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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差异因素影响，在课堂活动方面有明显差别。研究发现，对外汉语兼职教师倾向使用传统的课堂活动，

对要求学生独立完成或自由发挥的课堂 活 动 使 用 较 少。不 同 外 语 水 平 的 兼 职 教 师 对 课 堂 活 动 的 使 用 不 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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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课堂活动是 课 堂 教 学 的 基 本 组 织 形 式，是 为 实

现教学目标、提高教学效果而实施的各种教学行为。

对外汉语课 堂 中 的 各 项 教 学 环 节，如 组 织 教 学、讲

解操练、问答 互 动、纠 错 总 结 等，都 是 通 过 课 堂 活

动来实现 和 完 成。温 晓 虹 （２０１３）也 指 出，课 堂 活

动所创造的情景和 语 境 可 以 让 学 习 者 更 好 地 理 解 和

处理语言信息，是 学 习 者 学 习 机 制 和 交 际 能 力 之 间

的桥梁。［１］因此，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课堂活动不仅为

学习者提供了交 际 平 台 和 媒 介，更 为 学 习 者 创 造 了

运用目的语的环境和机会。

国外对课堂 活 动 的 研 究 起 步 较 早，研 究 成 果 也

非常丰富。有些研 究 从 理 论 高 度 阐 述 和 分 析 课 堂 活

动 （Ｎｕｎａｎ１９８９）；［２］有 的 研 究 考 察 了 教 师 和 学 生 对

课堂活动的评价，并 分 析 了 个 体 差 异 因 素 对 评 价 的

影 响 （Ｅｌｔｉｓ＆Ｌｏｗ， １９８５； Ａｌｃｏｒｓｏ＆ｋａｌａｎｔｚｉｓ，

１９８５）；［３］［４］有 的 研 究 或 挖 掘 课 堂 活 动 的 深 度，或 扩

展研究对象的广 度，为 课 堂 活 动 的 研 究 开 阔 了 新 的

思路 （Ｇｒｅｅｎ１９９３）。［５］国外中文教学界对课堂活动 的

研究也很深入，大 多 从 实 证 研 究 出 发 对 汉 语 课 堂 活

动进行了全面 系 统 的 阐 述 和 分 析，产 生 了 一 些 较 为

有 影 响 的 文 献 （Ｄｕｆｆ＆Ｌｉ２００４；Ｘｉｎｇ，Ｊ．２００６；

Ｍｏｌｏｎｅｙ＆Ｘｕ２０１６）。［６］［７］［８］国内关 于 课 堂 活 动 的 研 究

起步较晚，大 多 为 理 论 分 析 和 经 验 总 结，实 证 性 文

献较少。例 如，魏 峥 （２００４），王 艳 （２００４），杨 良

雄、黄远振 （２００７）等 人 的 研 究 从 国 内 英 语 教 学 的

课堂活动出 发，阐 述 和 分 析 课 堂 活 动 的 原 则 性、操

作性和效 果 性 等 几 个 方 面。［９］［１０］［１１］在 对 外 汉 语 课 堂

活动的实证 研 究 中 较 为 有 影 响 的 是 丁 安 琪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的一系列 对 外 汉 语 课 堂 活 动 的 调 查。她 的 研

究考察了对外汉语 教 师 和 不 同 地 区 的 留 学 生 对 课 堂

活动的看法和 评 价，以 及 个 体 差 异 因 素 对 看 法 和 评

价的影响。［１２］研 究 发 现 有 些 个 体 差 异 因 素 对 课 堂 活

动的看法或 评 价 有 显 著 影 响，例 如 教 师 的 年 龄、从

教时间和专业 对 课 堂 活 动 的 看 法 有 一 定 影 响；又 如

日本留学生年龄越大、来中国时间越长、年级越高，

对课堂活动有效性的评价就越低。［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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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可 否 认，目 前 关 于 对 外 汉 语 课 堂 活 动 的 调

查 和 研 究 都 更 为 丰 富 和 多 样，但 研 究 中 大 多 将 留

学 生 作 为 调 查 对 象，而 专 门 从 教 师 角 度 进 行 调 查

研 究 的 文 献 只 有 少 数 几 篇。兼 职 教 师 作 为 对 外 汉

语 教 师 队 伍 中 的 特 殊 群 体，不 仅 反 映 教 师 队 伍 的

基 本 结 构，而 且 还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体 现 教 师 的 整 体

教 学 水 平。因 此，调 查 分 析 兼 职 教 师 使 用 课 堂 活

动 的 情 况 和 规 律，并 考 察 兼 职 教 师 的 个 体 差 异 因

素 对 课 堂 活 动 使 用 情 况 的 影 响 就 成 为 一 个 值 得 研

究 的 课 题。本 文 将 借 鉴 相 关 领 域 的 研 究 方 法，以

华 中 师 范 大 学 国 际 文 化 交 流 学 院 对 外 汉 语 兼 职 教

师 这 一 特 殊 的 教 师 群 体 为 对 象，对 兼 职 教 师 课 堂

活 动 使 用 情 况 进 行 调 查 分 析，以 期 为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提 出 一 点 建 议 和 思 考。

