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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发展，民心相通的问题越来越重要 。行业汉语人才的培养与使用行业汉语

人才是解决民心相通问题的重要途径，是保障一带一路建设成功的基石 。 目前有关行业汉语的研究极少，学界使

用的“专门用途汉语”是从英语中翻译来的，既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也不符合中国语言传统 。本文对行业汉语的来源

和发展进行了梳理，界定了行业汉语的定义，认为行业汉语具有国际化、专业化、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特点 。行业汉

语教学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中外政府、高校、企业之间的互动和联动 。本文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行业汉语人

才的需求出发，探讨行业汉语教学的特点，对行业汉语人才培养方案、培养途径与教学方法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

析 。行业汉语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抓手之一，同时也是衡量中国高校是否达到一流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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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9 年 12 月，孙春兰副总理在国际中文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在语言教学中融入满足合作需求
的特色课程，积极推进“中文+职业技能”项目，帮助更多的人掌握职业技能和中文语言技能。《职业
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指出要推进“中文+职业技能”项目，助力中国职业教育走出
去，提升国际影响力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愿
景目标纲要》将“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作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提出，为职业教
育的提质增效和创新发展树立了坚实目标② 。 近年来，国家也在不断出台相关政策，对“中文+技
能”人才的培养方式提出具体要求，这对行业汉语的发展有很大启示作用。

2020 年 6 月，教育部等八部门正式印发《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指出：

主动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鉴、互容、互通，形成更全方位、更宽领域、更多层次、更加主动的教育对

外开放局面 。 国际中文教育在全球已具备坚实的发展基础，目前全球已有 70 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

国民教育体系，国外有 4000 多所大学开设了中文课程，学习中文的人数约 2500 万，累计学习和使

用中文的人数近 2 亿③ 。职业教育“走出去”也成效显著，“十三五”期间，共有 400 余所高职院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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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办学机构开展合作办学，全日制来华留学生规模达 1.7 万人① 。在世界几十个国家已经建设了
“鲁班工坊”。行业大学与国家急需紧密相关，《中国科学报》统计了 2018 年 1 月至今，媒体公布的
17 所正在筹建或有意向筹建的大学中有 13 所大学涉及能源、康复、应急管理、信息技术、医学、集
成电路等多学科领域 。这些行业中，除个别属于民生行业（如康复、应急管理）外，其余几乎都与我
国目前面临的“卡脖子”难题有关。

“中文+技能”复合型行业人才的培养可以解决“一带一路”战略构思的理论问题和推进实施的

实践问题，行业汉语人才能更有效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 目前尚未发现有学者对行业汉语的定

义、行业汉语的特点和行业汉语教学等方面进行过深入探讨 。本文主要分析行业汉语的定义、行

业汉语的特点、行业汉语教学和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等问题，希望能为行业汉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行业汉语研究

1.1 行业语言术语

英语中类似“行业汉语”表达的术语有LanguageforSpecialPurposes，SpecializedCommunica-
tion，ProfessionalLanguage，SpecialLanguage，SpecializedLanguage，Skill-CenteredCourse，Englishfor
Occupational/Vocational/ProfessionalPurposes(EOP/EVP/EPP)，EnglishforAcademicPurposes，这些术
语都指的是英语在行业方面的应用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的缩写是 ESP，这是英语学界常
用的“专门用途英语”或“应用英语”（如旅游英语、商务英语、经贸英语、医学英语、科技英语、工程
英语等）。

英语中有关 ESP 教学的分类主要有：第一，EAP/EEP（English for Academic/Education Purpos-
es）——学术/教育英语的教学对象是为了进行学术交流或接受高等教育的学习者 。②第二，EOP/
EVP（English for Occupational/Vocational Purposes）——职业英语的教学对象是各领域在职人员，
主要接受专业化技术培训 。EOP（English for Occupational Purpose）主要指学习者使用英语应对某
些特定工作交际场景、完成专业和技术等任务 。③ 第三，EST（English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
gy）——科技英语的教学对象是不仅有各类各级的科学技术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也有接受高等
教育的理工科学生，同时还有科技英语专业的学生等，其学习目的是以英语为工具获取专业信息
知识，提高业务水平，促进科技交流与研究 。④

