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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顺应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科技赋能的发展趋势，《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标准》(2022)应运而生，为

国际中文教师的培养与专业发展提供依据。通过与《国际汉语教师标准》(2012年版)的对比，本文发现

新版标准在总体框架上有较大变动，标题大都发生了变化，更凸显国际中文教师的专业发展、专业实践、

专业信念和教育知识；在具体描述上，细化了旧版标准中职业道德、第二语言习得知识、课堂组织与管

理这三方面的要求，同时新增了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实践的相关内容，更加强调学习者的地位，

彰显教育技术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对教师培养、中文教学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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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omply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echnology-enabled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
guage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Standards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2022) came into being, providing a basis for the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By comparing it with the “Standards for 
Teachers of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2012),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new stan-
dard has changed greatly in the overall framework. The titles of the modules have mostly changed 
to highlight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fessional practice, professional beliefs and educa-
tional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In terms of specific description, 
professional ethics, knowledge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classroom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in the new standard are detailed. At the same time, some specific requirements have 
been added to professional knowledge,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 which em-
phasize the status of learners and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On this ba-
sis, some suggestions on teacher training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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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 8 月 26 日，《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标准》(以下简称“《2022 标准》”)由世界汉语教学学

会正式发布并实施。该标准是在《国际汉语教师标准》(2012 年版) (以下简称“《2012 标准》”)的基础

上逐步修改完善而成的，提出了国际中文教师应具备的最基本的专业能力要求。冯丽萍、姜凝馨(2023)
指出《2022 标准》具有指导性和通用性特征 [1]，可以为培养和评估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促进国际中

文教师专业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李泉(2012)在探讨国际中文教师培养规格问题时，提出了国际中文教师必须具备“三基”，即基本知

识、基本能力和基本素养 [2]。《2012 标准》和《2022 标准》都阐述了国际中文教师在“三基”方面的具

体要求，在十年的时光里，时代背景转换，国际中文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对教师的能力有了新的要求。

本文通过对比《2012 标准》和《2022 标准》，分析具体内容的变动，以探讨新时代的国际中文教育对教

师能力培养的新要求，进而对国际中文教师培养和教学活动开展提出建议。 

2. 两部标准总体框架的变化 

《2012 标准》由 5 个一级标准和 21 个二级标准构成，《2022 标准》则由专业理念、专业知识、专

业技能、专业实践和专业发展 5 个一级指标和 16 个二级指标构成。在总体框架上，虽然一级指标的条目

数量并未发生变化，但是标题却完全不同；二级指标条目有所减少，标题更加凝练。以下分别是两部标

准的宏观框架，见表 1 和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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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General framework of the “2012 Standards” 
表 1. 《2012 标准》的总体框架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标准 1 汉语教学基础 汉语交际能力；基本的汉语语言学知识和语言分析能力；第二语言学习

基本原理；第二语言教学基本原则与方法 

标准 2 汉语教学方法 汉语教学的基本原则与方法；汉语语音、词汇、语法和汉字教学，汉外

语言异同；汉语听、说、读、写教学；现代教育技术 

标准 3 教学组织与课堂管理 熟悉汉语教学标准和大纲；教材与其它教学资源的选择与利用；课堂教

学设计；有效的课堂管理；组织课外活动；测试与评估 

标准 4 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交际 中华文化基本知识以及文化阐释和传播能力；中国基本国情；跨文化意

识；跨文化交际能力 

标准 5 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教师职业道德；良好的心理素质；教育研究能力和专业发展意识 

 
Table 2. General framework of the “2022 Standards” 
表 2. 《2022 标准》的总体框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 1 专业理念 职业道德；专业信念 

指标 2 专业知识 教育知识；中文和语言学知识；中华文化与中国国情知识；第二语言习得知识 

指标 3 专业技能 中文要素教学；中文技能教学；跨文化交际；教育技术 

指标 4 专业实践 课堂教学计划；教学资源选择与利用；课堂组织与管理；学习评估与反馈 

指标 5 专业发展 教学反思；专业发展规划 

 
与《2012 标准》相比，《2022 标准》在总体框架上有以下六个特点： 
(1) 凸显了专业信念的重要性 
《2022 标准》把“专业理念”放在第一位，并且把《2012 标准》中二级标准“心理素质”(标准 5)

