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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汉语热”在全球范围内升温，汉语国际教育人才需求尤其是对高端人才的需求剧增。本文对汉语

国际教育专业型博士发展现状进行总结，并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相关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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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Chinese fever” heats up globally, the demand for talents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specially for high-end talents, has increased sharpl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doctoral degree in Chinese as a foreign education, analyzes the problems arising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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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的快速发展推动中文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在此大背景下，汉语国际教育蓬勃发展。汉语国际

教育不仅仅是教授汉语，更承担着传播和发展中华优秀文化的重任。如何更好地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培养优秀的汉语国际教育人才。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博士学位的设立更是满

足当下对汉语国际教育人才亟需的正时之举。 

2.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博士发展现状 

2018 年全国人大代表刘宏指出：目前国内很多高校都设置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我们还需要培养更

高层次的汉语国际教育人才，从而满足新时期教学和科研的人才需要[1]。为了适应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需要，提高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培养层次，培养中外汉语国际教育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复合型高级人才

[2]，2018 年 5 月教育部特批 20 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博士名额指标。首批获得汉语国际教育博士招生资

格的学校有 7 所：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陕西师范

大学、天津师范大学 7 所高校。 
为了进一步满足汉语国际教育高端人才需求，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博士的招生数量进一步扩大，2019 

年 21 所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高校提交了招生计划，教指委向教育部申请 60 个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博

士学位研究生名额，除了上述 7 所院校外，又增加了 14 所院校[3]。 
截止到 2022 年，共有 25 所高校设置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博士。 

3.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博士问题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博士自从 2018 年设立到现在，也仅仅四年时间，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专业称

谓不统一、本硕博学科定位不一致、对教育学专业依赖程度过高、申请条件不合理等方面问题。 

3.1. 专业称谓不统一 

我们通过对 25 所高校的相关招生简章进行查阅，发现高校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博士”的称谓并不

统一：北京大学在招生简章中的专业名称是“学校课程与教学领域汉语国际教育方向教育博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华东师范大学在招生简章中的专业名称是“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学校课程与教学领域汉语国际

教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南京师范大学在招生简章中的专业名称是“汉语国际教育领域教育博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等等。25 所高校的招生简章中共出现 10 种不同的专业称谓。 
不仅是学校在招生简章中的专业称谓不一致，连政府相关部门对改专业称谓也不统一。全国汉语国

际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在 2019 年发布的文件《关于做好 2019 年汉语国际教育领域教育

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工作的通知》中，将专业名称表述为“汉语国际教育领域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3]；在《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汉语国际教育领域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中又称为“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汉

语国际教育领域研究生”[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文件中的名称又是“汉语国际教育方向博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4]。目前无论是高校还是政府相关部门，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博士”并没有一个统一的

专业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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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本硕博学科定位不一致 

在 2021 年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汉语国际教育”(代码 050103)归属于

文学门类(代码 50)下位的中国语言文学类(代码 0501) [5]。汉语国际教育学科在发展初期，归属于中国语

言文学一级学科，此时的汉语国际教育学科归属清晰，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向明确，研究重点突出。但是

到了硕士阶段，由于汉语国际教育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实践内容丰富，教育部将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

归入到专业学位当中，并且归属于教育学学科。到了博士阶段，汉语国际教育学科归属更加不统一。有

的学校例如北京语言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作为“汉语国际教育”的龙头院校，由于没有教育学的一级学

科，因此不具备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博士的招生资格，便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立“汉语国际教育

博士学位研究生”；更多的学校是直接在教育博士下设置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博士。笔者经过调查发现，

有的学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博士归属于教育学，但是很多学校的招生机构在文学院或者文化学院，

并没有在教育学院。汉语国际教育本硕博在学科定位以及学科归属上并不统一。人才培养的基础是教育

的连贯性，汉语国际教育从本科到硕士以及博士阶段的培养，没有归属于同一个一级学科，会造成汉语

国际教育人才培养通道无法有效衔接的问题，同时这也不符合中国特色新文科培养的真正理念[6]。 

3.3. 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教育过于依赖 

由于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教育在我国发展时间短，缺乏相应的发展经验，难免会产生在教育制度、

培养模式和标准上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教育和国外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教育的依赖[7]。目前汉语国际