行业语言是行业组织和技能知识的载体，与行业有关的描述包括各类经济活动、研究、教学、
评论、文章、影视等形式，这些都是行业语言描写的对象，都是行业语言的表现形式，都是今天我们
需要进行系统研究的对象 。行业语言以各类教材、课件和文献的形式呈现，与通用语言互为语言
的组成部分 。行业语言和通用语言的异同在于：行业语言和通用语言都属于同一语言系统，是语
言连续体中的两极：随着行业词汇及行业语言结构数量的增多，通用语言逐渐向行业语言发展。

行业语言研究多年来一直被忽略，语言系统是由无数通用和非通用子系统所组成的，通用子
系统和非通用子系统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是理解通用语言和行业语言的关键。

英语中行业语言的三分法是：一是通用语言（everyday words that we use）；二是学术语言

（GeneralAcademic）；三是专业语言（DomainSpecific）。

①.教育部：全国400余所高职院校与国外办学机构合作办学[EB/OL].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0/52735/mtbd/
202012/t20201209_504293.html,2020-12-8.
②.邓海：《国外ESP教学》，《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年第1期.
③.邓海：《国外ESP教学》，《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年第1期.
④.程世禄、张国扬：《ESP教学的理论和实践》，《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4期.

· 2 ·



郑通涛，曾小燕：行业汉语研究及行业汉语教学

· 3 ·

行业语言的两分法是分为通用语言和专用语言 。依据语言应用或第二语言教学，英语可划分
为通用英语（General English）和专门用途英语（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s ESP)，专门用途英语
(ESP)又分成两类，一是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二是 English for Professional Purpose 。每一
个专门用途英语又分为专用的学术英语和职业英语，例如 Business English 同样分为两部分，即
English for General Business Purpose 和 English for Specific Business Purpose 。我们认为后者是
比较合适的划分方式 。从词汇来说，一个是通用的，一个是行业的 。所谓通用语言，这需要大量的
统计学来支持这个问题，从频率、使用角度、相关性可以判断 。比如说，对应、区别、联合、分开、分
析、代表等就是通用词语；而立法、三权分立、细胞壁、太阳能系统、Java、有丝分裂等就是行业词语。

1.2 行业汉语的定义

行业汉语可以描述中国国民经济生产的各类活动，是对各类国民经济活动进行归纳和总结的
符号体系，是中文+行业（职业）知识技能的总称 。它可以包含通用和非通用部分，可以包含学术和
非学术部分，可以包含专业和非专业部分，可以包含文科和理工科部分，可以包含理论和实践部
分，可以包含言语和语言的部分，可以包含口语和书面语的部分，可以包含技能和非技能部分，当
然也可以包含学术和非学术部分……，从动态语言系统角度分析，行业汉语包含着无数分析角度
各异、分析结果不同的对立统一语言结合体。

“专门用途语言”和“特殊用途语言”是外语学界直译过来的。“专门用途汉语”从逻辑上讲和
“一般用途汉语”是相对应的 。 可是“一般用途汉语”是什么？ 没有这类称呼和用法 。很明显这类
直译过来的词汇没有考虑到中国人的语言文化习惯，难免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行业”和“行业
汉语”更符合中国的国情，人们常言“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比较形象地表达了中国行业成才
的世界观 。对国民经济活动部门称呼如教育行业、工业、农业、建筑业、商业、电业、畜牧业、林业、
种植业、银行、典当行、制造业、航空运输业也比较符合中国几千年来的语言命名传统，符合中国人
对各行各业的习惯称呼。“各行各业”包括软件行业、旅游行业、机械行业、冶金行业、建筑行业、水
产行业、汽车行业、纺织行业、烟草行业。“敬业”也比较准确地描述了国民经济活动的类型 。所以，
“行业”和“行业汉语”比“专门用途语言”或“专门用途汉语”有着更强的规范性和文化适应性。

