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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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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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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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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云南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华南师范大学、长城汉语中心、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汉语国际传播研究分

会、世界汉语教学学会课程与教材专业委员会。

本文件起草人：马箭飞、宋永波、邵亦鹏、梁宇、宋继华、崔永华、李泉、祖晓梅、

丁安琪、王佶旻、吕林海、张晓慧、马佳楠、李诺恩、金旋、宫雪、李晓露、吴晓文、史

翠玲、于泓珊、司红霞、陈珺、陈晨、赵敏、呼丽娟。



II

引 言

为满足国际中文教育事业与学科发展的迫切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在借鉴国内外第二语言教材评价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国际中

文教育的特点，基于科学的研究方法，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与国内外多所高校、

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联合制定了《国际中文教材评价标准》，旨在为国际中文教材编写、

改进、甄选、使用、认证与推荐提供依据。本文件分为规范评价、定量评价、定性评价、

附加评价四部分，共有价值取向、教学适用、内容编排、外观配置 4个一级指标、20个二

级指标和 85个三级指标。以本文件为基础，“国际中文教材评价工具”包含 4个一级指标、

20个二级指标和 60个三级指标，可用于实施具体的评价。

国际中文教材是全球范围内以中文学习者为教学对象，以中文和中华文化为核心教学

内容，以培养学习者中文交际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为主要教学目标的中文作为第二语言

教学用书。本文件是对国际中文教材编写、使用等的基本要求，规范国际中文教材的建设

方向，是基于教材审定标准、高于教材审定标准的倡议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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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文教材评价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评价国际中文教材的基本准则，包括术语和定义、核心理念、主要内容、

实施建议等，确立了国际中文教材评价指标体系，描述了评价目标、对象、工具、方法、

程序等。

本文件适用于国内外中文教学机构、中文教师、中文学习者甄选和使用教材；适用于

国际中文教师优化教材使用策略，实现个性化的教学实践，促进教师专业能力发展；适用

于引导研发机构、编写者、出版机构编写和改进教材，提高教材编写质量；适用于管理机

构认证和推荐教材。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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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图书质量管理规定》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GF0025—2021）

《国际汉语教学课程通用大纲》（2012年版）

《国际中文教育用中国文化和国情教学参考框架》（202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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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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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国际中文教材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全球范围内以中文学习者为教学对象，以中文和中华文化为核心教学内容，以培养学

习者中文交际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为主要教学目标的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用书。

3.3

通用中文教材 Global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为适应多个国家或地区的中文学习者编写的国际中文教材。

3.4

国别区域中文教材 National and Reg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为特定非目的语国家或地区的中文学习者编写的国际中文教材。

4 基本理念

4.1中外融通

教材应坚守中文和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观，突出中文

特点，提炼展示中华文化精髓。同时，应坚持人类共同价值观，注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尊重各国法律法规、文化传统和教育理念，促进海外中文学习者对中国的认知、理解乃至

认同。

4.2素养提升

教材应立足学习者的全面发展。内容涵盖中文知识与技能、中华文化与中国当代国情、

情感态度、语言学习策略和人类共同价值观塑造，促进学习者中文综合运用能力、跨文化

交际能力、学习能力、国际理解能力的全面提升。

4.3教学适用

教材应注重适用性，贴近教学实际情况，符合学习者的学习特点和文化背景，便于教

师组织开展教学。同时，应遵循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规律，体现第二语言教学方法，

提供清晰的第二语言教学思路，推动教学模式创新，提高教学效率。

4.4应用实践

教材应强调语言文化知识和技能的综合运用，应为汉字、词汇、语法、课文提供恰当

的语境，选择符合交际需要的主题和内容，加强文化的体验、比较和思辨，以丰富多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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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活动贯穿教材的学习内容，强调活动的真实性、互动性、有效性、综合性和可操作性。

