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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扩展与向经济多元化的转变，“中文 + 职业技能”的教学模式逐渐在国际中文教

育的大科目下延展开来。通过分析“中文 + 职业技能”现状，梳理该教学模式的需求与导向，进一步阐

述该教学模式具体内涵，发现“中文 + 职业技能”的发展面临教学模式待提升、课程特点不明显等困境。

“中文 + 职业技能”后期发展应从提升院校办学积极性、整合资源、政策引导等多角度推动“中文 + 
职业技能”的建设，完善现有教学方法，实现中国技术“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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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change to economic diversifi-
cation, the teaching mode of “Chinese + vocational skills” has gradually been extended under the 
major subjects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 
vocational skills”,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needs and orientation of the teaching mode,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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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unds the specific connotation of the teaching mode, and find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 vocational skills” faces difficulties such as the teaching mode to be improved and the characteris-
tics of the course are not obvious. The late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 vocational skills” shoul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 vocational skills” from multiple angles such as enhancing 
the enthusias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tegrating resources, and policy guidance, improving 
the existing education methods, and realizing China’s technology “going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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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带一路”的开创让国际中文教育在全球大范围地传播开来，汉语被更多人了解和学习。汉语是

中华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中华文化的传播工具，汉语在世界各地的兴起是中华文化与各地文化交融的

体现，中华文化要更好走向世界，离不开国际中文教育人才[1]。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和经济的迅猛发展，

单纯的中文教育已无法满足经济全球化的需求。截至 2023 年，中国的年贸易额高达 59,368 亿美元，在全

球贸易中的占比高达 11%。[2]。我国对外贸易额逐年增长，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走出国门，中国技术在

全球各地落地生根，同时操作、维修等专业问题接踵而至，为了更好推广中国技术与中文，“中文 + 职
业技能”的新方向逐步被催生出现。在“中文 + 职业技能”教学要求下，高水平高职院校汉语课程教学

不仅需要注重留学生的汉语教学，还要结合学生技能需要进行技能教学，结合院校实际情况开展“中文 
+ 职业技能”相关课程教学研究与工作技能实践[3]。 

2. “中文 + 职业技能”的出现与发展 

“中文 + 职业技能”与汉语有着密切联系，是“汉语+”的衍生。“汉语+”最早被正式提及是在 2018
年 12 月召开的第十三届孔子学院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开幕致辞中指出，“要实施‘汉语+’项

目，因地制宜开设技能、商务、中医等特色课程，建立务实合作支撑平台”[4]。孙春兰副总理亦在 2019
年 12 月召开的国际中文教育大会中提到，要在语言教学中融入适应合作需求的特色课程，积极推进“中

文 + 职业技能”项目，帮助更多的人掌握技能、学习中文[5]。2019 年，国际中文教育大会首设“中文 
+ 职业技能”论坛，关注语言教育主体融入本土职业需求，实现复合型语言人才供给[6]。2020 年 9 月，

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提质培优行动计划”进一步明确了“中文 + 职业技能”项目。此外，国家开放大

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 + 职业技能”工业汉语等系列教材。由此可见，“中文 + 职业技能”从提出到

文件落地实施，逐步实现了国际中文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协调融合发展[7]。 
许多高职院校将“中文 + 职业技能”与自身情况相结合，开创本校留学优势，在中文学习的基础上

加大职业技能教育，推动实现国际中文教育与职业技能两轨并存，扩大教学优势，提升教学质量。 

3. “中文 + 职业技能”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需求 

国家教育部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介绍(2012)》，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旨在培养“具有

扎实汉语基础的，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及中外文化交往有较全面了解的，有进一步培养潜能的高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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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专门人才，以及能在国内外有关部门、各类学校、新闻出版、文化管理和企事业单位从事对外

汉语教学及中外文化交流相关工作的实践性语言学高级人才”[8]。“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为沿线各国铺

设了合作与交流的桥梁，向沿线各国分享了中国的先进技术与宝贵经验，中国出口的高质量产品更为沿

线国家注入了强劲的经济活力，带来了显著且可观的收益，进一步促进了区域经济的繁荣与发展。随着

本倡议的深入实施，各国对了解中国、掌握中文的需求与日俱增，凸显了语言在促进国际理解与合作的

桥梁作用。在此背景下，推动职业教育国际化，鼓励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去”，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

