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南民族大学 2019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名称：汉语国际教育基础

科目代码：445

使用学科（类别）专业（领域）：汉语国际教育（045300）

一、考试性质

汉语国际教育基础考试是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生入学考试科目之

一，教育部授权的各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院校自行的选拔性考试。

本考试大纲的制定力求反映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特点，科

学、公平、准确、规范地测评考生的相关知识基础、基本素质和综合

能力。汉语国际教育基础考试的目的是测试考生相关的中国文化、对

外汉语教育学理论、跨文化交际的基础知识、基本素养及书面语表达

能力。

二、考查目标

（一）要求考生具有与国际汉语教学相关的跨文化交际基础知识；

（二）要求考生具有与国际汉语教学相关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基

础知识；

（三）要求考生具有与国际汉语教学相关的中国文化基础知识；

（四）要求考生具有较强的文字材料理解能力和书面语表达能力。

三、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3 小时 ；

（二）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考查的题型及其比例



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察的题型及其比例分别为：填空题 14

分、名词解释题 28分、选择题 38分、简答题 30分、论述写作题 40

分。考察的内容及其比例分别为：中外文化及跨文化交际基础知识

74 分，对外汉语教学理论基础知识 36 分，论述写作 40 分。详细分

布如下：

1.中外文化及跨文化交际基础知识 74分

填空题 10 题，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

选择题 14 题，每小题 2 分，共 28 分

名词解释 4题，每小题 4分，共 16 分

简答 2 题，每小题 10分，共 20 分

2.对外汉语教学理论基础知识 36分

填空题 4 题，每小题 1 分，共 4分

选择题 5 题，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名词解释 3题，每小题 4分，共 12 分

简答 1 题，每小题 10分，共 10 分

3.论述写作题 40分。论说文的考试形式有两种：

（1）基于文字材料的自由作文;

（2）基于文字材料的案例分析。

每次考试为其中的一种形式。要求考生在准确、全面地理解所给

文字材料和题意的基础上，写出思想健康、观点明确、内容充实、结

构严谨、条理清楚、语言规范、卷面清洁的文章，鼓励考生结合实际

发挥创造性。



四、考查内容

（一）对外汉语教学理论基础知识

第一部分 对外汉语教学的语言学基础和教育学基础

第一节对外汉语教学的语言学基础（一）

第二节对外汉语教学的语言学基础（二）

第三节对外汉语教学的教育学基础

第二部分 对外汉语教学的心理学基础和文化学基础

第一节对外汉语教学的心理学基础

第二节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学基础（一）

第三节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学基础（二）

第三部分 语言习得理论

第一节语言学习与习得

第二节第一语言习得及主要理论与假说

第三节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和假说

第四部分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第一节第二语言习得过程研究

第二节学习者的个体因素

第三节语言学习环境

第五部分 第二语言教学法主要流派与发展趋向

第一节认知派与经验派

第二节人本派与功能派教学法

第三节 第二语言教学法的发展趋向



第六部分 对外汉语教学理论

第一节 对外汉语教学目的与课程设计

第二节 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原则

第三节 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与选用

第四节 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与课堂教学

第五节 对外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汉字教学

第六节 语言测试

（二）跨文化交际基础知识

第一部分 文化背景与跨文化交际

第一节文化因素与跨文化交际

第二节心理因素与跨文化交际

第二部分 社会环境与跨文化交际

第一节 角色关系与跨文化交际

第二节 人际关系与跨文化交际

第三部分 规范系统与文化过滤

第一节行为规范与文化过滤

第二节代码与文化过滤

第四部分 跨文化语用对比研究

第一节语言使用的文化差异

第二节言语行为的文化差异

第五部分 跨文化语篇对比研究

第一节跨文化语篇差异的相关研究



第二节语篇结构差异的对比分析

第六部分 非言语行为差异与跨文化交际

第一节 非言语行为的类型与功能

第二节 非言语行为的文化差异

第七部分 性别差异、性别歧视与跨文化交际

第一节 性别差异与跨文化交际

第二节 性别歧视与跨文化交际

（三）中国文化基础知识

第一部分 简论

一、 文化的含义

二、 了解中国文化的必要性

三、 中国文化的民族特点

四、 中国文化的未来

第二部分 地理概况

一、 黄河、长江与中国文明

二、 中国历代疆域

三、 中国古代行政区划沿革

四、 现行省、市、自治区名称的由来

第三部分 历史发展

一、 中国文化的源头

二、 三皇五帝

三、 夏代文明



四、 商周社会

五、 春秋战国

六、 秦汉帝国

七、 魏晋南北朝

八、 隋唐时代

九、 宋元明清

十、 近代历史

第四部分 姓氏与名、字、号

一、 姓氏的产生与发展

二、 姓氏的主要来源

三、 古代的望族与大姓

四、 姓氏的混杂与谱谍

五、 全国姓氏的数量

六、 中国人的名、字与号

第五部分 汉字

一、 汉字的产生与最早的文字

二、 石鼓文

三、 汉字的结构与基本精神

四、 汉字的改革与汉字现代化

第六部分 学术思想与宗教信仰

一、 孔孟之道、老庄思想、墨家学说

二、 法家学说、汉代经学、魏晋玄学



三、 宋明理学、清代朴学

四、 多神信仰和三大崇拜

五、 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

第七部分 古代教育与科举制度

一、 古代教育

二、 科举制度

第八部分 典籍藏书与科技成就

一、 典藏书籍

二、 科技成就

第九部分 传统建筑与古典文学

一、 传统建筑

二、 古典文学

第十部分 各类艺术与风俗习惯

一、 各类艺术

二、 风俗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