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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nearly 60 years of exploration, the compil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ers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teaching and teacher capacity training, follows the principle of "language-culture-practice". Under 

the new circumstanc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clude: the number of training materials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ers is not enough, the intention of stratification is not obvious, the teaching materials suitable for localized 

teachers are few, and the degree of informatization and networking is not high. Faced with different needs,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er teaching materials should develop more teacher training materials, especially localized 

teacher training materials.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context of intelligent media, new ways of dissemin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should be s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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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经过近 60 年的探索，国际汉语师资教材的编写符合了教学和教师能力培养目标要求，遵循了“语言-文化-实

践”相结合的原则，并与心理学、教育学等多门学科相结合。在新形势和新的背景下，所存在的问题包括：国

际汉语教师的培训教材数量不多，分层化意图不明显，适用于本土化教师的教材少，信息化、网络化程度不高。

面对不同需求，国际汉语师资教材应开发更多师资类尤其是本土化教师培训教材，同时在智媒化背景下，要寻

求教材资源传播新途径。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师 教材 汉语国际教育 本土化 

 

1.前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孔子学院项目的推进，越

来越多的国家将汉语作为语言学习的课程之一，根据

2018 年在成都举办的“第十三届孔子学院大会”统

计数据，截至 2018 年 12 月，我国在全球 154 个国家

（地区）建立了 548 所孔子学院和 1193 个孔子课堂，

2018 年共有来自 196 个国家和地区的 492,185 名各

类外国留学人员在全国 31 个省（区、市）的 1004 所

高等院校学习。2013 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建设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合作倡议，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政策，是以沿线

国家经济合作为主体，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

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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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语言是中外文化交

流的桥梁和枢纽。随着国家孔子学院的发展和政策的

推进，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开始

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2018 年 6 月在中柬建交

60 周年友好关系研讨会上，两国对建立师范、语言

学、文学和翻译等四个方向的汉语硕士课程体系建设

进行了探讨；2019 年 4 月在两国元首的见证下，中

葡两国签订了《中国孔子学院总部与葡萄牙共和国教

育部关于在葡萄牙中学教育中开展汉语教学的合作

协议》，葡萄牙将进一步在当地学校和社区推广汉语

教学和中华文化，在葡萄牙高中学校的人文社会科学

课程和职业技术课程中开设汉语课程；2012 年刚果

（布）设立了首所孔子学院，使汉语成为当地人民青

睐的外语之一，2019 年 6 月中国与刚果共和国签署

了《关于合作建设冈波·奥利卢-革命中学孔子课堂

的协议》
①
，随着“一带一路”国家策略的推进，留

学生的学习需求也持续增加。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

作，进一步扩大外国留学生规模。为促进世界优秀青

年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和语言，孔子学院总部/国家

汉办设立了“孔子学院奖学金”，用来资助从事汉语

教育、汉语国际教育相关工作的优秀留学生攻读本科

和硕士学位，2012 年 11 月启动了“孔子新汉学计划”，

用以培养来华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访问学者等。

2021 年 11 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

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中再一次强调了汉语国际

教育的重要作用，意见指出：要大力提升中文国际地

位和影响力，吸引更多的海外中文教师来中国攻读中

文国际教育的硕博士学位。要加强国际中文教育和服

务，加强中文在海外华文学校的推广应用，加强海外

华文教师培训。国家的战略发展目标和孔子学院的发

展使国际汉语教师的需求持续增加。国家教委 1984

年批准设立对外汉语专业（2013 年改称“汉语国际

教育”专业），并从 1985 年和 1986 年起开始招收本

科学生和硕士研究生，2007 年国家设置汉语国际教

育硕士专业学位，“2018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

室批准招收汉语国际教育方向博士研究生，使国际汉

语教师完成了从本科到专业硕士，再到专业博士的完

整教师专业发展体系建构”
[1]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建

设完善的同时，国家对国际汉语教师的培养也提出了

更高要求，提高国际汉语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

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重要任务，在汉语走向国际化的

的背景和新形势下，国际汉语师资教材的编写和研究

也成为目前研究的重点。 

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目前国际汉语师资教材编

写的基本状况，了解国际汉语教师培养过程中对教材

的需求状况，发现教材编写和出版中存在的问题，探

求新时期和新的形势下国际汉语师资教材编写的新

路径。 

 

