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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归口。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本文件起草单位：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北京

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大连外国语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实践与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

化学院、华南师范大学东南亚中文教师教育学院、中国有色金属工业人才中心、民生教育集团、武汉领

格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五洲汉风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五洲汉风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新

航道中国故事研究院、中国通才教育集团有限公司、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澳大利亚中文教师联会、

菲律宾亚典耀大学孔子学院、韩中文化协力研究院、柬埔寨皇家科学院国际中文教育学院、美国国际文

教学会、美国考拉知道中文教育公司、南非德班理工大学孔子学院、日本青少年育成协会、泰国朱拉隆

功大学孔子学院、西班牙汉语教师及教学协会、新加坡科思达教育集团、英国汉语教师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马箭飞、赵国成、宋永波、赵杨、丁安琪、冯丽萍、王添淼、张洁、李泉、吴

勇毅、储诚志、古川裕、张新生、竹露茜、方欣欣、赵燕清、王冠一、罗艳、李亚男、于艳、杨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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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基于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变化和国际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师法》，在借鉴国内外国际中文教育标准、大纲和教师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国际中文教育特点，教育部

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与 13个国家的 27所高校、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联合制定了《国际中文教师

专业能力标准》（以下简称“《标准》”），旨在为国际中文教师培养、培训、能力评价和认定、专业发

展提供依据。

国际中文教师是全球范围内从事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专业人员，需要经过系统的培养与培训，

使之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素养，实现自身专业的持续发展。《标准》是对国际中文教师的基本专

业要求，是国际中文教师实施教学的基本行为规范，是引领国际中文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准则，是基于

教师资格标准，高于教师资格标准的倡议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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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国际中文教师的基本专业要求，包括术语和定义、基本理念、基本内容、实施建议等。

本文件适用于国际中文教师的培养、培训、专业能力认定、专业发展与职业规划等。其他教师专业

人才培养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中引用的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

本适用于本文件。未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国际汉语教师标准》（2012年版）

《通用规范汉字表》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国际中文教育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面向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的教育。

3.2

国际中文教师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全球范围内所有从事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师。

4 基本理念

4.1 师德为先

遵守教师职业道德，具有国际中文教育专业信念。

4.2 素养为基

能够将国际中文教育学科知识和教学技能相结合并运用于教学实践。具备从事国际中文教育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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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知识、中文和语言学知识、中华文化与中国国情知识和第二语言习得知识，具备从事国际中文教育

所需的中文要素教学、中文技能教学和教育技术应用等技能，能制定课堂教学计划、选择与利用教学资

源、组织教学、管理课堂、评估学习者并提供反馈、进行教学反思，保障教学任务顺利完成。

4.3 学习者为本

尊重学习者发展规律和中文学习规律，提供适合学习者特点的国际中文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充分

调动学习者的学习热情，帮助学习者实现中文学习目标并促进学习者的发展。

4.4 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

在了解中华文化的同时，了解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尊重不同文化，能够运用不同策略有效进行跨文

化交际。

4.5 注重合作

具有开放包容的态度和团队协作精神，重视学习者合作学习能力的培养，能够与同事、家长、社区

及其他相关者开展合作。

4.6 终身学习

具有终身学习与持续发展的意识和能力，学习国际中文教育相关理论，了解国际中文教育发展概况，

提高专业素养，实现自身专业的持续发展。

5 基本内容

国际中文教师的专业能力一般包含专业理念、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实践和专业发展 5个一级

指标，16个二级指标（如图 1和表 1）。

图 1 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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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描述

