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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国际学位生中文教学的专业性、学术性逐渐明晰，面向国际学位生的学习需求调查也

证明了这一点。因而高校国际中文教学改革，应突出对国际学位生中文学术能力和学术素养的

培养与训练。以“通用学术汉语”为核心的新形态教材建设，顺应高校国际中文教学的发展趋

势和学生的学习需求，已完成编写并付诸教学实践。教材编写借鉴了联通主义学习理论相关理念，

并以其学术性、通用性、多模态和多元化为教和学提供了更丰富的网络化空间。

世界各国对汉语人才的需求，不仅表现为中文学习者数量的持续增加，开设中文课程的学

校、机构、平台和课程门类等相关数据不断增长，也反映为来华国际学生学历层次结构的变化，

即高学历专业型人才的培养需求更为突出。其中 2019 年来华国际学生中学位生比例为 54.6%；

2021 年学位生占比达 76%，比 10 年前提高了 35 个百分点 1。

在这一背景下，面向国际学位生的高校中文教育正在经历着包括教育理念到教学模式的系

统性变革，由传统的普及性、基础性教学向专业性、学术性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发布实施的《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GF0025-2021）（以

下简称《新标准》），对高等级（七 - 九级）水平在“专业课程学习”“高层次和专业话题”“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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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国际中文教育正由传统的普及性、基础性教学向专业性、学术性转变，国际学位生

提升中文学术能力和学术素养的需求日益凸显 , 本文提出以“通用学术汉语”为核心展开高校

国际中文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在现代教育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联通主义关于学习网

络的理论分析和实践，为通用学术汉语新形态教材的编写提供了适宜的视角和重要启发。重在

联通的通用学术汉语教材，突出教学内容的学术性、通用性和教学路径的多模态、多元化，注

重知识提取和活动指导，重视学习者在网络化的学习和协作中实现能力拓展和知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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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场合专业内容”“学术研究”等条件下的相应能力，做出明确要求和说明，可以说正是对新

时代国际中文教育向专业性、学术性高层次发展的直接反映。

然而实际情况是，仍有相当数量的国际学位生，其中文水平能够满足日常交际需要，但是

中文学术能力明显不足。以浙江大学为例，平均每年有近 5000 名国际学位生，分别进入计算机、

农业、医学、经济、传媒等近百个专业学习。学生们在入学时大多已得到过系统的语言基础知

识学习，具备中级或更高 HSK 水平，但据专业学院反映，“顺利使用中文完成本学科、专业的

学习和研究任务”2 ，对不少学生而言仍相当困难，其学习效果和专业水准也因此大打折扣。

为进一步了解国际学位生的中文水平和学习需求，更为有效地推进高校国际中文教学变革，

我们先后于2021年和2023年以国际学位生本科生为主要对象，展开汉语学习需求调查及访谈（附

后）。前后两次调查的规模和问题设置形式有所差异 3，但调查结果基本一致：学生对于自身在

专业学科领域的不足有着较清楚的认知，对加强具体学术场景下的中文学术能力训练，表达了

强烈需求（如图 1、图 2 所示）。

与图 2 的数据相对应，2023 年的问卷结果显示，“完成毕业论文”（平均分 4.029）、“与

不同观点的同学或老师进行有关专业知识的讨论或辩论”（平均分 4.47），“完成文献综述”（平

均分 4.686）、“听专业讲座和演讲”（平均分 4.753）4 等，是学生们在专业学习中感到较大难

度的内容。为应对这些困难，学习通用学术汉语词汇、学习专业学术汉语词汇、加强与专业教

师的交流、熟悉学术汉语写作模式等成为最集中的学习诉求（如图 3 所示）。

因此，提升学术中文能力，能够用中文顺利完成不同学术场景下的专业学习任务和研究工

作，是当前高校国际学位生汉语学习需求的突出内容，亦为当前高校国际中文教学改革的一个

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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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通用学术汉语”为核心的高校国际学位生汉语教学改革

针对国际学位生用中文顺利完成专业学习和研究的实际需求，我们首先在教学理念上明确

以提升学生的中文学术能力和学术素养为主旨，确定“通用学术汉语”在高校国际中文教学中

的核心地位。

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充分利用“互联网+教育”的深度融合与不断创新，发挥高校学科优势，

