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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国际中文教育中留学人员的

角色定位与实现路径

毛盾
（中国社会科学院 政治学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　要：语言是跨文化交流的基础，国际中文教育是传播中华文明、提升中国国际形象、服务我国国家战略和全球文
明交流需求的重要依托。当前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中，留学人员作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神、开展民间外交的

生力军，其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挖掘。有必要积极引导我国留学人员更主动地参与海外的国际中文教学，并在此过程中以

更接地气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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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
“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

界”①。语言是跨文化交流的基础，在国家文化软

实力建设中发挥着先导性作用。以汉语与中华文

化国际传播为目标的国际中文教育是中国对外开

展文化外交、提升我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是中国

教育“走出去”的必要面向，也是增加国际社会对

华认知，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有效手段。

我国留学人员是讲好中国故事、开展文化外

交的生力军②。他们在海外求学和工作期间，以

兼职身份参与国际中文教育活动，是一种普遍现

象，构成了一支基数庞大的非固定从业力量。当

前，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教”③、

学科发展④、新技术对学科影响⑤等问题上，针对

留学人员，尤其是我国留学人员在海外国际中文

教育事业中作用发挥的研究文献较少。本文采用

半结构化访谈方式，对２６位曾经或仍在英、美等
国留学的留学人员进行了深入访谈⑥，发现我国

留学人员作为国家形象与语言文化对外传播优质

资源库的作用和价值还有待挖掘。因此，有必要

积极引导我国海外留学人员以更主动的姿态参与

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并在此过程中以更接地气的

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提升中国

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一　国际中文教育的历史演进及留学
人员的角色体现

（一）国际中文教育的四个阶段及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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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面向国
际交换生举办中国语文研修班以来，国际中文教育

事业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对这项事业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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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描述也经历了“对外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教育”

“汉语国际推广”“国际中文教育”的术语变迁。

第一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８６年）是肇始阶段。国
际中文教育最初概念名称为“对外汉语教学”，主

要为来华留学生服务。改革开放后，“中国教育

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在全球“中文热”的潮

流中成立，对外汉语教学一词也开始正式使用。

此阶段的国际中文教育从无到有，不论从来华学

生数量、外派教学情况、教师、教材等方面都处于

起步状态并“一直在摸索着走自己的路子”①，但

为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积累了宝贵经验。

第二阶段（１９８６—２００３年）是汉语国际教育
系统发展阶段，以１９８７年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
小组的成立为标志。这一阶段，国内学界基于前

期积累经验，从理论上探讨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

规律，建构学科理论框架，深化学科理论研究，使

对外汉语教学“由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②。这一

时期的研究不仅促进了相关教学理论的本土化发

展，也探索了从“对外汉语”的角度研究汉语，学

科建设进入大发展时期。

第三阶段（２００３—２０１９年）是汉语国际推广全
球化阶段，以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全球布局为标

志。随着“中国热”和“汉语热”在全球持续升温，

国家汉办于２００４年在韩国首尔设立了全球首家孔
子学院，以促进汉语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２００５
年，世界汉语大会在北京召开，“标志着中国对外汉

语教学向汉语国际推广的转变”③。截至 ２０２０年
疫情暴发前，我国已在 １６２个国家（地区）建立
５５０所孔子学院和１１７２个中小学孔子课堂，为数
千万海外学员学习汉语和中华文化提供了平台。

第四阶段（２０１９年—至今）是转型阶段。
２０１９年，以“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的创新和发展”
为主题的国际中文教育大会在长沙召开，“国际

中文教育”这一名称正式开始使用。２０２０年 ６
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出台《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

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指出要打造“一带一

路”教育行动升级版，扩大教育国际公共产品供

给。该文件还特别提到要优化汉语国际传播，支

持更多国家开展汉语教学。２０２０年６月和７月，
经民政部和教育部分别批准，“中国国际中文教

育基金会”和“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相

继成立，为更好支持全球中文教育项目，统筹国际

中文教育事业和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不同时期留学人员在国际中文教育中

的角色体现

作为紧随新中国成长的学科，对外汉语教

学———国际中文教育创建至今已超过７０年历史，
但我国留学人员对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贡献却远