4.5科学规范

教材应重视知识体系的科学性和规范化。语言知识体系以《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

级标准》（GF0025—2021）为依据，对应“三等九级”应掌握的音节、汉字、词汇、语法量

化指标，确保教材中的语言规范，知识分布合理。文化知识体系以《国际中文教育用中国

文化和国情教学参考框架》为依据，对应中国社会生活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中国国

情三大板块的文化项目，兼顾古今，立体呈现。教学内容安排应循序渐进，衔接紧密，难

度合理上升。

4.6技术赋能

教材应配备相应的数字化教学资源。教材的评价方式应借助智能技术手段，依据评价

目标、对象、内容，创新评价过程与方法，构建专业、高效、综合的评价模型，实现客观、

即时、精准评价。

5 主要内容

本文件由规范评价、定量评价、定性评价和附加评价四个部分构成（如图 1）。

图 1国际中文教材评价结构图

本文件包含价值取向、教学适用、内容编排、外观配置 4个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

85个三级指标（如图 2和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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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国际中文教材评价指标体系图

5.1规范评价

规范评价是国际中文教材必须达到的要求。规范评价包括国家意识、世界认知和规范

要求 3个二级指标，6个三级指标。

表 1 国际中文教材规范评价量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价值取向

国家意识

1.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观。

2.符合中国及各国法律法规。

3.维护中国及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世界认知
1.尊重各国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

2.没有种族、地域等方面的歧视和偏见。

规范要求 1.没有版权争议，不侵犯其他个人或组织的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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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定量评价

定量评价主要依据《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GF0025—2021）所确立的语

言要素等级范围与级别，是对国际中文教材中的汉字、词汇、语法等的量化评价。定量评

价包括语言知识和课文 2个二级指标，10个三级指标。

表 2 国际中文教材定量评价量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内容编排

语言知识

1.汉字等级分布。

2.汉字编入比例。

3.词汇等级分布。

4.词汇编入比例。

5.生词的复现率。

6.平均每课语法数。

7.平均每课生词数。

8.平均每课生词密度。

课文
1.课文句子总数。

2.课文平均句长。

5.3定性评价

定性评价是对国际中文教材编写质量的非量化评价。定性评价包括课程适用、学生适

用、教师适用、编写理念、框架结构、主题内容、语言内容、文化内容、活动设计、策略

培养、形式设计、配套资源 12个二级指标，59个三级指标。

表 3 国际中文教材定性评价量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教学适用

课程适用

1.教学目标清晰明确，参考现行的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

2.参考现行的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确定教材内容。

3.提供课时建议，课时安排合理。

学生适用

1.符合学生的中文水平，难易适中。

2.符合学生的年龄和认知水平。

3.符合学生的学习目标和需求。

4.利于引发学生的兴趣。

教师适用

1.利于引导教师备课，便于教师使用。

2.赋予教师灵活使用的空间。

3.利于教师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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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国际中文教材定性评价量表（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内容编排

编写理念

1.合理吸收并体现相关语言教学理论的研究成果。

2.符合第二语言教与学的规律。

3. 教材整体或局部设计有创新、有特色，体现先进的编写理

念。

框架结构

1.分册/单元/课合理，衔接顺畅。

2.每单元/课中各个模块设计合理，相互联系。

3. 教学内容（包括语言知识、语言技能、文化等）布局合理，

联系紧密，难度递增适度。

主题内容

1.主题/话题丰富多样。

2.主题/话题积极向上，传递正能量。

3.主题/话题富有时代感，具有当代意义。

4.选择具有世界共性的主题/话题，如节日、交通、科技等。

5. 选择与现实生活或工作密切相关、符合学生真实交际需要的

主题/话题。

6.主题/话题编排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符合教学规律。

语言内容

1.语言素材丰富多样。

2.语言规范、准确。

3.语言真实、自然，具有交际性。

4. 为生词和语法提供了典型例句，必要时提供了上下文，使语

境更明确。

5.生词和语法的注释及（其）翻译简明准确，易于理解。

6.重视语言知识与语言技能相结合。

7.听、说、读、写、译各项技能训练比重合理。

8.重视听、说、读、写、译各项技能的综合发展。

文化内容

1.包含中国社会与人民生活的文化内容。

2.包含中国优秀传统的文化内容。

3.包含当代中国国情的文化内容。

4.包含与语言使用和交际相关的文化因素。

5.文化内容的编排合理适度。

6.文化内容的呈现方式自然恰当。

7.文化内容古今兼顾，以今为主，说古以论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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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国际中文教材定性评价量表（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8. 文化呈现真实、客观，对己方文化不炫耀、不溢美，对他

