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简介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学会成立于 1987年 8月 14日，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登

记注册的国际社会组织和非营利性民间学术团体，始终坚持“服务

师生、服务学术、服务事业、服务社会”的工作理念，累计会员数

量超过 5000名，遍布全球 81个国家和地区。学会先后举办 14届国

际汉语教学研讨会，持续组织 10期暑期高级讲习班，近 4年连续实

施全球中文教育主题学术活动计划，支持鼓励会员开展课题研究和

学术交流活动。

联系方式

电话：010-58595952

邮箱：shihanxuehui@chinese.cn

官网：http://www.shihan.org.cn

微信服务号：shihanxuehui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简介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成立于 2012年 6月，是我校中

外文化与教育交流的外向型、复合型、国际化人才培养基地，是专

门从事汉语国际教育、华文教育、国际教育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

社会服务的二级学院，承担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华裔学生等

多种类型、各种形式的汉语教学、培训、科学研究和中国文化传播

任务。学院同时承担全校留学生招生、管理与服务工作。

学院设有对外汉语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中心、

西北师范大学留学生教学中心、汉语国际教育研究所、中亚与东干

语言文化所、语言与文化传播研究所、汉语国际教育远程教育实验

室、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心等教学和研究机构。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

甘肃省设立的首家华文教育基地、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建立的甘

肃省汉语国际推广中心也依托本院开展工作。

学院有一支专业结构、学历结构、梯队结构和学缘关系合理的

国际教育教学和管理队伍，现有教职工 48人，其中专任教师 33人，

82%的教师拥有博士学位，64%具有海外学习和教学经历，4人曾担

任我校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职务。

学院秉承“向西为主、内外兼顾、深耕中亚、特色发展、提质

增效、稳中求进”的留学生教育工作理念，积极服务于国家对外开

放战略和学校的国际化建设。目前，学校已培养来自 40多个国家的



99 张颖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副教授 309425909@qq.com

100 张长君 河西学院 讲师 765547225@qq.com

101 赵焕改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副教授 zhaohuangai@nwnu.edu.cn

102 郑绍婷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副教授 452484748@qq.com

103 周静 浙江外国语学院 副教授 jingzhou@zisu.edu.cn

104 庄瑶瑶 东北财经大学 助教 zhuangyaoyao0431@163.com

会议联系方式：

bsy@nwnu.edu.cn（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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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多名留学生。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以“推广汉语语言、弘扬华夏文明、开展国

际交流”为宗旨，致力于培养具有“开放包容、开拓进取”的人文

气质以及“通语言、擅教学、会交流、懂规则”的高水平复合型汉

语国际教育和国际交流人才，做新时代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创新者、

传播者。学院具有汉语国际教育本科、硕士和博士三级学位授予权，

已形成了对外汉语专业教师培养、留学生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教育

专业硕士培养“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是学校国际化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学

院坚持服务于国际化战略整体目标，秉承推进我校国际化进程、塑

造我校国际化形象的宗旨，积极营造跨文化发展的良性氛围，为学

校发展和国际文化教育交流事业服务。2022年 6月，西北师范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81 吴成年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

中文教育学院

副教授

系主任
wuchengnian@bnu.edu.cn

82 吴冠达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

文化交流学院
硕士研究生 2172186792@qq.com

83 吴苗露 新疆大学 讲师 52904381@qq.com

84 吴小博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硕士研究生 1551376907@qq.com

85 吴永萍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副教授 157282644@qq.com

86 谢清果
厦门大学新闻

传播学院

教授

副院长、博导
xqg2006@xmu.edu.cn

87 徐凡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副教授 xufan18@hotmail.com

88 徐笑一
辽宁师范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副教授

副院长
xuxiaoyi2006@163.com

89 徐兆寿
西北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
教授/院长 xuzhaoshou@126.com

90 颜湘茹 中山大学中文系 副教授 yanxr@mail.sysu.edu.cn

91 杨永发 兰州城市学院 教授 yyangyongfa@126.com

92 仪修出
清华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
博士研究生 yixiuchu@163.com

93 袁礼
教育部中外语言

交流合作中心
研究员/处长 yuanli@chinese.cn

94 袁媛 华侨大学
副教授/华文

学院党委书记
34292453@qq.com

95 张敬昀
北京语言大学

语言学系
研究生 iszhang.jy@outlook.com

96 张立群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讲师 zhlqflame@163.com

97 张彦丽
兰州城市学院

文史学院
副教授 103088301@qq.com

98 张易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讲师 yizhang@sdf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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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简 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和“深化文明交流互鉴”。2023 年，在“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和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即将举办

之际，回顾国际文化交流成果、共商民心相通之道极具战略意义和

学术价值。

在此背景下，为了进一步在百年变局中汇集各国智慧、传递中

国声音，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与西北师范大学于 2023 年 6 月 16 日-19

日共同举办“新时代中华文化‘一带一路’传播国际研讨会”。本

次研讨会选择在“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敦煌召开，重温习总书

记在敦煌考察时提出的“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

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

果。”

研讨会得到了来自海内外五十多所院校和科研机构一百多位专

家学者、研究生的广泛支持与参与。经过甄选，共有 91 篇论文、百

余位学者进入交流讨论环节。研讨会涉及“国际中文教育与中华文

化国际传播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国际传播研究”“新形

势下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效能与体系建设研究”“语言学视域下的文

化传播研究”“丝绸之路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交融以及敦煌学研究” 

等议题。

本次研讨会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

助项目（批准号：22STG002）。



64 邵鹏博
新疆大学国际文化

交流学院

讲师

教研室副主任
jhspb@126.com

65 施昭卉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讲师 shizhaohui22@163.com

66
【中国·台湾】

苏慧霜

彰化师范大学

文学院
教授 flyhand2008@gmail.com

67 苏宇辰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

文化交流学院
硕士研究生 2903470783@qq.com

68 眭谦
清华大学国家形象

传播研究中心

城市品牌研究

室执行主任
henrysui@163.com

69 孙宜学 同济大学 教授/院长 98078@tongji.edu.cn

70 孙占宇 兰州城市学院 教授/副院长 sunzhanyu263@sina.com

71 谭烁 北京华文学院 助教 tanshuo@bjhwxy.com

72
【中国·台湾】

汤家岳

彰化师范大学

文学院
兼任讲师 d0742001@gmail.com

73 田河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

文化交流学院
教授/院长 tianhe@126.com

74
【蒙古】

Vanchaarai Batmaa
蒙古国立大学

亚洲研究系

副教授
batmaa.v@num.edu.mn

75 王怀平
安徽财经大学

文学院
教授 whp059116@126.com

76 王朗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

文化交流学院
硕士研究生 1391122898@qq.com

77 王子涵 清华大学 博士后 13031013159@163.com

78 王子豪 西藏民族大学 讲师 376120204@qq.com

79 王子钰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

文化交流学院
硕士研究生 2022223438@nwnu.edu.cn

80

【古巴】

WILSONBARROSODIAZ

（中文名：王少聪）

中国人民大学 新汉学博士 casamayoraple1993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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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华文化“一带一路”传播国际研讨会
会议日程

日期 时间 会议议程

6 月 16 日

星期五

14:30-21:30
参会代表签到、领取会议资料

地 点：敦煌宾馆大厅会议接待处

19:00 晚 餐

6 月 17 日

星期六

（上午）

8:30-9:10 大会开幕式

地点 敦煌宾馆多功能厅

主持人 田河（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教授）

嘉宾致辞 相关领导致辞

9:10-9:25 合 影

9:25-11:40 主旨报告

主持人 谢清果（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9:25-9:45
主旨发言 1：文化语法：国际教育与国际传播的历史性合流

发言人：姜飞 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

9:45-10:05
主旨发言 2：国际传播视域下的中华文化符号体系建构

发言人：范红 教授 清华大学

10:05-10:25 茶 歇

10:25-10:45

主旨发言 3：国际中文教育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以

埃及为例

发言人：Hassan Ragab （大海）教授

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

10:45-11:05
主旨发言 4：观察与思考：从新文科建设看新时代语言教育

发言人：宁继鸣 教授 山东大学

11:05-11:25
主旨发言 5：一带一路复合型人才培养：新挑战新思路

发言人：孙宜学 教授 同济大学

11:25-11:40 评议与交流讨论（共 15 分钟）

11:40-14:30 午餐、午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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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刘小刚 兰州城市学院 讲师 394595579@qq.com

