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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汉语教育人才培养论丛》是一本关于如何培养国际汉语教育人才的书，通过教育理论和实际案
例多角度阐述了当今紧缺的国际汉语教育人才的培养过程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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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解放思想交流经验共探新路——在“国际汉语教育人才培养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解放自己，大胆
实践——在“国际汉语教育人才培养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在“国际汉语教育人才培养研讨会”上
的致辞在“国际汉语教育人才培养研讨会”上的致辞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的回顾与展望论汉语国际
教育专业硕士的培养模式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科建设刍议北京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模
式研究建设以用为本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以培养目标为导向建立汉语国际教育硕士课程体系浅析反思
型教师与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从北美地区中小学汉语教学的特点谈汉语国际教师的培养从中美汉语
教师标准看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培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课程与培养模式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课程设置的思考培养对外汉语应用型硕士的教学实践能力——建设以实践性知识为基础的课
程“汉语语言学导论”课程琐议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汉语本体知识与对外汉语教学”课程建设的
思考教学有法，教无定法——关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课堂教学研究课程建设的思考汉语国际教育专
业硕士教学法课建设的思考在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初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班
“中国文化”课的教学及相关思考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中国古典诗词”课探析汉语国际教育中的
文化教学理念浅谈——从“中华文化和跨文化交际”课程教学谈起“汉语国际交流学”及其体系构建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中现代技术手段应用的思考构建和谐、有效、科学、创新的班集体论汉语国际
教育硕士的分层综合实习模式——兼及学生的自主管理我院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学
实习管理措施关于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定位的思考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生的海外实习与学位论文
开题北京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课程研究——以密歇根州的教学实习为例从美国幼儿汉语教学
看汉语国际教育人才的培养——以密歇根一公立幼儿园为例北京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赴韩实习
总结在实践中实现角色转换——谈汉语国际教育硕士教材处理能力的培养北京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
硕士专业课程设置研究——以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孔子学院教学实习为例北京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
育人才培养过程中合作学习的优越性美国蒙台梭利国际学校需要什么样的中文老师？
——以伯克利蒙台梭利国际学校为例谈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培养对美国少儿汉语教学的一点儿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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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学习汉语的人数上，目前国内不足5000人的专兼职教师显然无法承担14万来华留学生的汉语教
学任务；在海外，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显示：2005年
全球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已达近4000万，到2010年，全球学习汉语的人数将达到1亿人，需要数百万汉语
教师。
除了数量上的增加以外，更重要的是海外对不同层次汉语教学人才的需求。
例如，印度尼西亚教育部决定2007年在全国各地1.6万所中学开设汉语课程；韩国有142所大学开设了中
文课，而且即将在中小学开设中文课；英国、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都把汉语纳入了本国正规教育
体系；日本有95％以上的大学将汉语作为最主要的第二外语；拉美、中东和非洲国家学习汉语的人数
也在迅猛增长；孔子学院已经发展到300余所，并在当地逐渐形成品牌效应①。
在这些数字的背后体现的是汉语教学形势的变化：汉语教学的层次已经从大学扩展到小学，甚至幼儿
园，学习汉语的人群上至退休的老人，下至几岁的儿童；汉语教师队伍形成外派教师、志愿者与本地
教师的相互配合；学习汉语的目的从以往的语言学习为主发展到了解中国文化、进行商务交流等等，
这就使汉语国际推广的范围和深度不断扩大，方式也逐渐多元化。
　　为了积极应对这种变化，在设立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时，有关部门将其培养目标确定为“
适应汉语国际推广工作，胜任多种汉语教学任务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业教学人才。
学位获得者应具有熟练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技能和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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