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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选择及感兴趣的领域，进一步了解自己

的专业。韩大与相关业界伙伴保持紧密合作，

设有短期的实习，让学生有机会前往各大

机构学习，以了解掌握相关行业的知识，

熟悉职场环境。

在校园里，我们提供一个安全、友好和健康

的学习环境，并配有最优良的设施，如绿色

荧幕、创意工作室、电视台、广播室、

录音室、电脑室、剪接室、摄影棚以及

研究中心，为学生提供最佳的实践平台及

学习空间。在专业讲师和工作人员的鼓励

和支持下，学生们将迎接挑战，激发潜能，

在理论与实践中完成自我成长。

韩大的课程也获得南昆士兰大学（UniSQ）

的认可，作为在线和混合式学习模式领域的

领先者，昆士兰大学为职场领域，培养出

大量优秀和杰出的毕业生，备受职场欢迎。

韩大与南昆士兰大学合作的双学位课程，

包括了传播与媒体、多媒体和物流与供应

链管理领域的学位。

我们扎根历史向前迈进，一如既往的追求

培养人才、创造共赢的目标；这一目标

引领我们发展至今，我们将继续笃实前行，

全力以赴。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为
确保每个学生能在学术和
未来的实践上更具优势。

百年来，面向社群、怀抱社会，韩江

坚持倡导可负担的优质教育。作为

非盈利机构，韩江传媒大学学院

（HCUC，简称韩大）始终秉持以培养未来

栋梁为己任，致力于最优质的教学质量与水平。

韩大作为一所以人文社会学科为主的高教

机构，将充分发挥自身的学术资源优势，

以传媒为根本，立足多语环境，坚持华文

教育，结合艺术设计与商业管理，朝向发展

成为一所专业型高校为目标。

韩大共有四所学院，分别是传播与媒体学院，

是北马区域传播学的先驱者；应用创意艺术

与设计学院，拥有强而有力的设计行业联系

网，得到了MDEC和MaGIC的认可；商业与管理

学院，获得国际认证并与行业紧密链接的

物流和商业课程；以及中华研究院，课程

设置全面接轨国际，兼具学术训练与文学创作。

韩大现设有1个博士、1个硕士学位、8个本科

学位、6个文凭学历及1个传播基础课程。

我们所开设的每一门课程都经慎思与精心

打造，以最大化开发学生的潜力，超越技术，

并且让他们可以睿智地、批判地、创造地

思考。课程领域覆盖了传播与媒体、商业和

管理、应用创意艺术和设计及中文系。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只为确保每个学生

能在学术和未来的实践上更具优势。我们的

课程旨在向学生灌输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必要

知识与技能，以及在职场上必须具备的技能，

接受充分而具体的实践性课程，沉浸于

韩江传媒
大学学院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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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韩大？
创意、想象与
思想相辉映——
我们在这里相遇

们的课程旨在向学生灌输第四次工业革命的

必要知识与技能，以在职场上必须具备的

技能，接受充分而具体的实践性课程，沉浸于

所选择及感兴趣的领域，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专业。

韩大与相关业界伙伴保持紧密合作，设有短期的实习，

让学生有机会前往各大机构学习，以了解掌握相关行业

的知识，熟悉职场环境。

我

专业化的教学团队
我们有一支敬业乐学的教育团队，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和扎实的专业素养，以满腔热忱赋予育人事业引领未来。

强调理论与实践的教学模式
注重培养学生的知识、实践与研究能力，将理论框架、实践

技能与学术伦理的培养，落到实处。

以职场为导向的课程设置
以职场为导向的课程设置，将知识理论与职场技能紧密结合。

我们用心设计，量身定制每一门课程，以发挥学生的优点，

超越限制，培养智性、批判和创造性的思维。

优质化的教学环节
我们以最优质化的师生比例进行课程讲授、咨询与指导，营造

温馨舒适和融洽无间的学习体验。

多元化的学习环境
在韩大，我们提供大量的机会，让学生通过社团活动，尽情

创造、发挥热情，以提高学生的软技能。

无限的可能性
无论是进入职场或继续攻读研究生，我们有各领域的合作

伙伴与校际联系，协助每一位学生开启人生的新篇章。

一个校园两座图书馆
学生除了可以使用韩大图书馆，还可以使用槟城数码图书馆，

后者距离韩大只有数步之遥。在这个24小时都运作的数码

图书馆里，学生可以浏览超过3000本电子书和电子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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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大，我们了解将学生与业界专家

