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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职业技能”是职业技术教育与国际中文教育融合前进的必然需求，是兼顾职业教育与国际中文

教育的重大举措。为有效探索“中文+职业技能”研究的现状，利用可视化分析软件VOSviewer，系统

整理2012年9月至2022年9月之间“中文+职业技能”研究成果。通过分析关键词、聚类、主题词、作者

信息等方面，以可视化的图谱直观展示“中文+职业技能”研究领域的整体概况。结果显示，相关文献

总体上呈逐年递增趋势，但仍然不多，且核心期刊载文量较少；高产作者数量较低，作者之间合作强度

较弱，只出现三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合作群体；研究主题主要出现三大聚类：人才培养、教育融合研究和

课程化实践；未来的研究重心将放在“中文+职业技能”师资培养研究、磨合模式教学研究、国别化研

究和基于国际中文教育新大纲的课程建设等方面。 
 
关键词 

中文+职业技能，国际中文教育，职业教育，可视化分析 

 
 

Status and Prospect of “Chinese+ Vocational 
Skills” Research 
—Visual Analysis Based on VOSviewer 

Jingyu Ju, Chun Rao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May 23rd, 2023; accepted: Jun. 22nd, 2023; published: Jun. 29th, 2023 

 
 

 
Abstract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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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n China. “Chinese+ 
vocational skills” is an inevitable trend for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hi-
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and it is a major initiative to take 
both into accoun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vocational 
skills” research,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pare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Chinese+ vocational 
skills” between September 2012 and September 2022 by using VOSviewe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keywords, clusters, subject terms, author information, etc., the overall overview of the research 
field of “Chinese+ vocational skills” is visualized in a visual map.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e-
vant literature is generally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but still not much, and the core journals con-
tain fewer articles; the number of high-productive authors is low, the intensity of cooperation be-
tween authors is weak, and only three cooperative groups with a certain scale appear; at present, 
it mainly includes three major clusters: talent training, education integration research and curri-
culum-based practice; future research will focus on teacher training research, grinding mode 
teaching research and countryiza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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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 12 月，孙春兰副总理提出“中文+职业技能”项目，帮助中文学习走向世界[1]。多个国家在

国民教育体系中加入中文学习，除中国外，4000 多所大学开设了中文课程，经各平台累计，学习或使用

中文的人数超 2 亿[2]。 
而语言交流是目前开展国际合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既懂中文又精通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是全球

化市场的刚需。目前多国中资企业均存在人才中文能力不足带来的跨文化交流问题。这种供需差需要职

业教育和国际中文教学进行融合发展，进而提供符合海外企业所需的人才。通过语言交流，中外建立长

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仅能促进产教融合发展，更能推动人才培养和文化交流[3]。2020 年 9 月，教育

部等九部门报告提出走出目前困境的途径，即加强合作，支持境外办学，培养熟悉中国文化的本土技术

技能人才。为高效实现一带一路战略需求，亟需推动“中文+职业技能”发展，让“中文+职业技能”教

育“走出去”。 

2. 概念界定 

“中文+职业技能”是“中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文教育与职业技能教育两个领域的高效

衔接。“中文+”的重点在于“中文”，即以中文教学为中心，辐射有关行业领域，即根据类别、目标用

户、地方环境等因素，在各领域开展特色中文课程[4] (吴应辉，2020)。据调查，多个国家和地区分别开

展各类“中文+”特色课程：例如肯尼亚的“中文+服装纺织培训”课程，卢旺达的“中文+竹编技术培训”

课程，泰国的“中文+高铁”课程，巴基斯坦的“中文+焊接技术”课程，埃塞俄比亚的“汉语+机器人单

片机控制”等[5] (教育项目研究组，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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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通过中国知网(CNKI)全文数据库，依次将“中文”AND“职业技能”、“汉语”AND“职业技能”、

“中文”AND“职业教育”等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文献时间范围为 2012 年 9 月至 2022 年 9 月，文献

检索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2 日，共检索出中文期刊文献 620 篇，为确保数据的准确性，经筛选阅读，剔除

