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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院为什么要上本科？

 问题一：本专业处于什么发展状况？

 1982年，国家正式确立“对外汉语”这一学科名称。

 1985年，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

语大学4所高校首批开设对外汉语专业并招生。

 截至2012年1月，全国共有304所高校开设了对外汉语专业。其中，

“985”及“211”高校共有32所。

 1998年，我校“对外汉语”专业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新增专业。

 2009年，威海分校开始招生“对外汉语”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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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院为什么要上本科？

 问题二：以前为什么不上中国学生的本科？

 没有学科基础

 只能依据高考分数获得生源

 学生毕业没有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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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院为什么要上本科？

 问题三：以前为什么不上外国学生的本科？

 本科留学生直接进入文学院，同质化培养

 生源拓展存在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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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院为什么要上本科？

 问题四：这些年我们做了哪些准备？

 申请本科专业点：1998年——对外汉语；2006年——教育学。

 开设双学位班：注重二次选拔，避开就业难题

 构建我院学科框架：从双学士学位——博士

 探索培养模式，巩固业内影响力

 师资队伍、课程、管理模式打下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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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院为什么要上本科？

 问题五：现在为什么又要上本科？

 学校提出“以本为本”的办学理念

 大部制带来的学院重新定位

 本科是学院的生存之本，发展之道

 为教师的持续发展开拓空间

 国家需求与学科建设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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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始，我院开设教育学（第二语言教育）双学士学位班，

迄今已招生6届学生，毕业4届。其培养模式在业内反响强烈。

 国内首家以教育学专业培养对外汉语人才的本科专业

 山东大学唯一需要经过笔试、口试等严格选拔环节的双学位

 “以对待第一专业的态度来办第二专业”，教师全心投入。

 为全体学生提供海外经历的机会（前两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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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 汉语国际教育

硕 士

语言与文化传播

汉语国际教育

语言与文化传播理论 中外文化比较 第二语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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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科

教育学

语 言 与 文 化 传 播

博 士



 孔子学院总部首届理事会理事（国内5所高校之一）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常务理事（国内7位专家之一）

 国家首批汉语国际推广基地（10所之一）

 全国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指委核心成员及主要课程标准制定单位

 语言与文化传播博士专业成为学校“985” 重点建设项目

 国际汉语教师志愿者工作业绩突出，海外评价连续全国第一

 国家汉办志愿者教师培训项目，全国唯一获得学员满意率100%

 《国际化复合型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培养体系》获山东大学教学成果特等奖。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在国家学科评估中获得高度评价

10

办学理念先进，培养工作出色，教学水平一流，起点高，有特色，

形成了很好的学院文化和德育平台。



“完善国际汉语教育学科体系，培养适应不同层次教学需要的合

格师资，注重培养高层次国际汉语教育人才。”

—— 《孔子学院发展规划（2012-2020年）》

“我们要探索建立汉语国际教育本硕博体系，培养一大批适应国

家文化软实力建设需要，具有较强国际汉语教学能力，跨文化交际

能力和文化传播能力的新人才。”

——教育部部长 袁贵仁



 硕士：2007年，国家设立“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本科：2012年，本科专业统一为“汉语国际教育”

 博士：“汉语国际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的设立正在论证中

2005年以来，我校在汉语国际教育学科体系论证与理念探索方面在

全国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

希望在此次“汉语国际教育”本、硕、博体系建构中积极探索，再

次成为本学科的教育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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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科论证申报过程简介

 今年6月，赴南京大学等高校考察留学生本科培养经验

 今年8月，学院正式将申报本科作为大部制调整后的重点工作

 今年8月底，本科论证小组成立并开始工作

 国内生本科：王彦 马晓乐 杜文倩 张学广

 留学生本科：刘冰冰 王尧美 陈蒙 矫雅楠

 主要工作：前期调研汇总、学科归属论证、与本科生院沟通

 契机：国务院学位办10月公布调整后的本科专业目录

 10月29日，宁继鸣院长率论证小组部分人员参加申报会，经专家论证，

学校批准从2013年开始正式招收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普通全日制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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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科专业的初步定位

学科属性 培养理念 培养目标 培养特色 毕业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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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属性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前身为“对外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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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目 录 旧 目 录