2.国际汉语师资教材编写现状 

“国际汉语教师，是从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

工作的教师，国内对国际汉语教师的培训始于上世纪

60 年代”
[2]
。目前国际汉语教师既包括母语为汉语的

中文教师，也包括国外从事中文国际教育工作的教

师，随着国际汉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留学生数量的增

多，国际汉语教师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在此期间，

为对国际汉语教师进行培养，国内外出版了一批培训

国际汉语教师的教材，此类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始终

注重与国际汉语教师的能力目标相结合，从不同的角

度满足国际汉语教师培养的需要。 

2.1.教材的编写遵循了“语言要素－文化－实
践”相结合的原则 

国际汉语教师应具备语言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

和语言教学能力，因此国际汉语师资教材在编写的过

程中遵循了“语言要素－文化－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语言知识是国际汉语教师教学的基础，也是留学生学

习汉语的重点内容，因此在对教师进行培训的每个阶

段，语言要素类的教材都是编写的重点教材。从语言

要素上来看，教材的内容涉及到语言学的基础知识，

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等知识点和教学方法，既有系

统讲解语言学要素的专业性教材，如黄伯荣、廖序东

的《现代汉语》、王力的《古代汉语》、叶蜚声、徐

通锵的《语言学概论》等，也有与教学相结合进行编

写的教材，如齐沪扬的《对外汉语教学语法》、毛世

桢的《对外汉语语音教学》、吴中伟、马小玲的《词

汇与词汇教学》等，这些教材是培训国际汉语教师的

基础和核心教材，也是教师具备良好专业素养的前

提。   

在对留学生的教学过程中，国际汉语教师一方面

承担着传播中华文化的责任，另一方面针对不同国

家、不同语言的学生和多元的文化背景，也应该具有

跨文化交际能力。国家汉办组织学者编写了《中国地

理常识》、《中国文化常识》、《中外文化交流故事

丛书》等一系列展示中国传统和中国文化的丛书，并

翻译成多国语言；与跨文化交际相关的教材有商务印

书馆的《跨文化交际概论》、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的

《跨文化交际与第二语言教学》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为专业硕士打造的教材《跨文化交际》等，这些

教材的编写为国际汉语教师在不同国家进行文化教

学提供了参考。 

实践类教材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教学方法、教

学设计和案例教学。教学方法类的教材如鲁健骥《对

外汉语教学激创法散论》、杨慧元《国际汉语教师课

堂教学法》，还有分技能的教学方法丛书《国际汉语

教学听说教学方法与技巧》、《国际汉语教学词汇教

学方法与技巧》等，教材从听、说、读、写四大方面

探讨了第二语言课堂教学技巧和运用方法，如听说

法、情景法、直接法等。教学设计类的教材有崔永华

的《对外汉语教学设计导论》、廖建玲的《国际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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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等，这类教材围绕教学对象的分析、教学

目标的设定、教学环节的组织、教案设计、测试与评

估等方面编写，对教师的课堂教学具有指导作用。第

三个方面是案例教学类教材，包括叶军的《国际汉语

教学案例分析与点评》，朱勇的《国际汉语教学案例

与分析》，以及由孔子学院、国家汉办主编的《国际

汉语教师经典案例详解》，案例及分析类教材通过搜

集国内外国际汉语教师在世界各地不同语言背景、不

同课堂、不同情境下遇到的教学、文化、课堂等方面

的问题，分析原因，寻求解决方案。新手教师可以通

过案例分析，快速进入教师角色，经验丰富的教师可

以通过阅读案例，将自己的教学法与教材中建议的方

法进行比较，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2.2.教材的编写与师资的培养目标和需求密
切相关 