1.2.1 行业汉语划分依据

“行业汉语”一词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出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传统，把现在的表述与中国传统语
言命名机制联系起来 。 行业汉语比起从英文直译过来的专门用途汉语更符合中国的语言机制。
“行业”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工商业中的类别；也泛指职业，如饮食行业、服务行业”。《辞
海》中将“行业”一词解释为“指按生产同类产品或具有相同工艺过程或提供同类劳动服务划分的
经济活动类别，如饮食行业、服装行业、机械行业、金融行业、移动互联网行业等”。“广义上的行业
等同于职业，狭义上的行业特指在国民经济中所有从事相同性质经济活动的单位集合，这里的单
位是指有效地开展各种经济活动的实体，它是划分国民经济各单位的载体 。 职业等同于广义上的
专业，指某一职业区别于其他职业所形成的特定劳动特点，特定的职业需要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只
有经过专门教育和训练的人才能胜任，如工程技术专业、教育专业、医疗专业等。

行业汉语的划分主要依据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国家标准是《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它规定
了全社会经济活动的分类与代码，适用于统计、规划、财政、税收、工商等国家宏观管理中对经济活
动的分类，并用于信息处理和信息交换，是经济管理和统计工作的基础性分类① 。于 2017 年 10 月 1
日实施的最新标准（GB/T4754-2017）将国民经济行业划分为 20 个门类、97 个大类、473 个中类、
1380 个小类 。新标准及时准确地反映了我国经济新常态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涌现出来的新产业、

①.《国名行业经济分类》，https://baike.baidu.com/item/国民经济行业分类/1640176?fr=alad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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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监测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实施情况、提供更好的统计信息服务奠定了标准基
础① 。

产业主要指物质生产部门，行业体现的是生产要素，属于微观经济范畴；产业体现的是生产
力，属于宏观经济范畴 。行业着重于生产要素，产业着重于生产力 。从审计的角度看行业的划分，
如互联网产业、计算机业、通信行业、房产基建业（房地产开发、园区开发、专业工程、基础建设、装
修装饰、物业经营等）等，这些都与我们国民经济的活动有关，也就是说行业语言研究的是这些专
业的信息载体，这些信息载体就是行业语言 。行业汉语是指用这些信息载体来描述国民经济的各
种活动。

1.2.2 行业汉语分类

汉语／汉语作为外语／第二语言

常用汉语

…

图 1：依据语言的使用目的分为行业汉语和学术汉语

国际汉语（汉语作为外语或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按照语言流通性可分为通用汉语和非通用汉
语（行业汉语），通用汉语可以是行业汉语的基础，通用汉语和非通用汉语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但不
是绝对的平等对立关系 。按照语言使用目的可分为行业汉语和学术汉语（见图 2）。

1.3 行业汉语特点
1.3.1 国际化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复合型专业技术人才特别是既懂汉语又具备熟练技术技能的专门人
才的需求大幅增长 。 在国外的许多中国公司和企业，大多愿意雇用会讲中文的当地员工，这也就
加大了“中文+职业技能”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为了顺应这一趋势，孔子学院陆续在全球 40 多个国
家开设了“中文+职业技能”特色课程，内容涉及机电、高铁、农业、经贸、旅游、法律、商务、海关、航
空等数十个领域 。行业汉语（中文+职业技能）以满足当地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借助
推广中文教育与专业技术技能培训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积极助力海外中资企业发展，为当地学生
提供更多的就业选择和更高的就业平台。

1.3.2 行业化

行业汉语带有浓厚的行业特色 。人类能力是人类知识和技能的结合，教育侧重于知识教育，
普通语言学可以延伸到行业语言学 。技能专门知识增加了行业语言学习的难度，包括安全标准、
人类行为、环境要素、法规和制度、管理、工程、物理及社会领域、事故调查及分析等非语言要素。
例如能源汉语，需要综合考虑以上因素编写教材，包括考虑能源汉语中如何体现安全标准，如何体
现出能源从事者的行为分析，如何体现出能源环境要素等 。语言学本身也带有大量跨学科词汇，

