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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综合分析宋卡王子大学、法政大学、皇太后大学和东亚大学四所大学的中国学专

业课程设置，重点探讨以下几个问题：1）课程目标；2）录取条件；3）课程结构。本研究收集了

这四所大学的教学数据，并利用这些数据来分析和比较它们之间的异同。结果以对照表和影响课

程设置因素的分析形式呈现。研究发现，由于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接近，这四所大学的中国

学专业课程设置相似，培养的学生具备全面的中国学知识，能够有效地使用汉语进行交流，具有

跨文化工作的能力和熟练的汉语应用能力。该专业旨在使毕业生获得最大的知识和利益，成为具

有中国学专长的人才，并将来能够利用所学知识为社会和国家创造更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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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combines the curriculum of Prince of Songkla University, 
Thammasat University, Mae Fahrenheit University and Eastern Asia University, and Chinese 
Studies. To analyze and compare the following important issues: 1) curriculum objectives, 2) 
admission, and 3) curriculum structure. The researcher collected and used these data to 
analyze the content and comp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four universities. And 
present the results in the form of a comparison table and analyz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course arrangement. from the study Due to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the four 
universities have similar Chinese studies programs. In addition, those who have been 
cultivated have a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of Chinese studies. Can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in Chinese and have the ability to work Cross-Cultural and Chinese Proficiency To enable 
graduates to gain knowledge and maximize benefits,and become smart people with expertise 
in Chinese studies and be able to apply the knowledge gained for the benefit of society and 
the nation. 

Keywords : a comparative study, Chinese studies, curriculum 

一、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教育是指通过知识转移、培训和文化延续为个人和社会的成长而学习的过程。持续创造学术进

步创造是从组织中产生的知识体系教育，是发展国家和为社会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关键。因此，教育

对人类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终生学习，并且永远保持不变。为了发展更好的教育，必须有系统

的、要素齐全的教与学管理。教育主要涵盖以下领域：1）教育理念，2）课程，3）教学，      

4）评估， 5）教师， 6) 学生， 7) 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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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看到在泰国有很多的中文学院和大学，可以发现，泰国人越来越重视学习汉语。很多

人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我们学习中文是不是只为了做生意？其实，学习中文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商

业交流。不要忘记，拥有比泰语更多的语言知识将有助于我们在职业生涯中更好地成长。能够流利

地用中文交流意味着有机会在国外工作。这是发展自己潜力的又一步，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容易。了

解文化、社会和经济之间的差异，使我们自己没有必要局限在处理贸易或与中国打交道。我们可以

根据需要选择转行，比如当导游、教汉语、从事航空工作、进出口中国产品等。还有其他很多我们

可以从中文中受益的地方。因此，学习汉语是非常有必要的事情。 

    学习汉语在泰国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因为汉语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地。理解正确地学习中文

将帮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地建立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最起码，这是我们可以用一生去发

掘的天赋，这是一种无人能夺走的独特能力。它会与我们同在，并帮助我们在生活中不断进步。 

    笔者选择这个研究课题的原因是毕业于宋卡王子大学国际研究学院，主修中国学专业。笔者认

为，除了宋卡王子大学之外，还有三所大学开设了中国学专业（又称中国学、汉学），它们分别是

法政大学、皇太后大学和东亚大学。因此，笔者希望比较这四所大学，看看它们在教学的各个方面

是否存在不同之处。 

 

选题的研究意义与目的 

1. 搜索并探讨宋卡王子大学中国学专业的课程与教学内容。 

2. 搜索并探讨法政大学中国学专业的课程与教学内容。 

3. 搜索并探讨皇太后大学中国学专业的课程与教学内容。 

4. 搜索并探讨学习东亚大学中国学专业的课程与教学内容。 

5.对四所大学的中国学专业进行比较分析，找出相同点和差异，并提出有关课程改进和专业设置的

建议和意见。 

 

文献综述 

中国文化一直符合泰国社会的利益，因此洞察和关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革对于促进泰中两

国人民之间的合作与良好关系至关重要。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对正式和非正式地学习汉语感兴