战略的核心布局之一。这一战略旨在通过教育合作与产能输出相结合的方式，不仅提升沿线国家的人力

资源素质与职业技能水平，同时也为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深化国际合作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共同

绘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9]。 
通过数据对比发现大多数职业院校留学生多以欠发达地区为主，他们来中国学习中文是为了将先进

的中国技术带回自己的国家，在学习过程上首先需要学习中文突破语言障碍，再深入学习职业技能，最

后进行学科交叉的学习，通过这样的学习方式让留学生在学习中文的同时学习职业技能，从而将技术带

回自己的国家[10]。通过“中文 + 职业技能”的学习模式，提高院校招生率的同时将中国语言、文化、

技术带出国门走向世界，体现“一带一路”倡议的真正落实与发展。 

4. “中文 + 职业技能”面临的挑战 

职业教育可以提升中国技术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一带一路”的倡议让沿线国家加强了与中国的

经贸往来，在此契机下，中文在全球的传播力度逐渐加大，中国技术被更多国家的留学生带回本国。同

时“一带一路”提供给各国大量留学名额，中国的留学生人数持续增加，呈现较快增长趋势[11]。 
但是本科院校和海外孔子学院开展的汉语课堂和“中文 + 职业技能”开展的汉语课堂有所区别，本

科院校和孔子学院多以纯粹的汉语学习为主要目的，而以“中文 + 职业技能”为教学前提的高职院校最

终目的是通过汉语把职业技能传授给学生。因此，“中文 + 职业技能”面临较多的挑战。 

4.1. “中文 + 职业技能”教学模式有待提升 

“中文 + 职业技能”是职业教育的分支，与本科培养模式有所区别，本科教育多以理论为主，从理

论探索本质，而高职教育更加注重实践与操作。所以“中文 + 职业技能”要拓展出不同于本科教育的教

学新模式，将技能与中文相互贯穿，把技能向企业生产靠近。因此，职业院校应主动与国外优秀机构寻

求合作，提高师生交流频率，展开技术讨论，贴合留学生本国实际情况，因材施教创立适合留学生本国

国情的教学模式[12]。 
首先，职业院校的汉语教学目的与留学生的学习需求无法完全贴合。职业院校的留学生更加需要专

业技能的学习，而大多数院校的汉语课程更加偏向语言本体的教学和研究，这与留学生的学习目标产生

了较大分歧。可见大部分院校没有体现出职业教育的需求。 
其次，职业院校在进行中文教学时参照本科的教学模式，从语音、词汇、语法、汉字四要素开展中

文教学，并参照本科教学模式开设不同类型的中文课堂，没有给留学生创造中文练习环境，缺乏职业技

术的教学课程，使中文与技术脱节，不利于“中文 + 职业技能”模式的实际应用。 
最后，“中文 + 职业技能”模式需要教师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不仅要熟悉汉语知识还需要对职业

技能有深入了解。职业教育涉及财务制度、人事管理等多机构的配合，让职业教育“走出去”是一项系

统工程[13]。 

4.2. 课程未充分体现职业教育特点 

高职院校的国际中文教育没有本科学校成熟，各种教学模式均处在探索阶段，师资、课程、教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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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资源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首先，高职院校缺乏“中文 + 职业技能”课程设置，当前设置的精读课、综合课等课程内容，尚不

足以充分满足职业教育的实际需求，不能充分展现职业技能和特点。其次，高职院校的中文教材多以通

用教材为主，没有涉及职业技能，缺乏针对性，偏重语言本体，无法向学生传授职业技能相关知识，未

突显职业教育特点，现有教材没有体现国别差异和区域特点。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

人数增长率达 57.72%，高于全国来华留学生的增长率[14]。不同国家的留学生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而现

有的中文教材没有充分考虑国别差异与经济差异，其教材内容通用性不强、针对性较低。以“中文 + 旅
游”为例，学者赖紫弦等从教材内容角度分析，将教材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让外国人如何更好地来华

旅游的教材，第二类则是针对中国旅游业务的外国学习者的教材，即“中文 + 旅游”教材。其中，第一

类教材占据了绝大多数，研究相对较多。而对于第二类教材，目前只有《旅游汉语》《旅游汉语(初级篇)》
《导游泰国——曼谷》等少数几部，东盟‘中文 + 旅游’教材少，相关研究更少”[15]。由此可见高职