报刊杂志、会议通知以及不符合“中文+职业技能”主题的文章，得出有效文献 228 篇。将文献导入至

VOSviewer 中对以上文献作可视化分析。 

3.2. 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软件 VOSviewer，对 2012 年 9 月至 2022 年 9 月之间“中文+职业技能”

研究成果作系统梳理。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是学者撰写综述类文章常用的一种方式，在不同领域内会使

用不同的工具。其中 VOSviewer 专门用来进行构建知识图谱和可视化网络的工具。通过期刊，作者及已

发期刊，或他们相互之间的共同引用或共同作者关系来构建网络，继而分析关键词、聚类、主题词等，

利用可视化的图谱非常直观地展示该研究领域的整体情况。 

4. 结果分析 

4.1. 论文发表趋势 

从 CNKI 数据库(见图 1)可以看出，从 2012 年到 2016 年，文献数量逐年减少，“中文+职业技能”

领域尚未得到重视；2015 年出现短暂回升，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文应用于职业技能的研究中；

从 2019 年孙春兰副总理正式提出“中文+职业技能”项目后，论文发表逐年上升；2020 年到 2022 年研

究文献与之前相比呈现爆发性增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文+职业技能”领域。 
 

 
Figure 1. Paper publication trends 
图 1. 论文发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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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发文作者及合作网络分析 

高频作者及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网是该研究领域的有效体现。通过 VOSviewer 软件的作者共现知识

图谱(见图 2)，了解“中文+职业技能”领域内高频作者及他们的合作情况。 
 

 
Figure 2. High-frequency author and partner network analysis 
图 2. 高频作者及合作网络分析 

 
通过检索，VOSviewer 软件中显示了 2012 年~2022 年发表文章作者共计 219 名，以发表 2 篇文献为

最低值，筛选出 6 位高频作者(见表 1)，代表在“中文+职业技能”研究领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Table 1. High-frequency author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vocational skills” 
表 1. “中文+职业技能”领域高频作者 

序号 作者 文章数 总连接强度 

1 王静 3 5 

2 赵岩 3 3 

3 马箭飞 2 8 

4 吴应辉 2 4 

5 赵丽霞 2 4 

6 伍秋萍 2 3 

 
图 1 中颜色代表合作群；圆点代表高频作者，越靠近图谱中心的圆点代表是核心作者；连线代表作

者之间存在合作关系，连线粗细代表不同的连接强度与合作紧密程度。结合图 2 和表 1 看，“中文+职业

技能”领域的高频发文作者合作群体较少，目前只形成三大合作群体，分别为：① 以隶属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的王静为核心代表的第一合作群体；② 以就职教育

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的马箭飞为核心代表的第二合作群体；③ 以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

的吴应辉为核心代表的第三合作群体。在各项研究中，合作是提升产出的重要途径。在研究合作中，学

者们不但能提供交流来获取专业知识，也可以就此搭建业界学者学术交流的桥梁。研究表明，目前高频

作者之间的合作仅限于各单位的同事之间的合作及与同一学校的学者之间的合作，尚未形成大规模的合

作群体，这其实不利于“中文+职业技能”研究的深入推进与发展。 

4.3. 高被引和高下载文献分析 

高被引和高下载文献某种程度上代表着领域的核心研究内容及动态。在中国知网(CNKI)全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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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依次以“中文+职业技能、汉语+职业技能、国际中文职业技能教育”为检索主题词，梳理出相关研究

的高被引和高下载文献 TOP8 (见表 2) 
 

Table 2. Highly cited and highly downloadable literature TOP8 
表 2. 高被引及高下载文献 TOP8 

序号 篇名 作者 刊名 发表时间 被引 下载 

1 “汉语+”线上汉语教学的实践与探

索 罗荣华 现代教育科学 2019-09-15 66 3085 

2 孔子学院发展中的“汉语+”与 
“+汉语” 吴应辉；刘帅齐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2020-01-15 31 1824 

3 构建“中文+职业技能”教育高质量

发展新体系 教育项目研究组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1-04-21 19 2591 

