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语国际教育（领域代码：０４５３００）

四川外国语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授予基本要求

第一部分　学位概况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是与国际汉语教师职业相衔接的专业学位，主要培养具有熟

练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技能和良好的文化传播技能、跨文化交际能力，适应孔子学
院发展和汉语国际推广工作，胜任新时代、海内外多种教学任务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国

际化专门人才。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是在国际汉语教育事业和孔子学院蓬勃发展中应运而生的专业学位。

作为我国特有的专业学位类型，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承担着为汉语和中华

文化走向世界，为孔子学院发展培养合格人才的任务，也是为世界各国培养高水平本土汉语教

师的主要途径。

第二部分　基本要求

一、获本专业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１．职业精神
获本专业学位者应热爱国际汉语教育事业，深刻理解国际汉语教育工作的意义，具有高度

的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富于感情、热情和激情，具有奉献精神和开拓、创新意识。

具有从事国际汉语教育的职业理想，认识并理解国际汉语教师职业价值，履行教师职业道

德规范，树立并维护职业信誉。尊重世界各地汉语学习者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平等对待学生；

以学生为本，充分调动学习者的主动性、积极性；认真对待工作，积极应对各种教学环境和社会

环境的挑战，以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感染学习者，成为中华文明的使者。

２．专业素养
具有扎实的汉语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基础和较为深厚的中华文化素养；具有国际视野和

多元文化意识；掌握良好的汉语和外语交际能力和跨文化沟通技巧。

具有问题意识和主动探究精神，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具有专业发展意识

和终身学习的积极态度。

获本专业学位者应具有健康的人格；言谈、举止、仪表符合教师职业要求；具有一定的亲和

力、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身体和心理状况能够应对在复杂条件下从事国际汉

语教育工作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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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学术道德
获本专业学位者应具有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恪守求真、务实的学术规范；尊重他人的学

术成果；遵循学术伦理，坚守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

４．身体健康
根据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加强学生体育

考核，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要求者才能毕业。

二、获本专业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１．基础知识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是以国际汉语教师为职业指向的专业学位类型，具有多学科背景。汉

语国际教育硕士应具有语言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

２．专业知识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应掌握《国际汉语教师标准》（２０１５）规定的５类专业知识。
（１）汉语教学基础
包括汉语语言学（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等）知识，第二语言／外语学习基本原理（基本概

念、主要理论、基本过程、主要影响因素等）。

（２）汉语教学方法
包括一般的语言教学法知识，语音、词汇、语法和汉字等汉语语言要素教学的基本原则与

方法，听、说、读、写等汉语语言技能教学的基本原则与方法以及现代教育技术知识。

（３）教学组织与课堂管理
包括教学标准与大纲、教学设计、教学资源、教学组织、教学测试与评估、课堂管理等知识。

（４）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交际
包括中华文化基本知识、主要特点、核心价值及当代意义，中国国情基本知识，世界文化知

识，文化传播知识和跨文化交际知识。

（５）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包括国际汉语教师的职业道德与有关专业发展的基本知识。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应达到国家行业部门规定的国际汉语教师从业资质知识方面的要求。

三、获本专业学位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应具有熟练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能力、良好的文化传播能力
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还应具备符合国际汉语教师职业需要的汉语交际能力和外语交际能力，以

及必要的教育研究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

１．汉语教学能力
具有熟练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能力，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基本的汉语语言文字（语音、词汇、语法、汉字、语用）分析能力以及相应的汉外语言对

比和偏误分析能力；

（２）了解社会与学习者需求，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结合教学环境和教学对象的实际情况
进行与汉语及中华文化教学有关的课程设置、课程设计和教案撰写的能力及系统规划教学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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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能力；

（３）各类教学资源的选择、整理、制作、整合与恰当使用的能力，各类教具的选择、制作和
使用的能力，以及利用网络、多媒体等现代教育技术开展有效教学的能力；

（４）采用有效的教学方法进行各项汉语语言要素（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等）和语言功能
的教学能力，以及有效组织听、说、读、写、译、综合等各种课型教学的能力；

（５）根据教学目标组织有针对性的课堂活动，实施有效的课堂管理的能力；
（６）编制练习、作业、试卷的能力，组织有效的学习成绩测试与评估的能力；
（７）引导学生发展和运用情感策略、学习策略、交际策略、资源策略以及跨文化策略的能

力；

（８）建立良好的教师与学生、家长、同事、社区及上下级关系的能力；
（９）汉语教学项目的管理、组织与协调能力。
２．中华文化传播能力
具有较好的中华文化理解能力、阐释能力和中外文化融通能力，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１）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并能以适当方式客观、准确地介绍中国；
（２）理解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能通过文化产品、文化习俗、文化遗产说明其中蕴含的文

化特质，如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心理、交际规约、行为方式等；

（３）掌握相关中华才艺，并能运用于教学实践；
（４）能将文化阐释和传播与语言教学有机结合；
（５）能组织各类文化传播活动，具有文化交流项目的管理、组织与协调能力。
３．跨文化交际能力
具有多元文化意识和跨文化沟通能力，主要包括：

（１）了解世界主要文化的特点，能自觉比较中外文化的主要异同，并应用于教学实践；
（２）具有多元文化意识和跨文化敏感性，能利用恰当的跨文化策略和沟通技巧，有效地解

决文化适应及相关问题；

（３）引导学生进行文化理解和文化比较，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以适应
跨文化情境。

４．汉语交际能力和外语交际能力
作为国际汉语教师，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应有较强的汉语交际能力。母语为汉语的中国学

生普通话应达到二级甲等及以上水平，国际学生汉语水平应达到新ＨＳＫ六级２００分以上。
中国学生能流利地使用至少一种外国语进行教学及日常生活交流。

５．教育教学研究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
掌握一定的教育研究方法，具有通过教学观察、教学实验、教学反思等开展教育研究的能

力，具有参与本专业学术交流的能力，具有终身学习寻求自身专业发展的能力。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应达到国家行业部门规定的国际汉语教师从业资质能力方面的要求。

６．具有面向汉语二语教学的汉语研究能力
掌握一定的教育研究方法，具有通过教学观察、教学实验、教学反思等开展教学研究，包括

习得调查研究能力和教学资源研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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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获本专业学位应接受的实践训练

教育实践是将所学理论与知识应用于国际汉语教育实际、积累实践性知识、将知识转化为

能力的过程。学生通过有指导、有计划、有步骤的实践训练，系统地熟悉并掌握国际汉语教育

（尤其是课堂教学）的相关技能。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教育实践是一个从观摩到实践，从见习到实习的系统工程。学生需

