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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 2007 ủ ỉΈ‾ ‾

ᴄ֮ ¢ ‒֞ ӦΥủ ỉΈ‾ ᴄ

Ӊő≤ ℮¯ו ὄ° Ђᴧ ő

 Ѹו¯Ѥ ὄ°ᵿ ᶚ ¢ 

ϖ ᴄҸᶳ ‒֞ ♅ ¡ ἂ†ќו

ו Ђş ≤ ẇ ᵽװ ‾ ἀ⸗

ὄӝЛṰ Ḣἂו ṍᾳủ ỉΈ‾ лŠ ≤║

ו ἀ⸗ ὄ† ő ẇ ủ ỉΈ Ẳἀ ủש

‾ ᾭ ὄỉΈӝЛי ו ῾ ẫ лőḎ

Ἷ ὄ ӊ ἀ¯ ֣ ỉῑו° ¢ 
 

（二）专业简介 

ủ ỉΈ‾ Ἷ ὄ ӊ ἀ¯ ֣ °

ỉῑѿ ᵷ ҝו ⸗ ♅¡⸗ ו ♅¢ủ

ỉΈ‾ ῾ᶚ Ṫ ἀ ő Ṥᶚ

Ớ ᵿ ş ủו ᵽװ ‾ ő

⸗ו ὄӝЛ¢ 

⸗ו ὄӝЛᾘ ὄ ő

ΈӝЛוו♠ ő ᾭủ ⸗ ὄӝЛ

ו ᵇὄὐ⅞ő ∏ ὄוầ ᾭ

ו ϼ ő ⸗ ὄӝЛו ᵿוּ 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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ᶚ͡őε+şō1Ŏⱥ ᾭ ₑ ӝЛᾙẅᵿ

∏Šō2Ŏủ ỉΈӝЛו ỉЈ ∏Šō3Ŏᾘ Ἷ

ὄוᴪ ᶚ ὄ† ∏Šō4Ŏ⸗ ὄӝЛו

∏őיי¢ 

 

二、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思政课程建设与课程思政落实情况 

1. ὄе ṾőӦ ♪Ҡ ├֖ 

ӝеṾ ӝ őµ ♥ Ẫ¶

ἀµ ֞ Ѱ ᶟ ¶ ¯ ỉῑ

ᾳ ♪Ҡ°őṾ ∏ ¡֝ ¯ ᷃

ᵒ°ἀ¯ ᶓ °¢ ṰҠ‾кő µ ἂ¶µ⸗

ὄӝЛ¶י ♪Ҡ ᶓ♪Ҡő ♪Ҡ Ḡḵ¢ 

2. ὄ♪Ҡ ᵇő֝ ᶓ ו ♅ ¯ ṍ

 °ש

ὄ¯ ° + ‾ őᾘљּ 

‾׆ה еṍᵇ ῝ő ὄ ¯ ῄὃ°őΰҪ ♥

Ẫő֙¯ּ ׅ- ῑ- ° ᵇἺᴮו

ő֝ ¯ ₱ ‒ ᾠ° ᾍᴮő

₭♪Ҡ ¢ 

3.‗Ự ỉẖ őẅ ῾  

¯ ӝῄὃ°ő ο י ֚ҝ ἂ

ầ őв┐₱ 30 Ṥṍ ῾ᾘשő ἂ



 3 

ᾙ ¢ ѷ ὄ ỉΈ ῾ ᴘ őᵿὰỐ ᾀ

῾ ¢ ֬ ⱥ ‾ ¡

ֺ֬ ₑ ὄ Ѱ ӝ őӝЛ ỉ ӝ 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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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关 位 高校 其他 构 年限 人数 
正高级 3   3   25 3 
副高级 5   4 1  8 5 
中级 2   2    2 
初级         
无 2  2     2 

 12  2 9 1   12 

3.ׅ ᵒ  Ꞌ 

ᴄ ᵒ₅ẅἂ ¡ ו֞ ᵒ ő

ӝ ỉΈ ὄ ¡ỉΈ‾ ¡ ỉ ὄ ỉ

Έ† ᵟṤי ‾ו ẅҝő Ớḵ ⸗ ὄӝЛ¡

ủ ‾ ו ᵟ ♅ ő ᵒ ‾ו90% 

ᾭ Ố ᾑṰ ⅎו ŠΑᶳ ‾

Ố ủ ‾ ⅎו ¢ 

ӽ ő ᴄὒ ‾ őε+ ỉ¡ͭ ¡

‾ ῑ Ῠ ׅ őф ‾ ׅ¢Иᴧ

‾ ₭ ♪ ‾ ἀ▲ ‗ ¢ 
 

（二）课程教学 

1.ϖ ᴄṥᵽᾳ ו♅ ♪Ҡ¡

♪¡ љԀᾭ ‗‾  

课程名称 课程性

质 

面向学生层次 主讲老

师 

汉语教学案例分析 专业学位课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生 徐为民 

汉语国际教育导论 专业学位课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生 张丽萍 

中华文化传播 专业学位课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生 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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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流学 专业学位课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生 刘于思 

