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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国内众多高校中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已经开设近 30 年，国内有很多高校都开设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但是课程设计设
计还要进一步探索不断持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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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内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设置之后，很多专家学者、教育部

主管领导和学校的校领导教师都比较关注，应该持续优化改进汉语

国际教育专业课程，并采取了积极措施不断予以探索和改进、优化，

也希望能够实现该课程优化设计。在外语课程设置上，要将其作为

汉语教育教学重点语言对象及互动桥梁。 

一、确定人才培养目标，注重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教学中，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借助于先进责

任培养方式，能够为社会打造出企业需求专业化人才，汉语国际教

育专业教学与整个学校教学环境、办学理念相结合。坚持汉语在国

际上推广作为实际需求为导向，以专业化培养为目标，以国际化人

才、复合型人才、应用型人才培养作为目标，对于这种人才要求即

具备理论知识、实践能力要求，文化语言、文学等方面都有相应知

识储备和综合能力素质。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不断更新教学理念和

教学方式，巩固学到的各方面知识，同时通过理论实践，提高学生

们各方面能力素质，形成特色化的鲜明、科学、有效的人才培养方

式[1]。 

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课程设计存在问题 
课程设置需要专业选定各类课程，优化设置课程结构，及设置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需要符合现有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实现落实专

业人才培养计划。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课程设置需要在培训目标

指导之下，从目前学习主体特征和社会需求出发，结合对专业知识

和能力结构的要求，科学安排课程结构和相关课程内容。但是由于

不同院校办学条件不同，不同院校各种设计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院

校在专业定位和培养目标方面不太明显，会导致课程设置创新性不

足[2]。 

在学校内讲解汉语课程，也加入英语课程，这两种课程简单叠

加，但是不能够培养出综合性语言性人才，影响到国际化人才培养

的质量，汉语知识体系偏多，还加入了教育学、心理学知识。汉语

知识多，也会造成学生们的学习课程任务繁重，汉语学科课程比重

大，忽略了学生们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也会使得学生们在海外生

活工作，不能够快速融入到当地文化中来。 

三、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的思考 
（一）完善专业培养目标，创新培养模式 

优化设计汉语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目前汉语专业课程设计

的指导，该课程需要满足线上教学的要求，落实教学目标，要精确

确定专业发展定位。结合国际社会发展要求，来突出汉语教学的新

思想理念，落实人才培养的目标。新教学改革要求，国际化人才要

具备语言、文学文化类的知识，在明确教学目标时，还要对现有的

教学思想理念、课程体系、实践环节加以创新，建立起有助于培养

专业化人才的培养模式，进而培养出适合需要高端岗位人才[3]。汉

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教学应该实际应用作为导向，以学科教学基

础，以学生语言应用作为教学培养核心，提高学生们素质作为重点，

要求优化课程体系，构建专业化、特色化人才培养方式，创新教学

组织和教学方法。 

探索 3+1 的教学方式，国内理论教学与国外实训教学相融合，

及现代化教学技术和网络新技术融入到汉语学习中，让学生们自主

学习，开展研究性的教学。立足于学生们知识学习的实际、学生们

知识能力、素质等多方面协调能力提升，也开设政治理论课程、文

学文化素养课程，及在语言知识和教学技能及课外素质拓展、获取

知识能力等方面，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和文化道德素质水平。 

（二）改革教育教学理念，优化课程设置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需要培养专业型、复合型、应用型、国际化

人才，转变学生们思想观念，让学生们走出教室，坚持以国际化教

学作为发展主线，以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培养作为重点。在课程设

计方面，还要结合社会需要，及本校学生就业实际状况来加以调整，

增强实践，做到理论实践并重。围绕着专业培养目标，及扎实汉语

教学要求，教师们能够有扎实的语文知识时，将其作为对外汉语教

学中国文化交流的基石。在设计课程中，将现代汉语作为主干型课

程，同时还要开设语音学、词汇学等相关课程，汉语语音、词汇、

语法、修辞等理论知识都有深入的理解。 

一个合格汉语教师要具备汉语知识和技能，同时语言技巧比较

重要，各院系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一般会安排英语类的课程，如大学

英语口语、写作、翻译，这些课程是提高学生英语写作、阅读和听

力能力，也在当前国际社会大力推广，已经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

除了满足学生们海外实习工作，需要各院系需要根据教学实际，来

开设多种类型的外语课程。 

四、结束语 
在国内汉语国际教育发展新形势下，满足教学质量多样化要

求，在对外汉语、设计教学实践等多个领域中，要确定该专业教学

定位，对课程做以最优化改革，突出该专业课程的特色，提高教学

实践水平、实践能力，进而培养出满足当前社会需要汉语教师和文

化交流人才。将其当场专业建设发展思考的重点，汉语国际教学专

业就是要结合自身地域特色和教学优势，不断优化教学课程体系，

实现教学课程内容改革创新，才能够符合当前社会国际化发展要

求。在汉语课程教学中，还要加入一些当地文化知识，让国外学生

在学习汉语时，也能够了解到中国文化，促使中国文化传播发扬。 

参考文献： 
[1]郭亦冰,孙南南.基于调研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外语课程

设置问题研究[J].2021(2016-1):111-113. 
[2]李澜澜.高等院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古琴课程实施浅议[J].

北方文学,2019(36):3. 
[3]吴晨璐,任晓霏.我国高校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

置优化研究[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