二、调查对象和方法

（一）调查对象

本次研究的调 查 对 象 是 华 中 师 范 大 学 国 际 文 化

交流学院的６６位对外汉 语 兼 职 教 师。其 中 男 教 师６
位，女教师６０位。他们大部分都来自对外汉语专业

或中国语言文学 类 的 相 关 专 业，学 历 层 次 也 以 硕 士

研究生为主。他们 从 事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的 时 间 一 般 不

超过两年。华中师 范 大 学 国 际 文 化 交 流 学 院 是 华 中

地区规模最大的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单 位 之 一，该 学 院 兼

职教师的基本情况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可 以 反 映 国 内 对 外

汉语兼职教师队伍的总体情况。

（二）调查方法

本研究 共 发 放７０份 调 查 问 卷，回 收 有 效 问 卷

６６份，有效问卷 回 收 率 为９４．２８％，表 明 绝 大 多 数

兼职教师能够接 受 并 完 成 该 调 查，因 此 该 问 卷 调 查

可以在对外汉语 兼 职 教 师 中 应 用。本 次 调 查 问 卷 分

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

如年龄、性别、专 业、外 语 水 平、从 教 时 间、教 授

年级和教授 课 型。第 二 部 分 是 根 据 王 艳 （２００４）设

计的课堂活动调查 表 进 行 适 当 的 调 整 和 改 编 而 成 的

对外汉语兼 职 教 师 课 堂 活 动 使 用 情 况 调 查 表。［１０］调

查表采用李克特 五 度 量 表，答 案 从 “总 是 使 用”到

“从不使用”分为五个等级，依次对应５到１五个分

值。为保证被 调 查 者 自 由、真 实 地 填 写，所 有 的 问

卷均 为 匿 名。调 查 结 束 后，我 们 使 用ＳＰＳＳ１９．０对

问卷的结果 进 行 了 统 计、分 析 和 处 理，以 得 到 平 均

值、独 立 样 本 Ｔ 检 验、单 因 素 方 差 分 析 等 相 关

数据。

三、结果与分析

（一）对外汉语兼职教师课堂活动使用情况的

描述性分析

表１　对外汉语兼职教师对１６种课堂活动的使用情况及排序

课堂活动 Ｎ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Ｑ１４：布置作业让学生完成 ６６　 ２．００　 ５．００　 ４．３７８８ ．８１８３５

Ｑ７：带领学生反复操练和重复 ６６　 １．００　 ５．００　 ４．０６０６ ．８９２３４

Ｑ６：让学生朗读课文或其他专题文章 ６６　 １．００　 ５．００　 ３．６０６１ ．９４２６４

Ｑ１５：采用多媒体环境进行教学活动 ６６　 １．００　 ５．００　 ３．５７５８　 １．２８９７３

Ｑ１３：让学生完成交际任务，解决问题 ６６　 ２．００　 ５．００　 ３．４８４８ ．９６４６４

Ｑ２：让学生结成２人的对子进行课堂对话或讨论 ６６　 １．００　 ５．００　 ３．３３３３ ．９６６０９

Ｑ１：语法练习 ６６　 １．００　 ５．００　 ３．２１２１ ．８６８５１

Ｑ８：播放录音材料让学生练习听力 ６６　 １．００　 ５．００　 ３．０９０９　 １．４３２８８

Ｑ１１：让学生演戏剧、扮演角色、唱歌和做语言游戏 ６６　 １．００　 ５．００　 ３．０９０９　 １．００３４９

Ｑ３：让学生组成３—５人的小组进行课堂对话或讨论 ６６　 １．００　 ５．００　 ３．０１５２ ．９５２６１

Ｑ１６：让学生背诵对话或文章 ６６　 １．００　 ５．００　 ２．９０９１　 １．１８６１７

Ｑ４：让学生在课堂上做口头报告 ６６　 １．００　 ５．００　 ２．８１８２　 １．００６２７

Ｑ５：让学生看黑板，抄写笔记并记住内容 ６６　 １．００　 ５．００　 ２．８１８２ ．８５７７１

Ｑ１２：采用试听手段，如让学生看电视、看录像或短片 ６６　 １．００　 ５．００　 ２．８０３０ ．９４８１９

Ｑ９：让学生阅读中文书籍、报纸和杂志 ６６　 １．００　 ５．００　 ２．２８７９ ．９５７００

Ｑ１０：让学生写故事、诗或散文 ６６　 １．００　 ４．００　 １．９３９４ ．９９０４０

有效的Ｎ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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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ＳＰＳＳ１９．０对１６种课堂活动进行描 述 性 分

