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屆國際中文教學研討會
——學科建設與發展

日期：2025年5月26日-29日
地點：香港教育大學大埔校園

2025年5月27日

時間 會議活動 

8:30-8:55 簽到

9:00-9:30

【開幕式】
致辭

于天琪副主任（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
鍾英華會長（世界漢語教學學會）

易凡副校長 （山東大學）
陳智軒副校長（香港教育大學）

【合影】

9:30-10:20
【主旨演講（一）】

鍾英華教授（天津師範大學國際中文教育發展研究院院長/世界漢語教學學會會長）：國際中文教育專業學位建設的若干問題
劉永燦教授（英國劍橋大學）：A ‘positive’ turn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from ‘language acquisition’ to ‘language ecology’ in heritage language education

10:20-10:35 茶歇

10:35-11:35

【分組報告（一）】

A組 B組 C組 D組 E組 F組 G組 院長論壇

A1 周立先生（香港教育大
學）：微課程——中國書法通

識教育的新路向

B1 梁宇教授（北京語言大學）：國
際中文教育數字資源建設的已為與可

為

C1 梁佩雲教授（香港教育大學）：
「驀然回首」──中文二語學生學

習中國歷史的中文能力評鑑

D1 邱詩雯博士（臺灣師範大學）
、馮振輝博士（香港教育大學）：
透過虛擬交流進行情感分析與跨文

化痕跡的人機合作研究

E1 卜元君女士（中國地質大學）
、劉子童女士（西北農林科技大
學）：自媒體平臺投放免費HSK

視頻課程的實證研究

F1 劉影教授（Bryn Mawr 
College）：Creating an Inclusiv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with 

Educational Technology

G1 葉沁心女士、甘甜博士、程仲鈺
女士（山東大學）：Validity of 
Technology-based assesment of 

Mandarin tone production for L2 
learn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ve listeners with and without 

teaching experience

出席名單：
于天琪（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副主任）

尹冬民（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學術組織聯絡處處長）
沈胡婷（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亞非處副處長）

萬眾（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學術組織聯絡處項目官員）
曹秀玲（上海師範大學對外漢語學院院長）

陳默（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院長）
陳天序（中央民族大學國際教育學院院長）

丁安琪（華東師範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常務副院長）
馮麗萍（北京師範大學國際中文教育學院院長）

姜國權（首都師範大學國際文化學院黨總支書記）
矯雅楠（山東大學國際教育學院副院長）
雷莉（四川大學海外教育學院副院長）

李冬梅（吉林大學國際語言學院院長/吉林大學文學院副院長）
李穎潔（上海大學國際教育學院院長）

梁彥民（北京語言大學國際中文學院黨委書記）
羅劍波（復旦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院長）

馬曉樂（山東大學國際教育學院院長）
孫雁雁（北京郵電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

王輝（浙江師範大學國際文化與社會發展學院院長）
王彥偉（山東大學人文社科研究院副院長/山東省國際中文教育

研究會秘書長）
王穎（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漢語國際教育系主任）

趙楊（北京大學對外漢語教育學院院長）

A2 葉勇博士（HKUSPACE 
Community College）：試論「
經典文獻與文化」課「楚令尹

孫叔敖」專題的教學設計

B2 賀曉玲博士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從試驗到
精通：人工智慧輔助語言學習的策略

調適

C2 李歌女士（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Investment in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of language 

minoritized students in Hong Kong: A 
case study of one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

D2 姚軍玲教授（河南理工大
學）：中華文化符號在《跨文化交

際》課堂中的創新實踐

E2 鍾隱博士（香港科技大學）：
Interactive Chinese Learning 

through Social Media Affordances: 
Xiaohongshu as an example

F2 蕭海揚博士（香港中文大
學）：個別化教學在粵語學習上
的實踐：以協作學習計劃為例

G2 王蕴寰女士（University of 
Göttingen）：Teaching Strategies for 
Contour Tones and Tonal Variants: A 

