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近年来，随着各领域国际交流合作的不断深入，多样化的中文学习需求与日俱增，越来

越多的学习者出于深造、就业、工作等需要，渴望精通中文，中高级水平学习者的数量不断

增多。

与此同时，我们在国际中文教学过程中也发现，学习者中文水平进入中高级阶段后，往

往不再满足于单纯的语言知识学习和语言能力提高。许多人希望未来从事与中国相关的工作，

因此渴望更全面地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的情况，更深刻、

透彻地读懂中国、理解中国。

为满足学习者的迫切需求，我们编写了高等学校“理解当代中国”国际中文系列教材（以

下简称“本系列教材”）。本系列教材目前包含《高级中文读写教程》和《高级中文听说教程》

两个分册，适用于中文水平较高、希望深入了解当代中国和进一步提高中文水平的学习者。

一、编写理念

本系列教材广泛吸收第二语言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根据学习者身份特征、认知特点和

实际需求，以内容学习和语言学习融合式教学为编写理念，力求促进学习者内容理解和语言

能力同步提升。

本系列教材围绕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生态等主题建构话题，

旨在帮助学习者全面了解中国国情和制度政策，直观感知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读懂中国发

展背后的深层逻辑，同时结合自身的文化背景与经历、见闻，从国际视角理解中国议题，站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去分析和探讨相关问题；在内容学习过程中，进一步夯实中文基本

功，提升中文听说读写能力，提高对时政话题类真实语料的理解能力，以及用中文进行有深

度的沟通与表达的能力，促进思辨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等进一步提高。 

二、编写原则

本系列教材坚持选文有深度、话题有广度、题材有温度的编写原则。

中高级水平中文学习者已具备学习蕴含深刻思想的中文文本的能力。为满足其深入了解

中国治国理政方略的需求，《高级中文读写教程》部分课文特别选取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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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原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自出版以来，引发国际社会广泛

热议，被看作世界认识中国的窗口，是国际社会读懂中国的一把钥匙，能够帮助学习者更好

地了解治国理政的中国智慧。

教材涵盖多个话题，从国内外主流媒体的专题纪录、新闻报道、时事评论、专家访谈等

多种题材、多种文体形式中选择素材，力求提供多元的视角和多样的内容。同时，教材通过

讲述有温度的、富含精神力量的中国故事，帮助学习者在进一步提高中文水平的同时，客观、

全面、积极地解读当代中国，推动文明互鉴，促进民心相通。

  

三、教材特色

本系列教材体现了内容与语言相融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解与表达相促进的特色。

（一）内容与语言相融合

本系列教材体现当前国际中文教育发展趋势，遵循第二语言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在话

题设计、课文讲解与练习编写中，采用内容教学和语言技能训练一体化模式，强调充分的、

真实的、有意义的内容学习过程；通过多样化的活动创设应用场景，引导学习者关注思想内

涵与语言形式，帮助学习者丰富知识体系，加深文化理解，拓宽认知视野，同时自觉积累词汇、

句式、段落、篇章结构等语言知识，提高听说读写技能。

（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为帮助学习者加深理解，实现知行合一，本系列教材既注重理论阐释，也注重案例展示。

选文既有呈现当代中国发展理念的论述，也有展现生动实践的故事，帮助学习者将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既了解中国之治，也理解中国之智。同时，教材结合不同主题，设计了采访、调研、

座谈等综合语言活动，引导学习者在学习和了解中国理论与中国方略后，走出课堂，在应用

中提高中文水平，在实践中感知并表达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三）理解与表达相促进

本系列教材强调以理解为基础，以能力为导向；只有真正理解，才能有效表达。为帮助

学习者理解，教材基于课文设计了“信息窗”、“知识窗”、“拓展阅读参考”、“拓展视

听资源”、“学习小结”等板块，并通过多种结构图帮助学习者理清脉络、明晰逻辑。同时，

教材通过启发式、讨论式、体验式、项目式等多种练习活动，帮助学习者在理解的基础上提

高表达能力，以及思辨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合作调研能力等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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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是保障教材有效使用的必要支撑。本系列教材在理论高度、知识深度和教学方

法等方面均有较大的挑战性。为支持教学工作顺利开展，本系列教材各册均配有教师用书，

提供各单元重难点解析、练习答案、教学建议、补充练习等材料。此外还建设了教学资源平台，

提供各册配套优秀教案、示范教学视频，以及形式多样的当代中国主题延伸学习文本和音视

频资源，供教师备课参考和学习者课外学习使用。

五、分工与致谢

本系列教材编写团队由北京语言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大学、中山大学、青

岛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等高校的资深教授和骨干教师组成。

本系列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各方支持和指导，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们

也真诚期待各位专家、学者、老师、同学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使本系列教材更加完善。

为增强教材内容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我们在编写过程中选用了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

日报、中国外文局、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河北日报、人民网、海外网、中国国际电视总

公司、学习强国海南学习平台、北京青年报等相关单位的素材。谨向上述单位的倾力支持与

帮助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国际中文系列教材编写组

202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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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一、教学目标

