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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外孔子学院本土汉语师资培训是促进本土汉语教师个人发展，提高教学水平和汉语推广的重要途径与

保障。本研究利用德国莱比锡孔院举办的教师培训，在学员中进行了有关德国孔院海外本土培训情况的

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不仅显示了本土汉语教师的专业背景和教学情况、教学中的问题与挑战，还调查了

老师们对培训内容与形式的评价、需求和改进建议。基于对莱比锡孔院师资培训情况的了解和调查结果，

本研究还从孔院管理、培训策划等多方面为提升海外汉语师资培训质量提供了具体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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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ining of local Chinese teachers in overseas Confucius Institutes is an important way and 
guarantees to promote the personal development of local Chinese teachers, improve Chinese 
teaching level and Chinese promotion. This research uses the offline and online teacher training 
organized by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in Leipzig, Germany,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training of overseas local Chinese teachers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in Germany among the trai-
nees. The data analysis not only shows the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and teaching situ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teachers, as well as various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hey face in teaching, but 
also investigates teachers’ evaluations on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training, specific need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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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eacher training situation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in Leipzig and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this study also provides 
specific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overseas Chinese teacher training from the as-
pects of Confucius Institute management and training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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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德国现有 19 家孔子学院，汉语教师主要由公派教师和志愿者、本土教师和海外志愿者组成。此外，

在德国大、中、小学或其它机构还有很多从事汉语教学的教师。他们在德国汉语教学与文化传播的过程

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提高孔院和其它本土教学机构的汉语教学质量，改善本土汉语教师职业技

能和促进教师个人发展，孔院教师和德国本土其它教学机构的中文教师都需要不断接受培训。因此，持

续提供高质量的本土教师培训是德国各孔院的主要工作之一。 
业界已有很多有关海外本土师资培训的相关研究，张新生(2018) [1]和王海峰(2021) [2]等深入探讨了

国际汉语教育的目标与任务及推进本土化的路径和措施。宛新政(2009) [3]、王建军(2015) [4]和吴坚(2015) 
[5]等则着重研究了汉语国际教育师资本土化的内涵与培养模式，孔子学院在海外汉语师资本土化建设中

的作用，并尝试给出完善孔子学院本土汉语教师培养的建议。此外还有很多有针对性的国别研究，如王

瑛(2010) [6]、陈艳艺、章石芳(2017) [7]、陈艳艺(2021) [8]和方丽(2021)等[9]。但有关德国孔院培训的研

究至今尚付阙如。鉴于德国孔子学院的发展规模，以及德国在欧洲文化版图中的重要性，这种状况是不

能令人满意的。笔者曾在德国莱比锡孔子学院(以下简称莱比锡孔院)工作过 4 年，并负责组织过多次培训，

也参加过其它德国孔院的培训项目，希望通过本研究能为推动该领域的研究略尽绵薄。 
莱比锡孔院属于德国孔院的主要类型，即教学文化型孔院，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本文将首先以莱比

锡孔院为例，简要回顾其师资培训情况和经验。此外，借 2022 年 3 月莱比锡孔院举办网络师资培训之机，

笔者进行了德国本土汉语师资培训问卷调查。本文将借助这次问卷调查获取的一手资料，分析近年来德

国孔院组织的师资培训的情况和本土教师对培训的看法与评价，并就不断改进师资培训与提高师资教学

水平提出具体的建议。 

2. 莱比锡孔院本土汉语师资培训情况 

2.1. 基本情况 

莱比锡孔院 2007 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与莱比锡大学签约成立，2008 年正式运营。从 2009 年至 2015
年，该院共举办了 7 次师资培训，培训师多为汉办派到孔院的汉语教师、莱比锡大学汉学系汉语教师和

少数几位来自国内的对外汉语专家。培训形式主要是讲座，培训时间多为 1 天或 2 天。从 2017 年初至

2020 年初，随着汉语教学的发展，莱比锡孔院在总结之前经验基础之上持续改进培训策划和组织工作，

从培训内容、形式和规模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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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培训形式是专家讲座，方向是海外汉语教学理论和跨文化交际。共有 53 人参加了培训，其

中 34 人来自 10 所德国孔院和 2 所位于东欧的孔院。这 34 位孔院教师包括 18 位汉办公派教师、6 位公

派志愿者、2 位海外志愿者和 8 位本土教师。另外还有 11 位在德国本土从事汉语教学的老师，他们的工

作领域涉及中学、大学和本土的语言培训机构。最后 8 位则是莱比锡大学和周边地区大学在读学生，他

们有志于将来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 
相比于 2017 年，2018 年的莱比锡孔院培训扩大了培训对象范围，针对欧洲区所有孔院和本土教学

