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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全球范围内的“中文热”客观上对国际中文教育师资培养提出了挑战。近年来，云南省内多所高校

借助地缘优势，结合各自办学基础和办学特色，正在探索一条服务东南亚、南亚地区国际中文教育师资

培养的路径。以专业课程设置这一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为切入点，选取云南省内的一所地方高校为研究

案例，调查其课程设置现状，结果发现：该校应进一步突出汉语基础知识类专业课程的地位；强化教学

实践类课程的操作性；依托学校优势教学资源开设特色课程。基于此提出关于国际中文教育硕士课程设

置的新思考：以就业为导向，开设面向东南亚、南亚地区的专业课程；以实践为导向，实行国内外高校

联合培养模式，开设区域国别研究课程，培养具有跨文化意识的国际中文教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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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global “Chinese fever” objectively poses a challenge to the training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eachers. In recent years,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Yunnan 
Province have explored a path to serve the training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eachers in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Asia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ir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and combining their respective school-running found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Taking profes-
sional curriculum setting as the key link of talent training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selects a 
local university in Yunnan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to investigate its curriculum setting statu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niversity should further highlight the status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of ba-
sic Chinese knowledge; strengthen the operability of teaching practice courses; relying on the 
school’s superior teaching resources to set up characteristic cours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new thoughts on the curriculum setting for master’s degree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ake employment as the guide, open professional courses facing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Asia; practice-oriented, implement the joint training model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universities to offer regional and country studies courses, and cultivate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alents with cross-cultural awareness. 

 
Keywords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aster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快速推进、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广泛实施的背景下，中

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中文的国际重要性也日渐凸显。全球对中文学习的需求激增，为了满足对国

际中文教师的巨大需求，并更有效地推进国际中文教育，设立了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目的是促进中

文的国际传播，并培育出优秀的国际中文教学人才。 
专业课程的设置是人才培养体系中的核心环节，它直接影响着培养出的学生是否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

趋势和社会的实际需求。崔希亮教授在谈及国际中文教育这一学科的人才培养标准时指出，国际中文教育

的目标不仅仅是进行对外汉语教学，更重要的是要培育出优秀的人才。那么，对于本科生、硕士生以及博

士生这三个阶段的学生，我们究竟应该制定何种培养规格呢？这是我们必须深入研究的课题[1]。本研究以

云南省内某高校作为研究案例，对其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的课程设置进行分析，并探讨如何进一步完善

课程设置，旨在为云南地区高校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一些观察和思考。 

2. 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课程设置的研究现状 

国际中文教育这一研究领域有三个名称：早期的“对外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教育”和现在的“国

际汉语教育”，这些名称代表了该学科在其发展历程中的国际化和多元化[2]。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于

2007 年设立，并自 2009 年起开始招收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布了两个版本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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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分别是 2007 年和 2009 年由国务院学位办颁布的(简称“07 方案”和“09 方案”)。各高等院校

根据这两版培养方案以及各自的办学特色来设定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的课程。 
课程设置在专业培养体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直接影响到培养出的学生是否能够适应时代

进步和社会需求。因此，深入探讨课程内容是否达到了国际中文教育的培养目标，课时安排是否合理，

以及课程是否能够顺应国际中文推广的发展趋势，这些探讨显得尤为必要[3]。赵金铭指出，课程设置是

课程体系的骨架，而课程内容是其血液[4]。 
由于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相对较晚起步，且发展历程较短，该专业的研究尚处于不断探索阶段。

目前，对于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课程设置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迄今为止，关于该专业课程设置的研究

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领域： 
关于课程设置原则的研究，朱永生教授分享了他对国际中文教育硕士课程设置和教学实习的看法，