4 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建设 70 年：

成就与展望 
马箭飞；梁宇； 
吴应辉；马佳楠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11-13 12 3175 

5 历史大变局下的国际中文教育——

语言与国家治理的视角 王春辉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3-15 10 1943 

6 “一带一路”“中文+”教育发展 
探析 耿虎；马晨 闽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3-30 4 1539 

7 高职院校“中文+职业技能”境外办

学实施路径研究 刘必旺；谈颖 职业技术 2022-01-17 3 1112 

8 跨文化背景下“中文+职业技能”国

际推广基地的发展策略研究 尤咏 职业技术教育 2021-11-10 3 885 

 
通过梳理发现，“中文+职业技能”的研究表现出极大的热点态势与研究价值。随着“一带一路”战

略深入推进，中国企业逐年加大投入，扩大发展版图。2018 年“汉语+”的概念正式提出后，各地孔子

学院为解决各地区中资企业人力短缺的难题，一方面通过开设专场论坛邀请专家学者共同探索发展前景

与道路；另一方面各地孔院初步开展实训项目，开发了一各类特色“中文+职业技能”课程和项目，理论

与实践双管齐下。 
分析发现，在“中文+职业技能”研究领域涌现一批高水平学者。下面简要介绍几个代表学者及其主

要成果。教育项目研究组[5] (2021)提出要构建“中文+职业技能”教育高质量发展新体系，通过多地试点

达成多样化建设；尤咏[6] (2021)提出了跨文化背景下“中文+职业技能”国际推广基地的发展策略，如形

成标准，打造各项体系，加强双师培训等。刘必旺[7] (2022)提出了职业院校在境外开展“中文+职业技能”

办学的具体路径。通过表 2 可以看出，自 2019 年“中文+职业技能”正式提出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

者，高质量期刊成果逐年累增，且期刊类别集中于“中国语言文字”“职业教育”等学科领域。  

4.4. 关键词统计分析 

关键词频次的高低代表相关研究成果的数量、热点及其集中性。对 228 篇文献统计分析后，得到 720
个关键词，以每个关键词出现 3 次为最低值，得到 71 个高频关键词。 

将文献导入到 VOSviewer 中，得到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见图 3)。图中节点圆圈大小表示关键词出现

的频率；越靠近图谱中间位置的节点，代表该关键词重要性越强；节点圆圈距离则代表该关键词在同一

篇文献中出现频率的高低。 
从图 3 中可直观看出，“中文+职业技能”“一带一路”“职业技能”“职业教育”“国际中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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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学院”“汉语+”的节点圆圈较大，说明其在“中文+职业技能”相关研究中出现的次数较多，是

当前的研究集中处。另外，“线上教学”“职业教育”“专门用途汉语”等也具有较为突出的优势，可

能会未来研究的热点或方向。 
关键词的共现关系实际上可进一步揭示研究类别或研究手段。例如，从图 3 中我们可以看到，“孔

子学院”——“泰国”之间的距离与“孔子学院”——“非洲”之间的距离相比，后者距离更大，表示

关系更远，即在“中文+职业教育”类的研究中，在泰国孔院进行的研究多于在非洲孔院进行的研究。又

如，“中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之间的距离与“中文+职业技能”—“课程体系”之间的

距离相比，前者距离更短，表示关系必后者更近，说明从人才培养模式出发的“中文+职业技能”类研究

多于从课程体系角度出发的“中文+职业技能”类研究。 
 

 
Figure 3. High-frequency keyword co-occurrence knowledge map 
图 3. 高频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对高频关键词进行密度可视化分析，可以观察到关键词群的分布特点，如图 4 所示。密度可视化图

中，各块颜色的亮度和面积体现了对该研究领域相关研究问题的重视程度；高频关键词之间距离代表了

相关性的强弱。由此可以快速地观察到需要关注的重点，如“国际中文教育”、“中文+职业技能”、“职

业技能”、“孔子学院”等。图 4 没有出现红色块，说明现阶段并未出现特别集中或突出的问题，表明

“中文+职业技能”正处于在起步和发展阶段，我们进行任何方向的研究和探索都是很有必要和极具意义

的。 

5. 研究主题聚类 

VOSviewer 软件中相同颜色节点代表相同聚类(见图 5)。结合表 3，中文+职业技能研究主要包括“中

文+职业技能教育人才培养”、“中文教育+职业技能教育融合研究”、“中文+职业教育课程化实践推进”

