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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been proposed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and has spread widely all 

around the world. This initiative must also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Vietnam. In November 2015, President Xi visited 

Vietnam, and both countries unanimously claimed to develop "Two corridors and one circle", especially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ic docking, promote the platform of large-scale projects, improve the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promote economic investment,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Hanoi, as the 

capital of Vietnam, has been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linking the economy and cultur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Hanoi has taken the lead in Chinese education as well as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also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 my country. In this paper, I have done some research on 

most famous universities of Chinese studies and many others to obta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based on the scale, content, 

and the foundations of Confucius Institute and Sunwah Center. As a result, I found that with the launching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Chinese Studies in Hanoi, Vietnam has largely changed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the studies of 

the economics in Chinese, which has tight relations with the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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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提出了五年，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在越南也得到了很多关注｡ 2015

年 11 月习主席访问越南, 双方同意推广推广 “两廊一圈” ，特别是 “一带一路” 的战略对策，推进该项目的

平台，提高两国互相交流，促进经济投资，文化沟通以及教育合作。河内作为越南的首都，多年来是深化两国

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桥梁。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河内担任率领全国汉语教学的活动，对发展汉语做出宏亮的

贡献。此文章研究了河内高校的汉语教学，根据汉语教学的规模，内容与孔院和 Sunwah 中心的成立。结果显

示， “一带一路” 倡议的出现对我国汉语教学有较大的变化，特别是经济汉语方向的发展。 

 

关键词：一带一路，河内，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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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内汉语教学背景 

越南文化和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一衣带水的近邻，中越两国无论是在语言、风

俗礼仪、还是在社会文化等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个基础上，两国政府非常重视文化及教育

的进展并结下了源远流长的友谊。过去，汉语教学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门外语之一，总是受到全国学

习者的青睐。 

河内是汉语热潮发展到最高峰的城市之一。1955 年，河内国家大学下属外国语大学建设，1959

年成立了中文系，成为全国培养中国语言文化最早的单位。目前，全国只有位于河内的唯一培养汉

语教学博士的单位，河内有 3 所培养中国语言文化硕士的单位（全国有 5 个）以及两个单位有举办

HSK 和 HSKK 考试的授予权。根据 2018 年的国家高考通知，全国有 38 所培养中国语言文化的大学，

河内市有 13 所，占 34%。随着社会的发展与需求，汉语教学越来越受欢迎。据统计，2012 年，河

内有 36 所正规的中小学学校开设了中文课。到 2017年，教育部公布 2020 国家外语教育项目，设

计了从小学到高中的中文课，预计将中国语言文化正式成为一门必修课。这是《中越 2016-2020 年

教育交流协议》（金丹，2018）中的关键步骤。 

在越南，河内高等校院的汉语培养中心具有长久的历史，经验丰富，成就突出，而且也有蓬勃

的未来。所以，“一带一路”项目启动特别令人期待，除了推进两国经济文化关系以外，汉语教学

活动在河内会有什么趋向，得到哪些新的机会，同时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2.一带一路项目与越南汉语教学现状 

2.1. 一带一路项目与中越教育交流发展 

从 2013 年以“来一带一路”的各个项目在越南不断地开放与实施，中国热烈地支持在越南大学

发展中国语言与文化教育。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2013 年中越签订了《关于互设文化中心的谅

解备忘录》和《关于合作设立河内大学孔子学院的协议》（金丹，2018），有效推动了两国人文教

育领域的交流合作。2014 年 12 月 27 日由中国国家汉办资助、越南河内大学与中国广西师范大学联

合创办的河内大学孔子学院在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正式揭牌成立。孔子学院也将支持河内大学，提

