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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火电厂电气设备安全运行管理有效措施

一、文献年度分布情况 1

从表 1 可以看出，国内对于“一带一路”国际中文

教育的相关研究始于 2015 年，同年，刘君发表了《“一

带一路文化共同体”与汉语国际教育》一文，论述了

在粘合多元文化，搭建高效的组织文化走廊，推动构

建“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方面国际中文教育的作用 [2]。

2019 年发文量为 61 篇达到最高峰值，而后发文量持续

下降，到 2022 年才开始上升，呈现下降趋势是因为疫情

爆发，国内外减少了贸易、文化、政治等交流活动，而

2022 年后开始出现升温一方面是疫情结束促进了国际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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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一方面是中国国力增强形成向心力所导致。同时国

家也积极出台政策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

明确提出要建设中文传播平台、构建国际中文教育标准

体系，加快培养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文化教

学人才 [3]，为“一带一路”的国际中文教育指明了方向。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即“一带一路”视角下的国

际中文教育依托国家政策导向、与国家“引进来，走出

去”战略高度契合，具有超强的文化先导性，一直受到

关注。

二、研究主题分析

经过文献整理发现，国内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国际

中文教育的发展对策、人才培养模式、中国传统文化传

播、中文 +X、话语权构建等研究上，其具体发文量如表

2 所示，下来进行具体的研究主题分析。

1.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对策研究

语言互通是实施“五通”的基础，要树立并增强语

言意识，制定“一带一路”总体语言规划和顶层设计 [4]。

“一带一路”视域下的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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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文依托强大的政策背景在各种国际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注入了强大的文化底色。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在服务我国强国战略方面具有八大功能[1]，把国际

中文教育放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进行考察研究，对于我们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规划，加快构建和谐融洽的

国际关系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对国内公开发表的“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相关学术文献进行分析，

以期总结从2013年到至今的国内“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现状，并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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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一带一路”国际中文教育相关文献分布



21

教育发展与创新 | 第2卷/第6期

同时李宇明先生也曾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中指出，“一

带一路”建设需要语言铺路搭桥 [5]。赵康认为：我们应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发展政策，使社会各大

主体充分发挥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协调性作用 [6]。另外

也有学者研究了中文与中国文化在不同沿线国家的不同

语言状况下传播效果的差异及原因，以期实现中国文化

与沿线国家的异质语境和谐互动 [7]。黄卓明从人才培养

的角度提出要加强对互联网 + 教育技术的可行性和必要

性 [8]。刘淼则认为要优化国际中文教育的立法及制度建

设，并且创新教育教学模式 [9]。刘旭和李明航总结了学

术界对国际中文教育如何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及其路

径研究 [10]。这些学者的研究阐明了“一带一路”中国际

中文教育的总体设计和价值。

2.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朱晓军提出了设立二级培养目标、中外联合培养、

放宽毕业论文选题等方面的构想 [11]。另外李雪松认为要

多方面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复合

型应用人才培养模式 [12]。代丽丽，朱宏则提倡要培养专

业创新型语言人才，来适应“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要求
[13]。李铭娜指出了跨文化素养在教师能力组成中的重要

性 [14]。而马倩则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改进意见，认为要从

强化政治思想教育、增设文化课，增加沉浸式体验活动、

开展多元交流研讨、增加国际视野方面进行优化 [15]。同

时代丽丽从教育理论及跨文化交际理论角度出发，论述

了地方高校的国际中文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有效方式 [16]。

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一带一路”视角下的国际

中文教育的人才培养问题。

3.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研究

穆亚伟和查直把中国文化传播放在主体地位，把国

际中文教育作为它的传播路径，通过调研“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留学生对中国文化和文化课程的认识、态度，

总结了面临的问题和现状 [17]。李代丽认为茶文化的内涵

和传导力可以为国际中文教育活动实施提供基础铺垫，

提出了教学活动中的茶文化应用策略 [18]。另外也有学者

阐述了茶文化的教学与传播原则：文化差异性、科学性

与针对性、层次性、知识性与趣味性、实用性与体验性
[19]。而陈阵以“一带一路”为背景，陈述了国际中文教

育与中国饮食文化传播之间的联系，和促进传播路径。
[20]，给中华文化课的传播内容增加了一个新题材。

4.中文+X研究

耿虎和马晨认为我们要重视“中文 + 教育 / 翻译”人

才培养、推进“中文 + 职业技能”培训、落实“中文 + 实

习（就业）”保障措施、坚持“中文 +”教育“请进来”