和尖端技术联系起来的重要性。因此，

我们与各行业的领先企业和机构建立

合作关系，为我们的学生提供特别

难得的机会，以获得实践经验和建立

宝贵的联系。

我们的业界合作伙伴不仅为校园带来

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资源，还提供实习、

合作项目等机会，让学生得以在他们

的专业领域中获得实践经验。这些

合作伙伴关系为学生提供接触真实

世界的挑战和解决方案的机会，以助

他们发展在职业生涯中取得成功必备

的技能和知识。

业界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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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研究院
在当今世界，中文已经成为全球重要
的语言，在许多行业中愈发显著。
马来西亚以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多元
文化与多语环境中，使得语言环境与
课程设置更具国际竞争力。

韩大中华研究院旨在培养和提供系统的
知识与方法——在语言、文化、文学、
历史、哲学、社会等领域，不但致力于
作育博学笃志的全方位中文人才，
也致力于造就处事不惊的世界青年。

我校正居槟城要地，地理位置优越，
学生获益匪浅。乔治市以其丰富的
历史文化闻名遐迩，自2008年以来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
是研究本土华人文化的视窗与天然
资源；丰富的文化遗产与自然优美的
生态环境更为学生创造优质、舒心的
学习与生活条件。

韩江华人文化馆与中国研究中心 
韩大作为第一所建立华人文化馆，以及设立中国

研究中心的非营利高等教育机构，为本系学生和

相关研究员与学者提供一个平台，增进个人对

马来西亚华人以及中国历史发展的认识、拓展

历史文化视野以及提升学术研究的动力。

满赋热情的职业途径
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本地与国际市场对

能说、会写、善读中文的员工需求飙升。毕业

之际，各行各业无限宽广的机会已然恭候在即。

中文学士课程设置的两个毕业习作方向，即学术

中文与创意中文，让毕业生依据各人的热忱与

兴趣选择职业道途，成为本地学术人才、创意

写作人以及各行各业优秀的专才。

国际接轨的课程设置
中华研究院的课程设置，以继承中文系传统、

发展传统汉学和关怀本土人文为目标。培养以

文献学为基础的文学和语言学学科素养，培养

具备学术独立性、思想创造力及终身学习能力的

毕业生，以此保证了培养方案和学生素质。本院

课程已获得中国、台湾和香港众多大学的认证，

毕业生可以转移学分、在海内外继续修读相关

学位或研究生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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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知为何而创作，到慢慢明白何谓创作、如何创作，韩大授予我的教育让我在文字的

路上越走越坚定。对我而言，文字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体，因为接触研究，所以学会创作。

文字无国界，以不同的层面剖析文字，可以洞悉文字的韧性，让它代表我说话。论创作，

我还是一名在路上的创作者。从散文误打误撞“跨界”剧本，我学会了先感受故事，再分析

文字。未来，我不排除挑战不同文体与题材，在文字的世界寻找安身立命之处，力求突破。”

校友感言
Xuan原创网剧投稿冠军
第一届《情牵大马》征文比赛（大专组）季军

金睿瑜

“诚然中文系的研究学习经验重要，但写作更是不可被忽略，经典要流传只能不间断写作。

谁知道你会不会在书中探寻前人的路上，突然开辟出一条以自己为名的路呢？”

2019年第十五届花踪文学奖马华小说组首奖得主
2019年拿督梅秋诚金帆奖中华研究杰出校友奖

林俊龙

“在念中文系之前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加入媒体行业，因为这完全不在我的未来规划之中，