研究生论文写作指导 专业学位课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生 刘颖 

毕业教学实践 专业学位课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生 张丽萍 

中国文化表达专题

（全英文） 

专业选修课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生 张丽萍 

对外汉语教学心理学 专业选修课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生 王小潞 

鲁迅研究 专业选修课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生 史普原 

中华文化才艺与展示 专业选修课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生 刘翔 

当代中国政治与经济 专业选修课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生 苏振华 

汉语教材与教案

编写 

专业选修课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生 刘颖 

对外汉语教学法 专业选修课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生 刘颖 

汉语作为第二语

言词汇教学与习得研

究 

专业选修课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生 龚君姬 

课堂观察与实践 专业选修课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生 陈敏 

汉语语言要素教学 专业选修课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生 施虹 

教学测试与评估 专业选修课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生 张丽萍 

跨文化训练 专业选修课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生 张丽萍 

在线中文教学：理论

与实践 

专业选修课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生 吴剑 

2.♪Ҡ‾ ἀҪ Ḳ₭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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ϖ ♅ ♪Ҡ‾ ṰҠ¢ ᶚ őḲṝ

♪Ҡ ῝ őп ὄ ὄ₅ἂו ῝ᶚ ő Ṥ

‾ ♅ᵿᶢ ╟ő ᾬ ᵓ♪Ҡו  ἀ őИ

ᶑדṦ ♪‾ ¢ ᶚ őѸ ‾ ᴼׅἀ ׅ ♪

¢bO ׅἀ‾ Ѹ ṤѸ ♪ б 8Ṥ♪ ő

ׅ ṤѸ ♪ б 4Ṥ♪ ¢ 

3.‾к Ꞌ 

ϖ ᴄᾜᾨ▲ ‾к ¢ ỹ‾ 2021

‒֞ ӊΞ ӊΞ µҀ ὄѤ ş⸗ ὄ† ͡ו

ōװᵽΞŎ¶¢ ỉΈ ‾кᾐה ₑ ӊ

Ξ ‾кӊΞ şἱ ὸḟ‾ ϸוµ ᾳủ

ᵀ ¶( ‾ ∏ӊΞ ) µ ᵀ ỉşHSK

ᾳ¶ō Ố ‾ ӊΞ Ŏő Ἔḟ‾ ϸוµ

ủ ¶ōψ™ ֞ ӊΞ Ŏ¢ 
 

（三）导师指导 

1.ׅ ᵒ ו ¡ ¡◦Ỹ Ꞌ 

ׅ ᶚ őṧ┼ׅ - ∏ Ỹ-

Ỹ- Ỹו Ҡ ṟ ׅ őϖ ᴄ 2021 ᵇ

Ṿ 1 ׅ őИ ‾ ¢ 

ׅ ᶚ ő ▲ ¯ӝ ° ‾ ¡

¯ӝ ° уᾀ¡⅔ ‾ ֞ᾀי ᾍᴮ¢ᾜᾨ

‾ фῒ‾ ṥו ủ ỉΈ‾ ♪Ҡ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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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Ỹᶚ ő Ѕ ¡ ד ᷄¡ ¡

ׅ℮ ¡ י ◦Ỹ ῝ őᵓׅ

Ꞌ₭ ἂ ῝¢ ׅ ῝¡ ῝¡

ẫ ῝ ₅ἂő ♅ ἂ ו ῝ᾙ ¢ 

2. ׅ ¡ ∏ ׅ Ꞌ 

ϖ ᴄ µ ‒֞ ∏ ׅ ẫ Υᶅ¶ẵᶓׅ

ἀ őbṾ ₑׅ 12 ő ṍᾳ Қ 70%¢

¯ ׅ ῄὃőי° ▲ ¯ӝ ֞‗ °

ṥי ¢ ő ¯Ѱ‾ ἂ° ׅ ő ₭

¯ °ׅ ᵒ  őᵿὰ ׅ ᶾḩו ῾ⅎ ἀ

ő ἂ ׅ ¢ 

3. ׅ ׅ ∏ ו ᵇ Ꞌ 

ᵇ ş1Ŏׅ ║ ᾭו Ј

∏ ṟŠ2Ŏׅ ỉῑἀ ầ ϖ

∏ ‾ ו ѕᶅẵ ẵ ᵇő ∏ Ọ

ҠוṥṤὐ⁹ő ∏ ׅ ו ׅ ő

ṍ ∏ Š3Ŏ דב ᾀ ׅő

Ṥ ד я ᶚ ṟ Ᾰőᴧ †

ő Ựᾜᾨו ׅ Š4Ŏׅ ║ϐᵟ ו♅ ő

ṍᵇ ⸗ו ὄ†Έ ¢ 
 

（四）实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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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ф ῾‾  

