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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汉语国际教育研究综述 
李威 

（四川大学文新学院  四川成都  610207） 

摘要：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首先需要语言铺路搭桥。汉语国际教育是以汉语言教学与文化传播为主的国际教育，肩负着
我国与沿线国家文化语言交流的责任和使命，在“语言铺路”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目前，国内一带一路背景下的
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集中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发展、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培养、汉语国际教育中的中华文化传播三个方面，存在研究问
题重复较多，研究内容创新性不足；研究方法单一薄弱；研究视角单一的问题。未来，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汉语国际教育研究要取得
新的进展，需要发掘具有创新性的研究问题；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相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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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3 年，习近平主席借用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提出共同建立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以进一步

带动中国深化改革开放。此倡议强调，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平

等互利方式，与欧亚各国经济紧密联系，实现各国经济贸易和文化

交流上的互惠互利”。2015 年 3 月我国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报告。在“一带一路”

的建设中，首先需要语言铺路搭桥。1 汉语国际教育是以汉语言教学

与文化传播为主的国际教育，肩负着我国与沿线国家文化语言交流

的责任和使命，在“语言铺路”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桥梁和纽带作

用。自开展“一带一路”建设以来，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发展必将面

临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挑战，相比之下，我们目前的研究内容还

显得相对滞后，缺乏针对性。新形势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如何创

新人才培养理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从而更好地为“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民心相通架设桥梁，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和研究。2 本文回

顾了我国关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为国内未来研

究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数据源，对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汉语国

际教育研究相关文献进行检索。为了避免样本数据出现漏检和误检

的情况，首先，通过阅读大量相关文献，探寻检索词的多种表达形

式，并及时对检索词进行拓展和补充，不断更新和调整检索策略，

确保检索结果尽可能全面覆盖该领域的研究文献；其次，基于文献

阅读判断与研究主题不相关的文献，进行人工的二次检索和筛选。

检索内容及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 1 研究数据获取方式 

检索项目 检索内容 

数据库 中国知网 

检索方式 

检索式 A： 

主题 = 汉语国际教育 一带一路 or 题名 = 汉语国际

教育 一带一路 or title=中英文扩展（汉语国际教育 一带

一路） or v_subject=中英文扩展（汉语国际教育 一带一

路 ）（模糊匹配） 

检索式 B： 

主题 = 一带一路 汉语国际教育 or 题名 = 一带一路 

汉语国际教育 or title=中英文扩展（一带一路 汉语国际

教育）or v_subject=中英文扩展（一带一路 汉语国际教

育 ）（模糊匹配） 

检索年限 不限 

检索时间 2021.7.22 

检索结果 有效文献 102 篇 

（二）研究方法 

综合采用中国知网计量分析工具、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对所收

集到的文章进行整理和分析，归纳出研究轨迹和发展趋势，并研读

具体文献，把握研究现状。 

三、描述性数据分析 
（一）研究年度分布与发表数量分析 

2013 年，习近平主席借用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提出共同建立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以进一

步带动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倡议发起后，汉语国际教育研究在经过

一段时间的消化和吸收后，便将“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背景纳入

到研究领域中。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与发展，汉语国际

教育相关研究也逐渐步入正轨，检索中发现，自 2015 年刘君发表

《“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与汉语国际教育》3 以来，相关研究数量

和文章发表数量不断增加。 

 

 
图 1 总体趋势分布图 

随着研究数量和论文发表数量的增加，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汉语

国际教育研究逐渐成为了汉语国际教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研

究领域，相关研究文献的指标分析如表 2。 

表 2 文章指标分析 

文献数 
总参考

数 

总被引

数 

总下载

数 

篇均参

考数 

篇均被

引数 

篇均下

载数 

下载被

引比 

102 551 422 46706 5.4 4.14 457.9 0.01 

（二）代表性作者与机构 

首先，研究作者发文量越多，在共现图中显现的节点则越大；

如图 2 所示。其次，通过分析 102 篇文献，共有 105 位作者参与

了研究，其中发表篇数≥ 2 篇的作者仅有 10 位，由此可见，研

究者自身并未形成集中成熟的研究体系。刘艳娟、朱怀、何亮三人

分别发表了七篇文章，是关注该研究领域最多的学者。 

 
图 2 作者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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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被引频率来分析，安亚伦、段世飞的《“一带一路”

