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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lents majoring in Teachers of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TCSOL)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of spreading 

Chinese culture and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However,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spreading Chinese 

culture, such as political position,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cultural ideology. Based on the above problems and the 

proposal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deas of the curriculum, this paper carried out a study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deas of the cultural curriculum of the major of TCSOL, as well as the problems in the course of cultivating 

talents of this specialty and the measur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mplementation of cultural cours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will be closely combined with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order to cultivate outstanding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s with high-level application, so as to better promote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let more 

people know abou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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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人才承担着中华文化的传播，中国故事的讲述职责，但在中华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了许多

的问题例如政治站位、文化自信和文化意识形态等。基于以上出现的问题及课程思政理念的提出此论文围绕汉

语国际教育专业文化课程思政展开研究，研究内容分析了该专业文化课程思政的必要性；该专业人才培养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及文化课程思政实施的举措。将课程思政与专业课程紧密结合以便培养优秀的集高层次应用性

复合型国际化专门人才，从而使其更好地促进中华文化传播，让更多人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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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通过在中国知网搜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与课程

思政这一主题，结果发现 7 条相关文献，而搜索课程

思政这一主题结果发现 15971 条相关文献，搜索中华

文化课程思政结果显示 96 条相关文献。通过以上数

据可看出随着课程思政这一理念的提出有关此内容

的研究较多，但有关汉语国际教育课程思政的相关研

究较少，而与此专业文化课程相关研究几乎没有。因

此关于汉语国际教育文化课程思政的研究具有很大

的潜力。“课程思政”这一理念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

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基本课程相结合的一种教学

改革，与专业基础课程的整个学习过程形成一种同向

同行，共同发展的教学方式。此专业人才承担着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重任，他们的价值观念、文化自

信、意识形态等在其中具有极大的支配作用，因此汉

语国际教育专业教师课程不仅需要传授知识技能还

需要在专业课程中渗透思政教育让他们潜移默化的

树立正确思想价值观念，从而做一名合格的中华文化

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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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学

习汉语了解中华文化，相对应汉语国际教育人才量的

需求增大，但在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培养中出现了许多

问题我通过查阅文献和实地调查发现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的问题。 

2.1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文化课程教材没有统一
的标准 

虽然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近些年来得到了长足的

发展，开设此专业的院校也日益增多，但是由于缺乏

统一的文化课程教材，各个院校对于文化教学在重难

点、优劣势方面的内容选择上五花八门，导致汉语国

际教育人才培养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各不相同，不利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加之“课程思政”理

念的提出，将其与汉语国际教育的融合对于教学更加

增大了难度，由于该专业人才培养的文化课程缺乏统

一性。 

2.2 汉语国际教育人才流失严重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主要是掌握

汉语基础知识和汉语技能，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将来主要从事国际汉语教学工作的人才，但由于学习

者的思想价值观的存在如报效家园，居家意识等阻碍

了职业发展方向。由于对于全球化意识和职业发展方

向的欠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主要从事国内的语

文教学，而这与教育学相关专业并无二致，未能很好

的发挥此专业的优势。同时此专业培养人才主要是在

国内的自己母语环境中进行基础知识学习缺乏在他

国实际的教学环境，导致此专业人才跨文化交际能力

薄弱，导致此专业人才害怕出国使得此专业人才未发

挥其真正的价值。 

2.3 汉语国际教育课程思政教育课程的缺失 

通过文献检索和实地调查发现大部分开设汉语

国际教育专业的院校所开设的文化课程在教学过程

中教师只是进行基本知识的讲授，而思政教育被忽略。

另外通过了解各高校汉语国际教育课程内容可发现

思政课程很少涉及或者只是在入学后进行专业的课

程进行集中学习后，在后面的学习中不在安排。教学

的根本目标是立德树人，学习目的是先学会做人再学

会做事。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承担着传播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任，树立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职业理念

等对于其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具有重要意义。自 2016

年课程思政这一理念提出，思政教育在教学中被提至

重要地位，汉语国际教育文化课程思政的缺乏与这一

理念是不符的，因此各高校应加强在专业课程教学中

融入思政教育。 

 

3.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文化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3.1 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感的需要 

中国传统文化给予文化自信深厚历史底蕴，文化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

强民族强，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气神，是一个国家综

合实力的集中体现。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培养的人才主

要从事国际汉语教学传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过程中，少部分汉语国际教育专

业大学生理想信念缺失，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偏

离，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仍不同程度存在。

为改变此现象各高校应在汉语国际教育教学中增强

学习者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信从而更好传播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进而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3.2 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掌握扎

