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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50103

专业名称：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所属学科：文学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具有扎实的普通语言

学和汉语言文学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国际汉语教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具备较好的文学文化素养，

能胜任国际汉语教学与研究及中外文化交流工作的国际化、复合型、高素质专门人才。人才能力结

构表现为“文化素养”、“外语能力”和“语言教学”。

学生毕业后经过五年的职业历练，能够通过主动学习、自我学习、终身学习来顺应社会经济发

展和科技发展，能够较好地适应独立和团队工作环境，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与水平不断提高，优秀

者能够成长为工作单位的业务骨干或中层管理干部。

本专业毕业预期达到以下目标：

培养目标 1：系统掌握本专业要求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达到《国际汉语教师标准》中要求的

基本素养和能力。

培养目标 2：具有较强的国际汉语教学实践能力和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能将专业知识和理论

较好地运用到实践当中。

培养目标 3：能熟练地使用英语进行汉语教学和交流，具有较强的英语写作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培养目标 4：熟悉我国外事与外交相关政策，具有较宽厚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

培养目标 5：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独立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培养目标 6：掌握一定的经管法知识，熟悉行业领域发展的最新动态，能够进行教育产业策划与

管理。

二、学分要求

本专业学生须按培养方案要求修读各类课程，总学分修满 173 学分并达到毕业要求方可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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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学分为 145 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4 学分）

核心通识课程

“四史”教育与国家治理

4

文化传承与经典选读

世界文明与全球视野

文学修养与艺术鉴赏

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

选修通识课程

美育 2

文学与写作

8

文化与历史

哲学与心理学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通修课程

（63 学分）

新生研讨课 1

政治理论与思想品德 20

英语（20 学分）
语言技能 不低于 10 学分

其他

体育与健康 4

数学 C类 4

信息技术基础 4

经管法基础

经济类

8
管理类

法学类

国际组织类

职业发展与创新创业 2

专业课程

（68 学分）

学科基础课程（49学分）
必修课 30

选修课 19

专业方向课程 必修课 19

2. 暑期学校课程

要求修读不少于 2门暑期学校课程。

三、学制与授予学位

学制四年，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习年限，3－ 6 年内修满学分可以毕业。学生修满毕业所应取

得的最低总学分为 173 学分，, 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实践教学学分，达到毕业要求后，发给毕业证书；

其中符合国家学位条例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四、毕业要求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毕业时应具备以下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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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素质要求

4.1.1 思想道德素质。热爱祖国和人民，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优良的道德品质和高度的社会责

任感。

4.1.2 身心素质。具有健康的体魄，体育达标；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较强的自我控制和自我调

节能力。

4.1.3科学文化素质。具有宽广的知识视野，深厚的人文底蕴，清明的科学精神和良好的自我反思、

自我更新能力。

4.1.4 专业素质。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具备将理论知识转化成社会实践的能力，了解国内外行

业发展动态。

4.2 知识要求

4.2.1 基础知识。掌握文史哲基础知识，精通英语或其它非通用语种，熟悉经济学、管理学、信

息技术等学科领域的基础知识，为学习专业课程奠定基础。

4.2.2 工具知识。熟练使用计算机，能运用现代信息管理技术进行专业文献检索、数据处理，能

熟练使用专业数据库进行专业论文以及研究报告撰写。

4.2.3 专业知识。牢固掌握本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既要系统掌握坚实的汉语国

际教育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具备国际汉语教学能力和良好的中文写作能力，也要具有科学分析的

研究方法，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能力和创新能力。

4.2.4 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知识。了解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的相关知识。

4.3 能力要求

4.3.1 通识能力

具有良好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熟练使用计算机从事业务工作的能力；具备较强

的外语阅读、听、说、写、译的能力；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主动进行

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

4.3.2 专业能力

能够灵活运用所掌握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理论知识指导社会实践，从而为政府、企业、媒体、

教育机构等部门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对策建议。能够运用专业理论知识和现代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具备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