强调课程设置应灵活多样，以理论为基础，以应用为重点，并明确实习目标[5]。冯丽萍提出，国际中文

教育硕士的课程设置要包罗万象、适应性强、时效性强、针对性强[6]。李泉分析了国际中文教育硕士的

课程设置和成长目标，探讨了教学理念这一话题。并支持知识与方法并重的教学理念，强调在传授知识

和理论时应当注重实用性，并提出实际训练要满足海外教学需求[7]。在有关课程内容的探讨中，蒋可心

指出，在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的培养中，课程应主要围绕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教学技巧三方面来设

置[8]。在具体的某地区某几所高校课程设置的对比或某一所高校课程设置的研究中，焦小静对陕西理学

院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进行研究，发现地方高校本科专业课程设置存在不足，并提出建设性意见[9]。
李鑫鑫分析西南地区四所高校的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文化课程设置，调查发现其设置的不足之处，并

结合相关研究提出相关建议[10]。卢楠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比较昆明三所高校国际中文教育硕士课程设

置，收集学生和教师反馈，提出关于核心课程、拓展课程、区域知识创新课程和教材选择等方面的建议

[11]。 
总体来看，尽管对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整体课程体系及具体课程设置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但作

为一门新兴专业，其课程设置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仍有不足。目前，全国性的宏观指导和针对特定课程的

分析较多，然而，针对特定地区或高校新设立的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硕士点的课程设置研究还相对缺乏。

本文选取云南省内的一所高校作为研究案例，深入分析该地区高校在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的课程设置

状况。通过分析，旨在探索课程设置的潜在完善空间，并为促进云南地区高校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的进步

和人才培养的优化提供一些的见解和思考。 

3. 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课程设置概况 

3.1. 云南某高校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开设情况 

云南某高校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硕士点所属于该校外国语学院，于 2021 年获批建立，2023 年 9 月招

收首批学生。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点结合该校面向国内外的办学特色和本校办学资源优势，培育

具有出色的汉语第二语言教学专长、杰出的文化推广能力和跨文化交流技能的高素质人才，以满足国际

汉语教育的需求，并能够灵活应对各种教学挑战，成为既实用又全面的国际化专业人才。在对外汉语教

学实践方面，该学科点在泰国喃篷职业技术学院设立了国际学院海外分院。与泰国、越南、柬埔寨、老

挝等国的高校签署了校际合作协议，与国内汉语国际推广机构、泰国、老挝的大中小学共建实习基地，

为学生的实习与就业提供切实保障。 

3.2. 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课程设置情况 

该校的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课程体系是根据《全日制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指导性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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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版)制定的，同时融合了该校国内外办学的特色和资源优势，对课程进行了适当的优化和调整。 
该专业充分利用了该校外国语学院在国际中文教育、英语、法语、泰语、越南语等领域的专业优势，

以及与非洲马里孔子学院的合作伙伴关系，综合考量了“07 方案”和“09 方案”的课程设置，构建了一

个包含学位课、选修课和必修环节的全面课程体系。总学分的最低要求为 41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至少为

32 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8 学分、专业学位课 14 学分、专业选修课 10 学分和必修环节 9 学分。 
具体课程分为学位课程、非学位课程和必修环节。学位课程包括 4 门公共学位课：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自然辩证法概论、英语、法语/泰语；以及 10 门专业学位课：汉语作为第二语言

教学、第二语言习得导论、汉语语言学导论、中国文化与传播、跨文化交际、汉语教学案例分析与课程

设计，这些课程均为必修。 
专业选修课程要求最低 10 学分，包含 17 门课程，其中汉语国际教育论文写作(2 学分)与理解当代中

国：翻译与国际传播(1 学分)属于专业选修中的必修课。具体课程设置见表 1。 
 

Table 1. The curriculum setting of master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表 1. 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所修学分 

公共必修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自然辩证法概论、英语、法语/泰语(二选一) 大于或等于 
20 学分 

专业必修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第二语言习得导论、汉语语言学导论、中国文化与传播、

跨文化交际、汉语教学案例分析与课程设计 

专业选修 东南亚国家国别史、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国际合作专题、汉语测试与教学评估、教育