但阴差阳错下，还是选择到媒体行业实习，因此踏入媒体领域。大量的文章撰写和翻译是

日常工作，我也时常需要规划自己的专题内容。而中华研究院在文字书写的教导和培养，

以及在撰写论文时所学习到的资料搜索和整合能力很好地帮助我胜任我的工作。在这之前，

我一直都以为只有念多媒体学科的学生才适合进入媒体行业，不可否认这类专业在工作上

确实有很大的助益，但中文系的学生也并非会因此而被拒之门外的。”

目前从事游戏自媒体工作

黄颂雯

“韩江传媒大学学院为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老师贯彻了“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的教学方法，不会总是把“饭”喂到学生嘴边，而是通过提点线索的方式，让同学们自行

思考和解决。正是这种教学方式让初入社会的我得到良好的训练，能够在工作上独当一面。

很庆幸能在毕业之后有机会在文字创作的相关领域工作。不论是创作课，或是其他中文系

课程上所获得的知识，以及在写论文以及准备报告讲稿所学习到的额外技能，都能在工作上

发挥重大作用。成长是一张白纸，在韩大度过的五个春秋，所遇到的人事物，给我的人生

涂上了绚烂多彩的颜料，衷心感谢这里的一切。”

目前从事网页与社交媒体的文案撰稿工作

陈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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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教育文凭（SPM）至少3个科目（包括华文）考获优等(C)；或

• 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统一考试(UEC)至少3个科目（包括华文）考获优等(B)；或

• 其他同等学历；

• 国际学生须符合英语要求：雅思4级或其他同等资格。

2年 一月、四月、八月

入学要求

(R3/0232/4/0001) (12/27) (A8546)

Diploma in 
Chinese Studies
中文专业文凭课程
中文专业文凭课程（DIPLOMA）不论在课程设置或教学内容上，都以继承传统及关

怀本土为目标。除了中国文学、语言、文化、历史、思想等概论性的课程，还涵盖了

本土的文学与文化课程，以便让学生们对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课程设

置兼具多元化和专业化的特点，教学过程力求立体化，以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撰写

论文、田野调查、报告讨论、多媒体、活动和表演等方式，让学生的学习更灵活、生

动、有效。课程致力于让学生牢固地掌握基础知识，再加上理论知识的提升，将使学

生具备较强的分析能力，以及精准的语言表达能力，有利于学生未来为进一步深造或

投入职场做足准备。

课程年限 入学时间

第一年
基础写作

语言学概论

现代汉语

中国通史（一）

中国通史（二）

中国文学史（一）

中国文学史（二）

国学概论（一）

国学概论（二）

古代汉语（一）

古代汉语（二）

电脑应用

Spoken English 1

课程纲要

第二年
中国文化概论

文选

马华文学

中国思想史

唐宋诗词选

中国现当代文学（一）

中国现当代文学（二）

文学概论

明清小说选

马华社会与文化

论文习作（一）

论文习作（二）

通识教育课程（MPU及大学必修）
Penghayatan Etika dan Peradaban/

Bahasa Melayu Komunikasi 1

Time Management/Bahasa Kebangsaan A

Integriti dan Antirasuah/Co-Curriculum

The Morality of Ethics

选修课
音韵学

元曲选

马华人物选读

文学经典选读

初级采访

世界文学概论

港台文学

语言与文化入门

中国古青铜器与文化

《史记》概论

《说文解字》概论

论文习作

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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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24/6/0104) (01/28) (MQA/FA8288)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CHINESE STUDIES
中文研究（荣誉）
文学士学位
中文研究（荣誉）文学士学位致力于培养对中国和本土华人文学、语言、历史、