代数语言理解难点有环论、场论、群论、范畴论、K 理论、序论 。图书管理员能力涉及信息挖掘、信息
分析、信息发布、内容制造、交流合作等 。医生能力可分解为专业态度、科学知识应用、追寻病史、

①.《国名行业经济分类》，https://baike.baidu.com/item/国民经济行业分类/1640176?fr=alad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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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检查、按章办事、病例研究、分析疗程、处方处理、病人护理等 。再如，旅游涉及教育学、经济
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地理学、环境学、建筑学、农业、园林、城市规划、营销学、历史、法律、运
动技能、商务、赌博等跨学科知识 。通用语言和行业语言带有各自专属的基本词汇集，判断某一行
业领域时，以其专有词汇多寡来决定 。行业语言教学是专有词汇及其组合的教学，专有词汇出现
比例少时属于通用语言，而专有词汇出现比例高时就是行业语言 。 打通通用语和行业语教学的关
键是如何推进专业词汇的教学。

1.3.3 跨学科

行业汉语涉及多学科包括语言学、哲学、管理学、民族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传播学、社会学、
心理学、生物学等多门学科，其本身就具有模糊混沌的特点 。行业汉语是跨学科专业语言的融合，
行业知识是跨学科知识的汇总，行业汉语教学是跨学科专业的教学，行业汉语学习是跨学科专业
的学习，行业汉语的研究方法是跨学科语言的研究方法，行业汉语思维界限就是学生的知识界
限 。行业语言教材编写的参数具有跨学科知识，例如编写 MBA 教材包括口语交际能力、听力能力、
适应力、书写能力、表达能力、人际评估能力、正直、跨文化交际、定量分析能力、定性分析能力、创
新能力、商务核心知识、鼓励能力、战略眼光、谈判能力、技术能力、小语种能力、决断过程、人力资
本知识等。

1.3.4 跨文化

截至 2021 年 2 月底，我国先后与 140 个国家、31 个国际组织签署 205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
件，包含 46个非洲国家、37 个亚洲国家、27 个欧洲国家、11 个大洋洲国家、11 个北美洲国家和 8 个
南美洲国家，涵盖了投资、贸易、金融、科技、人文、社会、海洋等领域① 。我国与很多沿线国家展开
了有效的经贸合作，例如能源领域主要是能源基础设施和能源贸易项目（中俄天然气管道、中哈天
然气管道、中土阿姆河天然气田开发项目、中巴经济走廊能源项目合作等）。 国内高校所培养的各
领域相关专业技术人才，大多对国外的风俗文化和国际规则了解不多，外语能力也有限，在中外合
作项目合作时会因语言不通和文化差异经常受挫，甚至无法顺利推进工作 。 面对沿线国家多语
言、多民族、多文化的复杂环境，海外的中资企业对既能熟练使用外语，又精通各领域专业知识的
国际化人才有着迫切的需求 。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宗教文化、法律法规和教育制度等，有
助于加强跨文化教学、管理以及人文交流。

二、行业汉语教学

2.1重视培养“中文+技能”复合型人才
2014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举办职业本科教育，此后

又相继出台多项政策文件力挺职业本科教育 。 职业本科教育的发展，体现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
行各业对更高素质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未来职业本科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将越来越凸显。
要发展好职业本科教育，就需要在人才培养时，注重对技能和素质的双重教育 。 随着中国越来越
多的企业“走出去”，当地雇员存在中文能力有限、与中国企业文化融合困难等突出问题②，这就需
要我们培养出“汉语+行业知识”复合型人才 。2021 年 10 月 12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到：到 2025 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
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 10%，并鼓励应用型本科学校开展职业本科教育 。 职业教育从本
科层次扩招，不仅是专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进一步统一，也意味着国家越来越重视“中文+技能”复