实的汉语言基础知识和技能，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具

备中国文化、跨文化交际及对外汉语教学等方面的专

业知识与能力，能在国内外各类学校从事对外汉语教

学、推广中华文化的能力,具备一-定的涉外知识和外

语交际能力，能在教育、外事、商贸、文艺、党政等

领域从事教学、研究、翻译、管理等工作，具有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

才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地位，因

此在该专业文化课程教学中应该重视思政教育，因为

该专业人才从事的职业面对这国际社会，虽然如今的

社会总体处于一种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但国际形势仍

然纷繁复杂，整个社会发展是一种全球化多元化趋势

状态，在这样的时代发展潮流中国际汉语培养人才代

表着中国的形象，必须因此培养其文化自信、文化自

觉意识、明确的政治站位、、坚定的理想信念、崇高的

职业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只有这样才能够成为

一名合格的中华文化传播者。 

3.3 新的教育教学理念的需要 

传统的教学理念是各课程各司其职，各谋其业，

专业课程的教学与思政教育教学是孤立式的教学方

式，这使得学生学习枯燥无味，学习产生疲倦感。通

过文献阅读和调查发现各高校此专业课程与思政课

程的设置一般是分离的且思政课程涉及的主要内容

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然辩

证法等理论性极强的课程。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

这个主渠道，各类课程都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

行形成协同效应。这导致了两种不好现象的产生：学

习者对于学习内容产生了疲倦心里从而影响学习效

率；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分离使得思政课程教学出现

“孤岛化”的现象，不利于思政教育教学进展和落实。

如今的教育教学理念强调“全人”教育即强调教育应

该是一种综合性的教育教学理念，注重素质教育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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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实施中把知识转化为能力和良好素质，将知识、能

力和素质三者结合体现整体性和谐发展。因此应加强

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结合适应新的教育教学理念。 

3.4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科特点、性质的决定
性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是为培养优秀的中华文化传

播者、博大精深的汉语知识传授者而设置，这体现了

该专业本身就有一种课程思政教育。各高校该学科设

置课程大致都有跨文化交际、中华文化等，这些课程

内容讲述的过程会潜移默化增加他们对中华文化的

自信，这一角度同样看出该学科与思政教育的相通性。

学科特点：汉语国际教育是一门综合、边缘学科，在

此专业的教学研究过程中依据的理论基础涉及语言

学、心里学、教育学、文化学。而课程思政教育理念

同样也强调综合性教育教学，二者具有相通性。 

4.汉语国际教育文化课程思政的实施措施 

4.1 更新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教学观念 

汉语国际教育的传统教育教学理念是专业课程

教学与思政教育课程分离，专业课程教学主要进行知

识的讲解和传授，思政课程专攻思政教育促使学生形

成积极向上的心里，拥有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

界观。如今人教育教学强调“全人”教育，目标是促使

学生形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因此该专业文化课程

也应顺应时代发展更新自己的教学理念将思政教育

贯穿于教学大纲、课程设计和实践活动等整个教学过

程以便更好的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在具体文化

的课程设计中有效将现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其中，从而使学

生在学习文化知识同时受到思政教育。 

4.2 挖掘中华文化课程的思政内容 

中华文化渊源流长、博大精深，优秀的中华传统

文化本身蕴含着大量的思政教育因素，如体现爱国教

育的文化知识，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

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言语虽短却包括了宇宙

观、道德观、价值观等思想观念，形象地将中华民族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品质展现；儒家学派提倡的“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仁义礼智信”；中国在古代的

卖身葬父、亲尝汤药等孝道故事；中国古代的成语故

事及寓言故事例如“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等成语流

传至今形象地展现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观念；还有中

国古代卓越的建筑模式及装饰很好的展现了古人聪

明的智慧。而这些内容无不体现了思政教育因素，同

时可以很好地增强人们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优秀中华

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思政教育，如程裕祯的中华文

化要略教材中内容就包含了大量思政教育因素，这些

知识的学习有利于增强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和认

同感。 

4.3 构建“上下一体”的文化课程思政教学体系
和新的教学模式 

4.3.1 教学体系 

首先国家和教育部应出台相关政策以支持专业

课程与思政教育的结合发展；其次各高校应重视思政

教育与专业课程结合的发展，制定相关规范、开展课

程思政教育理念的相关讲座，让师生意识到该理念发

展进步性和必要性；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应将思政教

育纳入其中使得思政教育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各高

校带课老师应自觉将此理念融入课程设计使得学生

获得双重收获，形成国家和高校上下一体的文化课程

思政教学体系。 

4.3.2 教学模式 

传统的教学模式主要通过知识传授的传统课堂

教学为主，这与新的教育教学理念不相符不利于教育

教学的展开和进步。我们应该紧随时代发展潮流，充

分利用科学技术服务于汉语国际教育文化课程思政

教育如课堂教学中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统建筑展示让学生直观立体的感受传统

文化辉煌成就，从而增强文化自信；结合微信等社交

媒体进行文化思政教育；利用直播课、智能网络教育

平台等信息化教学手段进行文化课程思政教育。除了

以上的文化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方式，还可以增加与文

化课程思政教育课堂相匹配的社会实践活动如参加

历史博物馆等让学生亲身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4 重建汉语国际教育文化课程考核评价体系 

传统的专业课程教学的考核评价方式构成主要

由中期测试、期末测试和平时成绩三大部分组成，从

此可看出传统的专业课程教学的考核评价注重知识

掌握测试，虽然平时成绩中涉及到了实践活动的能力

测试，但极少且不易测出学生真正的实践能力和从专

业课程学习中获得的思政教育的内容。因此汉语国际

教育文化课程的考核评价应将专业文化课程知识测

试与思政知识测试相统一，促使学生形成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具体举措如增加实践活动考核从他们的行

动中感受他们通过专业课程教学之外收获的思政教

育，让他们不仅学习到知识更要学习到做人做事道理。 

5.结论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播者和代言人，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应始终坚定

自己的政治立场，树立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拥有坚

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文化自信。“课程思政”这一教

学理念的提出对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具

有极大的意义，该专业应重视将此理念贯穿于整个教

学过程从而服务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的培养，以

便培养出合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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