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ocational Education 职业教育, 2024, 13(2), 559-567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ve 
https://doi.org/10.12677/ve.2024.132092   

文章引用: 田艳, 贺赟, 张齐红. 高校学生用英语传播中国故事能力培养路径探究[J]. 职业教育, 2024, 13(2): 559-567. 
DOI: 10.12677/ve.2024.132092 

 
 

高校学生用英语传播中国故事能力培养路径 
探究 
——以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为例 

田  艳，贺  赟，张齐红 

中央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24年1月9日；录用日期：2024年3月21日；发布日期：2024年3月28日 

 
 

 
摘  要 

在国际交流互动日益频繁的今天，传播中华文化已成为时代需要。传讲中国故事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

重要内容之一，应该重视该能力的培养，高校学生用英语传播中国故事能力培养路径研究逐渐增多，但

是针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研究十分匮乏。本文运用实地调查法、访谈调查法以及自我课堂观察法，探

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用英语传播中国故事能力的培养路径。首先建立用英语传播中国故事能力构成

框架，包括三个子能力：英语表达能力、故事设计能力以及文化传播能力。随后基于对8所高校的调查

研究，结合本文作者的教学实践，创新性地提出“课程性培养–形成性展示–实践性演练”三位一体的

培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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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increasingly frequent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has become a necessity of the times.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is one of the impor-
tant content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his ability 
should be emphasized. The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the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to 
spread Chinese stories in English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but there is a lack of research on the 
major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Chinese in-
ternational education students’ ability to spread Chinese stories in English by means of field in-
vestigation, interview investigation and self-classroom observation. First, a framework for the 
ability to convey Chinese stories in English is established, comprising three sub-abilities: English 
expression ability, story design ability,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Subsequently, based 
on research conducted at eight universities and incorporating the author’s teaching experience, 
the paper innovatively proposes an integrated cultivation path of “Curriculum-based train-
ing-Formative Presentation-Practical Exerc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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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1.1. 国家战略的迫切需要 

讲好中国故事已经成为国家的战略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

习时明确要求“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12017 年十九大报告也指出，要讲好中国故事，展现

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22021 年 5 月 31 日，习总书记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

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讲好中国故事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32021 年 12 月

14 日，习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再次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 4，这也表明习总书记关于“讲好中国故事”思想已经从中国新闻舆论场域、外

交工作场域向其他场域延展，体现了国家对于“讲好中国故事”的高度关注。 

1.2.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培养方案的明确要求 

讲好中国故事需要高素质的传播人才，需要青年人的参与。年轻人代表着新生代，是活跃积极的群

体，但总体上这类国际传播人才仍然缺乏[1]。而高校学生在此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培养价值。 
2007 年，为顺应国家语言文化推广的需求，教育部创建了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点，并发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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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方案，2009 年招收第一批汉教硕士，目前全国招收汉教硕士的高校已经达到了 146 所。2012 年，教育

部将原“对外汉语”、“中国语言文化”和“中国学”三个本科专业合并为“汉语国际教育”，并发布

该专业本科培养方案，目前全国招收高校达到 149 所。十余年来，该专业培养学生达数万人。汉语国际

教育专业培养的学生，可以说是中国语言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培养方案》指出，该专业学生需

要具备从事中华文化交流和传播等方面的工作能力，以适应汉语国际推广工作。本科培养方案还特别提

出了“培养汉语、英语双语知识和实际运用能力”的要求。中华文化交流和中华文化传播需要语言方面

的支持，而英语则是国际交流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言。用世界能听懂的语言，用世界能理解并接受的方

式讲述好中国故事，有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加强情感认同和文化感知，塑造可

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随着国际形式的不断发展以及文化传播需求的不断增加，运用英语传讲中

国故事的能力愈发受到关注。 

2. 文献回顾 

2.1. 高校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总体研究 

这类文献达到百余篇。主要针对以下两个领域：一是在思政课中融入讲好中国故事的内容，如徐倩

[2]、崔琳琳[3]、孙曙光[4]、杨章文[5]；二是讲好中国故事人才培养研究，如韩雪青[6]、宁晓菊[7]、曹

静雯[8]。 

2.2. 高校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 

这类文献 20 篇左右。具体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能力培养策略，如李蓉[9]、李佳坤等[10]、张岚[11]。
二是针对具体专业的研究，如缪惠莲[12]、陈梦君等[13]及刘森等[14]、何晶晶[15]分别对艺术体育专业、

高职铁路专业和高校设计类专业、英语听力教学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培养进行了研究。三是结合

