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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呈现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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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来华留学生教育始于1954年，至今已有50余年的历史了。目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来华留学生在学总规模

超过2800人，位居全国第四，生源国别达到120余个。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学院对外汉语教师李小萌，本科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

专业，目前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攻读世界经济专业博士学位。多学科的教育背景让他对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可以从多个角度和层

面去了解和认识。  

把握留学生教育规律 

作为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学院的专职教师，2006年，李小萌根据市场调查数据设计实施了强化汉语课程项目，一经推出就获得

了不少赞誉。2009年，借助“汉语热”和“留学中国热”的大趋势，李小萌与他的同事们一起开发了新的商务汉语培训项目，以

满足日益增长的商务汉语学习需求。目前，平均每年有超过300名留学生来到对外经贸大学参与这两个项目相关的课程学习，优

秀的教学效果在留学生中赢得了良好的口碑，招生规模还在不断扩大。李小萌说：“感谢学校和学院给了我这样一个平台，能够

从教育工作者和教师两个角度去深刻地了解来华留学生教育，成功的集体是我的动力源泉。” 

专业水平赢得留学生认同 

通过几年的工作，李小萌时常感到，对外汉语教师需要极高的专业素养，既要懂得汉语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还要了解

政治、经济、外交政策等。对外汉语教师要用开放的胸怀，引导留学生了解真实的中国，教师更要用专业的教学水平让留学生认

识到中国教师的职业素养。 

有一次，两个强化汉语项目的德国学生找到李小萌，他们说上课听不懂，且无法理解为什么强化汉语项目学费较贵，甚至产

生了对中国大学的怀疑。“我耐心地用英语向他们解释分析强化汉语项目的优势，并结合他们的学习目的和学习时间限制考虑这

应是最优的方案。”两名德国学生的顾虑暂时被打消。随后的日子里，通过任课教师高水平的教学和对学生的关心，以及项目本

身丰富多彩的活动，两名德国学生逐渐适应，并体会到了李小萌的用心。 

真诚关心收获友谊 

来华留学生教育不同于中国学生本科教学，这也就决定了国际学院的对外汉语教师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高校教师。除了

语言教学外，大到签证、住宿，小到看病、交通，就连买东西的小事都有可能要去关注和过问。 

李小萌在一天上课的时候，发现班上的古巴留学生麦克斯身体状况不好。询问情况之后他让这名学生赶快回寝室去休息。下

课后，李小萌不放心，又来到学生宿舍看望，一进门就发现麦克斯的情况不对，赶忙带着麦克斯去了附近的中日友好医院。经确

诊，麦克斯患了阑尾炎。好在医治及时，麦克斯不久便康复出院了。“后来病好以后他还给我送了一束花表示感谢”，李小萌笑

着说。 

尽管工作中有过不少困难和辛苦，但李小萌对未来的工作显得信心十足，“中国大学要参与世界一流人才的培养，打造具有

国际声誉的来华留学生教育。”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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