教育专业博士归属于教育学一级学科，这也会不可避免的产生对教育学专业的过度依赖。在二十五所招

生院校中，有十七所是师范院校，我们通过对比同一个院校中的教育学专业博士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博

士的招生简章与培养方案，可以轻易发现：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博士无论是在课程设置还是培养模式，乃

至一开始的招生条件上都与教育学专业博士有较高的相似度。 
目前在对于专业学位博士生的培养模式，我国大多高校会借鉴学术学位博士生的培养模式，师生之

间缺乏必要的互动，在实践环节缺乏锻炼等问题普遍存在[8]。过于依赖学术学位博士生的培养模式，最

后只会造成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博士培养目标与培养方案的错位，其中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学生对科研的

压力非常大。在上述招生院校中，有多个学校的毕业要求是在核心期刊发表至少一篇论文，然而中文核

心期刊数量有限，想要成功发表难度巨大。再加上博士学位论文更是耗费精力的工作，这直接导致学生

不可能有较多的时间投入到真正的汉语教学实践中去。《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汉语国际教育领域研究生指

导性培养方案》中要求学术在校学习和实践的时间不得少于两年，同时要求学术要有至少一年的实习经

历。但是由于论文压力较大，学生很少会选择去国外孔子学院或其他中文教育机构进行实习，也就无法

满足培养方案中的“在国际岗位从教或担任管理工作”的要求。这直接导致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博士的培

养方案无法实现最终的培养目标，也无法体现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博士的培养特色。 

3.4. 部分入学申请条件不合理 

通过对上述学校招生简章的查阅，我们发现所有招生学校都没有限制学生的本硕专业，只要求具有

硕士学位即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博士如果在生源定位上对学生专业没有要求，很可能造成学生“入学

容易毕业难”的问题，同时也会削弱本专业的鲜明特色。其次对学生的工作经历要求较高。《关于做好

2019 年汉语国际教育领域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汉

语国际教育领域研究生的招生对象为具有硕士学位、有一定年限教育及相关领域全职工作经历、具有相

当成就的、从事汉语国际教育的教师[3]。其中并没有明确要求学生有多少年限的工作经历，但是在各大

高校的招生简章中，都明确要求最少两年(大多为三年、五年)的全职工作经历。这些要求明显不利于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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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教育专业博士的长远发展，极有可能因此失去真正的人才。最后是对学生外语水平和科研能力重视

不够。首先是高校对学生外语水平要求过低，汉语国际教育是一个交际性极强的专业，对外语尤其是英

语有较高要求。但是在高校招生简章中，大多数院校对外语水平没有明确要求。部分学习即使对外语水

平做了要求，也仅是通过英语六级或者相当英语水平即可，广州大学甚至是通过英语四级即可。学生英

语水平不够，根本无法满足学习、实践过程中的交际需要。《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汉语国际教育领域研究

生指导性培养方案》中对学生做了明确的科研要求[3]，因此在招生就应该提出一定的科研能力要求。但

是在上述各大高校的招生简章中，仅有南京师范大学和辽宁师范大学明确设置了科研能力条件。缺少对

科研能力的限制，与《培养方案》要求不符，不利于培养合格的汉语国际教育人才。 

3.5. 部分学校盲目增设汉教博士学位 

博士生导师是学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在博士生整个学习过程中起着重要的牵引指路作用。有些高

校例如河南师范大学的三位博导，研究方向分别是古代文学、英语、农村教育，且三位博导的论文也均

与汉语国际教育无关；2020 年 1 月，河南师范大学与萨戈达大学签署了《关于合作建设萨戈达大学孔子

学院的执行协议》，截止到目前为止，河南师范大学尚未拥有完整的孔子学院，更难以为汉语国际教育

专业博士提供海外实习机会。无论是从师资还是机构建设上，河南师范大学与其他高校相比并不具备开

设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博士学位的成熟条件。 

4.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博士发展对策研究 

4.1. 积极推动“汉语国际教育学”学科成立统一专业名称 

由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极具中国特色，将语言教学与中华文化传播融为一体，因此无法与传统

学界中的学科体系相对应，这也是其学科定位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汉语国际教育有自己本学科独特的