特定背景及视角的研究。如吴娜[16]基于写作智能批阅视角、张红梅[17]针对跨文化交际背景进行了研究。 

2.3.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相关研究 

针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能力培养的文献目前仅见 2 篇[18] [19]，前者从专业教学改革的角度对汉

语国际教育硕士学生讲好中国故事能力培养进行了一些思考，未从英语能力的运用角度进行分析；后者

探讨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用英语介绍中国文化知识的表述能力培养，但并未对该专业学生传讲故事

能力进行深入且整合性的分析。 
鉴于此，本文首先对用英语传播中国故事能力进行界定，随后以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为例，基于对 8

所开设汉语国际教育专业高校的实际调查，提出“课程性培养–形成性展示–实践性演练”三位一体的

培养路径，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能力的全面提升提供一定的启示。 

3. “用英语传播中国故事”能力框架构成 

关于用英语传播中国故事的能力，学界并未给出明确界定。通过对关键词语的分析，本文认为该能

力应该包含三个子能力：英语表达能力、故事设计能力以及文化传播能力，如图 1。 
 

 
Figure 1. The framework of the ability to spread Chinese stories in English 
图 1. “用英语传播中国故事”能力框架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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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表达能力。语言是文化传播活动的重要载体，直接关系到传播范围、受众范围。英语表达能力

是指用英语准确、得体传达信息的能力。本文所探讨的英语表达能力包括口语表达能力(如日常表达、演

讲与辩论等)及书面表达能力。 
故事设计能力。传播内容是传播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故事设计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传播内容的

质量。故事设计能力是指故事的题材选取、思路设计、文本撰写、最终呈现等能力。 
文化传播能力。美国学者拉斯维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传播过程的五个基

本要素是：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路径、传播对象、传播效果。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文化

传播能力是指能够针对不同的传播对象，选择合宜的传播内容，运用恰当的传播手段、组织恰当的传播

活动，使传播效果最大化的综合能力。 

4. 能力培养路径 

本文运用实地调查法、访谈调查法以及自我课堂观察法对高校学生用英语传播中国故事能力培养的

路径进行探究。首先，对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沈

阳师范大学、湖南科技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等 8 所学校的专业培养方案进行了调查，对其中 12 名汉语

国际教育专业学生进行了线上访谈，转写访谈数据 10,652 个字。随后，团队对本文第一作者承担的 3 门

文化和文化传播课程进行了共 3 个学期的课堂自我观察，撰写前期调查报告 3500 字。此外，本文第一作

者指导学生参加全国用英语讲中国故事比赛两次，第二作者参加全国英语讲中国故事比赛两次，收集比

赛通知 2 个(含比赛主题，评分标准等)，撰写反思日志 2 篇。全部调查共获得培养方案、教学计划、教案、

教学反馈、反思日志、学生展示作品课件及视频等 20 余个文本数据。 
综上，团队对全国 8 所学校开设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及其培养方案进行了调查，同时基于本文作者

团队多年教授中国文化传播课程的自我课堂观察以及参加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全国比赛的经历，围绕用英

语传播中国故事的三个子能力，提出“课程性培养–形成性展示–实践性演练”三位一体的能力培养路

径，见图 2。其中“课程性培养”是知识和能力的积累阶段，“形成性展示”是准实操阶段，而“实践

性演练”是实操展示阶段。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cultivating the ability to 
spread Chinese stories in English 
图 2. 用英语传播中国故事能力培养路径示意图 

4.1. 课程性培养 

课程培养是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之一。课程学习是学生思维成长和分析问题能力提高的重要基础阶

段，可以帮助学习者系统掌握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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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英语表达能力的课程性培养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虽然具有一定的英语基础，但总体而言，对英语的实际应用能力仍比较欠