专业理念

职业道德

1.遵守国际中文教师职业道德。

2.了解任教国家、地区和学区的语言教育政策和法规，并在国际中文教育中执

行。

3.遵守任教学校及相关教育机构的规章制度。

4.尊重学习者权益，公平公正对待每一位学习者。

专业信念

1.理解国际中文教育的独特性和专业性，认同国际中文教师的职业价值。

2.尊重学习者发展规律和中文学习规律，提供适合学习者特点的国际中文教育

内容和教育形式。

3.具有开放包容的态度，尊重任教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

4.具有团队协作精神，与同事、家长、社区及其他相关者开展合作。

专业知识

教育知识

1.理解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基本理论，掌握相关基础知识。

2.理解认知科学、学习科学相关理论，了解不同学习者认知特点和心理发展规

律。

3.能够综合运用教育教学相关知识，分析、解决国际中文教育中的问题。

中文和语言学知识

1.掌握中文语音、词汇、语法基础知识，能够描述、分析和解释中文语音、词

汇、语法的特点。

2.掌握汉字基础知识，能够分析汉字字形、解释汉字的特点。

3.掌握中文语用、语篇基础知识，能够描述、分析和解释中文语用、语篇的特

点。

4.具备语言学基础知识，了解语言普遍性和中文特殊性，能够进行语言对比。

5.能够综合运用中文和语言学知识，分析语言现象，解决教学问题。

中华文化与中国国

情知识

1.了解并能够介绍教学中涉及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民俗等中华文化知

识。

2.了解并能够介绍教学中涉及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生态等

国情知识。

3.分析常见的社会和文化现象，解决教学与交流中的问题。

4.能够认识到文化是涵盖古今的，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第二语言习得知识

1.了解第二语言习得基本理论及中文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主要特点。

2.了解第二语言习得和母语习得的异同。

3.了解学习者个体差异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

4.了解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群体学习者中文学习的特点。

5.能够运用第二语言习得知识，解决教师教学和学习者学习中的问题。

中文要素教学

1.掌握中文语音教学的常用方法和技巧，帮助学习者了解中文语音的特点，培

养学习者的听辨和发音能力。

2.掌握中文词汇教学的常用方法和技巧，帮助学习者了解中文词汇的特点，掌

握词汇学习策略，培养学习者词汇运用能力。

3.掌握中文语法教学的常用方法和技巧，帮助学习者了解中文语法的特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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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描述

专业技能

解常用语法点的结构与功能，并能够在语境中恰当使用。

4.掌握汉字教学的常用方法和技巧，帮助学习者了解汉字的特点，掌握汉字的

形音义知识，培养学习者汉字认读、书写和电子输入能力。

5.理解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能够处理语言要素中的文化因素，帮助学习者理解

语言中的文化。

6.掌握判断、分析、处理偏误的基本原则与方法，能够有效处理学习者在语音、

词汇、语法、汉字等方面的偏误。

中文技能教学

1.熟悉中文听力教学的目标与内容，帮助学习者掌握听力理解的技巧，提高理

解不同类型听力材料的能力。

2.熟悉中文口语教学的目标与内容，帮助学习者掌握交际策略，提高在不同场

景中使用中文进行交流的能力。

3.熟悉中文阅读教学的目标与内容，帮助学习者掌握阅读技巧，提高理解不同

类型阅读材料的能力。

4.熟悉中文写作教学的目标与内容，帮助学习者掌握写作技巧，提高中文书面

表达能力。

5.了解中文翻译教学的目标与内容，帮助学习者掌握基本的翻译方法和技巧，

具备相应的翻译能力。

6.了解第二语言主要教学法，能够恰当地运用于中文技能教学。

跨文化交际

1.了解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尊重不同文化，培养学习者文化平等意识和文化理

解能力。

2.了解任教地区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交际规约、行为方式等方面的主

要特点，适应不同文化环境。

3.掌握跨文化交际的基本理论，能够运用不同策略，有效解决教学中的跨文化

交际问题。

教育技术

1.了解并关注前沿技术应用于国际中文教育的最新进展，理解教育技术在中文

教学中的本质作用，具有将信息技术与中文教学过程深度融合的意识。

2.能够根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学习者特点选择合适的信息化教学手段。

3.了解常用信息化教学设施使用方法，掌握教学所需的信息化技术，具备设计、

制作课件等教学资源的能力。

4.能够检索、采集、选择网络教学资源，具备在教学中运用资源库的能力。

5.能够利用网络平台开展线上及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中文教学与管理。

6.在资源建设特别是本土化、职业化建设与应用等方面，具有创新意识。

7.具备基本信息伦理，包括明确知晓保护知识产权、尊重他人信息、重视信息

安全等。

课堂教学计划

1.熟悉相关教学标准和教学大纲，掌握撰写教学计划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2.制定适合学习者年龄、文化背景、中文水平、兴趣爱好、认知特点、学习需