早于学科创建。例如，清末以文化使者身份对外

介绍中国文化的容闵，民国以语言教师身份在海

外教授汉语的詹
5

，新中国成立后以学术研究者

身份在海外从事中文相关学术研究的赵元任和以

教材开发者身份在国内主持编纂对外汉语教科书

的邓懿。以容闵、詹
5

等为典型代表的留学人员

为国际中文教育树立了跨文化交流的典范，发挥

了留学人员在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加强民间友

谊及促进文明互鉴方面的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尤其在“对

外汉语教学”和“汉语国际教育”阶段，我国留学

人员以公派出国学习国家建设亟须的自然科学学

科为主，不仅出国学习和学成后留海外工作者人

数少，归国后参与国际中文教育相关行业者也较

少。以新中国首批公派留学生为例，他们学成后

全员归国且都被分配至外交部工作④。此后外派

留学人员主要以学习工科、交通运输、建筑为主，

回国后也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燃

料工业部等单位从事科研、教学和生产工作⑤。

直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放开自费出国留学前，我国
留学人员仍以公派自然科学研究生和进修人员为

主⑥，国内派赴海外的对外汉语教师则以选拔中

文系优秀毕业生进行外语再培训方式来培养⑦，

拥有海外学习和教学经验的专职教师较为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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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迅速提升的

背景下，我国各类留学人员数量自“汉语国际推

广”阶段以来快速增长，他们不仅扮演着我国文

化使者角色，是外国民众认识中国形象的重要窗

口，还形成了一批具备国际视野的人才资源，留学

人员以语言教师身份参与国际中文教学的比例呈

上升趋势。据统计，自“汉语国际推广”至“国际

中文教育”阶段，我国留学人员数量在１７年间增
长５９７．７７万，占改革开放以来留学人员总数的
９１％，海归群体增长 ４２３．１７万人，占已完成学业
群体的 ８６．２８％①。在归国留学人员群体的就业
行业分布中，排行榜首的是教育行业，占比达

２３．７１％②，而据全国对外汉语教学与汉语国际教
育基本信息显示，当前专职国际中文教师中有留

学或访学他国经历者占比达 ２７．４％，兼职国际中
文教师中具备海外学习经历者也有１８．５％③。从
数据观察，随着我国留学人员群体规模的急剧扩

大，这一群体求学的学科选择和就业选择趋向多

元化，更多留学人员学成归国后自发选择从事教

育教学工作，成为国内对外汉语教师群体的重要

组成部分。

“国际中文教育”阶段以来，突然爆发的新冠

疫情不仅让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和世界经济面临重

大威胁，也对我国留学人员参与国际中文教育带

来负面影响。疫情爆发后，我国人员出国和外国

人员来华求学、工作受阻。以我国最大留学目的

地美国为例，２０２０年 ２月起，美国开始全面限制
中国航班，２０２０至 ２０２１学年我国赴美留学人数
较两年前减少１４％，而同一时期美国来华留学人
数锐减约 ９７％④。受疫情对人员交流往来的影
响，我国留学人员的海内外国际中文教育教学活

动，尤其是传统教学业务遭受较大冲击。部分留

学人员转为参与在线中文教育，扮演起网课教师

角色。随着２０２２年底我国疫情防控政策的全面

放开和国际上多数国家对我国留学生签证政策的

调整，国内外人员往来和经济交流将迎来强力复

苏。在此大背景下，特别是在新时期我国提出

“打造更加开放包容、更加优质可及的国际中文

教育新格局，更好地满足各国人民学习中文的需

要”的新要求下⑤，我们应当充分认识留学人员作

为国际中文教育事业优质资源库的作用和价值，

进一步发挥好留学人员跨语言、跨文化交流的优

势，鼓励支持并引导留学人员在海外扮演好优质

可及的文化使者和汉语教师角色。

（三）新时期国际中文教育面临的主要困难

及其对留学人员的新要求

新时期，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面临的困难总

结起来主要在学术和应用两个层面。学术层面的

困难包括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服务的汉语本

体（包括汉字、发音、语法等）研究不足以及学术资

源匮乏⑥，不仅需要吸收借鉴其他全球通用语言

（如英语和法语）相关研究并结合创新，而且要注

重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进行长期积累。应用

层面的困难，则主要体现为全球范围内汉语教师的

数量缺口随着中外交流的不断深入而日益扩大。

据统计，当前全球汉语教师缺口量超过 ５００
万，国际中文教师持证人数不足６万⑦，海外汉语
教师师资短缺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以非