趣，并且已经有很多人掌握了基本的汉语交际水平。在政府的政策推动下，大学汉语教育形势发

生了很大变化，了解汉语基础的人数分布在许多不同的学科中。因此，中国学专业的大学学习必

须适应培养具有更高水平中文技能的毕业生，同时也需要推动将汉语教育作为学习中国信息的重

要工具，以更广泛地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相关的信息。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n aviation curriculum at the undergraduate level between 
the Civil Aviation Training Center of Thailand and the Moscow State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Civil Aviation   作者：Watchcharee Thinnongchik, 2015，该研究比较了泰国民航培训中心和莫斯科

国立民航技术大学本科航空课程的相似性和差异，主要包括课程目标、教育体系、招生、课程结

构、学习期限、科目和课程、教学活动和学习材料等方面。研究结果发现，由于历史、政治、经

济、社会和思想等因素的差异，这两个教育机构定义了不同的飞行路线格式。但是，尽管两所院

校的课程有所不同，它们的目标都是为所有学生提供最好的福利，并为有能力的人才提供毕业

生。此外，这些课程还旨在应用已经研究的知识来进一步发展国家。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urriculum Master's Degree Between Faculty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ammasat University (English program) and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ain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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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ttaporn Chieovareesajja, 2017，该研究探讨了国政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的教学课程历史和研

究，特别是在与国际关系相关的课程中使用分析和比较模型。研究结果发现，由于历史、政治和

经济等因素的不同，这两所大学的国际关系教学课程存在差异。但是，尽管两所大学的学习课程

不同，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即为毕业生提供最好的知识和福利，培养具有国际关系专业知识和

能力的人才，以帮助未来的社会和国家发展。 

    通过对课程相关研究的回顾，可以得出结论，课程是指设计或制定的学习计划，包括学习内

容、活动、学习者体验和评价等方面。课程对教育来说非常重要，旨在让学生在各个领域发展以

实现既定目标。课程内容包括课程目标、课程形式和结构、内容和学生体验、教学策略和评价等   

方面。 

研究方法 

1.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从泰国媒体、英文媒体和中国媒体等各种媒体文件中收集数据，并从电子

媒体中获取与细节和内容相关的文章。 

2. 数据过滤过程中，只保留与本论文相关的必要信息。 

3. 在分析各种文档的过程中，笔者使用直译法对研究数据、文章以及来自各种电子媒体的数据进

行翻译。直译法是将原始语言结构翻译成对等水平的翻译，但仍需考虑上下文的影响，以便更准确

地理解含义。然后使用内容分析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 

4. 在收集与教学专业相关的信息时，笔者比较了宋卡王子大学、法政大学、皇太后大学和东亚大

学四个教学项目的异同，分析了课程目标、录取和课程结构三个要素。我们使用数据记录表作为分

析工具来收集信息。 

5. 最终，笔者通过表格的形式展示了相同或不同课程的比较，并分析了四所大学不同教学项目的

差异，得出了结论。 

四所大学的中国学专业课程教学对比 

一、课程目标 

    宋卡王子大学的中国学本科专业课程旨在培养具有远见的毕业生，使他们能够具备对中国社

会和文化的语言知识有良好的判断力，并将所学知识应用于继续教育和职业生活中。此外，该课

程还致力于培养具有跨学科中国研究能力的毕业生，使他们能够在国际层面进行交流和建立关

系。同时，该课程也注重培养品德高尚、生活职业道德良好的毕业生。通过这些努力，该课程旨

在成为泰国和国际学生未来共同学习的渠道，并成为区域的国际汉学学者联合研究和实践的基

地。 

    法政大学的中国学本科专业课程，其目标在于培养能够高水平、有效地运用中英文各项技能的

毕业生。该课程将涵盖与中国有关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旨在使毕

业生能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工作或深造中。 

    皇太后大学的中国学本科专业课程旨在培养具备中文能力并对中国概念有深刻理解的毕业

生。该课程将整合运用中国各个领域的知识，如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关系等，以

分析和评估形势，跟上中国在当前和未来背景下的变化。此外，该课程还致力于培养毕业生能够

与国外或与中国有关的机构进行联系和协调，促进知识在中国研究中的实践应用。同时，该课程

也注重培养具备跨文化和团队合作能力的毕业生，他们应该诚实倾听他人意见，并具有社会责任

感。 

东亚大学的中国学本科专业课程旨在培养具备熟练掌握汉语听、说、读、写、译沟通能力的毕

业生。该课程还融合了艺术、哲学、中国文化和中国商务知识，旨在培养毕业生能够在一生中发展

中文沟通技巧和其他工作技能，并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工作或深造中。因此，从上述4所大学的课程

