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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当前国际汉语教学研究的学术方向与发展趋势——基于
2014—2020 年《国际汉语教学研究》载文分析
师念倚 张申平

西安石油大学人文学院，中国·陕西西安

论文采用文献信息统计分析和综合归纳研究方法，对2014—2020年《国际汉语教学研究》期刊载文进行专题研究，通过对
论文内容的数据统计分析，了解近年来国际汉语教学研究的学术方向与发展趋势，进而把握相关领域学术前沿和研究热点
和重点，同时也对该期刊的学术特征和贡献进行了大致分析和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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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是由中国教育部主管、北京语

言大学主办、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承办，世界汉语教学学会

给予学术支持的季刊，该期刊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首批认定

学术期刊。

自创刊以来，该刊一直秉承此优良传统致力于推动汉

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学科建设发展，为教学研究和学术发展

添砖加瓦，被誉为“对外汉语人自己的杂志”。论文拟通过

分析 2014-2020年该刊载文，来把握当前汉语国际教育研究

的学术方向与发展趋势，以及相关研究领域热点和重点，并

对该期刊的学术特征和贡献进行分析，希望以此为学界相关

研究提供借鉴。

2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载文数据统计和分析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常设“教学研究与实践”“教

材研究”“学习与认知研究”“测试与评估研究”等专栏。

论文拟采用文献信息统计分析法，归纳和揭示载文的数量比

例和学术研究的变化特征和规律。根据刊物载文内容，发表

论文基本归类为“学科建设”“教学研究”“教材研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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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发展”“习得与认知研究”“测试与评估研究”“汉语本

体”“教学理论和教学法”“教学史”和“海外教学”等十类，

总共计入文献 400余篇，其中不包括“主持人语”“北语模

式”“标准与大纲”“教学动态以及资讯类”等栏目载文。

此分类大致根据期刊文章的关键词和具体内容，并借鉴

了同行类似做法，比如“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教学”都

归为“教学研究”类，以避免重复计数 [1]。通过分类梳理和

综合归纳，现结合数据分析结果，对相关研究现状进行总结。

2.1 整体内容及其比例分析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为季刊（见表 1），一年共出版

四期，在 2014—2020年的七年间共出版了 28期。论文对此

28期文献分别进行数据统计和比例分析，计算出每期各类

论文的篇目数以及在该期刊文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百分比

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整体数据统计见图 1。

表 1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4—2020 年刊发各类论文篇目数及百分比

图 1 整体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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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显示，2014年至 2020年各类论文篇目占据总篇目

