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我国本科汉语言国际教育，为文化、语言的传播

培养出了优秀人才，本文分析我国本科汉语言国际教育专业

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合理化政策建

议，以促进我国本科汉语言国际教育的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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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我国教育部重新修订《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目录》，将原来的对外汉语、中国学以及中国语言文化三个专

业合并为汉语言国际教育。这就对该专业的发展提出了挑战，
汉语言国际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什么、专业方向有哪些、专业课

程该如何设置、 本科教育应重视哪个方向的培养等一系列问

题，专家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汉语国际教育课程设置内涵

本文认为汉语国际教育即是对第一语言为非汉语的族群

传授汉语言文化的教育或活动， 包括之前提出的对外汉语教

学、国际汉语教学、国际汉语教育和汉语国际传播，以及所涉

的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学科、专业等不同提法及丰富的内涵和

外延。
课程既指某一课业或教学科目， 又指课业和科目教学进

程的安排。课程是一切教育活动的核心，也是教育系统得以运

行的主要手段。课程建设是对课程进行优化改革的过程，是教

育的基础性工作，直接关系到学生知识的构建、能力的塑造和

素质的提高，是确保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
二、汉语国际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专业定位不准确，培养目标不明确

就 当 前 本 科 院 校 汉 语 言 国 际 教 育 专 业 课 程 设 置 可 以 看

出，现在的教育方式、课程设置与教育部规定的汉语言国际教

育的人才培养是不相符的。 在对学生的教育上缺乏区域性特

色，在与国际上其他语言进行接轨时显现出明显的劣势，不利

于我国汉语言国际教育的发展。
（二）课程设置不合理，课程特色不鲜明

在本科阶段的汉语言国际教育课程中应体现语言类、文

学类等课程，此外，还应该有实践、外语类课程，但是通过走访

调查发现， 很多学校在课程设置上过于偏重语言、 文化等课

程，而忽视了实践、教学方法等。 很多学校即使开设了第二语

言等课程，但实际上并没有发挥第二语言应有的特点与作用，
这就不利于该专业学生对于本专业整体知识框架的掌握与构

建，同时也不适合当前汉语言国际教育的形式。
（三）理论和实践脱节，未满足社会需求

我 国 本 科 院 校 开 展 汉 语 言 国 际 教 育 的 目 的 是 培 养 中 小

学、双语学校以及国外汉语学校的师资力量，为汉语言的国际

教育提供一个稳定的供求、优质的师资力量，更加重视培养将

中国文化带出国门的人才，从而能够为中国文化、语言的传播

做出贡献。这些人才在理论知识上非常渊博，但是实践经验几

乎为零，本科教育大多还是停留在课上讲授的形式，很少有让

学生真正在实践中学习经验， 领悟课上教师教授内容的真实

含义。
三、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建设对策

（一）突出专业特色，明确目标定位

针对汉语言国际教育出现的专业定位不准确， 对于学生

的培养目标不明确等问题， 笔者认为在课程设置时应着重考

虑该学科的新特点，重视学生在实践活动中的表现，以及实践

活动对学生的教育意义。此外，各地区的中文系应结合自身实

际情况开设不同的辅修课，例如，在东北地区，本科院校的中

文系应该考虑开设俄语、日语、韩语等课程。 处于具有悠久历

史文化的西南地区，就应将川剧、竹编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

知识编入教材。
（二）优化课程设置，厘清课程关系

高校课程设置与教育部规定的人才培养方案、 培养目标

息息相关， 如果专家学者认为高校学生应牢牢掌握汉语言知

识，就应该让学生主修现代汉语、语言学纲要等。 课程设置与

该专业的培养目标是紧密相关的， 在本科汉语言国际教育课

程设置中，应重视与培养目标的高匹配性。高校对学生的培养

目标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课程设置的先后、所占课时等，
所以在课程设置中应充分考虑大学生的学习特点、 教师教学

的时长，以及教学的难易程度，合理安排课程。
（三）注重社会需求，遵循市场规律

衡量某一专业课程体系是否合理的标准是该人才能否被

社会所需要，由于受客观与主观因素的影响，很多国内本科汉

语言国际教育学生毕业后真正从事本专业工作的概率是比较

低的，而大部分学生选择考取公务员、教师以及到企业工作，
很少一部分学生到国外担任汉语言教师。 从这种就业形势上

可以看出，高校在专业课程设置上应该做适当调整，根据就业

方向对学生进行针对性教学，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课程。 此外，
高校应该根据市场需求与规律，探索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汉

语言国际教育的人才培养的区别， 坚持按照市场需求进行培

养，采取国内外联合培养的措施，逐步构建差异化汉语言国际

教育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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