与“走出去”并行、探索“中文 +”教育市场化道路，

以推动“一带一路”“中文 +”教育更大发展 [21]。冯熙认

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

化包容的共同体，因此国际中文教育存在与不同业态的

跨界合作，碰撞出“火花”的可能，她以国际旅游胜地

桂林为例，进行了“国际中文教育 + 旅游推广”合作研

究的探讨 [22]。也有学者强调了专门用途中文教学的学科

交叉性和重要性，要做好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大力加

强本土化与规范化等改进意见 [23]。学者们的研究深化了

中文 +X 具体实施路径，使国际中文发展事业又向前推进

了一步骤。

5.话语权构建研究

北京大学赵杨教授在 2019 年提出“学术实力是构

建话语权的关键，立足中文和中文教学是构建话语权的

途径”，并提出了构建学术话语权的基础、关键和途径，

认为国际中文教育学术话语权只能在二语教学和应用语

言学的学术话语中形成，阐述了国际中文教育与“一带

一路”建设的互促关系 [24]。而张日培在《服务于“一带

一路”的语言规划构想》中也提到要进行“一带一路”

话语体系研究 [25]。另外，卢俊霖，祝晓宏认为在“一带

一路”中应将中文定位为工作语，侧重中文声望规划和

竞争力，以建构“语言—文化”共同体 [26]。而邢伟认为

要强化国内对外中文教学，建设孔子学院等海外项目，

并重视多层次中文教学人才培养和教学方式创新方面的

软实力 [27]。以上学者无论从学术顶层设计、语言规划、

实施路径都提出了可用建议，但笔者认为需要强调的

是在国际交流中语言交融应做到平等互助、互相包容，

在提高中文地位的同时，积极探索与其他语言的相处

之道。

表2　国际中文教育研究主题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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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学科分布情况

图1　“一带一路”下的国际中文教育研究学科分布比率

如图 1 所示，一带一路下的“国际中文教育研究”

学科分布较广，涉及 18 个领域学科，呈现出复合型、交

叉性型融合研究的特点，其中中国语言文字（语言学）

论文发表数量为 263 篇，占比 81.68%，教育理论与教育

管理、高等教育（教育学）总论文发表数量为 15 篇，占

比为 4.61%，计算机大类论文发表为 9 篇，占比 2.8%，

文化学类论文发表数量为 8 篇，占比 2.48%。

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这几个学科占

“一带一路”下的国际中文教育研究学术论文发表比率

较高的原因是“这几大学科领域贯穿了对外中文教学的

始终，并且构建了“一带一路”的国际中文教育组成框

架。首先语言学给对外中文教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实践

经验。其次是教育学和文化知识则作为教学内容材料输

送给教育对象，而教学手段又需以现代教育技术（教育

信号道）辅助为中介进行知识传送”，这几个学科领域

建构起了“一带一路”对外国际中文教育的基本框架，

只有每个组成因素都各发挥最大效能，我们的语言教育

才能行之有效。如图 2 所示，研究者们围绕这些主要的

领域不断的进行着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力求让语言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图2　“一带一路”的国际中文教育组成框架

四、建议和对策

1.多主体协同助力，做好语言铺路

（1）国家要加强对中文教师师资培养的重视，完善

对外中文教师体制，做好政策性扶持和引导，强化语言

在国家走出去，传播中国形象中的重要作用，积极为中

外交流提供语言交流互动平台，构建中文服务体系。

（2）学者们应当抓住时代机遇，积极投身于理论研

究和实践探索，建立适用于“一带一路“沿途国家中文

传播的教学方法体系，而不是一直采用“依葫芦画瓢”