析，得出极小值、极 大 值、均 值 和 标 准 差 等 数 据，

并对每项 课 堂 活 动 的 均 值 进 行 降 序 排 列，如 表１。

结果 显 示，有１０种 课 堂 活 动 的 均 值 都 在３．００以

上，这说 明 兼 职 教 师 使 用 课 堂 活 动 较 为 频 繁 和 多

样。具体来看，兼职教师对课堂活 动 使 用 频 率 最 高

的五 项 依 次 为：Ｑ１４、Ｑ７、Ｑ６、Ｑ１５、Ｑ１３。不 难

看出，兼职教师倾向使用传统的 课 堂 活 动，例 如 均

值排 名 前 三 的 Ｑ１４ （布 置 作 业 让 学 生 完 成）；Ｑ７
（老师带领 学 生 反 复 操 练 和 重 复）；Ｑ６ （让 学 生 朗

读课文或其他专题 文 章）。兼 职 教 师 大 多 为 新 手 型

教 师，他 们 在 教 学 方 法 上 更 多 依 赖 于 传 统 的 课 堂

活 动，在 教 学 观 念 上 认 为 紧 紧 抓 住 几 种 基 本 的 课

堂 活 动 来 实 施 教 学 是 一 种 保 险 和 稳 妥 的 做 法。兼

职 教 师 对 课 堂 活 动 使 用 频 率 最 低 的 五 项 依 次 为：

Ｑ１０、Ｑ９、Ｑ１２、Ｑ５、Ｑ４。由 此 可 见，兼 职 教 师

对 学 生 独 立 完 成 的 和 自 由 发 挥 的 课 堂 活 动 使 用 较

少，例 如 Ｑ１０ （让 学 生 写 故 事、诗 或 散 文）、Ｑ９
（让 学 生 阅 读 中 文 书 籍、报 纸 或 杂 志）和 Ｑ４ （让

学 生 在 课 堂 上 做 口 头 报 告）。其 中 的 原 因 可 能 有

两 个 方 面：第 一，学 生 独 立 完 成 或 自 由 发 挥 的 课

堂 活 动 一 般 占 用 大 量 课 堂 时 间，兼 职 教 师 可 能 不

愿 意 占 用 大 量 的 时 间 来 完 成 较 少 的 任 务；第 二，

学 生 独 立 完 成 或 自 由 发 挥 的 课 堂 活 动 一 般 对 教 师

的 组 织 和 引 导 要 求 较 少，兼 职 教 师 很 难 从 这 些 活

动 中 直 观 地 得 到 活 动 效 果，或 者 活 动 效 果 与 教 师

的 预 期 不 符。

丁 安 琪 （２００７）的 研 究 将 这１６种 课 堂 活 动 大

致 分 为 三 大 类：输 入 型、控 制 型 和 自 由 型。［１２］从

总 体 上 看，兼 职 教 师 更 加 倾 向 使 用 控 制 型 的 活

动，即 这 类 活 动 都 是 在 教 师 的 控 制 下 进 行 的，教

师 限 定 了 学 生 语 言 输 出 的 范 围 和 内 容。兼 职 教 师

对 输 入 型 的 活 动 使 用 较 少，即 让 学 生 在 活 动 中 被

动 接 受 信 息。兼 职 教 师 形 成 这 样 的 课 堂 活 动 使 用

规 律 也 有 一 些 自 身 的 原 因，例 如 兼 职 教 师 希 望 课

堂 活 动 能 在 自 己 的 掌 控 下 进 行，这 样 学 生 输 出 的

语 言 更 容 易 被 观 察 到，教 学 效 果 也 更 容 易 体 现 出

来。同 时，采 用 较 多 输 入 型 的 活 动 会 让 学 生 觉 得

乏 味 和 刻 板，不 利 于 为 学 生 创 造 一 个 积 极 参 与、

激 发 兴 趣 的 课 堂 学 习 环 境。王 巍 （２０１２）的 研 究

也 指 出 教 师 所 使 用 的 课 堂 活 动 应 该 让 学 生 动 起

来，促 进 师 生 和 生 生 之 间 的 交 流 与 协 作，使 学 生

始 终 保 持 对 课 堂 学 习 的 热 情。［１４］

（二）兼职教师个体差异因素对课堂活动使用

情况的差异性分析

１．不同年龄层次的教师使用课堂活动的差异性

我们将研究 对 象 分 为 大 于 等 于２５岁 和 小 于２５

岁两组，其 中 年 龄 大 于 等 于２５岁 的 教 师 有２４位，

占总数的３６．３６％；小于２５岁的教师有４２位，占总

数的６３．６４％。大部分兼 职 教 师 的 年 龄 都 在２５岁 以

下，呈现年轻 化 的 特 点。对 上 述 两 组 数 据 进 行 独 立

样本Ｔ检验，结果显 示 大 于 等 于２５岁 和 小 于２５岁

的兼职教师对Ｑ５ “让学生看黑板，抄写笔记并记住

内容”（Ｓｉｇ双 侧＝．０４９）的 使 用 存 在 显 著 差 异，其

均值分别为３．１２５０和２．６４２９。这说明年长的兼职教

师更愿意采取 板 书 的 形 式 教 授 课 程，并 让 学 生 从 板

书中汲取知识。这 也 与 现 在 年 轻 教 师 更 多 依 赖 多 媒

体和网络教学 有 关。年 轻 教 师 普 遍 认 为 多 媒 体 教 学

形式多样、生动有趣，更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２．不同性别的教师使用课堂活动的差异性