机构。培训内容涉及欧洲语言能力基准、对外汉语教育技术应用、对外汉语教材、对外汉语课堂管理和

教学活动设计。围绕以上主题不仅邀请了专家主持专题讲座，还特地在每个主题讲座之后安排了由经验

丰富优秀的一线教师主持、专家参与、促进教师间直接交流、获得干货满满的工作坊。此次参会人员共

73 人，其中 24 位来自德国孔院和 7 位来自欧洲其他地区孔院。本土教师比例有了很大提高，共 39 位来

自德国及其它欧洲国家的本土教师参与了培训。学员们都对培训中专家讲座与工作坊相结合的这样有利

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式表示非常满意。 
2019 年的培训则聚焦当下老师们都比较关心的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和使用情况。此次培训仍然采用了

讲座与工作坊相结合的形式。两位来自中国的对外汉语专业的老师和来自德国的汉语教材《long neu》的

编者在讲座中分享了他们的科研成果，并在工作坊中组织大家在实践中体会教材的编写和课堂运用。共

35 位来自德国各孔院和其它教学机构的教师参与了此次培训，并深入交流了汉语教材的使用经验和感受。 
2020 年初新冠疫情爆发，莱比锡孔院的很多线下活动都被迫中止，包括教师培训。直到 2021 年初，孔

院才开始尝试组织小规模的线上培训。2021 年 1 月 16 日组织了“《交流感》与远程教学”为主题的培训，

旨在探讨如何改善网络课程气氛与效果。2021 年 6 月 19 到 20 日又策划了有关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和汉语

教学视听说资源利用的培训。共约有 160 人参加了这两次培训活动。2022 年 3 月和 5 月又有两场线上培训，

都是邀请的国内相关领域专家以讲座的形式来同本土教师分享和探讨有关国际中文教材发展现状与趋势。 

2.2. 主要经验 

莱比锡孔院在多年策划和组织师资培训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在与学员的交流中关注他们教学工

作中的问题和需求，并注意在培训之后进行总结。从培训内容到培训形式，更加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专家讲座和多形式的交流互为补充，以尽量满足本土汉语教师实际需求为导向。莱比锡孔院还派教师参

加其它孔院的培训，保持孔院间和与本土教师的密切交流与联系。 
本土汉语师资培训项目是各德国孔院的常规和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同莱比锡孔院一样，各孔院都

在不懈努力地提高培训质量。从以上莱比锡孔院培训的具体情况可以看到，参加孔院培训活动的有越来

越多来自德国各教育机构的汉语教师。他们占培训学员比例越来越大。这一方面表明，本土汉语教师对

培训需求很大，有不断提升自己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孔院组织师资培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德国本土，能够提供汉语师资培训的主要机构有联邦州教育部门、德语区汉语教学协会(Fachverband 
Chinesisch e.V.)，德中教育交流中心(Bildungsnetzwerk China)和分布在德国各地的 19 家孔子学院。无论

是数量还是质量，孔院都是德国本土承办汉语师资培训的主要机构。因此，了解孔院本土师资培训情况

和不断改善培训质量是德国本土汉语师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持续提升的重要途径和保障。 

3. 2022 年德国本土汉语教师问卷调查 

3.1. 调查对象与内容 

2022 年 3 月 6 日，莱比锡孔院组织了主题为“国际中文教材发展现状及趋势”的培训。由于疫情，

培训采取线上专家讲座的形式。此次培训仍然面向德语区所有孔院和本土汉语教师。笔者利用这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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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名教师微信群里发放了电子问卷 60 份，回收有效问卷 50 份。 
为全面详实地考察海外本土教师的教学情况和对培训的评价，问卷分为了两部分。第一部分涉及教

