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4 月 8 日-9 日，“江浙沪汉语国际教育硕士教学技能大赛暨汉硕培养创新模式学术研讨会”在同济大

学国际交流学院顺利召开。本届大会由江浙沪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学联盟主办，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

学院承办。一直致力于推动全球语言文化交流和发展的互联网教育革新企业，上海沃动科技有限公司受邀协办此

次大会，上海仕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的网络直播提供技术支持。 

4 月 8 日，来自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东南大学、扬州大学等 15

所院校的 28 名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积极参与了此次大赛。参赛选手给与会者奉上了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经

过激烈的角逐，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乐佳颖同学和杨家忆同学从各校选派的优秀选手中脱颖而出，分获中国学生

组和留学生组教学技能大赛冠军。同济大学国交院选派的黑龙同学（苏丹）获得留学生组三等奖，程娟娟同学获

得中国学生组优胜奖。次日的研讨中，各校汉硕一线教师针对“汉硕培养模式的现状与创新”、“汉硕课程设置与

学生未来发展”、“语言教育与文化传播的关系”三大议题，展开热烈讨论。从学生的需要、学校的需要、国家的

需要、世界的需要出发，基于秉持中华文化自信的师资培养机制，基于江浙沪高校汉语国际教 

育师资的培养经验，基于现代网络技术对汉语教学的支持，共同探索具有世界实践可能的人才 

培养理论和模式。 

本次大会突出同济特色，引入大量现代技术元素，令与会者耳目一新。大会的成功举办进 

一步加强了我校与江浙沪高校在汉语国际教育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进一步扩大了同济大学在汉 

语国际传播领域的国内外影响，并推动同济继续研究适合同济的在职汉硕培养模式，形成相关 

理论，引领本学科的发展。大会结束后，新华网、新浪网、凤凰网、网易网、搜狐网、中华网、 

中华教育网等重要网站均对本次大会进行了报道。（本期《汉舟》为“江浙沪大会”特辑） 

第三届江浙沪汉硕教学技能大赛暨汉硕培养创新模式学术研讨会在同济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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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 2016 级

汉硕生黑龙同

学晋级“汉教英

雄会”50 强（详

见本期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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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雨江南，樱花树下， 

一场汉教盛宴 

每年三月底，同济大学的樱花

开始绽放，爱校路便成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吸引大批游客和摄影爱好

者前来观赏。同济往年的赏樱时间

为三月底四月初，今年直到江浙沪

大会开始，我济的樱花还在盛放！

无怪乎孙院长道：“樱花迟不开，只

因君未来。” 

作为本次“江浙沪汉硕教学技

能大赛”的承办方，国交院为兄弟

院校的师生奉上一届有赏、有玩、

有乐、有干货的汉硕大赛！有图有

真相，让我们一起重温这场联欢！ 

4月 8日 8:00，接待工作有序展开，

各校师生络绎而至。 

8:30，孙宜学副院长主持开幕式，

刘淑妍院长致辞，欢迎各校来宾。 

9:15，中外两个赛场同时开始比赛。

特别感谢我院本科、硕士的同学，

担任“学生演员”。 

选手上场。请特别注意左侧的“神

器”！就是它让无法亲临赛场的朋友

们也能看到所有选手的表现。 

娟娟和黑龙都是下午比赛，强

压之下，沉着冷静，表现非常出色！ 

在比赛的同时，大厅里安排了“世

界拍立得”活动，深受选手欢迎。 

 

午餐以后，与会者前往樱花大道留

影（合影见头版）。会务组的小伙伴

们也赶紧来个全家福，大家辛苦啦！ 

 

下午 4:00，比赛全部结束，经过紧

张的算分、排序，获奖者名单出炉。

叶澜老师主持颁奖典礼，我院程娟

娟同学获得中国选手组优胜奖，黑

龙同学获得外国学生组三等奖。 

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乐佳颖同学和

杨家忆同学拔得头筹。 

颁奖典礼之后，2016级韩毅同

学主持青年论坛，各校同学积极参

与讨论，为次日的教师论坛预热。 

4月 9日的教师论坛，由李海燕老师

主持，我院刘运同教授以《从专硕

生的课堂观察记录说起》为题进行

发表。讨论精彩热烈，为大会画上

完满句号。（教师论坛内容详见三版） 

本版摄影：王烨俊   文字：田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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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碰撞 头脑风暴 

