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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海

外中文学习者群体不断扩大，对中文的学习需求逐步扩展到

各个职业领域。然而单纯的以汉语综合、语法理论为主要内

容的对外汉语教学资源并不能满足学习者职业发展需要。为

满足各国中文学习者的学习需求，越来越多的海外中文教学

机构开展了“中文+职业技能”教学，但是均面临“中文+职业

技能”教学资源相对匮乏的问题。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发挥

统筹协调作用，凝聚各类行业、企业、职业院校力量，结合

“中文+职业技能”实际需要，制定“中文+职业技能”教学资源

建设行动计划，主要内容如下： 

一、基本原则 

1.需求导向。立足走出去企业海外本土员工、孔子学院

学生和国内留学生等群体对职业中文的学习需要，创新国际

中文教学资源研发内容，满足国内外中文学习者学习需求。 

2.服务发展。充分发挥国际中文教育和职业教育走出去

的优势，形成国际中文教育和产业良性互动，服务中国对外

开放和海外中资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3.标准引领。依据《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

制订“中文+职业技能”教学资源开发标准，强化内涵建设，确

保教学资源的开发质量。 

4.多元合作。建立由政府部门、行业组织、大型走出去

企业、职业院校和出版单位共同参与、多元合作的资源开发

机制，保障教学资源的适用性和针对性。 

二、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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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建立互利共赢的合作机制。由中外

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统筹，有色金属工业人才中心牵头，以北

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和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两个“中文+

职业技能”基地为抓手，组织职业院校、走出去企业和对外汉

语教学专家联合开发针对职业教育和员工培训的多语种“中

文+职业技能”教学资源。先期以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

语为主，后期逐步扩大语种范围。争取利用 3-5 年时间出版

完成 300 本“中文+职业技能系列教材，开发 50 个紧缺专业

（机电设备维修技术、矿山采选技术、冶金技术、安全生产

与管理、建筑工程、电子商务等）的 500 门网络课程资源和

2000 个微课程等教学资源，研发“中文+职业技能”APP 手机

学习端。建立多语种数字化教学资源库。 

三、重点任务 

1.研制高质量教材 

发挥“中文+职业技能”基地作用，开展一线调研，实现海

外本土技能人才培养和企业需求的精准对接。一是根据走出

去企业培训需求，梳理企业一线生产过程的典型工作任务、

交际语言点，系统开发包括机电设备、安全环保、矿山采选、

建筑施工、工程车辆维修等岗位工种急需的“中文+职业技能”

培训教材，服务企业一线生产。二是立足走出去企业社区实

际，系统开发包括畜牧养殖、农作物种植、服装加工、工艺

品设计与制作、医疗护理等专业“中文+职业技能”培训教材，

提升社区居民就业能力。三是面向海外中文学习者和国内留

学生，系统开发电子商务、物流管理、旅游管理、信息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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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化、机械制造等专业教材，满足合作国年轻人职业发展需

要和就业创业本领。 

2.开发高水平课程 

根据走出去中资企业和合作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充

分考虑不同国家地域、文化和语言的差异性，因地制宜，将

理论教学内容同实际生产现场操作有机整合，适当引入中国

传统文化，校企共同研制科学适用的海外人才培养方案，开

发一批既符合学习者身心发展规律，又符合海外企业发展实

际需求的高水平“中文+职业技能”课程。 

3.建设数字化资源 

根据后疫情时代的教学需要和特点，建立优质数字化“中

文+职业技能”教学资源库，解决海外部分国家和地区中文教

师和教材匮乏的问题，满足各类学习者利用碎片化时间实时

学习的需要。创新校企联合建设教学资源模式，依托“中文+

职业技能”基地平台、中文联盟网上学习平台和中国海外职业

技术学院国际在线教育云平台，对接主流生产技术和相关语

种，开发多语言的数字化教学资源，面向海外中资企业本土

员工、孔子学院在校学生开展远程教育培训。 

4.培训专业化开发队伍 

依托“中文+职业技能”基地，由职教专家、对外汉语教学

专家、企业专家和出版社专家组成培训团队，依据资源开发

标准和规范，强化质量意识，对参与教学资源建设的教师进

行系统培训，集多方资源打造一支能够适应教学资源开发需

要又符合国际中文教育教学需求的专业化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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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完善推广机制 

发挥“中文+职业技能”基地示范作用，依托走出去企业与

中国海外系列职业技术学院、国家开放大学海外学习中心面

向走出去企业海外本土员工大面积、成建制推广学习应用“中

文+职业技能”教学资源，解决走出去企业的迫切需求。支持

企业将“中文+职业技能”纳入企业生产链、供应链、人才链构

建体系。服务孔子学院转型升级，服务来华留学提质增效，

在全球海外孔子学院、来华留学生中推广应用“中文+职业技

能”教学资源，提升中文学习者获得感。 

四、保障措施 

1.建立健全机制 

为推动“中文+职业技能”工作，建立教学资源开发协作机

制。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牵头组织制定工作计划，推动落

实相关工作。有色金属工业人才中心协调企业、院校，组织

教学资源开发。组织成立专家指导委员会，指导开发工作。

各海外企业和孔子学院落实实际需求，组织员工和社区居民

及孔子学院在校生使用教学资源。各职业院校协同企业专家、

语言学专家研发教学资源。 

2.发挥基地作用 

以“中文+职业技能”基地建设为龙头，通过设立重点教学

资源项目、专业开发团队等方式，构建高水平教学资源建设

平台。开展资源建设相关人员培训，提升教学资源建设队伍

专业化水平，为资源建设、管理和开发提供保障。开展“中文

+职业技能”相关研究。搭建基地与海外企业联动机制，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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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建设的适应性。 

3.优化投入结构 

将开发“中文+职业技能”教学资源纳入职业教育双高校

建设和考核内容，纳入海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考核指标。积

极争取教育、文化、新闻出版领域的财政支持。完善“中文+

职业技能”教学资源开发激励机制，对符合建设需求的教学资

源给予资格认定；对非重点方向教学资源，进行鼓励性支持；

对服务战略行业、急需语种、重点技术领域的精品课程和教

材给予重点支持并打造样板范例。 

4.加强品牌管理 

围绕“提质培优、增值赋能”主线，进一步强化质量意识，

着力打造精品，建立“中文+职业技能”教学资源开发质量跟踪

与反馈制度，加强过程管理，组织专家进行专业指导和评估

工作，保障开发一批满足各方中文学习者的高质量教学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