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北师范大学关于报送
面向中亚国家“中文+”国际化语言服务

人才培养基地项目的报告

甘肃省教育厅：

根据教育部《关于报送“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部省

品牌培育项目”的通知》（教外司综[2020]485号）和省教

育厅《转发教育部关于报送“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部省

品牌培育项目”的通知》要求，学校高度重视，组织相关部

门撰写了面向中亚国家“中文+”国际化语言服务人才培养基

地项目申报书，现申报书报上，请审核。

专此报告

         西北师范大学

                             2020年 6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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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范大学面向中亚国家“中文+”国际
化语言服务人才培养基地项目申报书

为进一步落实《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

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和《教育部·甘肃省人民政府开展

“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合作备忘录》要求，主动适应国际形势

和外部发展环境的新变化，聚焦中文主业，提升我省国际

教育人才培养的国际竞争力和“一带一路”语言服务能力，推

动职业教育更加开放畅通，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高层次国

际化语言服务人才，西北师范大学特申请实施该项目，项

目内容具体如下：

一、项目名称及主办单位

（一）项目名称

面向中亚国家中文+国际化语言服务人才培养基地

（二）主办单位

西北师范大学

（三）主要内容

1.建设“中亚本土汉语师资培训中心（基地）”

项目意义：落实《教育部·甘肃省人民政府开展“一带一

路”教育行动合作备忘录》中“中亚本土汉语师资培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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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旨在培养中亚本土汉语教师、开发中亚汉语教材、

编写中华文化系列读物，建设国际中文学校，推动中亚人

文交流。

现有基础：西北师大在本土汉语教师培训方面有很好

的基础，迄今已为全球 20多个国家派遣 200多名汉语教

师志愿者和公派汉语教师，已培养 30多名外籍汉语国际教

育硕士，多人被孔子学院总部选拔为本土汉语教师。尤其

在中亚本土汉语师资培训方面，学校已连续招收 380名中

亚华裔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学生，他们将是未来中亚本

土汉语师资的重要力量。学校具有汉语国际教育本科、硕

士和博士三级学位授予权，已形成了对外汉语专业教师培

养、留学生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硕博培养“三位

一体”的教学模式。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国家汉办依托西北

师大在甘肃省分别设立了华文教育基地和甘肃省汉语国际

推广中心。

2.“中国政府奖学金预科教育试点院校”培育项目

项目目标：争取获得教育部支持，使西北师大能纳入

“中国政府奖学金预科教育试点院校”序列，为中亚预科生提

供入专业前汉语及专业知识培训。目前甘肃省尚无中国政

府奖学金预科教育试点院校，西部高校留学生中的预科生

多进入中东部预科院校学习，跨文化适应有一定难度，加

之西部高校客观存在的差距，预科教育结束后进入西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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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开始专业学习，预科生面临再次跨文化适应。现在国家

进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教育向西发展，预科院校区域布

局落户西北师大将会有力推动西部大开发和教育向西发展

的战略规划。

    现有基础：西北师大师资力量雄厚，师范教育优势明显，

13个专业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5个专业获批

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入选甘肃省

特色专业。从 2015年起，学校主动为甘肃理工科院校和职

业院校留学生提供入专业前的汉语培训和跨文化适应教育

已接收 5 届 117名留学生的入专业前学习培训，预科教育

有一定基础。2019年，学校向省教育厅申请设立了“甘肃

省来华留学生汉语教育基地”，在更广的范围服务我省留学

生入专业前的汉语教育，提高中国政府奖学金的使用效益

及本科留学生的教育质量。

3.中亚“中华语言文化研究生班”项目

项目意义：落实《备忘录》中“东干族来华留学生硕士

班”项目。“中华语言文化本科学历班”目前已连续招收 7 届，

培养中亚学员初具规模，品牌效应明显，急需提升学员培

养层次，升级“留学甘肃”品牌。

现有基础：“中华语言文化本科学历班”是中共中央统战

部设立的面向中亚华侨子女的留学生项目，西北师大此项

目已持续 7年，共招收 380名学员，175名学员已完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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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央统战部评价“‘中华语言文化本科学历班’项目是华文

教育工作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大局

的重要示范项目。”