研 究 对 象 中 女 性 教 师 有 ６０ 位，占 总 数 的

９０．９％；男性教师有６位，占总数的９．１％。兼职教

师中女性占绝大多 数 的 情 况 也 与 专 职 教 师 性 别 构 成

的情况大致一样。独 立 样 本Ｔ检 验 的 结 果 显 示，男

女兼职教师对Ｑ２ “让学生结成２人的对子进行有组

织的课堂对话或讨论” （Ｓｉｇ双 侧＝．０２２）的 使 用 存

在显著差异，其均值分别为３．８３３３和３．２８３３。男性

教师明显较女性教 师 更 喜 欢 让 学 生 进 行２人 的 交 际

对话和讨论活 动。这 可 能 与 男 性 教 师 更 注 重 培 养 学

生的交际能力有关。

３．不同专业的教师使用课堂活动的差异性

研究对象中对外汉语专业的教师有４１位，占总

数的６２．１２％；非对外 汉 语 专 业 的 教 师 有２５位，占

总数的３７．８８％。对 外 汉 语 专 业 的 教 师 占 多 数 的 现

象，也与课程教学 对 教 师 具 有 相 关 专 业 背 景 的 要 求

有关。独立样本Ｔ检 验 的 结 果 显 示，对 外 汉 语 专 业

和非对外汉 语 专 业 的 兼 职 教 师 对 Ｑ１５ “采 用 多 媒 体

环境进行教学活动”（Ｓｉｇ双 侧＝．０３１）的 使 用 存 在

显著差异，其均值分别为３．３１７１和４．００００。对外汉

语专业的兼职教师 使 用 多 媒 体 教 学 的 频 率 明 显 低 于

非对外汉语专 业 的 教 师。其 中 可 能 有 几 个 方 面 的 原

因：第一，多媒 体 教 学 耗 时 耗 材，对 外 汉 语 专 业 教

师更愿意将 时 间 放 在 传 统 的 课 堂 活 动 中；第 二，多

媒体教学虽然 新 颖 多 样，但 有 时 也 会 分 散 学 生 的 注

意力；第三，对外 汉 语 专 业 的 学 科 性 质 决 定 了 本 专

业教师更愿回 归 本 源，将 更 多 的 精 力 投 入 到 培 养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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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交际能 力 的 课 堂 活 动 中。这 也 与 丁 安 琪 （２００６）

