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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外语课程建设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玉溪师范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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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外语是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的主要课程之一，本文以玉溪师范学院为例，通过对赴泰国参加教学实习的

同学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学生实习期间外语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对课程建设和复合型多语人才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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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学校专业建设及外语课程设置情况

 玉溪师范学院是一所云南省属地方本科院校，学校自

2007年起开始招收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学生，建设了32

个海外汉语教学实习基地。学校根据与东南亚毗邻的区位

优势，结合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在外语课程设置上

采取“英语+东南亚小语种”模式，开设双外语课程，英语

和泰语开设时间各一年 ，学校从2004年开始选派优秀学生

赴泰国的学校开展为期3-5个月的境外教学实习。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中汉语

国际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为“要掌握1门以上外语”，同时

外语被列入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专业基础（选修）课程

之中。本文通过对学校在泰国完成实习的汉语国际教育专

业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基于调查结果，提出学校汉语国际

教育本科专业外语课程建设和复合型多语人才培养建议。

2  国外教学实习外语使用问题调查分析

问卷调查的对象为玉溪师范学院已完成赴泰国教学实习

的三个年级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调查共收回有效问

卷101份，参与调查的学生中男生15人，女生86人，下面从

调查问卷中抽取与外语相关的部分进行分析。

学生海外实习授课对象年级涵盖了幼儿园到高中，其中

低龄学生（幼儿园和小学）比例近30%，多年级混合教学比

例43.56%。教师针对低龄学生进行汉语教学时，需要使用

泰语作为媒介语，少数学校会采取泰语老师搭配汉语老师

组合授课，但课堂上中泰老师合作过程中也需要通过泰语

进行交流，教师使用学生母语作为媒介语变得格外重要。

有学者指出“较好的泰语交流能力是学生适应环境的必要

条件,能够尽快适应所处的环境则是开展好教学实习实践的

重要前提”

学生实习期间授课课型不一，比例最高的是综合课和口

语课，分别为64.36%和57.43%，综合课和口语课教学在面

对汉语基础较差且英语水平较低的学生时，同样需要教师

使用任教国语言作为媒介语进行教学。

关于学生实习期间的教材问题，据统计仅有35.64%的实

习学校会使用中国出版的汉语教材，34.65%的学生使用的

是泰国本土教材，还有29.7%的实习生没有教材需要自己准

备。后两类实习生不仅要面临外语听说能力的考验，在备

课过程中，面对本土教材和无教材的情况，还需要具备外

语阅读和翻译能力，在查找资料中也需要破除语言障碍，

对外语“读、写、译”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在备课阶

段，有近70%的实习生表示花费时间最多的是查找资料，特

别是在没有统一教材的情况下，虽然也可通过网络查找汉

语资料，但本土教材和自编教材中有大量任教国的鲜活素

材，需要具备较高的外语能力才可以加以搜索、分析和使

用，如果外语综合能力不过关，加上新手教师缺乏实践经

验，备课难度会大大增加，时间花费也会更长。

基于前面关于学生年龄、授课课型、教材使用、备课

时长与外语能力的相关性分析上，在“教学实施中遇到了

哪些困难”的多选题中，调查结果更加直观，89.11%的学

生认为自己在教学实施中面临最突出的问题为“语言的障

碍”，“基本教学技能还有哪些需要提高”问题 ，81.19%

的实习生选择了“语言技能”。

学生在国外真实语境中外语运用能力不足的问题需要从

主客观方面加以分析。学生对英语和第二外语的重视程度不

够，实际水平没有达到“熟练”程度；国内学习时缺乏真实

语境导致实践不足；学校的培养方案中开设英语和第二外语

的时长是两年，但周课时有限，部分学生出国实习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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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译能力都未能达到预期目标，需要对外语课程建设

进行反思，提升学生小语种应用能力。在关于实习教学实践

收获的调查中，45.54%的学生认为实习有助于自己泰语水平

的提升，真实语境是学习外语的最佳场域。

3  对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外语课程建设的改进意见

国家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建立之初，课程设置就是“汉

语专业+外语专业”的组合模式，玉溪师范学院汉语国际教

育本科专业设置也延续了10多年年“英语+东南亚小语种”

的模式。从学生国外实习情况调查来看，虽然学生出国前

有两年英语和泰语课的学习经历，但在实际运用中问题突

出，表现出外语运用能力不足。这需要对课程设置和建设

的科学性以及实施的有效性进行反思，进而提出加强外语

课程建设、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思路。

3.1 提高学生对外语课程重要性的认识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具有国际化属性，外语是该学生必

备的能力，特别是在国外从事汉语教学和汉语推广的过程

中，无论是跨文化交际还是汉语教学，外语的重要性都十

分明显。施光亨认为外语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除了承担交际

工具的作用之外，更重要的是教师要利用外语知识，进行

汉外对比研究，这样可以帮助教师进一步认识和掌握汉语

规律，提高教学质量；有利于教师分析学生语言实践中的

错误；有利于适用教材的编写。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肩负着汉语国际推广和传播中

国文化的使命，较强的外语能力，有助于发挥专业优势，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有必要增强学生对外语学习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学生生涯

规划指导，让学生深刻领会外语课程之于专业学习、个人

发展、使命担当方面的重要意义，从思想上重视外语课程

学习。

3.2 加强外语类课程的专业针对性 

学校目前汉语国家教育专业的英语课程和其他专业一样

以公共课形式开设，采取的是大班教学。汉语国际教育专

业开设英语课是由专业属性和培养目标所决定的，要求应

高于其他中文专业，在英语公共课的基础上需增加英语听

力、英语口语、英语写作、英汉翻译等方面的课程模块，

提高学生的英语听、说、读、写、译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这样才能适应社会需求，也才符合学科发展需要。

除了加强英语课程外，作为与东南亚毗邻的地方高

校，第二外语特别是东南亚小语种的开设意义更为重大。

随着“汉语热”的升温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越来

越多的东南亚国家将汉语纳入了国民教育体系，非英语国

家对汉语教师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具备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知识和小语种能力的师资十分稀缺。其他行业比如涉外单

位、中外合资企业、新闻出版、文化管理单位等也需要复

合型多语人才。目前学校面向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开设的第

二外语仅有泰语，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充分利

用外语学院东南亚小语种的学科优势，打通选课限制，实

现第二外语语种分流，让学生根据职业生涯规划，从泰

语、缅甸语、老挝语中选择一门作为第二外语进行学习，

这样可以培养不同语种的复合型汉语人才。

3.3 强化实践教学提升学生外语运用能力

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学生在国外实习中暴露出的问题

主要集中在外语知识掌握不牢，实践运用能力薄弱。汉语

国际教育本科学生在国内两年的外语课程学习中，应在有

限时间内采取有针对性的方法，比如小班授课、留学生语

伴互助、情境化教学等方式来创设语境，提高学习成效，

提高外语运用能力。

要加强学生的听说能力，内容主要包括两大模块，一是

日常交际语言，二是教学语言。前者主要是用于跨文化交

际，帮助学生跨越日常交际障碍，提高国外学习生活的适

应性；后者是强化汉语教学语言，帮助学生掌握课堂与学

生沟通的语言技巧。可以通过开展课堂场景模拟练习，组

织学生开展面向来华留学生的教学实践，让学生在运用中

提升外语口语听说能力。此外积极发挥学校国外实习基地

的优势，鼓励学生在国外实习实践中提高外语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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