数百分比的排序依次为：1.教学研究；2.学科建设；3.汉语

本体；4.教材研究与习得与认知研究；5.教学理论和教学法；

6.教师发展；7.海外教学；8.测试与评估；9.教学史。可见

自《国际汉语教学研究》创刊以来，所发布论文的选题主要

集中于教学研究、学科建设两部分，共占比 47%。其中“教

学研究”方面占据比重最大，共刊文 127篇，占比为 32%；“学

科建设”方面刊载 59篇，占比为 15%。其余各部分内容占

比均不超过 10%，载文分布方面具有冷热不均衡的现象。

表2是按照年份来统计该期刊内容各类目的载文数据。

由表 2可知，该期刊录入教学研究方面文章权重最

高，例如“教学篇”共有 127篇文献，占比数据高达到

31.75%。学科建设研究论文共计 59篇，占比达到 14.75%。

而知识介绍性文章的占比在逐渐削弱 [2]，比如“教学史”一栏，

历年期刊中一共刊文 8篇，占比只有 2%，且 18年之后基

本没有此类论文刊载。自 2014年后每期期刊的文献刊载数

量呈逐年递减趋势，但中国知网《国际汉语教学研究期刊》

的统计与评价专栏数据显示 2014—2020年科研基金资助的

文献数量却呈浮动增长的态势，上述对比可以说明，在对外

汉语研究领域的学术引导能力逐年增强，发文质量和研究方

向也越来越具有代表性。

2.2 研究重点分析

为准确把握当前汉语国际教育研究的重点，特对近七

年《国际汉语教学研究》的载文进行这方面的归纳分析：

教学研究类论文占比高达 32%，是该期刊论文选题的

重中之重 ,刊载篇数处于一种相对平稳的态势。中国知网官

方数据统计与评价显示，在《国际汉语教学研究》近十年

文献所属栏目中，排名前三的专栏分别为“教学研究与实

践”“资讯”以及“基于教学的汉语研究”专栏。论文统计

分析中“资讯”类专栏文章未计入，同时将其余两个专栏合

并为“教学研究”类进行统计。由图 2可见，近两年来教学

研究类文献刊载量虽有下降的趋势，但其占比还是很重，始

终居于第一位，这必然会影响到其他栏目的论文刊载量 [3]。

学科建设代表着整个对外汉语教育的发展方向，其重

要性不言而喻 [4]。从图 3可以看出，该期刊近十年文献的关

键词分布的学科领域中占比最大的是国际汉语教学所属的

中国语言文字领域，共占比 87.2%，而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

占比 4.2%，计算机与计算机软件应用占比 3%。其余初等教

育、高等教育等教育类别的文章，还有医学、金融以及出版

等学科文章占比均在 3%以下。可见中国语言文字方面文章

仍是该期刊的主力军，这表明了国际汉语教育学科发展必须

有基本的学科领域和基础知识作为依托。

刘珣先生说：“教学实践既包括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

学习者的教育，也包括对未来的对外汉语师资的教育 [5]。”

教材、教师和教法这“三教”问题一直都是教育类研究的热

点。如图 1所示，在该期刊中，教材研究、教师发展以及教

表 2 按照年份来统计该期刊内容各类目的载文数据

图 2 教学研究类趋势变化图



85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5卷·第 05期·2022 年 03月

学法类的论文占比相对来说较为均衡。关于教法，近年随着

教育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教学，网络技术和教学融合起来，

汉语课堂教学灵活丰富多样，特别是从去年开始受新冠疫情

肺炎的影响，全球各地都在开展线上教学，这表明了现在已

经不再单是注重传统教学方式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与时俱

进，突破网络与传统教法之间的限制，建立网络技术与现代

教育的联系。

3当前国际汉语教学研究发展趋势和前沿方向

3.1 整体研究趋势

自疫情来，各大对外汉语教学期刊将刊文重点放在了

新形势下的线上中文教学研究，教学形式以及教学对象也呈

现出新的趋势：

①从教学形式来说，疫情期间，中国高校的留学生基

本都在国外。许多高校为了继续留学生的培养，不得不将课

堂搬到网络上进行，疫情过后很有可能会将线下和线上的教

学方式相结合，甚至网络教学占据主体，主动探索网络教学

的可能性，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专门化网络课程，开拓出一种

新型的汉语学习渠道。

②从教学对象来说，国外中小学许多国家将汉语教学

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比如新加坡。另外，职业汉语学习者也

在不断增加，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沿线的国家，对职业

汉语的学历生需求更大，“中文 +职业”的汉语学习是深

化国际交流、更好的服务职业需求的有益尝试，可以培养出

更多优秀的中文职业化人才。中国的汉语教学也不再是单一

化的高校成人课堂汉语教学模式，而是从学习者的年龄、学

习方式以及学习内容都有了质的改变。

3.2 学术研究前沿

新局势的变化为汉语教学指明了许多新的研究方向，

作为对外汉语学人的一份子，我们也要积极顺应时代变化趋

势勤加思考总结，探究更有益于世界汉语教学发展的主题。

对于本刊来说，教学研究占主要地位。从疫情下的学

习情况来看，汉语教学对象逐渐少年化，可以从青少年习得、

教学方法、教学原则、课堂管理等方面，拓展出更为多元化

的教学研究课题。另外，职业汉语教学也可以从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以及教材编写等方向的课题深入探讨。

对外汉语教育学科融合了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等

多种学科，学科的发展离不开跨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支持。在

网络教学时代的洪流下，也应该研究与网络教学有关的现

代科学技术课题，比如计算机辅助教学、多媒体教学、互联

网大数据等。既可丰富本刊学术资源，也可促进更多汉语

学人的思考，为对外汉语教育学科的现代化技术建设扩枝

散叶。

学科理论的教学和方法是人来实践总结掌握的，人才

很重要。顺应时代而为，对外汉语教学师资力量不再是单纯

的语言学人，我们更需要跨学科的语言学者，特别是与网络

技术相关的人才，只有与相关领域的专家合作，进行跨学科

研究，我们才能在线上汉语教学的领域中，找到网络汉语的

重大研究方向，打破远距离教学的问题屏障。

图 3 期刊近十年文献的学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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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从对近七年来《国际汉语教学研究》期刊载文的分析情况得

出，汉语国际教育的教学研究是重心，学科发展是需持续关

注的主题，“三教”内涵也在不断丰富。新冠疫情的爆发，

对汉语国际教育的事业发展造成一定影响，网络教学的发展

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作为对外汉语学人，我们应该顺应时代

变化，不断调整自己，跟上信息技术与汉语教育融合的步伐，

在变化中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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