50 陆昕昳 海军军医大学 讲师 xxfzlr@126.com

51 路沥云
郑州航空工业

管理学院
讲师 luliyun620@163.com

52 骆健飞 北京语言大学 副教授 jluo@blcu.edu.cn

53

【法国】

MATHE HUGOANDRE
RAYMOND

（中文名：马雨果）

北京大学哲学系 新汉学博士 hugomathe21@hotmail.fr

54 郭淑红 大连理工大学 教授 lenaguo@dlut.edu.cn

55
【中国·台湾】

洪逸瑄
中兴大学 研究生 kate871029@gmail.com

56 慕玲
清华大学国家形象

传播研究中心

研究员/新媒

体研究室主任
263872275@qq.com

57 南方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硕士研究生 354685966@qq.com

58

【韩国】

NO DANKYUNG
（中文名：卢彖暻）

北京大学 新汉学博士 leeh9928@naver.com

59 宁继鸣 山东大学 教授 jmning@sdu.edu.cn

60 潘慧琼
安徽财经大学

文学院

安徽财经大学

国际交流中心

主任助理

huizipansy@126.com

61

【秘鲁】

PATRICIA CASTRO
OBANDO

（中文名：柯裴）

北京大学 新汉学博士 pcastroo@pucp.edu.pe

62

【俄罗斯】

PRONKINAOLGA
（中文名：奥莉娅）

甘肃政法大学涉外

法治学院

（国际交流学院）

教授 625374350@qq.com

63 钱丽吉
中央民族大学国际

教育学院
博士研究生 shishanzui@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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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蒋艳丽 兰州城市学院
副教授

副院长
307687267@qq.com

32
【塞尔维亚】

金晓蕾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

德大学

博士

Docent
xiaolei_jin@hotmail.com

33 金沛沛 天津中医药大学
副教授

教研室主任
rainy78@126.com

34 雷承洛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硕士研究生 1831930661@qq.com

35 李宝贵
辽宁师范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教授/博导 libaogui2003@163.com

36 李丛
辽宁师范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副教授 liyiyi2002@hotmail.com

37 李华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教授

副院长
1421668750@qq.com

38 李慧 辽宁师范大学 博士研究生 lihui940126@163.com

39 李晶

桃李中文教育研究

院（深圳桃李未来

科技有限公司）

教研总监 583251298@qq.com

40 李乐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讲师 librale@nwnu.edu.cn

41 李莉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副教授

副院长
lilyno1@126.com

42 李炜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副教授 liwei@ccnu.edu.cn

43 李晓岩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硕士研究生 18919046296@163.com

44 李欣 华中师范大学 硕士研究生 2825016802@qq.com

45 李彦菲
郑州航空工业

管理学院
助教 2265436295@qq.com

46 李依鸿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科生 1064599439@qq.com

47 刘秋芝 兰州交通大学 教授 1640096887@qq.com

48 刘显翠
西北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副教授

系主任
psychology41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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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7 日

星期六

（下午）

14:30-16:00

上

半

场

分论坛(第1组) (共8人，每人报告10分钟)

地点：敦煌宾馆多功能厅

分论坛(第2组) (共8人，每人报告10分钟)

地点：敦煌宾馆飞天厅

分论坛(第3组) (共8人，每人报告10分钟)

地点：敦煌宾馆悬泉厅

讨论与点评 (共10分钟)

16:00-16:20 茶 歇

16:20-17:50

下

半

场

分论坛(第1组) (共9人，每人报告10分钟)

地点：敦煌宾馆多功能厅

分论坛(第2组) (共8人，每人报告10分钟)

地点：敦煌宾馆飞天厅

分论坛(第3组) (共8人，每人报告10分钟)

地点：敦煌宾馆悬泉厅

讨论与点评 (共10分钟)

18:00 晚 餐

6 月 18 日

星期日

（上午）

8:30-10:00

上

半

场

分论坛(第4组）(共8人，每人报告10分钟)

地点：敦煌宾馆悬泉厅

分论坛(第5组）(共8人，每人报告10分钟)

地点：敦煌宾馆飞天厅

讨论与点评 (共10分钟)

10:00-10:20 茶 歇

10:20-11:50

下

半

场

分论坛(第4组）(共8人，每人报告10分钟)

地点：敦煌宾馆悬泉厅

分论坛(第5组) (共8人，每人报告10分钟)

地点：敦煌宾馆飞天厅

讨论与点评(共10分钟)

11:50-14:00 午餐、午休

6 月 18 日

星期日

（下午）

14:00-16:15 主旨报告

地点 敦煌宾馆多功能厅

主持人 李莉（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14:00-14:20

主旨发言 6：简论“一带一路”视域下国际中文教育与中

华文化传播

发言人：耿虎 教授 厦门大学

2



14:20-14:40

主旨发言7：国际中文教育与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逻

辑关联与互动机制

发言人：李宝贵 教授 辽宁师范大学

14:40-15:00
主旨发言 8：新时代中国图书在塞尔维亚的译介

发言人：金晓蕾 Docent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

15:00-15:20 茶 歇

15:20-15:40

主旨发言 9：以丝绸之路为方法——中华文明复兴与人类

命运共同体建构

发言人：徐兆寿 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

15:40-16:00
主旨发言 10：中国古文字国际传播的几个维度

发言人：田河 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

16:00-16:15 评议与交流讨论（共 15 分钟）

16:15-17:00

大会闭幕式

主持人：李华（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院长、教授）

每组总结发言时间为 6 分钟

第一组主持人：胡清国（东华大学 教授）/曹晓东（西北师范

大学 副教授）

第二组主持人：眭谦（清华大学品牌研究室 研究员/徐凡（西

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

第三组主持人：慕玲（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 研究

员）/边思羽（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

第四组主持人：冯鸽（西北大学 教授）/赵焕改（西北师范

大学 副教授）

第五组主持人：苏慧霜（彰化师范大学 教授）/吴永萍（西北

师范大学 副教授）

闭幕致辞：相关领导

18:00 晚 餐

注：6月 16 日晚餐：莲心厅 时间：19:00

6 月 17 日—6月 18 日早餐、午餐、晚餐：莲花厅

早餐时间段：07:00—09:00

午餐时间段：12:00—13:30

晚餐时间段：18:00—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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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冯鸽 西北大学 教授 fhd1996@163.com

16 付铭铭 山东建筑大学
副院长

副书记
24247@sdjzu.edu.cn

17 付文莉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讲师 fuwenli_6688@163.com

18 高薇 中山大学
助理

研究员
wwgao1105@yeah.net

19 葛宇帆
安徽医科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讲师 2805034898@qq.co

20 耿虎
厦门大学国际

中文教育学院

教授

副院长
genghu@xmu.edu.cn

21 顾珈瑗 广西外国语学院 专任教师 2651049332@qq.com

22

【埃及】

Hassan Ragab
Hassan Abdrabo

（中文名：大海）

埃及苏伊士运河大

学语言学院

教授/苏伊士

运河大学语言

学院院长、

孔子学院外方

院长

Profhassan66@yahoo.com

23 侯宇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副教授 641732282@qq.com

24 侯慧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外研社中国语

言文化出版分

社副社长

houhui@fltrp.com

25 胡春毅
贵州财经大学

文学院
副教授 2264799105@qq.com

26 胡清国
东华大学国际文化

交流学院
教授 huqingguo@dhu.edu.cn

27 黄进 电子科技大学 讲师 huangjin301@163.com

28 黄永健 深圳大学 教授 hyjhk@163.com

29 贾永平 兰州城市学院 副教授 84103862@qq.com

30 姜飞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

际新闻与传播学院
教授/院长 jiangfei@bf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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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讯 录
（按中英文姓名首字母顺序排序）

序号 参会代表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电子邮箱

1

【冰岛】

BALDUR EIRIKSSON
（中文名：巴度）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
新汉学博士 baldureiriks@gmail.com

2 摆贵勤 上海电力大学
副教授

副系主任
baiguiqin66@tongji.edu.cn

3 边思羽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副教授 biansiyu2006@163.com

4 曹晓东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副教授 caoxiaodong26@163.com

5 常金秋 贵州财经大学 副教授 changjinqiu@163.com

6 陈曦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博士

研究生
516199392@qq.com

7

【意大利】

DARIO FAMULARO
（中文名：范狄）

复旦大学
新汉学

博士
dario.famularo@hotmail.it

8 代玲玲
安徽医科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讲师 41521812@qq.com

9 代一凡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硕士研究生 dyfyifan@outlook.com

10

【日本】

DOI KENICHI
（中文名：土居健市）

中国人民大学 新汉学博士 casamayoraple19931@qq.com

11

【蒙古】

ENKHTAIVAN KHULAN
（中文名：美凌）

山东大学 新汉学博士 khulan1223@126.com

12

【贝宁】

FAMBO HOULDA
（中文名：吴尔丹）

南开大学 新汉学博士 houlix2020@gmail.com

13 范红
清华大学国家形象

传播研究中心
教授/主任 Fanhongthu@qq.com

14 樊子湘 北京联合大学 讲师 spfzx@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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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分组讨论安排

2023 年 6 月 17 日（星期六） 下午 14:30-18:00

地点 活动内容

敦煌宾馆

多功能厅

分论坛 (第 1组)

主题：国际中文教育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

主持人：胡清国（东华大学 教授）

曹晓东（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

14:30-14:40
胡清国（东华大学 教授）：引导来华留学生“讲好中国故事”

的路径阐释

14:40-14:50
徐笑一（辽宁师范大学 副教授）：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

学研究

14:50-15:00
袁媛（华侨大学 副教授）：提升来华留学生国际传播能力的体

系建构与实现路径

15:00-15:10
张易（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讲师）：国际中文教育背景下的中华

