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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本科生专业认知探究

——以河北工业大学为例

侯贝贝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北京 100088

【摘 要】：河北工业大学汉语国际教育本科生对该专业的认知现状反映出当前该专业本科教育阶段所存在的短板。对专业

认知现状问卷结果进行的分析总结，反映出该专业本科教育在课程设置、国际汉语教师体系、孔子学院方面的问题，并有针

对性地提出了解决方案，以期从学生认知角度促进该专业的优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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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Cognitive Inquiry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Chinese Languag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 Take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Beibei Hou

Center for Language Education and Cooperation Beijing 100088

Abstract: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cognition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undergraduates of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reflects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current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stage of this major.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ofessional cognition wer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reflecting the problems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setting,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er system, and Confucius Institute, and targeted solutions were propos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adjustment of the maj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udents'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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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北工业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概况

根据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专业库数据可

知，截至 2021年，河北省开设汉语国际教育本科的高校共

计 20所，包括河北大学、河北工业大学、河北师范大学、

华北理工大学等高校。其中，河北工业大学是河北高校中唯

一开设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211 高校。

该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于 2007年开始招生，距今已有

14 年的办学历史，为本专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学生平均深

造率为 25%，本科毕业生升入高校包括北京语言大学、北京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

学、兰州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

随着专业建设的不断发展，河北工业大学中文系也在不

断优化改革专业培养方案，以便适应新形势下培养专业人才

的需求。尽管如此，人才培养仍然受到以下专业本身所存在

的三大问题的影响。

第一，学科定位不明确。目前“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

业归在“中国语言文学”这个学科门类，而硕士专业则归属

于“教育学”，博士专业归属于“中国语言文学”或“外国

语言文学”，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滑稽的局面（崔希亮，2015）
[1]。

第二，毕业生就业与专业相关度不大，呈现总体就业态

势较好，但就业行业和岗位与专业培养目标匹配度不高。

第三，专业实践达成度不足，大多选择教育机构或者中

小学进行实践，直接前往海外者比例不高。实习生的某些专

业能力不足，主要表现在师范技能、外语能力、外交能力、

才艺能力等方面[2]。

以上问题成为本科生准确认知本专业的障碍，笔者在调

研过程中发现，很多本科生对于汉语国际教育并不具备完善

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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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业认知现状

笔者根据河北工业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在读本科生的访

谈，针对该校本专业 168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对象

集中专业学习一年以上的学生，问卷调查主要包括专业意

愿、课程计划、汉语教师、孔子学院四个模块，经过对问卷

结果进行分析，发现该校学生专业认知现状包含以下四个方

面。

第一，在专业选择认知，选择就读该专业的学生在填报

高考志愿时就已明确具有专业学习兴趣，并计划成为国际汉

语教师。就统计数来看，60.71%的学生选择该专业是依据自

身喜好，14.29%的学生是想成为国际汉语教师，其余部分学

生则是调剂到该专业。

这说明，在进入专业学习前，大多数学生都已经具备了

“汉语国际教育”和“国际汉语教师”的概念，或者已经了

解过国际中文教育这个行业。这一现象并不难解释，随着我

国综合实力和文化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汉

语热。全球孔子学院数量不断增加，新的国际中文传播组织

不断涌现，在媒体行业的支持下，国内出现了年轻人喜闻乐

见的汉语电视节目，比如汉语桥、世界青年说、汉字听写大

会等。这类节目将汉语教学和汉语教师带入大众视野，因此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也广为人知。

