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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形势下孔子学院特色发展策略 
刘  旭 

（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100876） 

摘要：孔子学院遍布全球，对推动中文和中国文化传播、促进中外人文交流、保护人类多元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何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下开新局，是孔子学院转型升级发展的关键。因此，建议孔子学院充分依托地缘优势、积极发挥平台
优势、努力打造内容优势形成个性化孔子学院特色发展策略，为提升我国国家传播能力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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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孔子学院是人类多元文明交流的平台，是“中文热”的时代产

物，也是中国与各国互通互鉴的语言和文化交流的现实需求。为应

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关系，满足全球日益增加的中文学习需求，加强

对孔子学院特色发展建设专题性研究尤为必要。 

二、孔子学院研究现状 
国外学术界对孔子学院的学术研究关注度较低，研究成果较

少，但媒体报道较多。可见，孔子学院在国外仍是新鲜事物和社会

热点。国内学界对孔子学院的关注较高，研究成果丰硕，既具有较

高的理论价值，也兼具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

统计，以“孔子学院”为搜索主题，对相关成果进行统计分析，具

体情况如下： 

 
按研究主题将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归纳为以下三类： 

（一）综述研究。刘程（2012），安然等（2014）等从不同角度

对国内学者发表的孔子学院研究文献进行了统计和分析，认为国内

学者主要围绕孔子学院国际文化传播功能进行探讨和研究，建议从

孔子学院的办学模式、管理机制、有效汉语推广模式、孔子学院个

案等方面进行更广泛且深入的研究。 

（二）发展问题及策略研究。崔希亮（2010），吴应辉（2010），

刘广兵（2011），樊钉（2013），刘旭（2015a）等分别从不同角度总

结了孔子学院的发展现状，指出了孔子学院发展的现存问题，并提

出了相应建议和解决策略。 

（三）发展战略研究。张西平（2007）建议孔子学院的发展战

略是国家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建立健全汉语国际推广政策要建立在

坚实的调查基础上，要开展国别性研究。吴勇毅（2012）认为应该

把孔子学院建设和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培养放在国家战略的平台上

看，应具有国家大事的大局观。刘旭（2015b）把孔子学院十年发

展历程概括为开拓阶段、全球战略布局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并提

出优化孔子学院发展机制的建议。 

三、孔子学院特色发展策略建议 
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开新局，是孔子学院现阶段发展的

机遇和挑战。特色发展是使一种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发展，是一

种创新性发展行为。孔子学院的特色发展研究是孔子学院创新升级

发展新思路的理论探索，是对孔子学院内涵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深

入思考。 

（一）依托地缘优势 

孔子学院系国内外教育机构合作共建项目，基本开设在国外大

学里，依托国外大学和教育机构的地缘优势发展，是孔子学院较为

突出的办学特色。将地缘优势发展成为各孔子学院特色发展优势，

需要孔子学院与合作院校紧密合作，扎根当地，融入当地，为当地

师生和民众打开透视中国的窗口。 

（二）发挥平台优势 

孔子学院不仅肩负着中文和中国文化教学与传播工作，更肩负

着促进中外人文交流的使命。孔子学院要发挥平台优势，打通中外

双向交流的渠道，创造深入交流与合作的机会，整合国内外优势资

源，为孔子学院的长足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三）打造内容优势 

经过多年的努力与积累，各孔子学院努力提升中文教学水平和

中国文化传播能力。但在新形势下，孔子学院的内容建设不仅包括

教学内容与传播内容，还包括师资队伍建设、教材资源建设、文化

传播活动设计与效益评估等方面。内容呈现的形式也要与时俱进，

以课程讲授、文化讲座、艺术展览、文化体验、艺术巡演等多种呈

现形式交相呼应，为当地师生和民众提供语言文化交流的丰富内涵

与形式。孔子学院通过对教学和传播内容的精心打造，以实现内涵

式发展目标，展现更全面、立体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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