对专职对外汉语 教 师 的 研 究 结 果 一 致。她 的 研 究 发

现专职对外汉语教 师 认 为 多 媒 体 教 学 活 动 的 有 效 性

最低。［１２］

４．不同外语水平的教师使用课堂活动的差异性

研究 对 象 中 达 到 英 语 四 级 水 平 的 教 师 有５位，

占总数 的７．５７％；达 到 英 语 六 级 水 平 的 教 师 有６１
位，占总 数 的９２．４３％。兼 职 教 师 都 有 较 高 的 外 语

水平，这是对外汉 语 教 师 岗 位 对 教 师 提 出 的 基 本 要

求。独立样本Ｔ检 验 的 结 果 显 示，不 同 外 语 水 平 的

兼职教师对活动 使 用 没 有 显 著 差 异，因 此 外 语 水 平

的不同对课堂活动的使用没有明显的影响。

５．不同从教时间的教师使用课堂活动的差异性

我们以半 年 （或 一 个 学 期）作 为 从 教 时 间 的 分

界线，将兼职 教 师 分 为 新 手 型 和 熟 手 型 两 类，其 中

新手型兼职教 师 有４１位，占 总 数 的６２．１２％；熟 手

型兼职教师有２５位，占 总 数 的３７．８８％。兼 职 教 师

队伍中新手型教 师 偏 多，大 部 分 兼 职 教 师 缺 少 相 关

教学经验和实际操作 能 力。独 立 样 本Ｔ检 验 的 结 果

显示，新 手 型 教 师 和 熟 手 型 教 师 对 六 项 课 堂 活 动

（Ｑ３、Ｑ４、Ｑ１０、Ｑ１１、Ｑ１４、Ｑ１６）的 使 用 存 在 显

著差异，如表２所示。

表２　新手型和熟手型兼职教师使用课堂活动的均值比较和差异性

教师类型 Ｎ 均值 标准差 Ｓｉｇ值 （双侧）

活动３
新手型 ４１　 ２．７３１７ ．９２２６２ ．００１

熟手型 ２５　 ３．４８００ ．８２２６０

活动４
新手型 ４１　 ２．５６１０　 １．００１２２ ．００６

熟手型 ２５　 ３．２４００ ．８７９３９

活动１０
新手型 ４１　 １．６８２９ ．９３３７８ ．００７

熟手型 ２５　 ２．３６００ ．９５２１９

活动１１
新手型 ４１　 ２．８７８０　 １．００４８７ ．０２４

熟手型 ２５　 ３．４４００ ．９１６５２

活动１４
新手型 ４１　 ４．２１９５ ．８８０６９ ．０２９

熟手型 ２５　 ４．６４００ ．６３７７０

活动１６
新手型 ４１　 ２．５３６６　 １．００２４４ ．００２

熟手型 ２５　 ３．５２００　 １．２２８８２

　　从均值上来 看，熟 手 型 兼 职 教 师 在 这 几 项 活 动

上的均值都远远 大 于 新 手 型 教 师，这 说 明 熟 手 型 兼

职教师使用这几项活动的频率远远高于新手型教师。

从活动的类型上 来 看，这 几 项 活 动 都 属 于 语 言 内 化

或语言输出过程 中 所 使 用 的 的 活 动，而 且 这 些 活 动

都不需要教 师 过 多 的 组 织 和 参 与。由 此 可 见，熟 手

型和新手型的兼职 教 师 在 如 下 几 个 方 面 表 现 出 显 著

差异性：第一，熟 手 型 教 师 在 语 言 内 化 或 输 出 时 使

用课堂活动 的 频 率 更 高；第 二，熟 手 型 教 师 不 会 过

多干涉学生 语 言 内 化 的 过 程；第 三，熟 手 型 教 师 更

愿意让学生在语言 输 出 的 过 程 中 独 立 完 成 并 自 由 发

挥。形成上述差异性的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第一，

熟手型教师对课 堂 活 动 的 组 织 和 掌 控 更 自 信，较 少

干预课堂活 动 的 进 程；第 二，熟 手 型 教 师 对 学 生 的

学习特点和认识 能 力 都 有 所 了 解，愿 意 放 手 让 学 生

独立和自由 的 完 成 学 习 过 程。这 也 与 江 新、郝 丽 霞

（２０１１）的研究成果一致。他们发现熟手教师较之新

手教师在 教 学 实 践 中 运 用 了 更 多 关 于 学 生 的 知 识，

这些知识就 包 括 学 生 的 学 习 特 点、习 惯、动 机 和 需

求等。［１５］

６．不同年级的教师使用课堂活动的差异性

我们将研究对象按初级、中级和高级分为三组，

其中初级 班 兼 职 教 师 有３９位，占 总 数 的５９．０９％；

中级班兼职教 师 有１３位，占 总 数 的１９．６９％；高 级

班兼职教师有１４位，占 总 数 的２１．２１％。兼 职 教 师

队伍主要由初 级 班 的 教 师 组 成，这 主 要 是 因 为 初 级

班学生 （其 中 包 括 预 科 生）较 多，所 开 班 级 较 多，

对兼职教师的 需 求 也 相 应 较 大。对 上 述 三 组 数 据 进

行方差分析，结 果 显 示 不 同 年 级 的 兼 职 教 师 对 Ｑ２、

Ｑ６、Ｑ７、Ｑ８、Ｑ１１、Ｑ１２、Ｑ１３、Ｑ１６这 七 项 活 动

的使用存在显著差异，如表３所示。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ｕｍ·教师教育论坛 ８７　　　

表３　不同年级的兼职老师使用课堂活动的均值比较和差异性

不同年级 Ｎ 均值 标准差 显著性

活动２

初级班 ３９　 ３．７４３６ ．６７７３８ ．０００

中级班 １３　 ２．９２３１　 １．１１５１６

高级版 １４　 ２．５７１４ ．９３７６１

活动６

初级班 ３９　 ３．７９４９ ．７６７０７ ．０２１

中级班 １３　 ３．６９２３　 １．１０９４０

高级版 １４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３７７５

活动７

初级班 ３９　 ４．２５６４ ．７５１０７ ．０４４

中级班 １３　 ４．００００ ．９１２８７

高级版 １４　 ３．５７１４　 １．０８９４１

活动８

初级班 ３９　 ３．４６１５　 １．２９４６５ ．０２２

中级班 １３　 ２．８４６２　 １．５７３０１

高级版 １４　 ２．２８５７　 １．３８２７８

活动１１

初级班 ３９　 ３．３５９０ ．８７３２０ ．００８

中级班 １３　 ２．３８４６　 １．２６０８５

高级版 １４　 ３．００００ ．７８４４６

活动１３

初级班 ３９　 ３．６６６７ ．９５５１３ ．０２５

中级班 １３　 ２．８４６２ ．６８８７４

高级版 １４　 ３．５７１４　 １．０１６３５

活动１６

初级班 ３９　 ３．２３０８　 １．１５７６２ ．０２５

中级班 １３　 ２．５３８５　 １．２６５９２

高级版 １４　 ２．３５７１ ．９２８７８

　　总体来看，对Ｑ２、Ｑ６、Ｑ７、Ｑ８和Ｑ１６使用的

频率从高到 低 依 次 为 初 级 班、中 级 班 和 高 级 班；对

Ｑ１１和Ｑ１３使用的频率从高到低依次为初级班、高

级班和中级班。初 级 班 教 师 在 这 七 项 活 动 上 的 均 值

都是最高的。这说 明 初 级 班 的 兼 职 教 师 把 更 多 的 课

堂时间放在 朗 读、背 诵、操 练、对 话 和 表 演 这 些 传

统的课堂活动上，而 且 这 样 的 趋 势 随 着 年 级 的 上 升

在逐步下降。这可 能 与 初 级 班 兼 职 教 师 所 掌 握 的 课

堂活动不多，教 学 方 式 单 一 有 关。同 时，学 生 的 语

言能力有限，可 使 用 的 语 言 素 材 较 少，也 限 制 了 初

级班兼 职 教 师 使 用 传 统 课 堂 活 动 以 外 的 一 些 其 他

活动。

７．不同课型的教师使用课堂活动的差异性

我们将研究 对 象 按 综 合 课、听 说 课 和 读 写 课 分

为三 组，其 中 综 合 课 兼 职 教 师 有９位，占 总 数 的

１３．６３％；听 说 课 兼 职 教 师 有 ２７ 位，占 总 数 的

４０．９１％；读 写 课 兼 职 教 师 有 ３０ 位，占 总 数 的

４５．４６％。兼职教师队伍主要由听说课和读写课教师

组成，这主要是因 为 大 多 数 综 合 课 都 会 安 排 专 职 教

师担任，因此兼职教师承担了很多副课的教学任务。

对上述三组数 据 进 行 方 差 分 析，结 果 显 示 不 同 课 型

的兼职教师对Ｑ８ （Ｓｉｇ值 为．０００）和 Ｑ９ （Ｓｉｇ值 为

．０３３）这 两 项 活 动 的 使 用 存 在 显 著 差 异。其 中 Ｑ８

的听说课教师的均值 （Ｍ＝４．００００）最 高，Ｑ９的 读

写课教 师 的 均 值 （Ｍ＝２．６０００）最 高。这 样 的 结 果

也与他们所教授的课型密切相关，Ｑ８中主要进行听

的活动，而 Ｑ９中 主 要 进 行 读 的 活 动。这 也 与 我 们

的预期和该课型所规范的教学内容相一致。

四、结论

（一）主要发现

本 次 研 究 全 面 系 统 地 调 查 和 分 析 了 对 外 汉 语 兼

职教师使用课 堂 活 动 的 基 本 情 况 和 规 律，以 及 个 体

差异因素对使 用 课 堂 活 动 的 影 响。本 研 究 的 调 查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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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也回答了前言 部 分 所 提 出 的 问 题，其 主 要 发 现 有