师个人情况，包括教师的年龄构成、工作单位、师资类型和教师的专业背景。第二部分考察本土教师在

汉语教学中经常遇到的困难与问题，对孔院组织的师资培训各方面的评价、个人需求和改进建议等。 

3.2. 本土汉语教师个人情况问卷调查结果与数据分析 

德国各孔院组织的本土汉语师资培训不仅针对孔院教师，也面向所有本土汉语教师。参加此次问卷

调查的共有 50 位教师，他们的年龄结构如表 1 所示： 
 
Table 1. Age distribution of respondents 
表 1. 受访者年龄阶段分布 

 孔院公派教师 孔院公派志愿者 孔院海外志愿者 孔院本土汉语教师 本土汉语教师  

20~30 岁 1 3 5 0 3 12 

31~40 岁 8 3 1 2 9 23 

41~50 岁 4 0 0 2 2 + (2) 10 

51~60 岁 1 0 0 1 4 6 

60 岁以上 0 0 0 1 (1) 2 

 14 6 6 6 21 50 + 3 
 

由表 1 数据可知，20 到 30 岁年龄段的学员是 12 位，31 到 40 岁的 23 位，41 到 50 岁的 10 位，51
到 60 岁的 6 位，61 岁以上的 2 位。其中有三位学员被重复计算了一次，因为他们既是孔院本土教师，

又同时在本土其它教学机构兼职。由表 1 数据可看出，目前德国本土汉语教师整体以中青年为主，年龄

结构比较合理。 
表 1 数据还显示出被访者工作单位和师资类型，由图 1 可直观地看出，有 32 位学员在孔子学院工作，

其中包括 14 位公派教师、6 位公派教师志愿者、6 位海外志愿者和 6 位本土教师。其余的 21 位学员(包
括 3 位在孔院兼职的本土教师)都任教于德国本土教学机构，包括德国大学、中小学或幼儿园等。在参加

培训的孔院教师中，来源于本土的海外志愿者和本土教师占孔院教师的 38%。来源于德国本土的所有汉

语教师，包括孔院和非孔院的，共有 30 位，占全部培训学员的 60%。可见，参加培训的来源于本土的学

员超过总人数的一半。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teacher types of respondents 
图 1. 受访者师资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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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还调查了所有被访者的教育背景。由以下表 2 数据可看出，有 20 位学员接受过对外汉语或相关

专业的学习，其中孔院公派教师占 10 位。另外，占比例最大的 23 位学员的专业背景是德语语言文学或

相关专业，德语语言优势是这些学员加入到对外汉语教学行列的主要原因。不少孔院教师和多数本土教

师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对外汉语专业学习和训练，他们虽然各有所长，但在对外汉语教学方面，无论是基

础理论知识，还是教学技能方面都比较欠缺。这也从侧面说明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本土汉语教师积极参

与师资培训，并希望通过培训弥补专业上的不足，不断提升教学水平。 
 
Table 2. Th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background of the interviewees 
表 2. 受访者专业教育背景情况 

专业背景 孔院公派教师 孔院公派志愿者 孔院海外志愿者 孔院本土教师 本土汉语教师 数量/比例 

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 6 4 0 2 8 20/28% 

德语语言文学、DaF 7 5 2 0 9 23/32% 

汉学 0 0 0 5 6 11/16% 

英语语言文学 2 0 1 1 0 4/6% 

其它 2 0 3 5 3 13/18% 

3.3. 对德国孔院培训的评价与建议调查结果与数据分析 

调查问卷第二部分首先考察了学员对德国各孔院举办的培训的总体评价。被访的 50 位学员中有 44
位认为本土汉语师资培训非常有必要、3 位认为比较有必要和 3 位认为有点必要。33 位学员认为培训对

于教学工作和个人水平的提高非常有帮助，14 位认为比较有帮助和 3 位认为有点帮助。所以，孔院组织

的本土汉语师资培训总体上还是得到了老师们的认可，对于本土汉语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是不可或缺的。 
其次，问卷考察了本土汉语教师在实际工作中遇到过哪些困难和问题，相关数据如下： 

 

 
Figure 2. Respondents’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in local Chinese teaching 
图 2. 受访者在本土汉语教学中的问题与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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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据显示，缺乏针对不同教学对象和不同国情的跨文化对外汉语教材、缺乏网络对外汉语教学

共享资源，以及对有助于提高教师自身知识和教学水平的学习和培训机会等，这些是目前教师在从事本

土汉语教学中面临的比较大的困难和问题。通过图 2 数据分析我们会进一步发现，学员选择的大部分困

难和需求都是与实际教学息息相关的。孔院应该重视这些困难和问题，因为它们正是本土师资培训应该

解决的问题和方向。因此，了解本土教师的实际需求，做好需求调查，是策划和组织好培训的前提。 
针对学员在教学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问卷还设计了一道有关培训内容的多选题。从图 3 数据

中可看出，学员更多期待的是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培训内容，如想要吸收更多的教学实践经验、学习

多媒体教学技术、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多媒体教学资源来补充教材的不足，并了解一些新版教材和使用