ϖ ¯ ῾ ° ׅ ő ¯℮ ὄ

° Ђő Ọ Ố Ῠ ₑׅ ő ᵟῑỐ

‾ ᾭ ὄ ῾ᾘשőф ↕ ᾭỐ ő ҝᵟש¡

ᵟ ו ῾ ő ׆ ῾ᾘש ὄő ₑׅ

ὄő‾ ῾ ׅѷ ὄ¢ 

ϖ ḞỐ ⱥ ו῾  40% ő

ו ῾ Ọᾘשᾭׅ ¢Ỹ◦ו Ẑ И ׅ

фῒᾑẪ ṥ ‾ ↕ ¢2021 ‾ 4

‾ őф ͭ֞ ⱥ Ḗ ‾ őủ Θ

ỉ◓ ֞♥ף ἀ ṧ֞ ו ‾ ҝ

♪ҠḖׅṰ ¢ 

2.Ѱ‾ ἂ ∏ ҝ  

ϖ ϧ ⸗ ¡ ¡ͭ¡ᶤ ֞ ₱

Ṥỉῑőϧ Ἢᵟ ԅ ủ ‾ őᵟ ⅎҝ ‾שֺ

ẓḷ¢ϖ Ẑ ἂ ¡ ἂ ő ♅ ¡‾

ᾭ ᾀ ᶚי῾ ő ő ה

ᵟᶚ  ¢ҝỊו

ō1ŎḎ ỉῑ¯ủ ӊ ѿו° ő ỉ

∏ ō  40%Ŏ׆ ͭⱥ ¡ ϖ Ậⱥ őҤ

֬ ‾ ὄӝЛו ¢ 

ō2Ŏ ‾ ׆ ῾ş2020ª2021 őᵟ ∏

ф Ἔḟ‾ ו ♪ ῄ őµứ 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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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ἀµ ủ ş Ͼ Ѕ֚¶ōᾱ Ŏ¢ ῦ

ӝ ἀ†ќ ♅ ő▲ᵿ ‾к

ἀ ‾ ¢ 

3. ф л Ꞌ 

ϖ ᴄ ׅ ᵇőϖ ׅ ἀ Ῠ ׅ

Ṿ ∏ őἏỰש ו ἂ ἀ ῾ ¢ 

ō1Ŏ  ῾ᾘשő ỉᵬỒᵬ ֞ ¡

ͭ֞ ⱥ ¡ ϖ Ậⱥ ő ᾭ ỉ ὄᾑ

⸗ ὄ ῾ᾘשō ўПיŎő▲ Ҡ ‾ ῾

ō ỉ Ḁ ֚֞ Ŏ¢ 

ō2Ŏ ᾶ Ῠ ׅ őε+ ỉ ὄ‾

ᶅ ῑ ♥‾ ¡ͭ ‾ ‾ ◓П

ő ỉ Ḁ ֚֞ ḟ‾  ¢י

ō3Ŏ ῑ▲ ‾ ‗ ő ỉῒ ֞ ֢ ᶳ

Ӕңו ‾ ¡ᶅỉΏ ‾ ¡Ḣֲ֞ ‾ Šי

▲ Ố ‾ ῾ ¢ 

  

（五）学术交流 

1. ∏ ф ỉΈ † ᾘϖ Ꞌ 

2021 Ṿ 1 ф ‒֞ ỉψ▫ וּ

֞ ỉΈ ♪Ҡ őṾῄ 60 Ԁ ∏ ф

ᵬỒᵬ ֞ ¡ Ϡ֞ י ₑ ֞ ▲

ו ‗ ἀ ♪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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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ф ỉ † ᾘϖ Ꞌ 