求等因素的教学目标。

3.合理确定中文教学内容，设计与教学目标相适应的教学活动，注重培养学习

表 1 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指标体系（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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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描述

专业实践

者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能力。

4.根据教学目标与教学资源，选择教学方法，安排教学环节，设计练习与测试。

5.合理设计板书，准备教学所需的课件、教具等辅助材料。

6.具有跨学科意识，能够将中文课程与其他科目、课内学习与课外学习相关联。

教学资源选择

与利用

1.根据中文教学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教学资源。

2.根据学习者中文水平和需求，灵活使用和改编教材。

3.在现有资源无法满足教学需求时，能够开发新的中文教学资源。

课堂组织与管理

1.选用合适的教学语言，帮助学习者理解学习内容和学习任务。

2.采用恰当的教学手段和策略，激发学习者学习兴趣。

3.组织有效的教学活动，提高学习者参与积极性。

4.合理安排教学环节和步骤，帮助学习者完成学习任务。

5.有效管理时间，注重课堂互动与反馈，提高教学效率。

6.制定课堂管理规则，营造健康、安全、平等的学习环境，采取恰当的方式方

法，及时、公正地解决问题。

7.组织课外活动，拓展课外学习。

学习评估与反馈

1.运用与教学目标相适应的多元评估方式，评估学习者中文学习成效。

2.指导学习者自我评估，帮助学习者反思，完善学习计划。

3.理解、分析评估结果，诊断学习者需求，帮助学习者确定新的学习目标。

4.与学习者及相关人员交流学习者的中文学习情况，提出反馈与建议。

专业发展

教学反思

1.具备反思意识，将反思贯穿于国际中文教育与专业发展全过程。

2.通过分析学习者学习成效、同行观摩交流、撰写反思日志等途径，进行反思

与自我评估。

3.能够将反思结果运用于实践，改进教学。

专业发展规划

1.具有自我发展意识和终身学习理念，能够制定不同阶段的专业发展目标。

2.参加与专业发展相关的专业培训、专题讲座、学术会议等活动，加深对国际

中文教育的理解，提高教育教学能力。

3.掌握教育教学研究基本方法，具备基本的教育行动研究能力，促进自身专业

持续发展。

6 实施建议

6.1 指导教育教学活动

《标准》对国际中文教师进行教育教学活动所涉及的态度、知识、技能、专业发展等提出了明确要

求，教师可依据标准开展教学，保证教育教学活动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6.2 师资培养及培训

《标准》可以指导各高校国际中文教育专业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课程设置、教育实践等，也可用

于规范不同教师教育组织和机构进行教师培训及评价的内容。

表 1 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指标体系（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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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教师专业能力认定

《标准》的框架、内容和描述方式为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考试及认定提供了评价的内容和重点，

能够为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认定制定相应的评价标准、评价程序、证书类别等（遵照附录 A的规定）。

6.4 教师专业发展与职业规划

《标准》系统描述了国际中文教师需具备的态度、知识、技能等，为国际中文教师提供了专业发展

方向和指南，能够引导教师对自身职业生涯进行合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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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分级认定规范

根据《标准》，《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分级认定规范》（以下简称“《认定规范》”）面向初级、

中级、高级三个能力等级的教师提出更具针对性的能力侧重要求。初级教师的定位主要是合格的国际中

文新手教师，中级教师的定位主要是具有较丰富实践经验，处于专业和职业发展阶段的成熟型教师，高

级教师的定位主要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具备指导其他教师经验和能力的研究型、专家型教师。

A.1 评价指标

《认定规范》包含专业理念、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实践和专业发展 5 个评价模块，共设 14

个一级指标，30个二级指标。初、中级评价指标包括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高级评价不再进行二级指