如下两个方面：

（１）具体来 看，对 外 汉 语 兼 职 教 师 对 课 堂 活 动

使用频率最高的五项依次为：Ｑ１４、Ｑ７、Ｑ６、Ｑ１５、

Ｑ１３；使 用 频 率 最 低 的 五 项 依 次 为：Ｑ１０、Ｑ９、

Ｑ１２、Ｑ５、Ｑ４。总体来 看，对 外 汉 语 兼 职 教 师 更 偏

向使用传统 的 课 堂 活 动，例 如 布 置 作 业、句 型 操 练

和朗读课文等；他 们 对 要 求 学 生 独 立 完 成 和 自 由 发

挥的课堂活 动 的 使 用 较 少，例 如 让 学 生 写 故 事、做

口头报告和阅读课外资料等。

（２）不同外语水平 的 兼 职 教 师 在 使 用 课 堂 活 动

上没有显著差异。不 同 年 龄 层 次 的 兼 职 教 师 在 要 求

学生抄写板书上 存 在 显 著 差 异。不 同 性 别 的 兼 职 教

师在使用 两 人 对 话 或 讨 论 的 活 动 上 存 在 显 著 差 异。

不同专业的兼职教 师 在 使 用 多 媒 体 教 学 上 存 在 显 著

差异。熟手型的兼 职 教 师 在 学 生 语 言 内 化 或 输 出 阶

段使用课 堂 活 动 的 频 率 远 远 高 于 新 手 型 兼 职 教 师。

初级班兼职教师较 之 中 级 班 和 高 级 班 兼 职 教 师 更 多

使用传统课堂活 动。听 说 课 兼 职 教 师 频 繁 使 用 听 说

活动，而读写课兼职教师则频繁使用读写活动。

（二）对对外汉语兼职教师培训的启示

对对外汉语 兼 职 教 师 培 训 的 过 程 中，首 先 要 施

行差异化的 培 训 策 略，充 分 考 虑 到 教 授 年 级、教 授

课型和从教时间 等 各 项 差 异 因 素。在 培 训 的 内 容 上

要做到有针对性。可 以 根 据 不 同 的 教 学 需 求 实 施 不

同的培训内 容。例 如，对 对 外 汉 语 专 业 兼 职 教 师 的

培训中可适当加入如何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的内容，

帮助此专业兼职 教 师 熟 悉 和 掌 握 多 媒 体 教 学，为 其

走上讲台后应对各种教学要求做好充分准备。

其次，要了解兼 职 教 师 个 体 差 异 因 素 对 课 堂 活

动使用情况的影响，鼓励兼职教师之间的相互学习，

建立互补互 助 的 师 资 培 训 模 式。例 如，让 新 手 型 教

师与熟手型 教 师 或 组 成 学 习 对 子，或 搭 班 培 训，这

样可以让新手型教 师 学 习 到 更 多 关 于 语 言 内 化 和 输

出阶段的课 堂 活 动。因 此，新 手 型 教 师 所 使 用 的 课

堂活动会被均衡地 分 布 在 学 习 者 语 言 学 习 的 各 个 阶

段，这对提高 学 习 者 汉 语 水 平 至 关 重 要。同 样，初

级班和中 高 级 班 的 兼 职 教 师 也 可 以 进 行 搭 配 培 训，

初级班的兼职教 师 不 但 会 使 用 传 统 的 课 堂 活 动，还

会使用交际型和 任 务 型 的 课 堂 活 动。这 样 课 堂 活 动

的使用 会 更 加 多 样 性，对 提 高 课 堂 教 学 效 果 大 有

好处。

最后，要加强 兼 职 教 师 的 教 学 理 论、教 学 方 法

和教学意识的 培 训，从 根 本 上 提 升 兼 职 教 师 的 教 学

技能和水平，以达到一名合格对外汉语教师的标准。

同时，教学单 位 要 重 视 兼 职 教 师 的 培 训 工 作，努 力

为兼职教师 打 造 一 个 资 源 共 享、交 流 通 畅、功 能 齐

全的培训平台，让兼职教师能有改变自身知识结构、

提升教学能力的机会和环境。盛双霞、柯航 （２０１３）

也提出对对外汉语 兼 职 教 师 的 培 训 要 增 强 兼 职 教 师

的职业认同感 和 心 理 归 属 感，这 样 才 有 利 于 他 们 长

远的专业发展。［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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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来华留学教育不仅是“一带一路”战略中国际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更是“一带一路”战略中

促进人文交流的有力保障。面对“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要求与挑战，我国来华留学教育应该紧跟形势、

创新观念、完善制度、优化办学、积极实践，切实担负起“一带一路”战略赋予来华留学事业的重要使命。

【关键词】一带一路；来华留学；挑战与应对

“一带一路”战略与来华留学教育新使命
陆  野

（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一、“一带一路”战略与来华留学教育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

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一

带一路”战略的主要内容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在内的“五通”，“一

带一路”战略的发展目标是打造经济贸易、区域秩

序、人文交流三方面共享的利益共同体。“人文先

行”的理念在建设“一带一路”过程中被广泛推崇。

而来华留学教育作为国际人才培养与流动的重要平

台，因其在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文交流、

推动区域合作、加强经贸往来、提升国家影响力等

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倍受关注。在“一带一路”