2021 Ṿ 2 ∏ фῒ ֞ Υו¯ỉ

Έ ‾ ‾ ᶅӦ ᾀ°יỉ ᾀ И

οṔő ∏ фῒ ỉ¯ủ‾ ᾀ°¡‒ Ἳủ

‾ Ϡ Ẑ¢י ἀ ∏ ‒ ‾ ¡

ᾳ♅ ῄὃיי¢ 
 

（六）质量保证 

1. ỌҠῢⱦ κ  

ő ᵿὰ ▲ ἀ ֛Ͽיầ ⁹ᴄו◦

Ỹ џ ¢ Ԁő Office Hour ᵇἀ ᾀ ᵇőῒ

ׅ ῦו ¢ Ἢőᵿὰד ׅ ו őầ

Ψ ∏ ₆╨ ¡♅ ¡ ¡ ᾍ¡≤ ᶚ ֑

ו Έת ¢ 

2.ῒ ἀ ẫ  

ṧ┼µ ‒֞ ӝ ỉΈ ὄ ∏ Ọ

Ҡẫ ¶ ₭ ₭ᵇőῒ ׅ ᵓ

ו ṟ·ầőИ ῒ⅔ ‾ ὐ⁹ő ṟ ṷ▲֛Ͽ¢ 

3. ὄ ׅ‾ ẫⱦ  

ׅ µ ∏ ׅ ׅ י¶ ᵇ  ő

г ₭ ∏ Ḗׅ őᵓ ו ỌҠ

ὐ⁹Ṧ Ҹᶳ ׅ¢ 

4.ᶳ 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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ᵓ Ѹ ҝ♪Ҡ ᶳ ¡ ᵿЅ

ᾑϧ ו бṦ ₅ ¢ 
 

（七）就业发展 

1. ϖ ᴄ л ≤ ᴮ ᶑדᾙ  Ꞌ 

ᴄ῾ ¯ ӊ ¡ °וּ₭ ѕő Ọ ֮

ᶠ¡ ῾ᾘש ᾭ ѵ ᾀיᶚ ֮ κ

Ҫẁ ő ᴧ ֮ ἀϧ ᵿᶢ ╟ ₆ л

♠ᵇő ᵓҝ ו л ≤ ᴮ ᶑדᾙ ¢ 

2. л ἀ≤ ꞋοṔᵿв Ꞌ 

ᴄṍᵇ ≤ Ṱ ő ᵿвµϧ

ї¶ἀµϧ ≤ οṔ¶ő µ ‒

֞ ԋ₭ϧ Ḏ ỉῑ Ṱ  ¶ ő┬„ỉ

ῑ в┐ ῾ἀ≤ Ṱ ő Ọ

ῄὃ¡ ≤ ‖ ₥ᾡ ᾙ י ׅ├֖ő

Ҫ ϧ Ḟ ỉ ו ¡ ≤ ¢ 

3. ֮  ᶑד 

ᴄ ᴧ ֮ ᵿᶢ ╟ő ₆ л

¢ ֮ ϖ ᴄϧ ∏ ו

ἀ ¡ ẵᶓ¡║ ₭

℮ ¢ ᵇ ῝ őҀỌ ו95% ֮ ᵓϧ Ѕ

Š ᵿ ῝ őҀỌ ו95% ֮ ϧ

║ ỰᾑᶤѷỰוᵿ ¢ ő ֮ ᵓ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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ᴄϧ ∏ Ṱו ἀ ἂ ῝ṍ¢ 

4. ϧ ᵿ ᴘџ ∏ 

ᴄ ᴧ ϧ ᵿᶢ ╟ő ₆ϧ ᵿ

Ꞌ¢₱ ϧו90% Ѕ ő ẇ ᾘϖ ἀᶚᶅ

ᵓ ₭ ᵎ¡ᶳ ἀ ∏ő ӊ ᵓѕἀ őИ

ҝ₆╨ᶚ͡ŠҀỌ ϧו85% Ѕ ő ẇ ἀⱨ

Ѕ֚ᶚ ≤ ἀ ₭ ẁ † őИ

⸗ ὄϊ⅛ ║ϐ ᴧוẁ † Š₱ ϧו85% Ѕ

ő Ựשϖ И ₆ ϖ

ἀ ¢ 

 

四、研究生教育支撑条件 

（一）科学研究 

ϖ ᴄϖ ᵇ ҝו ♅ ᾭ

Ꞌ¢ 

ϖ ᴄו ∏ ׅ Ҫỉῑ ♅ᾘ₥ 2 ő‾

е ᾀ♅ ∏ Λ 1 ő‾ е ἂ

† ỉΈ ‾ 2 ő ṥᾳṥ ōMOOC  ¡

‾кϸ ¡♪Ҡ Ŏי ¢   Ѕ ¢ 
 

表 1 本学位点硕士研究生导师所承担的在研和已结项项目一览表（2020.01-2021.12） 

序号 项目类型 课题名称 负责人 状态 

1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多维视界下汉语二语口语产出模型研究

（项目批准号：19CYY008） 
孙培健 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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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当代英美保守主义美学及其批判研究（项