供中文专业和公共汉语的学历教学；并合作进行学术研究。2015 年，中越两国教育部部长在中国人

民大会堂签署了《中越 2016-2020 年教育交流协议》（金丹，2018），进一步推动两国教育合作发

展。驻越南中国大使馆也对越南各个大学的中文教育提供教材､音响设备等方面的支持。两国还跟

汉办合作，举办汉语桥的中文比赛，这些在激发学生学汉语教学的热情，扩大中文的影响方面都起

到了很好的作用。此外，中国国家汉办给“带一路”国家的优秀生提供大量奖学金，吸引各国中国

学学习者来华学习。 

访问中国驻越南大使关于《一带一路"框架下中越两国合作空间巨大》时，洪小勇强调：“教育

也是两国交流中的重要方面,现在在中国的越南留学生,常年保持在 1 万人左右,各个学科都有,在越

南也有几千名的中国留学生。这种教育交流为越南培养出了很多出色的人才。曾在广西艺术学院学

习的越南留学生杜氏青花,在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曾获月度冠军,现在已是越南著名歌手。在越南越

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学中文。我们每年会招收很多的应届高中生到中国留学，一部分就是学习语言,

中国的大学会提供奖学金。更多的是我们支持在越南大学中的中文教育”（张辉，2017）。有中国

方的支持，汉语在越南更有机会发展。 

该项目的意义可以说是复活名闻天下的“丝绸之路”，也被称为 21 世纪的“丝绸之路”。因

此，中国政府特别看重建设基础设施、交通、贸易区、银行，投资高科技产业、服务行业、旅游，

推广中华文化、艺术，教育等等。河内是丝路新图南线中的链接站点，从泉州—福州—广州—北海

—河内—新加坡—吉隆坡—雅加达—科伦坡—加尔各答—雅典—威尼斯。因此河内对此项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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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影响力不可疏忽。河内担当如此重大的责任，从汉语教学的角度来看，只有培养好一定的中国学

人才储备才能够供应市场的需求。目前，汉语人才有以下几类： 

 政府行政机构：外交部，驻越南的中国大使馆、各省市的外事厅 

 科研机构：社科院、汉喃研究院、越南孔院，文化研究院、语言研究院、历史研究院、博

物馆等 

 经贸机构：中国大陆在越南投资的企业,随同翻译 

 服务性机构：旅行社、宾馆、会展中心 

 媒体：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广播国际台、越南通讯社及其它报社，越南之声传播电台花

语节目 

 教育机构：高等院校、汉语中心、汉语培训班 

 出国留学或找工作。现在来华留学的越南学生每年保持在 1 万人左右，待遇深厚｡这种教育

交流为越南培养出了很多出色的人才｡所以，为了实现 “中国梦” ，近年来在河内学习中

文的人数大量提高。 

可以看出，越南汉语语言文化教育是两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可以解决

语言的障碍，一方面增加两国人民的文化意识，同时可以发展国内的汉语教学，特别是关于教学规

模，内容与质量。 

2.2. 一带一路与越南河内高校汉语教学现状 

2.2.1 汉语教学规模 

目前，越南的汉语教学以高效为主。全国有 38 所大学设立了中国语言文化系，包括师范方向和

中国语言文化专业。不过近 10 年来，师范方向的学生明显减少，而专业中国语言文化方向招生规

模相当可观。从 “一带一路” 倡议开始，考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多。河内国家大学下

属外国语大学与河内大学是两所具有汉语教学的成就最突出的大学。据统计，2012 年，外国语大学

招生的数量为 125，但是从 2013 年起，数量同比增长，到 2018 年一直保持在 150学生。至于河内

大学，2017 年之前每年该大学都招 200 名中国语言文化专业大学生，2017 与 2018年大幅度提高到

250 名。同样的现象也发生于其他大学，这一点说明：中国语言文化学习者的数量规模越来越大。  

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研究生教育虽然规模较小但是考研究生的人数每年都提高了。外国语大学每

年招生 10-30 名中国语言文化语言研究生。2015 年，河内大学也落实了中国语言文化语言研究生方

案，每年招生大约 30 名。另外全国只有河内国家大学外国与大学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为了市场的

需求，于 2016 年成立了，博士生每年毕业不到 3 位。可见，汉语教学的级别规模也有很多改进。 

由于汉语的需求日益增加，非专业性的汉语教学也有所发展，一些高等院校，外语中心，个体

也开设了非专业性的汉语课程，汉语辅导班。这部分教师和学习者的具体人数难以准确统计，但可

以看出，初级学习者比中高级学习者多，小部分学习者会选择继续学习专业性的汉语。 

总的来说，自从习近平主席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正如洪小勇同志所提到，越南河内的汉语