的方法进行教学。

（3）一线教师需建立起问题意识，为学术研究积累

一手素材，并且积极进行教学方法的创新。

2.加强学科建设研究，夯实教育基础

（1）教育主体应当寻求更好的文化输出路径，促进

情感互通和文化认同感。不仅考虑输出内容的知识性，

还要顾及学习者的情感因素，并结合当地的本土特色优

化传播方式。

（2）语言规划者需积极寻找中文与其他语言的和平

互融生存之道，构建良好的生态语言圈、共铸文化共同

体，不能一味地强调突出中文的主体地位，强推汉文化

意识形态。

3.加大交叉学科研究力度，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发展

（1）需要加强贯穿国际中文教育学科体系如语言学、

教育学等母学科领域的横纵向研究，在此基础上积极寻

找、建构自身可用的教学理论，加强学科融合理论探索

和实践研究。

（2）基于”一带一路“建设是服务于国家发展，促

进经济互利属性的目的，我们需加强对其他和中文传播

有交叉领域的探索，如旅游、语言经济服务等。这样才

能提高“一带一路”建设服务的有效性和满意度，以便

更好的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吴应辉.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服务强国战略八大

功能与实现路径[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22，54（03）：48-56.

[2]刘君.“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与汉语国际教育

[J].语文学刊，2015，（22）：123-124.

[3]中国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滚动新闻中国政府网

（www.gov.cn）.

[4]陆俭明.“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语言铺路搭桥[J].

文化软实力研究，2016，1（02）.



23

教育发展与创新 | 第2卷/第6期

[5]李宇明.《“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人民日

报》（第7版）2015年9月25日.

[6]赵康.“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汉语国际教育问题

及对策分析[J].陕西教育（高教），2017-（07）16-17.

[7]王焱.王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现状下的

汉语与中国文化传播策略研究[J].校园英语，2018，（21）：

223.

[8]黄明卓.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汉语国际教

育[J].世界教育信息，2017：13-16.

[9]刘淼.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汉语国际教育问题及对

策探讨[J]高等教育，2020：27-28.

[10]刘旭，李明航响应与突破：一带一路倡议下的

汉语国际教育研究回顾与展望[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

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20：76-83.

[11]朱晓军.一带一路倡议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发

展及对策研究[J].新疆大学学报，2017：44-47.

[12]李雪松.一带一路背景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复合

型应用人才培养模式[J].高等教育，2019：166-171.

[13]代丽丽，朱宏.面向“一带一路”的汉语国际教

育专业创新应用型语言人才培养研究[J].河北职业教育，

2018：69-72.

[14]李铭娜.国际汉语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研

究[J].丝路视野，2017：48-53.

[15]马倩.一带一路背景下汉语国际教育人才运输成

本控制[J].中国物流与采购，2022：64-65.

[16]代丽丽.“一带一路”背景下地方高校跨文化人

才培养研究[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8：68-71.

[17]穆亚伟，查直.汉语国际教育语言与文化教学资

源的研究与开发[J].教育教学论坛，2021：1-4.

[18]李代丽.从“一带一路”的文化交流看茶文化在

汉语国际教育活动中的应用[J].福建茶叶，2018：402.

[19]辛惠.一带一路背景下汉语国际教育中茶文化教

学原则、困境及对策[J].农业考古，2017：114-117.

[20]陈阵.“一带一路”背景下汉语国际教育与中国

饮食文化传播之思考[J].学术评论与快讯，2022，（09）.

[21]虎，马晨.“一带一路”“中文+”教育发展探析

[J].闽南师范大学学报，2021：117-124.

[22]冯熙.“一带一路”背景下“汉语国际教育+旅

游推广”合作研究——以国际旅游胜地桂林为例[J].文教

资料，2019，（06）：181-182.

[23]周延松.“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专门用途汉语教

学[J].汉字文化，2021，（13）：148-151.

[24]赵杨.汉语国际教育学术话语权构建[J].世界汉

语教学，2019，（09）：435-442.

[25]张日培.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构想[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7（04）：

48-53.

[26]卢俊霖，祝晓宏.“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

“语言互通”的层级、定位与规划[J].学术评论与快讯，

2017：67-73.

[27]邢伟.一带一路视角下汉语国际教育软实力研究

[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8：34-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