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会直播二维码



目  录

01 | 会议议程

04 | 会务指南

06 | 附录一：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示意图

07 | 附录二：广州地铁线网图

08 | 附录三：华南师范大学简介

11 | 附录四：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简介

15 | 通讯录



一、会议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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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务指南

(一) 会议基本信息

(二) 会议议题

会议名称：“一带一路”视域下东南亚汉语人才培养国际研讨会
会议地点：中国广州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会议时间：2017年12月15日-12月18日
会议主办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会议承办单位：
       华南师范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国际化研究中心
       华南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中心
会议协办单位：
       中教未来教育集团
       泰国环球文化教育集团   
会议支持单位：
       亚洲国际友好学院（印度尼西亚）
       曼谷大学（泰国）
       新纪元大学学院（马来西亚）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会议参加人员：来自东盟10国等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的研究和教学人员。

1、东南亚汉语国际教育教学的回顾与前瞻。
2、东南亚汉语人才培养与职业规划。
3、互联网+时代东南亚汉语国际教育教学的新发展。
4、东南亚汉语国际教育教学基地建设。
5、东南亚汉语国际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创新模式特点。
6、东南亚来华留学生招生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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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会议注意事项

(四) 组委会联系方式

(五) 大会服务微信群二维码

       为了保证会场秩序，敬请与会嘉宾注意以下几点：
       1、会议期间，请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与安排，遵守会议时间，提前到场入座。与会
代表请随身携带嘉宾证，参加会议需凭嘉宾证入场。
       2、会议期间请将手机置于静音状态，以保证会场良好交流氛围。
       3、严禁将食物、饮品带入会场。茶歇时请勿将食物拍照上传微信等社交平台。
       4、会议期间为参会各位嘉宾提供中餐，地点为华师大厦一楼自助餐厅，凭餐券
就餐。
       5、此时恰逢校内一景--异木花开，姹紫嫣红，建议午餐后移步生物系花圃（见地图
欣赏）。

组  别 姓  名 联系方式

秦洪雷 15920301888

15626456375

13580558665

18916919740

13802506333

18702025088

于聃洋

陈彦敏

易觉先

朱玮光

陈冬娜

会场组

会务组

餐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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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华南师范大学简介

     华南师范大学始建于1933年，前身是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师范学院。1996年进入国
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行列，2015年成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建高校，同
年进入广东省高水平大学整体建设高校行列，2017年学校进入国家“世界一流学科”
建设行列。学校现有广州石牌、广州大学城和佛山南海3个校区，占地面积3025亩，
校舍面积155万平方米，图书374万册。
     学校物理学列入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目标，有教育技术学、发展与教育心理
学、光学、体育人文社会学（重点培育）4个国家重点学科，9个国家“211工程”重点
建设学科，22个广东省重点学科（含5个攀峰重点学科，14个优势重点学科和3个特
色重点学科，共18个一级重点学科和4个二级重点学科）。在教育部第三轮学科评估
中，心理学、体育学和教育学3个学科进入全国高校前10%；化学、植物与动物学、
工程学、数学和材料科学5个学科进入ESI 全球前 1%。学校拥有84个本科专业，32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00多个硕士学位授权点、14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15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00多个博士学位授权点、1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17
个博士后流动站。学科布局覆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
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12个门类。
  学校教师队伍结构良好、水平较高，拥有一批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的专家学者。
现有专任教师1979人，其中副高级以上1098人，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1161人，具
有博士、硕士学位的1840人。现有院士（含双聘和外籍）10人，“千人计划”入选者
12人，“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6人，“长江学者”12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13人，“长江学者与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3个，国家级教学名师2人，国家
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9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23人，“万人计划”入
选者4人，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4人，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1人，广东省领军人
才6人，广东省创新科研团队2个，珠江学者26人，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工程”国

