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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通过调查问卷等方式,对新疆地区的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的中国籍学生的培养现状进行了调查,从课程

设置、教学与实践、实习反馈、学位论文与培养学制及就业情况与培养建议五个方面进行归纳整理与分析,

找出了存在的问题,旨在为新疆高校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培养提供一定的参考,也为其他开设此专业的髙

校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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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发挥文化

枢纽的作用,大力推进中国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间

教育和文化交流。新疆师范大学和新疆大学分别于2009
年和2010年开设了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已发展较成

熟。那么,新疆地区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培养现状如何,
培养过程中出现了哪些问题,该如何应对? 有哪些培养经

验可以借鉴? 这些问题值得探究。故此,笔者专门对新疆

地区的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以新

疆两所大学的连续两届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中国籍研究生

为对象,发放调查问卷,结合个别深度访谈,对培养现状进

行探究分析。

1　调查结果

1.1　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是人才培养的方向的体现,是人才培养工作

的重中之重。通过此次调查,发现学生总体上满意度较

高,但还有小部分学生不太满意,不满意的原因中“理论课

程太多,实践性课程太少”为第一位;专业技能及才艺课程

欠重视,教与学的方式过于单一紧随其后;还有部分学生

认为所涉及的文化内容太狭隘;只有较少的人认为选用教

材不合理。希望能够增加对外汉语教学法和课堂教学实

践方面课程的学生占到了33.78%;希望增加中国传统文

化及中文文化比较方面的课程的占31.08%;想要增加汉

语基础知识及汉语本体研究的占到了27.03%;有学生给

出了具体的建议,希望能够增加中国学生和留学生的互动

小组。
综合调查结果,多数调查者虽然对课程设置满意度较

高,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增加实践性课程和文化技能课程的

比重,希望教学方式多样化,有一定的互动性。

1.2　教学与实践

表1　教学与实践

1 能否理解教师的授课内容?

完全理解　　　　　　　　　　　　　　　　　　　24.32%
大部分理解　　　　　　　　　　　　　　　　　　67.57%
能理解一半左右　　　　　　　　　　　　　　　　6.76%
小部分理解　　　　　　　　　　　　　　　　　　1.35%

2
你认为目前的课程内容方面存

在什么问题

课程内容较难　　　　　　　　　　　　　　　　　4.05%
课程内容较枯燥与实际教学需要不符　　　　　　　16.22%
实践教学训练、外语训练不够　　　　　　　　　　 77.03%
其他　　　　　　　　　　　　　　　　　　　　　2.7%

3
认为自己目前在哪方面的课程

学习过程中存在较大困难

汉语基础知识　　　　　　　　　　　　　　　　　27.03%
对外汉语教学课程设计与课堂教学方法　　　　　　31.08%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外文化差异　　　　　　　　　　6.76%
外语　　　　　　　　　　　　　　　　　　　　　35.14%

4
认为自己目前的教学能力是否

适应对外汉语教学的需要?

非常适应　　　　　　　　　　　　　　　　　　　13.51%
比较适应　　　　　　　　　　　　　　　　　　　63.51%
不太适应　　　　　　　　　　　　　　　　　　　22.97%
不适应　　　　　　　　　　　　　　　　　　　　0%

5
你是否可以很好地完成教学设

计和课堂教学的任务?

完全可以　　　　　　　　　　　　　　　　　　　39.19%
不太可以,在教学设计方面有所欠缺　　　　　　　 29.73%
不太可以,在课堂教学方面有所欠缺　　　　　　　 31.08%
基本不能独立完成任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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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调查结果可知,对于教学内容的学习,大部分学生

还是能够理解的,但在课程内容方面学生普遍认为实践教

学训练和外语训练有所欠缺,应当加强;在学习过程中最

大的困难是外语和对外汉语教学课程设计与课堂教学方

法的部分;绝大多数学生认为自己的教学能力还是能够适

应对外汉语教学的需要的;所有学生都认为自己能独立完

成教学设计和课堂教学任务,但只有一部分学生自信自己

可以很好地完成,其余半数以上的学生认为自己不能很好

地完成,或是觉得教学设计方面有所欠缺,或是认为课堂

教学方面有所欠缺。

1.3　实习反馈

目前,该专业学生教学实习的形式有国外实习和国内

实习两种方式,而国外实习的方式既可以去学校对口的孔

子学院(海外实习基地)或者通过国家汉办的考核作为志

愿者赴海外教授汉语,可是只有小部分学生能获得出国实

习的机会,绝大多数学生留在了国内实习。
根据调查结果,可知大部分学生认为实习期不宜太

长,3~6月合适。对学校安排的教学实习,满意度较高,

50%以上的学生对学校安排的教学实习满意。大部分人

都认为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培养对教学实习有帮助,通过

教学实习,学生的能力有所提高,提高了实践教学水平,教
育课堂和人际沟通的能力得到了加强。

1.4　学位论文与培养学制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的学生毕业论文有多种形式,
可以是专题研究、调研报告、教学实验报告、典型案例分析

和教学设计等。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发现,学位论文的题

材选择范围广且丰富,大多数学生觉得自身理论基础和研

究能力不足,资料收困难,欠缺有效的实践经验是时论文

写作过程中的最大困难,只有不到一半的学生在写作过程

中积极性比较高,经常与导师沟通交流。对于学制学生希

望能够灵活一些,国家对虽然对汉硕学制有专门的规定,
但各个高校根据自身情况又有所不同。

1.5　就业与培养建议

就业是学校和学生最关心的问题。根据调查结果显

示,半数以上的汉硕毕业生都希望能从事本专业的相关工

作,但是超过50%的被调查者对就业不太乐观,认为毕业

后很难找到对口工作。
综合整理了调查和访问者的建议,主要是针对教学,

实习和就业等三个方面:①授课过于集中,希望课程设置

更加合理化;②建议教学当中增加外语教学、实践教学,教
学法和汉语基础知识等方面的内容;③课堂讲授能够深入

浅出讲解理论知识,精讲多练,多一些文化体验课;④开设

国别化汉语教学;⑤外语学习多样化,希望外语不只有俄

语一个选择,孔子学院实习地区多样化,除了中亚地区还

能去别的地区的孔院实习;⑥希望能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

广阔的就业空间解决就业问题。

2　结语

这些年,新疆地区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作为一支强劲的

生力军,在国际中文教育方面尤其是面向中亚地区的工作

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通过对新疆

地区高校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现状的调查和分析,也发

现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不是单方面某一个人或团体所

能够解决的,需要各方面积极应对,共同努力携手解决。
面对新的形势新的变化,各高校应结合自身优势和特色,
不断探索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培养质量,持续推进汉语国

际推广的有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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