更改为“专业信念”，作为“专业理念”的一个二级指标。中文教师除了要遵守职业道德、以师德为先

之外，还应具有国际中文教师的专业信念。正如李泉和丁安琪所言，教师专业素养维度包含性格禀赋、

职业情感、职业认知三方面 [3]。 
(2) 进一步强调了专业发展的地位 
《2022 标准》中的“专业理念”对标《2012 标准》一级标准 5 中的“职业道德”，而“专业发展”

则由旧版的“教育研究能力和专业发展意识”变为一个独立的一级指标，突出了国际中文教师专业发展

的重要性。这一变化强调了国际中文教师的反思意识和专业发展规划意识，专业素养是教师教育的起点

和常态，对教师知识和能力的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 [3]。身处数字化时代，做好自我专业发展规划是十分

必要的，坚持终身学习的理念，参加各种专业活动来提高自身专业素养，从而促进自身专业发展。 
(3) 新增了有关教育知识的内容 
《2022 标准》中一级指标“专业知识”整合了《2012 标准》的标准 1 和标准 4，另外新增加一项“教

育知识”二级指标。国际中文教育作为一个跨领域的学科，其人才培养既离不开“中文”，也离不开“教

育”。《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 年)》中明确规定，“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下属于“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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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调整顺应了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建设的发展趋势，不仅要求国际中文教师应具备中文和语言学的基本

知识、中华文化以及中国国情知识、第二语言习得的相关知识，还应掌握相关的教育知识，能够在教学

中运用教育教学的相关理论与知识解决出现的问题。 
(4) 将跨文化交际纳入专业技能的范围 
“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交际”是《2012 标准》的一项一级标准，《2022 标准》将其拆分开，分别归入

“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成为下属二级指标。把跨文化交际看作一项专业技能展现出《2022 标准》

对国际中文教师的要求更加明确，更具有针对性。 
(5) 突出国际中文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 
《2022 标准》将《2012 标准》中第三项一级标准“教学组织与课堂管理”中的二级标准进行整合，

归纳出中文教师专业实践的四项要求：课堂教学计划、教学资源选择与利用、课堂组织与管理、教学评

估与反馈。与《2012 标准》不同的是，《2022 标准》中多了一项指标“教学反馈”，更加体现了对学习

者反馈的重视。可见《2022 标准》对中文教师的要求更高、更具体、更专业。 
(6) 新增了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分级认定规范 
除了上述变化之外，《2022 标准》还以附录的形式新增了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分级认定规范，其

将中文教师的能力划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和高级，从评价指标、认定标准、认定范围以及认定方

式这四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为国际中文教师的培养、考核、评估以及认定提供了要求与规范，有助

于中文教学活动更加科学、专业、有效地进行。 
综上所述，《2022 标准》的总体框架(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是《2012 标准》各标准拆分、整合、归

纳、新增的结果，其制定的指标与要求更高、更全面、更具体、更明确，具有鲜明的针对性，突出国际

中文教师的职业责任与教学能力，为国际中文教师的培养和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更适应新时代国际

中文教育的需求。 

3. 两部标准具体描述的区别 

除了宏观层面外，两部标准在具体描述上也存在差异。从数量上看，《2022 标准》的具体描述(73
条)多于《2012 标准》的内容描述(58 条)，这凸显了《2022 标准》对中文教师能力的具体要求更多、更

全面。 
《2022 标准》是世界汉语教学学会首个以团体标准形式发布的标准 [4]，为顺应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

变化，学会与 13 个国家的多所高校、团体机构等联合制定了该标准。《2022 标准》借鉴了国内外中文

教育相关的标准与大纲，征求了国内外专家和中文教师的意见，是科学性、专业化的表现。《2022 标准》

不仅在《2012 标准》的基础上更新了许多内容描述，而且新增了多项要求。 
(1) 以学习者为本，突出学习者的地位 
在国际中文教学中，教师应以学生为中心，“教”必须为“学”服务 [5]。《2012 标准》的具体描述

中只有 5 项提及了学习者和教学对象，如“培养学习者的汉语综合运用能力”等。而《2022 标准》中涉

及学习者的描述高达 30 项，如“尊重学习者权益，公平公正对待每一位学习者”等。这一变化凸显了学

生在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遵循了学生能力发展的规律，根据学习者的年龄、国别、中文水平、个人情