目批准号：21BZX123） 
范昀 在研 

3 

教育部中外语言合作交流

中心 2021 年度国际中文

教育创新项目 

中欧国际中文教育多元合作与探索（项目

批准号：21YH016CX3） 
张丽萍 在研 

4 

教育部中外语言合作交流

中心 2020 年度国际中文

教育研究重点项目 

国际学位生通用学术汉语课程标准研究

（项目批准号：20YH01B） 
施虹 在研 

5 
浙江大学 2020 年度校级

MOOC项目 
通用汉语：思辨与表达 施虹 在研 

6 
浙江省十三五规划新形态

教材项目（2021年） 
通用学术汉语：思辨与表达 施虹 在研 

7 

浙江大学高等教育十三五

第二批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2020年） 

思政教育进入留学生汉语教学课堂——

汉语言本科阅读与写作课程教学模式探

索 

胡晓慧 在研 

8 
浙江大学 2020年度“课程

思政”建设项目 
中级汉语阅读与写作课程思政建设 胡晓慧 在研 

9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留管分

会课题（2020年） 

基于“输入、输出”理论的留学生——讲

好中国故事能力培养研究 
胡晓慧 在研 

10 
浙江大学 2021 年度第一

批校级本科 MOOC项目 
国际中文阅读与写作 胡晓慧 在研 

11 
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 2021

年度一般规划课题 

国际中文在线教育的交互模式研究（项目

批准号：2021SCG212） 
吴剑 在研 

1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一般项目 

认知、情感和社会文化视域下的汉语二语

口语 MIMIC 模型研究（项目批准号：

18YJC740086） 

孙培健 结项 

13 
浙江省社科基金后期资助

项目 

明代戏剧唱词常用颜色词研究（项目批准

号：18HQZZ28） 
吴剑 结项 

14 
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

目 

基于“第三空间”理论的在华汉语学习者

跨文化交际研究 
刘颖 结项 

15 浙江大学首批 MOOC项目 杭州历史文化漫游 施虹 结项 

16 浙江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价值观变迁研究 苏振华 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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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撑平台     

ϖ ᴄ ҙ ∏ ¡♅ ¡ ו Ꞌ¢ 

ϖ ¯ ῾ ° ׅ ő ¯℮ ὄ

° Ђő ᵟῑỐ ‾ ᾭ ὄ ῾ᾘשő֙

 Έἂ ¡ ᴮ¡ ὄו л ¢ᵟ

‾₅ἂő ἂỉΈ ‾ лו ő֝ Ᵽ ő

♪Ҡ‾ Ӧ ¢ 

 ῾ᾘשő ỉᵬỒᵬ ֞ ¡

ͭ֞ ⱥ ¡ ϖ Ậ֞ ⱥ ▲ ᾳἂ ő

ψ™ủ ỉΈ‾ ṷ ¡ Ố ᴮ♅Ὰ ṷ

¡ứ ὅ♅Ὰ ṷ  ‾ ῾ᾘשőИ Ọ

ᶚו ‾ ῾ ō ỉ Ḁ ֚֞ Ŏ¢ 
 

（三）奖助体系 

ϖ ᴄ ∏ ‖ ו ᵇ ő‖ ¡Ḡḵ

י Ꞌ 

ᴄ ♅ ᴄἀ л ׅ ו ῝ ẅ

¯ỉῑ- ᾳ- ᾳ° љԀ‖ ¢ ỉῑ‖ ₥¡

ᾳ ‖ ₥¡ ‖ ₥¡ ‒Ẳᴈ

ῐ֞ ‖ ₥¡ ң ‖ ₥≤ ‖ ₥¡

ң ‖ ₥“͗ ” י₥ ᾳ‖ ₥ő

‖ Ḡḵ ő ℮ ׅ¡ᶳ ¢ 

 

五、学位点社会服务贡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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ϖ ᾜᾨ ּ ỉῑ ᴧ֞ו ᶚ őᾜᾨ