文化国际传播途径探析

15:10-15:20
PRONKINA OLGA 奥莉娅（甘肃政法大学 教授）：俄罗斯汉语教

学历史与现状研究

15:20-15:30
刘秋芝（兰州交通大学 教授）：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中华文化

与传播》课程教学刍议

15:30-15:40
李欣、李炜（华中师范大学 硕士研究生、副教授）：“中国概

况”类教材的发展历程、特点与展望

15:40-15:50
骆健飞（北京语言大学 副教授）：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文化

慕课的建设

15:50-16:00 讨论与点评

16:00-16:20 茶 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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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16:30
刘小刚（兰州城市学院 讲师）：新文科背景下汉语国际教育专

业本科生论文选题面向——以兰州城市学院为例

16:30-16:40
曹晓东（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国际中文教育与“讲好甘肃

故事”的互动共生研究

16:40-16:50
雷承洛、王朗（西北师范大学 硕士研究生）：国际中文教师数

字素养在文化教学应用中的提升研究

16:50-17:00
吴成年（北京师范大学 副教授）：线上主题式任务型《中外文

化比较》课调查研究

17:00-17:10
郭淑红（大连理工大学 教授）：嵌入理论视阈下国际中文教育

文化教学的问题与思考

17:10-17:20
钱丽吉、吴应辉（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北京语言大学教

授）：土耳其中文教育发展历程及现状研究

17:20-17:30
张立群（西北师范大学 讲师）：以身为度——田野作业在国际

中文教育学生培养中的思考

17:30-17:40
颜湘茹（中山大学 副教授）：论《心花路放》作为中国人际冲

突观传播媒介的意义

17:40-17:50
李彦菲（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助教）：坦桑尼亚国际中文教

材使用情况分析

17:50-18:00 讨论与点评

5

田河，甘肃民乐人，古文字学博士。现为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生导师。西北师范大学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常务副主任、

《丝绸之路》副主编。研究方向为古文字学、简牍学、国际

中文教育等。在《古文字研究》《简帛研究》《出土文献》

《社会科学战线》《江汉考古》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出版

专著《武威汉简集释》一部，参编教材《简牍学教程》一

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一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一项、教育

部语合中心国别中文教育项目一项、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二项，参与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三项。曾获甘肃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奖

二等奖。2012年8月至2017年10月，在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担任中方院长。

徐兆寿，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生导师。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甘肃省电影家协

会主席，全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家“万人计

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

批”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甘肃省领军人才。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首批荣誉作家。《当代文艺

评论》主编。1988年开始写作，发表诗歌、小说、散文、评论等400多篇作品，

共计600多万字。长篇小说有《荒原问道》《鸠摩罗什》《非常日记》等8部，诗

集有《那古老大海的浪花啊》《麦穗之歌》等3部，随笔散文集有《西行悟道》

《问道知源》等4部，学术著作有《文学的扎撒》《精神高原》《人学的困境与

超越》等20多部，共计近40部著作。获“全国畅销书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

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文学报》优秀论文奖”“敦煌文艺

奖”“黄河文学奖”及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20多项，主持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影视的文学改编与文献整理研究”1项，甘肃省教育厅

重大项目“敦煌与河西走廊影视传播与产业转化研究”1项，其他国家级和省部

级项目10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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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继鸣，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

山东大学语言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新文科

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曾任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领

事/一等秘书（1993-1996），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院长（2000-2018），全国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2007-2016），世界汉语

教学学会常务理事（2008-2022）。主要研究领域：

语言经济、传播理论、孔子学院与国际中文教育。

孙宜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

导师。现任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国家语

言文字推广基地常务副主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

事、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世界语协会

副会长、上海国际文化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府“上

海华文教育研究中心特聘专家”、上海侨务理论研究

中心专家、上海市语言文字水平测试中心特聘专家、

《 同 济 大 学 学 报 》 （ 社 会 科 学 版 ） 编 委 、

Transcultur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杂志编委等。英国爱丁堡大学

博士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高级访问学者。获教育部、上海

市、同济大学教学科研成果奖8项等。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海外汉

学、国际中文教育、“一带一路”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已出版学术专著

30余部，编、译著50余部，主持“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丛书”“一带一路与中华文

化国际传播丛书”等大型系列丛书多种；在《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人

民日报》《对外传播》《国际传播》等报刊发表论文200余篇，多篇论文被《新

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学习强国”全文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

新文科项目、上海市哲社规划课题等3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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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 17 日（星期六） 下午 14:30-17:50

地点 活动内容

敦煌宾馆

飞天厅

分论坛 (第 2组)

主题：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国际传播研究

主持人： 眭谦（清华大学品牌研究室 研究员）

徐凡（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

14:30-14:40
眭谦（清华大学品牌研究室 研究员）：文化自信视域下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传承路径

14:40-14:50

袁礼、侯慧（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研究员、北京

外国语大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中文分社 副社长）：中

华思想文化对外传播语境、术语和教育研究

14:50-15:00
黄永健（深圳大学 教授）：新时代文化传承创新——汉诗

本土诗体创新与外来诗体改造

15:00-15:10 杨永发（兰州城市学院 教授）：一带一路书法国际教育设想

15:10-15:20

郑绍婷（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后疫情时代中华文化对

外传播的路径选择——以中华经典诗文诵读课程教材开发

及线上推广为例

15:20-15:30
徐凡（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从“列女”到“烈女”

——东亚视野下的《列女传》与《烈女图》研究

15:30-15:40
常金秋（贵州财经大学 副教授）：中华文化传播中古诗词

吟诵的效能

15:40-15:50
谭烁（北京华文学院 助教）：传统节令文化助力海外中华

文化传播

15:50-16:00 讨论与点评

16:00-16:20 茶 歇

16:20-16:30
李晓岩（西北师范大学 硕士研究生）：“猴马形象”的传

播过程与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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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6:40
Baldur Eiríksson巴度（复旦大学 新汉学博士）：万物之

吾——真人如何能死而不亡

16:40-16:50
Dankyung NO 卢彖暻（北京大学 新汉学博士）：中国哲学：

解释与哲学

16:50-17:00
MATHE Hugo 马雨果（北京大学 新汉学博士）：探索健康的

哲学之路：道家思想与古希腊哲学的对话

17:00-17:10

樊子湘（北京联合大学 讲师）：非遗文化与国际中文教育

的融合传播研究——以贵州省黔东南地区丹寨县非遗事项

为例

17:10-17:20

顾珈瑗（广西外国语学院 副教授）：少数民族地区在地文

化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传播与应用——以广西壮族“三月

三”文化为例

17:20-17:30
Enkhtaivan Khulan美凌（山东大学 新汉学博士）：故宫博物

院馆藏《蒙汉合璧孝经》关于成书时间与书名翻译的思考

17:30-17:40
金沛沛（天津中医药大学 副教授）：从中医思想文化术语

看中医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17:40-17:50 讨论与点评

7

金晓蕾，塞尔维亚籍华裔学者，博士，贝尔格莱德

大学DOCENT，塞尔维亚文学翻译家协会和塞尔维亚科学

技术翻译协会会员、贝尔格莱德“芝哥雅”出版社“新

丝路丛书”主编、贝尔格莱德孔子学院办公室主任。多

年从事汉语教学、语言与文化研究及翻译工作，多次在

汉学和斯拉夫学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并在塞尔维亚

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曾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哈尔滨师

范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从事塞尔维亚与中国政治、经济

和文教合作关系的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史

研究”塞尔维亚子项目成员，参加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课题，主持完成“塞尔

维亚汉语教育现状及服务需求调研报告”。积极从事文字翻译工作，至今已发表

《南斯拉夫当代诗歌选》《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中

国城市发展史》等十七种译著。兼任塞尔维亚政府汉语翻译，担任重大外事活动

的口译和同传工作。获国声智库等单位评选的“文明之光·2019中国文化交流年

度人物”荣誉。

李宝贵，辽宁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文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中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历

任辽宁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辽宁师范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主持或完成国家社

科基金一般项目2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

1项、教育部语合中心重大项目2项、国家语委重点

项目2项、国务院侨办重点项目1项。在《世界汉语

教学》《语言文字应用》《语言教学与研究》《汉

语学习》《教育科学》《现代传播》《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

报》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6部。兼任辽宁省语言学会会

长、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理事、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理事、汉语国际传播研究专业

委员会副理事长、“一带一路”语言教育与人文交流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北京

语言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渤海大学等多所高校兼职或客座教

授。曾受国家汉办、国务院侨办委派，赴日本、美国、加拿大、意大利、俄罗

斯、白俄罗斯等国家短期讲学。

16



Hassan Ragab（中文名：大海），埃及著

名汉学家，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教授、语言学

院院长，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埃方院

长，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S会员，世界汉语教

学学会会员，中国文学与翻译教授。2011年获

得 中 国 教 育 部 颁 发 的 汉 语 教 育 领 域 杰 出 贡 献

奖，中国事务专家。作为埃及高教部及其他单

位中国顾问，Hassan Ragab教授为中埃教育文

化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国电视剧《香椿树》经他翻译成阿拉伯语在埃及播出

后，深受当地人的喜爱，曾登上《人民日报》。出版中国文化方面的专著数本：

《中国女性文学分析研究》《对中国人民艺术家、戏剧家老舍和其戏剧<茶馆>的

分析研究》等。

姜飞，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

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校

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广联第五届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外文局、中新社、四川省、江苏省、重庆市国