目标来看，笔者可以比较下表所示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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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宋卡王子大学 法政大学  皇太后大学 东亚大学  

相似 

学生将获得的知识 该大学的宗旨是培养毕业生掌握中文和中国学的基本知识，以便他

们能够胜任和精通相关领域的工作。。 

旨在应对劳动力市场的

需求。 

这4所大学的目标是培养毕业生成为具备应对劳动力市场所需能力

和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工作的人才。 

差分 

课程重点 汉语语言学， 

社会，文化和国际

关系 

 

 

 

 

政治学，经济

学，法学 

社会科学, 

人文学科 

 

 

中国历史， 

政治，政府， 

经济,社会， 

文化，国际关系 

 

 

艺术，哲学， 

中国文化，商务

汉语 

 

 

 

    根据表格，笔者可以详细说明这4所大学的异同点。它们都注重培养毕业生在学术和实践方面对

汉语国际关系有自己的理解，掌握相关的知识和能力，以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并能够在多个领

域工作。此外，这4所大学都强调了毕业生的特点，包括具有远见、良好的判断力和语言知识，了解

中国社会和文化，能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继续教育和专业实践。但是只有宋卡王子大学的课程旨在

成为地方、区域和国际层面的中国研究学者的研究基地和联合实践。 

    每所大学之间的区别在于课程重点不同。宋卡王子大学注重汉语语言学、社会、文化和国际关

系；法政大学注重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皇太后大学注重中国历史、     

政治、政府、经济、社会、文化和国际关系；而东亚大学则注重艺术、哲学、中国文化和商务     

汉语。         

总的来说，这4所大学的共同重点是让毕业生在中国学专业方面全面发展，并为他们提供尽可能

多的技能练习。 

二、录取 

    如果要在宋卡王子大学、法政大学、皇太后大学或东亚大学攻读本科中国学专业，申请人需要

满足以下资格要求。 

1.宋卡王子大学 

  有兴趣攻读宋卡王子大学中国学专业的候选人需要满足以下资格要求： 

      1).可接受泰国和国际学生。 

     2).必须具备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 

     3).根据泰国高等教育委员会办公厅标准和/或宋卡王子大学选拔规定合格。 

     4).根据宋卡王子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选拔标准进行选拔。 

2.法政大学 

  有兴趣攻读法证大学中国学专业的候选人需要满足以下资格要求： 

 1).可接受泰国和国际学生。 

2).必须具备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 

3).必须具备以下英语水平成绩之一，自提交申请之日起不超过 2年： 

3.1. IELTS (Academic)成绩 6.0或更高，或者 

3.2. TOEFL CBT（机考 173）173 分或 PBT（笔试）500 分以上，IBT（网考）61 分

以上，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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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TU-GET 成绩 50 分以上，或 

3.4. NEW SAT 考试成绩，只有英文，400分。 

4).必须具备 HSK4 级考试成绩。 

3.皇太后大学 

  有兴趣攻读皇太后大学中国学专业的候选人需要满足以下资格要求： 

1）.可接受泰国和国际学生。 

2）.必须具备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 

3）.必须是一个没有中国国籍的人。 

4.东亚大学 

  有兴趣攻读东亚大学中国学专业的候选人需要满足以下资格要求： 

1）.可接受泰国和国际学生。 

2）.必须至少在教育部认可的教育机构完成高中或同等学历。 

3）.必须按照东亚大学规定通过学生录取。 

4）.必须没有严重传染病。 

5）.必须没有严重违规行为。 

6）.必须能够出国短期学习。 

   因此，从上述关于4所大学的录取情况来看笔者可以通过下表对比学习录取资格的异同。 

主题 宋卡王子大学 法 政 大 学 皇太后大学 东 亚 大 学 

相似 

接受国际学生              

至少在教育部认可的教

育机构完成高中 或 同

等学历。   

 