要完成从听课、评课、说课、试讲到上岗实习的实践性学习流程。学生应接受的实践训练包括

见习和实习。

１．见习
见习包括以下几项：

（１）课堂观摩与评课
观摩各种类型的课堂教学，做课堂观察记录，开展课后评课。课堂观摩与评课让学生接触

并熟悉汉语教学环境和教学过程，并从理论与实践上评估所观摩教学的得失优劣。课堂观摩

与评课训练可以直接到国际汉语教学真实的课堂中进行，也可通过案例教学等方式开展。

（２）教案设计与说课
就教材中的某一课或某一单元，拟定授课计划，对教学理念、教学目标、教学要点、教学方

法、教学环节与步骤、教学评估等进行陈述和说明。

（３）模拟教学与试讲
模拟真实课堂，就教学设计内容进行试讲。采用微格教学、赛课等方式，组织教师和学生

对试讲情况进行集体讲评。

（４）教材处理与教学资源开发
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选择并处理教材，开发各种教学辅助资源，制作多媒体教学课件，熟练

使用各种教具。

２．实习
参加实习并通过实习考核是研究生申请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必要条件。

学生可通过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选拔以汉语教师志愿者的身份赴海外实习；可通过培
养院校安排在国内外国际汉语教育机构实习；学生也可在培养院校认可的前提下自主选择实

习单位。

学生应在相应的国际汉语教育岗位上完成规定的工作量和工作任务。实习内容必须与国

际汉语教育密切相关。具体工作岗位既可以是各级各类学校中的汉语教学岗位；也可以是中

国文化传播和中外文化交流岗位和有关教育管理岗位。学生还可通过个别辅导、语言伙伴，担

任教学助理等活动进行实习。

实习期间，培养院校应与实习单位积极沟通，协商配备当地实习指导教师。

学生要在教师的指导下制订切实可行的实习计划，以积极认真的态度和切实有效的方法

将实习计划落实到每一堂课或每一个项目的细节。学生在实习期间应撰写实习日志，记录实

习的过程、感受、体会和启示等。实习结束时，学生须向培养单位提交《实习日志》和《实习总

结报告》，同时提供教案（不少于４０课时）、教学录像、课件、教具、教学资料、文化资料、教学案
例等相关实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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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单位根据学生自评、实习单位的评价和校内指导教师的评价三部分对学生的实习进

行考核。实习考核不及格的学生不能获得实习学分。

五、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工作的目的是通过与研究相关的调查、观察、实验、设计、分析、文献搜集整理及

撰写等工作使攻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学生进一步掌握并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增强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技能、中华文化传播技能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因此论文应特别强
调学生在国际汉语教育实践中发现问题的敏感性、分析问题的科学性以及处理问题的主动性

和创造性，充分展现其教育反思能力。

１．选题要求
学位论文选题应紧密结合国际汉语教育实践，须具有明确的应用价值，体现学生综合运用

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国际汉语教育实践包括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
教学、中华文化传播、跨文化交际及汉语国际教育资源研发等。要吸收国际汉语教学第一线

（尤其是中小学）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教师参与论文指导。对学位论文的评阅与审

核必须正确把握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规格和标准。

２．学位论文形式和规范要求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应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可以采用调研报告、教学实验报

告、案例分析、教学设计、专题研究（传统意义上的毕业论文）等形式。

（１）调研报告
调研报告是对与国际汉语教育有关的各类情况进行调查、整理、分析后形成的文字材料。

写实性、针对性和逻辑性是调研报告的基本要求。应强调调研题目的实际意义，调查方法的科

学性及合理性，同时强调调查材料和数据的真实性、全面性及代表性。

（２）教学实验报告
教学实验报告是教学实验之后，对教学实验设计、实施的全过程及其结果进行客观、概括

反映的书面材料。教学实验应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提出假设，选择对象，分析界定变量，设计

方法并实施实验。研究者根据所得数据和材料，经过科学分析，得出结论。实验应具有科学性

和客观性。

（３）案例分析
国际汉语教育案例是在国际汉语教育实践中真实发生的含有问题或疑难情境或能够反映

某一国际汉语教育基本原理的典型性事件。国际汉语教育案例应该具有现实性、真实性、动态

性、启发性和典型性。作者不仅需要提供完整的案例，还要运用相关理论对案例进行深入的分

析与阐述。

（４）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是以语言理论、学习理论、教学理论和文化传播理论等为基础，分析教学中的问

题和需求从而找出最佳解决方案。教学设计包括语言文化推广项目设计、课程设计、课堂教学

设计、活动设计、教学多媒体技术与环境设计、网络化学习设计、教材及其他教学资源的研发、

教学材料的组织与设计等。教学设计论文不仅包括设计本身，还应包括对该设计的阐释和评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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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专题研究
专题研究是就某一方面的问题或就问题的某一部分进行深入的研究。其特点是研究范围

窄，挖掘深，分析精细，结论准确。论文选题应来自于国际汉语教育实践，对实际工作有现实意

义。不应仅就语言、文化本体问题展开纯理论的专题研究。

３．学位论文水平要求
学位论文的质量应达到以下六个方面的要求：

（１）选题及其意义
选题应基于国际汉语教育实践；论文成果应具有明确的社会效益或一定的理论价值。

（２）理论基础与文献
论文应建立在一定的相关学科理论基础之上，反映出作者具备系统的专业知识，并能灵活

运用；作者要充分搜集与课题研究相关的中外文献，了解相关课题研究的国内外发展情况与研

究动态。

（３）研究方法与工作量
论文应采用与选题适合的研究范式，设计应具有合理性，方法具有科学性；论文应具有充

足的工作量，鼓励调查、实验、观察等深入实际的研究方法。

（４）材料与分析
论文应包含丰富的材料，提供的素材要具体、详实，数据要真实、可靠、有效；论文应对研究

材料进行深入、细致的描述和分析，结论要言之有据。

（５）科学态度
论文的核心部分应具有原创性并独立完成。引用他人研究成果须完整准确，注明出处，遵

守基本的学术规范。

（６）写作规范
论文应以中文撰写，正文（不含摘要、参考文献、附录等）一般不少于１．５万字。体例、结

构、格式规范，符合文体要求；条理清楚，逻辑严密；文笔流畅，表达准确。

六、学位标准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是与国际汉语教师职业相衔接的专业学位。为培养具有熟练

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技能和良好的文化传播技能、跨文化交际能力，适应新时代、海内外