学生数量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提高，形式越来越丰富。对于河内而言，教学规模的变化跟教学基

础设施，教学设备，教学质量，教学质量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是一个在短短的时间内可以解决的问

题。 

2.2.2 教育方案 

在保持基本语言技能与文化经济知识教学的基础上，越南河内汉语教学内容力求多样化。普通

中学及非专业性的汉语教学由于课时有限，所以内容相对单一。汉语专业本科教学内容比较丰富： 

- 汉语语言技能：包括听说读写和翻译。除了初级使用固定教材以外，我们到了中高级阶段一

般使用动态教材，也就是选取报刊及网络媒体新闻作为教学材料，紧跟越中两国关系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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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言知识：包括汉语语音、语法、词汇，古代汉语。特别是汉字教学，还要求学生能认读

繁体字，因为培养的学生有的会去台湾或者台资企业工作。 

- 中国文化：包括中国概况、中国文学、中国传统思想。 

- 专业汉语：旅游、商务、外贸、法律，医药等领域 

- 跨文化交际：包括跨文化交际理论、汉语中的文化因素、中国人的交际文化、世界各地交际

文化异同等内容。这一部分很受重视，有的大学虽然没有开设独立的跨文化交际课程，但是会把相

关内容融入汉语课程中。  

越南专业性汉语教育内容以语言知识为主转向语言与其他专业相结合，并加上跨文化交际等知

识。在“一带一路”的深刻影响下，越南河内的教学内容进行较多的改变，符合就业的多样化趋

向。 

以河内国家大学下属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汉语课程的安排为例， 从 2014 年开始，外国

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让中文语言的三年级学生开设了五个学习方向 

 翻译方向: 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 

 师范方向: 教学理论、教学实践、教学技巧、课程设计等 

 经贸方向: 经贸汉语、宏观经济、微观经济、中越贸易关系 

 旅游方向: 旅游汉语、旅游业务、导游技能、中、越文化等 

 中国学方向: 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经贸等 

由于这些方向有很强的社会性，时代性，尤其是经济方向，这是社会一直缺少人力的领域，所

以这个改变也受到很多专家的赞同与支持。与时俱进，河内的一所出名的大学——河内外贸大学，

2014 年，该学校的中文专业开设了商务中文方向，教学内容以经济，银行，财政，进出口等方面为

主。 总而言之，“一带一路”的落实影响力国内教学方案，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经贸，旅游方向

的出现。随着中越两国的经济，财政，银行，旅游，社会文化交流的发展，越南是中国这些新鲜专

业与传统的翻译船业是未来就业需要人力最多的领域。为了开设新的专业，各位领导与老师需要付

出很多功夫，参考国内外教材同时制造符合越南学生的新教材，备忘录，学习新任务，承受的有压

力一定不小。这意味着河内高校对汉语教学的认真的态度和尽心尽力的努力。 

2.2.3 孔子学院与 Sunwah 中心的发展 

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2013 年中越签订了《关于合作设立河内大学孔子学院的协议》。后

来由中国国家汉办资助、越南河内大学与中国广西师范大学联合创办的河内大学孔子学院在两国领

导人的见证下于 2014 年 12月 27 日正成立。这是“一带一路”倡议对两国汉语教学带来的最大机

会，也是两国教育合作最明显的进步。自从成立之后，孔子学院不断的与河内大学参加培养汉语，

进行文化宣传与推动学习汉语活动并取较多成果。孔子学院的地位在越南汉语学习者日益提高。在

接受关于“一带一路”的访问，洪小勇同志对此表示赞赏的态度：“我们在河内大学就设有孔子学

院,进行汉语教育,我们大使馆也对越南各个大学的汉语教育提供教材､音响设备等方面的支持。我

们还跟国家汉办合作，搞汉语桥的中文比赛,这些在激发学生学汉语的热情,扩大汉语的影响方面都

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张辉，2017）。 

2016 年，孔子学院开始举行《中国留学与孔子学院奖学金研讨会》，为学生介绍，回答相关的

问题并提供帮助。2018 年，河内孔子学院成为第二单位具有举办 HSK 与 HSKK 的授予权，这是各位

教授不断努力工作的成果。最值得关注的时间是 2018年 12 月 1 日，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与河内大学