以教材改革为抓手，以面向全校国际学位生的公共汉语必修课程为试点，展开全方位的深度教

学改革，突出教学内容的学术性、通用性和教学路径的多模态、多元化（如图 4 所示）。

通用学术汉语以“学术性”区别于传统的、普及性国际中文教学——它是为了熟练使用中

文完成专业学习和研究而进行的学术能力训练，而后者是以用中文进行日常交际为主要目的语

言综合能力训练；同时以“通用性”区别于专注特定学科学习的专业学术汉语，两者在教和学

的目标上有一致性，但学习内容有明显差异，前者关注普适性学术语言和学术技能的学习和运用，

后者强调特定学科知识的学习和运用。例如，学科术语在特定专业的学术中文词汇教学中占有

相当大的比重，而通用学术汉语的词汇教学中则突出用于学术性表述的词汇和结构。因此在内

容的选择上，通用学术汉语教学以“通用性”和“学术性”整合中文学术知识和高校优势学科

专业知识，注重跨文化学术活动中的思辨与表达。

而通用学术能力和学术素养的提升与训练，需要突出在不同学术交际情境下的实践和检测，

仅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难以达成，因而在具体教学中须打破传统教材和语言讲练为主的教学形

式，整合团队、平台、课内外、校内外的多模态教学资源，构建多元化的教学网络。

多模态教学与时下的线上线下教学模式相契合，多元化的教学空间则将已有的线上 - 线下

教学空间不断扩容，顺应教学“从传统教育机构转向混合、多样化和复杂学习格局”的发展趋

势，“实现正规学习、非正规学习和非正式学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的密切互动。

具体来说，在教学的组织和实施过程中利用现代教育技术，联结其他学习者或群体、平台、社

区等其他教学单位和非教学单位的不同层级主体，可以通过专家访谈、博物馆和实践基地的沉

浸式学习、跨专业的学术交流活动、海内外学术会议和讲座等多种途径，构建网络化联通的教

学空间，以激励学生的主动学习和个性化学习、可及性和包容性学习、基于问题和协作的学习 5，

促进学习者对知识的理解、传输、交互和提升。

如果说教学理念的创新是实施教学改革的内在支撑，教学内容和教学路径的创新是教学改

革的有效保障，教材改革则是教学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路径系列改革的具体体现，是教学改

革的立脚点和出发点，教师和学生需要以教材为依托，达成相应的教学目标。面向高校国际学

位生的通用学术汉语教材建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并逐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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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用学术汉语新形态教材的设计思路

联通主义学习理论尝试解构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条件下网络化学习的机制，提升了教育者、

研究者和学习者的网络化思维，为我们理解信息时代“学习”的本质和学习模式提供了更广阔

的视角。

受此启发，将联通主义学习理论引入通用学术汉语教材的设计与编写，其基本思路是，采

用新形态教材，由教材或教师基于教材的引导，促进知识的连接和学习的联通，帮助学习者将

基础性的、个人的、微观的学习网络，逐步拓展为多元的、广泛的、宏观的学习网络，

构建良性的学习生态环境（如图 5 所示）。

 
3.1 联通主义学习理论的基本内容

由乔治·西蒙斯（George Siemens）和史蒂芬·道恩斯（Stephen Downes 所倡导的联通主义指

出获得知识的途径比知识本身更重要，“我们这个知识经济时代中的学习，要求具备这样一种

能力，即建立各信息源之间的连接，并由此创造出有用的信息模式”（西蒙斯，2005）。

根据联通主义理论，学习是个人或集体学习网络的建构，“知识分布于由连接 (connection)
组成的网络中”，“学习则是搭建连接”（史蒂芬·道恩斯，2022），知识网络上的节点（学习

者或群体、人或非人等相互连接的实体）、节点之间的连接、节点或连接的特性都在学习的过

程中发生变化。联通主义强调学习网络的多样性 (diversity) 、开放性 (open)、自主性 (autonomy)、
交互性 (interactivity)（Stephen Downes, 2010)，对学习者或群体来说，“只有网络中开展持续的

交互以及知识的创造与生成，学习网络才会不断得以扩展和优化，从而实现更高层级和更优品

质的联通。因此，交互性和创生性可以视为衡量这类学习中联通所能达到层级的关键指标”( 王
志军等，2023)。

因此，学习者不再单纯以线性方式获得知识，学习是一个开放的自组织过程，学习者所获

得的知识是流动的、网络化的、开放性的。学习者有选择地、主动地学习，辨识知识网络中的

关系和连接是必需的学习能力，生成新的节点或关系，是学习有效性的直接表证。

3.2 联通主义学习理论的实践价值

联通主义学习理论自提出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较广泛的讨论和关注，并有学校

和机构积极实践 (Ally Mohamed，2007；Rita Kop 等，2008；Betsy Duke 等，2013；Arch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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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rivastava，2018；Olga Dziubaniu 等，2023；王志军等，2023），中国学者在深入解析这一