汉语国际教育工作，胜任多种教学任务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化专门人才。

１．学分要求
达到基本学分要求者才具备授位资格。

Ａ．采用核心课程、拓展课程、训练课程三种类型：
（１）核心课程（中国学生１８学分，国际学生１９学分，含学位公共课）
（２）拓展课程（中国学生１０学分，国际学生１２学分，分模块选修）
（３）训练课程（４学分）
中国学生教学实习６学分、学位论文２学分，总学分不低于４０学分；国际学生专题讲座１

学分、文化体验１学分、教学实习６学分，总学分不低于４０学分。（课程体系详见培养方案）
Ｂ．学位预备课程（试行，不设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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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弥补应届本科毕业生（尤其是跨专业学生）知识结构和实践经验的欠缺，在进入核心课

程学习前，试行设置：

（１）综合基础课程
（２）课堂教学观摩与体验学位
Ｃ．专业技能置换学分制度
为落实因材施教和实际需要，凡达到一定专业要求的学生可申请免修相应的课程。

（１）凡在读期间获得《国际汉语教师证书》，可申请免修６个学分的拓展课程。
（２）凡入学前有半年及以上海外一线汉语国际教育实践教学经历者，可申请免修４个学

分的训练课程。

注意：免修不免考。

２．语言要求
为提高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的专业竞争力和语言服务水平和能力，发挥我校外语资源

优势，提出如下最低要求。

（１）外语：英语：大学英语六级／专业英语四级／雅思６．５分
第二外语：中级

（２）汉语：中国学生汉语水平：普通话二级甲等
国际学生汉语水平：新ＨＳＫ六级２００分

达到以上语言要求者才具备获得学位资格。

３．实践要求
通过相关的调查、观察、实验、设计、分析、文献搜集整理及撰写等工作使攻读汉语国际教

育硕士专业学位的学生进一步掌握并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强调学生在国际汉语教育实践中发

现问题的敏感性、分析问题的科学性以及处理问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展现其教育反思能

力。特提出如下实践要求。

（１）原创至少１个实践教学案例；整理１０个以上不同类型的案例。（格式要求见《国际汉
语教育案例规范》，字数根据实际需要）

（２）提交符合规范的实习计划、实习日志、实习报告（含教案４０个）和实习单位出具的考
评意见。（具体要求见《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海外实习制度》《汉语国际教育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海外实习管理细则》）

达到以上实践要求者才具备获得学位资格。

４．身体素质要求
未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要求者不能毕业。

５．毕业设计要求
学位论文选题应紧密结合汉语国际教育实践，有应用价值。学位论文形式可以是专题研

究、调研报告、教学实验报告、典型案例分析、教学设计等。符合专业学位研究生毕业设计的相

应规格和标准。

为顺应信息化时代互联网线上教育趋势，创新“互联网＋汉语国际教育”模式和开拓汉语
国际教育语言服务领域，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专题研究、调研报告、教学实验报告、典型案例分

析、教学设计以外，毕业生还可尝试如下内容作为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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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开发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汉语国际教育学习或教学网站。
（２）运营具有一定专业水平和影响力的汉语国际教育公众号。
（３）设计／开设一门汉语教学或中华文化体验线上课程。
６．答辩要求
参考《四川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工作申请细则》执行。在完成课

程学习及实习实践环节，修满规定学分，教学实习合格，完成学位毕业设计以外，还需通过由五

名同行专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的毕业答辩。

只有同时达到以上五方面要求的专业学位申请者，经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通过后，方可授予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根据全国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相关文件，适应新时代发展，并结

合我校实际，制订本专业学位基本要求。

中 国 学 生

一、培养目标

“汉语国际教育”是指面向海外母语非汉语者的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专业代码：０４５３００）英文名称为“Ｍａｓｔｅｒｏｆ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ｏＳｐｅａｋｅｒｓｏｆＯｔｈｅ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简
称ＭＴＣＳＯＬ。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是与国际汉语教师职业相衔接的专业学位。主要培养热爱汉

语国际教育事业，具有奉献精神和开拓意识，有能力胜任新时代、海内外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
语教学和相关工作的高层次、应用性、复合型专门人才。

具体目标为：

１．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具有高度教育责任心和良好职业道德。
２具有较系统的汉语言文字学的专业基础知识、较高的中华文化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３．具备较好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技能，能流利地使用一种外语进行交流或教学；能熟

练运用现代数字化教育技术和科技手段进行教学。

４．具有一定的语言文化国际传播项目的管理、组织与协调能力。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承担着为汉语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孔子学院发展培养

合格人才的任务，也是为世界各国培养高水平本土汉语教师的主要途径。

二、招生对象

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的人员。

三、培养方式

全日制培养。采用课程学习与汉语国际教育实践相结合，汉语国际教育与中华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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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校内导师指导与校内外导师联合培养相结合的方式。

四、学习年限

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学习年限一般为３年，最长不超过５年。

五、颁发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六、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以实际应用为导向，以国际汉语教师的职业需求为目标，围绕汉语教学能力、中

华文化传播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形成以专业核心课为主，拓展课程为辅、实践训练

为重点的课程体系。

（一）课程类别与学分分布

本专业课程包括：

学位基础课程 ２门课 ６学分

专业核心课程 ５门课 １２学分

专业拓展课程 １６门课 １１２０学分

专业实践
４门课，包括见习、课堂观察、听课、试讲、批
改作业、教学资源调查、教学测试等等。

４学分

社会实践及创新

活动

时间不少于３个月，包括教学实践、文化交
流与教育管理、资源开发等实习

６学分

毕业设计、毕业论文、研究计划等 ２学分

总学分不低于４０学分，可以跨学科专业选修１２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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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设置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周

课

时

任课

教师
备注

学
位
基
础

１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２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３ ７２

１ ２ 王正宇

２ ２ 钟谟智

３ （英语） ４
３６ １ ２ 刘美华

４０ ２ ２ 刘美华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１ 国际汉语课堂教学案例与分析 ２ ３６ １ ２ 曹保平

２ 中华文化与传播 ２ ３６ １ ２ 张红波

３ 跨文化交际 ２ ４０ ２ ２ 周文德

４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 ４

４０ ２ ２ 张洪建 语言要素教学

４０ ３ ２

王璐菲

陈　迁
罗依薇

黎　凤
陆丹妮

钟彩虹等

语言技能教学

５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 ２ ４０ ２ ２ 黄劲伟

专
业
拓
展
课
程

模
　
块
　
１

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类（至少选２学分，每门课限选人数为２０人）

汉字文化 １ １８ １ ２ 杨　梅

国际中文教育的汉字研究 １ １８ １ ２ 李　静

汉外语言对比研究 １ １８ ２ ２ 魏智慧

每位同学限选其中一

门（前半学期）

国际中文教育的词汇研究 １ ２０ ３ ２ 吴锋文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语法 １ ２０ ３ ２ 张洪健