Case Study of Advanced Native 
German Learners

A3 楊煜女士、Dr. Yan Yan 
Chan、 Ms. Jin Jian、Dr. WK 

Lee、 Ms. Rosa Sung、Ms. Hong 
Yang（香港大學）：香港大學
中文學院對外漢語課程的設計

B3 楊麗姣女士、王龍偉先生、李思
頤女士（北京師範大學）：生成式人
工智慧在國際中文教育中的應用研究
——基於《中外文化交流講義》的練

習題設計與優化

C3 郭昕慈女士（四川大學）：探討
來華華裔留學生的民族認同及其產

生的原因

D3 諾敏博士、徐秀芬女士（香港
科技大學）：從第二語言學習和跨
文化交際角度探究近期跟中華文化

有關的動畫電影

E3 黃麗中女士（成功大學文學院 
華語中心）：童謠於初級成人華

語課程運用之可行性初探

F3 蔡鈺玲女士（香港理工大
學）：再論「融合」：以視障學
生學習與應考香港中學文憑中國

語文科為焦點的討論

G3 種遠帆先生（山東大學）：機器
學習的視域下二語學習者漢語聲調
產出聲學參數群權重分配與母語者

感知的匹配關係

A4 高耿松先生（University of 
Richmond）：商務漢語教學：

一種本土化策略的路徑

B4 潘珺女士（山東大學）：人工智
慧融入國際中文教育的狀況與趨勢 --

基於CNKI文獻的視覺化分析

C4 余育安先生、李瑄先生（台灣金
門大學）：對外華語詞彙分級標準
比較：HSK 與 TBCL 的語義分類與

人工智慧分析

D4 潘亭蓉女士、洪嘉馡教授（台
灣師範大學）：臺灣地區網路流行
語語用行為受大陸地區影響初探 —

以臺灣北部高中生為例

E4 黃沛傑先生（廣東技術師範大
學）：《音樂在中文教育中的應
用：跨文化視角下的教學策略研

究》

F4 余風教授（逢甲大學）：差異
化教學融入中文系數位應用能力

之研究

G4 劉津教授（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人工智慧與中文歌曲

的聲調習得

A5 謝菲女士（澳門科技大
學）：醫學人文融入醫學漢語

教學的價值和途徑

B5丁倩倩女士、曹方向博士（海南師
範大學）：基於Citespace的漢語閱讀

教材研究視覺化分析

C5 陳海琪女士（香港教育大學）：
廣東話與書面語的差異及多語環境
教育模式對香港非華語學生中文學

習的影響——政策成效與挑戰

D5 李炫靜女士、郭禕女士、孟柱
億（韓國外國語大學）：電影《
Crazy Rich Asians》中的華人文化

反映研究

E5 龔秀容博士（韶關學院）：融
合兩岸華語測驗特色之中級線上

閱讀教材設計

F5 李梓寧女士（北京京西學
校）：如何在課堂中融入社會情
感學習—以國際學校十年級中文

第二語言 Phase 2 課堂教學過程及
策略的案例研究

G5 韓愛丁女士（香港教育大學）：
The effects of Hanyu Pinyin letter 

insertion among CSL learners



11:40-12:40

【分組報告（二）】

H組 I組 J組 K組 L組 M組 N組
H1 杜雅文女士、俞松青女士

（香港珠海學院）：語料庫驅
動的國別化偏誤研究：以日本
初級漢語學習者「是……的」

句型習得分析

I1 張銘心女士（山東大學）：國際中
文學習者資訊技術效能感、線上學習

投入及學習效果關係的實證研究

J1 魏燕教授（南京師範大學 ）：
Leveraging Technology for Cross-

Cultural Learning

K1 林麗玲博士（香港中文大
學）：多感官寫作教學：文學散步

與全景視頻在語文教學的應用

L1 張詠梅博士（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從小
說到跨媒介創作： 試論「從小說
構思到跨媒介改編：學生創作計

劃」的實踐與成效

M1 吳瑤女士（西交利物浦大
學）：Performance Analysis of 

Custom GPT and Other LLMs in 
Multi-Level L2 Mandarin 

Interactions

N1 蔡雅薰教授、張孟義博士（台灣
師範大學）：全球在地化視角下的
文化轉譯：臺灣文化詞彙在華語教

材中的運用與實踐

H2 郭禹昆先生（滬江維多利亞
學校）：沈浸·實踐·建構：
國際學校中的中文與文化教學
——整合文化活動與深度體驗

的課程路徑探索

I2 黃卓明先生（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漢字簡化
後的表義功能弱化對教學策略的影響

