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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应应用用用型型型本本本科科科高高高校校校汉汉汉语语语国国国际际际教教教育育育专专专业业业定定定位位位与与与发发发展展展思思思考考考

——以以以华华华东东东地地地区区区高高高校校校为为为例例例

张田田, 孟昭上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国际交流学院,上海 201209)

摘 要: 应用型本科高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应结合所在区域的地理位置、经济特色,利用学校的优势学科,实现资

源的合理配置,突出人才培养的应用型和个性化特点,形成错位竞争,走出一条具有应用型本科高校特色的汉语国

际教育专业发展道路。其总体发展方向应与国家政策相一致、与地区发展相契合、与学校定位相匹配。具体途径有

以下 4个方面: 设定 “外语 (英语和第二外语)+国际化 +实用型” 的人才培养目标;高度整合资源,细分培养方案;构

建动态的、连续的实践教学环节;拓展海外实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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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the Ori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Major in Applied Universities

—— Taking Universities in East China as An Example
ZHANG Tiantian, MENG Zhaosha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Shangha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

Abstract: The major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geograph-

ical location and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ion, utilize the dominant disciplines of the school, highlight the application and

individualized characteristics of talent cultivation, form a dislocation competition, and embark on a characteristic of applied under-

graduate colleges. Its overall development direction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national policies, compatible with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matched with school positioning. There are four specific ways: setting the goal of “foreign language (English and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 internationalization + practicality”; integrating resources and subdividing cultivating program; building dynamic and con-

tinuous practical teaching links; expanding overseas practice b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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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细分为

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和研究生专业,本文讨论的

是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招收对象也以中国学生

为主) (原对外汉语专业)是为了适应国家经济文化

发展和改革开放需要应运而生的专业,是一个非常

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在设立之初曾出现过粗放型

增长,全国地方高校纷纷申办该专业,但申办后却没

有结合学校所在地的人文、地理环境以及本校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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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明确该专业的发展定位和人才培养模式。近

10 年来, 学界逐渐注意到这一问题, 除了将专业名

称从 “对外汉语”改为 “汉语国际教育”,明确了专业

的内涵和外延外,还对该专业的发展方向做出了展

望 [1-2];同时还有不少学者 [3-7]或从宏观上把握该专

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或结合所在学校的做法从微观上

探讨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搜

索,笔者发现探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应用型本科

院校的定位与发展的论文不多,但这方面的确值得

挖掘和深思。一是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内涵建设越来

越受到重视,同时这类高校中有不少已设立汉语国

际教育专业;二是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定位与汉语国

际教育专业的特点高度一致,该专业在此类高校中

有较好的发展潜力。本文首先梳理汉语国际教育专

业的发展概况,接着分析该专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存

在的问题,指出该专业的特点与应用型本科高校的

定位高度一致,并着重探讨应用型本科高校汉语国

际教育专业发展的具体途径。

1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发展概况

“汉语国际教育” 专业原名 “对外汉语” 专业,

1985年全国第一批开设该专业的高校仅有 4所,分

别为北京语言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

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提

升,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也得到了迅猛发展。为适应

新形势发展, 2008年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增设

对外汉语专业, 当年开设这个专业的高校就有 138

所 [8]。2009∼2011年全国设置该专业高校有所回落,

连续 3年低于 20所。到了 2012年又开始有所上升,

2012年和 2013年连续两年又超过了 20所 [9]。截至

2012年底,全国共有 342所高校开设了汉语国际教

育专业。从 2013∼2017年,每年都有新增该专业的

高校, 2013年新增 17所, 2014年新增 4所, 2015年

新增 19所, 2016年新增 12所, 2017年新增 9所,该

专业的开设为我国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和汉语推广与

传播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国际地位、

经济实力以及开放程度有直接关系。随着我国对

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和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特别是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一带一路” 伟大构想以来, 打

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深入人心,全球 “汉语热”持

续升温,笔者相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会迎来新的发

展机遇。

2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发展中的问题

2.1 原先的专业名称与该专业特点的匹配度不够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确立之初用的是 “对外汉

语” 这一名称, 直至 2012 年, 教育部颁布的《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 (2012 年)》(以

下简称《专业目录》)才将对外汉语专业与中国语言

文化、中国学专业正式合并更名为汉语国际教育专

业。本科专业的名称应准确界定该专业的内涵和外

延, 概括出该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反映出该专业

课程体系性质。从 “对外汉语” 到 “汉语国际教育”