汉语偏误分析 １ ２０ ３ ２ 魏智慧

每位同学限选其中一

门（后半学期）

模
　
块
　
２

中华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交际类（至少选４学分，除中华才艺外每门课
限２０人）
中华才艺（古琴等） １ １８ １ ２ 刘　星 全班可选

中华才艺（太极拳、曲艺等） １ ２０ ２ ２ 潘　杰 全班可选

国际礼仪与国际关系 １ １８ １ ２ 冯桂华

先秦思想专题 １ １８ １ ２ 申红义

每位同学限选其中一

门（后半学期）

儒家文化传播专题 １ ２０ ２ ２ 杨　梅

国别文化专题 １ ２０ ２ ２ 冯桂华

古代文学经典导读 １ ２０ ３ ２ 罗燕萍

科学伦理与学术规范 １ １８ １ ２ 曹保平

每位同学限选其中一

门（前半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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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周

课

时

任课

教师
备注

专
业
拓
展
课
程

模
　
块
　
３

教育与教学管理及其他类（至少选４学分，每门课限选人数为２０人）

汉硕学术论文写作 １ ２０ ２ ２ 曹保平

现代教育技术 １ ２０ ２ ２ 吴锋文

每位同学限选其中一

门（后半学期）

国际中文教育的调查与统计 １ ２０ ３ ２ 周　璐

互联网＋汉语国际教育实践 １ ２０ ３ ２ 王　琥

汉语国际教育专题 １ １８ ３ ２ 刘云春

专门用途汉语教学研究 １ １８ ３ ２ 周　璐

每位同学限选其中一

门（后半学期）

孔子学院发展研究 １ ２０ ３ ２ 胡登全

语文教育专题 １ ２０ ３ ２ 谭代龙

“一带一路”语言产业与汉语教学资源

开发
１ ２０ ３ ２ 黄劲伟

文学创作与修改 １ ２０ ３ ２ 朱周斌

每位同学限选其中一

门（前半学期）

专
业
实
践
课
程

汉
语
教
学
业
务
能
力
提
升

训练课程（至少选４学分，每门课限选人数为２０人）

汉语教学课堂观察 ２ ３６ １ ２

王璐菲

陆丹妮

陈　迁
罗依薇

黎　凤
钟彩虹等

汉语教材与资源分析 ２ ３６ １ ２

陈　迁
陆丹妮

王璐菲

罗依薇

黎　凤
钟彩虹等

语言测试与教学评估 ２ ３６ １ ２

陆丹妮

王璐菲

陈　迁
罗依薇

黎　凤
钟彩虹等

每位同学限选其中一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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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周

课

时

任课

教师
备注

专
业
实
践
课
程

汉
语
教
学
业
务
能
力
提
升

教学调查与分析 ２ ４０ ２ ２

王璐菲

陆丹妮

陈　迁
罗依薇

黎　凤
钟彩虹等

汉语教学设计与说课 ２ ４０ ２ ２

陆丹妮

王璐菲

陈　迁
罗依薇

黎　凤
钟彩虹等

汉语教学试讲与评价 ２ ４０ ２ ２

陈　迁
陆丹妮

王璐菲

罗依薇

黎　凤
钟彩虹等

每位同学限选其中一

门

与
创
新
活
动

社

会

实

践

教学实习 ６ １２０４／５ ３
实习合

作导师

毕业设计、研究计划、开题报告、毕业答

辩
２ ４０ ３／６ ２ 导师组

七、核心课简介

课程名称 课程内容简介 主要参考书目

汉

语

作

为

第

二

语

言

教

学

本课程系统介绍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理

论方法及其在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尤其是在汉

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技能与语言要素教学中的

意义，包括第二语言教学多元理念下的学术探

索和理论创新，专注于培养面向多元学习需求

和多元教学环境的实际教学能力、汉语作为第

二语言教学中的要素教学问题。除了分析第

二语言教学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外，还分别讨论

了汉语语音、词汇、语法和汉字教学的原则、方

法和技巧，同时注重引导学生的理论探索和创

新能力，培养国际汉教专业学生的综合能力。

教学环节以案例分析为主，鼓励学生“干中学”。

通过学习培养学生的教学实践操作能力。

吴中伟．《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汉语技
能教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毛悦．《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汉语要素
教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朱志平．《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理论概
要》，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施春宏《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概说》，北京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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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课程内容简介 主要参考书目

汉

语

作

为

第

二

语

言
习
得

本课程主要介绍二语习得的学科背景、二语习

得研究的不同视角和关注的主要问题、二语习

得的研究方法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研

究现状以及对二语习得学科的贡献。以及汉

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语料输入与互动交流、

第二语言习得的社会文化因素研究、社会语言

学因素影响等专题知识。

赵杨．《第二语言习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２０１５年．
ＣｈｕａｎｒｅｎＫｅ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Ｔｈｅ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Ｈａｎｄ
ｂｏｏｋ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８．
ＭｕｒｉｅｌＳａｖｉｌｌｅ－Ｔｒｏｉｋ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Ｓｅｃｏ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
刘颂浩．《第二语言习得导论———对外汉语
教学视角》，世界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０７．

跨

文

化

交

际

本课程主要介绍中外文化的主要异同，传授国

际文化知识与跨文化交际的主要概念，培养学

习者跨文化交际意识，发展其跨文化交际能

力，拓宽其国际视野，理解文化、跨文化对语言

教与学的影响，并能将跨文化理论、知识应用

于教学实践。

祖晓梅．《跨文化交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２０１５．
严文华．《跨文化沟通心理学》，上海社会科
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８．
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１９９９．

中
华
文
化
与
传
播

本课程主要探讨中华优秀文化和价值观的对

外传播方式，以及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与文化

感召力；探讨如何加强中华文化与其他民族和

国家的交流沟通和对话；同时结合汉语作为第

二语言教学的特点，探讨如何因材施教的进行

文化传播与教学，是一门融基础性、探索性和

前瞻性于一体的课程。

赵长征、刘立新．《中华文化与传播》，外语
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１５．
蔡建国．《中华文化传播：任务与方法》，上
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ｒｇ．中华文化网．