缺，尤其是在用英语表述中国文化、传播中华文化时存在诸多问题和阻碍。通过对该专业的学生进行语

言测试和问卷调查发现，该专业学生在用英语介绍中国文化时，存在中华文化词汇量少、缺乏对中国文

化的理解与认知以及不自信和焦虑等问题[19]。 
在调查的 8 所学校中，开设的英语课程均为综合英语、学术英语以及专业英语等。在语言技能方面，

课程更多关注的是常规的英语语言要素和技能的培养，如英语阅读、英语写作等。其中尤其注重阅读能

力的提高。在教学内容方面，虽涉及社会、文化、科学各个方面，但跟汉语国际教育直接关联的教学内

容并不多[20]，专门针对中国文化教学的英语教材更是几乎没有。课堂教学中中华文化传播及传讲中国故

事的内容十分欠缺，学生实际运用英语传播中国故事的能力尚未受到重视。 
对照目前英语专业学生的培养也可以看出端倪。很多英语专业毕业生即便学习过西方文学史、中国

文化史，通过了英语专业八级考试，也并不能准确得体地讲述中国故事[21]。同理，对于汉语国际教育专

业的学生，即使本专业知识方面的英语能力很强，很多情况下也并不能很好地用英语传讲中国故事，更

何况课程设置方面几乎是空白。 
基于上述的调查，本文对英语表达能力的课程性培养提出如下建议。一是课程内容注重提高专业相

关度：由大类英语转向本专业的教学内容，如增加中国文化知识的输入，增补中国故事的相关内容等。

二是课程内容注重口头及书面输出能力的培养：增加高阶学习翻译、演讲与辩论等内容，加强故事文本

撰写能力，提升学生用英语传讲中国故事的能力。 

4.1.2. 故事设计能力的课程性培养 
故事设计能力主要包括故事题材选取、构建故事、文本撰写、口头讲述等，这些能力都需要进行专

门的训练。在所调查的学校中，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开设学术写作、英语写作等课程中，均缺乏传讲中国

故事能力的相关培养。8 所学校在中华文化传播课程中均有介绍中国文化的部分，有的学校的占比甚至

很大，但是关于故事设计能力的培养，目前相关院校基本没有涉及，处于空缺状态。应该重视学生的故

事设计能力，即使无法立即开设相关课程，也可以在现有课程中增加此类环节。 
首先，培养学生选取能够体现中国价值的故事题材。讲述中国故事必须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激活中国

传统叙事资源，并寻找到其中“变化的动因和恒久的因素”，才能让每一个中国故事都种在人类的灵魂

深处[22]。如何在浩如烟海的故事中筛选出代表中华文化精华的故事，体现中国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故

事，以及借助何种形式的中国文化作为切入点以连接不同背景的文化，这些都需要课程性的培养。本文

认为，故事题材应该突出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展现中国智慧，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见图 3。 
 

 
Figure 3. Schematic diagram for story themes 
图 3. 故事题材选取示意图 

 
其次，指导学生加强故事构建的能力。好的中国故事设计要积极寻求跨文化传播的公约数，通过文

化共性唤起共鸣，再巧妙加入中国个性，在潜移默化中达成传播效果。因此，故事设计能力涉及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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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结构把握、文本撰写、口头讲述等多种能力。这些能力均需在课程教师的指导下得以提高。 
第三，提升学生打磨故事文本的写作能力。尽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已具备一定的文字写作能力，

但是故事文本落到字面上，仍然需要字斟句酌，精心打磨。一般至少需要打磨 5~10 遍，才能形成文从字

顺、贯通一体的感人故事。 
第四，指导学生把握口头讲述故事的情绪、情感和情怀。好的故事应该有故事情节，有生活情绪，

有人物情感，有家国情怀。情节之上是情绪，情绪之上是情感，而情感之上是情怀。以文载道、以文传

声、以文化人，有情有爱的故事才会触动人类心灵最柔软的按钮，有情有爱的故事才会引起人们的思考、

行动和改变[23]。 

4.1.3. 文化传播能力的课程性培养 
讲好中国故事的高素质传播人才需要的不仅是语言能力、故事设计能力，也需要文化的知识与实践、

传播的技巧与能力。 
根据汉语国际教育本硕培养方案，目前文化类核心课程为跨文化交际、中华文化与传播等内容。根

据对 8 所学校的调查，中华文化与传播课程多为中华文化本体、中西文化对比等，至于文化传播形式、

传播途径、传播受众等则少有介绍，运用多种渠道采取合宜方式进行文化传播能力的训练也十分少见。

以 B 大学为例，中华文化与传播课程安排了如下包括：中国宗教与思想、中国文学与艺术、中国民俗文

化与地理、中国古代科技与中医等。当然，该课程也增设了中华文化传播的基本原理与案例分析，中华

文化传播项目策划等内容，但是内容占比仍然十分微小，且与中国故事传播能力培养的相关内容则几乎

没有，这一情况在高校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关于《中华文化与传播》课程的性质，有学者认为不是纯知识课 5，要围绕文化传播要素展开，围绕

中华文化传播能力进行培养。根据传播学 5 W 要素，有必要从传播受众、传播渠道、传播形式等方面对

课程加以建设。 
首先，增强学生对不同传播受众群体的把握能力。不同的受众群体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不同，加

之地域经济方面存在差异，所能接受的故事以及传讲故事的平台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因此，要认识