文化和思想具有全面认识的毕业生，熟识各种相关理论，最重要的是——具有人文

关怀和文化修养。本课程开设两个选修模块，即学术中文以及创意中文，以更有

侧重与指向地培养本地学术人才与创意写作人。随着同学们理论知识的提升，再经

系统的培训和实践，各专业学生毕业后可以有不同的挥发天地——独立进行学术研究，

有利于未来的研究或教学事业；善批评、鉴赏，创作有创意、意义的文学作品。

课程也设计职场实习，培养善表达、推理和组织的毕业生，有利于他们未来投身

文化、教育、媒体和出版相关的事业作足准备。

• 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文凭(STPM)至少2个科目（包括华文）考获优等（CGPA:2.0)；或

• 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统一考试(UEC)至少5个科目（包括华文）考获优等(B)；或

• 中文系专业文凭平均绩点（CGPA）2.0以上；或

• 其他同等学历；

• 国际学生须符合英语要求：雅思5级或其他同等资格。

全职：3年

相关专业专升本：2年（须进行学分转移）

入学要求

课程年限
四月、八月、十一月

入学时间

三个月

实习要求
学术论文或文学创作

毕业要求

第一年
中国历史（一）

中国历史（二）

中国文学史（一）

中国文学史（二）

古代汉语（一）

古代汉语（二）

文艺导论

基础写作

中国文化导论

中国哲学（一）

马来西亚华人史

English for Communication

课程纲要

第二年
中国哲学（二）

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

研究方法论

语言学概论

现代汉语

文字学

中国学术概论

选修课
马来西亚华人民间信仰概论

中国物质文明与历史

中国史地概论

文学经典选读

曲选

音韵学

语言与文化

港台文学

世界文学

新闻写作与中文编辑

翻译入门

方言调查与实践

社会语言学

明清小说精读

世界华文文学

第三年
古典文学批评史

文选

诗词选

中国近代史

马来西亚文学

Presentation Skills

通识教育课程（MPU及大学必修）
Penghayatan Etika dan Peradaban/

Bahasa Melayu Komunikasi 2

Negotiation Skills/Bahasa Kebangsaan A

Falsafah dan Isu Semasa

Religious Philosophy

Integriti dan Antirasuah/Self-development

学术专题选修课
中国历史研究专题

中国哲学研究专题

本土研究专题

现当代文学研究专题

语言与文化研究专题

现当代中国研究专题

文学创作选修课
广告文案研究与创作

影视文学与创作

散文与小说鉴赏及创作

诗歌与歌词鉴赏及创作

专题报道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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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20/7/0038) (08/25) (MQA/PA13890)

Master of Arts 
in CHINESE STUDIES
(by research)
中华研究
文学硕士学位（研究型）
中华研究硕士学位课程（研究型）提供广泛的研究课题，包括传统汉学与马来西亚

本土研究，特别是文学、语言、历史、文化与思想等领域。课程立足本土，坚持

中华传统文化，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提升研究学术水平，形成研究团队和

学习共同体；积极推动终身学习能力、研究动力和个人竞争力的研究生。

入学要求
学历要求
   一、具备以下任何一项资格：
        ⅰ. 持有中文领域学士学位者，CGPA至少2.75；或

        ⅱ. 持有中文领域或学士学位者，CGPA至少2.50以上，2.75以下，通过面试评估后被录取；或

        ⅲ. 持有中文领域或学士学位者，CGPA未达2.50以上，但须有至少5年相关领域的工作经验， 

            通过面试评估后被录取；或

        ⅳ. 非中文领域学生学位持有者，必须修读3门（9学分）预修课程。

           备注:

           a. 入学人员须备中文听、说、读、写能力证明。

           b. 报名时，提交一份2000字左右的研究计划书，陈述选题动机与目的、文献来源与研究方法、参考文献等内容。

语言要求
   一、中文资格

   二、英语资格
          国际学生须符合英语要：雅思5级或相关同等资格。

            *英语不达标者，可报读本校英语加强班（IEC）课程，提升英语能力以考取英语检测证书。

马来西亚教育文凭(SPM)/剑桥普通教育证书普通水平考试

(O-Level)/华文独立中学统一考试(统考/UEC)/或
华语优等

华语及格

Level 5（5级）

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文凭（STPM）/或

汉语水平考试（HSK）/或相关同等资格
**适用于非中文专业本科、母语非汉语的国际生

全职：2年，最长可延长至4年。

兼职：3年，最长可延长至5年。（限马来西亚籍）

课程年限

中国历史与文化

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文献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汉语言文字学