朱孔军, 华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王恩科, 华南师范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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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级培养对象7名，并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3名，教育部高等学校教
学指导委员会成员13名。
    学校自建国之初就开始面向全国招生，现招生范围覆盖全国34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特别行政区。学校现有在校全日制本科生24894人，硕士研究生7553人，博士
研究生842人，博士后在站98人，留学生1019人，形成了学士——硕士——博士——
博士后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学校拥有一批实力较强的实验室和科研基地。有国家级绿色光电子国际联合研究
中心、激光生命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环境理论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电化学
储能材料与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教育部光信息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教育部
互联网应用创新开发平台示范基地、教育部部省共建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心理
应用研究中心）、国家体育总局重点研究基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有6个广
东省重点实验室、1个广东工程实验室、22个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广东省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技术研究中心、1个广东国际合作基地、6个广东省高校科研型重
点实验室、3个广东省高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7个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2个广东省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等。学校还拥有1个国家
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4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9个广东省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3个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37个广东省大学生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此外，广东省网络图书馆、广东高校建筑规划设计院等机构均设在学
校。
      学校积极广泛开展对外交流。已与国（境）外160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建立
了合作关系，在引进智力与优质教育资源、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合作办学、举办
国际会议、出版学术成果、对外汉语教学等方面开展了实质性的合作。其中，与荷
兰埃因霍温理工大学、荷兰特文特大学与瑞典隆德大学等联合组建的“光信息国际合
作联合实验室”标志着学校国际化科技进程迈进了新的阶段。学校与加拿大卑诗省高
贵林市、法国留尼旺大学、拉脱维亚共和国拉脱维亚大学共建了三所孔子学院。
    学校充分发挥地处改革开放前沿、毗邻港澳的优势，努力打造国内一流的教师培
养与培训基地、教育研究与政策咨询智库、教师终身学习与资源共享平台。作为广
东各阶段教育的“工作母机”，学校一直承担着全国高校中最大规模的教师培养与继
续教育任务；是教育部“高等学校继续教育示范基地”、教育部“国培计划”教师远程
培训机构；教育部 “国培计划”海外培训项目执行办公室、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
研修基地、教育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社会实践研修基地、广东省高等学
校师资培训中心、广东省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等先后落户我校。教育服务范围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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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并率先持续开展中英、中美中小学校长双向交流培训，初步形成了多层次、
全方位的教师职后培训体系。学校依托教育心理等学科优势，强化教育研究，全力
打造南方教育高端智库，在珠三角、粤东西北努力建立若干教育发展研究院（中
心）。学校服务广东教育综合改革，与多个地方政府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优质
附校资源辐射各地。学校在服务港澳台教育发展方面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先发优
势，是最早在香港澳门合作办学的内地高校，被誉为澳门师资三大力量之一。
       80多年来，学校数易校名，几度迁徙，虽历经沧桑，却弦歌不辍。一代又一代
华师人秉承勷勤大学师范学院“研究高深学术，养成社会之专门人才”的优良传统，
践行“艰苦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人师表”的校训，筚路蓝缕，薪火相传，
共同铸就了学校今天的繁荣与发展。学校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立足广东、辐射港澳、面向世界，致力于培养卓越教师、推动区域教育发展、引领
中国南方教师教育，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智力支持和文化服
务，为建设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综合性师范大学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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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简介

一、历史与概况
      国际文化学院是华南师范大学下属的二级教学研究型学院，前身为成立于1986年
的“华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化中心”，2004年1月学院成立。学院主要负责来华留学
生教育教学、国际汉语教师及其他国际汉语人才的培养培训、汉语国际推广和中国文
化传播工作。学院下设汉语教育与预科中心、汉语言文化系、汉语国际教育研究所、
学院办公室、招生与推广办公室、学生事务办公室6个部门。另有7个教研室，分别为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教研室、汉语言文字学教研室、中外文学教研室、教育与心理教
研室、商务与贸易教研室、综合基础教研室、中华文化才艺教研室。
     学院是广东省侨办批准设立的中华文化传承基地，拥有1个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实验室——华南师范大学汉语学习与国际推广重点实验室，也是广东省普
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依托单位；
另有1个教育部备案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东南亚研究中心，3个校级科研创新平
台——华南师范大学教育国际化研究中心、华南师范大学汉语学习与国际推广研究中
心、中华文化体验与传播研究中心，2个院级科研创新平台——东南亚华文教育研究
中心、国际汉学研究中心。
      学院拥有一座现代化教学大楼。教学实行小班教学，多媒体设备齐全，拥有汉语
国际教育智慧课堂与云平台先进教学设施和自主学习室120平方米、资料室120平方米。
中外专业图书藏书量2万多册，中外文专业期刊40种，为留学生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
境。