①.中国贸易报：《疫情下一带一路“五通”逆风前行》[EB/OL].https://www.chinatradenews.com.cn/content/202103/
18c129269.html,2021-03-18.
②.教育项目研究组：《构建“中文+职业技能”教育高质量发展新体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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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型人才的培养，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行业汉语人才培养需要坚持和努力的方向。

2020 年教育部从纳入规划的高职升本学校中遴选了 22 所高职学校，在继续保持职业教育办
学属性和特色的同时，开展本科层次职业学校改革试点，培养高层次职业技能型人才，为高等教育
分类体系提供了新的教育类型① 。 这便为行业汉语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参考性意见，高等学校可以
与职业学校共建，各取所长促进行业汉语人才的培养 。北京时间 2021 年 10 月4 日，国际航空运输
协会第 77 届年会上，生效了一项重要决议：国际航协自1945 年创立以来，首次修订国际航协章程
的语言条款，在原有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的基础上，增加中文作为官方语言，中文成为
76 年来国际航协章程语言条款中唯一增加的语言 。将中文加入其中，充分展现了中文在世界语言
文字中的突出地位，将有力促进全球航空业将中文加入国际航协官方语言中，这不仅是对中国民
航业为全球航空市场作出积极贡献的肯定，也更加有利于中国航空界人士参与国际航协工作，为
全球航空业贡献智慧② 。

2.2“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行业跨学科人才
行业汉语课程开始走出国门，根据 2019 年全球“中文+”特色课程调研结果显示，已为全球数十

万名中文学习者开设了各类“中文+”行业特色课程 。如在卢旺达开设“中文+竹编技术培训”，在肯
尼亚开设“中文+服装纺织培训，在泰国开设“中文+高铁”，在比利时开设“中文+商务”，在白俄罗斯
开设“中文+科技”，在日本开设“中文+空乘”，在安提瓜和巴布达开设“中文+农学”，在英国开“中
文+烹调”等，这些课程深受当地中文学习者的欢迎，为中资企业输送了大批懂中文的专业技能型
复合人才③ 。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中文+小语种+职业技能人才”。从2013年习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后，
中国的高等院校尚未重视该方面的教育 。经统计发现，“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的人才类型主要集中
在能源行业、建筑行业和交通运输行业这三类 。 这些三类行业所涉及的学科或专业包括能源开
发、国际贸易、法学、工程学、管理学、会计学、信息科学技术、语言学、教育学、市场营销、金融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关注的十大人才类型有国际贸易、计算机、金融、语言、工业设计、法律、土
木工程、财务管理、新闻、机械制造等 。 中国大陆最关注的十大人才类型是语言、财务管理、法律、
教育、金融、文化产业、土木工程、旅游管理、电子商务、现代物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大陆
都最关注的十大人才类型中只有 40%的人才类型相同（语言、法律、财务管理和土木工程等四类人
才类型），但对各种人才类型的重视程度也是不相同的 。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关注的十大
人才类型中的国际贸易、计算机、金融、新闻和机械制造等六种人才类型需要提高重视程度。

表 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大陆最关注的十大人才类型列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沿线国家关
注人才类型

国际
贸易

计算机 金融类 语言 工业设计 法律 土木
工程

财务
管理

新闻 机械
制造

中国大陆
关注人才类

语言 财务
管理

法律 教育 金融 文化产业 土木
工程

旅游
管理

电子
商务

现代
物流

①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 3467 号（教育类 363 号）提案答复的函》，
[EB/OL].http://www.moe.gov.cn/jyb_xxgk/xxgk_jyta/jyta_zcs/202011/t20201125_501575.html.
② .光明网：《中文成为国际航协 76 年来唯一新增官方语言 第 78 届国际航协年会将于上海举行》，[EB/OL]. https://m.
gmw.cn/baijia/2021-10/05/1302628612.html.

