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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职业用途汉语本土化教材的必要性 

李任之 
（泰国格乐大学） 

摘要：随着汉语走向国际舞台的步伐不断加快，无论是从当前情况还是未来展望，作为汉语的母语国，我们都应积极推动专门
用途汉语教育的发展，以满足学习者在多元化汉语应用方面的需求。职业用途汉语教材的编写就是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无论
是从国际趋势和国家战略角度，还是站在当地社会需求的角度，以及从它本身的实用性出发，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另外，在市面上
已有的职业用途教材中难以觅得本土化的教材，也凸显出这一版块的缺失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文献法从以上几个方面探讨
了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编写职业用途本土化教材的必要性及其在实际应用中的价值，以及其编写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和挑战，同时也
展望其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未来发展趋势。以期为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发展贡献有益的思考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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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随着国际交流的不断加深和多元文

化的碰撞，汉语作为一门世界性语言正逐渐扮演着更为重要的
角色。尤其在一些国家，如泰国，由于中国旅游和贸易往来的
日益频繁，对汉语教育的需求也逐步增加。大量旅居泰国的中
国人以及当地人对汉语的学习兴趣明显增加，这为国际中文教
育领域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在这一背景下，编写职业用途汉
语本土化教材成为满足当地人口对汉语学习需求的关键举措之
一。 

1.1 职业用途汉语教材 
在国内英语领域，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ESP) 被翻译

为专门用途英语或特殊用途英语。因此，我们也可以将专门用
途汉语翻译为 Chinese for Specific Purposes (以下简称 CSP)。专门
用途汉语指的是在特定的专业领域、具体范围和特定场合使用
的汉语，不仅限于与学科直接相关的专业汉语，还包括在特定
业务、场景和环境中使用的汉语。（李泉，2011）专门用途汉
语可以进一步分为职业用途和专业学习用途。 

其中职业用途可以再按照职业进行划分，但那些不是针对
职业用途的实用性语言，例如针对非医护人员的中医汉语，针
对非旅游从业人员的的旅游汉语则应该排除在外。 

对于专门用途语言教学来讲，教学的对象是针对某一种具
体的职业需求而进行语言学习，那么教学的内容就应该明确的
针对职业的需要，教授具体的职业语言。因此，职业用途汉语
教材就需要分析教学对象正在或意欲从事的具体行业和具体职
业，调查在这一行业中的这种职位，其工作中的各类高频语境，
根据特定学习者的职业发展学习需求，优先选择与其紧密相关
的语言知识和技能作为教学内容，其内容要体现出这个具体职
业的语言使用特点，使学习者尽快获得需要的语言交际能力。
（张黎，专门用途汉语教学，2016）否则，很可能就无法达到
专用语的效果。 

1.2 本土化汉语教材 
本土化汉语教材指从某一国家或地区学习者的特点和需要

出发，以满足特定国家或地区学习者的学习需要为目标而设计、
编写和制作的汉语作为外语或第二语言教学的教材。本土化的
教材一般具有教材名称本土化、教材内容本土化、部分词汇本
土化、注释母语化和语言难点对比化的特点。（吴应辉，2013） 

本土化教材是一种教育策略，旨在将教育内容与特定地区、
文化和行业环境紧密结合，因此，其在内容的选择上更多地结
合了当地的特点，结合本国社会文化内容，让学习者更有亲近
感，更易于接受，且能够实现：即使处于母语环境，也能在平
时的生活场景中进行复习运用；并且因为用母语注释，能够使
学习者更快更好的理解记忆教学内容；最重要的一点是本土化
的教材会针对学习者的易错点、难点进行重点强调，做到有针
对性的纠正提高，真正做到高效学习汉语。 

1.3 职业用途汉语本土化教材 
顾名思义，本文探讨的教材是以上两者的结合体，该教材

不仅是针对职业用途的，更强调了本土化这一特点，是根据不

同国别、不同行业、不同职位的具体语境而设计的具有针对性
的汉语教材。 

在这一背景下，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编写
职业用途汉语本土化教材是必要的？答案在于，职业用途本土
化教材能够弥补通用性教材在满足特定职业需求方面的不足。
它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当地具体职业的实际情况，让中文教材更
具有针对性，减少学习者的学习量，满足学习者在实际工作中
的语言和文化需求。 

