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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

文国际教育事业借势而进、乘势而上。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2018年低十三届全球孔子学院大学致

辞中提出要实施“汉语+”项目、在2019 年国际中文教育大会

中提出要积极推进“中文+ 职业教育”项目，充分说明国际中

文教育需要与时代发展相适应，需要业界关注并进行大量的调查

研究。

1　“中文+ 职业教育”模式在中文纳入白俄罗斯国民教育

体系之应用背景

1.1相关政策及合作项目

白俄罗斯共和国国语为白俄罗斯语和俄语。自1992 年中白

两国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发展顺利，高层互访频繁。200 6 年

起，《白俄罗斯共和国教育法》第 9 0 条规定，汉语成为第五

种基础外语，并被列入白俄罗斯国家考试科目。“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后，中白教育合作不断深化。自2007-2020年白俄罗斯

执行了教育领域的中白双边计划，中白高校及教育机构签订了400

多份有关建立联合科学实验室等的合作协议；中白高校合作开办

了多种类型的孔子学院，目前白俄罗斯已经有6家孔子学院、教

学点和孔子课堂若干；2009年，中国国家外国专家事务局同白俄

罗斯教育部签署了关于职业培训、提高专业技能即专家交流合作

等协议；2010年，中白两国决策共建中白“巨石工业园”；2018年

白俄罗斯高校第一个中文系在明斯克国立语言大学成立；中白两

国教育部共同确定2019年为“中国-白俄罗斯教育年”，双方一年

内签署了多项协议，为中文进一步纳入白俄罗斯国民教育体系创

造了契机。2019年，中国外文局在明斯克设立了中国翻译专业资

格（水平）考试第一个海外考点。由此可见，中文纳入白俄罗斯

国民教育体系的进程是稳扎稳打、逐步加快的。

1.2相关理论研究

“中文+职业教育”模式研究非常稀缺、亟待研究，相关理论

研究主要集中在白俄罗斯孔子学院实证研究、教育模式的描述和

对比研究等。

吴应辉，刘帅奇(2020)指出“汉语+”、“+汉语”有本质不同，

尤其体现在汉语教学和其他专业教学的选择次序上，而“+汉语”

是解决同时具备专业知识技能和汉语能力人才紧缺问题的捷径。

李宝贵、李辉（2016）以白俄罗斯孔子学院整体情况为例，进行

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孔子学院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成

为白俄罗斯孔子学院研究的重要基础。赵会荣（2017）将中白教

育合作的方式进行了分类总结，并对中白教育合作的前景进行了

预判。大多数研究是描述型，迫切需要有效分析且具有指导意义

研究。

2　“中文+ 职业教育”模式在中文纳入白俄罗斯国民教育

中文纳入白俄罗斯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中文+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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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全球已有70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亟需精准高效的国际中文教育模式进行教学实践指导。“中文
+职业教育”的交叉发展在白俄罗斯取得了一定成果，本文主要从应用背景和动因进行分析，并探讨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中文纳入；白俄罗斯；国民教育体系；“中文+职业教育”

体系之动因分析

2.1以中白双边政策创造汉语纳入契机

1991 年 8 月 25 日，白俄罗斯宣布脱离苏联独立，12 月 19

日将国名改为“白俄罗斯共和国”。1992 年中白两国建交，中

国是首先承认白俄罗斯共和国的主权国家之一。其后中白两国一

直保持友好往来，并在多个领域开展了合作和交流，中白关系

并逐步升温。

2.2以中白经贸合作激发汉语纳入需求

中白两国在政治互信、和平外交的基础上，不断深化经贸合

作，激发了汉语纳入白俄罗斯国民教育体系的需求，为实现“一

带一路”宏大畅想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强力引擎。以

2010年起中白两国共建的中白“巨石工业园”为例。中白工业园

已有70家居民企业，是中国在海外最大的经贸合作区，分别在电

子信息、生物医药、精细化工、机械制造、新材料、金融服务等

多个领域深度合作，为白俄罗斯创造了大量高于当地平均薪资的

就业岗位。在此趋势带动下，许多年轻人开始学习汉语，尤其在

专业技术支持下学习汉语，这就是“中文+职业教育”模式的强

大动力，诸如“经贸汉语”、“中医汉语”、“机械汉语”等课程应

运而生。

3　“中文 + 职业教育”模式的问题

目前，中文已经全面纳入白俄罗斯国民教育体系，进入全

学段教育，并渗透到了百姓日常语言生活中。但中文学习需求最

多的、学生学习积极性最高的领域还是是专门用途汉语。我国已

与白方合作共建了6所孔子学院，现有特色教学仍然不能满足需

求，需要探索融合式、精细化、创新型的“中文+职业教育”教

学模式。尤其需要关注专门用途汉语教材、网络教学平台、汉语

学习实践、本土教师培养等方面，为海外中文学习者提供高质量

汉语学习服务。

综上，“中文+职业教育”模式推进是中文纳入白俄罗斯国民

教育体系的重要途经之一，这也是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

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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