③.教育项目研究组：《构建“中文+职业技能”教育高质量发展新体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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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经贸走到哪里，教育的民心工程就应延伸到哪里，教育人才的培养
就应覆盖到哪里，语言互通推动民心相通 。语言互通是“五通”的基础，没有语言互通，政策难以沟
通，会影响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行业汉语教学是以行业知识和能力为导向的汉语二语教学，以获取行业知识和能力为主的教
学方法包括校企互通、书证融通等；以理论和实践高度结合的教学实践活动，需要大量的工作单位
互动和顶岗训练；以用人单位欢迎度为基础的教学效果评估 。行业汉语主要培养服务“一带一路”
建设的“中文+小语种+职业技能”人才，该类型人才主要归纳为六种类型：

第一，语言人才：懂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波斯语、希伯来语等语言的人才。
第二，政治人才：熟悉宗教文化、风俗习惯的人才、医疗救援、外交维和等。
第三，工业人才：懂采掘工业、加工工业、化学化工、食品纺织等行业技能人才。

第四，商贸人才：懂当地法律、熟悉国际项目运作的商务谈判人才、房地产经营管理人才和基
层管理、中高级管理人才等，如项目经理、项目商务经理、项目健康安全环保经理等。

第五，农业人才：懂农田耕作、养蜂、农副产品加工等专业人才。
第六，基建人才：懂铁路、桥梁、港口、公路和公共设施等建设技能人才。
2.3 行业汉语教学的特点

行业汉语教学特点主要从教学任务、教学对象、教学目标、教学策略、教学过程以及与通用英
语的关系等五个方面进行总结归纳。

教学任务：是以特定目标为导向，教学设计用于特定学科或与特定学科相关。

教学对象：通常是成人且语言能力为中级或高级的学习者，这些人往往清楚了解自己的学习
目的，想在习得通用语言的基础上加强对特定行业知识的学习。

教学目标：建立在“需求分析”的基础上，教学设计要符合学习者的特定需求，满足学习者对汉
语使用和学习的需求，培养技能型人才。

教学策略：在“需求分析”的基础上，善于采用针对某特定行业语言或职业语言或专业语言所
设计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活动。

教学过程：学习时间短，通常采用集训式学习。

行业汉语不同于通用汉语但也可包含通用汉语 。行业汉语与社会经济实际活动息息相关，例
如侧重对某一生产活动进行理论或过程描述，含有大量的技术、工程、数学、商务等非传统语言学
学科的词汇和句子成分，这些词汇更新速度快，以就业或学习需求为导向，目的性强，都是按相应
的学科逻辑顺序组合各自的语言材料 。文本结构的复杂度、语言理解的难易度及专门知识参与度
逐渐构成从通用语言到行业语言的连贯体 。通用语言到行业语言转变关键是语场、语旨和语式。

2.4 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的途径

行业汉语（中文+职业教育）新实践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孔子学院开设“汉语+”课程 。例如泰
国孔敬大学孔子学院发挥自身优势，推出了“中泰高铁汉语培训项目”，截止到 2019 年底，孔敬大学
孔子学院已为泰国培养了 200 余名“汉语+铁路”的复合型技术人才，获得了泰国政府和社会的高度
肯定；埃塞俄比亚职业教育孔子学院设立“创新电子技术实验室”，在孔子学院内开设“汉语+单片
机控制系”基础课程，“汉语+机器人技术”高级课程；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孔子学院开设“汉
语+商务”课程，参加学员大多在银行、机场以及与中国相关的单位工作 。二是在不同国家开设“鲁
班工坊”。例如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在马达加斯加建设全国第一个“一带一路”鲁班工坊，天津
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在巴基斯坦建设鲁班工坊，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在泰国建设鲁班工坊，天津
烹饪技术学校在英国建设鲁班工坊，天津轻工和交通技院合作在埃及建设鲁班工坊。

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的途径需要结合以下九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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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培养目标要与国家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进行充分对接和融合。

② 专业设置对接产业需求，课程内容对接职业标准，教学过程对接生产过程，毕业证书对接
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教育对接终身学习。