 

 

 

 

 

 

 

 

 

 

 

差分              

申请者需要提交语言测

试成绩。 

 

- 

 

 

 

 

- 

 

- 

不得有中国国籍。  

- 

 

- 

 

 

 

 

- 

 

    通过查看表格，笔者能够列举出宋卡王子大学、法政大学、皇太后大学和东亚大学这四所 大学

在接收泰国和国际学生方面的招生细节上的异同。这四所大学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要求申请

者至少完成教育部认可的高中或同等学历，并提交语言测试成绩。 

    对于不同的专业，国立政治大学要求申请人提交英语和中文成绩。申请人必须在提交申请之日起

两年内取得以下其中一项英语水平成绩：1）雅思（学术类）成绩 6.0分或以上；或 2）托福 C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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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考）成绩 173分或 PBT（笔试）成绩 500分以上，iBT（网考）成绩 61分以上；或 2.1）TU-

GET成绩 500分以上；或 2.2）NEW SAT考试英语部分成绩 400分以上。3）具有汉语水平考试

（HSK）四级  成绩。 

    此外，我认为另外三所大学无需提交英语和汉语语言成绩。不同于其他三所大学的是，皇太后大

学不接受中国籍学生。而其他三所大学没有具体说明学生需要拥有哪个国籍或国籍要求。 

三、课程结构 

一、宋卡王子大学 

    根据对课程中必修课时数的研究，研究者发现该课程分为四个部分：特定科目、通识教育、   

自由选修课程和实习。该课程的重点主要放在特定科目上，这可以从其拥有的最高学分数中看出。

其次是通识教育科目和自由选修科目（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行选择学习），最后是实习。   

该课程总学分为128学分，具体如下： 

1.该课程的特定科目共87学分，分为两个组别： 

1.1).必修科目组占72学分 

1.2).选修课组占15学分。 

2.该课程的通识教育共32学分，分为三个组别： 

2.1).语言科学组占12学分 

2.2).人文社会科学组占11学分 

2.3).科学与交叉科学组占9学分 

3.自由选修课6学分 

4.实习3学分 

二、 法政大学 

    根据对课程结构中必修课时数的研究，研究者发现课程分为四个部分：通识教育、特定科目、

选修/辅修科目和自由选修课程。课程重点放在特定科目上，这可以从其拥有最高学分数中看出。 

通识教育科目排名第二，选修/辅修科目排名第三，最后是自由选修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

要选择自学）。本课程结构总学分为129学分，具体情况如下： 

      1.通识教育30学分，分为两部分： 

- 第一部分总计21个学分，学生必须学习人文学科的课程、社会科学、科学与数学以及由法政大学

指定的语言类别，包括：1)社会科学1门必修科目3学分，2)人文类至少一门必修科目3学分，3)科

学与数学类至少一门必修科目3学分，4)语言类必修2门6学分。 

      2.特定科目75学分，分为两部分： 

- 第一部分是必修科目组48学分，包括两组科目：1)核心科目组，学生必须学习6门科目，获得18

学分；2)中国研究，学生必须学习10门科目，获得30学分。 

- 第二部分是必修科目27学分，包括两组科目：1)中国专业课程组24学分；2)合作教育或论文3学

分。 

      3.选修/辅修科目18学分，分为5组科目，从以下学科组中选择学习6门学科：1) 泰国研究，

2) 印度研究，3) 东南亚发展，4) 或其他属于法政大学国际课程的科目，5) 或与法政大学有合作

备忘录的其他学科组。自由选修课程6学分。 

三、皇太后学 

    根据对课程中必修课时数的研究，研究者发现课程分为三个部分：特定科目、通识教育和自由

选修课程。课程重点放在特定科目上，这可以从其拥有最高学分数中看出。通识教育科目排名第

二，最后是自由选修科目，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自学。本课程总学分为130学分，具体情