际传播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外国新

闻传播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全球传播与公共

外交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

会影视国际传播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多家大学等高

校研究机构研究员、特聘教授或兼职硕士、博士生导师。多家媒体学术顾问、智

库专家。专著《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200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3年三联书店再版）获第四届吴玉章奖（2007年）和第五届胡绳青年学术奖

（2009年）。《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年刊》主编，《全球传播生态蓝皮书》主

编，英文期刊Journal of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国际跨文化传播学

刊》）主编。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文化部、中国社科院、外文局等

重大重点课题多项，多个国际性项目中方专家。发表SSCI、CSSCI和中文核心期刊

论文等一百多篇。曾先后赴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访问、讲学、参会。主要研究方向

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新媒体观察，传播学理论，传播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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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 17 日（星期六） 下午 14:30-17:50

地点 活动内容

敦煌宾馆

悬泉厅

分论坛(第 3 组)

主题：新形势下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效能与体系建设研究

主持人：慕玲（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 研究员）

边思羽（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

14:30-14:40
谢清果（厦门大学 教授）：“中国之治”何以传：中华文明

传播气质视域下“和合共生”中国形象的建构与展演

14:40-14:50
慕玲（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 研究员）：基于电影

维度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

14:50-15:00
付铭铭（山东建筑大学 副院长/副书记）：跨文化认同视角下

的百年双奥传播策略转向

15:00-15:10
王怀平（安徽财经大学 教授）：短视频语境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

中的符号化叙事——基于李子柒短视频跨文化传播的启示

15:10-15:20
王子涵（清华大学 博士后）：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华文化传播

力的现代转化

15:20-15:30
李丛（辽宁师范大学 副教授）：中国故事的国际化叙事体系

建构

15:30-15:40
边思羽（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Z世代”与中华文化传播

策略探索

15:40-15:50
张彦丽（兰州城市学院 副教授）：新形势下中国文化国际传

播的效能分析

15:50-16:00 讨论与点评

16:00-16:20 茶 歇

16:20-16:30
邵鹏博（新疆大学 讲师）：新时期“他者”视角讲好中国故

事的叙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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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6:40
施昭卉（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讲师）：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的

文化定势分析

16:40-16:50
王子豪（西藏民族大学 讲师）：新形势下中国文化在尼泊尔

的传播效能与路径

16:50-17:00

仪修出（清华大学 博士研究生）：文化旅游视域下目的地形

象助力国家形象传播的路径探析——以世界文旅强国新西兰

和日本的经验为例

17:00-17:10
南方、吴小博（西北师范大学 硕士研究生）：基于马莱茨克

模式的中亚华裔新生代中华文化认同策略研究

17:10-17:20
李乐（西北师范大学 讲师）：精准发力 互联互通：新时代如

何讲述中国故事

17:20-17:30
吴苗露（新疆大学 讲师）：中华文化符号传播新的时代内涵

和现代化表达方式研究

17:30-17:40
黄进（电子科技大学 讲师）：陌生化与熟悉化：国际中文教

育及文化传播策略刍议

17:40-17:50 讨论与点评

9

专 家 简 介

（按中英文姓名首字母顺序排序）

范红，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主

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国际区域品牌协会（IPBA）常务理事，英

国牛津大学跨文化传播博士。国家社科基金全

国重大项目《文化自信与国家形象》首席专

家，北京市文化传播顾问委员会顾问，成都市

政府顾问团顾问，广州市城市形象顾问，中文

教育基金会特别顾问。曾在中国驻新西兰大使

馆担任外交官，在新西兰、瑞士、英国、美国

等国家工作、学习与生活十余年，有丰富的全球传播与国际交流经验。研究领域

为国家形象、城市品牌和企业传播。担任主编，出版《国家形象研究》系列丛书

七本，致力于从多维度的角度来研究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作为联合作者，出版

了《城市传播》一书。翻译了《国家品牌》《新闻采访写作》《新媒体百科全

书》《营销传播》等教材。2007年至今，担任清华大学城市品牌研究室主任，致

力于城市品牌塑造与传播的研究工作，主持完成了数十个城市的城市品牌传播与

城市文化发展的咨询研究项目，包括北京、北京城市副中心、成都、广州、昆

明、泸州、东莞等城市品牌形象与文化强市规划的咨询项目，承担完成了中文教

育基金会品牌形象和汉语桥品牌提升的研究项目。

耿虎，厦门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海外教育学院

教授、副院长，曾任厦门大学汉语国际推广南方基地

副主任，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理事，全国汉语国

际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海外

华文教育》期刊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中文教

育、海外华文教育、中外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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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0:40
陈曦（西北师范大学 博士研究生）：“一带一路”国家来华

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几点思考

10:40-10:50
洪逸瑄（中兴大学 硕士研究生）：从敦煌婚礼壁画探衍历代催

妆诗

10:50-11:00
王海青（河北工业大学讲师）：多姿多彩的异域文化——论“一

带一路”国家的文化多样性与差异性

11:00-11:10
WILSON BARROSO DIAZ 王少聪（中国人民大学 新汉学博

士）：古巴汉语教学成就以及对于中古民间交流的影响

11:10-11:20
Dario Famularo 范狄（复旦大学 新汉学博士）：意大利汉学

家安德烈奥齐翻译的中国科技文献述评

11:20-11:30
DOI KENICHI土居健市（北京大学 新汉学博士）：推广中文

教育和中华文化：中文推广机构走进“全球南方”的研究

11:30-11:40 刘显翠（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东干人对自我身体的态度

11:40-11:50 讨论与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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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 18 日（星期日） 上午 8:30-11:50

地点 活动内容

敦煌宾馆

悬泉厅

分论坛(第 4 组)

主题：语言学视域下的文化传播研究

主持人：冯鸽（西北大学 教授）

赵焕改（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

8:30-8:40
冯鸽（西北大学 教授）：文化分析视角下的句式教学探

究——以“把”字句教学为例

8:40-8:50

周静（浙江外国语学院 副教授）：Establishing an

extensive reading program in a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ontext to enhance reading attitudes and

improve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8:50-9:00
赵焕改、代一凡 （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硕士研究生）：

汉语“了”与东干语中相应表达方式对比研究

9:00-9:10
陆昕昳（海军军医大学 讲师）：《参考框架》指导下的

中高级医学汉语文化点教学研究

9:10-9:20

张敬昀、付文莉（北京语言大学 硕士研究生、西北师范

大学 讲师）：汉语国际传播视域下语言景观的隐性机制

研究

9:20-9:30
侯宇（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中亚华裔新生代中华语

言文化认同调查研究

9:30-9:40
庄瑶瑶（东北财经大学 助教）：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学

术体系构建：要素、原则与进路

9:40-9:50
路沥云（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讲师）：线上教学过程

中非汉字圈留学生汉字偏误现象研究

9:50-10:00 讨论与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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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0:20 茶 歇

10:20-10:30
吴冠达（西北师范大学 硕士研究生）：国际中文教育视

角下的国际足联世界杯场地广告语言景观研究

10:30-10:40
PATRICIACASTROOBANDO柯裴（北京大学 新汉学博士）：

Chinese culture as a basis for learning about China

10:40-10:50

FAMBO Houlda吴尔丹（南开大学 新汉学博士）：Impact of

Chinese OFDI on inclusive growth along the Africa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untries

10:50-11:00

Vanchaarai Batmaa（蒙古国立大学 副教授）：新媒体背

景下的汉语媒体语言教学新模式探讨——以蒙古国立大

学为例

11:00-11:10

李莉、王子钰（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硕士研究生）：

多模态话语视角下国际中文教育教材中的中华文化国际

传播研究

11:10-11:20

李晶（桃李中文教育研究院深圳桃李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教研总监）：基于《国际中文教育用中国文化和国情教学

参考框架》的中国文化教学与国际中文 APP 内容设计研究

11:20-11:30
代玲玲、葛宇帆（安徽医科大学 讲师）：春晚中医护形

象的变迁和话语建构

11:30-11:40
潘慧琼（安徽财经大学 副教授）：《成窑鸡缸歌》在 19

世纪英国的翻译与传播

11:40-11:50 讨论与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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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 18 日（星期日） 上午 8:30-11:50

地点 活动内容

敦煌宾馆

飞天厅

分论坛(第 5 组)

主题：丝绸之路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交融以及敦煌学研究

主持人：苏慧霜（彰化师范大学 教授）

吴永萍（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

8:30-8:40
苏慧霜（彰化师范大学 教授）：敦煌写卷《渔父歌沧浪赋》

探析

8:40-8:50
摆贵勤（上海电力大学 副教授）：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与“一