院校“中文 + 职业技能”课程的相关设置并不完善，没有广泛涉及职业技能教育，同时没有表现国别化

差异，未充分体现职业教育特点。 

4.3. 师资力量与资源配套有待完善 

国际中文教师(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是指“全球范围内所有从事中文作为第二语言

教学的教师”[16]。作为教师，第一工作是完成教学计划，但是当前高职院校的国际中文教师缺乏职业技

术的相关知识，无法使“中文 + 职业技能”模式良好运行。很多高职院校“中文 + 职业技能”教师的

专业多为中国语言文学、英语等学科，与“中文 + 职业技能”教育出现专业不完全“对口”的问题，同

时“中文 + 职业技能”复合型师资培养较为滞后，制约了“中文 + 职业技能”人才培养的速度和质量

[17]。 
针对此现象，高职院校需要培养具有职业技术知识的国际中文教师，将职业技术的理念融入中文教

学中，提高师资力量，打造更加专业的“中文 + ”教研组。面对不同地区留学生的需求，规划因材施教

的教学内容，提高中文与职业技术教学的能力，满足“中文 + 职业技能”模式需求。从事国际中文教育

的教师绝大多数并非相关技术专业出身，无法满足在中文教育的基础上进行职业教育，教师团队职业教

育水平不足是阻碍“中文 + 职业技能”开展的重要因素。 

5. 针对“中文 + 职业技能”模式的建议与对策 

5.1. 完善举措，激发院校积极性 

鼓励高职院校进行“中文 + 职业技能”办学尝试，落实“中文 + ”模式，围绕留学生本国国情，

大力开展职业教育，语合中心等部门引导院校进行教学改革，激发院校办学积极性，提供配套资源参考，

为“中文 + 职业技能”模式提供政策支持[18]。加大对“中文 + 职业技能”模式的扶持力度，寻求校企

合作，以语言本体为基础拓展职业技能的教授。 
建立良好的国际中文教师招聘制度，调整选拔考试标准，将职业教育理念和相关职业技术背景作为

主要选拔标准，避免单一中文教育模式，对具有理科、工科学科的应聘者适当放宽要求。改变语言教学

和技术教学的割裂现状，组建模块化师资团队，穿插多种教学形式，打造出本校独特的师资力量。 

5.2. 建立多元合作平台，整合共享资源 

2019 年的国际中文教育大会指出国际中文教育要以语言为主业，积极融入本土教育，推进“中文 + 
职业技能”[19]。随着“中文 + 职业技能”项目的开展，职业院校应与中国企业成立良好的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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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多元合作机制，充分发挥彼此优势，实现“中文 + ”在职业院校形成独特的教学模式。 
通过共享平台，职业院校可以从企业得到专业技术支持，教师通过该平台获得更加深入的职业技能

教授经验，丰富师资力量，打造更加专业的“中文 + 职业技能”教师团队。企业通过共享平台，将国内

技术带出国门，建立跨国业务，实现产业扩大，达成双赢的合作局面。 

5.3. 政策指引，鼓励“中文 + 职业技能”模式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提出要抓住机遇、超前布局，以更高远的历史站位、更宽广的国际视野、更深

邃的战略眼光，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要使教育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20]。“一带一路”建

设项目把中国文化和中国技术推广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值此机遇，鼓励“中文 + 职业技能”模式的建

立可以更好地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文化、经济、贸易往来。 
引导建立跨学科、多行业的交叉课程，在“中文 + ”模式下形成特色专业，加快推进中国语言与中

国技术“走出去”进程。职业教育国际化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环节，职业院校应顺势而行，积极探索

“中文 + 职业技能”模式，提高留学生人才质量培养，践行教育对外开放的政策[21]。 

6. 结语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让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更近一步，中国语言、中国文化、中国技术逐步走出

国门，“中文 + 职业技能”模式的可行性得到了论证。 
本文从“中文 + 职业技能”模式在国内的发展情况展开论述，深入分析了“中文 + 职业技能”的

需求和发展，剖析了“中文 + 职业技能”模式所面临的系列挑战，并针对所述挑战提出了建议与对策。 
当前，我国处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中国语言文化和中国技术需要“走出去”，建立合适的留学

生教学体系有利于中国语言文化和技术在国际的传播和发展。“中文 + 职业技能”模式亟待通过更专业、

更多元、更包容的方法进行学科建设，以推动中国技术“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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