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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与国际教育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级学科代码：045300）

一、培养目标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按照实践性、复合型、国际化的人

才培养要求，培养适应能力强、有较全面的实用教学技能的国际汉语教师；把外语能力、

汉语知识、文化素养和教学技能有机地结合起来，突出实用性，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并重，

汉语外语并重，适当加入中华才艺等技能性课程；学生毕业后能在各级各类学校、教学机

构从事汉语教学，也能在政府部门、公司或企业等机构从事与汉语或中华文化相关的工作。

二、学科方向

汉语国际教育

三、学习年限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基本学制为 2.5 年。学习年限最长为 5 年（含休学

时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攻读本学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需获得必修课 20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12 学分，必修

环节 7学分，总学分不低于 39 学分。具体课程设置附后。

五、培养方式

采用课程学习与汉语国际教育实践相结合，汉语国际教育与中华文化传播相结合，导

师指导与实习指导教师指导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1. 每位研究生须根据本专业培养方案，在导师的指导下，结合本人实际，在入学后三

周内，制订出个人培养计划。个人培养计划经导师审定后，报二级学院和研究生院备案。

2. 核心课程：教师讲授与学生自学相结合，学生独立完成课程作业和课程论文等任务。

3. 选修课程：教师讲授与讨论相结合，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掌握国内外研究状况，了解

最新研究动态，学生独立完成课程作业和课程论文等任务。

4. 第二学年开始开展专业实践。

5. 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学位论文选题，并制订研究计划和研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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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必修环节

本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必修环节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学术活动：本学科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参加 10次以上（含 10次）的学术活动（学

术讲座，学术报告会，学术会议等），学术活动结束后，由导师对其进行考评。

2. 专业实践：专业实践可以在校外或校内开展。在校外完成的专业实践由校内校外双

方指导教师共同指导完成；在校内完成专业实践，应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结合教学和科研

工作开展。专业实践结束后，应提交实践报告以及相关的资料。

七、学位论文与毕业考核

1. 至毕业时，须作为第一或第二作者（第一作者为导师）并以浙江科技学院为第一单

位在 SSCI/CSSCI/CSCD/一级期刊（浙大版）/核心期刊（浙大、北大）/《浙江科技学院学

报》上发表（含录用）与其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 1篇及以上（刊物级别以论文投稿日期

的最新版为准）；或取得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或考取国家汉办汉语教师志愿者；或参与与

其学位论文有关的著作（不含教材、翻译）执笔 15000字以上，且有本人署名；或作为第一

或第二完成人（第一完成人为导师）并以浙江科技学院为第一专利权人单位，获授权与其学

位论文有关的实用新型专利 3项或软件著作权 3项或外观设计授权 6项；或作为第一完成人

获得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三等奖及以上；或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 A类省级/B类国

家级（按照《浙江科技学院大学生科技竞赛管理办法（修订）》（浙科院教〔2018〕7号））

三等奖及以上；或与企事业单位签订与其学位论文有关的横向合同并产生经济效益的工程/

方案被企事业单位采用，并公开实施（具体实施细则另行制定）。

2. 研究生修满学分并经考核合格后，进入学位论文写作阶段。学位论文在导师指导下，

由硕士研究生本人按计划进度独立完成。学位论文可以是专题研究，也可以是调研报告、教

学实验报告、典型案例分析、教学设计等。论文应能体现论文作者综合运用基础理论和专业

知识的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 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各项学习任务，成绩合格并修满规定的学

分，通过论文答辩，准予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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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注：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按照中宣部、教育部有关文件执行，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为 36 学时，其中课内学时为 32 学时、课外学时 4学时；《自然辩证法概论》、《马克思主

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为 18学时，其中课内学时 16 学时、课外学时 2学时。

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总学时 学分

开课学

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必
修
课

公

共

学

位

课

000001
3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1 考试

必修 6
学分

000001
11003 硕士英语 2 32 2 1 考试

000001
11004 硕士英语口语 2 32 2 2 考试

核
心
课
程

009045
34001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 64 4 1 考试

必修 14
学分

009045
32002 第二语言习得 32 2 2 考试

009045
32003 国外汉语课堂教学案例 32 2 2 考试

009045
32004 中华文化与传播 32 2 2 考试

009045
32005 跨文化交际 32 2 1 考试

009045
32006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32 2 2 考查

选
修
课

汉语知

识及其

教学类

00904532007 汉语语言学导论 32 2 1 考查

三个类

别必须

至少各

选一门

课，且

选修学

分不少

于 8 学

分

00904532008 汉外语言对比与偏误分析 32 2 1 考查

00904532009 汉语教材与教学资源 32 2 2 考查

中华文

化传播

与跨文

化类

00904532010 中国思想文化 32 2 1 考查

00904531011 欧美语言文化研究 16 1 1 考查

00904531012 汉语国际推广专题 16 1 2 考查

教育与

教学管

理 类

00904532013 汉语国际教育研究方法 32 2 1 考查

00904532014 外语教育心理学 32 2 2 考查

00904531015 国外中小学教育 16 1 1 考查

00904531016 教学调查与分析 16 1 1 考查

00904531017 课堂观察与实践 16 1 1 考查

00904531018 教学测试与评估 16 1 2 考查

中

华

才

艺

与

展

示

00904531026 中华歌舞 16 1 1-2 考查

限选

1—2学
分

00904531027 中华器乐 16 1 1-2 考查

00904531028 中华书画 16 1 1-2 考查

00904531029 中华茶艺 16 1 1-2 考查

00904531030 中华武术 16 1 1-2 考查

公共选

修课

00000111005 二外德语（上） 32 1 1 考查

选修

00000111006 二外德语（下） 32 1 2 考查

00000111007 二外日语（上） 32 1 1 考查

00000111008 二外日语（上） 32 1 2 考查

00000091002
中国传统文化评析 16 1 1 考查

必修环

节

009045
31004 学术活动

不少于

10次 1 1-3 考查
必修 7

学分009045
36006 专业实践

不少于

一学期
6 3-4 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