的转变,一是表明国家更加注重汉语推广力度,该专

业培养的学生应具有推广和传播汉语的能力,该培

养模式可以加快汉语从 “请进来”到 “走出去”的转

变; 二是扩大了教学对象的范围, “对外汉语” 这一

概念是从国内视角出发,对外国留学生进行的汉语

教学,实际上,该专业的招收学生不仅仅是外国留学

生,还有很多是想从事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的中国

学生,特别是笔者研究的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招

生以中国学生为主;三是更改名称体现出该专业的

“国际化” 特点, 同时也表明汉语教学将向大众化、

普及型、应用型教学转变,这一点从教育部颁布的

《专业目录》中也有所体现;四是教授内容从以普通

话和中国文化为主逐渐过渡到重视区域语言变体与

本土文化, 特别是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 汉语国

际教育更应重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关文化

特色。“汉语国际教育”这一名称不仅对教学内容、

教材有新的要求,对教师的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希望汉语教师能够具备双语能力和跨文化交际

视野。

随着专业名称的更改,该专业更适合设置在国

际教育学院或对外汉语学院,而非按照传统做法设

置在文学院或外语学院。

2.2 专业特点与部分高校的办学特色吻合度不高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设立之初,随着全球 “汉语

热” 持续上升和全球汉语教师缺口增加, 该专业得

到了迅猛发展, “但由于对汉语学科性质认识不是很

清醒,因此未能就增设该本科专业的条件做出明确

规定,结果出现一拥而上的状况,一些没有条件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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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也纷纷增设了这一本科专业。” [8] 这一结果直接

导致不少地方院校纷纷效仿较早开设该专业的 4所

重点高校的办学模式,走研究型发展道路,沿用老牌

的培养模式和培养方案,以培养高素质的国际汉语

教师为主要抓手,但限于学校影响力、教学资源、地

理位置等因素,地方院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大同小

异,缺乏特色同时也缺乏竞争力,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的定位和发展成了最大问题,特别是在一些应用型

本科高校里, 该专业定位不清、走向不明的问题更

加严峻。

3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特点与应用型本

科高校办学定位高度一致

笔者认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特点与应用型

本科高校的办学定位其实高度一致。根据《专业

目录》, 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和汉语言专业的培养目

标对比,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着重强调了

“应用型专门人才”的培养。这一培养目标与应用型

本科高校的内涵建设 “以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专业

核心能力为目标,更加注重实践性、应用性和技术

性” [10] 高度契合和匹配,都强调培养的学生应具备

较强的应用和实践能力,与企业需求对接,与今后岗

位需求匹配。

随着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汉语国际教育专

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应用型本科院校不宜继续

延续研究型大学的办学模式,而应结合所在区域地

理位置、经济特色,利用学校的优势学科,整合校内

资源,细化培养方案,重新设置教学内容,强化实践

教学,突出人才培养的应用型和个性化特点,形成错

位竞争,走出一条具有应用型本科学院特色的汉语

国际教育专业发展道路。

4 应用型本科高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的发展道路

4.1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总体发展方向

总体来说,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发展应与国

家政策相一致、与地区发展相契合、与学校定位

相匹配。

目前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发展,国际地位日益提

升, 随着国家对外开放力度进一步扩大和 “一带一

路”战略的提出,我国与国外特别是 “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越来越频繁,文化交流也越

来越深入, 更多的外国人想了解中国的国情制度、

经济状况,学习中国的语言,了解语言背后所蕴含的

文化背景,这些因素都使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迎来了

新的发展机遇。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不但可以培养

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

心相通 “五通”的中坚力量,还可以逐步缓解国际汉

语教师紧缺的现状。

华东地区经济发展态势普遍较好,对外交流频

繁, 特别是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 已然成为中

国对外开放和对外交流的主要窗口之一,该地区汉

语国际教育专业发展态势良好且就业率较高。以上

海为例,目前共有 7所高校开设 “汉语国际教育”专

业,分别是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大

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师范

大学天华学院和上海杉达学院。其中, 华东师范大

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为教育部直属院校;上海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为上海市属高