理论（王志军等，2014，2015；徐亚倩等，2019；郭玉娟等，2022；陈丽等，2023）的同时，

将其转化为指导性理念或运用于课程开发、教学改革（吴斓等，2019；阮伟卿，2021；王牧华，

2021；于友成，2021；徐亚倩等，2022），在国际中文教学研究中这一理论也得到了有益的尝

试和探讨 ( 王鸿滨，2021；曹钢，2021；胡培燕，2022；孙雨桐，2023)。
例如，Archana Shrivastava（2018）将联通理论用于跨文化比较研究。分别来自奥地利格拉

茨约阿内高等专业学院和印度新德里比拉管理技术学院的学习者，通过虚拟小组的形式完成学

习，这些来自不同背景的学习者在解读商业广告时显示出相应的文化差异性。

王志军等（2023）通过分析、比较国际上 69 个教学案例，总结出 cM00C、双层慕课、中

小学课堂教学创新实践、高校课堂教学创新与改革、职业与成人培训，以及相关平台与工具的

开发等目前联通主义教育的主要实践形态及各自主要特点。

其中，北京师范大学的《互联网 + 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对话》，是中国第一门以联通主义

学习理论为基础的 cM00C, 学习者通过分布式讨论、日报推送、线上线下交流以及邀请嘉宾直

播交流等形式，完成五大主题的学习任务。“这是一门充满着不确定性、未来感的课程，从目标、

到内容、再到学习方式都是不固定的，学习者以一种对学习结果未知的状态进入课程，体验着

一种面向快速发展领域知识的学习方式”，在 cM00C 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中，交互是核心和关键

（吴斓等，2019）。

3.3 重在联通的通用学术汉语新形态教材

如前所述，通用学术汉语教学改革中将传统的、局部的课堂教学拓展到互联网、图书馆、

博物馆、社区、各类场所及非教学组织等，以促进学习者自主选择学习途径和学习工具，广泛

的学习群体和多元的教学空间让不同学习者、不同主体、不同资源之间生成不同的连接，在协作、

分享中交互作用，构成不断延展的学习网络，进而实现随时可学、随处可学的愿景。

与之相应，通用学术汉语新形态立体化教材不再囿于传统意义的纸质课本，不局限于提取

知识和组织练习，而是知识连接的起点和依托，是学习网络中的重要节点之一，也是连接中的

重要关系。

教材借力信息技术，在整合多模态资源、打造多元化教学空间等方面有着明显优势（如图

6 所示），在组织形式上也更贴近联通主义的流动的、适时的、网络化学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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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推动学习者主动寻求连接，从而构建自己的个性化学习网络；教材鼓励学习者的深度

学习和拓展，从而实现知识的融合、提升和应用，达成学习者的共同进步。在这一过程中，学

习者获得知识的途径，远胜于知识本身；同样，教材所提供的引导和路径，远胜于所展示的知

识和训练。

4  通用学术汉语教材的编写与实施

面向高校国际学位生的通用学术汉语教材完成编写后，已试用两个学年，并根据师生反馈

不断完善，教材的框架结构和内容已形成定稿，教学形式和实施路径在具体使用中更加明晰，

教学改革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

4.1 以通用学术汉语能力基础框架为编写结构

通用学术汉语能力基础框架包括相互参照的两个维度，一个是纵向的通用学术汉语能力渐

次发展的一般进程，相应的内容和训练从较单一的学术活动场景逐步进阶为较复杂的学术活动

场景，包括从听课到听讲座、从小组讨论到课堂报告、从阅读文献到撰写文献综述、从课程论

文到毕业论文等；另一个是横向的对应于这一系列特定场景的通用学术汉语能力具体表现和主

要指标，包括必备的中文语言能力和语类能力。

教材的整体结构即以在这两个维度上展开，分别从专项学术汉语能力训练和不同学术活动

场景，明确不同阶段的能力目标，引导学生进行语言 - 技能、思辨 - 表达、理论 - 实践等相融合

的知识学习和能力训练。

例如，在指定章节，以“分类”进行学术技能专项训练，通过前后相连的系列教学活动，

学生能从听懂教材文本或学术性讲座中的知识类别、归纳和辨析教材文本的知识分类标准、组

成学习小组对某一话题进行分类表达，到自主完成以分类为主要论述手段的语篇写作。

4.2 以可复制、可推演的常用表达范式为练习重点

由教材文本引导学生完成知识提取和知识融合，理解在通用学术汉语场景下词汇 - 语段 -
语篇各层级单位相对应的能力要素和具体要求，形成适用于特定学术场景的可复制、推演的常