早期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处于起步阶段，这

个阶段主要以培养在国内从事汉语国际教育的师资

为主，因此在这个时期关于国际汉语教师的教材主要

有刘珣的《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陈昌来的《对外

汉语教学概论》、程裕祯的《中国文化要略》等，同

时还编写有与培训国际汉语教师基础语言知识相关

的《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等

教材。1997 年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对

外汉语教学研究丛书》，较系统地提出了对外汉语教

学的教学方法、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这些教材让学

生在学习基础知识的同时，也让他们了解对外汉语教

学的学科特性、第二语言教学的技能、语言测试、语

言学习与教学法的流派等，同时也涉及了中国的文化

知识，早期的教材成为培养国际汉语教师的经典教

材。 

“2004 年全球首个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揭牌，

2005 年 7 月首届世界汉语大会在北京举行，标志着

中国对外汉语教学走向了世界”
[3]
，国家汉办开始大

量选派对外汉语教师赴国外进行汉语教学，传播中国

文化，国际汉语教学的师资需求进一步扩大。2006

年，商务印书馆组织教师编写了《对外汉语教学专题

研究书系》、《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系列教材》，专门

用于培养对外汉语专业的本科生，内容包括语言理

论、教学理论、教学法、教育史、语言测试、教学技

巧等，如《对外汉语教材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理

论研究》、《对外汉语文化研究》、《汉语作为第二

语言的学习者与汉语认知研究》等，教材体系完善，

内容全面，同时分语音、词汇、语法的教学研究，教

材内容更加细化。考虑到国际汉语教师将走出国门进

行教学，更多的教材涉及了文化和跨文化交际的内

容，如《世界文化通论》、《跨文化交际概论》等。 

从 2007 年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的设置到 2018

年招收汉语国际教育方向博士研究生，汉语国际教育

专业研究生的培养进入发展阶段，2015 年外语教学

与研究出版社推出了《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系列教

材·核心课教材》，这套教材中除了对语言知识、教

学技能和跨文化交际内容的强调之外，增加了《国际

汉语教学案例分析与点评》，书中通过真实的案例、

教学者的反思和学者的点评，培养学生在国际汉语课

堂教学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分析可看出，国际汉语师资教材的发展与国

家发展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和对师资培养的需求是分

不开的，在国际汉语教育起步阶段、孔子学院的发展

阶段、专业硕士的培养阶段都有系列教材推出，促进

了国际汉语教师的培训和能力的提高。 

2.3.跨学科和运用媒介进行现代化教学的教
材增多 

汉语国际教育涉及语言学、心理学、信息技术等

多学科、跨专业内容的研究，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

留学生的学习动机、语言的感知、语言的加工模式、

人脑对语言信息的处理等方面成为研究热点，因此与

之相关的教材逐渐增多。徐子亮的《汉语作为第二语

言教学认知心理学》系统地将心理学知识引入第二语

言学习，对国际汉语教师了解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认知

特点和心理规律具有促进作用，江新的《对外汉语教

学的心理学探索》将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应用于汉语教

学研究之中，为国际汉语教师从事研究工作提供了新

的角度和研究方法。随着网络的发展和智媒时代的到

来，汉语国际教育也从传统课堂走向了网络课堂，信

息技术的运用增加了语言课堂的教学手段。信息技术

与汉语国际教育相结合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三个

方面：中介语语料库的建立和研究、网络平台的开发、

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相关的参考书目有《基于中

介语语料库的汉语句法研究》、《韩国留学生习得汉

语介词副词偏误分析－－基于国别化汉语中介语语

料库的研究》、《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学技术

研究》、《汉语多媒体教学课件设计》等。 

3.国际汉语师资教材编写的困境 

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时间里，国际汉语教师培训

教材编写经历了从探索到蓬勃发展的阶段，随着专业

建设和专业体系的完善，教材的编写也趋向系统性、

实用性和针对性，为汉语国际教育本科、硕博士专业

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保障。目前国际汉语教育出现了新

趋势，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影响力的提升，汉

语学习逐步出现国际化的趋势，而要完成汉语国际化

的过程，势必会出现“学汉语的国别广泛化，学汉语

的人数居高化，汉语教学体系完善化，汉语教学本土

化，汉语应用场合多样化，汉语在国际间媒介化的趋

势”
[4]
，在汉语国际化的新背景形式下，国际汉语教

师的培养是重要的一环，用于培养国际汉语教师的教

材也应适应新的变化和发展，但目前还存在一些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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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教材数量上：师资培训教材总体数量偏少 