Ḏ ỉῑ¯ ֣ °ѿ ő ₭ẅ¯ Ṿ °ő

ⱥ  ¡ Ἷ ὄӝЛ ᾭԋ₭ † ᶚ

ᴻ  ¢ᾜᾨҝỊה

（一）服务国家战略，培养友华外国学生。 

ϖ ᾜᾨ ¯ ֣ ° ầỉῑוּו

Ἷ ¢ ו ủ ‾

¢ ϧ ἪήỉᶑЮő ‾ ¡ϸ ủ ‾к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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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持孔院建设，输出爱国中文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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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挥学术优势，结出人文交流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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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学位点建设的特色和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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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品培育，生源质量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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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媒赋能，科教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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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教融合，拓展海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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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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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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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大学是2007年首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教育试点单位之一。浙江大学在创办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点之初，就确立了以质量制胜的“精品化”目标定位，以特色见长的“差异化”发展方略。
	本学位点充分利用浙江大学学科齐全、综合交叉的优势确立了明确的培养目标：造就能够胜任第二语言教学和跨文化传播工作的复合型高级汉语国际教育人才；造就具有扎实的双语和跨文化交流能力，能够胜任汉语国际推广和在地汉语教学以及文化国际传播等任务的实践型管理人才，服务于中华文化走出去和“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
	汉语国际教育是适应中华文化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国家倡议需要而形成的一门跨学科、跨专业的新型学科。汉语国际教育在实践方面更显优势和特色，着重在两个方面追求内涵式发展：一是优质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一是务实的跨文化传播。
	务实的跨文化传播基于语言是文化载体这一认识，探讨语际传播的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以及汉语作为跨文化传播载体所依托的制度化环境，同时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及其在历史上的演变形态，旨在为跨文化传播的未来发展提供可行性方案，包括：（1）孔子学院及世界主要语言传播机构发展研究；（2）汉语国际传播的区域与国别研究；（3）基于中华文化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4）跨文化传播的新媒体特性研究，等等。
	1.深化部校共建，创新课程思政举措
	与省委宣传部共建一流传媒学院，《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重大时政新闻智能生产虚拟仿真实验》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课程”，共建融媒体研究中心、打造协同育人“先锋队”和“示范区”。使用马工程教材，建设《媒体融合》《跨文化传播》等一批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实现课程思政全覆盖。
	2.强化课程思政力度，打造示范引领的学科思政“新高地”
	深化“三位一体”专业+思政教育体系，基层党组织建设得到教育部高度评价，深化落实“育英计划”，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搭建“党政领导-专家-学生”深度互动的学生思政模式，打造“重走习近平浙江足迹”系列活动，全面推进课程思政。
	3.讲好中国故事，构建实践育人模式
	实施“薪传计划”，与人民日报社等央媒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布局近30个高水平实习实践基地，建立主流媒体合作机制。建设常态化学生国际实践与调研项目，发挥海外社会实践育人作用。每年输送优秀学生担任孔子学院志愿者教师、担当世界文化遗产宣传使者，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4.强化人才赋能，打造德育共同体
	持续构建“知识-能力-素质-人格”四位一体（KAQ2.0）的教育体系，继续深化“育人强师”培训班和“求是导师学校”特色平台建设。聘请行业内资深专家担任业界导师，学界、业界深度协同育人。
	持续构建“知识-能力-素质-人格”四位一体（KAQ2.0）的教育体系。聘请国际中文教育业界专家与学界深度协同育人，培育“五好”导学团队，壮大辅导员、“新生之友”、班主任、德育导师等专兼职思政队伍，营造全员育人浓厚氛围。
	1.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本学位点依托全国党建工作示范高校、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重点高校，围绕服务国家战略的中心任务，在思想引领模式、实践育人模式、中外融合模式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党建引领新模式。张丽萍副教授与学生党团支部共同建设“跨文化训练营”“浙大汉语角”及专业公号“浙大汉语桥”等品牌项目，广受业界的关注和好评。汉硕团支部获得2021年度浙江省优秀团支部称号。
	(2)结出了“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育人新成果。学位点的徐为民和施虹两位老师担任了国家汉办“志愿者教师”选拔主考，2021年4名志愿者教师参加了西澳大学孔院线上教学工作，参与康乃狄克大学中文系教学实践。
	(3)培养了一批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留学生队伍，这些“知华”“友华”“爱华”的留学生们正在成为“一带一路”上传播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使者。
	2.主要师资队伍情况（包括专任教师及行业教师情况）
	专任教师结构:
	校外师资结构:

	3.导师队伍建设情况
	学位点拥有一支梯队结构合理、阵容强大的师资队伍，由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等多个学院的教师构成，专业涵盖了跨文化传播、汉语教学在内的众多人文社科领域，师资队伍中 90%的教师有一年及以上海外学习或工作的经历；百分之七十以上教师有在海内外汉语教学的经历。
	此外，学位点还聘请了专业行业教师，包括美国、澳洲、欧洲一线中文教育专家作为兼职导师，参与教学指导。并定时邀请专业教师进入课堂教学和开设专业讲座。
	1.本学位授权点各二级学科的学位专业课程、主要专业选修课、面向学生层次及主讲教师
	本学科全面实施课程教学质量提升工程。一方面，改革课程质量评价体系，采取质化量化结合的评价方式，每个学期末由教学科发放问卷，收集学生对课程的意见和建议，并反馈给任课教师。另一方面，长期实行教学督导和领导听课制度。督导和教学院长每个长学期听课时数不少于8个课时，其他领导每个长学期听课时数不少于4个课时。
	本学位点积极开展教材建设。潘一禾教授2021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超越文化差异：跨文化交流的案例与讨论（第二版）》。另有三套国际中文教材获得了业界知名出版社教材出版项目立项：胡晓慧副教授主编的《中级汉语阅读与写作》(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阅读中国：HSK三级》（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施虹副教授主编的《通用学术汉语》（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1.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
	在导师选聘方面，根据导师自主申请-研究所审核-学院审核-学校审核的流程严格聘用导师，本学位点在2021年度共新增1位硕士生导师，并为使新教师迅速融入学院。
	在导师培训方面，学院开展“传媒有约”新教师培训、“传媒有约”学术午餐会、警示教育大会等培训活动。积极组织教师参加教指委组织的各类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课程和师资培训。
	在导师考核方面，将政治表现、师德师风、学术水平、指导精力投入、育人实效等纳入考核评价体系，对导师履职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实行导师自评与同行评价、学生评价、管理人员评价相结合，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
	2.行业导师选聘、研究生双导师制情况
	本学位点遵照《浙江大学研究生导师管理办法》规范导师准入和遴选制度，共有业界导师12人，其中高级职称70%。依托学校“求是导师学校”等计划，自主开展“传媒大讲堂”等各类专项培训。另外，以“产教融合”为导向，着力推进“双师型”导师队伍建设，发挥校外导师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阅历优势，实行联合指导与协同育人。
	3. 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要求与执行情况
	制度要求如下：1）导师应具有项目涉及的专业学位类别领域研究生招生资格；2）导师熟悉国家和学校关于本专业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政策法规与规章制度，熟悉研究生培养过程的各个环节，有效提升研究生导师的指导能力，有助于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3）以学院道德与伦理委员会为指导，在个人品德与职业操守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定期与学生交流谈心，做好积极的引导作用；4）导师应具备多学科的学术视野，高度重视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
	1.专业学位研究生参与实践教学
	本专业学位以“应用实践能力”为导向，以“精品化培养”为目标，通过聘请海内外兼职业界导师，建立十多家海内外教学及文化实践基地，参与竞赛及海外培训，形成多地、多形态的专业实践特色，做到专业实践基地全球化，业界导师全球化，教学实践指导常态化。
	本专业赴海外孔院实践的学生数占 40%以上，所有学生的专业实践须通过基地及导师的考核。专业鼓励并指导学生参加或观摩各类教学竞赛。2021年志愿者教师4名同学作为线上志愿者教师，参与西澳大学孔院辅助教学，汉硕全班同学作为美国康乃狄克大学和密歇根大学中文系的助教完成了线上课程辅导工作。
	2.产教融合培养研究生成效
	本专业学位中外毕业生跨越欧、美、澳、非四大洲近四十个国家，毕业后多数从事汉语教学，多人已经成为当地教学骨干。本学位鼓励师生合作、中外学生合作，在科研、教学资源拓展以及社会实践等方面学有所用，学以致用，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
	（1）服务国家“汉语走出去”的倡议，每年输送中国研究生（占 40%）到西澳孔子学院、日本立命馆孔子学院，承担中文教学与文化传播的使命。
	（2）线下教学到线上实践：2020～2021年，多名研究生参与施虹副教授的两门慕课设计与制作，《杭州历史文化漫游》和《通用汉语：思辨与表达》（即将上线）。在学期间依托传媒学院新媒体学习和交叉学科优势，开发制作教材样章和网络教学资源。
	3.行业参与人才培养情况
	本专业点设立了双导师制度，本校导师和校外兼职导师共同培养研究生，很好地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
	（1）在全球建立专业实践基地，如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西澳大学孔子学院、日本立命馆孔子学院，以及中国文化或跨文化实践基地（如中茶博等），开拓线上远程中文教学实践项目（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
	（2）聘请了十几位校外兼职导师，包括美国体演文化教学法专家吴伟克教授、澳洲一线中文教学资深教师周晓康博士，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秦希贞副教授等。
	（3）邀请专家开设教学讲座，如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储诚志教授、法国白乐桑教授、复旦大学吴中伟教授等；开设线上海外教学实践论坛。
	1.研究生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基本情况
	2021年共有1名硕士生参与浙江大学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国际线上课程项目，共计约60人次研究生参与俄亥俄洲立大学、密西西比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知名学者开设的线上学术讲座和专业课程。
	2.研究生参与国内学术交流基本情况