校;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和上海杉达学院则为民

办高校, 这几所高校每年招生人数基本在 300∼350

人左右。据不完全统计,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

语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近 3年

的本科生就业率达到 95% 左右。上海师范大学天

华学院 2017 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统计显示, 汉语国

际教育专业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相比,签约率和就业

率都有明显优势, 远远高于汉语言文学专业, 同时

也高于传统的英语、日语和德语专业,在就业前景

上显示出自身的优越性。与上海 7所高校相比,江

浙皖地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发展态势更加迅猛,此

三省高校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均在全国起步较早

且发展迅速, 共有 55 所高校先后开设汉语国际教

育专业。

除以上两方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想要寻求更

好的发展更要契合所在高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特

色。在应用型本科高校里, 除了契合学校 “职业导

向” 高等教育的办学方针外, 还应针对所在学校办

学特色和优势学科进行资源整合,利用学校的优势

学科所积累起来的强大师资力量和完备课程体系

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并最终积极服务学校的优势

学科和国际合作交流的发展。如所在高校属于金融

类院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则应该利用学校优势学

科和资源着力于商务汉语人才的培养; 如所在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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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政法类院校, 以上海政法学院为例 (上海政法

学院的文学与传媒学院设有汉语言文学专业,下设

汉语国际教育方向),该校汉语国际教育方向则立足

于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

地” 这一平台, 以培养区域性汉语国际教育和经济

服务人才为目标;如所在高校属于工科类院校,该专

业可充分借助学校工科类教学、科研及学科建设的

积淀,侧重培养服务新兴工业、产业发展的国际汉

语人才。总而言之,不管高校的优势和特色在哪里,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都应契合所在院校的发展定位和

发展方向,为该校文化的交流传播和国际影响力的

提升做出应有贡献。

4.2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具体发展途径

本节将从人才培养目标的设定、培养方案的细

分、实践教学环节的设置以及实习基地的建设等方

面具体探讨应用型本科院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发展

途径,以期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上做

出尝试和探索。

4.2.1 注重 “外语 (英语和第二外语)+国际化 +实
用型” 的人才培养目标

在专业培养目标的设定上, 应用型本科高校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不仅注重学生汉语言文学功

底的培养, 同时需要强化学生的外语交际能力, 应

结合所在学校国际化办学积淀和已有办学资源,

加强学生的第二外语学习, 如俄语、泰语、韩语

等。利用国外大学的联合培养和相关短期交流

项目, 强化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拓展学生的

国际化视野。在人才目标的设定上要对标所在区

域经济发展需要, 突出各自的办学特色, 形成错

位竞争。

与其他文科专业相比,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显示

出更强的 “证书导向”和 “职业导向”,在培养方案设

计和课程设置上应该突出 “双证融合”的特点,细分

课程模块,找准认证考试科目模块与专业课程的对

应关系。笔者参考《国际汉语教师证书考试大纲》,

根据大纲的具体标准要求,一一对应汉语国际教育

本科专业相关课程,如表 1所示。

表 1 认证考试标准与专业课程对应关系

Tab. 1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ertification test standards and professional courses

认证考试标准 专业课程

标准 1: 汉语教学基础 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第二语言习得

标准 2: 汉语教学方法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概论、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案例分析

标准 3: 教学组织与课堂管理 对外汉语教学实践、教材编写实务

标准 4: 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交际 中国文化概论、跨文化交际

标准 5: 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汉国教专业职业导入课、职业能力综合训练

这种技能训练不仅融合在相关课程里,更集中

体现在实践实训中,因此该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就

业选择更加宽广, 就业方式更加灵活。应用型本科

院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培养的学生应该是 “一专多

能”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4.2.2 高度整合资源,细分培养方案

与学术型高校相比,应用型本科院校在办学资

源和师资力量上是弱项,因此想办出具有吸引力的

专业更需要举全校之力、用全校之资源, 达到资源

的高度整合。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课程设置上应灵活利用所

在高校的现有资源, 如教师、实训场地或现有的各

类交流平台。在课程体系设置上, 打破专业之间的

壁垒,实现教师和课程之间的共享,如在 “中华才艺

技能” “跨文化交流” “中国商务文化”等特色课程中

充分利用其他学院现有的资源,形成资源之间最优

化配置。在培养方案的设置上, 应积极适应市场需

求变化, 细分出不同的培养方向。除了专业基础课

外,根据培养方向在高年级设置相关课程模块,如培

养具有商务知识背景的应用型汉语人才则需加强

“涉外文秘” “商务礼仪” “客户关系管理”等课程的

比例,加强学生此方面的能力训练。

4.2.3 构建动态的、连续的实践教学环节

目前,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课程体系主要包括 4

个方面: 通识课程、专业课程、选修课程和实践课

程 [11]。笔者认为,应用型本科高校应加强实践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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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培养学生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教学的能