心理学、课堂观察研究、汉语语音概说、汉语语法概说、汉语词汇概说、汉字概说、

现代教育技术及教学应用、中华才艺技能、国外中小学教育专题、全球化背景下的

民族与国家认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汉语国际教育论文写作、理解当代中

国：翻译与国际中文传播、 

大于或等于 
10 学分 

课程必修 专业实践、学位论文、个人培养计划 9 学分 

 
纵观该校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课程设置情况，可以发现课程类别很多，有汉语基础知识类课程、

外语语言类课程、国际传播类课程、对外汉语教学类课程等专业课程。该校课程设置满足国际中文教育

硕士人才培养的一般要求，与现行教指委所发布的培养方案基本一致。从课程设置的类型看，该校的课

程设置结合了林业学校的办学特色和外国语学院的专业特色，如“东南亚国别史”、“第二外语(法语/
泰语)”、“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国际合作专题”等课程，这是基于该校的教学特色开设的课程。这类课程

极具云南高校特色，凸显出其地域化特点。但在该校课程设置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发现，该校课程设置中

存在可进一步优化的地方。 

4. 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课程设置的优化建议 

4.1. 进一步突出汉语基础知识类专业课程的地位 

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作为在国际上从事中文教学及跨文化交流的高级专门人才，汉语基础类知识对于

该专业的学生来说非常重要，且实的汉语知识是国际中文教学的基石。只有深入掌握包括语音、词汇、

语法、修辞在内的全面汉语知识，教师才能精确且高效地传授给学生。所以说，作为一名国际中文教育

专业硕士，应掌握扎实的汉语语言学知识。 
根据上述具体课程设置可知，关于汉语基础知识类课程，该校该专业必修类课程仅开设一门汉语基

础知识课程，其余汉语基础知识类课程属于选修部分，具体可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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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basic Chinese curriculum 
表 2. 汉语基础类课程 

课程性质 课程类型 学时 学分 

必修课 汉语语言学导论 32 2 

选修课 

汉语语音概说 32 2 

汉语语法概说 32 2 

汉语词汇概说 32 2 

汉字概说 32 2 

 
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的培养目标强调培养具有坚实汉语基础知识的专业型人才。由此可见扎实的

汉语基础知识对一个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的学生有多么的重要。但在该专业的必修环节里仅开设一门

汉语基础知识课程，这对培养一名专业的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人才来说是远远不够的。理论上作为一

名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学生，所掌握的理论性知识应比国际中文教育本科专业学生更多。随着国际中

文教育硕士专业的普及和办学规模的扩展，越来越多的院校开设这一专业，吸引着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

考生，他们的专业水平各异。这导致许多国际中文教育硕士的学生并非来自国际中文教育或相关专业背

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必要的语言知识，尤其是汉语基础知识。如果教育者忽视了这一点，假设所

有学生都具备了基本的汉语语言知识，并因此削减语言知识类课程，这将导致学生在专业学习过程中无

法全面理解和掌握汉语的基础知识。这样的培养模式下，研究生的专业能力显然是不完整的。 
据调查，该校招收的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学生的学科专业背景很复杂，该校所有国际中文教育硕

士生中有 38%的学生来自完全不同的学科背景，比如物流管理、电子商务。有 46%的学生属于相关学科

背景所以，比如英语，汉语言文学专业。仅有 16%的学生属于国际中文教育学科背景。由此可以看出该

专业的大部分学生并未真正系统地接受过汉语基础类知识的学习。 
经过对以上学生的访谈可知，大多数学生都表示自己对汉语言基础知识很担忧，表示课上听不懂老

师的专业讲解，并表示自己的专业基础知识非常薄弱。作为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知识结

构中缺乏汉语基础知识，如何能胜任多种汉语教学任务[12]？所以针对以上情况，建议应在必修环节中适

当增添几门汉语基础知识类课程，把汉语基础类知识纳入必修环节，可以弥补不同学科背景学生的专业

知识不过硬的情况，这样也可有效夯实不同学科背景学生的专业知识基础。 

4.2. 进一步强化教学实践类课程的操作性 

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的培养目标旨在培育能够运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教学的高素质复合型专