	2021年共有2名研究生参加浙大与外研社主办的“国际中文教育教学法创新研讨会”等国内重要学术会议并作学术报告，组织研究生参加全国“汉教英雄会”、江浙沪汉硕教学比赛等。鼓励和资助研究生申请浙江省教育厅项目、校级科研项目新苗计划等等。
	1.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
	首先，切实发挥学位论文开题和预答辩等关键节点的考核筛查作用。其次，推行Office Hour制度和组会制度，加强导师与学生之间的联系。最后，发挥德育导师的作用，关心帮助研究生解决学习、科研、心理、生活、就业方面存在的实际困难。
	2.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
	根据《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过程管理实施细则》推进学位论文进度，加强落实导师对学位论文的严格把关，并增加警示教育环节，严格实行公开答辩。
	3.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
	组织导师学习《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等制度文件，逐步推进落实研究生一主一辅导师制，对学生的全过程培养环节给予充分指导。
	4.分流淘汰机制
	对于未在最长学制内完成课程学分要求、论文发表要求或毕业论文要求的学生不给予结业。
	1. 本学位点人才需求与就业动态反馈机制建立情况
	学位点践行“走出去、引进来”政策，通过重要单位走访、实习实践基地建设以及专场招聘会等方式与用人单位保持沟通，每年定期向用人单位和毕业生发放问卷了解人才培养认可度，建立了相对成熟的人才需求与就业动态反馈机制。
	2. 人才需求和就业状况报告发布情况
	学位点高度重视专业学位硕士就业工作，每年发布《毕业生生源手册》和《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深入落实《浙江大学促进毕业生服务国家战略工作实施意见》要求，聚焦国家战略布局实习实践和就业工作，通过推行中央主流媒体实习生计划、建立专项就业奖学金激励机制等引导举措，全力支持专业硕士毕业生赴祖国最需要的领域、区域就业。
	3. 用人单位意见反馈
	学位点每年定期向用人单位发放问卷，以了解人才培养质量。用人单位认为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最强的三项能力是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遵守职业行为规范、具有锐意进取精神。在满意度评价中，超过95%的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表示满意；在发展潜力评价中，超过95%的用人单位认为毕业生具有较好或非常好的发展潜力。综上所述，用人单位对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评价较高。
	4. 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研究
	学位点每年定期向毕业生发放问卷，以了解毕业生发展状况。近90%的毕业生表示，能够应用专业基本原理和方法对问题进行判断、分析和研究，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并形成解决方案；超过85%的毕业生表示，能够使用书面和口头表达方式就专业领域现象和问题进行有效沟通与交流，并在跨文化背景下具备一定的沟通交流能力；近85%的毕业生表示，能较好地本专业知识并将所学知识用于解释本专业领域现象和问题。
	本学位点本年度完成的主要科研项目以及在研项目情况。
	本学位点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2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项，教育部中外语言合作交流中心国际中文教育项目2项，其他各级各类（MOOC建设、教材编撰、课程思政等）十余项。详情见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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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奖助水平、覆盖面等情况
	学位点为适应学科特点和人才培养导向的评价体系构建“国家-校级-院级”三层次奖助体系。运用国家奖学金、校级专项奖助学金、院内优质生源奖学金、浙江广电象山影视十佳大学生奖学金、王麒诚吴艳奖学金就业奖学金、王麒诚吴艳奖学金“爱心项目”助学金等院级奖助学金，有效提升奖助覆盖面，真正实现精准引导、分类培养。
	本专业学位积极响应党与国家所制定的大政方针，积极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孔子学院建设、中华文化传播以及促进中外人文交流方面都取得积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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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学位持续开展得到主流媒体报道和赞誉的“汉语角与跨文化体验”等品牌活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展现当代中国精神面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本学位点立足国际中文教育，凝练跨文化传播特色，形成了“学科联动、模块支撑、知识复合、实践导向”的培养模式。
	中国学生100%来自“双一流”建设高校，推荐免试率为60%；留学生95%获政府或孔子学院奖学金资助。
	（二）智媒赋能，科教协同。
	利用浙江大学理工科背景，将信息技术与传媒手段等元素融入课程教学；发挥强师优势，将理论研究转化为专业学位教育资源，做到科研与教学贯通。
	（三）产教融合，拓展海外资源。
	“西澳”孔子学院，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日本立命馆等是重要的实践基地；吴伟克（Galal Walker）、周晓康、储诚志等海外知名学者受聘为业界导师。
	本学位点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本学位点由于招生规模较小，中外留学生未分班教学，这一方面提升了跨文化交融特色教学，另一方面在专门培养和突出中外学生特色，开设专门课程方面有欠缺。此外，由于实践基地比较分散，对在海外实习基地的实习过程存在质量控制问题。
	针对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和下一步思路措施。
	在未来培养过程中，拟尝试进行专门课程开设或研修项目。此外设立专门教师负责制，定时召开实习汇报会，与实习基地指导老师进行定期交流活动，更好地控制实习过程，监督实习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