倡议下的汉语国际教育:现状、问题及对策》4 一文被引次数达到 22 

次，是对一带一路背景下汉语国际教育的论述力作。张亚蓉的《“一

带一路”新形势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改革与发展模式构想》5 被引次

数达 20 次，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改革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论述，上

述两篇文章可视为一带一路背景下汉语国际教育研究的代表性文

章。 

 
图 3 研究机构分析图 

对研究机构进行可视化分析，可基本反映研究机构对一带一路

背景下汉语国际教育研究的关注度与贡献力。重庆师范大学文学

院、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普通话测试站、百色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等

机构对数字出版研究文献贡献最多。 

（三）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本文运用 Cite Space 软件对数字出版研究关键词进行共现词

频网络构建的可视化方式呈现，同时获得大量关键词的相对频率。

一带一路背景下，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领域中，形成了较为集中的研

究热点，图 4 最大的节点为检索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它具有

高度的中心性。以该词为中心，辐射出多个重要节点 ：“一带一路

建设”“一代一路倡议”“人才培养”“培养模式”等核心词汇。汉

语国际教育研究紧跟时事，对政策、环境的把握充分，并能根据实

际情况调整研究方向和研究重心，具有现实意义。 

 
图 4 研究关键词词频图 

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可视化处理，可将重合度

较高的关键词进行集中归纳分析，并根据时间顺序排列出各个聚类

中的相关文献，进而可清晰地观察各研究议题之间的相互演进关系

以及在时间区域中的纵向发展轨迹。由图 5 可知，汉语国际教育研

究将研究视野拓展至“一带一路”的现实背景始于 2015 年，在研

究初始阶段主要关注的仍是汉语国际教育本身，而随着时间变化、

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进以及研究者们研究的不断深入，相关研究更加

深入具体，逐渐将以“一带一路”为研究背景，在此背景下开展研

究，并集中关注到“一带一路”中的文化交流意义。总之，一带一

路背景下的汉语国际教育研究是一个不断深入和聚焦的过程。 

 

图 5 一带一路背景下汉语国际教育研究时间聚类分析 

四、一带一路背景下汉语国际教育研究热点 
自开展“一带一路”建设以来，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发展必将面

临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挑战。本文发现，现有一带一路背景下的

汉语国际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发展、汉

语国际教育人才培养、汉语国际教育中的中华文化传播。 

（一）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发展 

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首先需要语言铺路搭桥。汉语言文

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共计 65 个国家的传播历史源远流长。自改

革开放以来，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经济地位显著提高，汉语热在世界

范围内开始兴起。面对持续升温的汉语热，我国国家汉办与孔子学

院总部每年投入十余亿资金用于创办海外孔子学院，开展汉语教育

文化活动，培养海外汉语教师与志愿者，进行汉语水平考试创新，

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但是，在形势乐观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全