国
际
汉
语
课
堂
教
学
案
例
与
分
析

本课程是以国际汉语教育实践中真实发生的

含有问题或疑难情境或能够反映某一国际汉

语教育基本原理的典型性事件来帮助国际汉

语教师熟悉并适应海外的自然、社会、文化、教

育环境、理解国际汉语教育原理并掌握国际汉

语教育方法。主要介绍：现代课堂教学理念、

课堂教学基本流程和基本规律；汉语作为第二

语言课堂教学基本技能；汉语课堂教学观摩及

案例分析、讨论；汉语课堂教学设计；汉语课堂

教学实践。通过国际汉语教学案例讲解与分

析，培养学生的国际汉语课堂教学实践操作能

力。

叶军．《国际汉语教学案例分析与点评》，外
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１５．
朱勇．《国际汉语教学案例与分析（修订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５．
国家汉办．《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修
订版）》．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八、过程管理

（一）入学教育 培养单位组织学生对学校研究生管理规章制度、学术道德、培养目标、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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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学位基本要求等方面的集中教育。

（二）课程学习与考核 课程学习中注意整理与汉语国际教育实践紧密结合的案例。学生

在导师的指导下参加汉语教学实践、教学资源开发或跨文化交流工作，注重课堂教学管理及跨

文化交流等相关实践能力的考核。

（三）以《国际汉语教师证书》备试为目标，按照国际汉语教师标准训练学生各项能力。鼓

励参加国家汉办汉语志愿者教师选拔，从事汉语国际教育相关工作。

（四）鼓励专业学习与地缘特色和学校资源优势相结合，发挥外国语大学多语种优势，强

化英语或小语种汉语国际教育中的应用；培养与专业相关的应用研究能力。

（五）实习前应接受培养单位和学校相关部分的培训，实习中应跟培养单位保持紧密联

系，实习后应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

九、考核方式

（一）课程考核：采用课程考试和课程论文方式，按百分制评定成绩。

（二）学位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原则上进行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者可获得学分；专业拓展
与训练课采取考试或考查的形式，成绩达到６０分者可获得学分。（百分制）

（三）中期考核：研究生应在第三学期参加中期考核；是对研究生的学习做全面评估，包括

思想品德、身心健康、学位课程学习情况、专业及方向书目阅读情况、论文开题计划、学术活动、

语言能力（汉语和外语）等。考核组由研究生导师组成。考核结果分“通过”“暂缓通过”“不

通过”三种，“暂缓通过”者应进行补考，“不通过”者将终止学业，通过中期考核者方可进入学

位论文撰写阶段。

中期考核具体方案参见上报研究生院备案的附件《四川外国语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

士研究生中期考核方案》。

（四）实践教学考核：教学实习包括汉语教学设计、观摩与实践，其中课堂教学实习不低于

１２０学时。教学实习考核须有指导教师和学生评估。文化交流实践、教育管理实习不少于半
年时间，并要有实习单位评估。

十、学位论文

研究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论文的选题工作，提交学位论文计划，并作开题报告，经本专

业方向专家集体讨论认可后正式撰写论文。研究生应按照论文撰写进度要求，完成各阶段撰

写任务。

学位论文的撰写是全面训练和考验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必须在导师

的指导之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通过调查、观察、实验、设计、分析、文献搜集整理及撰写

等工作，进一步掌握并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增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技能、中华文化传
播技能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论文工作应特别强调培养学生在教育实践中发现问题的敏感性、

分析问题的科学性、解决问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学生获得教育反思能力。论文应紧密结合

国际汉语教育实践进行选题且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

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国际汉语教育实践，包括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中华文化传
播、跨文化交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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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体现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实践性，论文可以采用调研报告、教学实验

报告、案例分析、教学设计、专题研究等形式。学位论文的文字和格式必须严格遵守相关的学

术规范和写作规范。

学位论文正文（不含摘要、参考文献、附录等）篇幅要求１．５万字左右。

十一、论文盲审及答辩

论文送出盲审前，需经查重鉴定。如果查重结果不符合要求者，不得送审。

学位论文答辩前，由研究生院聘请至少两位同行专家进行书面匿名评阅。论文评阅人中

应有一名外单位本专业（方向）的专家。如有两名评阅人认定“不通过”的论文，不得提交答

辩；如一名评阅人认定“不通过”的论文，可送第三评阅人进行评阅，若第三评阅人仍认定“不

通过”的论文，不得提交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五名同行专家组成（其中教授不得少于一人）。答辩结果分“通

过”“有条件通过”“不通过”三种，“有条件通过”的学位论文由答辩委员会提出具体修改意

见，研究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修改并提交研究生院。研究生院组织教研室对修改稿进行评

阅，决定其是否通过。学位论文答辩不通过者，可在规定时间内向学位委员会（研究生组）申

诉，由学位委员会（研究生组）作出最终结论。

十二、学位授予标准

学位授予标准参见上报校学位办备案的附件《四川外国语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研

究生学位授予标准》。

十三、主要的文献阅读书目和期刊杂志

（一）必读书目

［１］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国际汉语教师标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１５．
［３］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国际汉语教师证书考试大纲解析》，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５．
［４］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修订版），北京语言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４．

［５］刘骏、傅荣主译．《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学习、教学、评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６］毛悦、刘长征、赵秀娟．《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汉语要素教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２０１５．

［７］吴中伟、陈钰．《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汉语技能教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２０１４．

［８］叶军．《国际汉语教学案例分析与点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１５．
［９］赵杨．《第二语言习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１５．
［１０］赵长征、刘立新．《中华文化与传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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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阅读书目

［１］（美）赫伯特·塞利格、（以）艾蕾娜·肖哈密．《第二语言研究方法》，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
［２］（美）盖苏珊（ＳｕｓａｎＭ．Ｇａｓｓ）、艾利森·麦基（ＡｌｉｓｏｎＭａｃｋｅｙ）．《第二语言研究中的数据收
集方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１７．

［３］冯胜利、刘乐宁、朱永平、阎玲．《汉语教师专业技能指导手册》，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４］李德津、程美珍．《外国人实用汉语语法》（修订本）（中英文对照），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５］陆俭明．《话说汉语走向世界》，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９．
［６］陆俭明、马真．《汉语教师应有的素质与基本功》，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１６．
［７］陆俭明．《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本体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０５．
［８］彭小川、李守纪、王红．《对外汉语教学语法释疑２０１例》，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
［９］亓海峰、曹儒．《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写作分析与指导》，华语教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１０］闻亭、常爱军、原绍锋．《国际汉语课堂管理》，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１］杨文惠．《轻松教汉语：汉语课堂教学实用技巧７２法》，世界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０９．
［１２］叶盼云、吴中伟．《外国人学汉语难点释疑》，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３］张凯．《语言测试概论》，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
［１４］张宁志．《国际汉语教师手册新教师必备８１问》，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
［１５］张西平、柳若梅．《世界主要国家语言推广政策概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６］郑艳群．《对外汉语教育技术概论》，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１７］周健．《汉字教学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８］周小兵．《对外汉语教学入门》（第三版），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
［１９］朱勇．《国际汉语教学案例与分析》，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３．
［２０］朱勇．《国际汉语教学案例争鸣》，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５．