用表达范式。教材中所呈现的能力要素和表达范式，为教学提供知识节点和学习指导，让教师

的教学设计和引导心中有底，让学生的学习连接心有所向。

仍以“分类”的学术技能专项训练为例，分类的主要标准、分类的常用表达、语篇中分类

的逻辑结构等，是教学和练习的重点内容，学生能够正确理解分类、执行分类，进而形成有序

的逻辑表达，是学习的主要目标。

4.3 以网络化学习和协作为主要活动形式

教材在提供直接的学习指导外，主要的作用是引导学生进入主动的、探索性的学习活动，

为有意义的网络化协作和交互提供保障，帮助达成知识的创新、共享和共建。

学生在活动指引下，根据自己兴趣，辨识、丰富和强化自己的知识连接，与其他学习者或

教学资源、教学空间等节点逐步形成不断拓展的学习网络。例如，组成线上或线下学习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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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完成任务；完成资料搜索和整理，在平台或学习社群分享；虚拟环境下的跨文化体验或学

术实验；参加模拟学术活动，与“学术咖”或持不同观点者做交流；进行笔记整理和学习反思，

提供新的知识和资源，参与学习内容的共建。

4.4 以学习者的网络拓展和知识创新为主要目标

从教材文本到各类活动的展开，学习者的连接由简单的个体学习网络，逐步发展为可持续

优化的个性化学习网络，基本实现社会化、专业化的、复杂的联通。在丰富灵活的交互学习中，

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得到锻炼，能够在活动的引导和要求下，突破原有的知

识局限，获得新的知识路径，得出自己的创见或反思性成果。（如图 7 所示）

5  结语

联通主义赋予信息时代的“知识”和“学习”新的内涵。以通用学术汉语教学为核心的高

校国际学生公共汉语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需满足高校国际学位生提高中文学术能力的实际需

求。由于学习者的特殊性（来自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专业学习的广博性（跨越文理不同学科）

和国际中文教学目标的实效性（适用于广泛的学科学习和学术交际活动）、全校性汉语必修课

程教学时间和教学空间的局限性等，因而在课程设计和教材开发中引入联通主义学习理论，并

非偶然。联通理论所强调的学习网络的多样性和自主性、学习者的互动和创新，为课程改革和

教材编写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框架。目前的教学实践也印证了教材突出学术性、通用性、

多模态和多元化的特点，是契合通用学术汉语教学需求的。

当然，尚在完善之中的联通主义，并非唯一法则，它和之前或将与之后的其他学习理论

一起，求同存异，融会贯通，共同服务于日益复杂的学习进程。正如西蒙斯 (George Siemens, 
2005) 曾指出的，“A real challenge for any learning theory is to actuate known knowledge at the point 
of application”。从这个角度来说，凡有利于促进知识和能力的学习理论和方法，都是我们需要

辨别、吸收和实践的资源。在通用学术汉语教材编写和教学实践中，涉及学生的听说读写综合

能力、逻辑思辨能力、语类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等诸方面内容的理论和方法都是需要充分考

虑的。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现有的课程改革和教材改革，已经充分认识到现代技术的重要支

撑作用，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亟需转变的是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传统的学习模式已经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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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化学习机制正在逐渐被接受。线上线下教学模式正逐渐成为日常，传统的实体教学正逐渐

融入更多的虚拟教室、虚拟团队。另一方面，在各种科技手段的加持下，学习者获取信息变得

越来越容易，但是拥有海量的信息却不等于获得了等量的知识，对信息的处理、分析能力才有

可能促进知识的内化、完成自身知识体系的构建，因此“学习”被重新定义，同时教师在学习

中的作用也在重新定位。在联通主义学习理论的视角下，学习者的主动性、自主性被进一步放大，

但教师的作用继建构主义之后再度被进一步“弱化”。 教师的引导作用，主要集中在课前或练

习活动前的必要指导，更多的时候成为旁观者，甚至隐身人，而教师的体验也显得似乎没那么

重要，学生似乎更多的是根据自己的课程体验和能力提升评判自己的学习质量。这可能也是联

通理论逐渐被肯定、但目前并未全面推广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何保持清醒的认知，不在网络化

学习中迷失自己，是教师和学生都在面临的挑战。

注释

1.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相关信息 http://www.moe.gov.cn/fbh/
live/2020/52834/mtbd/202012/t20201222_506945.html (2020-12-22)，http://www.moe.gov.cn/
fbh/live/2022/54849/mtbd/202209/t20220920_663333.html (2022-09-20) [2023-08-08].

