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介绍（一） 

该系列课程的教学对象为汉语水平为 HSK4-5级的汉语学习者，课程设置包

括《汉语综合课》、《汉语口语课》、《HSK习题课》、《HSKK训练课》以及《中国

文化课》。 

《汉语综合课》将听说读写译五大语言能力和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等

语言要素教学相结合，着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汉语口语课》以培

养学习者的汉语交际能力为重要目标，为学生能够“听懂汉语”“自由表达”

“无阻交际”提供重要保障。《HSK习题课》、《HSKK训练课》以汉语水平考试为

导向，通过真题训练和解析，帮助学生了解考试，助力学生顺利通过考试。《中

国文化课》是建立在语言学习基础之上的课程，包括中国旅游、中国美食、中

国传统节日和艺术等模块，旨在让汉语学习者加深对中国的了解。 

 

《汉语综合课》 

选用《HSK标准教程 4》（下）、《HSK标准教程 5》（上）、《HSK 标准教程

6》（上）等教材，实现了课程内容与 HSK考试内容、形式及等级水平的全方

位对接。课程从学习者最感兴趣的日常生活、社会交往、人与自然和科技发

展等热点话题出发，介绍现代中国的基本情况，对比中外差异。同时，本课

程将深入讲解相应的的汉语词汇和语法知识，系统训练学习者综合运用听、

说、读、写、译五项言语技能，提升学习者在不同情境下，就不同话题运用

汉语进行得体交际的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习者可以能够用汉语就比

较复杂的话题进行交流，表达能较为规范、得体，能为进一步学习后续课程

打好基础。 

《汉语口语课》 

选用《汉语口语速成》基础、提高等教材，主要教学内容包括教学大纲

中以乙级词汇为主的常用词、汉语特殊句式、复句以及日常生活、学习、社

交等交际活动的简单交际项目。教学环节包括“教师根据教材内容抛出相应

话题，启发、引导学生围绕该话题进行思考和表达”“教师指导学生形成正确

的表达方式，让学生敢于表达、乐于表达，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汉语的兴

趣”“学生总结本课所学口语表达方式，教师进行补充”等，真正发挥学生的

主导作用，旨在提升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使学生通过汉语口语课的学习，

提高自身语音表达的准确性、言语表达的正确性以及语用表达的得体性，理

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帮助学生顺利通过汉语水平口语考试

（HSKK），为学生进一步学习汉语，了解优秀中华文化打下基础。 

《HSK习题课》 

定位于为准备参加 HSK四级考试、HSK 五级考试、HSK六级考试的汉语学

习者服务，旨在引导学生有效地学习汉语，使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既能全方

位地提高汉语综合运用能力，又能在 HSK考试中取得理想成绩。该门课程紧

扣 HSK考试大纲，紧跟真题的变化趋势，为同学们提供一些反映社会时代变

化的新语料。该课程采用“立足 HSK考试真题、重点题型重点讲练”的设计

思路，内容涉及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等各语言要素的讲解和汉语

听、说、读、写各种技能的训练，同时也会设置分项强化训练，具体解说各

级别考试的重点难点、常见错误和应试策略。通过该门课程的学习，学习者

可以更加了解自身在汉语学习方面存在的不足、检查自己的学习效果、改进



自己的学习方法，从而有针对性地克服具体困难。 

《HSKK 训练课》 

定位于为准备参加 HSKK中高级考试的汉语学习者服务，旨在引导学生掌

握听力技巧，提升口语水平，能够听懂并用汉语较为流利地与中文为母语者

进行交流。该门课程采用“立足 HSKK真题、反复模仿练习、从语言测试角度

掌握口语作答技巧”的设计思路，内容涉及汉语的基础发音巩固训练、听力

理解训练、简单问答对话训练、个人表达训练。通过该门课程的学习，学习

者可以更加了解自身发音不足，改善发音不清、不准，充实表达内容，从而

更具体地分析自身口语问题，提升表达能力。 

《中国文化》 

《跟我游中国》 

《跟我游中国》部分主

要介绍中国热门城市

（包括但不限于北京、

上海、西安、杭州、重

庆、哈尔滨、大连、三

亚等）的自然风光和人

文历史，让学生通过游

览中国城市了解中国不

同地域的文化，感受中

国不同地域的特色。 

《吃遍中国》 

《吃遍中国》部分主要

介绍中国地方特色美

食，以东北、华北、东

南、西北、西南等几个

地区的特色美食组成课

程内容，通过介绍地域

美食让学习者感受中国

东西南北的差异，体验

不同的饮食文化，从而

了解美食背后的文化。 

《中国传统节日和艺术》 

《中国传统节日和艺术》

主要分为“中国传统节日

介绍”和“体验中国传统

艺术”这两部分。“中国

传统节日介绍”以中国几

个主要的传统节日（春

节、清明节、端午节、中

秋节、重阳节等）及节日

习俗组成课程内容；“体