业人才。因此，对于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的学生来说，掌握汉语教学的实践技能同样至关重要。然而，

大多数高校的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仍然遵循“09 方案”的指导性建议，其理论性课程占据了较大比重，

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教学实践类课程。这种课程设置导致培养出的国际中文教师虽然具备了汉语相关

的基础知识和教学方法等理论，但由于缺乏实践机会，往往不懂得如何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教学中。 
以“教育教学”为关键词，归纳出以下跟教育教学相关的课程，具体可见表 3。 
根据具体的教育教学类课程可知，教育类课程总体选择较多，这些课程多偏向于理论教学，如“汉

语教学案例分析”、“教育心理学”。教学实践类课程较少，仅有两门课程涉及教学实践，如“汉语作

为第二语言教学”、“现代教育技术及教学应用”，其中只有“汉语二语言教学”这门课程涉及相关对

外汉语教学实践。理论课程较多、教学实践类课程较少或者教学类课程中的实践课时分配不均，不利于

学生的教学技能培养。除了必修课的两门课程必选以外，选修课中仅选择“现代教育技术及教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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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心理学”这两门课进行开课教学。而选修课中的这两门课专业实践不强。 
 

Table 3. The practical curriculum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表 3. 教育教学类实践性课程 

课程性质 课程类型 学时 学分 

必修课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 32 2 

汉语教学案例分析与课程设置 32 2 

选修课 

西非汉语教育与区域发展专题 16 1 

汉语测试与教学评估 32 2 

教育心理学 32 2 

现代教育技术及教学应用 32 2 

国外中小学教育专题 16 1 

 
据统计，该专业的所有国际中文教育硕士学生中，相关学科背景的学生表示在本科期间接触过教育

教学类课程，并进行过相关教学实践，比如课堂模拟教学，中小学教学实践经历。但学科背景完全不同

的学生则表示从未接触过教育教学相关课程，更别说进行过相关教学实践。由此可知，增加教育教学类

课程的专业实践性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在未来的课程设置中，该专业应考虑适度增加实践类课程的种类和比重，以确保提供更多真

正符合学生需求的对外汉语教学实践课程。刘艳婷在对河北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硕士课程的调查研究

中也强调了实践类课程对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学生发展的重要性。只有通过增加实践类课程，我们才

能更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现从理论学习到实际教学的过渡，从而培养出更多具有强大专业能力

的国际汉语教师[13]。 

4.3. 依托学校优势教学资源开设特色课程 

尽管各高校在办学条件、教学资源和师资配置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它们在课程设置上普遍以教指委

的《培养方案》为参照和标准，同时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和办学特色对国际中文教育硕士课程进行相应调

整，最终设定出符合各自培养目标的课程体系。 
从云南某高校国际中文硕士教育课程设置来看，教指委“09 方案”中确实有一些很有价值的课程，

但是由于一些主客观因素未开设起来。通过调查发现，除了必修课程必须开课外，选修课中的很多课程

都未开设成功，比如适应该校办学特色所开设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国际合作专题”课程。出现此类问

题的原因很多，比如学生的兴趣爱好、本专业教学资源的分配。由上述的专业课程设置可知，该专业的

选修课程种类繁多，但在实际的选择中受到了主客观影响，比如，由于学生们对不同科目的兴趣不同，

所选择的课程也不同，但是由于该专业人数较少，如果不统一大家的选修课选课意见，那么选修课很难

达到学校所规定的开课人数条件，这就导致学生的选择受到限制。 
另外，在师资配置方面，尽管国际中文教育专业拥有一定数量的专任教师，但总体数量仍然有限，

许多教师来自于不同学院和专业，由于各种原因影响，此类课程无法成功开设，比如学生们都感兴趣的

“中华才艺技能”课程，由于师资的分配不均而未成功开设。 
针对这种情况，学者李彦菲曾提出应采取一些措施来保留这些课程，例如：引进专业教师、提高课

程的吸引力或适当增加学分比重等[14]。因此，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建议该校外国语学院进一步加强与