标的细致描述，仅包含一级指标及描述内容。

表 A.1 《认定规范》评价指标体系

模块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专业理念

职业道德
职业操守

法规意识

专业信念

专业态度

多元文化意识

合作精神

专业知识

教育知识
教育学知识

教育心理学知识

中文和语言学知识
中文知识

语言学知识

中华文化与中国国情知识
中华文化知识

中国国情知识

第二语言习得知识
第二语言习得理论

中文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知识

专业技能

中文要素教学与技能教学
中文要素教学能力

中文技能教学能力

跨文化交际
文化理解力与阐释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

教育技术
信息化教学能力

网络资源运用与线上教学能力

专业实践

教学计划
课堂教学计划

教学资源选择与利用

教学实施
课堂教学

课堂组织与管理

学习评估与反馈
学习评估

教学反馈

专业发展

反思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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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自我评估

专业发展规划
终身学习

教学研究

职业规划

A.2 认定标准

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等级分模块进行描述，各等级专业能力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

能力要求。

A.2.1 国际中文教师（初级）认定标准

A.2.1.1 专业理念

A.2.1.1.1 职业道德

A.2.1.1.1.1 职业操守

a) 能够了解并遵守国际中文教师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

b) 能够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具备教师责任意识。

c) 能够具有尊重学习者权益、公平对待每一位学习者的意识。

d) 能够掌握国际中文教师职业道德的评价准则和相关问题的分析方法。

A.2.1.1.1.2 法规意识

a) 能够了解任教国家、地区和学区的语言教育政策。

b) 能够了解并遵守学校及相关教育机构的规章制度。

c) 能够分析评价教育教学实践中的基本法律问题。

A.2.1.1.2 专业信念

A.2.1.1.2.1 专业态度

a) 能够了解国际中文教育的独特性与专业性，认同国际中文教师的职业价值。

b) 能够尊重学习者发展规律和中文学习规律。

c) 能够以实现学习者发展为目标，提供适合学习者特点的国际中文教育。

d) 能够遵循教育规律，尊重自己的职业，用专业的态度认真对待中文教学工作。

A.2.1.1.2.2 多元文化意识

a) 能够了解文化的多样性，具有开放包容的态度。

b) 能够尊重任教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

c) 能够引导学习者正确理解和看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

A.2.1.1.2.3 合作精神

a) 能够寻求与同事合作的机会，分享教学实践中的经验，具备团队协作精神。

b) 能够支持学习者的学习，具备与同事、家长、社区及其他相关者开展合作的意识。

表 A.1 《认定规范》评价指标体系（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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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2 专业知识

A.2.1.2.1 教育知识

A.2.1.2.1.1 教育学知识

a) 能够了解教育学基本原理和方法，以及教育的一般规律。

b) 能够运用教育学原理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国际中文教育中的现象和问题。

A.2.1.2.1.2 教育心理学知识

a) 能够了解教育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b) 能够了解不同教学对象的学习特点、行为习惯和心理发展规律。

c) 能够运用教育心理学原理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国际中文教育中的现象和问题。

A.2.1.2.2 中文和语言学知识

A.2.1.2.2.1中文知识

a) 能够了解、熟悉汉语拼音方案，掌握中文语音、词汇、语法基础知识，并描述、分析和解释中

文语音、词汇、语法的特点。

b) 能够掌握汉字基础知识，并描述、分析和解释汉字的特点。

c) 能够掌握中文语用、语篇基础知识，并描述、分析和解释中文语用、语篇的特点。

A.2.1.2.2.2语言学知识

能够掌握语言学基础知识，了解语言普遍性和中文特殊性，并进行语言对比。

A.2.1.2.3 中华文化与中国国情知识

A.2.1.2.3.1 中华文化知识

能够了解并介绍教学中涉及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民俗等中华文化知识。

A.2.1.2.3.2 中国国情知识

能够了解并介绍教学中涉及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生态等国情知识。

A.2.1.2.4 第二语言习得知识

A.2.1.2.4.1 第二语言习得理论

a) 能够了解第二语言习得基本理论。

b) 能够了解第二语言习得和母语习得的异同。

c) 能够了解学习者个体差异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

A.2.1.2.4.2 中文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知识

a) 能够了解中文语音、词汇、语法、语篇、汉字等知识的习得规律与特点。

b) 能够运用中文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知识，解决教师教学和学习者学习中的问题。