三大研究主题聚类。 
“双师型”人才的短缺、教学标准设置的不统一以及简易拼凑式的教学方式等一系列问题，让“中

文+职业技能”教学很难达到理想水平。因此目前“中文+职业技能”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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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High frequency keyword density visualization 
图 4. 高频关键词密度可视化图 

 

 
Figure 5. Theme cluster color display 
图 5. 主题聚类颜色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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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Research topic clustering 
表 3. 研究主题聚类 

研究主题聚类 关键词 

中文+职业技能教育人才培养 留学生、职业院校、汉语国际推广、高职学生、线上教学、 
人才培养方案、人才培养模式 

中文教育+职业技能教育融合研究 高职院校、一带一路、职业汉语能力、职业教育国际化、职业教育、

中文+职业 

中文+职业教育课程化实践推进 孔子学院、中文培训、专门用途汉语、国际中文教学、 
国际中文教师、课程设置、课程体系 

5.1. 中文+职业技能教育人才培养 

“中文+职业技能”的人才培养是“中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准确预测全球对“中文+”技能

人才的需求，我国把握热点，整合多方资源，以确保国际中文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能够高效融合。“中

文+职业技能”教育可分为来华留学和海外办学。来华留学是我国高等教育整体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中

文+职业技能”教育正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高等院校来华留学

生的“中文+职业技能”教育起步较晚，人才培养模式还处于探索阶段，不够完善和成熟。而海外办学则

集中在以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为首地各国中文教学机构。虽然已经出现一定数量的“中文+职业技能”的

课程项目，但相较于数量庞大的孔子学院而言，还是显得略有不足。除此以外，各个地区还通过各类高

端论坛、来华交流、赴外实践等多种方式开展综合向的人才培育与交流，以达到中外对接。但短时、低

效、不深入是这些交流培养的共有问题，亟待解决。 
人才培养是“中文+职业技能”教学进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命脉，而“中文+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

离不开高素质师资队伍，他们精通语言、教学经验丰富、掌握国际教育规则[8] (潘颖，2022)。这些国际

中文教师团队身负的重要使命，要求他们兼备国际视野、教学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等各项技能。因此

需加强“中文+职业技能”师资团队建设，鼓励国际中文教师提升自身职业技能，学习先进教育理念，建

设国际化国际中文教学师资团队。 

5.2. 中文教育+职业技能教育融合研究 

在教育部提出“中文+职业技能”的概念后，上海城建技术学院、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四川省服

装艺术学校等多所高校都纷纷与老挝、泰国等地联合开展“中文+职业技能”的培训，对多所培训中心进

行授牌。但目前的中文与职业技能培训往往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互相博弈，彼此拉扯，以致达不到原先

预想的学习效果。 
据曾广煜[9] (2022)对卢旺达孔子学院探索研究发现中文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融合研究包括四种模式，

即加合模式、结合模式、整合模式和融合模式。“加合模式”指的是仅学生作为同一受众，同时或先后

接受了中文和职业技能培训，教学内容、教学团队、教学方法互不相关。“结合模式”是指双方在两个

领域内容上互不相关，教师队伍也不联系沟通，各自负责考核，结合模式是中文教育机构和职业技能教

育机构双方主动将二者结合。“整合模式”是指多方力量参与到了人才培养，同时提供中文教育和职业

技能教育，最终使学生成为既懂中文又懂职业技术的复合型人才。“融合模式”是中文教学和职业技能

教育高质量融合的结果。这种模式下：教学内容是职业技能，但教材和教学等都是中文，学生在习得职

业技能的同时学习中文；教师则是兼顾职业教育和中文教育的双师型人才。 
通过过往研究来看，融合模式是推进中文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综合发展的最佳途径，但目前这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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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尚未在任何一个孔院得到实验。该途径是多样化的，两个领域的主体可以融合为一体：如中国职业院