国际交流学院、文法学院的交流与合作，努力为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的学生提供更多样化、更实用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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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课程设置真正以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学生的实际需求为中心。 

5. 对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课程设置未来发展的思考 

5.1. 以就业为导向，开设面向东南亚、南亚地区的专业课程 

云南高校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培养的国际中文教育硕士多数被派往东南亚和南亚国家进行教学

实习或在那些国家就业。与其它省份相比，云南在向东南亚、南亚国家推广中文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地

缘和亲缘优势，这些地区被认为是“目前全球中文传播效果最好的地区”。因此，云南地区的国际中文

教育专业学生相较于其他省份的学生来说，在日常生活和实践教学中对这些国家的文化风情、社会习俗、

民族性格和语言有更深入的了解。这是云南地区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学生的优势所在。如果在校期间，他

们能学习关于东南亚、南亚地区的专业课程，系统地了解东南亚、南亚地区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状况，这

无疑对他们在该地区从事中文教学大有裨益。通过学者杨刚、朱珠对云南高校汉语国际教育硕士面向东

南亚南亚的就业优势分析中也可得出，在如此优越的地域环境下，开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国际中文教育

专业课程设置非常必要[15]。 

5.2. 以实践为导向，实行国内外高校联合培养模式 

应用性和实践性是国际中文教育教育硕士专业的特色，可见实践对于该专业的重要性。学者们强调，

对于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硕士和博士学位层次的外向型中文教师培养应给予特别重视。这类师资的培养主

要通过中国高校与东南亚高校的合作教学来实现，旨在鼓励中国学生“走出去”，在目标国家的高校或

中国高校的海外分校修读部分课程。这样的教学方式能够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所在国的语言、文化和教育

体系，从而显著提升他们的跨文化适应能力。这样的培养模式旨在培养出高水平的中文教师，为他们毕

业后在东南亚各国从事中文教学和国别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16]。由此可见，开展国内外高校联合培

养模式对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发展非常必要。 

5.3. 开设区域国别研究课程，培养具有跨文化意识的国际中文教育人才 

李宝贵，刘家宁曾提到，区域国别中文国际传播研究面临专业人才短缺的问题。在人才培养方面，

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的本科、硕士和博士课程体系目前缺乏与区域国别研究相关的课程，这不符合时代对

这一领域专业人才的需求。设置区域国别研究课程，不仅有助于加强中文在国际上的传播效果，对于提

高国际中文教育服务的质量也是极为重要的[17]。云南由于独特的地缘关系，与南亚东南亚地区相邻。为

此，云南高校可开展面向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区域国别研究课程，比如语言和文化方面的课程。通过开设

此类课程，帮助国际中文教育人才更加全面了解南亚东南亚地区各个国家的社会文化以及中文学习需求。

另外，此类课程可帮助国际中文教育人才提高区域国别研究能力，能从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实际中文需求

出发，进一步提升国际中文教育的服务水平。最后，还能够提升中文教育人才的国际视野，使他们能够

站在全球化的高度，把握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趋势，积极参与国际中文教育的交流与合作，为推动中文

的国际传播做出贡献。 

6. 结语 

目前，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的发展时间较短，正处于不断探索与创新的阶段。云南高校国际中文

教育硕士专业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路径和特色也尚在构建中。近几年新开设的学科点可以积极借鉴其他地

区老牌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点的开办经验，结合地缘优势和办学特色，开设更多更加适合实际需要的

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课程，培养具有跨文化适应性和全球胜任力的国际中文教育人才，更好供给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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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国际中文教育这一全球公共产品，积极响应全球学习中文的时代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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