與轉變

J2 靳劍女士（THE UNIVERSTIY 
OF HONG KONG）：對外漢語教

學中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

K2 黃川蓉博士（四川大學）：國
際中文漢字微課教學的多模態配置

研究

L2 趙日燊先生、冼俊文博士 、
劉豫陽先生（香港都會大學）：
漢語學習者求職信的圖式結構分

析及相關教學建議

M2 駱圓圓女士（山東大學）：
ChatGPT對國際中文教師的價值與
挑戰——以來華留學生預科教育

為例

N2 孟世佳女士（澳門科技大學）：
伯多祿《寫講漢語課本：漸進課本

》的多維度考察和探究

H3 洪知吝女士 （台灣師範大
學）：漢語正反附加問句「是
不是」的會話分析及教學建議
——以「娛樂百分百」綜藝節

目為例

I3 李尚妍女士、梁源博士（香港教育
大學）：漢字書寫學習策略的效用：
漢語二語學習者與漢語外語學習者的

異同

J3 寇慶佳女士（澳門科技大學）：
跨文化視角下的Edexcel GCSE (9-1)

中文教材文化呈現研究

K3 許書敏女士、李瑄教授（台灣
金門大學）：虛擬實境融入體演文
化教學的數位華語教材設計初探—

以體演金門文化為例

L3 祝勤教授（武漢開放大學）：
微型文章寫作指導三論

M3 甘甜博士（山東大學）、高清
宇先生（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
、方林晟先生（山東大學）：人
機協同視域下AI輔助二語學術中

文寫作回饋的層級研究

N3 王思程博士（澳門科技大學）：
跨語言實踐與身份建構：小紅書平

臺上的中外用戶語言互動研究

H4 錢一華女士（深圳北理莫斯
科大學）：基於地道性指標的
漢語作文自動評分路徑——以“

把”字句為例

I4 謝天燊先生（香港教育大學）：
You type what you read: A linguistic 

Ethnography of a Primary Student 
learning Cantonese input keyboard 

TypeDuck

J4 張孟澤女士（北京師範大學）：
漢語“寒暄語”在跨文化交際中的語
用失誤 ——以北京師範大學留學生

為例

K4 冼俊文博士（Hong Kong 
Metropolitan University）：漢語學
習者求職信的平實風格及相關教學

建議

L4 朱偉娜女士、蘇雅文副教授
（廈門集美大學）：人機協同回
饋在小學語文習作教學中的實證

研究 

M4 許夢楠女士（麗江文化旅遊學
院）：漢語寫作教學中Deepseek與

教師回饋的對比研究

N4 劉梓潼女士（香港教育大學）：
俄羅斯漢語二語中高級學習者的漢
字自我效能探究——以莫斯科城市

大學學生為例

H5 陳嘉惠女士、洪嘉馡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從流行詞
「女王」看數位化時代漢語稱

謂語的泛化現象

I5 姜星艷女士（香港教育大學）：朝
鮮族研究者的自述與反思——少數族

裔中文教育的比較研究

J5 胡孟葵女士、洪嘉馡教授（台灣
師範大學）：歌唱節目中主持人與
評審之會話分析及教學應用：以《

聲林之王》為例

K5 謝瑜瑤女士（香港教育大
學）：多模態技術賦能國際中文古

詩詞教育的可行性

L5 周朝勇先生（深圳外國語學校
國際部）：文本的現實性與藝術
性——淺談“呈現”在IBDP中文A

教學中的運用

M5 劉璐博士（香港理工大學）：
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寫作反饋在

非虛構寫作教學中的運用

N5 朱可欣女士、譚詠瑜博士（香港
教育大學）：國際學校中文教材中
的全球公民教育類型——一項多模

態分析

12:40-14:00 午膳



14:00-14:50
【主旨演講（二）】

儲誠志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國際中文教育電寫轉型五題
趙楊教授（北京大學）：數智時代國際中文教師專業需求差異分析