校前往海外进行拓展办学、外国政府与中国高校合作办学；二者也可能独立，进行深层次、多方面的合

作如合作开发职业中文教材，合作推广双证书制度等。想要达到深层次的融合探索，需加快建立和发展

速度，提出合适的发展策略，如优化处理孔子学院与海外合作方关系、孔子学院总部加强统筹规划海外

孔子学院合作办学的力度、加强对教师教学质量的检查与评估、探索各国的需求和政策差异等。 

5.3. 中文+职业教育课程化实践推进 

我国以“中文+职业技能”为导向开展对外汉语教学的时间较短，教学标准、教学内容等方面的设定

仍不够完善。为此，需要对企业人才需求进行了解，深入调研所在国的文化、教育等情况，以确定“中

文+职业技能”对外汉语教学课程，开展对外汉语教学项目，制订科学发展规划。院校应积极寻求多元、

多渠道合作，建立对外汉语教学高效运行管理模式和坚实的保障机制，形成政府、企业、高职院校共赢

局面[10] (商坤，2022)。 
在高校来华留学生的培养上，课程体系方面主要包括语言课、专业课和中国文化课，但目前课程内

容多偏重理论，技能训练和实践活动偏少；在课程目标设计方面，没有从培养国际化技能人才的视野出

发，明确技术技能水平，也忽略了企业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没有与留学生国家的人才需求相一致，

致使院校培养的国际化人才无法满足“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建设需求。基于国际中文

教育教育体系与职业技能教育指南系列大纲安排课程、开展培训、联合考评，推广“中文+职业技能”。

借助培训，背靠专业，着眼质量，结合各国发展需求，开创符合当地发展需要的“中文+职业教育”项目

[6] (尤咏，2021)。 

6. 结论与展望 

6.1. 结论 

从文献时间分布来看，自 2012 年来，“中文+职业技能”研究目前可划分为无序摸索阶段(2012~2015
年)、规范前进阶段(2016~2018)与深入调研阶段(2019~2022 年)，文献总体上呈逐年递增趋势，但相关研

究仍然不多，且核心期刊载文量较少。 
从发文作者及合作网络来看，“中文+职业技能”高产作者数量较低，作者之间合作强度较弱，只出

现三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合作群体。 
从高被引文献来看，其研究主题与相关国家政策精神及国际形势相契合，且高质量期刊集中于语言

学和教育学两大学科领域。 
从关键词与研究主题聚类来看，研究主要包括三大主题，分别为：中文+职业技能教育人才培养；中

文教育+职业技能教育融合研究；中文+职业教育课程化实践。推进随着国家改革及政策推进的向好态势，

“中文+职业技能”研究将成为热门研究主题。 

6.2. 展望 

在“中文+职业教育”在走向发展的过程中，涌现出了大量的热点和关键问题，这个领域正在迅速发

展。 

6.2.1. “中文+职业技能”师资培养研究 
目前大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缺少对口的就业机会，往往面临“毕业即失业”的情况，但是汉

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乃至博士生都是国家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才。他们

在多年的学习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而多数学校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的培养方案中也都设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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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要求，他们也因而具备一定的教学经验。在“中文+职业技能”的师资培养中，可以通过培训、选拔

大量吸收优秀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毕业生，既为他们提供一定方向的就业途径，也为“中文+职业技能”

师资谋求后备人才。 
当前大批企业需要“中文+职业技术”的复合型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则需要“中文+职业技能”的双

师型教师人才。进行“中文+职业技能”师资培养研究，支持深化中文教育与职业技能教育融合，加强教

师合作，实现跨学科知识整合，推动汉语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深度融合，培养具备相关职场行业基础知识

以及汉语教学能力的专门人才，提高教师专业素养，建设合格师资队伍。同时根据供需关系，调整海外

分校及专业人才培养，定制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方案[11]。 

6.2.2. 中文教育+职业技能教育磨合模式研究 
因为“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尚处于萌芽起步阶段，虽然已经有专家、部门注意到了该领域，但是国