A.2.1.3 专业技能

A.2.1.3.1 中文要素教学与技能教学

A.2.1.3.1.1中文要素教学能力

a) 能够掌握中文语音教学的常用方法和技巧，帮助学习者了解中文语音的特点，培养学习者的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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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和发音能力。

b) 能够掌握中文词汇教学的常用方法和技巧，帮助学习者了解中文词汇的特点，掌握词汇学习策

略，培养学习者的词汇运用能力。

c) 能够掌握中文语法教学的常用方法和技巧，帮助学习者了解中文语法的特点，理解常用语法点

的结构与功能，并能够在语境中恰当使用。

d) 能够掌握汉字教学的常用方法和技巧，帮助学习者了解汉字的特点，掌握汉字的形音义知识，

培养学习者汉字认读、书写和电子输入的能力。

e) 能够掌握判断、分析、处理偏误的基本原则与方法，有效处理学习者在语音、词汇、语法、汉

字等方面的偏误。

A.2.1.3.1.2 中文技能教学能力

a) 能够了解中文听力教学的目标与内容，帮助学习者掌握听力理解的技巧，提高理解不同类型听

力材料的能力。

b) 能够了解中文口语教学的目标与内容，帮助学习者掌握交际策略，提高在不同场景中使用中文

进行交流的能力。

c) 能够了解中文阅读教学的目标与内容，帮助学习者掌握阅读技巧，提高理解不同类型阅读材料

的能力。

d) 能够了解中文写作教学的目标与内容，帮助学习者掌握写作技巧，提高中文书面表达能力。

e) 能够了解第二语言主要教学法，并运用于中文技能教学。

A.2.1.3.2 跨文化交际

A.2.1.3.2.1 文化理解力与阐释力

a) 能够了解语言和文化的基本概念、语言和文化的内在关系。

b) 能够了解世界文化多样性，了解文化因素对语言学习的影响。

c) 能够了解主要文化的特点，尊重不同文化，适应不同文化环境。

d) 能够就教学中所涉及到的中华文化和中国国情知识加以阐释。

e) 能够组织文化实践，帮助学习者了解中华文化的内涵。

A.2.1.3.2.2 跨文化交际能力

a) 能够了解跨文化交际的基本理论、原则和策略。

b) 能够掌握跨文化交际技巧，运用不同的策略，有效解决跨文化交际中遇到的问题。

A.2.1.3.3 教育技术

A.2.1.3.3.1 信息化教学能力

a) 能够了解教育技术在中文教学中的作用，具有将信息技术与中文教学过程深度融合的意识。

b) 能够根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学习者特点选择合适的信息化教学手段。

c) 能够了解常用信息化教学设施使用方法，掌握教学所需的信息化技术，具备设计、制作课件等

教学资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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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3.3.2 网络资源运用与线上教学能力

a) 能够检索、采集、选择网络教学资源，具备在教学中运用资源库的能力。

b) 能够利用网络平台开展线上及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中文教学与管理。

A.2.1.4 专业实践

A.2.1.4.1 教学计划

A.2.1.4.1.1 课堂教学计划

a) 能够了解相关教学标准和教学大纲，掌握撰写教学计划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b) 能够制定适合学习者年龄、文化背景、中文水平、兴趣爱好、认知特点、学习需求等因素的教

学目标。

c) 能够合理确定中文教学内容，设计与教学目标相适应的教学活动，注重培养学习者自主学习与

合作学习能力。

d) 能够根据教学目标与教学资源，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安排教学环节，设计练习与测试。

e) 能够准备教学所需的课件、教具等辅助材料。

f) 能够掌握教案设计的方法和技巧，明确教学目标，分析学习对象，确定教学重难点、教学流程，

设计教学场景，确定教学策略以及教学评价，完成指定教学内容的教案设计。

g) 能够具有初步的跨学科意识，将中文课程与其他科目、课内学习与课外学习相关联。

A.2.1.4.1.2 教学资源选择与利用

a) 能够根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学习者特点，选择合适的教材、教辅材料、教具、中文教学平