感等因素制定教学计划，能更好地帮助学习者了解中文语音、词汇、语法和汉字的特点以及掌握听说读

写技巧，有助于培养学习者听辨与发音能力、词汇运用能力、在语境中恰当使用语法的能力以及汉字认

读、书写和电子输入能力，激发学习者学习中文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和教师的主动性。 
(2) 细化了部分具体要求 
在《2012 标准》的基础上，《2022 标准》对某些要求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规定，具体表现在中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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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业道德、第二语言习得知识、课堂组织与管理这几方面。例如，在职业道德方面，《2022 标准》将

《2012 标准》中“遵守法律和职业道德规范”这项要求细化为“了解并遵守任教国家、地区和学区的语

言教育政策和法规，遵守任教学校、教育机构的规章制度”。同样更新了对第二语言习得知识的描述，

更加突出第二语言习得与母语习得的异同、学习者的个体因素。在课堂组织与管理指标中，对教学环节

的安排、课堂时间的管理、课堂规则的制定三方面的描述更加详细。 
(3) 新增教育技术相关内容 
随着数字技术、教育技术的发展，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多使用数字化教学手段 [6]，对国际中文

教师的数字化教育能力和素养的要求大大提升。旧版标准只是指出教师需要了解现代教育技术并应用于

中文教学。而《2022 标准》明确要求国际中文教师了解前沿技术的应用与发展，选择合适的网络教学资

源和网络平台进行教学，建设本土化、职业化教学资源，具有基本信息伦理意识等等。这些要求也与中

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2021 年制定的《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建设行动计划(2021~2025)》(以下简称“《行

动计划》”)和《国际中文在线教育行动计划》相符。对中文教师知识体系进行重构是提升数字教学能力

和素养的重要基石 [7]。在数字化时代，教师应及时更新教育技术知识与技能，熟悉各种网络教学软件、

工具以及教学资源数据库，综合运用教学与技术知识，提升自身信息化教学能力，创新教育教学方式。 
(4) 新增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实践相关内容 
《2022 标准》在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实践指标的具体描述中新增了部分内容： 
在“专业知识”的二级指标“中文和语言学知识”下，新增了第 3 条具体描述，要求国际中文教师

掌握语用和语篇知识，在教学中能够向学习者讲授中文词汇和语法如何在日常交际中正确使用，使学习

者减少失误。另外在二级指标“中华文化与中国国情知识”下新增了第 4 条具体描述，要求中文教师用

发展的眼光看文化，不断更新自身的文化知识储备。 
在“专业技能”二级指标“中文要素教学”下新增了第 5 条具体描述，强调除了语音、汉字、词汇、

语法四大要素教学外，还应注意到语言中的文化因素，在讲解中文的过程中要融入中华文化要素。在二

级指标“中文技能教学”下新增了第 5 条具体描述，指出教师在培养学习者中文听说读写技能之外，还

要培养学习者的中文翻译能力。 
在“专业实践”的二级指标“课堂教学计划”下新增了第 3 条和第 6 条具体描述，注重培养学习者

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能力，也强调了教师的跨学科意识。在“教学资源选择与利用”下增加了关于教师

开发教学资源的第 3 条具体描述。在《2012 标准》中只提到中文教师要恰当选择、利用教学资源，对开

发教学资源的能力并无要求。随着数字科学技术的发展，《2022 标准》中指出，现有的资源满足不了教

学需求时，中文教师可开发新的教学资源。在“学习评估与反馈”下新增了第 2 条和第 4 条具体描述，

对学习者自我评估和教师反馈做出了新要求，在国际中文教学中，这二者也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应发挥

教师的指导作用，提高学习者的主动性。 
综上，两部标准在具体描述上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强调学习者的地位、细化原标准的

要求、注重教师教育技术能力以及增添新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实践内容。这符合新时代国际中文教

育的要求，也体现了《2022 标准》的细致、明确、专业性与针对性，有助于推动国际中文教师向全方位、

高标准方向发展。 

4. 对国际中文教育的启示 

通过对比两部标准，笔者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集中在更新表述和新增要求上，这两方面的内容

突显出国际中文教师队伍正朝着专业化、职业化、体系化道路不断迈进，对教师培养和中文教学活动也

有着一定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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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树立并坚定国际中文教师的专业信念 
国际中文教师应认同自身的职业价值，在中文教学中具有专业的态度，尊重学习者的能力发展规律