2.国际趋势与国家战略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外

国企业涌入中国，这导致商务汉语、经贸汉语、金融汉语、工
程汉语、公司汉语、办公室汉语、接待汉语、生存汉语等领域
需求激增。同时，中国出境游客数量持续增加，游览亚洲、欧
美澳洲，甚至非洲等各地，因此，对航空汉语、旅游汉语、旅
行社汉语、酒店汉语、购物汉语等实际应用汉语的需求变得更
加紧迫。国外服务行业需要为中国游客提供相关领域和特定场
合的实用汉语服务。中外之间在经济、政治、商业、文化和旅
游等领域的广泛深入交流，尤其是在海外，对“业务汉语”和
“工作汉语”等实用汉语的需求潜力巨大。因此，海内外的“业
务汉语”教育和培训领域具有广阔的研究和开发前景。随着海
内外学习汉语的人数不断增加，汉语学习呈现出多层次、多领
域、多目标、专业化、职业化和实用化的明显趋势。 

陆俭明（2016）指出，实现“一带一路”倡议需要语言的
桥梁作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国际合作和交流涵
盖各个领域和方式。这一倡议的引领下，国际中文教育迈入新
阶段。截至 2019 年 12 月，中国在 56 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设立了 167 所孔子学院和 172 个中小学孔子课堂。为了促进“一
带一路”建设，满足当地社会发展需求，各国对“汉语+职业技
能”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大幅上升，这也催生了从单纯语言教育
向“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过渡。因此，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对
职业技能型中文教育资源的研发提出了新要求。国家支持国际
中文教育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高质量教育资源是其中的
关键环节。 

（梁宇，2020） 
3.当地社会需求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以及我国经济实力的日渐强盛，社

会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商贸、旅游等各个方面，都与国
外建立了大量、深度的链接。具体表现为大量中国企业开始在
国外建立分公司或是进行海外投资等，同时也有大量的中国普
通民众到全球各个国家旅游、旅居、学习、投资等等，那么当
地社会也就自然而然的需要服务于大量的中国企业、中国旅客、
中国留学生等。为了中外双方都有良好的体验感，这其中必然
涉及到基本的语言沟通与跨文化交际能力。 

3.1 基本语言沟通 
在语言沟通访方面，能够拥有高水平的汉语沟通能力自然

是好的，但并非每一个职业都需要全面的高深的汉语，因此当
地社会的民众只需要掌握必要的汉语。那么何谓必要的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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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由于在特定的语言社会变体、功能变体条件下会选择不同
的语言成分或表达形式，由此产生一些反映各种交际活动的特
殊性语篇，例如某些词汇或者句型会频繁出现在某个领域的交
际活动中，而在另一个领域中会高频出现其他的词汇或者句型，
出现这种不同选择的结果通过统计频率，就能得到必要的汉语
内容。也就是说针对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职位，能够通过已掌握
的必要的汉语完成特定职业环境中的交流并达成交际目的。这
些必要的汉语必定是经过统计的高频的极具针对性的内容，包
括语音、词汇、句法结构、语篇或者话语结构、社会交际功能。 

3.2 跨文化交际能力 
职业用途本土化教材的编写不仅关乎语言技能的传授，更

涉及到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不同的语言承载着不同
的文化，学习者面临的是以汉语为母语的人而不只是单纯的机
器，想要做到有效的沟通，只是学会标准的职业场景用语是不
能完全胜任一个具体职位的，更应该注重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本土化的教材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本土语言文化入手，介绍
中华文化的内涵并进行比较，有助于本土社会民众，通过更易
于理解的思路，尊重、理解汉语为母语的人群的思维与行为，
并作出相应的解释或回应，从而完成有效的和谐的沟通。例如，
在泰国的某商铺，接待人员面对客人打招呼时喊出的“老板”，
明白是在呼叫店铺里的相关人员，引起注意并渴望被接待，而
并不是认为接待人员就是真正的老板。 

4.相关教材的发展现状 
教材需要针对具体职业的内容加上与当地社会文化环境的

有机融合，方能在语言知识和跨文化交流两个方面共同作用于
学习者，有力推进学习者在各个职业场景当中实现有效沟通，
达成交际目的。 

4.1 职业用途汉语教材发展现状 
随着专门用途汉语教学的开展，CSP 的教材编写也陆续开

展起来。从最早出版的 CSP 教材到 2006 年，仅商务教材就已经
至少有 45 种。（路志英，2006）随着中外经贸交流的扩大，经
贸汉语，尤其是商务汉语的教学研究和教材编写正在呈现出一
种突出的趋势。已经召开了超过 10 次相关研讨会，根据李晓琪
（2009: 41）的数据，“目前国内已出版的商务汉语教材已逾
80 种”。然而，现有的教材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早期的科技汉
语和近年来的商务汉语教材编写研究上，而且大多限于教材编
写的构想或者已编写教材的理论和实践总结。尽管这些工作是
必要的，但单凭这些还远远不够。 