情况等。 
 

 
Figure 3. Interviewee training content requirements 
图 3. 受访者培训内容需求 
 

有关培训形式，问卷也设计了一道多选题，考察本土教师对不同培训形式的喜好和态度，对应的调

查数据如图 4 所示： 
 

 
Figure 4. Training form needs of respondents 
图 4. 受访者培训形式需求 
 

同图 3 数据显示结果一样，在选择培训形式时，学员也更喜欢有助于提高实际教学能力的培训方法，

如资深教师传授教学经验、参与教学观摩课以及由一线教师主持的实际经验分享和专题交流工作坊。老

师们还希望分享新教材的使用情况。此外，长期的、系统规划的本土教师培训也是被半数以上的本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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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所期待的。 
受访的学员都参加过德国各孔院组织的本土汉语师资培训，因此，本问卷还询问了他们对于培训的

改进意见。 
 

 
Figure 5. Respondents’ training quality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图 5. 受访者培训质量改进建议 
 

由图 5 数据可知，与以上对培训内容和形式的看法类似，学员对于改进培训的意见主要集中在提高

培训的实用性和针对性：建立德国本土汉语教师网络、便于教师交流以及资源和信息共享；德语区孔院

可协同合作，共同根据本土教师需求策划系统、有针对性的培训，每个孔院可根据自己的长处和时间承

担相应的培训；各孔院应做好培训前的教师需求调查，举办更有针对性的培训，满足面对不同教学对象

的教师的需求；提高培训形式的多样性和内容的系统性等。 

3.4. 小结 

根据本人在孔院的工作经验和问卷数据分析，可对德国孔院本土汉语师资培训近几年的基本情况总

结如下：参加培训的德国本土汉语教师人数比例越来越大，孔院组织的师资培训是他们提高教学水平的

主要途经；目前从事本土汉语教学的师资多半没有接受过对外汉语或相关专业的系统的理论学习和实践

训练；由于本土对外汉语教学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学员们面临很多问题与困难，因此，学员们表达了对

于培训内容和形式的期望与需求，即希望通过有针对性的培训和合适的培训形式，获得更多有助于提升

实际教学能力的内容；德国各孔院一直在不断积累经验，探索创新，努力策划具有针对性、符合本土汉

语教学实际需求的培训。 

4. 完善德国孔子学院本土汉语师资培训的建议 

孔院培训的重要性和教师们对孔院培训的高度评价，也对德国孔院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望。 
首先，要重视并做好培训前需求调查和培训后总结工作。鉴于本土汉语教学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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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符合这些特殊要求的培训课程，要以学员为中心，关注学员的需求和困难，这样才能使培训更有的

放矢。 
其次，培训内容设计要更有针对性、形式要更加多样化，以满足本土汉语教学和教师的实际需求。

培训内容要具体化、国别化、本土化，符合德国本土汉语教学的实际需求。培训不只是讲授对外汉语教

学理论的专家讲座，还可邀请教材编者和经验丰富的一线教师来主持工作坊和交流会，以便大家得到有

关新教材的实用情况或有关课堂组织等实际经验。这样可以突破传统培训模式，提高学员主动性，以具

体培训目标为中心，形成专家学者和教材编者讲座以及一线教师教学示范和经验交流相辅相成、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的培训模式。 
再次，大力培训和培养本土师资。教师的质量是制约国际汉语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加强本土汉语

教师培训与培养是解决国际汉语教育中教师质量欠缺的重要途经。公派师资不固定，影响教学的延续性。

而本土教师在语言、思维习惯和跨文化能力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且工作状况相对比较稳定。因此，

可从本土教师中选拔优秀的进行培养，担任孔院长期师资。这有助于提升德国本土汉语教师队伍的专业

化和稳定化程度，而且也是确保汉语国际传播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方法。 
最后，整合多方资源，加强培训质量保障。师资培训是德国各孔院每年的常规项目，各孔院应加强

合作，融合各自优势和特长，将部分合适的培训内容编排在一起，做成一个系统的、长期的和可持续的

培训系列课程，这样将会一改孔院各自为营、培训内容重复、培训时间冲突和资源浪费等弊端。这样的

系列课程将会有助于本土汉语教师长期地和渐进地专业成长。基金会或孔院还可在考虑本土实际教学的

情况下，建立稳定的、用于教师间沟通和资源共享的汉语教学交流与资源平台。这些举措和改进可以让

更多的本土教师受益，为他们提供更多有助于教学的信息和资源，让孔院扎根本土，成为本土汉语教学

的中坚力量和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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