（三）期刊杂志

［１］（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２］《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
［３］《对外汉语研究》
［４］《国际汉语教育》
［５］《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６］《国际汉语教育》
［７］《国际汉语教育研究》
［８］《国际汉语学报》
［９］《海外华文教育》
［１０］《汉语国际传播研究》
［１１］《汉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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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
［１３］《华文教学与研究》
［１４］《世界汉语教学》
［１５］《世界华文教学》
［１６］《语言教学与研究》
［１７］《语言文字应用》
［１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国 际 学 生

一、培养目标

“汉语国际教育”是指面向海外母语非汉语者的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专业代码：０４５３００）英文名称为“Ｍａｓｔｅｒｏｆ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ｏＳｐｅａｋｅｒｓｏｆＯｔｈｅ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简
称ＭＴＣＳＯＬ。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是与国际汉语教师职业相衔接的专业学位。主要培养了解中

国，热爱中华文化，具有较熟练的中国语言文化教学技能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胜任新时代、海内

外汉语教学任务的专门人才。具体要求：

１．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
２．具备较熟练的汉语教学技能；
３．具有较好的中华文化理解能力和中外文化融通能力；
４．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５．具有一定的语言文化项目组织、管理与协调能力。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获得者应具有扎实的汉语言文化知识、熟练的汉语作为第二

语言／外语教学的技能、较高的外语水平和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二、招生对象

具有国家汉办认可的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的人员。

三、培养方式

全日制培养。采用课程学习与汉语国际教育实践相结合，汉语国际教育与中华文化传播

相结合，校内导师指导与校内外导师联合培养相结合的方式。

四、学习年限

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学制为２年，学习年限不超过４年。

五、颁发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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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以实际应用为导向，以国际汉语教师的职业需求为目标，围绕汉语教学能力、中

华文化传播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形成以专业核心课为主，拓展训练课为辅、实践训

练为重点的课程体系。

（一）课程类型与学分分布

本专业课程包括：

学位基础课 ２门课 ６学分

专业核心课 ６门课 １３学分

专业拓展课 １４门课 １０１７学分

专业训练课 ４门课 ３４学分

实践教学课
教学实践、文化交流与教育管

理、资源开发等实习
６学分

毕业论文 ２学分

总学分不低于３８学分，可以跨学科专业选修１２门课程。
（二）课程安排

开课

时间
研一上

学

分

研一下

（中期考核、开题）

学

分

研二上

（实习）

学

分

研二下

（实习答辩）

学

分

︵
教
学
实
习
︶＋２

︵
毕
业
实
习
︶

学
分
构
成
３０

︵
修
课
︶＋６

汉语语言学 ３ 汉语语言要素教
学

２ 汉语教材与教学资源（自选） １

国际汉语教学
案例分析

２ 汉语技能教学 ２
汉语文化项目组织与管理（限

选）
１

汉外语言对比研

究（自选）
２
外向型学习词典研

究专题（自选）
１
汉语词语用法研究与实践（自

选）
２

中华文化与传
播

２ 跨文化交际 ２ 中国民俗（自选） ２

现代语言教育技

术（限选）
１
国际汉语课堂管理

（限选）
１ 学术论文写作（限选） １

汉语国际教育导

论（限选）
２
语言测试与教学评

估（自选）
１
语言产业与教学产品开发（自

选）
１

经典导读（自选） ２
互联网＋汉语国际
教育实践（限选）

１
第二语言研究方法与设计（自

选）
１

中华才艺体验与

展示１（自选）
１
中华才艺体验与展

示２（自选）
１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讲座（限

选）
１

高级汉语１ ２ 高级汉语２２

当代中国专题 ２  汉字文化 （限
选）

２
实习 ６


学
位
论
文
写
作
及
答
辩

２

学分

统计
１９ １５ １６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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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课说明：
①“”是公共课和专业核心课程，为必修课。
②“限选”———不具备相应能力要求的学生必修。具体要求如下：
“汉语语言学”———课前测试成绩８５分以下者；
“汉语国际教育导论”———本科非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者；

“现代语言教育技术”———未掌握相关现代语言教育技术者；

“汉字文化”———课前测试成绩８０分以下者；
“互联网＋汉语国际教育实践”“汉语文化项目组织与管理”“语言产业与教学产品开
发”———未从事过相关工作者。

③“自选”———所有学生都可自由选择。
④ 一共２４门课，除公共课和必修课外，还设计１６门课２４个学分可供选择。其中公共课
２门６分，必修课６门１３分，限选课８门１１分，自选课１１门１４分。

（三）课程设置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周

课

时

任课

教师
备注

学
位
基
础

１ 当代中国专题 ２ ３６ １ ２ 周文德等 新时代中国国情、民情介绍

２ 高级汉语 ４
３６ １ ２ 留学生部 汉语视听阅读综合

４０ ２ ２ 张洪建等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基础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１ 汉语语言学 ３ ５４ １ ２

李　静
申红义

谭代龙

吴锋文

李丽萍

通过案例掌握汉语教学的基

本原则和方法

２ 国际汉语课堂教学案例与分析 ２ ３６ １ ２
曹保平

张洪建等

通过案例掌握汉语教学的基

本原则和方法

３ 中华文化与传播 ２ ３６ １ ２
张红波

杨　梅
胡登全等

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阐释与

传播的基本能力

４ 跨文化交际 ２ ４０ ２ ２ 周文德等
跨文化交际的意识、策略和能

力

５ 汉语语言要素教学 ２ ４０ ２ ２
魏智慧

陆丹妮等
语言要素教学实践能力

６ 汉语技能教学 ２ ４０ ２ ２

张洪建

王璐菲

陈　迁
罗依薇等

语言技能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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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周