第二，在汉语教师认知方面，进入专业学习的大部分学

生对于汉语教师的性质职能、选拔条件、工作内容并没有完

整的认知。仅有 14.29%的学生表示了解中文教师志愿者（以

下简称“志愿者”）项目，并表示有担任志愿者的意愿。25%

的学生表示了解国家公派中文教师（以下简称“公派教师”）

项目，其中 85.71%计划成为公派教师。相比之下，未了解而

有意向了解志愿者项目和公派教师项目的学生比例高达 75%

和 66.67%。

由此可见，大多数学生对于汉语教师的各类项目的认知

仅停留在表面，并未进行过深入了解，只有小部分学生的对

汉语教师这一职业角色具备清晰且详细的认知。

第三，国际汉语教师选拔派遣平台以孔子学院/教育部中

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以下简称“语合中心”）为主，然而

问卷对象中 50%表示不了解孔子学院，85.71%表示不了解语

合中心。

随着世界汉语教学形式的变化，孔子学院/语合中心不

断做出制度的创新调整，提升汉语教师的整体素质，2020 年

起要求汉语教师持证上岗，《国际汉语教师证书》更新为《国

际中文教师证书》，在“汉语考试服务网”之外新增“中文

联盟”“语合中学”等助力汉语教学的网站。新形势下，问

卷学生中 35.71%表示了解《国际中文教师证书》，80%计划

考取该证书，然而仅有 14.29%表示知道以上助力汉语教学的

网站。

这表明该专业大部分学生并不了解孔子学院/语合中心

平台，而这两个平台将是他们国际汉语教师职业规划中所必

须具备的认知内容，作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对以上

两个平台没有形成广泛的认知，这种情况会直接影响到学生

专业知识体系的建立以及汉语教师就业择业观的形成。

第四，从 2007 年至今，河北工业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

业开设时间已经 14 年，师资力量不断增强，培养方案不断

优化，人才培养成果显著，尽管如此，也未能摆脱开篇提到

的专业自身缺陷。河北省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生培养模式

主要有两类：一是“重实践”模式，二是“理学研”模式[3]。

问卷学生中 92.86%认为专业课程设置偏理论性，以语言类课

程和文学类课程为主，教育学类和教学实操类课程为辅。50%

的学生认为应该增加汉语教学实践课程，48.57%的学生认为

应该在专业学习中提升汉语教学能力。

此外，在专业发展和实践实习方面，92.86%的学生支持

学校加强同外校的合作交流、建立海外孔子学院和实习点，

同时 46.43%的人希望学校和学院帮助提供海外或校内实习

机会。

3 专业认知问题及解决

河北工业大学汉语国际教育本科生专业认知现状表明

本科生对于专业认知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对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非教材知识点或行业常识

认知不足。孔子学院、语合中心、志愿者、公派教师、汉语

水平考试等与国际汉语教师体系的相关概念很少出现在专

业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即便学生有所耳闻，主动对这些概念

进行深入了解和研究的人却少之又少。这就呈现出本专业学

生对于国际汉语教师体系认知不全面，甚至很多该专业毕业

生都未建立完善的专业认知体系的情况，进而影响其有关汉

语教师的职业规划。

清晰认知国际汉语教师体系对于本专业学生来说是至

关重要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将国际汉语教

师体系介绍引入专业教学中，可采用专门课程和学术会议两

种形式。

专门课程：开设汉语国际教育资源分析类课程，将孔子

学院/语合中心的发展历史、性质职能、系统框架以及官网资

源等知识作为该类课程的教学内容；开设国际汉语教师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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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课程，课程融入志愿者、公派教师的性质职能、选拔条

件、工作内容、职业前景等，使学生在修读该专业的同时对

与专业对口的就业领域、职业和方向有清晰的认知，明确专

业学习方向和职业发展规划。

学术会议：定期举行汉语国际教育相关专题学术交流研

讨会，加强同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汉

语国际教育专业实力较强的院校的合作，推进本校该专业实

力的提升。推动本校专家同校外优秀专家的交流，针对本专

业的基础理论研究、专业发展最新成果以及汉语教师行业发

展现状，共同面向学生召开学术交流会，邀请教学一线的优

秀教师面向学生举办汉语教学研讨活动；学生定期以研讨小

组的形式选择学术交流会议或汉语教学研讨活动的学习成

果进行研讨，构建汉语教学基础理论之外的实践知识体系。

第二，对专业课程设置的认知与课程体系有所出入，同

时对本专业的发展给予了较高的专注和期待。河北工业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偏重“理论性”，在河北省汉语