孔子学院在大宇酒店共同举办了越南北部高校中文系教师联谊招待会暨 “越南汉语教学的问题与

前瞻” 座谈会。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文化参赞彭世团表示，期待这项活动成为年度例行活动，打造

成一个中国大使馆与越南高校中文教师定期交流的平台，共同促进越南高校中文教学发展，促进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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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文交流。中国大使馆将竭尽所能，为各高校开展中文教育提供更多的支持。（中国驻越南大使

馆网，2018） 

这几年来，河内大学孔子学院为促进中文研究、教学工作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有助于越中关系

的巩固和发展。他们成功地举办《华为杯》《越南北部大学生中华才艺大赛》，《同唱友谊歌》等

汉语比赛，给学习者提供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平台。河内大学副校长阮氏菊芳表示：“可以说，4 年

来，孔子学院开展了多项活动，不仅有中文教学，而且还注重文化、艺术活动。2018 年，孔院组织

了 3 个学生代表团参加在中国扬州、桂林、北京举行的夏令营活动。4 年来，以多项具体活动，河

内大学孔子学院在激发越南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增进越南及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友谊等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姜维，2018）在首届“华为杯”比赛，彭世团表示，当前中越各领域合作全面展

开，两国旅游合作为越南大学生提供了机遇。此次比赛也为同学们发现自己的缺点与不足提供参

照。期待各方共同努力，促进汉语教学在越南的发展，更好地为两国旅游、商贸、政治、文化等各

领域合作服务。（徐丹、樊海旭，2018）如此，在越南的汉语活动一直收到领事馆的关注与支持。 

除了孔子学院，“一带一路”也给河内带来另外一所培养汉语语言中心：Sunwah. “一带一

路”建设的实施给新华集团带来更多发展机遇。蔡冠深主席介绍，“如果没有‘一带一路’建设，

很多基建、金融以及大型并购项目，我都做不了。”（高 峰，《越南，2017）与此同时，也有更

多的中国内地、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企业来与他洽谈合作，希望通过新华集团在越南的影响力，在

这里寻找商机。除了投资兴业，蔡冠深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民心互通也有深刻认识和积极推

动。2015 年，由他捐建的越南蔡冠深文化中心坐落于越南最高学府河内国家大学下属外国语大学校

园内，以推介“汉语和儒家文化”为核心，成为越南汉语教学和儒学文化研究的重镇。Sunwah 中心

经常对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的教学工作互相帮助，合作举办会议，研讨会，讨论关于汉语教

学，儒家，中国文化，等等。该中心将与世界各地的其他 Sunwah 文化中心相连，以加强对每个国

家独特文化的理解，创造一个和谐的世界。 

开创文化语言中心是“一带一路”计划中的政策。总而言之，越南孔子学院一方面担当发展中

国语言学习与研究，一方面宣传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这是习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之

一，把中国文化与汉字走向世界。河内市，以高校单位为主在两国政府单位的监视下，都很积极地

发展汉语，维持汉语教学榜首，成为国家的好榜样。 

 

3.一带一路与河内汉高校语教学的机会与困难 

3.1 一带一路与河内汉语教学的机会 

自从落实到现在，“一带一路”给越南河内教学提供的机会是不可否定，最突出的成果是孔

院，Sunwah 中心的成立。不仅仅辽阔了教学的规模、方案而且通过孔子学院有效的发展汉语教学活

动。另外，在两国政府的指导与支持下，强大汉语教学的国际性，社会性。中文国际研讨会，交换

生项目，文化交流节目等机遇也跟着河内教学发展而快速增加。特别是《第三届汉语文化卷汉语教

学国际研讨会》由河内大学下属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Sunwah 基金会和中国国家汉办成功的

闭幕于 2018 年 12 月 8 号。会议以“汉语教学与汉语文化卷文化语言发展”为主题，发表了各位专

家最新的研究成果，经验和学术交流。 来自全球 8 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 名代表参加了 132 篇详细