带一路”传播媒介分析

8:50-9:00
吴永萍（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多元文化构筑的中亚东干

文学

9:00-9:10
张颖（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敦煌音义文献所见之汉唐丝

路文明

9:10-9:20
贾永平（兰州城市学院 副教授）：开放包容 多元共生——敦

煌文化艺术再生助力“一带一路”文化传播

9:20-9:30
高薇（中山大学 助理研究员）：试论古代日本的汉文教育

——以《文选》学习为中心

9:30-9:40
苏宇辰（西北师范大学 硕士研究生）：丝绸之路与世界文明

的交流交融研究

9:40-9:50
汤家岳(彰化师范大学文学院 兼任讲师) 黄永武《敦煌所见李

白诗四十三首的价值》论证补遗三首

9:50-10:00 讨论与点评

10:00-10:20 茶 歇

10:20-10:30
张长君（河西学院 讲师）：汉语国际传播背景下地方文化国

际传播研究——以河西宝卷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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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0:20 茶 歇

10:20-10:30
吴冠达（西北师范大学 硕士研究生）：国际中文教育视

角下的国际足联世界杯场地广告语言景观研究

10:30-10:40
PATRICIACASTROOBANDO柯裴（北京大学 新汉学博士）：

Chinese culture as a basis for learning about China

10:40-10:50

FAMBO Houlda吴尔丹（南开大学 新汉学博士）：Impact of

Chinese OFDI on inclusive growth along the Africa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untries

10:50-11:00

Vanchaarai Batmaa（蒙古国立大学 副教授）：新媒体背

景下的汉语媒体语言教学新模式探讨——以蒙古国立大

学为例

11:00-11:10

李莉、王子钰（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硕士研究生）：

多模态话语视角下国际中文教育教材中的中华文化国际

传播研究

11:10-11:20

李晶（桃李中文教育研究院深圳桃李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教研总监）：基于《国际中文教育用中国文化和国情教学

参考框架》的中国文化教学与国际中文 APP 内容设计研究

11:20-11:30
代玲玲、葛宇帆（安徽医科大学 讲师）：春晚中医护形

象的变迁和话语建构

11:30-11:40
潘慧琼（安徽财经大学 副教授）：《成窑鸡缸歌》在 19

世纪英国的翻译与传播

11:40-11:50 讨论与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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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 18 日（星期日） 上午 8:30-11:50

地点 活动内容

敦煌宾馆

飞天厅

分论坛(第 5 组)

主题：丝绸之路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交融以及敦煌学研究

主持人：苏慧霜（彰化师范大学 教授）

吴永萍（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

8:30-8:40
苏慧霜（彰化师范大学 教授）：敦煌写卷《渔父歌沧浪赋》

探析

8:40-8:50
摆贵勤（上海电力大学 副教授）：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与“一

带一路”传播媒介分析

8:50-9:00
吴永萍（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多元文化构筑的中亚东干

文学

9:00-9:10
张颖（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敦煌音义文献所见之汉唐丝

路文明

9:10-9:20
贾永平（兰州城市学院 副教授）：开放包容 多元共生——敦

煌文化艺术再生助力“一带一路”文化传播

9:20-9:30
高薇（中山大学 助理研究员）：试论古代日本的汉文教育

——以《文选》学习为中心

9:30-9:40
苏宇辰（西北师范大学 硕士研究生）：丝绸之路与世界文明

的交流交融研究

9:40-9:50
汤家岳(彰化师范大学文学院 兼任讲师) 黄永武《敦煌所见李

白诗四十三首的价值》论证补遗三首

9:50-10:00 讨论与点评

10:00-10:20 茶 歇

10:20-10:30
张长君（河西学院 讲师）：汉语国际传播背景下地方文化国

际传播研究——以河西宝卷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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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0:40
陈曦（西北师范大学 博士研究生）：“一带一路”国家来华

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几点思考

10:40-10:50
洪逸瑄（中兴大学 硕士研究生）：从敦煌婚礼壁画探衍历代催

妆诗

10:50-11:00
王海青（河北工业大学讲师）：多姿多彩的异域文化——论“一

带一路”国家的文化多样性与差异性

11:00-11:10
WILSON BARROSO DIAZ 王少聪（中国人民大学 新汉学博

士）：古巴汉语教学成就以及对于中古民间交流的影响

11:10-11:20
Dario Famularo 范狄（复旦大学 新汉学博士）：意大利汉学

家安德烈奥齐翻译的中国科技文献述评

11:20-11:30
DOI KENICHI土居健市（北京大学 新汉学博士）：推广中文

教育和中华文化：中文推广机构走进“全球南方”的研究

11:30-11:40 刘显翠（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东干人对自我身体的态度

11:40-11:50 讨论与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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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 18 日（星期日） 上午 8:30-11:50

地点 活动内容

敦煌宾馆

悬泉厅

分论坛(第 4 组)

主题：语言学视域下的文化传播研究

主持人：冯鸽（西北大学 教授）

赵焕改（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

8:30-8:40
冯鸽（西北大学 教授）：文化分析视角下的句式教学探

究——以“把”字句教学为例

8:40-8:50

周静（浙江外国语学院 副教授）：Establishing an

extensive reading program in a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ontext to enhance reading attitudes and

improve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8:50-9:00
赵焕改、代一凡 （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硕士研究生）：

汉语“了”与东干语中相应表达方式对比研究

9:00-9:10
陆昕昳（海军军医大学 讲师）：《参考框架》指导下的

中高级医学汉语文化点教学研究

9:10-9:20

张敬昀、付文莉（北京语言大学 硕士研究生、西北师范

大学 讲师）：汉语国际传播视域下语言景观的隐性机制

研究

9:20-9:30
侯宇（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中亚华裔新生代中华语

言文化认同调查研究

9:30-9:40
庄瑶瑶（东北财经大学 助教）：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学

术体系构建：要素、原则与进路

9:40-9:50
路沥云（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讲师）：线上教学过程

中非汉字圈留学生汉字偏误现象研究

9:50-10:00 讨论与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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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6:40
施昭卉（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讲师）：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的

文化定势分析

16:40-16:50
王子豪（西藏民族大学 讲师）：新形势下中国文化在尼泊尔

的传播效能与路径

16:50-17:00

仪修出（清华大学 博士研究生）：文化旅游视域下目的地形

象助力国家形象传播的路径探析——以世界文旅强国新西兰

和日本的经验为例

17:00-17:10
南方、吴小博（西北师范大学 硕士研究生）：基于马莱茨克

模式的中亚华裔新生代中华文化认同策略研究

17:10-17:20
李乐（西北师范大学 讲师）：精准发力 互联互通：新时代如

何讲述中国故事

17:20-17:30
吴苗露（新疆大学 讲师）：中华文化符号传播新的时代内涵

和现代化表达方式研究

17:30-17:40
黄进（电子科技大学 讲师）：陌生化与熟悉化：国际中文教

育及文化传播策略刍议

17:40-17:50 讨论与点评

9

专 家 简 介

（按中英文姓名首字母顺序排序）

范红，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主

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国际区域品牌协会（IPBA）常务理事，英

国牛津大学跨文化传播博士。国家社科基金全

国重大项目《文化自信与国家形象》首席专

家，北京市文化传播顾问委员会顾问，成都市

政府顾问团顾问，广州市城市形象顾问，中文

教育基金会特别顾问。曾在中国驻新西兰大使

馆担任外交官，在新西兰、瑞士、英国、美国

等国家工作、学习与生活十余年，有丰富的全球传播与国际交流经验。研究领域

为国家形象、城市品牌和企业传播。担任主编，出版《国家形象研究》系列丛书

七本，致力于从多维度的角度来研究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作为联合作者，出版

了《城市传播》一书。翻译了《国家品牌》《新闻采访写作》《新媒体百科全

书》《营销传播》等教材。2007年至今，担任清华大学城市品牌研究室主任，致

力于城市品牌塑造与传播的研究工作，主持完成了数十个城市的城市品牌传播与

城市文化发展的咨询研究项目，包括北京、北京城市副中心、成都、广州、昆

明、泸州、东莞等城市品牌形象与文化强市规划的咨询项目，承担完成了中文教

育基金会品牌形象和汉语桥品牌提升的研究项目。

耿虎，厦门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海外教育学院

教授、副院长，曾任厦门大学汉语国际推广南方基地

副主任，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理事，全国汉语国

际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海外

华文教育》期刊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中文教

育、海外华文教育、中外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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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san Ragab（中文名：大海），埃及著

名汉学家，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教授、语言学

院院长，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埃方院

长，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S会员，世界汉语教

学学会会员，中国文学与翻译教授。2011年获

得 中 国 教 育 部 颁 发 的 汉 语 教 育 领 域 杰 出 贡 献

奖，中国事务专家。作为埃及高教部及其他单

位中国顾问，Hassan Ragab教授为中埃教育文

化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国电视剧《香椿树》经他翻译成阿拉伯语在埃及播出

后，深受当地人的喜爱，曾登上《人民日报》。出版中国文化方面的专著数本：

《中国女性文学分析研究》《对中国人民艺术家、戏剧家老舍和其戏剧<茶馆>的

分析研究》等。

姜飞，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

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校

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广联第五届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外文局、中新社、四川省、江苏省、重庆市国