4.3.3 创新创业能力

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能够学以致用，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具有专业

敏感性，在激烈的竞争中敢于创新，善于创新。

4.3.4 职业发展与社会能力

能对职业生涯进行合理科学的规划，能针对职业发展合理制定学习计划，具备适应职业未来发

展需求的能力；具备在社会中更好地生存以及与社会达到和谐状态所需的社交能力、处事能力、人

际关系能力以及用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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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支撑矩阵表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培养目标
6

毕业要求 4.1.1 H H H L H H

毕业要求 4.1.2 H L H H M L

毕业要求 4.1.3 H M L H L H

毕业要求 4.1.4 H M M H M H

毕业要求 4.2.1 L H L M M H

毕业要求 4.2.2 L H H M M L

毕业要求 4.2.3 M M L H M H

毕业要求 4.2.4 H L H M H H

毕业要求 4.3.1 L M H M H H

毕业要求 4.3.2 M M M H M M

毕业要求 4..3.3 H M L M H H

毕业要求 4.3.4 L L L M H H

注：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

H.至少覆盖.80%，M.至少覆盖.50%，L.至少覆盖.30%。

五、通识通修课程选修要求（专业入门课程）

修读本专业的学生，在公共基础课中必须修读以下课程：

课程分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人文类 HUM253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 32 2 4 必修课

六、主要课程	

课程分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学科基础必修
课

CLL101 现代汉语（一） 32 2 1 必修课

CLL151 现代汉语（二） 48 3 2 必修课

CLL122 古代汉语（一） 48 3 1 必修课

CLL123 古代汉语（二） 48 3 2 必修课

专业方向必修
课

CLL298 汉语国际教育概论 48 3 4 必修课

CLL269 教育心理学 32 2 4 必修课

CLL405 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法 48 3 5 必修课

CLL319 跨文化传播 32 2 6 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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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要求实现矩阵

表 2. 必修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的关联度矩阵

课程
性质 课程

毕业要求 1 毕业要求 2 毕业要求 3

1.1 1.2 1.3 1.4 2.1 2.2 2.3 2.4 3.1 3.2 3.3 3.4

学科基
础必修
课程

现代汉语（一） L H H H H H H L H H M H

中国古代文学（一） H L H H H M H H H H H L

古代汉语（一） L H H H H H H L H H M H

中国古代文学（二） H L H H H M H H H H H L

现代汉语（二） L L H H H H H L H H M H

古代汉语（二） H H H H H M H H H H H L

中国二十世纪文学 H L H H H H H L H H M L

西方文学（一） L H H H H H H L H H H H

中国古代文学（三） H L H H H M H H H H M L

西方文学（二） L H H H H M H L H H M H

专业方
向必修
课程

中文写作与口语表达 H L H H H H H L H H H H

语言学概论 L H H H H M H L H H M L

文学理论 H L H H H H H L H H H H

汉语国际教育概论 L H H H H H H L H H H L

教育心理学 H L H H H M H L H H M H

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法 L H H H H H H L H H H L

跨文化传播 L L H H H H H L H H M H

主要课
程

现代汉语（一） L H H H H H H L H H M H

现代汉语（二） L L H H H H H L H H M H

古代汉语（一） L H H H H H H L H H M H

古代汉语（二） H H H H H M H H H H H L

汉语国际教育概论 L H H H H H H L H H H L

教育心理学 H L H H H M H L H H M H

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法 L H H H H H H L H H H L

跨文化传播 L L H H H H H L H H M H

注：根据所有课程对各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

支撑强度的含义是指该课程覆盖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多寡，其中“H”至少覆盖.80%，“M”至少覆盖.

