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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汉语热”的世界潮流下，汉语国际推广作为战略性的命题应运而生，如何使中国文化又好又快地走向世界，是

汉语国际推广研究的重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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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如何突破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扭转当

今的不利舆情，突破海外民众对我国的刻板印象，使中华文

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向世界宣传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

事，需要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汉语国际推广的研究成

果进行分析。本文旨在梳理汉语国际推广的现状，以及不同

视阈下的研究成果，以期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帮助，综合把握

今后的发展道路。

1、汉语国际推广概述

（1）汉语国际推广战略地位的确立

国家汉办在 2003——2007 年的工作规划中提出的“向

世界推广汉语，增进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扩大中国在

世界的影响”标志着汉语国际推广成为一项综合性的事业。
[1]2005 年 7 月，许琳在首届世界汉语大会上提到：“中国汉

语国际推广事业迎来了新的春天。”[2] 表明了汉语国际推广

真正地成为了一项战略性的国家政策。[3]

（2）我国进行汉语国际推广的途径

自 2004 年成立第一所孔子学院以来，孔子学院不断坚

持以提高人们对中国语言文化的认识，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

好关系，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为构建和谐世界做出

奉献为主旨。[4] 吕金薇指出，中国实施汉语国际推广战略的

方式和形式主要包括“孔子学院”、“世界汉语大会”等十

个方面，汉语国际推广的路径已出现多元化趋向。[5] 但周汶

霏、宁继鸣认为，孔子学院是具有官方色彩的语言与文化推

广机构。[6]2020 年 7 月，孔子学院转由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

金会全面负责运转，由于机制和运行模式的转变，基金会不

仅可以做到满足“民间亲和力”的诉求，更重要的是其将充

分发挥民间多条渠道集资的优势，吸引各方力量积极参与建

设孔子学院，为我国的汉语国际推广提供更加强大而有力的

平台支撑。

2、不同视阈下的汉语国际推广研究成果

（1）“对外汉语教学”背景下的汉语国际推广研究

面对“汉语热”现象，许嘉琳指出，真正的“汉语热”

还没到来。[7] 刁世兰则认为，“汉语热”并非已经“热遍”

全球，而是出现了冷热不均的局面。其中，汉语主要是以汉

语为母语的使用者，而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使用者大大超

过了以英语为母语的数量。[8] 这就使英语在第二教学的学科

建设中有丰富经验。无论是从语言学的角度，还是从国家战

略的角度，我们都应认真总结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历史

和经验，这是我们在汉语国际推广过程中必须做的基础研究

工作。[9] 王建勤认为应当制订出面向世界范围内汉语学习、

教学和相对应的评估规范，建立起标准的兼容机制与竞争机

制。[9] 郑定欧表示，突破“教师荒”和“教材荒”的硬瓶颈，

关键在于处理好教师把教学内容复杂化和模糊化的问题。[11]

（2）“三教”问题下的汉语国际推广

首先，基于“师资匮乏”，刁世兰表示，政府部门管

理混乱、应对措施不力、无法满足国际汉语教师的需求，是

国内专业人士无法走出去、海外汉语教师短缺的主要原因。

陈惠则从法律和制度的角度入手，进行了汉语国际推广教师

权利内容和实现途径的研究。[12]

其次，基于“教材”问题，许琳指出，师资短缺、教

材质量不高、缺乏针对性，无法满足世界各国汉语教学的需

要，是制约汉语国际推广的瓶颈。应把握好改革传统的教材

编写模式和研发体系，主要是要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开发网络

和多媒体教材；广泛吸取世界内以汉语为非母语学习的汉语

教材编写模式和经验，研发出针对性、适应性强的本土化汉

语教材；加大应用型、普适性教材的开发力度；更新符合当

今中国文化内涵和价值观的教材。[13]。刘涛认为，汉语国际

推广教材的出版应考虑积极迎合市场的需求，加强优化出版

的体系从而助力汉语国际推广的长远发展。[14]