方文化不贬损、不排斥。

活动设计

1.活动/练习量充足，覆盖主要教学内容。

2.活动/练习类型和形式丰富多样。

3.活动/练习有利于学生有效地掌握所学内容。

4.活动/练习能促进有意义的互动。

5.提供综合运用中文技能的活动/练习。

6.活动/练习与活动/练习之间层次清晰，具有内在联系。

7.活动/练习目标明确。

8.活动/练习提供真实或接近真实的情境。

9.活动/练习指令清晰、简洁，可操作性强。

10.活动/练习提供评估方式。

策略培养

1.学习内容能发展学生积极的学习态度，增强其学习动机。

2.学习内容能增强学生的学习自信心，提升其学习成就感。

3. 提供主要的语言学习策略（如推测、联想、自评、查找资

料等），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学习内容。

4. 提供积极的交际策略（如解释、更正、重复、澄清、请求

等），帮助学生更好地完成交际任务。

5.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外观配置

形式设计

1. 版式设计（如字体字号、中外文及拼音混排、布局等）清

晰美观，具有功能性。

2.插图与内容配合紧密，具有功能性。

3.插图符合大众审美习惯，体现时代性和中国特色。

配套资源

1. 根据教学需要，配有必要的辅助材料，如练习册、测试

题、教师用书、字词卡片、挂图等。

2. 根据教学需要，配有必要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如课件、音

视频、配套网站、APP等。

3.配套资源与主教材之间联系紧密。

5.4附加评价

如果评价对象是专门为非目的语国家或地区中文学习者编写的国别区域中文教材，需

在规范评价、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之后进行附加评价。附加评价包括本土化教学环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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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化内容、本土化设计 3个二级指标，10个三级指标。

表 4 国际中文教材附加评价量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教学适用 本土化教学环境

1.符合当地教育文化特点。

2.符合当地主流外语教学理念。

3.符合当地课程设置。

内容编排 本土化内容

1.包含贴近当地生活的主题内容。

2. 体现当地学生在中文语言要素和技能方面的学习难

点。

3.通过与学生母语对比呈现和解释语法难点。

4.融入体现当地文化的内容。

5.体现中华文化和学生当地文化的异同。

6.用当地语言注释，且准确、简洁、易懂。

外观配置 本土化设计 1.版式和插图设计体现当地文化特色。

6 实施建议

6.1评价目标

6.1.1帮助国内外中文教学机构、教师、学习者甄选教材。

6.1.2支持国际中文教师优化教材使用策略，实现个性化的教学实践，促进教师专业能

力的发展。

6.1.3引导国际中文教材研发机构和编写者编写、改进教材，了解前沿的教学理论和编

写方法，提高教材编写质量。

6.1.4服务相关管理机构开展基于客观数据的国际中文教材认证与推荐。

6.2评价对象

6.2.1重点评价对象：国际中文综合教材，包括儿童、青少年和成人中文教材，来华留

学生中文教材和国别区域中文教材，以及初级、中级、高级中文教材。

1）国际中文综合教材：以综合提高学习者中文交际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为主要教学

目标，以中文和中华文化为核心教学内容，涵盖听、说、读、写、译五项语言技能，包括

语音、汉字、词汇、语法四项语言要素的教材。

2）儿童中文教材：主要以 5—12岁国际中文学习者为教学对象的教材。

3）青少年中文教材：主要以 12—18岁国际中文学习者为教学对象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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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人中文学习者：主要以 18岁以上国际中文学习者为教学对象的教材。

5）来华留学生中文教材：专门为来华留学生编写的中文教材。

6）国别区域中文教材：专门为非目的语国家或地区中文学习者编写的国际中文教材。

7）初级、中级、高级中文教材：分别参照《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初等、

中等、高等学习内容编写的教材。

6.2.2其他评价对象：其他类型中文教材，包括专项技能中文教材、专项要素中文教材。

1）专项技能中文教材：以提高中文学习者听、说、读、写、译五项语言技能中一项或

多项技能为主要教学目标，以中文和中华文化为核心教学内容的教材，例如中文听力教材、

中文听说教材、中文视听说教材等。

2）专项要素中文教材：以提高中文学习者语音、汉字、词汇、语法等语言要素中的一

项或多项要素为主要教学目标，以中文和中华文化为核心教学内容的教材，例如汉字教材、

中文语法教材等。

6.3评价工具

国际中文教材评价工具由规范评价、定量评价、定性评价和附加评价四个部分构成，

包含价值取向、教学适用、内容编排、外观配置 4个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60个三级