二、人才培养
     至2017年12月，已培养来自世界五大洲7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14085人。2017年招
收来自73个国家的留学生1844人次，其中研究生48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硕士
生34人、汉语国际教育学术学位硕士生5人，课程与教学论专学术学位硕士生3人，
本科学历生235人（汉语言本科生170人，全英文授课国际经济与贸易65人），在校
语言生近800人。人才培养层次分为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学历教育包括汉语国际
教育专业硕士（学术学位、专业学位中外学生）、汉语言专业（对外）本科，非学
历教育包括留学生长期语言进修、短期语言进修、国际汉语人才培训等。

      1.硕士研究生
      2009年6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华南师范大学成为全国第二批全日制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招生单位。同年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启动国际汉语教
师职业本土化工程，由国家汉办和孔子学院总部以孔子学院奖学金方式资助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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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从事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高校攻读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
位。截止2017年8月，我院共招收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全日制硕士研究生441名，
其中国内全日制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258名（已毕业187位），美国、印度尼
西亚、日本、韩国、越南、泰国、柬埔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土耳其、
法国、意大利、巴拿马、墨西哥等22个国家的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外国硕
士研究生193名（孔子学院奖学金硕士研究生153名、中国政府奖学金硕士研究生5
名，自费研究生35名），已毕业126位。2009年我院课程与教学论专业汉语国际教
育方向开始招收研究生，截至2017年，共招收47位（已毕业36位）。2015年，新
增汉语国际教育（学术型）硕士点，已招生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11位。
      截止2017年，我院共在印度尼西亚海外建立6个海外实习基地，派遣49位汉语
国际教育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赴海外实习基地实习。从2012年开始，学院大力宣
传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计划，鼓励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研究生参加国家汉办/孔
子学院总部“汉语教师志愿者”项目，截至2017年8月，共有145位研究生考取“汉语
教师志愿者”，在五大洲32个国家从事汉语教学志愿服务，海外教学志愿服务165
人次，获得所在国孔子学院和教学机构的高度评价，促进了汉语和中华文化在世
界的传播，扩大了华南师范大学在海外的影响。

      2.汉语言专业（对外）本科生
     1998年，国际文化学院前身“华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化中心”招收了第1名本科
生。2004年学院成立后，加大学历生培养力度，2005年共有12名本科生顺利毕业。
2007年，本科专业分为商贸汉语、汉语教育（师范）两个方向；2012年调整为商
贸汉语、教育文化方向。目前，学院本科生的培养规模已达到近200人。校外实
习基地16个，海内外实习基地的建设是学院本科办学的亮点。
     学院还积极开展汉语言专业（对外）国际合作办学，2010年4月与印尼亚洲国
际友好学院签订“2+2本科生培养合作项目”，授予学位为文学学士。至今，已有
近 百 名 “ 亚 院 ” 学 生 参 与 该 项 目 并 获 得 中 印 双 方 学 校 的 本 科 毕 业 证 书 与 学 位 证 书 。
学院还与韩国建阳大学、吉尔吉斯斯坦人文大学、曼谷大学、马来西亚新纪元学
院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3.语言进修生
   学院每学期有450名左右长期语言进修生，根据语言水平分为6个层次。同时，
学 院 开 设 特 色 班 级 ， 语 言 强 化 班 和 商 务 汉 语 班 。 通 过 强 化 A 、 强 化 B 一 年 的 学 习 ，
使 留 学 生 汉 语 水 平 达 到 新 H S K 5 级 C 等 ， 这 也 是 学 院 为 在 全 校 范 围 内 开 设 语 言 预

12



科班所做的教学准备。商务汉语班为具有一定汉语基础的同学开设，以期对学习
者进行商务活动有所帮助。
    短期语言进修生还包括来自世界各国的夏冬令营学员、与境内外政府部门及相
关机构、各院校机构合作开展的多类型、多层次海内外汉语教育及中华文化推广
项目的学员。此外，每年还有来自美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泰国、印尼等
10多个国家的短期学习班在我院学习汉语。