地对中国语言文化进行了研究和教学。参会者积极地参加讨论，交流和分享经验，找到了帮助越南

汉语培训发展的新途径，创造学术气氛。另外，此国际会议是提高中越，国际交流，友谊的重要桥

梁。孔子学院也给各个级别中文学习者创造很多交流会议，汉语语言和文化艺术展示比赛。 

“一带一路”对河内汉语教学最大的机会也是重要使命是通过国际会议，研讨会介绍越南的文

化，社会，分享汉语教学的方式，优点和成果，从此推广越中的友谊与情感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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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一带一路与河内汉语教学的困难与教学建议 

在学习汉语的越南学习者快速增长的前景下，基础设施的问题是河内的一个困难。国家培养单

位一般来说受到国家，政府的帮助，投资所以基础设施基本上都是合格的。至于私人培养单位，虽

然数量多，但是大多数规模小，主要以出口劳动者的学习对象为主，学费偏底，内容简单，限于日

常生活的基本交流，所以对设备，教室，条件没有很高的需求。缺乏基础设施可能会影响教学的质

量。 

从教师资源的角度来说，上面所讲的高考学生专业的分化显出中文师范专业的学生一年比一年

少。在河内只有外国语大学培养这个专业，每年招生的名额大概 25-50 名。实际上，入学的数量一

直低于目标。因为师范专业的待遇在越南比贸易，旅游，出口劳动少的原因，大部分的学生对这个

行业没有兴趣。甚至，部分的师范专业学生毕业后也选择其他工作。这是越南特别是河内汉语教学

的巨大损失与遗憾，导致汉语教师缺少的情况。 

汉语教师缺少而培养班，急速培养班的数量增加。虽然高等院校的教师质量提高了，不过可以

看出来，私人单位、组织的老师不是师范专业毕业的，硕士学位的老师稀罕，博士，教授学位的教

师几乎没有。而且，使用的教材不统一，难以控制与检查质量。所以，教师师资与质量也是个难

题。 

此外，教学使用的教材有些落后，一些课文内容比较陈旧（我去邮局寄信），有些词汇越南学

生用得多，可是本地人很少用。比如：同屋（舍友），高兴（口语不常用，主要：快乐，兴奋，开

心），的士（出租车），等等。 

为了解决教学方面的困难，最有效果的方式应该是从个人做起。作为教师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

是理所当然，每一位老师应该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知识，积累经验，与时俱进，培养灵活性与创造

性，为学生做好榜样。关于人力缺乏的问题，扩大资源范围是个好方法。以教师资格证书，师范业

务证书，有多年经验、硕士学位以上的的中国学学习者，留学生，经过专业培养项目的人才为基

础。同时，减少不合格的部分老师，比如：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回母国的越南劳动者（在越南有

大量的出口劳动者，劳动合同结束后会回国找工作，他们所使用的中文主要是口语，未有规范的标

准，师范业务），有方言口音或者普通话不标准的人，教学方式落后、内容古旧的老师… 

最后，汉语教学的发展跟国家的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说起教师职业，它本来是一项高贵的职

业，有名誉上的意义但工资却很低。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鼓励该专业的人力资源，国家政府应该

提供更好的待遇与工作机会。同时，国家政府与教育部要增加与教师交流，沟通，聆听在行人员的

意见和想法并及时关心相助。 

 

4.结论 

汉语教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教学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在教学语言、教育政策、

考核标准等方面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同时，也日趋本土化。在越南，教育机构通跟中国大使馆过政策

和法规，将汉语教育纳入本国教育体系。 

除了孔子学院与 Sunwah 中心以外，越南和中国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所签署的其他协议正在

开发过程中或者还没取得一定的成果。 

从该倡议的趋向来看，越南可能是下一个经济发展的热点地区，而越南的经济发展和中国的经

济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何况，河内是越南地灵魂，在“一带一路”项目是一个重要的站点，因此，

河内目前的汉语教学政策完全正确，激发学习者在经济，旅游，银行，财经业务的兴趣，把我好汉

语专业词汇与知识。对于越中关系，国际关系，中国语言人才资源丰富有利于促进各国，各地的合

作机会。因此，汉语教学在全球化时代是分外重要，值得投资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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