与教育规律，根据学习者的特点开展中文教学活动；树立多元文化意识、跨文化交际意识和团队合作意

识，了解并尊重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遵守任教学校的规章制度，与任教学校的同事、学生家长以及

其他工作人员进行合作，发挥团队合作的精神。 
(2) 在教学活动中坚持以学习者为中心 
国际中文教学活动是围绕学习者学习中文展开的，应坚持以学习者为本。教学开始前，中文教师应

通过与任教学校沟通了解学生的中文水平、年龄、性格、学习动机等影响教学的因素，制定适合学生特

点的教学目标和计划。教学过程中，应挑选适合学生特点的教学资源和教学手段，组织合理有效的课堂

活动，将中文课程与其他科目或者学生感兴趣的课外活动结合起来，发挥跨学科的作用，激发学生学习

中文的兴趣。教学结束后，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以多元的测试方式来评估学生学习中文的效果或者引

导学生进行自我评估；及时与学生沟通交流，给予学生反馈，根据评估和反馈结果不断调整教学计划和

教学方式。 
(3) 丰富专业知识，增强自我发展意识 
在国际中文教育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现象和问题，要想处理、解决这些问题，国际中文教师既应具

备最基本的中文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等中文知识、语言学基础知识、第二语言习得和中文作为第二

语言习得的相关知识、中华文化知识、中国国情知识，也要掌握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相关知识、中文语

用和语篇知识等。在科技赋能时代下，科学技术知识与能力是必不可少的。此外，国际中文教师也应积

极参加学术讲座、学术会议等活动来丰富知识结构，提高教学能力。时代在变化，知识在更新。国际中

文教师应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和可持续发展意识，始终保持学习的态度，丰富自身的知识储备，促进自我

可持续发展。 
(4) 提升数字素养，善用多元教育技术 
在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人机对话等技术不断革新的数字时代，中文教师应紧跟时

代潮流，提升自身的数字能力和素养，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增强信息化教学能力、网络资

源运用能力以及线上教学能力。《行动计划》指出：目前，技术与教育的融合有待深化，数字资源应用

有待普及。结合《2022 标准》的新增内容，本文就国际中文教师的数字化素养提出如下建议：第一，近

两年线上中文教学蓬勃发展，网络课堂有利有弊，虽然打破了时空限制，但课堂组织与管理、汉字教学

等均受到了影响。因此，教师需要借助新兴科技来弥补这些不足，如可利用网络平台上多种多样的功能

设置互动游戏类活动，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或者运用微格教学、翻转课堂等多种教学方式。第二，讲好

中国故事，建设本土化资源和职业化资源。开发适合当地特色的本土教材、新形态中文学习数字教材、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文教材以及“中文 + 职业技能”教材等，加强数字教学资源的开发力度。第

三，目前中文教学的网络资源相对较丰富，如中文联盟、汉语圈等多个教学资源网，涵盖了语音、汉字、

语法、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但是缺少单独的中文语用或语篇知识模块。鉴于此，教师可利用数字素材、

数字教材、在线课程等形式开发适合学生使用的中文语用与语篇教学资源。第四，加强教师的跨学科意

识，将中文与其他课程、课外学习相结合，利用现有的数字素材、数字教学等数字资源制作多模态、具

有跨学科性质的中文教学资源。第五，教师可运用新技术支持下的自主、探究、合作教学模式培养学习

者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的能力，如基于汉语学习 APP、网站等为学生布置个人任务或小组任务。第六，

在教学结束后，教师可借助自我评估类软件或技术指导学生进行自我评估与反思，使学生快速准确地找

到自己的不足之处，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学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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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在 2012 年至 2022 年这十年间，各类新兴技术迅猛发展，在此大背景下，国际中文教育为适应时代

变化与国际需求做出了许多改变。通过对比《国际汉语教师标准》(2012 年版)和《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

力标准》(2022)，本文发现后者在宏观框架和微观描述上与前者存在区别，既有细化，也有新增，要求更

加明确、更具针对性。这些变化正是新时代国际中文教师队伍发展专业化与职业化的体现。《国际中文

教师专业能力标准》为新时代国际中文教师的培养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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