战略提出的前一年（2012 年），当年来华留学总人

数为 299562 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总

人数为 142254 人；而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第

三年（2015 年），当年来华留学总人数为 397635 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总人数为 182863 人，

来华留学总人数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总人

数的增长率分别为 32% 和 28%。不难看出，在“一

带一路”战略的引领下，来华留学总人数和“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总人数都呈现井喷式增长。

其中 2015 年中国政府奖学金共资助“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 26092 名学生来华留学，占中国政府奖学金

来华留学总人数的 64.27%。由此可见，国家政府层

面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对来华留学教育事业的

支持和帮助是巨大的。

二、“一带一路”战略下来华留学教育面临的

挑战

当代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但是加强交流、深化

合作、共促和谐仍然是我国对外政策的主旋律。来华

留学教育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为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等

多重战略目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建设“一

带一路”的过程中，来华留学教育担负着独特的使命。

新形势下来华留学教育应该顺应“一带一路”战略的

最新思想和理念，抓住机遇，统筹协调，顺势而为，

迎接“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要求和挑战。

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来华留学教育的首

要任务是国际人才培养。从“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致

内容来看，对国际人才培养提出了以下几点具体要

求。一是为基础设施和工程建设培养国际人才。“一

作者简介：陆野（1984—），男，湖北武汉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对外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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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路”建设将在沿线国家大力发展交通、信息、

能源等基础设施。二是为区域性人文交流培养国际

人才。“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人文交流将渗透和贯

穿在各沿线国家的语言文化、法规政策、教育人文、

卫生和旅游等多个领域。三是为区域性经贸合作培养

国际人才。区域性的企业合作、贸易投资、货币金融

等领域也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关键环节。

第一，大量的基础设施和工程建设，需要熟练

掌握项目设计、工程技术、管理监控等相关技能的国

际人才。据亚投行最新公布的数据表明，到 2020 年

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累计投入超 8 万亿美元

的资金用作基础设施和工程建设，涉及各沿线国家

企业之间的合作项目就将超过千个。为保证这些项

目的顺利完成，需要大量的关于铁路、公路、水电、

通信、矿产等专业的高精尖国际人才，他们也将在“一

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岗位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随着各国间企业合作的开展，大量掌握

当地语言，熟悉当地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的国际人才

被广泛需要。“一带一路”沿线有 64 个国家，涉及

国家众多，空间辽阔，宗教、政治、民族、文化、经

济、人文差异极大。因此培养既熟悉、了解中国文化，

又熟悉当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国际人才，对

于实现“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马万华、张优良也指出培养有专业素养，又有语言功

底的国际人才，是推动并实现我国“一带一路”发展

战略的坚实基础。

第三，大量的国际贸易人才是实施区域性经贸

交流与合作的支点和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根本

落脚点是构建开放型的经济新体制，“一带一路”战

略也必将成为沿线国家经济实力增长的重要着力点。

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于区域性经贸合作的依

赖性越来越大，这就急需大量懂得经贸合作、金融交

易、资本运转的国际人才。

三、“一带一路”战略下来华留学教育的应对

措施

我国来华留学教育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

也培养出了大批通晓汉语且具备高水平专业技能的

国际人才。但是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形势下，面

临巨大机遇和挑战的时候，我国来华留学教育需要满

足“一带一路”建设对国际人才培养的要求，积极采

取一定的应对措施来迎接挑战。只有这样才能在复杂

的国际形势中不断壮大自己，同时也为将来适应新发

展和新需要提供宝贵的经验。

（一）加强政策研究，完善智库建设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不仅要求我们要积极

对政策法规和区域形势做深入分析，还要求我们要重

新对来华留学教育进行思路整理，找到一条适合“一

带一路”战略发展的来华留学道路。这要求我们站

在审视世界格局和秩序的高度，规划我国来华留学

教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布局和行动策略，

为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支

持。同时，进一步完善智库建设，促进“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在语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二）优化组织结构，保障经费支持

从“一带一路”战略全局的角度出发，优化来

华留学组织结构。组织结构的优化设置不仅能体现来

华留学教育对“一带一路”的重视，而且还能提高行

政教学科研的工作效率。这样的优化设置会促进来华

留学教育更加专业化和精细化，同时也能有效协调

和加强留学生管理与教学、政策与执行之间的关系。

此外，来华留学教育预算的资金来源较为单一，主要

为政府专项拨款和学校拨款，而企业、校友、个人

捐赠资金来源较少。因此要拓展有效资金来源渠道，

减少对公共资金的依赖程度。

（三）制定培养方案，加强招生管理

来华留学教育应着眼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战

略要求，为培养出适合战略需求的国际人才制定相应

的人才培养方案。首先，人才培养方案的侧重要更

加贴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的个性化设计，

最大限度地满足沿线国家留学生的个人需求，同时也

要尽量挖掘各国留学生的潜在能力，力争为服务“一

带一路”重大战略布局和实现来华留学长远目标做出

巨大贡献。在国家战略的引导下，重点扩大沿线国家

来华留学生招生规模，配合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进一

步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倾斜。同时在留学生管

理中将工作细化，为沿线国家留学生提供来华入校、

学籍管理、业余生活、实习实践、毕业离校等一系列

留学生管理事务上的便利条件。

（四）整合学科资源，提高教育质量

来华留学教育应整合各高校的优势学科资源，

提供高质量、多层次、宽口径的教育课程。要充分利

用好现代信息技术，结合网络课程，开发出服务于“一

带一路”建设的多语种教授的课程体系和学位课程，

以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服务，打造适合“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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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需求和特色性的来华留学教育品牌。为此，各高