指标（如表 5—8）。

第一部分：规范评价

表 5 国际中文教材规范评价量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合格 不合格

价值取向

国家意识

1.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观。 ○ ○

2.符合中国及各国法律法规。 ○ ○

3.维护中国及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 ○

世界认知
1.尊重各国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 ○ ○

2.没有种族、地域等方面的歧视和偏见。 ○ ○

规范要求
1. 没有版权争议，不侵犯其他个人或组织的

著作权。
○ ○

总体

第二部分：定量评价

表 6 国际中文教材定量评价量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合格 不合格

内容编排 语言知识 1.汉字等级分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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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国际中文教材定量评价量表（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合格 不合格

2.汉字编入比例。 ○ ○

3.词汇等级分布。 ○ ○

4.词汇编入比例。 ○ ○

5.生词的复现率。 ○ ○

6.平均每课语法数。 ○ ○

7.平均每课生词数。 ○ ○

8.平均每课生词密度。 ○ ○

课文
1.课文句子总数。 ○ ○

2.课文平均句长。 ○ ○

总体 ○ ○

第三部分：定性评价

表 7 国际中文教材定性评价量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1 2 3 4 5 NO

教学适用

20%

课程适用

6%

1. 教学目标清晰明确，参考现行的

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确定教材内

容。

2.提供课时建议，课时安排合理。

学生适用

10%

1. 符合学生的中文水平，难易适

中。

2.符合学生的年龄和认知水平。

3.符合学生的学习目标和需求。

4.利于引发学生的兴趣。

教师适用

4%

1. 利于引导教师备课，便于教师使

用。

2.赋予教师灵活使用的空间。

3.利于教师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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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国际中文教材定性评价量表（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1 2 3 4 5 NO

内容编排

70%

编写理念

10%

1.合理吸收并体现相关语言教学理论

的研究成果，并符合第二语言教与学

的规律。

2. 教材整体或局部设计有创新有特

色。

框架结构

4%

1. 每单元/课中各个模块设计合理，

相互联系。

2.教学内容（包括语言知识、语言技

能、文化等）布局合理，联系紧密，

难度递增适度。

主题内容

16%

1. 主题/话题丰富多样，符合学生真

实交际的需要。

2. 主题/话题编排由易到难，循序渐

进，符合教学规律。

语言内容

16%

1.语言规范、准确。

2.语言真实、自然，具有交际性。

3.为生词和语法提供了典型例句，必

要时提供了上下文，使语境更明确。

4.生词和语法的注释及（其）翻译简

明准确，易于理解。

5.听、说、读、写、译各项技能训练

比重合理。

文化内容

10%

1.包含中国社会与人民生活的文化内

容。

2.包含中国优秀传统的文化内容。

3.包含当代中国国情的文化内容。

4.包含与语言使用和交际相关的文化

因素。

5.文化内容的编排合理适度，融入方

式自然恰当。



12

表 7 国际中文教材定性评价量表（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1 2 3 4 5 NO

内容编排

70%

活动设计

10%

1. 活动 /练习的类型和形式丰富多

样。

2. 活动/练习有利于学生有效地掌握

所学内容。

3.活动/练习能促进有意义的互动。

4. 提供综合运用中文技能的活动/练

习。

5.活动/练习目标明确。

6. 活动/练习指令清晰、简洁，可操

作性强。

策略培养

4%

1. 提供主要的语言学习策略（如推

测、联想、自评、查找资料等），帮

助学生更好地掌握学习内容。

2. 提供积极的交际策略（如解释、

更正、重复、澄清、请求等），帮助

学生更好地完成交际任务。

外观设置

10%

形式设计

5%

1. 版式设计（如字体字号、中外文

及拼音混排、布局等）清晰美观，

具有功能性。

2. 插图与内容配合紧密，体现时代

感和中国特色。

配套资源

5%

1. 根据教学需要，配有必要的辅助

材料，如练习册、测试题、教师用

书、字词卡片、挂图等。

2. 根据教学需要，配有必要的数字

化教学资源，如课件、音视频、配

套网站、APP等。

100% 100%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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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附加评价