记第三届江浙沪大会教师论坛 

    4 月 9 日上午，在国交院文化体验室召开了汉硕培

养创新模式学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由我院李海燕老师

主持，江浙沪高校汉硕一线教师与汉硕生共同参加。 

在本次研讨中，各校汉硕一线教师针对“汉硕培养

模式的现状与创新”、“汉硕课程设置与学生未来发展”、

“语言教育与文化传播的关系”三大议题，展开了热烈

讨论。并且有六位来自江浙沪各高校的经验丰富、术业

有专攻的教师分别做了主题报告。 

首先是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的柳岳梅老师做了题为

《培养汉教硕士依托活动开展中华文化传播》的主题报

告。柳老师倡导在开展中华文化传播活动时，不仅要使

汉硕生掌握基本的简单的中华才艺，更重要的是要提高

汉硕生文化活动的策划能力。柳老师提出要帮助汉硕生

结合学生文化圈背景及其喜好寻找活动创意，寻找适合

青年留学生的表演形式。并以财大汉硕生成功策划的

《西湖借伞》、《舌战群儒》以及英国利兹大学学生剧团

与利兹孔院联合排演的舞台剧《梦南柯》的成功巡演为

例。柳老师的报告开拓了汉硕师生的中华文化传播思路，

令在座汉硕生受益良多。 

我院刘运同老师从专硕生的课堂观察记录说起。刘

老师先展示了一位专硕生的课堂观察记录，并点评此记

录由于听课者没有带着问题，以致大都是流水账式的记

录，对学生并没有太大帮助与提高。刘老师倡导聚焦式

观察，展示了 Ruthe Wajnryb 的课堂教学七个方面即：

学习者、语言、学习、课堂、教学技巧与策略、课堂管

理及教材与资源开发。随后，刘老师播放了一个汉语示

范课的视频，指出即使是示范课，留心观察也会发现其

中存在的教学问题。而这些问题，只有反复观看视频才

能发现。因此刘老师提出了录像记录分析的想法，建议

让汉硕生带着问题去看教学视频，针对问题完成听课记

录，这样可以帮助学生发现更多自己日后上课时需要注

意的地方，同时也为以后写论文积累素材。 

上海沃动科技有限公司的课程研发总监姜子舒老

师从新的汉语教学模式——网络教学模式谈起，给大家

带来了一场技术盛宴。姜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了 popon 同

济汉语教学闭环平台的建设及后续开发，并演示了

popon 学习软件的操作流程。科技改变生活，同时改变

着人们的学习方式。我们可以运用科技，推动我们的汉

语教学，让汉语教学走向更多、更远的地方！让学习汉

语变成像滴滴打车一样随时随地可享受的服务！这个网

络教学平台还可以为教师提供研究数据，为汉硕生提供

教学实践机会。参会的师生对此都非常感兴趣，休息期

间纷纷上前与姜老师讨论。 

接下来复旦大学的王景丹老师与上海大学的吴卸

耀老师分别做了《文化传播视野下的语言教育创新》和

《论汉语语言学导论课程讲授》的主题报告。王老师提

倡文化传播应处于汉语国际教育的核心地位，而吴老师

认为语言教学才是根本。“语言教育与文化传播的关系”

引起了与会师生广泛激烈的讨论。许涓老师认为语言教

学应先行，在语言教学过程中文化也会得以传播；柳岳

梅老师认为文化活动能促进学生语言学习的动能；姜老

师提出我们现在的文化传播倾向于传统文化，希望能找

到更好地介绍当今的中国优秀文化，让外国人了解现在

中国的方法。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

话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最后中国人民大学的张璐老师谈了《汉硕学生毕业

论文指导的再思考》。张老师分析了汉硕生毕业论文的

五种类型，并介绍了人大汉硕生毕业论文的情况及存在

的问题。关于解决存在问题的对策，张老师提出了自己

的一些建议：1.希望学界同仁特别是指导教师应开阔思

路、打开视野。2.应注重汉硕专业应用的特点。3.应在

研究方法和理论上及时更新。4.应促进实践和学术方面

的多交流。 

此次研讨会与会师生各抒己见、讨论热烈、思想的

火花不断碰撞，形成一场精彩的头脑风暴！研讨会也由

原计划的两个小时，延长至两个半小时，以至午饭时间，

讨论仍在继续。我有幸参与，特将听会笔记整理成文，

分享给没能到场的同学，如有不妥之处，请老师们批评

指正。（石玉鸾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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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同学晋级“汉教英雄会”50强 ★ 

4月 15 日，由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与全国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共同主办,北京语言大学负责承办的首届“汉教英雄