家尚未发行相关的优惠政策，办学大多依靠学校、机构自发完成，受限于种种需求，导致办学过程中各

方合作无法深入，尚未形成最优合力。目前很多地区都进行了三段培养，以达到快速完成“中文+职业技

能”的培养成果。第一阶段，依托孔子学院和中华学校的培养，优先在这些地区对学生进行选拔，确保

学生具有一定的中文基础，而后进行基础巩固的教学；第二阶段是将这些水平的学生进行集中，统一学

习各类职业技能相关的中文术语，要求学生达到一定水平；第三阶段是将完成以上两个步骤的学生送往

合作的中国院校来华交流工作，或者直接进入当地相关公司开展工作，以检验学习效果，实现知识落

地。但这种模式是否已经是“中文+职业技能”教学的最优解，是否能长时间的维持，还有待实践考验。 
根据时代发展需求，想要探索最适宜的“中文+职业技能”合作模式，就需要加强中文教育与职业教

育磨合模式研究，通过量化或质性等多种研究考察，优化中文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融合研究效果，因地

制宜探索最合适的办学途径。这样才能推动“中文+职业教育”更好地“走出去”，使职业教育更好地服

务各国教育发展，服务于经济发展和人文交流，让“中文+职业教育”在世界各国真正“生根发芽”。 

6.2.3. 国别化需求分析研究 
中国前往泰国的旅游消费极大程度上拉动了泰国的经济增长，大量游客带动了相关旅游服务行业的

发展，因此泰国“中文+旅游”人才的相关需求较大。自 2022 年始，承载着中老两国人民世代友谊的列

车“中老铁路”正式通车，中老铁路建成通车为中老两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创造了更加便利的条件，

进而推动了“中文+铁路”语言班的诞生。埃塞俄比亚职业教育孔子学院设立“创新电子技术实验室”，

开设“中文+单片机控制系”基础课程，推动机器人应用人才的培养。随着中巴经济走廊的阔步前进，巴

基斯坦对焊接技术相关的人才需求大量增加，“中文+焊接技术”相关培训应运而生。东亚、南亚、欧洲、

拉美等地区国情不同、需求不一，所以迫切需要依据各国各地区的发展需求、当地人的发展需求、产业

开发的需求，深入开展国别化需求分析。紧跟国家政策走向，并根据现有“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发展状

况，深层次剖析现有问题，提供智力支持。构建多方合作，参考其他成熟的项目管理运行机制和服务保

障体系，最终形成属于“中文+职业教育”特有的明确、规范、高效的运行管理模式和保障机制。同时也

要加强调动外方相关企业、高校、教学机构的参与积极性，形成多国共赢局面，促进“中文+职业技能”

教育服务产业发展。 

6.2.4. 基于国际中文教育新大纲的课程建设 
教师、教材、教学法是国际中文教育的根本，“三教”的更新和优化是构建“中文+职业教育”新生

态的重要基础。目前国内已经颁布了国际中文教育的新大纲，作为最基本、最实用、最具针对性的语法

“学习–获得–交际”一体化教材，新大纲具备相当重要的指导作用。“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专业性

较强，而想要让“中文+职业技能”教育走得更深更远，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课程体系，与现有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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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共同形成教育桥梁，更好地指导教学和实践。提升课程的标准化、规范化和专业化。目前国内已经

有了相当完善的中文教育体系和职业教育体系，但却不能不加挑选地将他们用于“中文+职业技能”教学。

基于国内现有中文办学和职业技能办学的各项标准，打造出属于“中文+职业技能”自己的课程标准体系，

是当务之急，但这绝非易事，更非一日之功。深化教学内容改革，开设一批体现学校办学特色，满足国

际化用人需求的耗时短、技术精、内容新的实践课程，打造立体化、多样化的“中文+职业技能”教学体

系。创新教学模式，基于国际中文教育新大纲，打造“中文+职业技能”教学新模式，优化教学方法，提

升教学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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