际传播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外国新

闻传播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全球传播与公共

外交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

会影视国际传播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多家大学等高

校研究机构研究员、特聘教授或兼职硕士、博士生导师。多家媒体学术顾问、智

库专家。专著《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200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3年三联书店再版）获第四届吴玉章奖（2007年）和第五届胡绳青年学术奖

（2009年）。《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年刊》主编，《全球传播生态蓝皮书》主

编，英文期刊Journal of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国际跨文化传播学

刊》）主编。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文化部、中国社科院、外文局等

重大重点课题多项，多个国际性项目中方专家。发表SSCI、CSSCI和中文核心期刊

论文等一百多篇。曾先后赴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访问、讲学、参会。主要研究方向

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新媒体观察，传播学理论，传播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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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 17 日（星期六） 下午 14:30-17:50

地点 活动内容

敦煌宾馆

悬泉厅

分论坛(第 3 组)

主题：新形势下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效能与体系建设研究

主持人：慕玲（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 研究员）

边思羽（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

14:30-14:40
谢清果（厦门大学 教授）：“中国之治”何以传：中华文明

传播气质视域下“和合共生”中国形象的建构与展演

14:40-14:50
慕玲（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 研究员）：基于电影

维度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

14:50-15:00
付铭铭（山东建筑大学 副院长/副书记）：跨文化认同视角下

的百年双奥传播策略转向

15:00-15:10
王怀平（安徽财经大学 教授）：短视频语境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

中的符号化叙事——基于李子柒短视频跨文化传播的启示

15:10-15:20
王子涵（清华大学 博士后）：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华文化传播

力的现代转化

15:20-15:30
李丛（辽宁师范大学 副教授）：中国故事的国际化叙事体系

建构

15:30-15:40
边思羽（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Z世代”与中华文化传播

策略探索

15:40-15:50
张彦丽（兰州城市学院 副教授）：新形势下中国文化国际传

播的效能分析

15:50-16:00 讨论与点评

16:00-16:20 茶 歇

16:20-16:30
邵鹏博（新疆大学 讲师）：新时期“他者”视角讲好中国故

事的叙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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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6:40
Baldur Eiríksson巴度（复旦大学 新汉学博士）：万物之

吾——真人如何能死而不亡

16:40-16:50
Dankyung NO 卢彖暻（北京大学 新汉学博士）：中国哲学：

解释与哲学

16:50-17:00
MATHE Hugo 马雨果（北京大学 新汉学博士）：探索健康的

哲学之路：道家思想与古希腊哲学的对话

17:00-17:10

樊子湘（北京联合大学 讲师）：非遗文化与国际中文教育

的融合传播研究——以贵州省黔东南地区丹寨县非遗事项

为例

17:10-17:20

顾珈瑗（广西外国语学院 副教授）：少数民族地区在地文

化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传播与应用——以广西壮族“三月

三”文化为例

17:20-17:30
Enkhtaivan Khulan美凌（山东大学 新汉学博士）：故宫博物

院馆藏《蒙汉合璧孝经》关于成书时间与书名翻译的思考

17:30-17:40
金沛沛（天津中医药大学 副教授）：从中医思想文化术语

看中医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17:40-17:50 讨论与点评

7

金晓蕾，塞尔维亚籍华裔学者，博士，贝尔格莱德

大学DOCENT，塞尔维亚文学翻译家协会和塞尔维亚科学

技术翻译协会会员、贝尔格莱德“芝哥雅”出版社“新

丝路丛书”主编、贝尔格莱德孔子学院办公室主任。多

年从事汉语教学、语言与文化研究及翻译工作，多次在

汉学和斯拉夫学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并在塞尔维亚

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曾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哈尔滨师

范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从事塞尔维亚与中国政治、经济

和文教合作关系的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史

研究”塞尔维亚子项目成员，参加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课题，主持完成“塞尔

维亚汉语教育现状及服务需求调研报告”。积极从事文字翻译工作，至今已发表

《南斯拉夫当代诗歌选》《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中

国城市发展史》等十七种译著。兼任塞尔维亚政府汉语翻译，担任重大外事活动

的口译和同传工作。获国声智库等单位评选的“文明之光·2019中国文化交流年

度人物”荣誉。

李宝贵，辽宁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文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中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历

任辽宁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辽宁师范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主持或完成国家社

科基金一般项目2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

1项、教育部语合中心重大项目2项、国家语委重点

项目2项、国务院侨办重点项目1项。在《世界汉语

教学》《语言文字应用》《语言教学与研究》《汉

语学习》《教育科学》《现代传播》《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

报》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6部。兼任辽宁省语言学会会

长、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理事、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理事、汉语国际传播研究专业

委员会副理事长、“一带一路”语言教育与人文交流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北京

语言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渤海大学等多所高校兼职或客座教

授。曾受国家汉办、国务院侨办委派，赴日本、美国、加拿大、意大利、俄罗

斯、白俄罗斯等国家短期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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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继鸣，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

山东大学语言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新文科

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曾任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领

事/一等秘书（1993-1996），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院长（2000-2018），全国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2007-2016），世界汉语

教学学会常务理事（2008-2022）。主要研究领域：

语言经济、传播理论、孔子学院与国际中文教育。

孙宜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

导师。现任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国家语

言文字推广基地常务副主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

事、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世界语协会

副会长、上海国际文化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府“上

海华文教育研究中心特聘专家”、上海侨务理论研究

中心专家、上海市语言文字水平测试中心特聘专家、

《 同 济 大 学 学 报 》 （ 社 会 科 学 版 ） 编 委 、

Transcultur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杂志编委等。英国爱丁堡大学

博士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高级访问学者。获教育部、上海

市、同济大学教学科研成果奖8项等。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海外汉

学、国际中文教育、“一带一路”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已出版学术专著

30余部，编、译著50余部，主持“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丛书”“一带一路与中华文

化国际传播丛书”等大型系列丛书多种；在《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人

民日报》《对外传播》《国际传播》等报刊发表论文200余篇，多篇论文被《新

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学习强国”全文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

新文科项目、上海市哲社规划课题等3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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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 17 日（星期六） 下午 14:30-17:50

地点 活动内容

敦煌宾馆

飞天厅

分论坛 (第 2组)

主题：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国际传播研究

主持人： 眭谦（清华大学品牌研究室 研究员）

徐凡（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

14:30-14:40
眭谦（清华大学品牌研究室 研究员）：文化自信视域下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传承路径

14:40-14:50

袁礼、侯慧（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研究员、北京

外国语大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中文分社 副社长）：中

华思想文化对外传播语境、术语和教育研究

14:50-15:00
黄永健（深圳大学 教授）：新时代文化传承创新——汉诗

本土诗体创新与外来诗体改造

15:00-15:10 杨永发（兰州城市学院 教授）：一带一路书法国际教育设想

15:10-15:20

郑绍婷（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后疫情时代中华文化对

外传播的路径选择——以中华经典诗文诵读课程教材开发

及线上推广为例

15:20-15:30
徐凡（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从“列女”到“烈女”

——东亚视野下的《列女传》与《烈女图》研究

15:30-15:40
常金秋（贵州财经大学 副教授）：中华文化传播中古诗词

吟诵的效能

15:40-15:50
谭烁（北京华文学院 助教）：传统节令文化助力海外中华

文化传播

15:50-16:00 讨论与点评

16:00-16:20 茶 歇

16:20-16:30
李晓岩（西北师范大学 硕士研究生）：“猴马形象”的传

播过程与变异

6



16:20-16:30
刘小刚（兰州城市学院 讲师）：新文科背景下汉语国际教育专

业本科生论文选题面向——以兰州城市学院为例

16:30-16:40
曹晓东（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国际中文教育与“讲好甘肃

故事”的互动共生研究

16:40-16:50
雷承洛、王朗（西北师范大学 硕士研究生）：国际中文教师数

字素养在文化教学应用中的提升研究

16:50-17:00
吴成年（北京师范大学 副教授）：线上主题式任务型《中外文

化比较》课调查研究

17:00-17:10
郭淑红（大连理工大学 教授）：嵌入理论视阈下国际中文教育

文化教学的问题与思考

17:10-17:20
钱丽吉、吴应辉（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北京语言大学教

授）：土耳其中文教育发展历程及现状研究

17:20-17:30
张立群（西北师范大学 讲师）：以身为度——田野作业在国际

中文教育学生培养中的思考

17:30-17:40
颜湘茹（中山大学 副教授）：论《心花路放》作为中国人际冲

突观传播媒介的意义

17:40-17:50
李彦菲（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助教）：坦桑尼亚国际中文教

材使用情况分析

17:50-18:00 讨论与点评

5

田河，甘肃民乐人，古文字学博士。现为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生导师。西北师范大学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常务副主任、