力和处理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文化休克现

象。为满足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需求,汉语国际

教育专业的实践课程课可分为 3大部分: 基础性实

践课程模块 (包括汉语和外语类口语、写作实践训

练、中华才艺训练、专业实习、毕业论文等内容)、

技能性实践模块 (包括对外汉语教学实践、汉语口

语测试、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对外汉语教材编写

等内容)、职业性实践模块 (主要是国际汉语教师职

业技能培训等内容)。

考察发现,不少高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实践

主要指专业实习、社会实践和毕业论文, 实践类课

程课时数较少, 且主要集中在第三和第四学年。这

样的安排不仅远远达不到实践教学的要求,同时不

符合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汉

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实践课程应贯穿于整个四年的学

制中,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就应有所体现,并从基础性

实践向技能性实践和职业性实践慢慢过渡,鼓励学

生积极考取《国际汉语教师证书》, 引导职业规划,

体现其动态性; 同时实践课程要求将第一和第二课

堂结合起来,在学生与留学生 “结对子”的汉语辅导

中、各类文化交流项目参与组织中以及竞赛活动的

磨练中确保实践效果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4.2.4 夯实国内实践基地,搭建海外实习平台

(1)夯实国内实践基地。地处华东地区的高校具

有天然的产教融合优势,本着互惠互利、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的原则,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可根据自身的

培养目标,继续夯实和拓展国内实践基地。实习基

地既可以是其他高校或文化培训基地,也可以是相

关企业公司, 国内实践基地为学生实习锻炼、拓展

视野提供了平台,同时也加强了学生的人际交往能

力, 实现学生在职业心理、专业技能和学科知识上

的 “零距离”转化和对接。

(2) 搭建海外实习平台。地处华东地区的高校

长期以来都有与国外高校合作的经验, 在 “一带一

路” 倡议的推动下, 国家对高校在国际交流和合作

等方面则提出了更高要求。各高校应积极响应号召,

开展与国外大学特别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校

的交流合作,积极搭建国外实践平台。海外实习可

以先从教师和学生的短期交流合作开始, 如 3到 6

个月, 在互相熟悉和适应的情况下, 寻找各自的共

同点, 再拓展到 1 年到 2 年的联合培养, 达到互通

有无、扬长避短的效果。海外实习基地的搭建使学

生在国内进行理论课程学习的同时,在国外完成定

向实践,切实提高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培养的针对性。

同时, 海外教学实践基地的建设, 让学生和教师都

有机会接触到国外教学的真实环境,真正面向世界、

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教师和学生的国

际化视野得以开阔, 跨文化交际能力得以提升, 让

教师和学生共同成为担负文化传播和推广的友谊

大使。

5 结 语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虽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但是机遇与挑战永远是并存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的发展道路不应该固化为一个模式,在遵循学科发

展规律的基础上,应用型本科高校汉语国际教育专

业在注重国际化和应用型特点同时,也需研究该专

业如何进一步发挥地域优势,如何更好地契合所在

学校的发展定位,如何高效整合学校现有资源和细

化人才培养方案,向更加灵活和开放的方向发展,以

适应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和高校人才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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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我校教师荣获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1月 14日,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颁奖大会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六届 (2018)学术

年会大会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在会上揭晓。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

郭根副教授撰写的《中国特色政治信任研究》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奖著作类二等奖;王永章与鲁品越教

授合作撰写的《从 “普世价值”到 “共同价值”:国际话语权的历史转换——兼论两种经济全球化》获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奖论文类二等奖。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是经市委批准设立的本市哲学社会科学最高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

旨在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的前瞻性、创新性、基础性研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

系、话语体系,进一步推动本市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本次共评选出 607项优秀成果 (个人)获上海市

第十四届 (2016-2017)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其中学术贡献奖 4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奖 125项,学

科学术奖 438项,决策咨询和社会服务奖 40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