基于“教学法”问题，金立鑫指出，目前汉语作为第

二语言的教学尚未建立起自己的教学法理论。[15] 依托于网

络时代发展的现代教育技术和建设各类语言资料数据库成

为当今教学法研究的重点，这些研究不但会改革传统教学方

式，也为汉语国际推广提供了全新的广阔舞台。在新技术的

推动下，汉语国际推广更应扎实建构教学法理论，尽快形成

拥有汉语特色和中国文化特征的教学法体系。[16] 着力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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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问题，对致力于汉语国际推广的基础性研究是不可

动摇的旗帜，如何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对汉语教学理论体系是

汉语国际推广需要不断突破的第一道关口。

（三）“跨文化传播”视阈下的汉语国际推广研究

汉语国际推广不光是单纯的进行第二语言教学的问题，

更是一个进行跨文化传播的问题。朱瑞平表示，在对外汉语

教学中应当建立关于文化教学的大纲。如果曾经仅只把汉

语国际推广作为纯粹的对外汉语教学，停留在把汉语学习者

“请进来”的状态的话，那么现在的汉语国际推广是我们把

汉语和中国文化推广到世界的主动出击。[17] 亓华认为，要

想使汉语和中国文化“走出去”，首先需要我们树立起文化

差异的观念和跨文化交际的意识，突破文化定型观念，削弱

跨文化交际的壁垒和障碍，要将文化依附转变为文化交融。[18]

太琼娥指出，汉语国际传播正从传播中华文化向传播当代中

华文明转变。[19] 但唐智芳认为，中华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可

能并非我们想象的乐观，由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原因，

以及一些西方媒体歪曲事实的报道，使许多海外人民无法了

解当今真实的中国。我们应当保持自信与自省，着力培养对

外汉语教师和海外汉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流意识，努力克服

文化定型。[20] 我们应当将优秀传统文化同符合当代特征的

中国精神结合起来，充分利用表层文化驱动深层文化。在汉

语国际推广中，除了要有中国符号、中国文化元素，也要掌

握受众群体的审美情趣、价值观念、心理特点，在实现推广

目的的前提下，尽可能的了解受众者的兴趣和需求，由浅入

深、由外及里的进行文化推广。

（4）“语言经济学”视角下的汉语国际推广

在以经济合作和发展为前提条件下，汉语国际推广既

可以推动世界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也可以为各国经济贸易

往来提供更多的机遇。胡仁友指出，孔子学院的建设不仅

为我国和世界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

值，而且在培养对外汉语教师及专业人才的过程中，对师

资、教材、教学设备的硬性需求必然会推动汉语文化产业的

发展。[21] 姜红认为，一种语言被广泛的学习和使用代表着

该语言输出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会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这也

会降低该国与他国间的交易成本，从而推动国家在经济上的

进一步发展。[22] 刁世兰指出，外国人对学习汉语热情高涨，

受经济利益驱使，但对中国文化的精髓却漠不关心。王雯婧

阐述了汉语国际推广中的盈利性教育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

质，符合经济学原则。她还提出，要以市场运作为切入点，

积极带动国内外各方力量，大力发展商业性海外华人推广机

构，参与汉语推广。[23] 贾晶通过对孔子学院进行经济学分

析，认为有些汉语推广机构尚且无法承担新态势下的汉语国

际推广任务，应该以提高效能、降低成本为重点，着力探索

投资、合作模式可行的推广机构模式。[24] 褚鑫认为，目前

我国的语言产业忽略了汉语文化产业的发展。国家应当从制

定语言产业的国家战略；加强信息技术与语言产业的融合；

加强语言产业相关人才的培养和储备等方面入手，加速推进

我国语言产业稳步、快速的步入国际市场。[25] 纵观世界文

化产业发展史，美国的漫威电影；日本的动漫产业；韩国的

影视剧和偶像行业无不渗透着国家文化精神的内涵，他们不

仅得到了宣传本国语言和价值观的显著成果，而且依托本国

语言和文化生的产业经济价值更是不容小觑。中国作为第二

大经济体，为汉语国际推广带来了得天独厚的“经济”地位

和条件。在汉语国际推广中，如何做到语言、文化与产业的

深度融合，创新文化产业的发展，驱动汉语文化产业的发展

从而反哺我国经济发展和文化的传播，仍值得我们思考。

总之，本文试图梳理近年来关于不同视阈下汉语国际

推广的研究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有关自己的

见解，希望能对未来汉语国际推广的研究有所启发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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