球化文化竞争背景下，推进汉语国际教育发展仍存在诸多的复杂

性。 

安亚伦、段世飞 6 总结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汉语教育发展

现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来华留学发展的增长点；一带一

路 ”沿线国家孔子学院规模有所扩大。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

汉语国际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即汉语国际教育机构在沿线国家布

局供不应求；汉语教师缺口大、汉语教材“水土不服”；汉语国际

教育服务产品资源配置方式单一；汉语国际教育与传播法律法规不

健全。并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坚持“引进来”的汉语国际教

育发展对策；坚持“走出去”的汉语国际教育发展方针；完善孔子

学院的立法与制度建设；积极推进汉语国际教育方式创新；注重发

挥民办教育机构和企业的作用。赵康 7、张木花 8、阿依达娜·伊尔

江 9、周瑶 10、肖启迪 11 等人看到了当前汉语国际教育发展存在的一

些诸如国外汉语国际教育机构供不应求、汉语国际教育教材“水土

不服”、没有完善的汉语国际教育法规制度、汉语国际教育服务产

品资源配置单一、汉语国际教育中文化冲突、外国留学生在华教育

等问题。为此，朱晓军 12、张亚蓉 13、黄卓明 14 等人提出了“一带一

路”新形势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改革与发展模式构想，具体内容包

括推进“教育现代化”教学模式改革，依托现代信息技术为汉语国

际教育专业发展提供可持续性平台；借助国家政策优势，以“丝绸

之路经济带”新起点为桥梁，根据高校的自身特色及时进行专业定

位及目标调整；创新改革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培养模式，从“内向

型”的自主发展向“外延式”联合培养模式转型等。 

（二）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培养 

自 2013 年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以来，沿线国家和地区对汉

语人才的需求空前高涨，各国正掀起一股“汉语热”，来华留学生

和海外孔子学院数量都在不断增长，必然需要大量的汉语国际教育

师资。新形势下，“一带一路”建设急需高素质的复合型、应用型、

国际化的多元化专业人才。15 代丽丽 16、屠海波 17、王禹然 王振铎
18 等人指出了对外汉语教育中专业教学所存在的问题，包括教学方

法单一，学生学习兴趣低下；开口意识不强，缺乏交流积极性；教

学方式滞后；教学内容未更新；文化传播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参差不

齐等众多问题。张蕾 19、周艳芳 20、李芳芳 21、刘艳娟 22、魏红 23 等

人则提出了汉语国际教育“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培养路径，应用

型本科高校应以“国际化人才培养”为中心，从本科汉语国际教育

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关键问题入手，借鉴国外教学模式，从教学组

织、实习实践、培养目标与专业发展四个方面，推动汉语国际教育

专业培养“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另一方面，一带一路”的实施

与发展，需要语言人才提供充分的服务，促进沟通与理解。汉语国

际教育专业如何培养服务于“一带一路”的创新应用型语言人才，

成为当前学科教育与专业发展的重要课题。 

（三）汉语国际教育中的中华文化传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关系我国在世

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 而且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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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形于中”而“发于外”。 “形于中”而“发

于外”，首先需要搭建好“中”“外”的桥梁，文化的互相交流借鉴，

需要语言作为桥梁， 国际中文教育在中国文化的传播中起着重要

作用。24 李雅、夏添 25 指出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亚汉语国际教

育与中华文化传播机遇与挑战，认为苏联解体，中亚国家独立，与

中国建交后，汉语教育与中华文化正式走向中亚。随着“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中亚地区汉语教育与中华文化传播面临新的机遇与挑

战。面对中亚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局势不稳定的局面，孔子

学院要积极探寻境外合作教育模式，与企业展开优势互补的多层次

合作，转变语言文化教育与传播思路，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推

进当代中国教育国际化与“走出去”战略。张辛、蔺永刚、孔晶通

过调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对中国文化和文化课程的认识、

态度等，提出了提升汉语国际教育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能力的对策，

包括把握留学生文化学习关键期、拓展传播文化的多种途径、校内

学习与校外活动相结合、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统一互补、合理选择

文化课程与活动的内容、注重文化传播的内涵和深度。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对检索得到的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进一步结合

定量的数据分析和定性的文本分析，得出了一带一路背景下汉语国

际教育研究的相关结论，当前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

问题需要予以关注。 

自 2015 年 3 月我国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报告以来，汉语国际教育领域相关

研究开展至今已有六年有余，相关的研究和文章已经初具规模并且

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关于一带一路背景下汉语国际教育

发展研究、人才培养研究以及跨文化传播三个主要方面成果颇丰，

有较高的学术和现实意义。但是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是研

究问题重复较多，研究内容创新性不足；其次，研究方法单一薄弱，

目前研究主要采取经验研究的方法，论据不足，逻辑性、科学性受

到一定影响；最后，研究视角单一，现有研究中有不少缺乏理论支

撑。 

未来，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汉语国际教育研究要取得新的进展，

需要突破现有的局限。第一，发掘具有创新性的研究问题，对于研

究已相对完善的问题适当减少关注，关注更多此前尚未得到广泛关

注的问题。第二，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针对当前研究以经验总结

为主的情况，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加注重研究方法的使用，尤其是定

量研究方法更能增强文章的说服力、逻辑性和科学性。第三，引入

相关理论，提高文章的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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