表 8 国际中文教材附加评价量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1 2 3 4 5 NO

教学适用

20%

本土化教学环境

20%

1.符合当地主流外语教学理念。

2.符合当地课程设置。

内容编排

70%

本土化内容

70%

1. 包含贴近当地生活的主题内

容。

2. 体现当地学生在中文语言要素

和技能方面的学习难点。

3.融入当地文化的内容。

4. 用当地语言注释，且准确、简

洁、易懂。

外观配置

10%

本土化设计

10%

1. 版式和插图设计体现当地文化

特色。

100% 100% 得分

6.4 评价方法

6.4.1多元主体评价：本评价适用于专家评价、同行评价、教材编写者评价、教材使用

者评价、教材研究者评价等。

6.4.2机器评价：本评价在“国际中文教材动态评价系统”（www.网址）上按步骤进行。

6.4.3主客观相结合评价：定量评价部分由系统自动完成，规范评价、定性评价和附加

评价则采用系统辅助下的人工评价方式。

6.4.4循证评价：评价者需要在规范评价、定性评价和附加评价部分提供评分的证据。

6.4.5诊断评价：评价结束后，系统将自动生成教材评价报告，报告内容包括教材的评

价总分值、每个维度的评价分值、具体情况、修改建议等。

6.5评价程序

评价在“国际中文教材动态评价系统”（www.网址）上进行，主要包括如下步骤。（如

图 3）



图 3 国际中文教材评价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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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评价工具说明

评价在“国际中文教材动态评价系统”上进行。

规范评价是国际中文教材必须达到的要求，包括 3个二级指标，6个三级指标。规范

评价只有“合格”和“不合格”两个选项，若有一项指标为“不合格”，评价就此终止，教材将

被判定为“未达到标准”。若上述指标均为“合格”，评价继续进行。

定量评价是对国际中文教材中的汉字、词汇、语法等的量化评价，包括 2个二级指标，

10个三级指标。定量评价由“国际中文教材动态评价系统自动判定。若指标数值在参考区

间内，该指标为“合格”，若指标数值不在参考区间内，该指标为“不合格”。系统完成定量

分析后，评价继续进行。

定性评价是对国际中文教材编写质量的非量化评价，包括 12个二级指标，37个三级

指标。每个指标按 1-5评分，1=非常差，2=比较差，3=一般，4=比较好，5=非常好。若指

标不适合评价目标教材，可选择 NO。若目标教材为通用中文教材，评价就此终止。若目

标教材为国别区域中文教材，评价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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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评价者个人基本信息表

姓名 现任职机构

教龄 海外教学年限

专业技术职称 最高学历

教材编写经验

A特别丰富 B比较丰富 C有少量经验 D完全没有

教材研究经验

A特别丰富 B比较丰富 C有少量经验 D完全没有

对目标教材的

熟悉程度

A特别熟悉 B比较熟悉 D不太熟悉 E完全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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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

目标教材基本信息表

教材名称 提供机构

编者 版次

出版机构 出版年月

适用对象 适用水平

课数 语种

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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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

评价指标释义和重点考察范围表

部分 指标释义 重点考察范围

规

范

评

价

（1）国家意识：对国家政治、法律、安全、形象等方面的态度、情

感、认知和价值认同。

（2）中国和中华民族基本价值观：既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

包括几千年历史中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

（3）世界认知：对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和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和态