不同受众文化特性及媒介环境的不同，研究掌握各国受众兴趣分布、信息选择等方面的特点[24]，教授学

生针对不同受众群体传讲故事的判断力和能力。 
其次，增强学生对传播途径的运用能力。在坚持传统传播路径的同时必须看到，随着互联网科技的

发展普及，抖音、微博、哔哩哔哩、小红书等各大时代媒体已成为新的话语平台。这些具有开放性、交

互性和多元化的新媒体平台受到了广大年轻人的欢迎，是传讲中国故事的绝佳途径。这方面成功的例子

有在抖音平台上讲述中国故事的李子柒，在微博等平台上用他者视角传讲中国故事的美国人郭杰瑞[25]。
再比如“歪果仁研究协会”利用抖音平台，采用短视频的方式邀请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讲述他们眼中的

中国故事，也获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26]。当然，随着传播路径的拓展，对新媒体技术资源的使用(如视

频拍摄与制作等)能力与驾驭能力成为值得关注的能力。因此，教师在这方面自身要获得提升，并在课堂

上教授和训练学生，以丰富中国故事传讲的可视化的呈现。 
此外，也应增强学生传播活动的组织与实施能力及增强学生传讲故事的双语口头表达能力。一方面，

课程性培养应该帮助学生提高活动与项目的组织能力，比如设计和组织传讲中国故事的比赛、活动和项

目等。另一方面，演讲、朗诵等能力的培养可以提高学生文化传播的表述能力，使故事从书面文字外化

于形，成为真实可感的产品，并实现从简单的中国故事产品到国别化、精细化、高品质、个性化的内容

转变。 

 

 

5摘自崔永华教授在 2021 年 7 月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核心课程“中华文化与传播”师资研修班开幕式上的讲话。 

https://doi.org/10.12677/ve.2024.132092


田艳 等 
 

 

DOI: 10.12677/ve.2024.132092 565 职业教育 
 

针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课程性培养现状，课程性培养要以实际应用为导向，并采用行动研究的策略，

对课程不断施行完善，以回应时代的需求。 

4.2. 形成性展示 

培养复合型传播故事的人才，既需要课程性培养，也需要汇报展示平台。因此，能力的培养应该是

引导学生走出课堂，进行形成性展示，即模拟真实情境的展示性活动。形成性展示并非一般的演出，而

是围绕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进行的有针对性的培养，是课程的有机延展。 
该活动可以作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硕士核心专业课程《中华文化传播课程》

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单独安排时间进行。目前该类培养方式较少受到关注，尚未见到相关研究。而此途

径恰恰是理论联系实践的完美平台，是一个将课堂所学与实际相结合的全面展示和呈现。 
为此，本文调查了M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中华文化传播课程中语言文化项目的形成性展示活动 6。

M 大学的这项活动始于 2012 年，连续开展多年，获得了良好的评价。该类活动由本文第一作者进行总体

设计和策划，采用反向设计理念，根据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方案、职后工作环境、语言文化项目特点，

并结合其多年来从事文化传播活动与项目的实际经验设计而成。形成性展示活动共设置了 6 大类任务：

“活动策划类”、“语言表达类”、“赛事分析类”、“文化调查类”、“文案写作类”和“视频故事

类”。展示活动由全体汉教硕士分组进行准备和实施。形成性展示活动可以培养学生如下能力： 
培养学生英语表达能力。任课教师要求主持人团队用中英文双语主持全场汇报，教师负责在活动前

审核主持稿的文本。展示活动中还设置了用全英文进行的主题演讲、调查汇报以及故事讲述活动。如《中

国年轻人的流行文化：双十一》《街头标语》等。 
培养学生故事设计能力。展示活动设计了以外国人的视角讲述中国故事的内容，如《缅甸的小楚》

《我的中国爱情故事》等。为此，教师要求中国学生通过对外国学生及关键事件的实际调查，讲述真实

可感的中国故事。 
培养学生文化传播能力。展示活动要求学生调查并结合各国海外孔子学院及其社区的特点，进行文

化活动节、文化周的设计。并且通过给社区居民写信的形式与社区进行深度沟通，传播中国理念，中国

情怀。教师还布置了设计制作短视频、动态 PPT 等形式，提高学生的文化传播能力。 
M 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的汇报展示对于提高学生传播中国故事的能力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

用性。汇报性展示注重应用，是课程设计的基本依据，也是今后课程改革的方向。要将学生展示的成功

以作为教学效果的评价标准之一，并作为培养中华文化传播能力的主要途径。 

4.3. 实践性演练 

近几年，学界高度重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培养的实践性。要把培养传播中华文化的实践能力作为教