验中国传统艺术”则包括

体验中国书法艺术、中国

剪纸艺术、编织中国结艺

术，让学习者在实际操作

中感受中国文化。 

 

 

 

 

 

 

 



课程介绍（二） 

该系列课程的教学对象为海外本土汉语教师，课程设置包括《汉语基础理

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法》、《跨文化交际学》、《中国文化要略》等。 

《汉语基础理论》以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文字、修辞等内容为基础，

加深学习者对汉语系统知识的认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法》是一门理论兼

顾实践的课程，通过理论介绍、讨论等方式，提高学习者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

的教学能力。《跨文化交际学》是帮助汉语教师面对不同国别、不同文化背景的

汉语学习者更好地规避“文化冲突”导致的交际不畅、教学阻碍等实际问题，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中国文化要略》旨在为本土汉语教师提供一个了解中国

文化的简明文本，使之对中国文化的特征有所把握，有所思考，以启发教学。 
《汉语基础理论》 

汉语基础理论课是面向汉语教师的基础性课程。本课程系统地介绍了现

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和汉字方面的基础理论以及基本知识，并进行基本

技能的训练，从而培养和提高本土汉语教师理解、运用和教授汉语的能力，

为其之后的教学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课程采用讲授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

力求讲练结合、教学结合，具体表现为：在明确了教学内容之后，本土汉语

教师还应思考如何向学习者讲解此内容。教师也会选取一些汉语教学中的重

点和难点内容分配给学员，由学员自行组成若干小组设计试讲。课程不仅能

加深本土汉语教师对汉语各方面知识的认识和理解，还能收获一些教学技

巧，提升教学能力。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法》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法是面向汉语教师的一门理论兼顾实践的课程， 

课程通过系统地学习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基本理念、各教学法流派的理

论基础、适用范围、优缺点等内容，提高理解、运用、研究汉语作为第二语

言教学方法的实际能力，为从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工作提供理论支撑。

同时，课程讲授的课堂教学有关的基本理论、教学对象的心理特征、教材的

分析与整合等，与教学实践联系紧密，为开展课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堂

教学提供方法和借鉴。 

《跨文化交际学》 

    跨文化交际学是面对海外本土汉语教师的一门基础性课程，课程内容包

括跨文化交际的基本概念与基础理论，通过学习，能够提高学习者理解、运

用、研究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实际能力；能够具有发现和分析教学工作中的跨

文化交际行为的能力；能够具备运用所学跨文化交际的理论知识解决教学中

遇到跨文化交际障碍与冲突的能力。同时，培养学习者宽广的人文情怀，提

高自我学习、自我更新与终生发展的能力，不断持续汲取跨文化交际的新理

论、新方法，促进自我更新与发展，为更好地进行有差异的文化背景的语言

教学提供理论基础。 

《中国文化要略》 

中国文化要略课以张岱年、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为参考，意

在为本土汉语教师提供一个了解中国文化的简明文本，使之对中国文化的特

征有所把握，有所思考，以启发教学。课程秉持着“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的理念，在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上展开。课程中，教师在介绍中国传统文化

的同时，还会结合中国的现当代国情，引导学习者对比古今观念的变化，探



寻中国文化中深层次的内核。此外，我们还支持学习者发挥本土教师的优

势，先从他们本国的文化视角出发，切身体验以一个第二语言“学习者”的

身份去接触中国文化的感受，再在此基础上转换身份，思考教学策略。课程

结束后，本土汉语教师将树立起“求同存异，平等互鉴”的文化教学观，掌

握中外文化对比和古今文化对比等教学方法，激发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兴

趣，鼓励学习者能动的看待中国文化，提出自己的认识和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