洲国家中最早开设汉语教学的突尼斯为例，近３０
年来在突尼斯高等语言学院任教的汉语教师只有

一位本地教授⑧。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海外师资

匮乏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深化对外交流合作面临的

重要挑战之一。

然而，我国培养的相关专业毕业生却无法发

挥相应作用。以国际中文教育专业毕业生为例，

一方面他们“只有少数人有机会到海外工作”⑨，

另一方面他们“几乎没有机会为来华攻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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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春兰强调 扎实推动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华社，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ｇｕｏｗｕｙｕａｎ／２０２２－１２／０９／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７３０８９２．ｈｔｍ。
崔希亮：《汉语国际教育的若干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李可：《走好中国教育强国之路》，《团结报》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４日。
周飞亚，雪村：《谢比勒：一个人的坚守》，《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６日。
崔希亮：《汉语国际教育的若干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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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的留学生授课”，导致该专业毕业生就

业率低迷①。此外，受西方国家对华战略调整影

响，一些外国民众在部分媒体误导下对孔子学院

所谓“意识形态渗透”较为担忧②，部分国家政府

甚至开始关停孔子学院，进一步限制了国际中文

教育专业毕业生通过官方渠道赴海外谋求职业发

展的机会。上述因素不仅使国际中文教育繁荣海

内外中文市场、对外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促进中外

文明交流互鉴的平台功能面临新挑战，也对盘活

用好我国留学人员资源，在海外国际中文教育领

域扮演好优质可及的文化使者和汉语教师角色提

出了新要求。

国际中文教育作为一项专门的事业，除政府

力量的长期投入外，社会和民间力量也是重要的

组成部分。当前，我国留学人员这支基数庞大的

潜在从业力量，主要以文化使者身份在海外宣传

和提升外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缺乏相应引导和

职场契机填补海外中文教育市场教师供不应求的

短板。据访谈数据分析，留学人员都曾在海外与外

国民众建立起友谊关系，６９％的受访者还建立了语
言互助关系，如结为长期语言伙伴。然而，仅有

１５％的受访者表示曾在海外从事兼职或全职中文
教学工作。这表明，尽管留学人员普遍参与了跨文

化交流和语言学习活动，但他们在海外中文教育领

域的参与度仍有提高和拓宽空间，尤其在海外中文

教育市场师资短缺和我国提出打造更加开放包容、

优质可及国际中文教育新格局，更好地满足各国人

民学习中文的新要求下。因此，如何在国际中文教

育事业中更好地鼓励支持和引导留学人员群体，发

挥留学人员跨语言、跨文化交流优势，在海外助力

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将成为未来我国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课题。

二　新时期留学人员在国际中文教育
中发挥作用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一）留学人员在海外参与国际中文教育的