2.   参见教育部 2018年《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第一部分“人才培养目标”之“语

言能力”要求。

3.   2021 年问卷的问题设置主要采用选择题形式（详见附 1），收回有效问卷 347 份；2023 年

问卷的部分问题采用了 7 分量表形式（详见附 2），收回有效问卷 134 份。

4.   2023 年的问卷中这一系列问题采用 7 分量表形式，各项由最高分 7 到最低分 1 依次对应“非

常轻松”到“非常难”，分数越低表示难度越大（详见附 2）。

5.   参见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 2020 年 1 月《未来学校：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定

义新的教育模式》报告。

基金信息

本文为教育部语合中心国际中文教育研究重点课题《国际学位生通用学术汉语课程标准研究》

（20YH01B）、浙江大学国际学生教育研究重点课题《从通用到学术：新时期高校国际中文教

育的变革与对策研究》（2023-GJXSJYYJ-A-005）阶段性成果。

附录 1

2021 年国际学位生本科生汉语学习需求调查问卷（部分）（在线填写）

1. 你的性别：□男    □女

2. 你的国籍：____________
3. 你的专业属于 [ 单选题 ]：□人文社科   □理工农医

4. 你所在的年级 [ 单选题 ]：□本科一年级  □本科二年级  □本科三年级  □本科四年级

5. 你的汉语水平 [ 单选题 ]：
□已通过 HSK4 级，成绩在 180 分 -270 分之间

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0/52834/mtbd/202012/t20201222_506945.html
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0/52834/mtbd/202012/t20201222_506945.html
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2/54849/mtbd/202209/t20220920_663333.html 
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2/54849/mtbd/202209/t20220920_6633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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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通过 HSK4 级，成绩在 270 分以上

□已通过 HSK5 级，成绩在 180 分 -240 分之间

□已通过 HSK5 级，成绩在 240 分以上

□已通过 HSK6 级，成绩在 180 分 -200 分之间

□已通过 HSK6 级，成绩在 200 分以上

□拥有马来西亚独立中学统一考试华文科目成绩

□小学和初中在中国国内就读

6. 进入本专业学习前已经学习汉语多长时间？ [ 单选题 ]：
□ 1 年以下    □ 1-2 年    □ 2-3 年    □ 3 年以上

7. 请根据你在以下情况中对汉语的需要程度进行选择 [ 单选题 ]：
题目 \ 选项 完全不需要 比较不需要 一般 比较需要 完全需要

听课

整理课程笔记

参加课堂讨论

阅读课程相关资料

查找文献资料

完成课程口头报告

完成课程作业或论文

跟老师进行专业方面的交流

参加实习实践活动

参加学术会议

申报科研项目

完成毕业论文

8. 请根据你在专业学习时对以下汉语技能的需要程度进行选择 [ 单选题 ]：
题目 \ 选项 最不需要 比较不需要 一般 比较需要 最需要

听力

会话

阅读

写作

9. 请根据你在专业学习时对以下学术技能的需要程度进行选择 [ 单选题 ]：
题目 \ 选项 最不需要 比较不需要 一般 比较需要 最需要

给一个概念下定义

根据某一个标准进行分类

有效准确地提出问题

对文章的主要观点进行归纳

简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对某个现象或别人的观点进行
合理评价

通过例子证明自己的观点

有条理地解释自己的观点

看懂及制作图表（如饼状图）

10. 你最喜欢的教学形式是 [ 单选题 ]：
□老师讲解为主  □讨论为主   □老师和学生互动为主   □小组活动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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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你希望增加的教学活动有 [ 多选题 ]：
□课外学术写作指导        □课外读书会        □汉语学习交流会