马来西亚华文文学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与文化

研究领域

硕士学位论文可用中文书写。课程

采用校内外联合导师制，以指导和

监督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和写作。

培养方式

中国历史研究专题 

中国哲学研究专题 

古典文学研究专题

本土研究专题 

现当代文学研究专题 

现当代中国研究专题

语言与文化研究专题

预修课程

1. 非中文或相关领域学生，必须修读

   3门（9学分） 预修课程；

2. 完成研究方法论课程；

3. 完成2次阅读书目考核；

4. 参加不少于3次讲座或研讨会

  （列席听众）；

5. 通过论文开题汇报；

6.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毕业要求

中华研究院8



(N/0232/8/0001) (06/29) (MQA/PA15551)

中华研究博士学位课程（研究型）致力于培养研究生掌握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

方法。研究生将具备独立思辨和分析问题的能力，独立开展研究。课程提供广泛的

研究范畴，包括传统汉学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涉及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学、语言、

历史、文化、思想、学术，以及马来西亚华人文学、语言、社会文化变迁。以此

培养具备扎实、系统、前沿的专业知识，以及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对社会的人文关怀

的专家，遵循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致力于终身学习。

全职：3年，最长可延长至6年。

兼职：4年，最长可延长至7年。（限马来西亚籍）

课程年限

中国历史与文化

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文献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汉语言文字学

马来西亚华文文学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与文化

研究领域

博士学位论文可用中文书写。课程

采用校内外联合导师制，以指导和

监督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和写作。

培养方式

1. 非中文或相关领域学生，必须

   修读3门（9学分）预修课程；

2. 完成中文研究方法论课程；

3. 完成2次阅读报告考核；

4. 参加不少于5次的讲座或研讨会

  （列席听众）；

5. 通过论文开题汇报；

6. 通过学位论文预答辩；

7.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8. 在学术期刊发表1篇论文。

毕业要求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CHINESE STUDIES
(by research)
中华研究
文学博士学位（研究型）

学历要求
   一、具备以下任何一项资格：
        ⅴ. 持有中文领域硕士学位，或同等资格者并获得校评议会（Senate）接受；或

         ⅵ. 持有受马来西亚政府承认的硕士学位；以及

         ⅶ. 没有中文领域资格或相关工作经验者，必须修读3门（9学分）预修课程；

   二、其它入学资格：
        ⅰ. 国际学生符合英语要求：TOEFL 500分或IELTS 5.0或其它同等水平证明。

               *英语不达标者，可报读本校英语加强班（IEC）课程，提升英语能力以考取英语检测证书。

         ⅱ. 持有中文研究一等荣誉学士学位（CGPA为3.67或更高），或来自学术或技术与职业 

            教育培训（TVET）课程的同等学历，须经过面试评估和校评议会批准。

           备注:

           a. 具备中文听、说、读、写能力证明；

           b. 报名时，须提交一份研究计划书，内容包括研究目的、材料、方法、参考文献等。

           c. 非中文研究硕士资格者，如能满足以上入学条件，可在面试评估通过后获条件式录取（Condition Offer）。

           d. 条件式录取之学生，须事先修读三门预修课程并考试及格。

语言要求

   一、中文资格

马来西亚教育文凭(SPM)/剑桥普通教育证书普通水平考试(O-Level)/

华文独立中学统一考试(统考/UEC)/或
华语优等

华语及格

Level 5（5级）

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文凭（STPM）/或

汉语水平考试（HSK）/或相关同等资格
**适用于非中文专业本科、母语非汉语的国际生

入学要求

预修课程

中国历史研究专题 

中国哲学研究专题 

古典文学研究专题

本土研究专题 

现当代文学研究专题 

现当代中国研究专题

语言与文化研究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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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与
传媒领域