主要方式

留学人员是对外交流的重要桥梁之一，他们

在语言国际传播中，为海外语言学习者增进对所

学语言的种族、国家认同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

我国留学人员在海外积极参与国际中文教育的方

式主要有如下三类。

１．职业型参与
职业型参与指我国留学人员拥有海外认可的

教育从业资格并在海外专职从事国际中文教学。

据教育部数据显示，数十万已完成学业的中国留

学人员选择在留学目的地国就业③，其中部分留

学人员在获得教学资格后成为当地稀缺的职业中

文教师。以英国为例，英国是中国留学生的主要

留学目的地国，同时也是一个高度重视中文教育

的国家④。一位留学英国后取得英国教师资格

证，现任英格兰地区某公立小学中文教师的受访

者表示，英国民众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浓厚兴趣，

越来越多英国学生开始选择中文作为第二外语学

习，众多公立及私立中小学开设了中文课程，部分

公立学校甚至已经将中文纳入了必修课程清单，

这让英国公立学校的职业中文教师岗位需求日益

增多（编号Ｓ２１），为我国留学人员提供了广阔的
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

２．兼职型参与
兼职型参与指留学人员在海外兼职中文教师

传授当地学生中文知识。例如英国诺丁汉大学的

部分中国留学人员常以志愿者身份在学校中国社

团组织下，定期定点与当地民众进行中文交流，除

教授语言外，更多的是通过教学宣扬和传播中国

文化与资讯。曾参与相关活动的一位受访者在介

绍自己成为兼职中文教师的经历时指出，她是在

参与中国学生社团的中文课程活动时发掘了教学

兴趣和热情，并应邀成为一名兼职中文老师。此

后，她不仅能在学生签证允许的工作时限内赚取

生活费用，还能在教授当地民众汉语时传播中华

文化，用“中国视角”提升学生们对中国现代相关

问题的认识（编号 Ｓ２５）。另一位受访者表示，在
积极参与所在大学孔子学院、中国学联和当地华

人协会组织的各类文化交流活动后，她被推荐至

当地公立小学兼职中国文化课程教学，教授中华

２６１

①

②

③

④

参见吴应辉：《汉语国际教育发展报告２０１５～２０１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７３页；亓海峰，邵滨：《高校汉语国际教育
专业硕士人才培养的问题与思考》，《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戴蓉：《国际舆论对孔子学院的误读及化解对策》，ＩＣＣ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８（２）：１２—１８。
《２０１９年度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教育部，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ｊｙｂ＿ｘｗｆｂ／ｇｚｄｔ＿ｇｚｄｔ／ｓ５９８７／２０２０１２／ｔ２０２０１２１４＿５０５４４７．ｈｔｍｌ。
柴如瑾，王忠耀：《前所未有的“汉语热”》，《光明日报》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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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和书法写作等；她认为来自中国的异域