台以及现代化教学手段。

b) 能够根据学习者中文水平和需求，灵活使用和改编教材。

c) 能够在现有资源无法满足教学需求时，开发新的中文教学资源。

d) 能够运用恰当的融媒体教学资源和教学辅助工具实现教学目标。

A.2.1.4.2 教学实施

A.2.1.4.2.1课堂教学

a) 能够根据教学实际需求设置恰当的教学情景。

b) 能够根据学习者需求和教学环境的变化，灵活有效地调整教学计划和教学策略。

c) 能够营造学习者主动参与的学习氛围，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

d) 能够根据教学设计和教学目标采取正确的教学方法。

e) 能够较为合理地安排教学环节和教学步骤，完成课堂教学。

f) 能够选择合适的教学语言、教学媒体、教具，设计合适的板书，帮助学习者理解学习内容和学

习任务。

g) 能够运用信息化教学手段进行教学。

A.2.1.4.2.2 课堂组织与管理

a) 能够采用恰当的教学与管理手段，组织课堂活动，维持课堂秩序，创设良好的课堂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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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能够合理安排教学，有效管理时间，帮助学习者提高学习效率，完成学习任务。

c) 能够注重课堂互动，具备沟通意识，安排有效的教学活动。

d) 能够制定课堂管理规则，有效地处理课堂纪律问题，应对课堂突发事件。

e) 能够拓展课外学习，组织课外活动。

A.2.1.4.3 学习评估与反馈

A.2.1.4.3.1 学习评估

a) 能够了解学习评估基本知识与方法，运用与教学目标和学习者相适应的评估方式，对学习者的

学习活动进行评估。

b) 能够指导学习者自我评估，帮助学习者反思并确定新的学习目标。

c) 能够理解、分析评估结果，诊断学习者需求，指导中文教学。

A.2.1.4.3.2 教学反馈

a) 能够掌握发现、分析和解决学习者学习和发展的问题的方法。

b) 能够与学习者及相关人员交流学习者的中文学习情况，提出反馈与建议。

A.2.1.5 专业发展

A.2.1.5.1反思

A.2.1.5.1.1 教学反思

a) 能够了解教学反思的基本方法和策略。

b) 能够通过分析学习者行为、学习成效、同行观摩和交流、撰写教学日志等途径对自己的教学进

行反思。

c) 能够将反思结果运用于实践，改进教学。

A.2.1.5.1.2 自我评估

能够对教学活动中自身教育理念、态度、知识结构及能力水平进行初步的评估，并通过自我评估制

定有效的改进方案。

A.2.1.5.2 专业发展规划

A.2.1.5.2.1终身学习

能够具备终身学习与持续发展的意识和基本能力。

A.2.1.5.2.2 教学研究

a) 能够参加与专业发展相关的专业培训、专题讲座、学术会议等活动，加深对国际中文教育的理

解，提高教育教学能力。

b) 能够掌握教育教学研究基本方法，具备基本的教育行动研究能力，促进自身专业持续发展。

A.2.1.5.2.3 职业规划

a) 能够了解国际中文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容、需求和方向。

b) 能够了解国际中文教师职业生涯阶段性特点，并对专业发展规划具有初步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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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 国际中文教师（中级）认定标准