14:50-16:00

【專家論壇（一）】
馬曉樂教授（山東大學）：產教融合對國際中文教育人才培育創新的價值與影響

齊衝博士（法國巴黎西岱大學）：中文線上口語教學轉型的可行性研究——以巴黎西岱大學中文系為例
袁博平教授（英國劍橋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真實目標語” 還是 “看似目標語”？ —— 基於英語母語者的漢語二語零賓語的研究

古川裕教授（日本大阪大學）：從日本的中文公示語看漢語教學問題

16:00-16:15 茶歇

16:15-17:15

【分組報告（三）】

O組 P組 Q組 R組 S組 T組 U組

O1 李穎潔教授、郭燕女士、裴
雨來教授（上海大學國際教育
學院）：一項基於腦電技術的
中高級漢語學習者的詞義猜測

研究

P1 陳默教授、陳青女士（中國人民大
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 人工智慧促
進多語能力發展：進展、挑戰和未來

前景

Q1 陳天序教授（中央民族大學國際
教育學院）：漢語國際教育本科專

業培養方案比較研究

R1 王輝教授（浙江師範大學國際文
化與社會發展學院）：國際中文教
育：學科和專業學位的雙重視角

S1 馮麗萍教授（北京師範大學國
際中文教育學院）：聚焦學科特

色的漢語二語習得理論構建

T1 丁安琪教授（華東師範大學國
際漢語文化學院）：人工智慧時
代社會情感學習融入國際中文教

學的路徑與策略研究

U1 梁彥民教授（北京語言大學國際
中文學院）：國際中文教育標準體

系的發展與創新

O2 雷莉教授、黃川蓉博士（四
川大學海外教育學院）：國際
中文口語教學中的多模態配置

及效果研究

P2 李冬梅教授（吉林大學國際語言學
院/吉林大學文學院）：多元文化視

域下國際中文教師文化立場研究

Q2 王彥偉教授（山東大學人文社科
研究院/山東省國際中文教育研究

會）：國際中文教師的職前分類培
養與協作共同體建設

R2 矯雅楠副教授（山東大學國際教
育學院）：基於產出導向法的傳媒

中文教材研發個案研究

S2 曹秀玲教授（上海師範大學對
外漢語學院）：基於大資料的國

際中文教材語言調查分析

T2 姜國權教授（首都師範大學國
際文化學院）：語言智慧技術在

國際中文教育中的應用

U2 羅劍波教授（復旦大學國際文化
交流學院）：“大中文”理念下國際

中文教育傳播體系構建

O3 王穎副教授、于洋女士（中
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
院）：基於語料庫的留學生動

結式“V 除”詞語習得研究

P3 程樂樂教授（武漢大學國際教育學
院）、黃均鳳副教授（湖北第二師範
學院）：基於標準的東南亞本土中文

教師培訓

Q3 郭美辰女士、黃顯儀女士（香港
都會大學）：二語習得視角下普通

話教師教師話語調整策略研究

R3 阿娜爾女士（內蒙古工業大
學）：中蒙兩國教育合作背景下“

中文+職業技能”人才培養探索與實
踐——以內蒙古自治區為例

S3 孫雁雁教授（北京郵電大學人
文學院）：數位化背景下基於“
學習共同體”理念的國際中文課

堂教學模式探究

T3 何振科先生（山東大學）：國
際中文教育運用人工智慧的原則

與策略

U3 董雪女士 （山東大學）：中西文
化語境下國際中文教師專業身份的
解構與重構 ——一項基於五位國際

中文教師訪談的敘事研究

O4  蔣夢晗博士（深圳北理莫斯
科大學）：Transitivity of Verb-
Object Compounds in Mandarin 
Chinese: A Corpus-Driven Study 

on HSK Vocabulary and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P4 付瑤女士（山東大學）：人工智慧
賦能“中文+職業”新形態教材出版的

現實理據與實踐路徑

Q4 劉穎教授（山東大學）：商務中
文教師學科教學知識現狀及提升策

略研究

R4 蔡燕教授（山東大學）：國際中
文教育志願者教師心理韌性結構模

型建構與實證研究

S4 李衍女士（深圳北理莫斯科大
學）：人工智慧賦能：俄羅斯學
生中文語音學習路徑的多維優化

研究

T4 賀佳怡女士（北京外國語大
學）：“雲連接論”視域下中文教育
行業組織教師專業發展模式構建

——以英國為例

U4 王宇鵬先生、王娜女士（山東大
學）：TPACK視角下技術賦能國際
中文職前教師語音教學能力提升的

實驗研究

O5 陳家妮女士、洪嘉馡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中文二語
學習者的句子教學實證研究