国家汉办在中山大学的国际汉语教材研发与培

训基地建立了全球汉语及中华文化教材的教材库，

“搜集、整理全球汉语教材信息 17800 多册/种，涉

及 40 个国家的出版社和 56 种媒介语言”
[5]
，其中用

于留学生课堂教学的教材占 63.17%，非课堂教学的

读物、教师用书占 36.83%，用于培训国际汉语教师

和教师发展类用书仅占 4.63%
[5]
。与为留学生学习汉

语开发的各类教材和读本相比，专门用于教师培训类

的教材用书的占比很小，不足 5%，针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教师培训编写的教材则更少。 

3.2.教材内容上：培训本土化汉语教师的教材
缺乏 

“‘本土汉语教师’是指接受相当程度的汉语和

中华文化教育, 具有在其本国教授汉语和中华文化

能力资质的教师”
[6]
，培养本土汉语教师是解决世界

各国国际汉语教师师资短缺和疫情下国际汉语教育

的重要途径。目前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针对 75

个国家的 278 所孔子学院开发了适合当地教学大纲

和考试标准的本土教材 834 套，共计 1162 册，这些

教材多以词汇、词典、语法教程、口语教程、HSK 练

习册、文化读本为主，编写对象是所有学汉语的留学

生。在对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本土

化汉语师资进行调查后发现，这些国家在培训汉语教

师时使用的教材，基本是和其它专业学习汉语的留学

生使用的教材一样，例如《新实用汉语课本》、《当

代中文》、《汉语 900 句》等，主要是将国内已有的

教师培训教材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在培训本土化汉语

教师的过程中，基本还是以教授汉语语言学知识为

主，由于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背景的限制，教

材的编写更侧重于语言要素，对文化和教学实践方面

的教材开发不够。 

3.3.教材适用对象上：分层化意图不明显 

“从国际汉语教师成长过程来看，国际汉语教师

分为生手教师、熟手教师和专家型教师”
[7]
，不同教

师的课堂教学水平和认知风格也不同，教师教学层次

不同，对教材的需求就不一样；从培养本土化国际汉

语教师的角度来看，教师类型又分为小学、中学、大

学教师，同时还有教学型教师、研究型教师和管理型

教师，教师类别不同，适用于培养教师的教材也应有

针对性。目前国际汉语师资教材编写较少考虑到教师

的专业成长过程和分层教学等方面，因此就未能针对

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教师编写适合的教材。留学生

有不同的语言特征和文化特征，学习习惯和学习特点

也不同，教师培训类教材应该认识到教师的差异性，

根据不同国别有针对性地开发教材。 

 