《丝绸之路》副主编。研究方向为古文字学、简牍学、国际

中文教育等。在《古文字研究》《简帛研究》《出土文献》

《社会科学战线》《江汉考古》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出版

专著《武威汉简集释》一部，参编教材《简牍学教程》一

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一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一项、教育

部语合中心国别中文教育项目一项、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二项，参与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三项。曾获甘肃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奖

二等奖。2012年8月至2017年10月，在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担任中方院长。

徐兆寿，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生导师。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甘肃省电影家协

会主席，全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家“万人计

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

批”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甘肃省领军人才。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首批荣誉作家。《当代文艺

评论》主编。1988年开始写作，发表诗歌、小说、散文、评论等400多篇作品，

共计600多万字。长篇小说有《荒原问道》《鸠摩罗什》《非常日记》等8部，诗

集有《那古老大海的浪花啊》《麦穗之歌》等3部，随笔散文集有《西行悟道》

《问道知源》等4部，学术著作有《文学的扎撒》《精神高原》《人学的困境与

超越》等20多部，共计近40部著作。获“全国畅销书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

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文学报》优秀论文奖”“敦煌文艺

奖”“黄河文学奖”及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20多项，主持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影视的文学改编与文献整理研究”1项，甘肃省教育厅

重大项目“敦煌与河西走廊影视传播与产业转化研究”1项，其他国家级和省部

级项目10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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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讯 录
（按中英文姓名首字母顺序排序）

序号 参会代表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电子邮箱

1

【冰岛】

BALDUR EIRIKSSON
（中文名：巴度）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
新汉学博士 baldureiriks@gmail.com

2 摆贵勤 上海电力大学
副教授

副系主任
baiguiqin66@tongji.edu.cn

3 边思羽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副教授 biansiyu2006@163.com

4 曹晓东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副教授 caoxiaodong26@163.com

5 常金秋 贵州财经大学 副教授 changjinqiu@163.com

6 陈曦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博士

研究生
516199392@qq.com

7

【意大利】

DARIO FAMULARO
（中文名：范狄）

复旦大学
新汉学

博士
dario.famularo@hotmail.it

8 代玲玲
安徽医科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讲师 41521812@qq.com

9 代一凡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硕士研究生 dyfyifan@outlook.com

10

【日本】

DOI KENICHI
（中文名：土居健市）

北京大学 新汉学博士 kdoi@pku.edu.cn

11

【蒙古】

ENKHTAIVAN KHULAN
（中文名：美凌）

山东大学 新汉学博士 khulan1223@126.com

12

【贝宁】

FAMBO HOULDA
（中文名：吴尔丹）

南开大学 新汉学博士 houlix2020@gmail.com

13 范红
清华大学国家形象

传播研究中心
教授/主任 Fanhongthu@qq.com

14 樊子湘 北京联合大学 讲师 spfzx@sina.com

19

论文分组讨论安排

2023 年 6 月 17 日（星期六） 下午 14:30-18:00

地点 活动内容

敦煌宾馆

多功能厅

分论坛 (第 1组)

主题：国际中文教育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

主持人：胡清国（东华大学 教授）

曹晓东（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

14:30-14:40
胡清国（东华大学 教授）：引导来华留学生“讲好中国故事”

的路径阐释

14:40-14:50
徐笑一（辽宁师范大学 副教授）：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

学研究

14:50-15:00
袁媛（华侨大学 副教授）：提升来华留学生国际传播能力的体

系建构与实现路径

15:00-15:10
张易（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讲师）：国际中文教育背景下的中华

文化国际传播途径探析

15:10-15:20
PRONKINA OLGA 奥莉娅（甘肃政法大学 教授）：俄罗斯汉语教

学历史与现状研究

15:20-15:30
刘秋芝（兰州交通大学 教授）：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中华文化

与传播》课程教学刍议

15:30-15:40
李欣、李炜（华中师范大学 硕士研究生、副教授）：“中国概

况”类教材的发展历程、特点与展望

15:40-15:50
骆健飞（北京语言大学 副教授）：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文化

慕课的建设

15:50-16:00 讨论与点评

16:00-16:20 茶 歇

4



14:20-14:40

主旨发言7：国际中文教育与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逻

辑关联与互动机制

发言人：李宝贵 教授 辽宁师范大学

14:40-15:00
主旨发言 8：新时代中国图书在塞尔维亚的译介

发言人：金晓蕾 Docent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

15:00-15:20 茶 歇

15:20-15:40

主旨发言 9：以丝绸之路为方法——中华文明复兴与人类

命运共同体建构

发言人：徐兆寿 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

15:40-16:00
主旨发言 10：中国古文字国际传播的几个维度

发言人：田河 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

16:00-16:15 评议与交流讨论（共 15 分钟）

16:15-17:00

大会闭幕式

主持人：李华（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院长、教授）

每组总结发言时间为 6 分钟

第一组主持人：胡清国（东华大学 教授）/曹晓东（西北师范

大学 副教授）

第二组主持人：眭谦（清华大学品牌研究室 研究员/徐凡（西

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

第三组主持人：慕玲（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 研究

员）/边思羽（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

第四组主持人：冯鸽（西北大学 教授）/赵焕改（西北师范

大学 副教授）

第五组主持人：苏慧霜（彰化师范大学 教授）/吴永萍（西北

师范大学 副教授）

闭幕致辞：相关领导

18:00 晚 餐

注：6月 16 日晚餐：莲花厅 时间：19:00

6 月 17 日—6月 18 日早餐、午餐、晚餐：莲花厅

早餐时间段：07:00—09:00

午餐时间段：12:00—13:30

晚餐时间段：18:00—19:30

3

15 冯鸽 西北大学 教授 fhd1996@163.com

16 付铭铭 山东建筑大学
副院长

副书记
24247@sdjzu.edu.cn

17 付文莉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讲师 fuwenli_6688@163.com

18 高薇 中山大学
助理

研究员
wwgao1105@yeah.net

19 葛宇帆
安徽医科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讲师 2805034898@qq.co

20 耿虎
厦门大学国际

中文教育学院

教授

副院长
genghu@xmu.edu.cn

21 顾珈瑗 广西外国语学院 专任教师 2651049332@qq.com

22

【埃及】

Hassan Ragab
Hassan Abdrabo

（中文名：大海）

埃及苏伊士运河大

学语言学院

教授/苏伊士

运河大学语言

学院院长、

孔子学院外方

院长

Profhassan66@yahoo.com

23 侯宇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副教授 641732282@qq.com

24 侯慧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外研社中国语

言文化出版分

社副社长

houhui@fltrp.com

25 胡春毅
贵州财经大学

文学院
副教授 2264799105@qq.com

26 胡清国
东华大学国际文化

交流学院
教授 huqingguo@dhu.edu.cn

27 黄进 电子科技大学 讲师 huangjin301@163.com

28 黄永健 深圳大学 教授 hyjhk@163.com

29 贾永平 兰州城市学院 副教授 84103862@qq.com

30 姜飞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

际新闻与传播学院
教授/院长 jiangfei@bf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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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蒋艳丽 兰州城市学院
副教授

副院长
307687267@qq.com

32
【塞尔维亚】

金晓蕾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

德大学

博士

Docent
xiaolei_jin@hotmail.com

33 金沛沛 天津中医药大学
副教授

教研室主任
rainy78@126.com

34 雷承洛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硕士研究生 1831930661@qq.com

35 李宝贵
辽宁师范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教授/博导 libaogui2003@163.com

36 李丛
辽宁师范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副教授 liyiyi2002@hotmail.com

37 李华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教授

副院长
1421668750@qq.com

38 李慧 辽宁师范大学 博士研究生 lihui940126@163.com

39 李晶

桃李中文教育研究

院（深圳桃李未来

科技有限公司）

教研总监 583251298@qq.com

40 李乐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讲师 librale@nwnu.edu.cn

41 李莉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副教授

副院长
lilyno1@126.com

42 李炜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副教授 liwei@ccnu.edu.cn

43 李晓岩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硕士研究生 18919046296@163.com

44 李欣 华中师范大学 硕士研究生 2825016802@qq.com

45 李彦菲
郑州航空工业

管理学院
助教 2265436295@qq.com

46 李依鸿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科生 1064599439@qq.com

47 刘秋芝 兰州交通大学 教授 1640096887@qq.com

48 刘显翠
西北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副教授

系主任
psychology41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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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7 日

星期六

（下午）

14:30-16:00

上

半

场

分论坛(第1组) (共8人，每人报告10分钟)

地点：敦煌宾馆多功能厅

分论坛(第2组) (共8人，每人报告10分钟)

地点：敦煌宾馆飞天厅

分论坛(第3组) (共8人，每人报告10分钟)

地点：敦煌宾馆悬泉厅

讨论与点评 (共10分钟)

16:00-16:20 茶 歇

16:20-17:50

下

半

场

分论坛(第1组) (共9人，每人报告10分钟)

地点：敦煌宾馆多功能厅

分论坛(第2组) (共8人，每人报告10分钟)

地点：敦煌宾馆飞天厅

分论坛(第3组) (共8人，每人报告10分钟)

地点：敦煌宾馆悬泉厅

讨论与点评 (共10分钟)

