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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年度《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
教学资源建设项目申报指南

根据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以下简称“语合中心”）发

布的《关于申报 2022年度<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

教学资源建设项目的通知》（以下简称“申报通知”），为便于

项目申报单位或个人更准确地了解项目类别、项目框架和评

审基本标准等相关内容，现特制定《2022年度<国际中文教

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教学资源建设项目申报指南》（以下简

称“指南”）并发布如下。

一、项目类别

教学资源建设项目分为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委托项目

三类：

1. 重点项目：主要资助纳入海外国民教育体系、创新教

学理论支撑、填补市场空白、能够产生较大社会影响力、与

目标国国际中文教育特殊需求和发展方向高度契合、与新型

信息技术等数字化创新手段深度融合、与世界知名出版机构

或目标国主流出版机构合作研发以及多方参与、共同投入的

系列教学资源建设项目。

2. 一般项目：主要资助重点项目以外的其他教学资源建

设项目。

3. 委托项目：主要资助与语合中心教学资源业务工作联

系密切，具有较强针对性和应用性的项目。委托项目既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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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项目申报相关文件发布，也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以招投标

的方式或内部竞争性谈判的方式，委托专家团队立项实施。

项目期限和资助额度由语合中心视任务情况确定。

项目预算须据实填写，杜绝编造虚假项目、盲目夸大项

目预算。语合中心负责与项目责任单位签署相关协议。语合

中心全额资助的项目，语合中心享有全部著作权；语合中心

与责任单位或个人共同资金投入的项目，语合中心与项目责

任单位或个人共享著作权。申报单位或个人原则上均享有署

名权。项目责任单位或个人在项目执行期间要遵守相关承诺，

履行约定义务，按期完成研究任务。

二、《等级标准》介绍

《等级标准》规定了中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在生活、

学习、工作等领域运用中文完成交际的语言水平等级。该标

准分为“三等九级”，以言语交际能力、话题任务内容、语言

量化指标三个层面为基础，配以听、说、读、写、译五项语

言基本技能。同时结合中文独特性，明确规定不同级别中文

水平应掌握的音节、汉字、词汇、语法“四维基准”语言要素

量化指标，旨在形成一套“专业、开放、包容”的标准体系，

以指导国际中文教育的教学、考试、学习与评估。

三、项目框架

教学资源建设项目须根据“项目框架”设计申报项目。项

目框架主要面向国际中文教育三类适用群体，聚焦三种内容

类型，建议六种媒介形式。

教学资源按适用对象分为三类：儿童中文学习者、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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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文学习者和成人中文学习者。按内容类型分为三类：综

合类、读物类和专业用途类。按媒介形式分为六类：纸质教

材、数字素材、教学课件、数字教材、网络课程和数字应用。

教学资源项目应明确适用对象、内容类型和媒介形式。纸质

教材应配套音像制品、教学课件、教学范例等数字资源。纯

纸质教材不予受理。

（一）适用对象

儿童学习者主要指年龄 5-12岁，幼儿园到小学阶段，海

外中文非第一语言的中文学习者。

青少年学习者主要指年龄 12-18岁，初中到高中阶段，

海外中文非第一语言的中文学习者。

成人学习者主要指年龄 18 岁以上，中文非第一语言，

海外高等院校专修或选修中文，或海外参加各类中文教育机

构、培训班的学习者。

（二）内容类型

1.综合类

综合类教学资源是面向不同学段、年级、年龄、学校类

型、教育层次等多层级、多维度教学对象，以全面提高学习

者中文交际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为目标，以中国语言文字

和中华文化为基本教学内容，涵盖综合语言技能教材、专项

语言技能教材、专项语言要素教材等。

2.读物类

读物类教学资源以提高学习者中文阅读能力为目标，注

重激发学习者对中文、中华文化和国情的兴趣，按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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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为课堂读物和课外读物，按呈现方式可分为文字读物、

图画读物和图文读物，按教学内容可分为虚构读物和非虚构

读物，按语言梯度可分为普通读物和分级读物。主题包括但

不限于政治、经济、历史、科技、艺术、思想、习俗等。

3.专门用途类

专门用途类教学资源主要面向成人学习者，旨在提高学

习者用中文从事某一职业技术工作的能力，服务中资企业海

外员工培训和教学，例如中文+机械加工技术教材、中文+机

电一体化技术教材等；或以提高学习者某一特定领域、专业

的中文水平为目标，多用于学历教育中的专业中文教学，例

如商务中文教材，医学中文教材等。

（三）媒介形式

1. 纸质教材

纸质教材是指按照教学大纲要求编写、能系统地反映学

科内容、由纸张装订成册并公开发行的教学用书。纸质教材

应配套相应的文本、图形、图像、动画、视频、音频、多媒

体课件等数字素材。

2. 数字素材

数字素材是指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文本、图形、图像、动

画、视频、音频等多媒体材料，是教学课件、网络课程、教

学案例等教学资源的基本组成元素，是承载教学信息的基本

单位。

3. 教学课件

教学课件是指根据教学需要，在一定的学习理论指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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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教学设计，以多种媒体表现，具有良好结构，满足某一

单元或知识点教与学需要的一种软件。

4. 数字教材

数字教材是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对传统教材的文本、图

形、图像、声音、视频、动画等媒体的整合，通过各种数字

终端阅读并具有交互功能，能够支撑一门课程教学的完整教

材资源。

5. 网络课程

网络课程是指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实现的课程教学内

容及实施的教学活动总和。从组成内容来说，它包含教学目

标、教学内容、教学活动和评价方法等课程教学必备的要素。

从组成形式来说，它包含符合网络学习特点的按照一定的教

学目标组织起来的课程教学内容、网络课程教学支撑环境以

及基于以上二者开展的网络教学活动。主要包括慕课、微课

等形式。

6. 数字应用

数字应用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多种功能的复合型教

学资源，包括游戏、教学辅助工具、网站、应用程序、插件、

虚拟仿真系统等。

教学资源的呈现形态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六种媒介形式，

鼓励开发多种媒介形式相结合的新形态教学资源，但同一项

目中包含的媒介形式原则上以不超过 3种为宜。

四、评审基本标准

（一）纸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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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相关国家法律法规，尊重各国

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

2.材料完整，论证充分，全面展示项目情况，不存在版

权争议。

3.与《等级标准》对标情况详细、清晰。除《等级标准》

规定的听、说、读、写、译五项语言技能，语音、汉字、词

汇、语法四项语言要素外，还应根据实际情况，贴合言语交

际能力、话题任务内容、语言量化指标等内容。

4.适用环境、教学对象、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定位明确。

5.符合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规律。

6.知识和技能的编排循序渐进，难度合理。

7.板块设计清晰，教学设计可操作性强。

8.内容科学、素材新颖、数据准确、积极向上，真实反

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国情。

9.必须配有数字资源，且资源（包括纸质材料和数字资

源）配置合理，可操作性强。

10.经费、预算安排合理。

（二）数字资源

数字资源建设除应符合上述纸质教材的全部要求外，还

应符合以下要求：

1.配置合理，运行可靠，没有链接中断或错误，不存在

明显的技术故障。

2.界面设计简明，导航路径清晰，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和互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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