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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语言类课程的实践能力培养调查
——以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为例

傅思泉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广东 珠海 519085）

摘要：汉语国际教育专业非常重视学生语言能力的培养，为了提升学生语言实践能力，该专业会开设各类语言理论课和实践课，在

实际教学过程中，这些语言类课程有没有达到开设目的，学生对这些课有什么建议，这是各高校进行课程建设时需认真考虑的。本文以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为例，围绕该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语言理论课和实践课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对语言类课程的实践能力培养

效果的意见，从而反思现有课程体系和教学情况，加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语言类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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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汉语热”兴起，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

周边国家对汉语学习的需求与日俱增。在此形势下下，众多地方

院校纷纷开设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以下简称“汉教专业”）。

汉教专业的培养目标之一就是让学生掌握优秀的语言表达能

力（主要是汉语和英语），能够为今后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中小

学教育等打下基础。因此，如何构建学生的语言实践能力就成为

课程建设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

本文以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以下简称“北理珠”）为例，

对已开展的语言类课程进行学生意见调研，一方面对开设的语言

类课程进行反思，一方面为学术界丰富相关案例，为其他院校汉

教专业的课程建设提供参考。

二、语言类课程建设情况

为达成专业的培养目标，提升学生的语言实践能力，北理珠

汉教专业围绕汉语和英语两大语言能力，从课程建设到日常实践、

专业竞赛等进行了多角度、多方面的建设。限于篇幅，本文重点

围绕语言类课程建设展开讨论。北理珠汉教的语言类课程可分为

以下三大部分：

1. 语言类理论课。这类课主要以传授理论知识为主，主要课

程有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等。

2. 语言类实务课。这类课主要是以教师讲解理论，学生在课

堂实操为主。这类课程比较多，既包括大一大二的必修课又包括

大三大四的选修课，根据课程内容，又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1）汉语表达类：主要课程有中文写作、普通话实训、文书

与档案管理、书报刊编辑实务、新闻理论与实务；

（2）英语表达类：综合英语、英语口语、英语教学设计与实训；

（3）汉语教学类：对外汉语教学法、汉语语音教学与研究、

汉语词汇教学与研究、汉语语法教学与研究、汉字教学与研究、

对外汉语教学实务、中小学教育等；

3. 语言类实践课。北理珠开设了一系列专业特色鲜明的实践

课，如戏剧排练（第三学期）、学术研究与写作（第六学期）、

中华才艺实训（第七学期）等，其中涉及到学生语言实践能力的有：

中英文晨读（第一至第四学期）；写作实训（第三学期）；课件

制作与教学模拟（第五学期）：教学、文秘与编辑实习（第六学期）。

其中“教学、文秘与编辑实习”是根据学生意愿，安排学生

前往对外汉语培训机构、珠海中小学、珠海企事业单位等进行为

期 6-8 周集中实习。

三、对语言类课程的实践能力的调查

为了解以上语言类课程建设成果能否达到专业需求，能否保

证学生掌握相关语言能力，我们于 2023 年 12 月进行了问卷调查，

利用“问卷星”制作调查问卷后发至学生微信群。调查对象主要

是 2017 级至 2020 级四届毕业生，让他们根据自己实习、工作经

历反思这些语言类课程是否起到了实际作用，最终收到 208 份有

效问卷。具体调查结果如下：

（一）关于语言类理论课的调查结果

围绕理论课，我们主要让学生思考“是否在教学中增加实践

环节（单选）”，学生反馈如下：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60% 以上学生认为理论课也要加强实

践环节，其中，19% 学生认为“有的课需要增加实践环节”——

主要是“现代汉语”，其次是“古代汉语”，学生建议“多增加

实践性练习”“开展中小学古诗古文的模拟教学”等。

（二）关于语言类实务课的调查结果

由于这块课程比较多，我们将“汉语语音教学与研究、汉语

词汇教学与研究、汉语语法教学与研究、汉字教学与研究”四门

课统一归为“对外汉语各语素教学”，同时，“中文写作”内容

细化为“基础写作”和“实用写作”两大块。

我们让学生根据自己实习或工作，反思“以下哪些语言

类课程的实践能力是工作中非常重要的（多选）”，学生反

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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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调查中可以看到，学生认为“对外汉语各语素教学”和“中