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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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通识教育30学分，分为5部分： 

- 语言组15学分，分为3部分：1.1) 泰语3学分，1.2) 英语6学分，1.3) 其他外语（代替汉语1、

2）6学分。 

- 人文学科3学分。 

- 社会科学6学分。 

- 科学与数学6学分。 

- 整合组不计算学分。 

       2. 特定科目94学分，分为2部分： 

- 必修专业组85学分，分为3部分：1.1) 汉语技能组27学分，1.2) 知识组中国研究58学分。 

- 选专业组9学分。 

       3. 自由选修课程6学分。 

四、东亚大学 

    根据对课程中必修课时数的研究，研究者发现课程分为三个部分：通识教育、特定科目和自由

选修课程。课程重点放在特定科目上，这可以从其拥有最高学分数中看出。通识教育科目排名第

二，最后是自由选修科目，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自学。本课程总学分为129学分，具体情

况如下： 

1.通识教育30学分，分为3部分： 

- 通识教育科目30学分，分为3组科目：1.1) 语言课组15学分，1.2) 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组9学分，

1.3) 科学与数学组6学分。 

    2.特定科目93学分，分为3部分： 

- 核心科目18学分。 

- 使用中文必修专业组57学分。 

- 汉语交际能力主要选修科目组18学分。 

3.自由选修课程6学分。 

因此，通过对4所大学课程结构的研究，研究者可以比较出以下课程结构的差异： 

    从表中可以看出，这四所大学的课程结构对所研究的学科有不同的课程结构。宋卡王子大学分为四

个学科，包括特定科目、通识教育、自由选修课和实习。法政大学分为四个学科，包括通识教育、特定

   主题 宋卡王子大学 法政大学 皇太后大学 东亚大学 

差分 

必修学分数  

     128        

 

129 

 

130 

 

129 

课程结构 1.即特定科目87学分 1.通识教育30学分 1.通识教育30学分 1.通识教育30学分 

  2.通识教育32学分 2.即特定科目75学分 2.即特定科目94 

学分 

2.即特定科目 

93学分 

 3.自由选修课6学分  

3.选修/辅修科目 

18 学分 

 

3.自由选修课 6 

学分构 

 

3.自由选修课程6

学分。 

 4.实习3学分    

  4.自由选修课程6学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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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选修/辅修科目和自由选修课程。皇太后大学分为三个学科，包括通识教育、特定科目和自由选

修课程。东亚大学分为三个学科，包括通识教育、特定科目和自由选修课程。这些不同的课程结构反映

了各大学对于学生培养的理念和目标的不同考虑，同时也反映了各大学在教学资源、师资力量等方面的

差异。 

    就四所大学的必修学分而言，宋卡王子大学整个课程总共计128学分，法政大学整个课程总共计

129个学分，皇太后大学整个课程总共计130个学分，东亚大学整个课程总共计129学分，差异相对较

小。      

    此外，这四所大学都最重视特定科目。从它们的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各个学科的学分均最

高，其次是通识教育。这是这四所大学相似之处。 

课程改进和专业设置的建议与意见 

一、课程改进的建议与意见 

    根据本科专业课程对比研究泰国四所大学和中国学本科专业对比研究，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 除了这项研究之外，还应以其他方式进行额外的研究和课程开发，并且应对各种问题进行更全

面和深入的研究，以推动中国研究领域的更全面发展，包括这四所大学。 

2. 设计多种课程，以适应当前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便于课程的调整与时俱进。 

二、专业设置的建议与意见 

    通过对4所大学中国学本科专业的研究，笔者发现这四所大学的课程设置都设计了覆盖劳动力市

场的课程，可以让毕业生选择从事各种职业，例如在政府、私营部门、大使馆、国际组织中从事中文

机构和组织的官员、中国研究学者、中文翻译和中文教师等职业。 

结语 

    本研究是对中国学专业进行内容分析和对比的研究，涉及本科阶段。通过对比四所大学的中

国学专业的课程目标、录取要求和课程结构等方面，可以为进一步改进提供指导。同时，本研究

还探讨了四所大学之间的异同，以便更好地完善和指导未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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