课

时

任课

教师
备注

专
业
拓
展
课
程

模
　
块
　
１

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类（至少选３学分）

汉外语言对比研究 ２ ３６ １ ２ 王仁强等
语言类型学视野下的汉外语

言对比分析能力

外向型学习词典研究专题 １ ２０ ２ １ 王仁强等
词典学基础、学习词典研究能

力汉语教材与

汉语词语用法研究与实践 ２ ４０ ３ ２
校内外

专家

常用词、易混词、专名用词的

外向型研究

汉语教材与教学资源 １ ２０ ２ ２
曹保平

张洪建等
教材备课与分析研究能力

模
　
块
　
２

中华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交际类（至少选３学分）

经典导读 ２ ４０ ３ ２
周文德

谭代龙等

汉语国际教育相关经典文献

系列讲座

汉字文化 １ ２０ ２ ２ 李静等 汉字与中华文化、侧重应用

中国民俗 １ ２０ ３ ２

陆丹妮

王璐菲

陈　迁
罗依薇

传统民俗与当代文化的结合

中华才艺体验与展示 １ ４０ １
２ ２ 潘杰等

结合汉语角活动进行实战演

练，注重地方文化

模
　
块
　
３

教育与教学管理类（至少选２学分）

汉语国际教育导论 １ １８ １ ２

魏智慧

曹保平

周文德

李冬青等

国际汉语教师综合素质与职

业发展规划、语言教育心理

学、《国际汉语教师证书》培训

国际汉语课堂管理 １ ２０ ３ ２ 刘云春等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语文教育、

课堂管理文化

互联网＋汉语国际教育实践 １ ２０ ２ ２ 王琥等
互联网 ＋汉语国际教育平台
资源调查研究能力

模
　
块
　
４

其他类（至少选２学分）

学术论文写作 １ ２０ ３ ２ 曹保平等 学术规范性与专业性训练

第二语言研究方法与设计 １ ２０ ３ ２ 黄劲伟等 科学研究素养训练

语言产业与教学产品开发 １ ２０ ３ ２ 校外专家
汉语网络教学资源、学习型词

典研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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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周

课

时

任课

教师
备注

专
业
训
练
课
程

汉
语
教
学
业
务
指
导

训练课程（至少选３学分）

现代语言教育技术 １ ２０ １ ２
吴锋文

高志彬等

汉语教学所需的视频、微课、

ＭＯＯＣ等技术

语言测试与教学评估 １ ２０ ２ ２ 陈　迁
统计学基础、ＴＲＥＥ教学过程
管理与研究

汉语文化项目组织与管理 １ ２０ ３ ２
柳真红

李冬青等

汉语角、中国文化节等活动组

织训练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讲座 １ ２０ ３ ２ 校外专家
汉语国际教育学科发展与前

沿问题

毕
业
环
节

实践课程（必修）

实践教学课 ６ １２０ ４
５ ３

黄劲伟

实习合

作导师

毕业设计、研究计划、开题报告、

毕业答辩
２ ４０ ３

６ ２ 导师组

达到授位标准。

教学实习包括汉语教学设计、

观摩与实践，其中汉语课堂教

学实习不低于４０学时。教学
实习考核须有指导教师和学

生评估；文化交流实践、教育

管理实习要有实习单位评估。

七、核心课简介

课程名称 课程内容简介 主要参考书目

汉

语

语

言

学

本课程系统介绍汉语语言学的基本知识，包括

汉语的特点，汉语语音、词汇、语法、语用和汉字

的特点，培养学生基本的汉语分析能力。教学

环节以案例分析为主，鼓励学生“做中学”。通

过实践操作培养学生的汉语学习与分析能力。

施春宏．《汉语纲要》，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
施春宏．《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概说》，北京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汉

语

作

为

第

二

语

言
教
学

本课程系统介绍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理

论方法及其在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尤其是在汉

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技能与语言要素教学中的

意义，包括第二语言教学多元理念下的学术探

索和理论创新，专注于培养面向多元学习需求

和多元教学环境的实际教学能力、汉语作为第

二语言教学中的要素教学问题。除了分析第

二语言教学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外，还分别讨论

了汉语语音、词汇、语法和汉字教学的原则、方

法和技巧，同时注重引导学生的理论探索和创

新能力，培养国际汉教专业学生的综合能力。

教学环节以案例分析为主，鼓励学生“做中

学”。通过学习培养学生的教学实践操作能力。

毛悦．《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汉语要素教
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吴中伟．《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汉语技能
教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朱志平．《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理论概
要》，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施春宏．《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概说》，北京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５７６·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2021版第11稿



课程名称 课程内容简介 主要参考书目

跨

文

化

交

际

本课程主要介绍中外文化的主要异同，传授国

际文化知识与跨文化交际的主要概念，培养学

习者跨文化交际意识，发展其跨文化交际能

力，拓宽其国际视野，理解文化、跨文化对语言

教与学的影响，并能将跨文化理论、知识应用

于教学实践．

祖晓梅．《跨文化交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２０１５年。
严文华．《跨文化沟通心理学》，上海社会科
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中

华

文

化

与

传

播

本课程主要探讨中华优秀文化和价值观的对

外传播方式，以及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与文化

感召力；探讨如何加强中华文化与其他民族和

国家的交流沟通和对话；同时结合汉语作为第

二语言教学的特点，探讨如何因材施教的进行

文化传播与教学，是一门融基础性、探索性和

前瞻性于一体的课程。

朱勇．《国际汉语教学案例与分析（修订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叶军．《国际汉语教学案例分析与点评》，外
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国家汉办．《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修
订版）》．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赵长征、刘立新：《中华文化与传播》，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蔡建国．《中华文化传播：任务与方法》，上海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ｒｇ中华文化网

国

际

汉

语

课

堂

教

学

案

例

本课程是以国际汉语教育实践中真实发生的

含有问题或疑难情境或能够反映某一国际汉

语教育基本原理的典型性事件来帮助国际汉

语教师熟悉并适应海外的自然、社会、文化、教

育环境、理解国际汉语教育原理并掌握国际汉

语教育方法。主要介绍：现代课堂教学理念、

课堂教学基本流程和基本规律；汉语作为第二

语言课堂教学基本技能；汉语课堂教学观摩及

案例分析、讨论；汉语课堂教学设计；汉语课堂

教学实践。通过国际汉语教学案例讲解与分

析，培养学生的国际汉语课堂教学实践操作能

力。

朱勇．《国际汉语教学案例与分析（修订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叶军．《国际汉语教学案例分析与点评》，外
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国家汉办．《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修
订版）》．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八、过程管理

（一）入学教育 培养单位组织学生对学校研究生管理规章制度、学术道德、培养目标、培养

方案、学位基本要求等方面的集中教育。

（二）课程学习与考核 课程学习中注意整理与汉语国际教育实践紧密结合的案例。学生

在导师的指导下参加汉语教学实践、教学资源开发或跨文化交流工作，注重课堂教学管理及跨

文化交流的等相关实践能力的考核。

（三）以《国际汉语教师证书》备试为目标，按照国际汉语教师标准训练学生各项能力。鼓

励参加国家汉办汉语志愿者教师选拔，从事汉语国际教育相关工作。

（四）鼓励专业学习与地缘特色和学校资源优势相结合，发挥外国语大学多语种优势，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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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英语或小语种汉语国际教育中的应用；培养与专业相关的应用研究能力。

