡，又覆盖了相关领域的主要方面，既体现了专业性（本

科专业）、阶段性（语言基础阶段+专业方向阶段）、主体性（汉语言），也突出了“汉

语+职业素养”的培养特色，非常实用且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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