③ 人才能力培养上需要加强德技并重、理实一体。
④ 教学要求需要突出知行合一、教学做合一。
⑤ 教学场合应结合课堂教学、校内实训与企业真实生产环境相结合。
⑥ 要建立有效的绩效考核制度，创新教学方式与学生考核方式。

⑦ 教学方面要建立以校企合作为基础的工学交替教学体系，从行业企业引进真正的项目，让
学生在类似于企业氛围中得到锻炼并学到真正能用的知识和技术。

⑧ 在绩效考核方面，一是学习企业的考核制度，把学生服务企业的能力作为衡量学校教书育
人效果的标准；二是通过考核学生来评定教师的教学水平；三是行业企业对学生职业能力的测试，
作为对“商品”的生产者——教师的考核。

⑨ 教师需要掌握技术手段知识、课堂管理知识、行业内容知识，以及一些有效的语言课堂教

学法包括翻转课堂教学法、以项目为导向的教学法等。

三、行业汉语的发展与展望

3.1 行业巨头开始介入行业教育

中国有色金属集团联合 10 所院校共建中赞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中文、工业中文和技能培训；全
国电子商务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通过“一带一路”电商谷项目，联合泰国清迈大学推动电子商
务数据分析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兴教育与马来亚大学合作开展“中文+职业技能”培训，设立“中
兴丝路奖学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有色金属工业人才中心等机构编写了物流、工业中文教
材；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中文+职业技能”国际推广基地开发电子商务、机电一体化、汽车、酒店
管理、计算机等多个专业的中文教材 。①

3.2 行业汉语是促进民心相通的最佳途径

“一带一路”建设不仅需要传统的汉语毕业生，更需要复合型行业专门人才 。 民心相通包括经
济、政治、宗教、哲学、商业、化学、建筑、信息技术、电子商务活动的相通，由行业人才从事民心相通
工作既有利于工作完成也有利于思想的沟通，效果可能更佳 。行业汉语有着简单人文交流所不可
替代的作用，能更有效地完成民心相通的工作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大量掌握汉语及行业技
能的人才。

3.3 行业汉语专业建设

要促进行业汉语教育和人才培养领域的发展，就必须注重内涵建设，制定科学的行业汉语发
展规划，需要明确为什么培养、为谁培养、培养成什么样、怎么培养等问题 。要解决好这些问题，需
要加强调研，了解国内供给情况和国外需求情况，以需求为导向合理规划和实施 。 因地制宜，建设
行业汉语专业，教授中文+职业教育/技能，打通文、理、工学科的壁垒，满足国别化的行业汉语人才
培养需求，开展国别化行业汉语人才特点研究，探索国别化行业汉语人才培养模式和机制，制定国
别化行业人才培养效果评价机制。

注重整合不同学科的资源体系，不同行业领域的资源体系，充分融入现代教育技术，打造出高

质量的行业汉语教学资源体系 。 加强行业汉语师资队伍建设，从懂汉语和懂行业两个角度出发，

①.教育项目研究组：《构建“中文+职业技能”教育高质量发展新体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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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优秀教师进行培育，打造一支优秀新型的行业汉语教师队伍 。行业汉语教师应具备行业汉语
教师证书和中文+跨学科知识，精通中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具有跨文化交际的能力，熟悉
“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宗教、哲学、教育、文化、科技等政策。

3.4 中国应用型大学是推动国际中文教育的主力军

除了少数研究型大学之外，中国绝大多数大学都属于与应用型大学。“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对所有中国大学提出了新要求，同时也提出了新挑战 。 中国研究型和应用型大学应该都是“一带
一路”人才培养的主力军 。 中国大学要把培养和使用人才的目光从当前的国内市场放眼望到“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上 。从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8 年来，中国高等院校在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方
面尤其是针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急需人才培养转型方面做得还是很不够 。 目前很少有高校修订
出针对“一带一路”建设人才培养的培养方案 。行业汉语研究滞后于行业汉语事业发展的现象值
得我们反思。