P5 陳芷瑩女士（香港教育大學）：探
討結合詞匯網絡和人工智慧技術提升

非華語學生的識字能力

Q5 張海媚女士（河南理工大學）：
國際中文教育碩士古代漢語素養現

狀及提升策略研究

R5 張千一女士（東南大學）：
AIGC多元賦能國際中文教育研究

綜述

S5 李瑄教授（台灣金門大學）：
生成式人工智慧與古典文學教學
的融合應用：以《紅樓夢》教學

與策展為例

T5 汪茹女士（北京師範大學）：
AI輔助下志願者教師備課交互性

指令語研究

U5 吳月乙女士、郭馨怡女士、葛舒
予女士（香港教育大學）：比較

DeepSeek、ChatGPT以及經驗教師
的國際漢語語法教學策略

18:00-20:30 研討會晚宴



2025年5月28日

9:00-9:50
【主旨演講（三）】

金鉉哲教授（韓國延世大學）：韓國國際中文教育的新挑戰與新機遇
劉樂寧教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學語法在國際中文教育中的地位及其構成

9:50-11:00

【專家論壇（二）】
洪嘉馡教授（台灣師範大學）：基於語料庫為本探討中文句子難度及其教學應用

張麗妹博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華文教研中心）：元認知教學對新加坡中學生華文聽力理解與後設認知意識的影響
吳勇毅教授（華東師範大學）：跨文化溝通言語行為中的禮貌與不禮貌——基於漢語二語學習者會話與互動的實例分析

孟柱億教授（韓國外國語大學）：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學科的獨立性探討

11:00-11:15 茶歇

11:15-12:15

分組報告（四） 《國際中文教育學報》座談會

V組 W組 X組 Y組 Z組 AA組 主持人：施仲謀教授 (香港教育大學)
 

嘉賓（按漢語拼音序）：
古川裕教授 (日本大阪大學)
金晶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
李東輝教授 (嶺南大學)

梁佩雲教授 (香港教育大學)
梁源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

林善敏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
劉樂寧教授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齊衝博士 (法巴黎西岱大學)
孟柱億教授 (韓國外國語大學)

阮黄英博士 (越南河内國家大學下屬外國語大學)
吳學忠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
吳勇毅教授 (華東師範大學)
謝家浩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
信世昌教授 (台灣清華大學)

袁博平教授 (英國劍橋大學/上海交通大學)
張凌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

張新生教授 (英理啟蒙大學)

V1 張婧博士、趙麗萍女士（甘
肅農業大學）：中高級漢語學
習者線上口語課堂教學互動中

教師支架研究

W1 蘇麓壘先生（Brown 
University）：Engaging Advanced-

level Chinese Learners through China’s 
Food, Health, and Environment

X1 杜寧致女士（Swarthmore 
College）：人工智慧時代中文閱讀

教學模式創新與實踐探索

Y1 齊鳴、石倩女士（澳門科技大
學）：伊朗德黑蘭大學中文專業學
生話題學習興趣研究 ——基於《發
展漢語（第二版）》口語教材的調

查分析

Z1 劉子童女士（西北農林科技大
學）、蔔元君（中國地質大

學）：農耕文化視角下國際中文
教育中的中國歷史文化課程教學
研究 ——以中國地質大學（武

漢）《中國歷史與文化》課為例

AA1 亞雪芳女士（University of 
Turku）：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L2 Chinese learning motivation: A 
qualitative study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self-concept of adult 

learners i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Finnish context

V2 楊建芬博士、鄭紹基先生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理工
大學本地非華語生中文自學銜