文写作（实用写作部分）”最重要，二者均达到 72% 以上；其次

是“英语口语”“中小学教育”“对外汉语教学实务”“中文写

作（基础写作部分）”“对外汉语教学法”四门课，四者比率分

别是 63.94%、56.73%、56.25%、55.77%、55.29%。

随后，针对这些语言类实务课，我们请学生反馈“以上实务

课，你觉得达到了培养目的，提高了你的实践能力了吗（单选）”，

学生反馈如下：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大部分学生认为这些课程培养了相关

的实践能力，而在“有的课提升很好，希望继续加强”问题中，

学生主要回答的是“对外汉语教学法”，其次是“中小学教育”。

（三）关于语言类实践课的调查结果

我们请学生反馈四门语言类实践课“达到了提升相关实践能

力的目的吗（单选）”，学生选择如下：

1. 中英文晨读

从下图看出，只有 14.9% 的学生认为“很有效”，而 32.69%

的学生认为效果一般，25.48% 的学生认为“效果不明显”，甚至

有 18.27% 的学生认为“这门课应取消”。从学生反馈意见来看，“早

起没有精神”“效果不佳”是最主要问题，其次还有“目标不明确”“缺

乏激励措施”等实践课设计方面的原因；此外，有学生建议根据

现在学生的作息习惯，将“中英文晨读”改为晚自习。

2. 写作实训

从 下 图 结 果 来 看，36.06% 的 学 生 认 为 该 课“ 很 有 效”，

29.33% 的学生认为“当时有作用，但过后就忘了”（即收获的经

验不够深刻），26.44% 的学生认为“效果不明显”。从学生填写

的意见来看，学生的意见主要集中在“网上抄袭为多，导致意义

不大”等。

3. 课件制作与教学模拟

从下图可以看到，有 74.52% 学生认为该实践“很有效”，有

16.83% 学生认为“效果一般”，有 6.25% 学生认为“当时有作用”，

即收获的经验体会不够深刻。同时，有部分学生反馈意见，认为“这

个要看指导老师是否负责”“进行教学模拟前，教师先进行示范

会更好”等等。

4. 教学、文秘与编辑实习

从下图可以看到，80.29% 的学生认为该实践“很有效”，

16.83% 的学生认为“效果一般”，学生反馈的意见主要有“在小

学实习，要看跟着的老师是否负责”“建议实习提前到大二，让

学生提前了解社会，更好规划未来”“应多安排几次这样的实习”等。

综合以上调查结果，四门课程按照实践能力“很有效程度”

排列，由大到小依次是“教学、文秘与编辑实习”（80.29%）、“课

件制作与教学实训”（74.52%）、“写作实训”（36.06%）、“中

英文晨读”（14.9%）。

从结果可以看出，学生对开展集中实习的“教学、文秘与编

辑实习”很认可，其次是锻炼了语言教学能力的“课件制作与教

学实训”，而对“写作实训”和“中英文晨读”不大认可。

四、对语言类课程实践能力培养的反思

以上对三大类语言类课程进行了调查，通过调查，我们不仅

很好地了解了这些课程的开课效果和学生反馈意见，同时，也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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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了更多思考：

（一）语言类理论课同样需要丰富实践

从学生意见反馈来看，60% 以上的学生认为现代汉语、古代

汉语等理论课也应增加实践环节，这点值得我们反思：

汉教专业现有的理论课从师资到教学内容上往往照搬汉语言

文学专业，因此，在教学内容、考核内容等方面如何调整才能更

好地体现汉教专业特色值得进一步探索。

汉教专业现有的语言类教材基本都沿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

市面上缺乏针对汉教专业的中文教材，这导致要增加相关实践内

容只能依赖教师的个人经验，这就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二）语言类实务课需加强针对性

围绕数量众多的实务课，我们让学生分析这些课程的不足之

处，结果显示如下：

从上图可见，学生对以上实务课最不满意的主要集中在“实

务课开展的实务不具有针对性、典型性”和“教学目的不突出，

教学内容乏味”。

同时，学生对部分课程发表了诸多意见，如“实用性较低，

偏向理论”“要更重注实操技能”“不够与时俱进”“要增加课

堂趣味”“学生的参与性不积极”“最好请该行业的专业人士传

授经验和行业现状”等等。

（三）语言类实践课需加强课程设计和教师指导

围绕四门语言类实践课，我们也让学生分析需要改善的地方，

学生反馈如下：

根据上面的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在开设相关实践课时：

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设计恰当合理的方案和流程；

同时，要追踪学生的意见反馈，实时对方案和流程做出调整；

教师的认真指导和意见反馈同样重要。教师要把实践课当作

课堂教学一样，同样要完成“课前的准备，课上的指导，课后的答疑，

课程的考核”整个环节，并将“考核结果、反馈意见”及时传达

给学生，让学生明白自己不足之处，从而有针对性地改善和提高。

（四）教师要与时俱进，具备实践思维和相关实践经历

从以上调查可以看到，70% 以上学生对“对外汉语各语素教

学、中小学教育”等实务课表示满意，而只有 50% 左右学生对“中

文写作（实用写作部分）、英语口语”“文书与档案管理”等课

表示认同。原因在于语言教学类课比较受学生认可，是因为教师

本身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比较容易培养学生的教学能力；其他

实务课有近一半学生不大认可，主要是因为“实务不具有针对性、

典型性”和“教学目的不突出，教学内容乏味”，导致很多实务课“理

论化”，难以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没有产生教学效果。

因此，在开设这些实务课时，教师应：

能与时俱进。教师应了解当下社会工作的实际情况，或有相

关的实践经历，这样才能开展针对性的实践；

第二，要有实践意识。实务课不是灌输理论知识，而是要调

动学生参与各项实务活动，让学生在操练中掌握具体的实践能力，

因此，教师要“少讲多练”，敢于放手让学生实践。

五、结语

以上就是我们对各类语言类课程实践能力培养情况进行的调

查，最后我们请学生对整个语言类课程的课程体系进行反馈，结

果显示，70.19% 的学生对这些课程表示认可，认为整个课程体系

能够培养相关的语言实践能力；27.05% 的学生认为以上课程还不

够，还需要增加“语言教学能力”“外国人心理学”方面的课，9.18%

的学生认还需要增加“新媒体写作”“人际沟通交流”方面的课。

从这里可以看出，汉教学生的语言能力培养任重而道远，从

课程设置到教师教学需要投入全部精力，不断进行改革，才能保

证学生学有所成。当然，本文以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为例，受

限于有限的调查对象，调查结果必具有典型性，我们希望以此抛

砖引玉，让更多学者探索地方院校汉教专业的语言类课程的构建

和语言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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