学目标。因此，在课程性培养和课外形成性展示的基础上，让学生参加实践性演练，即学生在相对真实

的环境中，进行传讲中国故事的演练。 
由于受到学生身份等因素的局限，目前这种实践性演练一般在比赛与竞赛中进行，是对讲好中国故

事能力的一个检验。在这类活动中，学生自身在相对真实的情境下进行传讲中国故事的演练，其自主性

和独立性大为加强。这类活动可以在校园范围内进行，也可以打破高校的区域限制，由相关权威部门负

责组织安排。 

 

 

62021 年 7 月，教育部语言与合作中心举办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核心课程“中华文化与传播”师资研修班。田艳副教授在大会上

做了题为《中央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中华文化传播课程建设》的主题分享，介绍了中华文化传播课程建设的顶层设计教学理念、

发展路径及实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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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英语类竞赛 
目前较权威的考察学生用英语传讲中国故事能力的赛事有“外研社杯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21 世

纪杯英语演讲比赛”“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等。 
近几年全国性大学生英语比赛的主题逐渐关注中国故事的讲述。以外研社杯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为

例，2020 年的写作比赛要求选手从《西游记》的四个主人公中选择一个角色，以第一人称讲述西天取经

途中的故事；2021 年的演讲比赛主题为“红星照耀中国”，要求学生讲述自己未完待续的红星故事。当

然，这类比赛考察的重点仍是学生的语言能力以及对时代主题、典型人物的理解，也考察学生的思辨能

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等，而非讲述中国故事本身。比如，“21 世纪杯英语演讲比赛”虽然开始探讨传承

红色基因等中国故事的话题，但重点考察的是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考察选手故事

讲述能力和文化传播能力。这对于培养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能力来说，尚远远不够。 
因此，传统英语类比赛可以增加传讲中国故事的专题系列比赛，将用英语传讲中国故事纳入赛事体

系中。 

4.3.2. 综合类赛事和文化类赛事 
目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领域综合类赛事不断增加。针对本专业学生的大型赛事有“中学西渐杯”

全国汉语国际教学综合技能大赛、全国研究生“唐风汉语”微课大赛等，不过这两大比赛主要是考察学

生的教学能力，“中学西渐”设置演讲环节，“唐风汉语”赛事也有文化微课作品，涉及了一点文化传

播的内容。全国汉教硕士“汉教英雄会”作为综合赛事，考察学生的课堂教学能力和文化传播能力，在

演讲等环节也考察学生用汉语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当然，这些综合性赛事也还处在发展阶段，涉及一

定的故事讲述能力的考察，但对于英语表达能力及文化传播能力的考察还远远不够。 
截至目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并未设置英语为媒介语的文化类专项竞赛，且文化只是作为综合赛事

的元素出现。不过，一些大学组织的面向国际学生的文化赛事是培养学生传讲中国故事的重要平台。比

如 M 大学面向国际学生组织了“视谈中国”视频采访及讲说大赛，该大赛围绕中国热点事件，让外国学

生通过镜头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组委会要求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担任指导，目的之一即为提高中

国学生中华文化传播能力及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 
因此，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要增强品牌意识，打造本专业的文化系列赛事，并在文化类赛事相关环节

突破语言限制，开设英语传讲中国故事环节。 

5. 结语 

“课程性培养–形成性展示–实践性演练”三位一体的培养路径不能割裂。首先，三个方面呈现渐

进式：在“课程性培养”中教师居于主导地位，奠定基础；在“形成性展示”中，教师进行总体设计，

学生进行展示，逐渐发挥主体性；在“实践性演练”中，学生的独立性更加显现。此外，三个方面呈现

交互性：在“形成性展示”与“实践性演练”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发现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对下一阶

段的“课程性培养”进行反思和完善，促进课程迭代升级。 
可以说，围绕传讲中国故事这一核心能力及其三个子能力的培养，“课程性展示–形成性演练–实

践性演练”三者循环往复，有机一体，形成了能力培养自我更新的活力，为学生用英语传播中国故事能

力培养，提供一种不断完善的保障体系。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中国形象是国家的需求和时代的需要。用英语

传讲故事可以扩大传播范围与场域，让更多受众听到这个东方国度的声音。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作为传播

中国文化的重要专业，学生用英语传讲中国故事的能力培养值得探讨研究。本文首先将传播中国故事能

力划分为三个子能力：英语表达能力、故事设计能力、文化传播能力；在此基础上，基于对相关院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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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实践展示及专业赛事活动的调查，提出了“课程性培养–形成性展示–实践性演练”三位一

体的路径。希望能抛砖引玉，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的能力培养提供建议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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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专项”课题《国际中文教育专业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体系探究》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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