接課程簡介

W2 竇金蒙博士（上海交通大學）：A 
multimodal data-based investigation on 

cognitive mechanisms motivating 
Chinese color metaphors

X2 劉添翼先生（香港教育大學）：
當藏族學生遇見“DeepSeek”：AI中
文教學中文化適配的策略與挑戰

Y2 丁國興榮女士（Sultan Idris 
Education University）：馬來西亞
國民中學華文教材古詩詞助讀系統

研究

Z2 韓紫慧女士（山東大學）：基
於真實語料的職場中文教材編寫

建議

AA2 詹芳瓊博士（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A 
cognitive-based investigation of 

primary students’ learning of 
Chinese grammar in Singapore 
bilingual context: the case of 

compound sentences

V3 鄧詩敏女士、何錦欣女士
（香港教育大學）：七感遊戲
法對非華語小學生學習中華文

化的初步研究

W3 葉嘉博士（香港教育大學）：
Equality, Digital Humanities, and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Exploring 
a Hybrid Use of Voyant and ctext

X3 張爽女士（湖北幼兒師範高等專
科學校）：人工智慧賦能中文教學

Y3 陳思羽女士（長春大學）：義
大利中學漢語大綱建設與應用研究

Z3 高雪松博士（深圳北理莫斯科
大學）：國際中文教材文本改編
策略及其效果研究——以中級綜

合教材課文改編為例

AA3 尚一然女士、 林善敏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Exploring the 
L2 Motivational Self System of CFL 

Adult Learners in the United 
Kingdom

V4 冒晟博士、林文芳女士、李
英男女士（香港都會大學）：

Lexical Richness, Sentence 
Patterns, and Error Analysis of 

Putonghua Propositional Speech 
by Hong Kong University 

Students: A corpus-based study

W4 劉瑜教授（Brigham Young 
University）、潘享瑞先生 （Sarai 

Brown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Task-Based Experiential Learning 
Model for Chinese Study Abroad 

Program

X4 孟子毅女士（香港都會大學）：
國際中文語用教學中的AI輔助——
人工智慧產品與漢語母語者在相同
場景下“請求”“感謝”“拒絕”言語行為

產出的一致性研究

Y4 鄧杉杉博士（湖北大學）：基
於社會文化理論的中文二語閱讀支

架式教學法應用研究

Z4 王丹丹女士（西北師範大
學）：基於《國際中文教育用中
國文化和國情教學參考框架》及
其《應用解讀本》的 中國傳統哲

學文化讀物編撰研究

AA4 羅娟女士（Segi 
University）：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3D Hypermedia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aking Teaching a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a as 
an Example

V5 姜昱珂女士（江西科技學院
附屬中學）：以AI為學伴的魯

迅項目制閱讀實踐

W5 廖湘秦博士（UWCSEA East 
Campus, Singapore）：AI Language 
Partners in Formative Assessment: A 
Study on Speaking Proficiency and 

Motivation

X5 沈曉梅博士（廣東海洋大學）：
人工智慧與國際中文教學的融合與

創新探析

Y5趙婷婷女士（山東大學）：生成
式人工智慧在國際中文教育寫作教

學的研究脈絡與熱點

Z5 楊惠如女士（中正大學）：一
種基於機率機器學習與生成式AI 

的中文新聞教材編纂方法

12:25-14:00 午膳

14:00-14:50
【主旨演講（四）】

張新生教授（英國理啟蒙大學）：漢語能力標準的國際性與本土性關係探討
施仲謀教授（香港教育大學）：語言與文化教學探討



14:50-16:15

【專家論壇（三）】
信世昌教授（台灣清華大學）：華語教學的多元文化概念與跨文化教學

阮黃英博士（越南河內國家大學下屬外國語大學）：從課程大綱到教材實踐：越南中小學中文教科書的本土化路徑
高小平博士（澳大利亞伍倫貢大學）：國際中文教師志願者的能力組成：基於科技、教學法及學科知識整合理論架構的調查

吳昱昊博士（無錫狄邦文理學校）：「隨勢賦形，應運而生」——論國際中文教師的多元專業培養機制
尤舒翔博士（澳門科技大學）：國際中文教師文化智力對幸福感的影響——社會情感能力與同事關係的鏈式中介作用

16:15-16:30 茶歇

16:30-17:30

【國際中文教育大家談】
主持人：馬曉樂院長（山东大学）

                   張凌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
討論話題：（1）新時期國際中文學習者的多樣性

                           （2）數智時代國際中文教學資源和教學法
【閉幕式】

施仲謀教授（香港教育大學）
馬曉樂院長（山東大學）

張凌博士（香港教育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