依据内容与语言融合式教学理念，本教材将语言内容学习和语言技能训练融为一体，强

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根据学习者想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意愿，我们精选了来自《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及其他来源的时政文献、新闻报道、时事评论、人物故事

等。通过对课文内容的学习、思考和交流，以及不同类型的阅读和写作训练，力求帮助学习

者达到以下目标：

1. 提升中文应用能力，夯实语篇阅读基本功和写作基本功，能够综合运用各种阅读、写

作的策略与方法，熟悉并能自如运用各类表达风格，重点提升时政文献阅读、评论和写作等

能力。

2. 提升理解当代中国的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能够运用相关策略提炼课文核心内容及

主旨，通过分析评述、交流讨论等活动任务，将不同单元内容有机关联，全面理解中国发展

变化背后的内在逻辑，真正读懂中国、理解中国。 

3. 提升思辨能力，能对观点、论据、概念、方法等要素进行阐述、分析与评述，通过语

篇结构训练和写作训练，能自觉反思和优化自己的思维过程。

二、教材结构

教材围绕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生态等领域选取 12 个主题，

设置 12 个单元，各单元均包括热身或思考、课文、练习及学习小结四个主要板块。

热身或思考是进入课文学习的前奏。通过设置与主题相关的问题，引导学习者注意或把

握课文内容主旨，结合已有知识储备和自我经验展开思考。

课文是学习的主体部分。每单元包括三篇课文，其中课文一以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切

入点，选文来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以及习近平主席有关讲话文本；

课文二和课文三以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实践、中国作为等为切入点，通过案例、故事、评述等

呼应主题，选文主要来自新闻报道、时事评论、人物故事等。课文主体部分主要包括阅读提

示、正文及词语注释等。必要时给出“信息窗”，介绍课文中出现的概念、术语、背景知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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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单元的课文一设置“拓展阅读参考”，提示和引导学习者在完成课文学习后，阅读更多

相关文献。

练习与课文内容、结构密切相关。课文一的练习侧重精读训练，辅以段落性写作练习；

课文二的练习偏重泛读训练；课文三的练习侧重写作训练。设置“语言运用”、“内容理解”、

“拓展深化”、“专项写作”等板块，帮助学习者加深对内容的学习与思考，加强对词语、

句段、篇章的理解和应用。“专项写作”在字数、难度等方面进行梯级式编排；一些单元专

门安排了“拓展写作”，鼓励学习者走出课堂进行调查实践，把自己通过理论学习和亲身实

践得到的认识写出来。

学习小结用于每单元学后的效果反思。帮助学习者总结、梳理自己的学习情况，感受进

步过程，促进学习习惯建立和学习计划优化。

    

三、教学建议

本系列教材以“理解当代中国”为主题，课程设置建议为专题选修课。

（一） 课时安排

本教材每单元建议在 4 课时内完成，各院校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教学时数。

（二） 教学建议

本教材每个单元从课文一到课文三，体现的是从理论到实践、从中国到世界的逻辑关系，

教师教学时应全面把握内在逻辑，按照从课文一到课文三的顺序实施教学。教学过程中，建

议遵循以下两个原则：

1. 精泛结合，读写互促。教师需注重均衡分配阅读与写作训练比例，帮助学习者实现读

写能力同步发展。紧密围绕单元主题设计阅读训练与写作活动，以阅读为基础，通过读后缩

写、读后仿写、读后创写等衔接写作任务，以写作任务促进反复阅读、精读细读、拓展阅读

和深度理解。同时，结合阅读文本和语言知识，融入读写策略的教学内容，引导学习者掌握

精读和泛读的要领，体会阅读文本在遣词造句、谋篇布局和思想表达等方面的特点，并能自

觉应用于写作任务。

2. 学思并重，学以致用。课文一主要来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第三

卷以及习近平主席相关讲话文本，这些选文是了解当代中国重要且直接的范本。教师应将对

课文一的理解和内化作为最重要的教学活动，可根据教学实际补充思考思辨、分析评述、交

流讨论等活动任务，通过师生、生生间协商互动，引导学习者准确理解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的深刻内涵，深入观察当代中国改革创新的成就，分析其背后的发展逻辑，并通过基本写作

任务和拓展写作实践，将基于阅读理解获得的新知与思考清晰地表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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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编写分工

系列教材是集体合作的结晶，由北京语言大学负责组织实施，刘利教授担任总主编，负

责系列教材的总体设计，提出编写理念、原则与目标，主导设计总体框架和单元结构，负责

系列教材的审校与定稿。

郭风岚教授负责本教材的编写设计和编写方案的制订，负责统稿。

本教材的编写工作由来自五所院校的八位教师合作完成，编者有北京语言大学郭风岚、

沈庶英、朱彤、张一萍，北京大学钱旭菁，青岛大学张连跃，上海大学李慧，中山大学郑航。  

国际中文系列教材编写组

202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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