A.2.2.1 专业理念

A.2.2.1.1 职业道德

A.2.2.1.1.1 职业操守

能够对国际中文教师的职业道德、行为规范有深入的理解。

A.2.2.1.1.2 法规意识

能够对任教国家、地区和学区的语言教育政策、学校规章制度有深入的理解。

A.2.2.1.2 专业信念

A.2.2.1.2.1 专业态度

a) 能够了解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和趋势。

b) 能够对国际中文教育的独特性、专业性及职业价值有深入的理解。

c) 能够致力于建立公平、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师生关系。

A.2.2.1.2.2 多元文化意识

能够在教学实践中深入地理解文化多样性。

A.2.2.1.2.3 合作精神

a) 能够促进团队合作，并提出建议和反馈意见，有效支持同事的专业发展。

b) 能够与同事、家长、社区及其他相关者建立相互尊重的合作关系。

A.2.2.2 专业知识

A.2.2.2.1 教育知识

A.2.2.2.1.1 教育学知识

能够运用教育学研究成果，帮助学习者提高学习效率。

A.2.2.2.1.2 教育心理学知识

能够运用教育心理学研究成果，帮助学习者解决学习中的问题，实现学习者的个性化发展。

A.2.2.2.2 中文和语言学知识

A.2.2.2.2.1中文知识

a) 能够不断地丰富中文语音、词汇、语法、汉字及语用、语篇知识，并应用于教学。

b) 能够综合运用中文知识，分析语言现象，解决教学问题。

A.2.2.2.2.2 语言学知识

a) 能够吸取语言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并应用于教学。

b) 能够综合运用语言学知识，分析语言现象，解决教学问题。

A.2.2.2.3 中华文化与中国国情知识

A.2.2.2.3.1 中华文化知识

a) 能够不断丰富中华文化知识。

b) 能够对教学中的中华文化知识进行说明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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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2.3.2 中国国情知识

a) 能够不断丰富中国国情知识。

b) 能够对教学中的中国国情知识进行说明和阐释。

A.2.2.2.4 第二语言习得知识

A.2.2.2.4.1 第二语言习得理论

能够不断丰富第二语言习得理论方面的知识。

A.2.2.2.4.2 中文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知识

能够吸取中文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成果，并应用于教学。

A.2.2.3 专业技能

A.2.2.3.1 中文要素教学与技能教学

A.2.2.3.1.1 中文要素教学能力

能够不断提高中文语音教学、词汇教学、语法教学、汉字教学方法和技巧，帮助学习者提高语言能

力。

A.2.2.3.1.2 中文技能教学能力

能够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提高中文技能教学能力，促进学习者综合语言能力的发展。

A.2.2.3.2 跨文化交际

A.2.2.3.2.1 文化理解力与阐释力

a) 能够不断深入理解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文化差异性。

b) 能够将有关文化知识应用于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中。

A.2.2.3.2.2 跨文化交际能力

a) 能够识别和分析语言教学中的跨文化因素，有效处理跨文化交际问题。

b) 能够在不同的文化氛围下有效开展中文教学。

A.2.2.3.3 教育技术

A.2.2.3.3.1 信息化教学能力

能够不断更新教育技术知识和技能。

A.2.2.3.3.2 网络资源运用与线上教学能力

能够不断提高运用网络教学资源的能力。

A.2.2.4 专业实践

A.2.2.4.1 教学计划

A.2.2.4.1.1 课堂教学计划

能够根据相关中文教学标准和教学大纲，灵活、熟练、创造性地制定课程教学计划，满足学习者的

学习目标、学习需求。

A.2.2.4.1.2 教学资源选择与利用

a) 能够根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学习者特点，灵活、熟练地使用各类中文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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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能够评价教学材料的适用性，并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估。

A.2.2.4.2 教学实施

A.2.2.4.2.1 课堂教学

a) 能够示范教学。

b) 能够组织丰富多彩的课堂教学活动，激发学习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指导学习者有效学习。

c) 能够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发现问题、积累经验，不断提高教学技能。

A.2.2.4.2.2 课堂组织与管理

a) 能够根据实践经验预防及恰当处理课堂教学问题，保证正常教学秩序。

b) 能够营造健康、安全、平等的学习环境，采取恰当的方式方法，及时、公正地解决问题。

c) 能够组织多种课外活动，满足学习者多样的中文学习需求。

A.2.2.4.3 学习评估与反馈

A.2.2.4.3.1 学习评估

a) 能够充分了解不同评估方法的优点与局限性，选取适当的方法，动态了解学习者中文学习情况。

b) 能够将学习评估作为教学的一部分，诊断学习者的需求，确立具有挑战性的学习目标，并规划

未来学习。

A.2.2.4.3.2 教学反馈

能够根据评估结果，为学习者及相关人员提供及时、准确、有建设性的反馈意见，帮助学习者调整

中文学习规划。

A.2.2.5 专业发展

A.2.2.5.1 反思

A.2.2.5.1.1 教学反思

a) 能够将反思贯穿于中文教育与专业发展全过程。

b) 能够有意识地检验教学反馈结果，帮助学习者提高学习成绩。

A.2.2.5.1.2 自我评估

能够有意识地进行自我评估，为自身专业能力的提高制定计划。

A.2.2.5.2专业发展规划

A.2.2.5.2.1 终身学习

能够将终身学习的理念贯穿于国际中文教育与专业发展全过程。

A.2.2.5.2.2 教学研究

能够开展中文教学系列研究。

A.2.2.5.2.3 职业规划

能够制定不同阶段的发展目标、研究计划，全面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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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 国际中文教师（高级）认定标准

