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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

探究“一带一路”背景下汉语国际教育在东南亚沿线国家
的新发展

李小亚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不断深入，汉语国际教育在东南亚沿线国家应得到进一步发展，为此，我们应积极探究新的育人路径、

教育模式，使汉语国际教育水平得到更有效提升，助力东南亚沿线国家更深入了解中国文化、汉语知识，为“一带一路”工作开展打下

坚实基础。鉴于此，文本将针对“一带一路”背景下汉语国际教育在东南亚沿线国家的发展实施分析，并提出一些策略，仅供各位同仁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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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是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简称，是

我国领导人在印尼和中亚访问时提出来的，并指明我国愿意与东

盟国家建立互联互通的关系，形成良好的海洋合作态势。“一带

一路”从亚太经济圈起，贯穿欧亚大陆，连接着欧洲经济圈，在

经济、民生、应对危机方面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汉语国际教育在东南亚沿线国家的

发展态势

（一）来华留学生人数大幅提升

自“一带一路”构想提出并实施以后，东南亚沿线国家的来

华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从 2013 年到 2021 年，东南亚沿线国家

的来华留学生已经激增到了 130 万人左右，四年间留学生人数增

加了一倍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下，

极大地刺激了东南亚沿线国家学生来华留学的积极性。据统计，

现阶段我国留学生人数有三分之二都是东南亚沿线国家的学生，

他们已经成为了来华留学生的主力军。

（二）孔子学院发展迅猛

作为实施汉语国际教育的主要平台和渠道，孔子学院自“一

带一路”倡议实施后，在东南亚沿线国家得到了非常迅猛的发展。

在官方年度报告中指出，我国 2013 年在东南亚沿线国家建设的孔

子学院仅有 178 所，到了 2021 年，孔子学院在东南亚沿线国家的

建设数量已经超过了 500 所，增长效率极为惊人。在孔子学院展

开知识学习的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了 300 万人，基于学院开展的各

类文化活动，更是对学院周围的上千万民众产生了深刻影响。从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学院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下，在

东南亚沿线国家发展态势良好。

（三）各地开设汉语课程

随着“一带一路”不断深入，东南亚沿线国家对于汉语人才

的需求不断提升，国际汉语教育在很多国家也得到了大力支持，

一些东南亚沿线国家的中小学、高校都开设了汉语课程或汉语专

业。一些没有开设汉语课程的国家也对现有育人形式展开了积极

优化，在教学中渗透了众多汉语文化内容。不仅如此，在东南亚

沿线的 20 多个国家中，他们甚至将汉语课程纳入了国民教育体系，

比如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泰国政府更是通过立法的方式

对本国的汉语教育提供了巨大支持，这也充分体现了东南亚沿线

国家对于汉语教育的重视。

二、“一带一路”倡议为东南亚沿线国家汉语教育工作开展

带来的挑战

（一）留学生教育与“一带一路”倡议需求脱节

从生源上分析，东南亚沿线国家的来华留学生虽占了近三分

之二，但其生源素质参差不齐，生源分布也存在一定的不均情况。

在来华留学的生源中，部分国家的留学生人数不足百人，还有一

些国家的留学生人数超过万人。这种分布不均会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一带一路”倡议对优质人才的需求，对于来华留学教育的长

期发展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另外，在开展人才建设时，除

了要重视对汉语人才的培养，还应着力提升其综合素养、国际化

意识。但是，很多东南亚沿线国家的留学生来华后，通常是以学

习汉语为最终目的，这样会极大影响对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效果。

从专业上分析，东南亚沿线国家留学生多是以汉语言专业为主要

学习内容，整体专业结构不甚合理，这就导致了留学生教育与“一

带一路”倡议需求出现了脱节的情况。

（二）孔子学院建设未能与整体布局有效对接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导下，东南亚沿线国家虽