3.4.教材的技术手段上：信息化、网络化程度
有待提高   

在信息和网络化时代，教育技术手段在教材编写

中的运用一方面能极大提高读者的兴趣，增强学习效

果，另一方面能跨越国界，实现网络教学。目前国内

外开发的国际汉语师资教材正在积极适应社会的发

展，为阅读者提供新的阅读手段，运用较多的是提供

与教材配套的 PPT 资源和视频资源，其中包括教学大

纲、教学课件、介绍类视频和教学资源的补充，这些

资源的提供能实现教师使用教材时资源共享。随着

5G 技术的运用和智媒时代的到来，与教材配套的网

络资源如果仅限于电子教案和视频资源，则不能满足

教师的需求。 

4.国际汉语师资教材编写的新路径 

4.1.从国内到国外：开发更多师资类尤其是本
土化教师培训教材 

“汉语真正走向国际化的核心标志是汉语教学

的本土化”
[4]
。而汉语教学要本土化，“必须要在汉

语教师、教材、教法、教学模式及教学标准等各个方

面逐步实现本土化或形成本土化特色”
[8]
。随着孔子

学院和孔子课堂数量的增长，许多国家在外派留学生

到中国学习汉语的同时，也在大力培养各国本土化的

国际汉语教师，让汉语教育能够可持续发展，形成一

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培养本土化教师的目标使本土

化教材的开发和编写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目前国外

开发的教材多是“通型教材”，即通过将一本教材翻

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来进行教学，教材编写者有的没

有海外教学经历，或者只是在某一个或几个国家从事

过汉语教学，并不能了解所有孔子学院的情况和留学

生的特点，“随着对外汉语教学市场的细分，海内外

学习者需求的多样化，通型教材的市场将会越来越

小，因此要根据不同国别、不同类型的海外学习者编

写不同的教材”
[8]
。 

开发本土化师资培训教材，首先应加强对教材编

写的顶层设计。可由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国家汉

办和国外教育机构共同协商，对当地语言使用情况进

行调研，了解当地汉语学习的语言态度和语言政策，

并结合当地教育特点、教师培养目标、文化特征等制

定本土化教师的培养标准，根据标准编写适用于培训

教师的教材。第二，教材编写人员队伍的组建和培养，

应组建一支由国内语言学专家、孔子学院一线教师、

本土化汉语教育工作者为主力的教材编写队伍，充分

了解不同国家的语言政策，根据不同国家的经济、政

治、文化，结合学生的学习特点、教学目的、学习动

机等方面的特点，编写适合本土化 师资培训教材。

第三，在本土化国际汉语教师标准和考核标准的基础

上开发配套教材。本土化国际汉语师资教材的编写必

须建立在本土化教师标准的基础之上，根据培养本土

教师的知识目标、教学目标、能力目标来制定编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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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规划教材编写框架。第四，明确国内外教材开发

的差异性。崔希亮曾提出:一个好的本土教师应具备

“汉语言文字学知识、语言学理论知识、教学和学习

理论知识 (尤其是第二语言习得知识) 、中国文化和

中国社会历史知识、教育心理学知识、外语和学生母

国知识、关于中国的百科知识等”
[9]
，与国内的国际

汉语教师相比，国外本土化国际汉语教师更应加强对

中国文化、中国国情、中国历史、汉语言文字的特点

等方面的培训，这也是本土化国际汉语师资教材编写

的难点和重点之一。 

4.2.从新手到熟手：针对不同层级的教师编写
教材 

从课堂教学过程来看，处于不同阶段的国际汉语

教师在教学水平、教学认知、教学风格和对知识的处

理等方面有较大的差异。国际汉语教师所教的学生来

自不同国家，其文化背景和学习方式具有多样性，同

时，由于年龄层次、母语背景、学习动机和心理状况

的不同，学习效果也有较大的差异。新手教师更注重

讲解语言知识，关注教学方法，而对学生的认知程度

不够，熟手教师在教语言点的同时，会分析学生的特

点和学习策略，因材施教，从而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因此在培养国际汉语新手教师时，应该要帮助他们获