A.2.3.1 专业理念

A.2.3.1.1 职业道德

a) 能够在从事教学活动中形成稳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指导初、中级教师理解职业道德规范

并进行正确判断。

b) 能够为学校制定语言政策、规则制度提出合理建议，指导初、中级教师理解语言教育政策及学

校规章制度。

A.2.3.1.2 专业信念

a) 能够了解国际中文教育研究前沿动态和发展情况。

b) 能够指导初、中级教师理解国际中文教师职业独特性、专业性及职业价值。

c) 能够指导初、中级教师理解跨文化交际问题，提高其跨文化交际能力。

d) 能够领导团队，促进团队合作，在教学、科研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A.2.3.2 专业知识

A.2.3.2.1 教育知识

能够综合运用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相关知识，分析、解决国际中文教育中的问题。

A.2.3.2.2中文和语言学知识

具有丰富的中文及语言学知识，并应用于中文教学实践。

A.2.3.2.3 中华文化与中国国情知识

能够就教学中涉及中华文化或中国国情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提出指导性建议。

A.2.3.2.4 第二语言习得知识

a) 能够运用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和前沿研究成果，评价中文教学实践。

b) 能够就第二语言习得知识在中文教学中的运用对初、中级教师进行指导。

A.2.3.3 专业技能

A.2.3.3.1 中文要素教学与技能教学

a) 能够在中文要素教学或中文技能教学方面具有专长和特色。

b) 能够指导初、中级教师提高中文要素教学或中文技能教学的能力。

A.2.3.3.2 跨文化交际

a) 能够指导初、中级教师提高中华文化理解与阐释的能力。

b) 能够为初、中级教师提供中华文化、中国国情、跨文化交际等方面的教学指导。

A.2.3.3.3 教育技术

能够为初、中级教师信息化教学提出指导性建议。

A.2.3.4 专业实践

A.2.3.4.1 教学计划

a) 能够组织或指导初、中级教师制定中文教学计划，帮助教师开展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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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能够组织或指导初、中级教师开发中文教学资源。

A.2.3.4.2 教学实施

a) 能够通过听课、观摩、研讨等，对初、中级教师教学活动点评，并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帮助

其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b) 能够创新教学理念和方法，指导初、中级教师提升课堂组织与管理能力。

A.2.3.4.3 学习评估与反馈

a) 能够制定评估标准，开展评估工作。

b) 能够对初、中级教师提出改进教学工作的指导性意见。

c) 能够就学习者的进步和发展向学习者、同事、家长等相关者提供及时、准确和建设性的反馈意

见。

A.2.3.5 专业发展

A.2.3.5.1 反思

a) 能够基于反思提炼教学经验。

b) 能够指导初、中级教师进行教学反思。

A.2.3.5.2 专业发展规划

a) 能够在专业发展过程中引导学习者及初、中级教师成为一名终身学习者。

b) 能够在国际中文教育某一领域进行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

c) 能够组织教育教学研究活动。

d) 能够向初、中级教师提供职业规划指导。

A.3 认定范围

《认定规范》适用于认定中国公民或外国公民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专业能力所开展的受理、考试、

考核、培训等工作。认定范围包括中国国内面向留学生的中文教师、外派中文教师、海外本土中文教师、

线上中文教师等全球范围内从事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师。

A.4 认定方式

根据《认定规范》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等级认定标准实施认定，可采取专业考试、培训或综合评

审的方式进行。申请人经认定可分别获得《国际中文教师证书（初级）》《国际中文教师证书（中级）》

《国际中文教师证书（高级）》相应等级的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