建设了很多孔子学院，但其整体规划不甚科学，存在一定的突出

矛盾。首先，在区域层面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在部分东南亚沿

线国家，存在明显的孔子学院建设不足情况，一些国家甚至并没

有建立孔子学院，这就很容易出现人才真空的情况，从而影响“一

带一路”倡议的长期发展。另外，部分东南亚沿线国家在开展孔

子学院建设时，其教育重点放在了语言教学层面，未能引入一些

专业类、技术类内容，这就会在无形中对人才培养与整体布局的

有效对接产生负面影响。

（三）师资、教材难以满足汉语国际教育需求

现阶段，在东南亚沿线国家开展国际汉语教育时，很多学校

过于依赖中方的外派教师，未能培养所需要的多元化教育发展的

稳定且优秀的本土师资，这样就很难助力汉语国际教育工作的长

期开展。另外，部分外派教师由于不熟悉当地的文化、语言，在

生活和工作中常会遇到各类问题，这样也会对教育工作的进一步

优化产生极大阻碍。传统化的、普适性的汉语教师培养模式与多

元化国际需求存在脱节的问题，无法适应当下东南亚地区教育发

展的新形势。对于本土汉语教师的培养，应立足于“一带一路”

沿线东南亚国家建设的需要，与区域规划相结合，课程设置应突

出区域特色，构建区域化、多方向、多层次的人才培养模式。因

此在东南亚沿线国家和地区培养本土的汉语教师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教材方面，“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家有 21 种官方语言，很

多东南亚沿线国家未能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研发汉语教材和学习辅

助工具，他们多是依赖中方的教材输入，这就导致教学内容可能

会与当地的文化、生活习惯产生偏差，不利于当地学生的理解和

掌握，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教材的实用性，影响汉语国际教育

的实际效果。再而编写适合的汉语教材和字典等辅助学习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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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结合不同国家自身文化以及教学理念，在教学方法与学习目标

等方面都要体现不同的学习和教育特色，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

时间成本。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汉语国际教育在东南亚沿线国家的

发展建议

（一）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优化汉语国际教育结构

近几年，为进一步吸引更多优质留学生来华学习，积极落实“一

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与东南亚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活动，我国政

府出台了一系列优质政策，并设立了“一带一路”奖学金的专项

扶持计划，这些政策的落实为提升汉语国际教育水平提供了极大

助力作用。针对生源分布不均的情况，我国的扶持政策可以向部

分国家倾斜，以此更好地吸引这些国家的留学生来华学习，以此

进一步优化建设“一带一路”的人才配置。

另外，为促进“一带一路”背景下汉语国际教育效果提升，

我们应重视对专业设置的优化，进一步完善教育结构，以此提升

育人效果。在实践中，我们应不断增强专业设置的实用性、针对

性，在来华留学生的培养模式上进行更新调整，从单纯的语言类

学习交流，转变为深挖“文化 + 经济”实现双赢、“语言 + 思维”

结合表达、“审美 + 娱情”双线并轨等多元化汉语教学发展模式，

结合“一带一路”倡议所需的人才类型，融合高校区位发展优势，

完善交通、金融、经贸、旅游、通信等专业的设计，这样方可提

升东南亚沿线学生来华学习的质量，让他们在回国后能够更好地

报效祖国。另外，我们应重视对相关学科的有力融合，打破以往

单一学科教育的局限性，不能只是教授留学生汉语，还应积极整

合国内外优质的教育资源，实现“汉语 +N”的育人模式，通过双

学位、双证书等方式，强化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培养水平，以此培

养出更多复合型优质汉语人才。

（二）调整战略重点，合理规划孔子学院建设目标

在东南亚沿线国家展开孔子学院建设时，我们应结合“一带

一路”产业布局展开优化调整，这样方可更好地实现“一带一路”