活动企划

文案撰写员

文案翻译员

网页文案编写员

自媒体工作者

作家

作词人

剧作家

文化包装及创新工作者

报社编辑

报社记者及相关工作

教育与
学术领域

幼教教员

小学教员

中学教员

汉语教员

高校讲师

教材编写员

自由教育工作者

文史研究者

文史馆管理者

史料工作者

独立研究员及相关工作

行政与
管理领域

行政助理

行政秘书

行政经理

活动企划管理

客服与人事及相关工作

职业前景



韩大升学途径

C学士学位

• 马来西亚教育文凭SPM获得3个优等，

  包括华语

• O-Level获得3个优等，包括华语

• 统考UEC获得3个优等，包括华语

A

B中文研究（荣誉）
文学士学位

中文专业文凭

直升学士
二年级

• 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文凭STPM,

  任何科目获得2个C等

• 基础教育和预科教育

 （CGPA 2.00以上)

• 统考(UEC, 获得5个优等，

  包括华语)

中华研究文学硕士
学位（研究型）

中华研究文学博士
学位（研究型）

D中文硕士或相关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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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方式
和奖学金

韩大以高质素的学术以及职场导向的

课程而闻名。如果您正在考虑韩大是否

是个升学的理想选择,我们欢迎您来参观

我们的校园。我们的课程咨询专员可以

与您进行一对一的讨论,给您的学习生涯

提供有效的建议与解答。

您的教育费是您和家人,以及您的教育

机构当通力协作的大事。在韩大,我们

坚 持 为 所 有 优 秀 的 、 有 梦 想 的 、

有潜质的、有需要帮助的学生提供

经济的支持与支援,让他们无后顾之忧,

让他们在各自理想的道途上实现更多

价值,创造更多惊喜!

选择课程
您可根据本册子所提供的4所院系所开办的课程来选择您要报读的

专科及本科课程。

查看课程入学需求
在申请韩大前,请确保您具备相关的入学资格,同时符合相关的英水平

要求。如有任疑问,请您务必和我们的课咨专员联系。

提交申请
您可以填好从本校或本校官网上下载的申请表格,连同相关文件一起

提交给升学辅导处。

申请结果
所有的申请表格将提交审核,办理时间可长达1周。未能提供相关文件

将会影响审查的时间。申请成功者将接获录取通知书。

录取
一旦您接获录取通知书,您便可以随之缴付学费并安排住宿(如有需要)。

申请方式和奖学金

如何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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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韩大，致力于学习和掌握领导力——

我们相信学生的成功始于正确的环境。我们

的设施旨在协助学生的学术和个人成长，

并提供学生所需要的一切。

从宽敞的教室和最先进的实验室，再到舒适

的学习空间和休息室，学生将获得成功所需

的一切资源。

韩大图书馆拥有完善的藏书、期刊和电子

资源，绝对是学生进行研究和学习的绝佳

之处。如果学生需要在学习之余稍作休息，

可以加入学生团体、参加活动，或者也可以

在校园的任何一处公共区域里放松身心。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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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与我们
联系吧！

Jalan Lim Lean Teng
11600 Penang, Malaysia 
Tel: (604) 283 1088
Fax: (604) 282 9325
Email: enquiries@hcu.edu.my

Han Chia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www.hcu.edu.my

DKU037(P)  JPT/BPP(D)1000-701/539 Jld.2(11)
wholly owned by HJU International College Sdn.Bhd (480642-T)

请注意，韩江传媒大学学院在印刷本资料中已经采取了一切合理步骤确保

内容的准确性，但大学学院保留随时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删除、更改或

修改宣传资料内容的权利。读者有责任通过联系大学确认与他们有关的信息。

hanchiangu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