文化容易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使他们在

课堂上积极提问有关汉字意义和文化背景的相关

问题（编号 Ｓ１３）。案例表明，在我国留学人员的
积极参与下，中华文化传播能够更广泛地融入海

外教育体系中，进一步促进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

据访谈数据以及笔者海外访学期间观察，兼

职型参与是当前留学人员群体参与海外中文教育

教学活动的主要形式。从教学方法和专业素养角

度来看，兼职教授中文的留学人员往往难以与职

业教师相媲美，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留学人员与

学习对象之间的私人关系通常更加紧密，教学形

式更具多样性，课堂氛围也更加活跃（编号 Ｓ１５、
Ｓ２４）。留学人员的身份和教学方式不仅有利于
消除外国民众对中国教师可能在授课过程中“夹

带意识形态宣传”刻板印象的偏见①，也有助于以

更加生动、贴近生活的方式传播中国形象和讲好

中国故事，促进文化交流和理解。

３．社交型参与
现代教育体制具有规训特质，但国际中文教

育在知识传播外更突出文化交流特征。我国留学

人员作为文化使者，在海外常有与朋友、同事乃至

商业往来等社会关系“结对子”学习语言的经历，

即留学人员与自身社交圈或语言伙伴间相互学习

语言，或在日常对话中谈及中文、中华文化和中国

时事。据访谈数据分析，超过６０％的留学人员在
海外有教授外国民众中文经历，９３％的留学人员
表示在与外国人士交流时，曾谈及中国相关话题，

主题包括但不限于中华文化、历史、美食等。在此

类场景中，中文教育更凸显其社交属性强、交流互

动强的优势，“讲好中国故事”更多体现为“无形

教育”和“日常传播”。例如，有受访者曾通过阐

述唐朝女皇武则天与近代女革命家秋瑾两位不同

历史时期的中国杰出女性事迹，向外国友人讲述

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历史传承与发展，为跨文化

交流拓展了视角和讨论素材（编号Ｓ１０）。也有受
访者在与外国友人交流中，介绍了中华麻将文化

和规则，并在实际游戏过程中传授了麻将相关中

文术语。基于此主题，该受访者完成了一项关于

麻将文化的课程项目研究（编号Ｓ８），不但成功将
中华文化一个独具特色的层面呈现给了国际友

人，为跨文化交流创造了有趣的互动平台，而且在

学术研究中展示了中华文化在跨国交流中的广泛

影响与价值。

以上数据和案例，从微观层面看，皆属中国留

学人员在海外跨文化交流的场景。它既发生在校

园环境中，也贯穿于留学人员海外社会生活的始

终，属于我国留学人员对外民间交往中锻炼语言

技能、传播中国文化、传递中国声音、交流探讨乃

至扭转海外对华认知的一部分。从宏观层面观

察，我国在海外规模庞大的留学生群体是各国社

会直观感知当代中国人素质与能力的展示窗，是

中国形象、中国故事“走出去”的雄厚力量之一。

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留学人员在与海外社会的交流

实践中，不仅能够，而且已经对海外社会中的中文

教育和中华文化推广做出了较大努力，为提升中

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新时期发挥留学人员在海外国际中文

教育中作用的挑战

留学人员在海外助力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

中虽已取得较好成绩，但在后疫情时代，面对西方

国家对华战略调整导致的国际对华消极态度累

积，如何更好支持和引导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也面

临着许多挑战。

１．国际对华消极态度仍待转变
近年来，面对中国发展步伐的加速，美国部分

政客焦虑地认为西方霸权地位面临挑战，欧美国

家对中国的遏制与打压随之不断升级，同时在舆

论上进行攻击和造势②，致使国际上部分国家对

以孔子学院为首的国际中文教育的消极态度持续

累积。自２０１２年美国孔子学院教师签证风波到
部分国家对中国留学人员进行签证限制，再到欧

美国家接连关停孔子学院，欧美国家政府对华文

化交流态度可窥端倪。基于此，部分外国民众，尤

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一些民众对华态度也开始变得

消极。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最新民调显示，美、

英、德等国民众对华态度近年来急剧转变，以美国

为例，对华持消极态度的比例已从２０１６年的４７％

３６１

①

②

ＭｕｎｒｏＫ．“Ｂｅｈｉｎｄ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ｓ：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ｇｅｎｃｙ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ＮＳＷ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ＴｈｅＳｙｄｎｅｙＭｏｒｎｉｎｇＨｅｒａｌｄ，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ｓｍｈ．ｃｏｍ．ａ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ｓｗ／ｂｅｈｉｎｄ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ｓ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ｇｅｎｃｙ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ｎｓｗ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２０１６０５２５ｇｐ３８８２．ｈｔｍｌ．

李宇：《美英对华舆论攻击特点与应对》，《对外传播》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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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上升至 ２０２１年的 ８２％①。这种态度变化不
仅会影响海外语言学习者对语种选择的倾向，还

将对国际中文教育在海外的市场需求产生影响，

尤其是在那些对华持消极态度的地区，这为后疫

情时代的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挑战。

２．市场化机制不健全
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国际中文教育事业是

“作为政府治理的一部分而出现和发展的”②，国

际中文教育事业自创设至今官方色彩较为浓重。

对比其他国家语言传播机构，如法国的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Ｆｒａｎａｉｓｅ（法 语 联 盟）和 西 班 牙 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Ｃｅｒｖａｎｔｅｓ（塞万提斯学院）等可以发现，成熟的市
场化和学术化机制建设，可以有效减少潜在阻力。

虽然政府的支持在一定时期促进了中文的国际传

播，但在国际对华消极态度累积的环境下，市场化

机制不健全也对以孔子学院为首的我国教学机构

海外形象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③，进而增加了

留学人员对投身相关行业的职业发展前景顾虑。

３．留学人员就业创业引导有待加强
后疫情时代，虽然国内的国际中文教育相关

就业岗位因来华留学生的锐减而竞争激烈化，但

海外中文教师需求不降反升④。目前全球已有８１
个国家将国际中文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海外

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超３０００万⑤，较国际中文教
育元年增长５００万，国际中文教育市场不仅前景
广阔，对海外中文师资的需求也大幅增长。然而