倡议对人才的需求。现阶段，很多孔子学院的建设重点放在了中东、

西亚等地的国家，这些国家在经济、能源等方面有重要优势。但是，

在部分东南亚沿线国家，孔子学院的建设程度不高，一些国家的

投入力度不够，这就导致其汉语国际教育水平难以得到进一步发

展，极大影响了育人效果提升。为此，我们应适时调整战略重点，

合理规划孔子学院建设目标，这样方可更好地将东南亚沿线国家

吸引到汉语国际教育中来，从而提升教育效果。

在实践中，我们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入手展开分析，并设立

目标：近期目标，让汉语国际教育进入部分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

中期目标，让汉语成为东南亚沿线国家的主要外语；长远目标，

让东南亚国家将汉语作为通用语言。近期目标主要是针对那些有

一定汉语基础，但是在中小学阶段还没有开设相应课程的东南亚

沿线国家，比如老挝、缅甸等。中期目标则是针对那些已经将汉

语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国家，但汉语国际教育水平需要进一

步提升的东南亚沿线国家，比如泰国、印度尼西亚、尼泊尔等。

若想实现汉语国际教育的长远目标，我们应尽可能让汉语成为东

南亚沿线国家的主要通用语言，这样方可保证语言相通、民心相通，

从而提升汉语国际教育的综合水平。

（三）加强中外合作，推进师资、教材本土化建设

若想提升东南亚沿线国家的汉语国际教育水平，必须要重视

对本土教育资源的建设，不断提升东南亚沿线国家本土教师的综

合育人水平，这样方可使其结合自身特点，开展更为科学、合理

的教育过程，提升育人质量。另外，在教材建设方面，东南亚沿

线国家应减少依赖心理，他们可以将中方教材作为参考，并结合

本地实际学生需求、产业情况、民族文化、地域风俗等内容，对

教材展开二次优化，这样方可保证教材与学生的契合，提升育人

效果。

在教师培训方面，东南亚沿线国家除了可以自行展开培训活

动，还可定期与我国各类学校展开交流互动，让一些教师到中国

学习新的育人理念、教学方法，从而培养出一批种子教师，让他

们能够在回国后带动其他教师展开新的教学尝试，提升育人效果。

另外，结合互联网技术，我国教师可以利用网络平台对东南亚沿

线国家的教师展开线上培训，并为其分享一些优质育人资源，这

样对提升汉语国际教育综合水平有极大促进作用。

在编写本土化教材时，东南亚沿线国家应联合中外教师的优

势，各取所长，这样方可共同打造一个精品教材，为后续汉语国

际语言教学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在编写教材时，为满足不同层次、

专业的学生需求，东南亚沿线国家教师可以和当地的企业、文化

机构合作，以此实现对教材内容的进一步拓展，这方可助力东南

亚沿线国家的教材本土化建设水平提升到一个新台阶。

（四）搭建中国东盟青年交流平台，促进共同繁荣

提升汉语国际教育水平，可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实现共

同繁荣的育人目标，线下可通过中国 - 东盟青年交流平台、中国 -

东盟青年故事会等沟通渠道，大力发展“汉语 + 中国传统文化”“汉

语 + 医药”“汉语 + 电子商务”“汉语 + 网络物流”等实用学科；

线上则结合当前“互联网 +”的大背景，借助信息技术在网络上

搭建一个互动平台，积极开展在线国际交流、在线资源共享、在

线教育服务等“数字教育交流”，让我国青年学生和东南亚沿线

国家的学生、文化爱好者利用此平台展开高效沟通。中国与东南

亚沿线国家的学生可以针对日常学习、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展开深

入交流、沟通，并彼此分享一些有趣的视频、图片，这样除了能

提升汉语国际教育效果，还可大幅提升中国东盟青年们的交流兴

趣，从而帮助其更好地实现思维延伸、视野拓展，进而达成共同

繁荣的目标。

四、结语

综上所述，若想提升“一带一路”背景下汉语国际教育在东

南亚沿线国家的发展水平，我们可以尝试从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优化汉语国际教育结构；调整战略重点，合理规划孔子学院建设

目标；加强中外合作，推进师资、教材本土化建设等层面入手分析，

以此在无形中促使“一带一路”背景下汉语国际教育在东南亚沿

线国家的实践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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