国际教育专业本科生培养模式中属于“理学研”的模式，汉

语基础、第二语言教学、词汇学、汉语语法、对外汉语教学

法等课程均属于理论课程，通过这类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建

立较为完善的专业理论构架，为将来从事汉语教学及其研究

工作准备扎实的理论基础。然而汉语教学实际情况复杂，并

且和理论层面的汉语教学研究有所出入，因此在汉语教学

中，专业理论框架具备的是指导性而非实践性，汉语教师需

要的不仅是扎实的专业理论还要有过硬的教学能力。正因如

此，汉语国际教育硕士招生高校在进行复试面试时将说课、

试讲、汉语教学案例分析纳入考核环节。说课、试讲、课堂

教学管理、跨文化交际也是《国际中文教师证书》和语合中

心选拔国际汉语教师的重要考核内容。

河北工业大学为理工类院校，相比综合类院校和师范类

院校，在汉语国际教育等文科类专业设置发展方面具备自身

的特点，因此在专业课程设置方面，可借鉴同为理工类院校

的昆明理工大学提出的“汉堡包”式国际汉语教育人才培养

模式。所谓“汉堡包”，既指培养过程的“国内—国外—国

内”，更是用来形象比喻“理论—实践—理论”的培养模式

[4]。该模式将汉语国际教育本科学习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专业理论知识学习，集中在一年级，内容囊

括汉语语言本体、语言学、文学等基础课程以及学科类教学

课程，整体上来看，本阶段的课程内容以抽象理论为主，课

程目的是着重建立学生的专业理论框架，使其对有关汉语的

语言学理论有深入的认知。

第二阶段为专业实操训练，集中在二年级，开设课程主

要有对外汉语教学法、第二语言习得、课程综合训练、国际

汉语教学案例分析、专项教学实训等。将专业理论知识讲授

和教学能力训练结合起来，实现理论与实操的结合，重点培

养学生的理论运用和汉语教学能力。

第三阶段为文化课程，集中在三年级，内容囊括跨文化

交际、文化传播理论、中国文化概要、汉语国际传播理论与

方法、文学名篇赏析等与国际汉语教师选拔和国外汉语课堂

教学相关的文化课程。汉语教学以语言教学为主，文化教学

为辅，语言、文化相辅相成，文化类课程在专业学习中不可

或缺。

第四阶段为实习期，学生可参与孔子学院/语合中心汉语

教师项目前往国外进行实习，或前往本校海外教学点、国际

教育学院等进行实习。在此期间，可通过远程教学的方式分

配导师对学生开展学术论文写作、毕业论文撰写的训练课

程，加强专业理论指导，结合汉语教学实际丰富专业理论框

架，提升汉语教学能力。

建设孔子学院是提升高校国际化水平和国际知名度的

有效途径，也是“双一流”建设不可或缺的方面[5]。河北工

业大学作为理工类“双一流”院校，学科实力集中在化工、

电气、材料等，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发展受限于学校倾向发展

理工类专业的战略。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外国语

大学等同城高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发展显著，并在海外建

立了多所孔子学院，其模式值得借鉴。学校应支持该专业要

加强同校外的交流合作，利用该校坐落天津、面向日韩的优

势地理位置，加强同国外院校的合作，推动海外实习基地和

孔子学院的建设。

4 总结

汉语国际教育本科生专业认知现状及问题应该成为该

专业课程创新与改革的参考因素。国际汉语教师师资的培养

不能局限在汉语教学理论层面，本科生作为储备师资来源，

应该了解国际汉语教师的师资体系、职业平台及选拔标准，

具备汉语教学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外语能力等，这样才

能为国际汉语教师队伍储备优秀的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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