（五）实习前应接受培养单位和学校相关部分的培训，实习中应跟培养单位保持紧密联

系，实习后应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

九、考核方式

（一）课程考核：采用课程考试和课程论文方式，按百分制评定成绩。学位基础课、专业核

心课原则上进行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者可获得学分；专业拓展与训练课采取考试或考查的形
式，成绩达到６０分者可获得学分。（百分制）
（二）中期考核：研究生应在第三学年参加中期考核；是对研究生的学习做全面评估，包括思想

品德、身心健康、学位课程学习情况、专业及方向书目阅读情况、论文开题计划、学术活动、语言

能力（汉语和外语）等。考核组由研究生导师组成。考核结果分“通过”“暂缓通过”“不通过”

三种，“暂缓通过”者应进行补考，“不通过”者将终止学业，通过中期考核者方可进入学位论文

撰写阶段。

中期考核具体方案参见上报研究生院备案的附件《四川外国语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

士研究生中期考核方案》。

（三）实习考核：教学实习包括汉语教学设计、观摩与实践，其中课堂教学实习不低于４０
学时。教学实习考核须有指导教师和学生评估。文化交流实践、教育管理实习不少于半年时

间，并要有实习单位评估。

十、学位论文

研究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论文的选题工作，提交学位论文计划，并作开题报告，经本专

业方向专家集体讨论认可后正式撰写论文。研究生应按照论文撰写进度要求，完成各阶段撰

写任务。

学位论文的撰写是全面训练和考验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必须在导师

的指导之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通过调查、观察、实验、设计、分析、文献搜集整理及撰写

等工作，进一步掌握并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增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技能、中华文化传
播技能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论文工作应特别强调培养学生在教育实践中发现问题的敏感性、

分析问题的科学性、解决问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学生获得教育反思能力。论文应紧密结合

国际汉语教育实践进行选题且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

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国际汉语教育实践，包括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华文化传播、
跨文化交际等。

为充分体现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实践性，论文可以采用调研报告、教学实验

报告、案例分析、教学设计、专题研究等形式。学位论文的文字和格式必须严格遵守相关的学

术规范和写作规范。

学位论文正文（不含封面、摘要、目录、参考文献、附录等）篇幅１．５万字左右。

十一、论文盲审及答辩

论文送出盲审前，需经查重鉴定。如果查重结果不符合要求（参加我校研究生学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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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条例），不得送审。

学位论文答辩前，由研究生院聘请至少两位同行专家进行书面匿名评阅。论文评阅人中

应有一名外单位本专业（方向）的专家。如有两名评阅人认定“不通过”的论文，不得提交答

辩；如一名评阅人认定“不通过”的论文，可送第三评阅人进行评阅，若第三评阅人仍认定“不

通过”的论文，不得提交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五名同行专家组成（其中教授不得少于一人）。答辩结果分“通

过”“有条件通过”“不通过”三种，“有条件通过”的学位论文由答辩委员会提出具体修改意

见，研究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修改并提交研究生院。研究生院组织教研室对修改稿进行评

阅，决定其是否通过。学位论文答辩不通过者，可在规定时间内向学位委员会（研究生组）申

诉，由学位委员会（研究生组）作出最终结论。

十二、学位授予标准

学位授予标准参见上报校学位办备案的附件《四川外国语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研

究生学位授予标准》。

十三、主要的文献阅读书目和期刊杂志

（一）必读书目

［１］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国际汉语教师标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１５．
［３］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国际汉语教师证书考试大纲解析》，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５．
［４］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修订版），北京语言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４．

［５］毛悦、刘长征、赵秀娟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汉语要素教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２０１５．

［６］施春宏．《汉语纲要》，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７］吴中伟、陈钰．《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汉语技能教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１４．
［８］赵杨．《第二语言习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１５．
［９］赵长征、刘立新．《中华文化与传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１５．
［１０］朱勇．《国际汉语教学案例与分析》，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３．

（二）阅读书目

［１］（美）赫伯特·塞利格 、（以）艾蕾娜·肖哈密 ．《第二语言研究方法》，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６．

［２］（美）盖苏珊（ＳｕｓａｎＭ．Ｇａｓｓ）、艾利森·麦基（ＡｌｉｓｏｎＭａｃｋｅｙ）．《第二语言研究中的数据收
集方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１７．

［３］冯胜利、刘乐宁、朱永平、阎玲．《汉语教师专业技能指导手册》，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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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李德津、程美珍．《外国人实用汉语语法》（修订本）（中英文对照），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５］刘弘．《国际汉语教师入职必修十课》，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
［６］陆俭明、马真．《汉语教师应有的素质与基本功》，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１６．
［７］陆俭明．《话说汉语走向世界》，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９．
［８］陆俭明．《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本体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０５．
［９］潘文国．《汉英语言对比概论》，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
［１０］彭小川、李守纪、王红．《对外汉语教学语法释疑２０１例》，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
［１１］亓海峰、曹儒．《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写作分析与指导》，华语教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１２］闻亭、常爱军、原绍锋．《国际汉语课堂管理》，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３］杨文惠．《轻松教汉语：汉语课堂教学实用技巧７２法》，世界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０９．
［１４］叶军．《国际汉语教学案例分析与点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１５．
［１５］叶盼云、吴中伟．《外国人学汉语难点释疑》，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６］张凯．《语言测试概论》，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
［１７］张宁志．《国际汉语教师手册新教师必备８１问》，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
［１８］张西平、柳若梅．《世界主要国家语言推广政策概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９］郑艳群．《对外汉语教育技术概论》，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２０］周健．《汉字教学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１］周小兵．《对外汉语教学入门》（第三版），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
［２２］朱勇．《国际汉语教学案例争鸣》，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５．

（三）期刊杂志

［１］《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
［２］《对外汉语研究》．
［３］《国际汉语》．
［４］《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５］《国际汉语教育》．
［６］《国际汉语教育研究》．
［７］《国际汉语学报》．
［８］《海外华文教育》．
［９］《汉语国际传播研究》．
［１０］《汉语教学研究／美国中文教师学会学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ｓａ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１１］《汉语学习》．
［１２］《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
［１３］《华文教学与研究》．
［１４］《世界汉语教学》．
［１５］《世界华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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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语言教学与研究》．
［１７］《语言文字应用》．
［１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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