50%，“L”至少覆盖.30%。

八、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育人体系包括：军事理论及训练、实验（上机）模块、实习（实训）模块、论文（设计）

模块和科研创新实践活动模块；具体分布在教学环节和二课堂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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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践教学学分为.28 学分

项目 总学分

社会实践

军事技能 2

社会调查 2

其他实践 1

专业实习
认知实习 1

岗位实习 4

实验课
独立开设的实验课

10
课内实验

劳动教育 2

毕业论文 6

合计 28

1. 学生必须完成学校要求的实践教学环节，取得相应学分。

2军政训练由武装部通过军训、军事理论学习等方式安排。社会调查和其他实践活动由团委负责

安排并考核。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由学院负责安排并考核。

3. 学生须在培养方案中完成共计 10 学分的实验学分。可包含独立开设的实验课和课内实验。

4. 学生须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

2.. 实验课程列表

开课学院 课程号 课程名 开课学期 学分（实验学分）

中文学院 HUM471 地图上的北京文艺 3 2（2）

中文学院 CLL186 新闻摄影摄像 3 2（2）

中文学院 CLL276 新媒体内容与运营 3 2（2）

中文学院 CLL290 创意写作 5 2（2）

中文学院 CLL356 数据新闻 6 2（2）

中文学院 CLL240 文化创意 4 2（2）

中文学院 CLL348 汉语方言与地域文化 6 2（2）

中文学院 CLL318 语言信息处理 6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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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教学计划表（2021 年）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基础必修
课

CLL101 现代汉语（一） 32 2 1

CLL109 中国古代文学（一） 48 3 1

CLL122 古代汉语（一） 48 3 1

CLL110 中国古代文学（二） 48 3 2

CLL151 现代汉语（二） 48 3 2

CLL123 古代汉语（二） 48 3 2

CLL153 中国二十世纪文学 64 4 2

CLL228 西方文学 (一 ) 48 3 2

CLL209 中国古代文学（三） 48 3 3

CLL229 西方文学 (二 ) 48 3 3

学科基础必修课合计 480 30

学科基础选修
课

CLL189 韩国语基础（一） 48 3 2
外语类

CLL190 韩国语基础（二） 48 3 3

CLL175 新闻学概论 32 2 3

文化传媒类

CLL276 新媒体内容与运营 32 2 3

CLL186 新闻摄影摄像 32 2 3

CLL277 新闻采写 32 2 4

CLL240 文化创意 32 2 4

CLL333 传播理论与实务 32 2 5

CLL356 数据新闻 32 2 6

HUM423 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 32 2 6

CLL251 商务文案写作 32 2 4
写作类（至
少 3学分）

CLL290 创意写作 32 2 5

CLL291 学术写作 16 1 6

HUM437 中国当代文学述评 32 2 3

文学类

HUM471 地图上的北京文艺 32 2 3

CLL171. 中外科幻小说导读 32 2 3

HUM477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 32 2 4

CLL241 中国 20 世纪文学经典专题 32 2 4

HUM409 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学 32 2 5

HUM416 明清小说研究 32 2 5

HUM442 中国古代文献导论 32 2 5

CLL351 西方小说鉴赏 32 2 5

HUM451 中国文论 32 2 5

HUM415 美学概论 32 2 5

CLL354 中华武侠文化概论 32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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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基础选修
课

CLL402 中外文学交流专题 32 2 6
文学类

HUM428 西方文论 32 2 6

CLL225 文字学 32 2 4

语言学及应
用语言学类
（至少 6学
分）

CLL352 现代汉语各要素及教学法分析 32 2 5

CLL457 汉语发展史 48 3 5

CLL348 汉语方言与地域文化 32 2 6

CLL318 语言信息处理 48 3 6

CLL362 理论语言学 32 2 6

学科基础选修课应选修 18 学分

专业方向必修
课

CLL285 中文写作与口语表达 48 3 2

CLL221 语言学概论 48 3 3

CLL270 文学理论 48 3 4

CLL298 汉语国际教育概论 48 3 4

CLL269 教育心理学 32 2 4

CLL405 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法 48 3 5

CLL319 跨文化传播 32 2 6

专业方向必修课合计 304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