会”夏令营活动在北京语言大学举办遴选晋级赛。我院 2016级汉语国际教

育专业硕士研究生黑龙同学（苏丹）顶着巨大压力，通过“模拟课堂教学实

战”和“文化传播综合比拼”两个环节的激烈角逐，最终成功获得了“通关

牌”。经过来自 23所院校 31位专家所组成的评审组选拔，包括黑龙在内的

50 名选手（中外各 25人）将于 6月参加首届“汉教英雄会”夏令营。此次

“汉教英雄会”夏令营活动首次将汉语教学类比赛搬上荧幕，结合真人秀、

娱乐益智类节目的展示模式，利用现代科技舞美和外出文化任务，强化选手

的个人魅力值和影响力。届时，我们将通过电视、网络看到黑龙的精彩表现。

期待他在夏令营中再接再厉，取得更好的成绩！ 

 载誉归来的黑龙讲述了他参赛的经历，让我们跟随他的回忆感受一下

“英雄会”的现场—— 

根据组委会给我的材料，这次有 132名选手参加晋级赛，其中中国选手

75 名，外籍选手 57 名，比赛为期一天，中外选手同步参加。4 月 15日上午

进行了“文化传播综合比拼”，按流程先进行 5分钟的才艺展示，然后是 3

分钟的当代中国问答和 7 分钟的中国文化与文化传播能力问答，考场里有两

位考官。我表演的才艺是唱歌，准备了《青藏高原》，个人觉得表现不是非

常完美。唱完，考官问：“你还会唱其他歌吗？”我说：“当然会。”不过

他们也没有再让我唱。接下来就是连珠炮一样的提问，印象特别深的是让我

看一组数据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变化，还让我设计一次中秋节的文化活动。

有些内容，平时上课的时候，听老师讲过，答起来也比较自信，但有一道题

把我考懵了——考官读了一段《道德经》里的话，让我写下来，再翻译成白

话。那段话我从来没听过，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啊！ 

下午是“模拟课堂教学实战”，15分钟准备，模拟教学展示 8分钟，

然后考官提问。我抽到一篇挺长的课文，要求讲的语法点是“越来越„„”。

这次比赛有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要求我们用他们准备的教具来教学。我

这题提供的教具是一个布袋和一个乒乓球，幸好我口袋里还有饼干、钥匙什

么的，所以后来上课时就把这些东西一个个放进布袋，跟学生讲：“口袋越

来越重。”这个环节有三位考官，还有三个“配合”我上课的学生，据说是

北语的本科生，他们真是太“配合”了！教学中要求我组织练习，但当我引

导他们说句子时，他们就不停地说：“没学过、听不懂！”我只好硬着头皮

对他们说：“我们上节课刚学过，再想想，记得吗？”还有一个学生在我讲

“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总是把“热”发错，我纠正了两次，他也不改。

我想：不能困在他们造的麻烦里，所以就拉回语法的讲练了。听其他选手说，

有的学生在选手刚开始讲课时就举手说：“老师，我想睡觉！”这样看来，

我遇到的“学生”还算客气的。 

整个比赛过程，压力山大！我们一早就被要求手机关机，除了上厕所和

比赛都不能离开等待室，我上午想站起来开开嗓，也被劝阻了；考官们不苟

言笑，各种问题都会问，回答之后却没有任何反馈；“配合”的学生根本不

配合，还净给选手添堵„„因为对自己的表现不太满意，比完我就觉得没戏

了。按组委会要求去参加“通关牌”颁发典礼的时候，默默地坐到后面，却

被老师拉到前边，说：“你等会儿要领通关牌呢，坐这儿！”这时，我才知

道自己晋级了，那一刻的感受真是无法用言语表达！但我想自己会永远记得

那一刻——所有努力被肯定的那一刻。（闫志威、姚伟嘉 组稿） 

参赛心得 
2016 级汉硕生 程娟娟 

去年的 4 月 8 日，我才刚结束研

究生复试，而今年今日，我站上了比

赛的讲台。对我来说，这次比赛是一

次非常宝贵的机会，可以观摩学习其

他各校优秀选手的课堂教学，同时也

是一次全新的挑战，是对自己半年来

学习的一个检验。 

我抽到的是 12 号，被安排在下

午比赛。非常巧的是，下午的选手，

包括我在内连续三人选择了“不

但„„，而且„„”的语法点来讲解，

这确实给我带来很大的压力。因为几

乎每个人都准备了各式道具，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而我的教学设计相对简

单，没有考虑到用教具或更活泼的教

学活动来活跃课堂。 

每一位对外汉语教师都知道精

讲多练的重要性，可是怎么讲、怎么

练、用什么方法练？只有亲身体验过

教学过程，才能明白个中滋味。每次

备课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才思枯竭，

常常抓耳挠腮绞尽脑汁在那琢磨，思

考如何才能事半功倍。后来我发现，

只有多听课，多观摩，多做教学预案，

闭门造车是开拓不了思路的，教学不

存在完美的万能模式，学习的过程并

不是模仿，而是思维更新的过程。 

老师走上讲台前，必须非常了解

自己的教学对象，明确教学目标，才

能进行整体的课堂设计。之前学习的

时候觉得这个特别抽象和空洞，而这

次比赛就给我上了一课！就因为没有

仔细查阅课文的教材来源，以至于我

一开始把教学对象定位成学习了 90

个课时的学生，设计例句和活动时难

度偏低。幸而得到了学院老师们的批

评指出和精心指点，我重新调整难度，

并融入了中国文化部分进行讲解，但

课堂活动和操练环节还是过于简单。

真的应该继续观摩、学习，汲取优秀

教师们的经验，以提高自己的教学技

能。虽然最后的结果让我心有愧疚与

遗憾，但我对汉语教学的热情依然，

路在脚下，继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