18:00 晚 餐

6 月 18 日

星期日

（上午）

8:30-10:00

上

半

场

分论坛(第4组）(共8人，每人报告10分钟)

地点：敦煌宾馆悬泉厅

分论坛(第5组)(共8人，每人报告10分钟)

地点：敦煌宾馆飞天厅

讨论与点评 (共10分钟)

10:00-10:20 茶 歇

10:20-11:50

下

半

场

分论坛(第4组）(共8人，每人报告10分钟)

地点：敦煌宾馆悬泉厅

分论坛(第5组) (共8人，每人报告10分钟)

地点：敦煌宾馆飞天厅

讨论与点评(共10分钟)

11:50-14:00 午餐、午休

6 月 18 日

星期日

（下午）

14:00-16:15 主旨报告

地点 敦煌宾馆多功能厅

主持人 李莉（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14:00-14:20

主旨发言 6：简论“一带一路”视域下国际中文教育与中

华文化传播

发言人：耿虎 教授 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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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华文化“一带一路”传播国际研讨会
会议日程

日期 时间 会议议程

6 月 16 日

星期五

14:30-21:30
参会代表签到、领取会议资料

地 点：敦煌宾馆大厅会议接待处

19:00 晚 餐

6 月 17 日

星期六

（上午）

8:30-9:10 大会开幕式

地点 敦煌宾馆多功能厅

主持人 田河（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教授）

嘉宾致辞 相关领导致辞

9:10-9:25 合 影

9:25-11:40 主旨报告

主持人 谢清果（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9:25-9:45
主旨发言 1：文化语法：国际教育与国际传播的历史性合流

发言人：姜飞 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

9:45-10:05
主旨发言 2：国际传播视域下的中华文化符号体系建构

发言人：范红 教授 清华大学

10:05-10:25 茶 歇

10:25-10:45

主旨发言 3：国际中文教育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以

埃及为例

发言人：Hassan Ragab （大海）教授

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

10:45-11:05
主旨发言 4：观察与思考：从新文科建设看新时代语言教育

发言人：宁继鸣 教授 山东大学

11:05-11:25
主旨发言 5：一带一路复合型人才培养：新挑战新思路

发言人：孙宜学 教授 同济大学

11:25-11:40 评议与交流讨论（共 15 分钟）

11:40-14:30 午餐、午休

1

49 刘小刚 兰州城市学院 讲师 394595579@qq.com

50 陆昕昳 海军军医大学 讲师 xxfzlr@126.com

51 路沥云
郑州航空工业

管理学院
讲师 luliyun620@163.com

52 骆健飞 北京语言大学 副教授 jluo@blcu.edu.cn

53

【法国】

MATHE HUGOANDRE
RAYMOND

（中文名：马雨果）

北京大学哲学系 新汉学博士 hugomathe21@hotmail.fr

54 郭淑红 大连理工大学 教授 lenaguo@dlut.edu.cn

55
【中国·台湾】

洪逸瑄
中兴大学 研究生 kate871029@gmail.com

56 慕玲
清华大学国家形象

传播研究中心

研究员/新媒

体研究室主任
263872275@qq.com

57 南方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硕士研究生 354685966@qq.com

58

【韩国】

NO DANKYUNG
（中文名：卢彖暻）

北京大学 新汉学博士 leeh9928@naver.com

59 宁继鸣 山东大学 教授 jmning@sdu.edu.cn

60 潘慧琼
安徽财经大学

文学院

安徽财经大学

国际交流中心

主任助理

huizipansy@126.com

61

【秘鲁】

PATRICIA CASTRO
OBANDO

（中文名：柯裴）

北京大学 新汉学博士 pcastroo@pucp.edu.pe

62

【俄罗斯】

PRONKINAOLGA
（中文名：奥莉娅）

甘肃政法大学涉外

法治学院

（国际交流学院）

教授 625374350@qq.com

63 钱丽吉
中央民族大学国际

教育学院
博士研究生 shishanzui@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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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邵鹏博
新疆大学国际文化

交流学院

讲师

教研室副主任
jhspb@126.com

65 施昭卉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讲师 shizhaohui22@163.com

66
【中国·台湾】

苏慧霜

彰化师范大学

文学院
教授 flyhand2008@gmail.com

67 苏宇辰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

文化交流学院
硕士研究生 2903470783@qq.com

68 眭谦
清华大学国家形象

传播研究中心

城市品牌研究

室执行主任
henrysui@163.com

69 孙宜学 同济大学 教授/院长 98078@tongji.edu.cn

70 孙占宇 兰州城市学院 教授/副院长 sunzhanyu263@sina.com

71 谭烁 北京华文学院 助教 tanshuo@bjhwxy.com

72
【中国·台湾】

汤家岳

彰化师范大学

文学院
兼任讲师 d0742001@gmail.com

73 田河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

文化交流学院
教授/院长 tianhe@126.com

74
【蒙古】

Vanchaarai Batmaa
蒙古国立大学

亚洲研究系

副教授
batmaa.v@num.edu.mn

75 王怀平
安徽财经大学

文学院
教授 whp059116@126.com

76 王朗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

文化交流学院
硕士研究生 1391122898@qq.com

77 王子涵 清华大学 博士后 13031013159@163.com

78 王子豪 西藏民族大学 讲师 376120204@qq.com

79 王子钰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

文化交流学院
硕士研究生 2022223438@nwnu.edu.cn

80

【古巴】

WILSONBARROSODIAZ

（中文名：王少聪）

中国人民大学 新汉学博士 casamayoraple1993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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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简 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和“深化文明交流互鉴”。2023年，在“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和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即将举办

之际，回顾国际文化交流成果、共商民心相通之道极具战略意义和

学术价值。

在此背景下，为了进一步在百年变局中汇集各国智慧、传递中

国声音，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与西北师范大学于 2023年 6月 16日-19

日共同举办“新时代中华文化‘一带一路’传播国际研讨会”。本

次研讨会选择在“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敦煌召开，重温习总书

记在敦煌考察时提出的“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

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

果。”

研讨会得到了来自海内外五十多所院校和科研机构一百多位专

家学者、研究生的广泛支持与参与。经过甄选，共有 91篇论文、百

余位学者进入交流讨论环节。研讨会涉及“国际中文教育与中华文

化国际传播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国际传播研究”“新形

势下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效能与体系建设研究”“语言学视域下的文

化传播研究”“丝绸之路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交融以及敦煌学研究”

等议题。

81 吴成年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

中文教育学院

副教授

系主任
wuchengnian@bnu.edu.cn

82 吴冠达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

文化交流学院
硕士研究生 2172186792@qq.com

83 吴苗露 新疆大学 讲师 52904381@qq.com

84 吴小博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硕士研究生 1551376907@qq.com

85 吴永萍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副教授 157282644@qq.com

86 谢清果
厦门大学新闻

传播学院

教授

副院长、博导
xqg2006@xmu.edu.cn

87 徐凡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副教授 xufan18@hotmail.com

88 徐笑一
辽宁师范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副教授

副院长
xuxiaoyi2006@163.com

89 徐兆寿
西北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
教授/院长 xuzhaoshou@126.com

90 颜湘茹 中山大学中文系 副教授 yanxr@mail.sysu.edu.cn

91 杨永发 兰州城市学院 教授 yyangyongfa@126.com

92 仪修出
清华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
博士研究生 yixiuchu@163.com

93 袁礼
教育部中外语言

交流合作中心
研究员/处长 yuanli@chinese.cn

94 袁媛 华侨大学
副教授/华文

学院党委书记
34292453@qq.com

95 张敬昀
北京语言大学

语言学系
研究生 iszhang.jy@outlook.com

96 张立群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讲师 zhlqflame@163.com

97 张彦丽
兰州城市学院

文史学院
副教授 103088301@qq.com

98 张易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讲师 yizhang@sdf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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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张颖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副教授 309425909@qq.com

100 张长君 河西学院 讲师 765547225@qq.com

101 赵焕改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副教授 zhaohuangai@nwnu.edu.cn

102 郑绍婷
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副教授 452484748@qq.com

103 周静 浙江外国语学院 副教授 jingzhou@zisu.edu.cn

104 庄瑶瑶 东北财经大学 助教 zhuangyaoyao0431@163.com

会议联系方式：

bsy@nwnu.edu.cn（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25

2000多名留学生。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以“推广汉语语言、弘扬华夏文明、开展国

际交流”为宗旨，致力于培养具有“开放包容、开拓进取”的人文

气质以及“通语言、擅教学、会交流、懂规则”的高水平复合型汉

语国际教育和国际交流人才，做新时代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创新者、

传播者。学院具有汉语国际教育本科、硕士和博士三级学位授予权，

已形成了对外汉语专业教师培养、留学生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教育

专业硕士培养“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是学校国际化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学

院坚持服务于国际化战略整体目标，秉承推进我校国际化进程、塑

造我校国际化形象的宗旨，积极营造跨文化发展的良性氛围，为学

校发展和国际文化教育交流事业服务。2022年 6月，西北师范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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