度。

（4）著作权：也称版权，是作者或组织依照法律的规定对其创作的

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所享有的民事权利。

前言、使用说明、

目录、课文、活动

/练习、插图、地

图

定

量

评

价

（1）汉字等级分布：该等级（不含以下）未去重总字数÷整本教材未

去重总字数。

（2）汉字编入比例：该等级（含以下）去重后总字数÷标准中该等级

总字数。

（3）词汇等级分布：该等级（不含以下）未去重总词数÷整本教材未

去重总词数。

（4）词汇编入比例：该等级（含以下）去重后总词数÷标准中该等级

总词数。

（5）生词的复现率：生词在教材所有课文中重复出现的次数。

（6）平均每课语法数：每课语法数÷教材总语法数。

（7）平均每课生词数：每课生词数÷教材总生词数。

（8）平均每课生词密度：每课课文中出现的生词数÷每课课文总生词

数。

（9）课文句子总数：以“。！？”切分句子，每篇课文的总句数。

（10）课文平均句长：以“。！？”切分句子，每篇课文的整篇字数÷整

篇句数。

课文、汉字表、词

汇表、语法注释表

定性

评价

教

学

适

用

（1）适用：符合要求，适合使用。

（2）教学目标：师生预期达到的教学结果。

（3）课程标准：由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制定并颁布的、规定了

学校一定阶段课程的基本规范和质量标准，是国家课程的基本

纲领性文件。

（4）教学大纲：根据教学计划、以纲要形式制定的、对具体

前言、使用说明、

每单元 /课前端的

教学目标、每单元

/课末端的评估或

自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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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释义和重点考察范围表（续）

部分 指标释义 重点考察范围

课程的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进度和教学方法进行规范

的指导性文件。教学大纲可以是国家教育主管部门颁布的文

件，等同于课程标准，也可以是学区或学校自行制定的规范

文件。

课内容

内

容

编

排

（1） 编写理念：指教材内容选择和编排所遵循的基本思

想、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

（2）语言教学理论：有关语言教学的理论基础、教学原则、

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

（3）第二语言教与学规律：由第二语言教学规律、第二语言

习得规律和一般教育教学规律共同构成。

（4）模块：教材中每单元或每课的各个组成部分，如热身、

词汇学习、对话、活动、文化模块等，每单元或每课各个模

块的安排基本是稳定的。

（5）语境：利用图示、词汇搭配、典型例句等方式，为学生

提供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

（6）社会生活文化：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行为习俗和观念态

度等。

（7）优秀传统文化：中国悠久的历史、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文明成就、中外文化交流、对世界文明的贡献等。

（8）当代国情文化：中国当代的地理、人口、民族等基本国

情，政治、经济、社保、教育等社会制度，国家的发展成

就、治国方略、对外关系和政策等。

（9）语言交际文化：两种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际时，隐

含于词汇、语法、语义、语用等系统中，直接影响信息准确

传递的语言和非语言的文化因素。

（10）有意义的互动：具有真实性、交际性的语言交流。

（11）活动指令：引导师生开展教学活动的解释性话语。

（12）策略：为提高学生学习效率而采取的具体方法或技

巧，通常包括记忆策略、认知策略、补偿策略、元认知策

略、情感策略、交际策略。

（13）交际策略：学生通过与他人之间的互动，达到语言学

习、理解目的语的文化的目的，如主动提问、请求对方进一

前言、使用说

明、目录、正

课体例、正课

内容、预习 /

复习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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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释义和重点考察范围表（续）

部分 指标释义 重点考察范围

步澄清、与目的语使用者交谈、探究目的语的文化与社会规

范等。

外

观

配

置

（1）形式设计：包括开本大小、封面设计、版式设计、插图

绘制选配等。

（2）版式：在页面中图文的编排要求，包括空间位置和尺寸

等。

（3）配套资源：包括纸介质、多媒体、数字化的教学配套资

源。

封面、前言、

使用说明、插

图、字体、字

号、字色、中

外文和拼音、

图文布局

附

加

评

价

（1）本土化教学环境： 包括当地的教育文化特点、外语教

育文化特点和对中文的认知和态度，所在学校的教育文化特

点、外语教育文化特点、中文教学的学科地位和中文教学设

施。

（2）当地主流外语教学理念：当地主要采用的外语教学方法

和教学手段。

（3）课程设置：根据当地外语培养目标，对当地中文课程的

教学内容、教学顺序以及教学进度等的确定和安排。

封面、前言、

使用说明、目

录、词汇表、

课文、活动 /

练习、文化模

块 、 外 文 注

释、插图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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