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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内容

汉语国际教育基础能力考试由“中外文化及跨文化交际基础知识”，“教育学、心

理学及语言教学”，“材料分析写作”三部分组成。

1.中外文化及跨文化交际基础知识

中外文化及跨文化交际基础知识部分测试以下内容：

（1）中国文化基础知识

（2）外国文化基础知识

（3）跨文化交际基础知识

2.教育学、心理学及语言教学基础知识

教育学、心理学及语言教学基础知识部分测试以下内容：

（1）教育学基础

（2）心理学基础

（3）语言教学基础

3.材料分析写作

材料分析写作部分测试以下内容：

（1）分析与实践能力

（2）论文写作能力

试卷内容结构

1.中外文化及跨文化交际基础知识

主要涉及跨文化的基本理论及较为常见的日常交际礼仪，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知

识和中西方语言文化交流的历史过程。

2.教育学、心理学及语言教学基础知识

掌握教育学和心理学的一些基本概念，能运用教育学、心理学知识来进行对外汉

语教学。

3.案例分析与写作

能根据一段材料，按照“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写一篇 1500字
以上的案例分析。

试卷难易结构

试卷总体难度适当，以较易、中等难度试题为主，难度系数控制在 0.8左右。全面

考查多学科（中国文化，跨文化交际、教育学、心理学、语言教学）基础知识、基本

技能、基本方法的掌握和运用水平以及学科观念的形成状况。

考试突出对跨学科能力的考查，主要包括运用学科基本知识、方法获取和解读跨

文化交际及对外汉语教学的能力，从对外汉语教师跨文化协调观的角度分析和解决汉

语国际教学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的能力。

试卷题型结构 填空题、判断题、选择题、写作



试卷分值结构

试卷满分为 150 分。其中中外文化及跨文化交际基础知识 80 分，教育学、心理学

及语言教学基础知识 30 分，案例分析写作 40 分。

1.中外文化及跨文化交际基础知识（80 分）：

（1）填空题 30 题，每小题 1 分，共 30 分

（2）判断题 15 题，每小题 1 分，共 15 分

（3）选择题 35 题，每小题 1 分，共 35 分

2.教育学、心理学及语言教学基础知识（30 分）：

（1）填空题 10 题，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

（2）判断题 10 题，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

（3）选择题 10 题，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

3.案例分析写作（40 分）：

写作题为论说文。论说文的考试形式有两种：

（1）基于文字材料的自由命题作文。

（2）基于文字材料的案例分析。

评分标准和要求

1.客观题按照标准答案给分。

2.主观题要求考生在准确、全面地理解所给文字材料和题意的基础上，写出思想

健康、观点明确、内容充实、结构严谨、条理清晰、语言规范、卷面整洁的文章，鼓

励学生结合实际发挥创造力。具体评分标准如下：

（1）观点内容（20 分）

阐发问题全面，有深度；观点明确，内容充实，论证有据，分析透彻（17-20 分）。

阐发问题较全面并有一定深度；观点明确，内容充实，论证有据（13-16 分）。

阐发问题不够全面或不够深入；观点比较明确，对所提观点有所论证（9-12 分）。

阐发问题有明显偏颇，分析肤浅，观点不够明确，缺乏论证（0-8 分）。

（2）逻辑结构（10 分）

结构严谨，条理分明，逻辑清楚，详略得当（9-10 分）。

结构较合理，条理较分明，有一定的逻辑性（6-8 分）。

重点不突出，结构不清晰，缺乏逻辑性（0-5 分）。

（3）语言表达（10 分）

语言表达规范、流畅、准确，卷面清洁（9-10 分）。

语言表达通顺，在规范性、准确性和表现力方面略有欠缺，卷面较清洁（6-8 分）。

语言表达不够规范和准确，有语句不通的情况，卷面不够整洁（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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