教学对象，在教学方法、培养模式上都极具独特性，同时还有着自己的学科基础。对于汉语国际教育的

学科定位一定是交叉性的，很难将其归为某一个单一学科[9]，这是一门不可替代的专门学科。 
如何解决汉语国际教育学科定位、学科归属问题，学界目前普遍认为需要单独成立“汉语国际教育

学”学科。我们应该在现有理论及实践基础上，积极联合相关领域以及其学术力量，积极推动成立“汉

语国际教育学”学科，为汉语国际教育长远发展提供更为坚定的学科基础。建立汉语国际教育学学科是

满足当前和适应未来全球汉语教学发展的一项根本策略[10]。在此过程中，应尤其注重强化从事汉语教学

的教师以及相关研究人员的学科意识，加强对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理论建设，不断积极推动汉语国际教

育学学科的成立。 
教育部文件与全国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文件中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博士的名

称不一致直接导致了各个学校对“汉教博士”的叫法不一致。这尤其需要全国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指导委

员会来商讨，与教育部等其他政府部门规定一个统一的、学界认可的专业名称。 

4.2. 坚守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办学特色，减少对其他专业的依赖 

郑通涛教授 2013 年指出汉语攻击教育研究内容包涵语言、历史、政治、经济、心理、文化等多个学

科内容[11]。没有任何一个学科像汉语国际教育这样涉及到多个不同学科，这也使得汉语国际教育极具独

特性。丁安琪教授 2014 年提出我们应该丰富汉语国际教育学科的理论基础，将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

多个学科纳入其中，并且不断创新发展这一学科的理论体系[12]。因此，我们要用全面的眼光来看待汉语

国际教育，借助教育学、传播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融合推动汉语国际教育学科发展，这也是汉语国际

教育本身的学科特色所在。因此，在办学过程中，都应该根据汉语国际教育学科特色来合理安排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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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课程、传播学课程、语言学课程等全面合理安排。在培养过程中注重对教学实践的要求，设置相

应的实践性课程，加强对博士生个人实践能力的锻炼。这样，能够将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充分结合起来，

并且能够用在真正的汉语教学与管理中去。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实现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博士的全面培

养，体现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独特的办学特色。 
由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博士 2018 年设立，距今不过四年时间，在发展过程中难免要去借鉴其他专业

博士发展模式，从而产生对其他专业的依赖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博士的培养

也逐渐摸索出了相应的经验：必须立足于汉语国际教育本专业实际发展情况来不断创新培养模式，依据

国家、社会需要来更新培养方案等。伴随着积累的经验逐渐增多，我们也会不断减少对其他专业的依赖

性。 

4.3. 适当调整入学申请条件 

首先，要改变对学术工作经历“一刀切”的做法。有些具有学术研究能力的学生或许并没有太多的

工作经历，简单因工作经历的拒之门外不利于全面选拔人才。高校应将工作经历硬性条件转变为弹性条

件，面对确实有学术潜力的学生应当放宽工作经历要求，同时采取加试、或者考生自己提交考核材料的

方法来真正考量学生的学术能力，同时也避免引起其他学生不满。 
其次，加强对学生外语水平和科研能力的考察。学生的外语水平和科研能力是最能体现考生核心能

力的两个方面，因此应当将外语水平和科研能力设置为报考博士研究生的基本门槛[13]。在外语水平方面，

提高一定的门槛，至少应当将考生的英语水平限定在通过大学六级考试之上，同时在对学生外语水平进

行考察时，应当听说读写四个方面面面俱到，进行全方位考察。同时，还要考察学生对一些专业术语的

表达，汉语教学过程中难免会用到中介语，因此学生还需要掌握例如“主谓谓语句”相关专业术语的英

语表达。注重对学生科研能力以及学术潜力的考察是往后博士生招生录取的一个新趋势[14]。考察学生现

有的科研能力很容易，可以采取提交相关科研成果证明，但是该如何去考察一个学生未来的科研潜力？

目前大多数高校采取的方法是学生提交自己博士学习生涯的“研究计划”，通过此类“研究计划”来判

断学生以后的科研潜力发展。 
最后是应该对考生本科、硕士专业加以限定，应当是汉语国际教育或者相关专业者报考或者说优先

录取。在同等条件下，对有海外教学经历的考生实行优先录取的方法。 

5. 结论 

针对目前汉语国际教育高端人才紧缺现状，我们应尽快促进汉语国际教育博士专业发展，为汉语国

际教育长远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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