行业汉语人才培养是目前应用语言学及教育学中最为重要的领域，它重新定义了语言学和应
用语言学的内涵，把普通语言学，跨学科多种知识与教育学紧密结合起来，为应用语言学学科的发
展提出了新方向 。建国 70 多年来，几乎千篇一律的是单学科的普通汉语教学，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急需要的各种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培养到目前为止尚未正式提出，比如如何对留学生进行经贸汉
语、医学汉语、计算机汉语、能源汉语、交通汉语、高铁/铁道汉语等教学？ 如何界定教学内容？ 采用
何种教学模式？ 如何区分语言和专业知识技能比重？ 这些问题为我们的行业汉语研究和教学提
供了方向 。 现阶段中国行业大学正在急速发展，2018 年初山东省长龚正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中国能源大学正在谋划筹建。”一个月后，山东省印发《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提出争
取国家支持建设中国康复大学、中国能源大学 。 2018 年 6 月，天津市与中国核工业集团签署协议
建设中国核工业大学 。2019 年 6 月，教育部正式批复筹建康复大学 。2020 年 7 月，济南市政府宣布
将与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合作共建中国空天信息工程大学 。 2020 年 11 月，河南省教
育厅筹建中原航空航天大学；同月，教育部称将在研究制定“十四五”高校设置规划时，充分吸收关
于设立公共卫生大学或学院的建议 。 2021 年 3 月，山东省临沂市印发通知，提出要在“十四五”期
间争取在市主城区设立临沂医科大学 。 由此可见，行业汉语复合型人才培养才刚刚开始。

3.5 行业汉语教育推动中国文化和技术标准走向世界

整合各方的优势资源，拓展“中文+职业技能”项目的内涵及承载力，加快国际中文教育转型升
级，提升中国语言文化对外传播能力，让中国教育以更能被接受的方式走向世界；推进“一带一路”
教育行动，更好地服务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是当代中国大学的使命，是行业大
学义不容辞的责任。

3.6 人工智能使行业教育成为未来教育

21 世纪课堂是以学生为中心、项目为导向的终生学习系统 。人工智能让行业汉语个性化教育
成为可能：按学习风格和学习行为推送各类个性化行业汉语课程 。 未来工作将以行业/职业为导

向，融合不为时空和地点制约的终身教育系统，动态地进行教学资源分配；政府、高校、企业国际合
作培养，多校园、多学位及智能化定制培养是未来教育的方向 。微课视频、虚拟化技术、大数据计
算及建议将是行业汉语教学的推动力量。

四、结语

行业汉语教育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篇章，开创了跨学科跨文化知识融合应用方

式，开辟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新领域，对中国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转型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行业汉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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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中文+职业教育）不仅是新的语言教育类型，也是外向型经济下新的国民经济增长支撑点；新孔
院+鲁班工坊是新的开放型经济人才培养的手段；文化技术标准输出是新的教育对外开放的中国
方案；新文科、新理科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成为新的人才教育理念；理论与实践结合补齐了教育短板
成为新的教育业态，注重初级、中级及高级终生行业人才教育系统，为中国软实力推广提供了国内
外专门的人才。

行业汉语（中文+职业教育）是衡量中国高校是否走向一流的标志，是中国高校服务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标志，是一带一路建设成功与否的保障 。有一系列问题需要我们思考：行业汉语教学
如何在“一带一路”国家进行？ 行业汉语标准如何“润物细无声”地进入世界各国？ 国别化的行业
汉语人才需求、国别化行业人才特点和行业发展趋势如何获取？ 国别化行业汉语人才培养模式如
何制定？“一带一路”行业教育大数据库如何建设？ 国别化人才培养途径和手段方法有哪些？ 政府
主导的人才培养模式如何取得一带一路国家的共识并进行混改？ 如何对行业汉语人才培养质量
进行评估？ 这些都是中国高校、企业和政府需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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