项目目标：希望获得教育部和甘肃省教育厅支持，在

“丝绸之路”奖学金中对“中华语言文化研究生班”项目予以支

持，每年支持一定数额的中亚留学生来西北师大攻读硕士

或博士学位。 

4.建设中亚人文社科研究中心

现有基础：2016年，学校成立“中亚研究院”，集中东

干语言与文化研究、中亚法律翻译与研究、中国与中亚跨

境旅游资源开发与研究以及中亚历史与丝绸之路文明史研

究。研究成果突出，成为学校重点建设的人文社科基地。

2019年，成立西北师范大学国别研究院，下设“吉尔吉斯

斯坦研究中心”等四个国别研究中心，为中亚人文交流提供

学术支持和智库服务。学校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

多所大学加强合作，逐步形成了良好的人文交流机制，举

办和参加多届中亚语言文化国际研讨会。学校教师承担多

项中亚人文研究国家和省部级研究项目，产生系列涉及中

亚历史、语言、文化、旅游、法律的高水平研究论文，初

步形成相对稳定的中亚研究团队。

项目目标：将“吉尔吉斯斯坦研究中心”升格为教育部国

别区域研究中心，打造中亚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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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亚“汉语+职业教育”奖学金项目

项目意义：此项目是落实甘肃整省推进职业教育发展，

打造技能甘肃的务实举措，助力甘肃省职业教育国际化建

设与发展。

现有基础：2015年起，西北师大先后与甘肃中医药

大学、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武威职业学院、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签订合作协议

为上述院校留学生提供汉语培训，打造甘肃“一带一路”来华

留学职业教育品牌。

项目目标：拟成立甘肃“汉语+职业教育”院校联盟，依

托甘肃高校孔子学院和海外合作平台，助力甘肃职业教育

在海外的发展，培养海内外国际化职业技术人才，服务于

“一带一路”建设。

二、实施年限及推进计划

（一）项目实施年份

2020年-2023年。

（二）项目推进计划

2020年：计划招收 50名中亚“中华语言文化本科学

历班”留学生，15名中亚“汉语+职业教育”留学生，10名中

亚“中华语言文化硕士（博士）”留学生。培养中亚本土汉语

教师，开发中亚汉语教材。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筹建

国际中文学校，转写（翻译）并出版一套东干语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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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中文版《哈萨克斯坦常用法律》。与吉尔吉斯斯坦国

家科学院、吉尔吉斯民族大学签署合作协议，推动高水平

学术交流机制。向教育部申请“中国政府奖学金预科试点院

校”。

2021年：招收 50名中亚本科学历生、30名中亚“汉

语+职业教育”留学生，15名中亚硕士留学生，50名中亚

“中国政府奖学金”预科生。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孔

子学院及其他高校合作开展中亚本土汉语教师培训。在阿

拉木图筹建国际中文学校，开发中文线上教学资源。在敦

煌召开中亚人文国际研讨议。出版《汉语-吉尔吉斯语词

典》一部，《中国故事——丝绸之路故事》7 册。

2022年：招收 50名中亚本科学历生，50名中亚“汉

语+职业教育”留学生，20名中亚硕士（博士）留学生，70

名中亚预科生。中亚本土汉语教师培训项目常态化，在朱

巴诺夫筹建国际中文学校，建立东干语数据库。与朱巴诺

夫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在比什凯克召开中亚人文国际研讨

会。出版《乌兹别克斯坦常用法律》。 

2023年：招收 50名中亚本科学历生，100名中亚职

教生，30名中亚硕士（博士）生、100名中亚预科生。编

写国际中文教材，开发线上中国文化系列课程。在乌兹别

克斯坦筹建国际中文学校，在兰州召开中亚人文国际研讨

会，出版吉尔吉斯斯坦研究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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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估效果

（一）项目建设情况

   西北师大申请此项目有地缘优势、学缘优势和前期建设基

础。项目实施有助于打造中国与中亚高层次常态化人文交

流机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搭建桥梁，为政策

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提供语言服务人才

支撑。

（二）本地区教育改革发展促进情况

    项目实施对全面落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

《教育部·甘肃省人民政府开展“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合作备

忘录》具有实际意义。成立甘肃“汉语+职业教育”院校联盟，

整合普通高校与职业院校的优势学科，携手打造“留学甘肃”

品牌。成立甘肃国际中文教育联盟，聚焦孔子学院转型与

国际中文学校建设，将留学生招生、国际化语言服务人才

培养与高校的国际化、“双一流”建设相结合，与教育向西开

放和甘肃对外开放新格局相结合，打造甘肃教育共同体，

提升甘肃教育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三）本地区中外人心相通提升情况

项目促进甘肃与中亚教育机构、科研院所的深度合作，

在人才共育、学分互认、教师互访、科研互助等方面开展

实质性合作，致力于推动国际中文及职业教育，促进中外

文化交流，积极搭建民心相通桥梁。增强中国教育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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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提高中国教育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融入度，力求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贡献中国教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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