05 学科门类：文学 05 学科门类：文学

0501 中国语言文学类 0501 中国语言文学类

050101 汉语言文学 050101 汉语言文学

050102 汉语言 050102 汉语言

050103 汉语国际教育

050103* 对外汉语

050106W 中国语言文化

050108S 中国学

050104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050104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050105 古典文献学 050105* 古典文献



中国根基与国际视野的平衡

知识体系与健全品格的平衡

人文素养与应用技能的平衡

培养理念



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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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视野 •Click to add Text

•Click to add Text

•Click to add Text

•Click to add Text

一种视野 Description 
of the 

contents

 汉语教学能力

 跨文化传播能力

两种能力

 汉语素养

 文化素养

 教师素养

三种素养



培养特色

1.“第一专业+第二专业”模式

 学习成绩排名前50%的学生必须修读双学位（确定第二专业跟踪指导制度）

2. 确保学生外语能力突出

 英语要求达到专业8级，原则上必须选择一门第二外语（利用我院外语环境优势）

3. 吸引国际学生成建制修读本专业

 国际学生与中国学生课程有机整合

4. 探索“三跨四经历”品牌模式

 以国际汉语教师志愿者等项目为渠道

5. 控制规模，以质取胜

 计划每年招生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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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源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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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平均分 最高分

经济学类 625 642

法学 598 632

社会学类 604 609

中国语言文学类 607 612

对外汉语 610 634

英语 604 604

法语 625 625

西班牙语 610 610

新闻传播学 614 618

2011年南京大学部分专业录取分数线

专业名称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旅游管理 607 603 605.33

历史学基地班 614 610 612.00

信息资源管理 611 607 608.75

哲学 619 609 612.33

中国语言文学基地班 617 613 614.67

档案学 606 605 605.33

对外汉语 616 611 613.50

法学 610 607 608.50

广播电视新闻学 619 609 615.00

国际经济与贸易 614 610 611.67

2011年四川大学山东生源专业录取情况



毕业去向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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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数 读研人数 读研比例

05级 26人 14人 53.8%

06级 17人 11人 64.7%

08级 29人 25人 86.2%

09级 24人 16人 66.7%

已毕业的4届双学位班学生平均2/3选择读研深造



三个出口

汉语国际教育

考研深造

出国任教

国内教学机构

国际交流 公共服务与管理

政府部门、新闻媒

体、出版单位、文

化管理等工作

外交、商务、文化等

部门从事国际交流与

合作工作

毕业去向预测



四、本科招生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一）教学任务大大增加，教师涉猎多种教学类型

 由我院负责的本科专业课程约60学时

 按5-6个学期（去掉第一学年通识教育和最后一学期）计算，每学

期约10-12学时，占用教师5-6名。

 按照开放办学原则，每学期如安排一位外聘教师授课，我院教师约

占用4-5人。

 四届本科生同时在校时，每学期将占用16-20位我院教师。

 担任本科课程后（尚不计研究生课时），教师的对外汉语教学量缩

减一半，即8-10课时，基本只能担任1门主课（目前为2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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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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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岁以上 40-49岁 30-39岁 30岁以下

6人

11人

13人
14人



四、本科招生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二）教学要求更加规范，需严格执行。

 选课

 成绩登录

 调课、请假制度

 教学事故认定

 实习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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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科招生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三）评价标准纳入学校主流体系

 教学质量评估标准

 青年教师讲课比赛

 精品课建设

 教研项目标准

 教学工作量

 教授本科上课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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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科招生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第一类：学术骨干教师（10人左右）

 以学位教育为主，包括研究生、本科生课程、带研究生

 担任汉语教学督导，全程负责教学指导与质量监控

 隔年担任少量留学生汉语课程。

第二类：青年骨干教师（30人左右）

 担任至少一门本科课程或部分研究生课程。

 担任至少1门留学生汉语主干课程。

第三类：专职汉语教师（含非事编）（20-30人左右）

 以留学生汉语教学为主，质量过硬，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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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科招生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教师自我定位

 教研室制度

 开放办学、师资延请

 特色专业建设

 实习基地建设

 招生与就业拓展

 中外学生课程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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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学科建设的又一个里程碑——进入主流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自我加压

 真正的学院，真正的大学教师——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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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2012/1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