三、师资队伍及建设
     学院现有教职员工60人，其中专任教师40人，教授6人，副教授14人，全国汉语国
际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1人，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1人，
博士生导师2人，硕士生导师17人。博士学位获得者18人，硕士学位获得者24人。在
国外、境外（香港）有半年以上留学或工作经历者21人。学院师资队伍的专业结构
涵盖了汉语国际教育所涉及的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教育学、心理学、国
际贸易等学科。学院还聘请了10多名国内外资深汉语国际教育等方面的学者为我院
的客座教授。

四、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
    学院以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作为重要抓手，积极促进学科建设和教学研究的发
展。十多年来，学院已形成“语言进修生——本科生——研究生”来华留学生的人才
培养体系。
     13年来，学院已由教学型逐步转变为教学科研型。教师在高水平核心刊物发表
论文80多篇，出版著作30余部，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7
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省部级和香港课题20多项，厅级课题30多
项。2012年，学院顺利通过广东省“211工程”三期子项目——“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与
汉语高效率推广”验收并获得优秀奖。学院定期邀请国内外专家到院讲学，在院内
开展各类学术交流论坛，2015年出台科研管理条例，积极鼓励教师开展科学研究。

五、学生活动
     学院注重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和服务，留学生课外活动丰富，品牌活动如“华南
师范大学国际文化节”和“留学生学业汇报表演”深受留学生喜爱。学生在中央电视
台“汉语桥”比赛、“孔子学院杯”国际汉语教学资源编写大赛、广州地区中外友人运
动会、“东学西读”汉语文化大赛等国家及省、市级活动或校园各类比赛均获得奖项
或有精彩表现，合作院校印尼亚洲国际友好学院的学生连续9年获得CCTV“汉语
桥”印尼赛区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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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姿多彩的留学生课外活动充分展示了我院留学生高水平的文艺才能与精湛的
汉 语 水 平 ， 是 东 西 方 文 化 交 融 与 人 文 艺 术 交 流 的 国 际 盛 宴 ， 留 学 生 或 载 歌 载 舞 、
或研墨挥毫，为汉语和中华文化的海内外传播、国际文化交流互鉴做出了积极贡
献。

六、社会服务
    10多年来，学院积极响应国家汉办、国务院侨办、广东省侨办号召，选派骨干
教 师 赴 海 外 开 展 汉 语 教 育 。 2 0 余 名 教 师 先 后 赴 美 国 、 法 国 、 加 拿 大 、 拉 脱 维 亚 、
新加坡、印尼、泰国、英国、韩国、毛里求斯等国进行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传播
工作。
    学院积极和境内外政府部门及相关机构、各院校机构合作开展多类型、多层次
教育合作。2004-2007年，与澳大利亚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合作开办“中澳合作旅游
与酒店管理大专课程”；2004-2012年，承担粤港教育交流合作项目“香港中小学普
通话中文师资培训课程”；2005-2011年，与澳大利亚伊迪斯科文大学开办“专升硕
预科课程”；2008年至今，与印尼亚洲国际友好学院建立合作关系，协助该校开设
华文系，在课程设置、教学管理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持，成绩斐然。2010年，学院
被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侨办授予“华文教育突出贡献奖”。
    学院积极承办国家汉办、国务院侨办和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办委托承办的各种培
训和考试。2011年始至今，受国侨办、广东省侨办委托，承办广东省外派华文教
师 培 训 班 ， 合 格 学 员 分 赴 东 南 亚 各 地 的 幼 儿 园 、 中 小 学 及 大 学 从 事 华 文 教 学 工
作；2011年，成功申办国家汉办HSK汉语水平考试考点，同时负责商务汉语考试
（BCT）和中小学生汉语考试（YCT）等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化考试；2015年至今，
学院承担国侨办“华文教师证书”考试培训认证项目，多名教师先后赴柬埔寨、印尼、
英国、泰国等地培训当地华文教师；2016年12月起，多次承办国家汉办/孔子学院
总部汉语教师志愿选拔考试，选拔考生1000多人；2017年11月承办国家汉办“新加
坡教育部小学汉语教师短期来华研习与浸濡课程”，圆满完成培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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