据访谈数据分析，尽管超六成受访者表示希望在

国际中文教育就业方面获得更多支持和政策引

导，但３４％的受访者表示在海外学习生活中从未
听闻来自我国官方和非官方的相关宣传，５０％的
受访者表示从未参与过我国官方和非官方组织的

活动和推广会，仅有１５％的受访者表示在海外从
事过中文教学工作，其中多数是因自身所学专业

或个人兴趣而参与。这表明，我国留学人员在海

外国际中文教育相关行业的就业创业引导仍待

加强。

（三）新时期发挥留学人员在海外国际中文

教育中作用需要处理好的关系

我国留学人员在国际中文教育中扮演着桥梁

和纽带的角色，一端连接着中国文化，另一端连接

着世界各地的学生和学者。要充分发挥留学人员

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作用并取得持续的积极影

响，需要处理好一系列关系。

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当前，国际上对以孔子学院为首的国际中文教

育持消极态度的主要是美国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

这种态度的形成受多重因素影响，包括国际政局变

化、意识形态分歧、媒体歪曲报道等，在短时期内扭

转比较困难。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发展中

国家与我国的经贸合作日益密切，贸易规模和人文

交流稳步提升。这种紧密合作关系有助于提升发

展中国家对中国的了解和友好程度，从而对国际中

文教育持更积极的态度。尽管如此，当前我国的国

际中文教育机构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以孔子课

堂的分布为例，９０％的孔子课堂分布在发达国家，
其中位于美国的孔子课堂占全球总量的 ５０％⑥。
因此，在管理外派机构和引导留学人员参与海外

中文教学时，需妥善处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的关系，优先支持在中文教育方面急需帮助的地

区，如中东欧、拉丁美洲和非洲等，以更好地推广

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基础教育。

２．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我国在海外与各国政府、学校、企业和社会组

织等合作推广国际中文教育事业时，往往有较为

浓重的“官方”色彩，市场化机制不够健全。这一

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源于我国通过孔子学院等官

方渠道推动汉语国际推广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

也反映出对非营利组织的海外运营管理缺乏创新

性，导致在推广过程中强调了官方机构的主导地

位，而市场化机制相对薄弱。在当今国际语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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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市场中，市场力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有