得跨文化交际知识和获得关于学习者的知识
[7]
。从课

堂实践的角度来分析，新手教师会以“传授知识为中

心”，以知识讲解为主，按部就班地完成教学内容和

教学过程，熟手教师则能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课

堂，在课堂上，学生是课堂的中心，由学生去完成知

识的学习和内化，教师只是课堂的组织者、评估者、

观察者和辅导者，新手教师需要学习在课堂上如何转

换教师身份和功能。从对课堂的交际性功能的运用方

面来分析，熟手教师更注重课堂的交际性策略，明白

语言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交际，因此他们在课堂上能通

过提供真实的文本、设置真实的任务、利用信息差等

方式，实现交际的目的。从以上几点分析可以看出，

新手教师在成长为熟手教师的过程中，需要经过专业

的培训和指导，而目前关于国际汉语教师培训类的教

材中，注意到新手和熟手教师差别的编者不多，因此

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也就没对此进行区分，同时教

材中多是以讲解语言知识为主，而教师更需要的是如

何帮助教师适应交际性课堂的教材。对新手教师，可

开发案例类教材，以国内外汉语教师真实的课堂实录

为案例，教材内容包括语言点的教学，文化的教学，

教学过程中遇到的突发问题和文化冲突的解决方式

等，通过专家的分析，帮助教师了解应对策略。针对

熟手教师则更多的是开发助力教师提升专业能力、提

高教学效果和培养教学研究能力的培训教材。随着国

际汉语教师培训的专业化和国际化，教师教材也应该

根据不同的国家不同层次教师的特点编写教材，对教

师进行分层教学和培训，能帮助新手教师尽快适应工

作角色，提升熟手教师的教学水平。   

4.3.从纸媒到智媒：寻求教材资源传播的新途
径 

传统的阅读模式都是以书本纸张为媒介和载体，

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和信息技术已经引入传播领

域，人们阅读和获取知识的方式也逐渐“智媒化”。

相对于纸媒而言，智媒时代的阅读模式首先能实现数

据和资源共享，能分析读者的阅读兴趣和阅读需要，

同时在阅读过程中能接受读者反馈，分析读者的阅读

水平，实现内容的按需呈现。另一方面，智媒时代的

阅读方式中，除了文字的呈现方式，还能实现语音、

图片、视频、音乐等多种媒介方式的结合阅读，提高

阅读者的兴趣。出版社可以利用网络平台，开发在线

国际汉语师资教材，音视频课程等内容。目前国内唐

风汉语教学平台经过八年的研发与实践，形成了一套

汉语教育信息化云平台整体方案，2009 年 6 月，“网

络汉语教师实训基地”获得中国国家教育部立项，并

在华中师范大学成立汉语教师培训基地，网络课程围

绕日常视频课程、HSK 视频解析、多媒体与信息化手

段在日常教学中的应用、标准化成绩评测方法等方面

与教师进行交流互动，为外派日本、智利、韩国等国

的汉语教师进行培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2021 年

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编写了“汉语国际教育本科系

列”融媒体教材，教材内容包括纸质教材、网络课程、

微视频，读者能扫描进行在线学习，探索了课堂面授

与自主学习多模式兼容的教材模式。 

智媒时代对国际汉语教师类教材资源的开发可

以通过以下几种手段：首先是开发慕课平台。慕课平

台的开发既可以使用已有的纸质教材资源，请专家学

者或优秀教师对教材内容进行讲解示范，并录制配套

视频，也可以开发由文本、视频、音频相结合的新型

教材。其次是利用手机 APP 等方式，开发教师培训软

件，软件内容可以分为教材文本、视频学习、案例讲

解等模块，手机 APP 能让教师达到随时学习、利用碎

片化时间学习的目的。第三是通过大数据，搭建网络

平台，通过大数据和机器算法，了解教师的使用需求

和水平要求，推送适合教师的教学内容，能实现人机

互动、为教师量身定制适合的学习内容。 

5.结论 

在经济一体化和网络全球化的趋势下，加之后疫

情时代人们对智媒平台的广泛接受和利用，势必会给

学习方式和教材编写带来新的改革，国际汉语师资教

材的编写一方面要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开发更多的

融媒体教材，建立“教师-网络平台-学生”等新的教

学模式，另一方面要分层级、分国别开发教材，让国

际汉语师资培训教材更具有针对性。在开发融媒体教

材过程中，除了语言学专家对教材的提纲和内容进行

编写之外，还需要跨学科合作，由专业人员搭建网络

平台和进行技术指导，建立包括课程视频播放、作业

提交、师生互动、教学反馈、数据分析等多方面的网

络学习平台。在分层级和分国别的教材开发中，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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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专业教师和不同国家本地汉语教师之间的沟通

和配合，充分调研不同国家的教学要求、办学条件、

学生的学习特点、当地的文化习俗等，编写适用于当

地的教材。因此，国际汉语教师师资教材的编写既要

适应于国际形势的需要，也要与教师的教学特点、教

师所在国家的教学特点相结合，教材的开发任务任重

道远，需要建立新的教材编写标准，编写有针对性的

教材，探索适合培训本土化教师的教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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