□一周一日 Office Hour    □文化体验活动翻译交流活动

12. 你希望汉语课每周几个课时（1 个课时是 45 分钟）？ [ 单选题 ]：
□ 3 课时        □ 6 课时       □ 9 课时

附录 2

2023 年国际学位生本科生汉语学习需求调查问卷（部分）（在线填写）

1. 你的性别：□男    □女

2. 你的国籍：____________
3. 你的专业属于 [ 单选题 ]：□人文社科   □理工农医

4. 你所在的年级 [ 单选题 ]：□本科一年级  □本科二年级  □本科三年级  □本科四年级

5. 你的汉语水平 [ 单选题 ]：
□已通过 HSK4 级

□已通过 HSK5 级

□已通过 HSK6 级

□已通过中学统一考试华文科目

□在中国完成初中和高中

□在中国完成初中或高中

6. 专业学习中，你对自己的汉语知识和能力如何评价？ [ 使用量表 ]：

题目 \ 选项

评价程度 1-7 由难到易

非常难 1 → 很难 2 → 较难 3 → 一般 4 →
较容易 5 → 很容易 6 → 非常轻松 7

听懂专业课 □ □ □ □ □ □ □
听懂专业讲座 □ □ □ □ □ □ □
和同学进行课程讨论 □ □ □ □ □ □ □
和老师进行专业交流 □ □ □ □ □ □ □
阅读本专业的中文资料 □ □ □ □ □ □ □
完成文献综述 □ □ □ □ □ □ □
完成课程论文 □ □ □ □ □ □ □
进行课程 PPT 报告 □ □ □ □ □ □ □
与不同观点的同学或老师进行辩论 □ □ □ □ □ □ □
完成实习实践活动 □ □ □ □ □ □ □
完成毕业论文 □ □ □ □ □ □ □

7. 完成课程论文或毕业论文时，在以下哪些环节有较大困难？ [ 使用量表 ]：

题目 \ 选项

评价程度 1-7 由难到易

非常难 1 → 很难 2 → 较难 3 → 一般 4 →
较容易 5 → 很容易 6 → 非常轻松 7

搜集中文资料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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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文资料 □ □ □ □ □ □ □
完成文献综述 □ □ □ □ □ □ □
用汉语表达自己的观点 □ □ □ □ □ □ □
用汉语表述论证逻辑 □ □ □ □ □ □ □
用汉语完成论文写作 □ □ □ □ □ □ □
选择合适的汉语词语和句式 □ □ □ □ □ □ □
使用图表等方法展示数据 □ □ □ □ □ □ □

8. 为提高专业学习中的汉语学术能力，应加强哪些方面的训练？ [ 多选题 ]：
□学习通用学术词汇

□学习专业学术词汇

□熟悉中文的学术写作

□多与同学讨论有关专业的内容

□多与专业老师交流

□多听学术讲座、演讲

□多读中文专业资料

□多参加课堂发表

□参加学术写作课程

9. 对于有关专业课程的学术汉语学习，你是如何做的？ [ 使用量表 ]：

题目 \ 选项
从来不这样 1 →经常不这样 2 →

偶尔这样 3 →经常这样 4 →总是这样 5
经常阅读中文学术文献 □ □ □ □ □ □ □
遇到不知道的学术词汇，把它记录下来 □ □ □ □ □ □ □
复习学过的学术词汇，以加强记忆 □ □ □ □ □ □ □
对专业课程的中文学术语言和表达很熟悉 □ □ □ □ □ □ □
主要通过网络学习专业课程中文学术语言 □ □ □ □ □ □ □
在学术写作中习惯于把母语翻译为汉语 □ □ □ □ □ □ □
对专业课程的中文学术词汇有学习计划 □ □ □ □ □ □ □
在课外时间自觉阅读专业课程的中文文献 □ □ □ □ □ □ □
与他人学术观点不同时，能做出清楚表达 □ □ □ □ □ □ □
跟同学交流关于专业课程的学术词汇问题 □ □ □ □ □ □ □
能够正确使用专业课程的中文学术词汇 □ □ □ □ □ □ □
学习和使用专业课程的学术词汇遇到困难时，
请老师或同学帮助我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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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rientation of teaching Chinese for international degree students in new era has been 
transferring from popularizing and basic teaching to professional and academic one. It becomes 
increasingly noticeable to reinforce students’ Chinese academic abilities and literacy. The 
reformation of their Chinese curriculums and teaching materials, focuses on teaching Chinese 
for General Academic Purpose (CGAP).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apid development, learning theory of Connectivism has provided us appropriate perspective 
and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mpilation of multi-modal teaching material, Chinese 
for General Academic Purpose. This new teaching material highlights its four kinds of features: 
academic, universal, multi-modal and diverse, while it lays stress on knowledge extraction, 
activity guidance, and also students’ learning skills and knowledge creation by motivating them 
to learn and to corporate in the networking between students and various learning resources or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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