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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职院校中非汉语专业留学生课程结构设置的思考

张晶莹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已经发

现，学汉语、懂汉语不但更有利于找到工作，也更有可能在商业行

为中寻找到更多机会。加之技术工人在国外的短缺和紧张，“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尤其是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当地民众越来越意识到，

他们急迫的需要培养知识技能型应用型人才，而这一块恰恰是职业

教育最能发挥作用的。

1 高职院校中非汉语专业留学生的学习现状

随着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化趋势，来华留学的学生不再仅仅限

于汉语言专业的学习。在职业教育领域中，电子商务、软件工程、

康复护理等专业逐渐成为留学生更为倾向学习的热门专业。各高职

院校为吸引留学生，扩大留学生教育规模，除了在经济上给予一定

援助之外，对于留学生入学时的语言要求也大大下降。这些举措在

短期内确实起到了快速吸引留学生的作用，但这也成为了留学生在

职业教育学习中的一大障碍。

2 高职院校非汉语专业留学生的课程设置情况

2.1 课程设置的类型

在整体的课程设置上，一般使用“先语言后专业”的“2+2”课

程类型设置。前两年是以通识必修课为主的汉语基础教育阶段，以

着重培养留学生汉语“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的语言技能为目

标，清除语言障碍，为后两年进入专业课程学习做好语言能力的准备。

在此阶段，高职院校的非汉语专业留学生所使用的课程教材大多为

现有教材：语言学习阶段以使用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的 HSK 标准教程

为主，新实用汉语课本等其他教材为补充。

2.2 课程设置实施的效果及存在的问题

对于高职院校的非汉语专业留学生来说，由于入学时汉语言能

力水平参差不齐，甚至有零基础的留学生，“先训练学习者技能、突

破语言障碍，再以语言课程为基础，学习专业课程”[1] 这一课程体系，

符合第二语言的学习规律和教学规律，这也是目前世界各国针对外

国留学生专业教育普遍使用的课程设置类型。

但“2+2”的课程设置安排过于简单粗糙，缺乏语言课程与专业

课程之间的整体连贯性，存在过渡性差、针对性弱的问题，忽略了

留学生学习群体的特殊性，对于非汉语专业的留学生来说，即使通

过 HSK 四级考试，能够达到可以用汉语就较广泛领域的话题进行谈

论、比较流利地与汉语为母语者进行交流的水平，也不足以应付专

业课程中的专业词汇，对专业课程的理解程度也仍然存在着不足。

这意味着当留学生在进入专业学习阶段时，语言能力的运用、文字

理解的能力及文化休克的影响仍然存在，这对留学生在后续的专业

课程学习将造成极大的障碍。

3 对高职院校非汉语专业留学生课程设置的优化

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背景下，高职院校的课程设置应

既要体现时代发展的特点、亮点又要结合本国的国情和社会价值观；

既要适合学习者的需要、兴趣又要有利于学习者的身心健康发展和

各种能力的培养。各国对留学生教育的实践证明，“先语言后专业”

的课程类型是目前最有效的课程模式，尽管仍有缺陷及不足，但这

是可以进一步完善及改进的。

3.1 优化课程体系的整体设置

“课程体系设计的主要任务是使规划中各门课程之间建立起联

系。”[2] 课程设置必须要符合培养目标，而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培养

目标。课程设置是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手段，培养方案中的每一门

课程都是串联培养目标的基本点。因此高职院校对非汉语专业留学

生培养目标的准确定位，影响着课程大纲的方向及课程实施的具体

操作。

鉴于高职院校职业教育的特点，在对非汉语专业留学生培养目

标也多为侧重其专业知识运用能力而非汉语运用能力。但目前针对

非汉语专业留学生所开设的汉语基础课程大多脱离了专业课程的内

容，着力在单一的汉语教学，而没有与专业课程有所交叉。通过课

程设置的优化，将专业课程的用词、用语及基础专业学科知识渗透

到前期的汉语教学过程中，使各课程之间衔接有序、连贯相关，提

高其合理性，以使得学生能够通过前期语言课程的学习与较长时间

的训练后，达到能够的使用汉语表达专业知识词汇及专业术语的能

力。如在电子商务专业中的现代物流这门课中，“集装箱”、“代理”、

“仓储”、“挂靠”等高频词汇却并非汉语基础学习时会提及的词汇。

而“商流”、“提单”、“托盘化”、“定损”等专业术语更是难以解释。

在前期汉语学习中加入该门专业课的高频词汇及专业术语，给予留

学生较长时间的词汇接触，能较大程度的避免在日后专业课程涉及

到时出现直接性的学习断层。

3.2 按照专业需求对语言课程设置进行调整

将语言技能课程与专业课程相融合，使课程设置更具有连贯性

和针对性，起到有效过渡的作用。目前，高职院校中非汉语专业留

学生在专业课程上的学时要求导致他们对基础汉语的学习时长不得

不被压缩，但其汉语课程学习仍是以通过 HSK 等级考试、达到流利

运用“听、说、读、写”四个方面语言技能为目标所展开的。语言

课程与专业课程处于剥离状态，而在有限的汉语学习过程中引入专

业基础课程的语言类学习，将会使这一情况得到有效的缓解。开设

针对专业课的语音、词汇、文化等汉语教学课程，使得留学生能够

尽早接触与专业相关的汉语学术语，从而逐渐熟练掌握并运用专业

词，以达到汉语语言学习及专业词汇累积的双重目的，减少语言学

习与专业学习之间的断层及认知壁垒，为第二阶段的专业课程学习

打好基础。

3.3 扩大选修课程范围以充实课程体系

高职院校对留学生的教学管理模式多为集中管理式，留学生在

课堂上很少能接触到中国学生，课后与中国学生之间的沟通也相对

较少。留学生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地区，文化差异是产生留学生文

化冲突的主要原因。现今，许多高职院校尚未形成一套成熟的国际

化教育体制和机制，在留学生的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设置上仍处于

摸索阶段。高职院校对非汉语专业留学生课程设置的优化及改进，

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获得更好的教学质量，最终实现

高职院校对非汉语专业留学生的知识技能型人才的培养目标，从而

发挥职业教育最大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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