助于减少当地行政限制和政治干扰，还有利于提

升语言学习的可及性和教育质量。要适应全球化

背景下的语言文化推广，有必要处理好政府和市

场的关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借助社会组织以提

供奖励和激励的方式推广民办官助模式，加快已

有办学主体市场化的同时鼓励多方市场主体参

与，为留学人员在海外参与国际中文教育教学活

动创造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环境。

３．专业与职业的关系
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留学人员作为具有国

际视野和跨语言、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重要人才资

源，其参与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必须明确的是，留

学人员出国求学的主要目的通常是在其所选专业

进行深造而非成为国际中文教育从业者，因此首

先要保证留学人员在本专业领域取得成功与发

展。在此基础上，考虑到海外中文教师资源的严

重短缺、国内就业竞争的加剧和新时期我国提出

构建更加开放包容、优质可及的国际中文教育新

格局的新要求，可以通过各方渠道积极向留学人

员提供有关国际中文教育的资讯和信息，从就业

市场需求和职业发展角度为他们提供新的职业规

划和发展机会建议，鼓励留学人员基于兴趣和能

力选择职业道路。这样不仅有利于充分发挥留学

人员跨语言、跨文化交流能力强的优势，为国际中

文教育事业作出贡献，还可以满足留学人员的潜

在就业需求，同时有利于满足语言教育市场的师

资需求和国家文化推广传播需求。

三　新时期发挥留学人员在国际中文
教育中作用的战略实施

我国留学人员群体是国际中文教育和对外民

间交往的生力军和优质资源库。然而访谈数据显

示，８２％的留学人员认为我国官方和非官方组织
在海外的中华文化推广以及国际中文教育相关就

业创业引导方面存在不足，６６％的受访者表示希
望获得更多与就业创业相关的支持和政策引导。

因此，有必要重视留学人员优质资源库作用，为留

学人员提供相关就业指导，健全市场化机制并激

发留学人员的自主性和自觉性，促进国际中文教

育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一）重视留学人员优质资源库作用

语言文化合作交流不仅可以增进国与国之间

相互了解、认知和理解，还能为实现沟通政策、畅

通贸易、融通资金夯实社会基础①。在我国大力

推进国际语言文化合作、深化国际中文教育的当

下②，有必要发挥我国留学人员作为国际中文教

育事业优质资源库的作用，建立并动态更新留学

人员信息库，由统战部门与教育部门协同，引导留

学人员加入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

等社会组织，准确掌握留学人员的数量、分布情况

和动态变化，开展专业数据分析，有针对性地制定

就业创业相关扶持政策，充分利用留学人员群体

规模庞大且具备跨语言、跨文化交流能力的特质，

为我国全面推进国际语言文化交流合作和对外民

间交往奠定坚实基础。

（二）为留学人员提供相关就业指导

我国留学人员是国际中文教育领域中一支基

数庞大的潜在从业力量，但拥有国内外职业从业

资格的是相对少数。可利用现有的海外渠道（如

孔子学院、华文学校等），为留学人员开设国际中

文教学的初级师资课程、师资学位和进行文化宣

传指导。相关机构在文化宣导的同时，应肩负起

培养和扩大海外职业中文教师队伍的双重使命，

形成一批人才汇聚、活力充分激发的中文教师队

伍，为海外中文教育市场培养和输送合格人才。

此外，通过兼职和以社交方式参与国际中文教学

的留学人员往往缺乏专业教学的系统性知识与经

验，易在初期教学过程中挫伤授课积极性。针对

此类项目，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可以支持海外中

文教育从业者建立相关社团，或通过海外大学的

中国学联，在留学人员群体中建立中文教育的学

生社团，对有志参与国际中文教育的留学人员提

供相关专业指导和就业服务。

（三）健全市场化机制

健全国际中文教育市场化机制不仅可以避免

政治上、外交上“污水泼身”，同时可以提供更加

灵活和多样化的教育选择，激发教育机构和留学

人员的创新活力，促进竞争和提高教育质量。近

年来，中文国际传播事业的发展呈现立体化、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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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多元化趋势①。从“悟空中文”“Ｐｒｅｐｌｙ”“Ｌｉｎ
ｇｏＡｃｅ”等网络平台企业参与国际中文教学的实
践可以看出，当前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平台

的壮大已经成为社会力量参与国际中文教学的重

要渠道，在为国外中文习得者提供便利的同时，也

拓展了留学人员参与国际中文教育的空间，让

“兼职型”“社交型”中文教学更好地发挥了作用。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加强市场化发展，在

政府可控范围内引入更多市场要素和机制，从全

球中文市场的需求出发调动社会力量（企业、语

言学校等）积极参与，降低官办色彩的同时让中

文在全球语言教学产业中的参与度更强。

（四）激发留学人员的自主性和自觉性

我国是全球第一大国际生源国，我国留学人

员构成以自费留学群体为主，占比超 ９成②。这
一群体虽然没有明确的管理部门监督，但总体而

言，他们“教语言”和“讲文化”时有较强的自主性

和自觉性。有调查显示，８７％的留学人员在留学期

间曾对身边的老师、同学等介绍过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成就和制度优势，９４％的留学人员在面对某些
抹黑中国的不实报道时会主动向外国民众澄清③，

有身在海外仍要维护祖国荣誉与尊严的自觉。但

是，也有案例表明，尽管不少留学人员有心在海外

维护我国主权尊严与领土完整，但在陌生语境下，

面对当地人的强势质疑时，仍会因语言应用能力

有限而有回应乏力的“手足无措”感④。因此，有

关部门有必要加强对留学人员群体的思想引导和

生活就业关怀，激发留学人员在文化宣传、语言教

授和国家形象维护等方面的自主性和自觉性。如

通过加强欧美同学会海外联络站建设和完善对留

学人员服务保障机制、在各留学目的地国建立线上

“留学人员之家”综合服务平台等举措，进一步为

留学人员提供思想引导和心理支持、文化适应指导

和就业创业信息等，帮助留学人员更好融入海外学

习生活，提升个人能力和专业水平，为推动中外交

流和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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