截至 2021 年 2 月，全球范围内，已有 564 种专门用途中文
教材得到出版和分发。这些专门用途中文教材可以细分为 14 个
子类，包括商务中文、旅游中文、科技中文、医学中文、媒体
中文、公务中文、交通中文、职业教育中文、体育中文、法律
中文、国防中文、政治中文、外交中文以及翻译汉语。 

（曾晨刚，2021）但在这篇统计文献中，将针对非旅游从
业者的旅游汉语也纳入其中，可见专门用途的教材本就量少，
已有的领域不甚全面，且全都是较为宽泛的领域，缺乏针对具
体职位的教材，当我们真正面对具体职位的学习者时，会发现
教材的不适用、不实用，学习效率较低，不是因为教材编写的
不好，而是因为内容的宽泛，导致不够“职业”不够“专”。
例如，教学的对象是在外国从事对华五金零件销售的业务员，
这时要设计的课程就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一般的商务汉语，或者
以外贸汉语来简单定位，而应该更加具体的定位为“五金零件
出口业务汉语”，需要教授的不是笼统的外贸汉语，而是五金
零件出口业务交际中使用的汉语，五金零件进口业务或者其他
商品的出口业务汉语都是无法让学习者应付其特定职位的交际
场景的。 

4.2 本土化汉语教材发展现状 
海外 10 家出版社共出版中文教材 2148 种，占全球纸质中

文教材出版总数的 11%，有 37 国 536 家海外出版社参与中文教
材的出版工作。 

根据统计数据，发现在纸质中文教材中，有 80 种不同的注
释语种被使用。在这些注释语种中，英语是最常用的，占据了
82.42%的比例。相反，其他语种的使用相对较少，仅有 17.58%
的中文教材使用了其他语种进行注释。进一步细分这些其他注

释语种，有 79 种，其中 71.22%使用的是韩语、法语、西班牙
语、日语、俄语、德语、意大利语、泰语以及阿拉伯语。（吴
应辉等，2021） 

关于汉语教材的本土化程度，可以从母语注释、话题内容、
语言点对比、本土词汇选择、对特定学习者群体的针对性以及
与学习者国家教育体制接轨度这六个维度进行分析，（李静峰，
2018） 

虽然从注释语的方面着手，已经尽量多的考虑到国别问题，
但仅仅是这种程度的本土化，依然不能适应当地的文化习惯和
学习者特点。 

本土化教材开发成本高，研发难度大。但不应因此而却步。
更应该看到本土化教材的优势迎难而上，大力推进中华语言与
文化的传播事业。努力编写高质量的“本土化”教材应该是解
决当前汉语国际传播教材问题的现实途径。 

4.3 职业用途本土化汉语教材的缺失 
韩国、美国、泰国、波兰、印尼、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

亚共７国出版并发行 65 种专门用途中文教材。（曾晨刚，2021）
这其中还包含了较多针对非专业从业人员而编写的访华旅游的
使用手册。由此可以看出针对专门用途的本土化汉语教材极少，
而本文所强调的针对具体行业具体职位的细分类职业用途教材
几乎无从寻觅。 

5.结语 
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的背景下，职业用

途本土化汉语教材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能够将汉语学习
与当地社会实际职业场景相结合，帮助学习者更快速地将学习
内容适用于具体职位的各类工作场景中，提高他们的语言交流
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汉语教材品种虽十分丰富，但多为“通用型”，“本土化”
教材较少。除少数发达国家之外，绝大多数国家本土化教材严
重缺乏；“职业用途”教材极少，仅着力于某些宽泛的领域，
缺乏针对具体职位的教材；将二者结合的职业用途本土化教材
更是难觅芳踪。 

因此，大力开展职业用途汉语本土化教材建设，是海内外
汉语教学特别是专业汉语教学从业人员亟须完成的复杂工作，
政府主管单位、出版界及高校专家学者和广大同仁亦应给予大
力支持并积极参与，以便不断完善学科建设，满足各类职业用
途汉语学习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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