校要从战略高度，统筹规划，集中优势资源，切实提

高来华留学教育质量。

（五）开拓就业市场，服务战略需求

来华留学教育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

步骤是要通过教育与产业同步、学校与企业结合，将

具有专业技能的优秀留学生输送到“一带一路”建设

的最前线去。“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宏大的系统

工程，只有在来华留学教育的全方位支持下，才能

确保有力、有序、有效地进行。目前，“一带一路”

沿线的中国企业就有 1 万多家，但是企业和高校之间

的合作深度和广度都还远远没有达到“一带一路”战

略的需求。因此，各高校应主动出击，优先部署，打

通来华留学生服务于战略需求的就业渠道。积极加强

高校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企业和项目的沟通交

流，把具有专业技能并通晓双边语言的留学生与“一

带一路”建设的具体项目和关键岗位密切结合起来。

（六）扩大教育外延，加强海外办学

“一带一路”战略不仅要求我们做好来华留学

教育，更要把“招进来”和“走出去”协同推进，有

序地在沿线国家建立境外合作办学或教育项目。近年

来，我国来华留学教育质量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

可。因此，各高校要顺应大好的国际形势并抓住机

遇，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资源和教育特点，

分重点、有序地与沿线各国开展教育合作项目，并将

创建境外合作办学或境外教育合作项目作为工作重

点进行突破。瞿振元指出这样既可以为“一带一路”

沿线的经济社会发展培育人才，也可以为我国在“一

带一路”建设发展过程中积累广泛的人脉，发现培

养一批以中青年为主的“知华”“友华”“爱华”

力量，争取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扩大国际影响。

周谷平、阚阅也指出要把服务于“一带一路”的海

外办学的工作重点放在增强沿线各国的精英人士对

“一带一路”战略的认同感上。

四、结语

“一带一路”既是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

合作共赢之路，也是推动人文交流、民意相通的和平

友谊之路。其中人文交流又是“一带一路”的主要内

容和重要支撑。张日培指出，加强人文交流，有利于

推动沿线国家资源共享、多维交融，为实现“一带一

路”战略目标争取人心、夯实基础。而加强和深化人

文交流最直接的途径就是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优秀学生来华留学。因此“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

对来华留学事业是挑战也是机遇。这要求我们转变来

华留学人才培养模式，整合学科资源，调整专业结构，

切实提高教学质量，提升留学生的国际竞争力，为其

提供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就业平台。我国的来

华留学教育应该适时地担当起“一带一路”战略所赋

予的使命，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推动来华留学事业跨越

发展，培养出宏大的国际人才队伍，适应和引领“一

带一路”建设，并且在这一伟大进程中做强自身，建

成留学教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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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学生来华留学动机调查分析
——以武汉六所高校来华留学非洲新生为例

陆  野
（华中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本文以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为主要方法，研究了武汉部分高校非洲学生来华留学动机的分布规律

和基本类型，并分析了他们的个体因素对来华留学动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对中国语言和文化感兴趣是非

洲学生来华留学的首要动机，外界环境在来华留学动机中起主导作用。非洲学生来华留学动机可分为四种类型：

“学习生活环境”动机、“社会学校名声”动机、“自身发展需要”动机和“入学优惠政策”动机。在非洲学生招

生、管理和教学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个体差异因素对来华留学动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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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汉语热及中国

留学热的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被吸引来

华留学，这其中就包括来华的非洲留学生。非洲作为

中国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双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

政策和方针来鼓励和推进非洲学生来华留学，所以非

洲来华学生数量也正在迅速增长。以近些年的非洲来

华留学生数量为例，2010 年至 2014 年的人数分别为

16404、20744、27052、33359、41677，每年的增长

率都维持在 20% 到 30%（根据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

司 2010-2014 年版《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的数据整

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增长率也排在所有来华留学

洲别的第一位。这些数字表明非洲正日渐成为来华留

学生的重要来源地。因此，了解非洲学生来华留学的

动机和原因、分析留学生个体因素对来华留学动因的

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

国外对于留学动机的研究开展较早，早期的文

献大多为描述性研究。如 Mcmahon（1992）对来自发

展中国家的学生留学美国的选择进行分析，发现留学

生本国的经济水平、国际地位、教育发展水平以及留

学目的国的经济资助实力等都是影响学生留学选择

的重要因素。[1] Mazzarol（1998）的研究表明，留

学目的国的国际声誉、经济水平、生活环境以及地

理位置等因素是影响学生留学选择的重要因素。[2] 

Altbach（1998）则提出了颇具影响的留学生国际间

流动的“推拉因素”理论，其中推力因素是指留学生

本国促使学生出国留学的一些驱动因素；拉力因素是

指留学目的国吸引外国学生的一些拉动因素。[3] 主

要的拉力因素有国际文化生活、奖学金、高质量教

育、先进的硬件设施、稳定的政治形势、良好的经济

环境等。国外近期关于留学动因的研究较多关注个体

差异对留学动机的影响，大多为实证性研究。例如，

Sanchez,Fornerino 和 Zhang（2006）对美、法、中三

国 477 名学生留学动机与目的的调查研究中发现，三

国学生都存在一些普遍的留学动机，但是在人生或职

业的成功是否与出国留学有必然联系的看法上，中国

学生与美国和法国学生有较大差别。[4] Li，Olson 和

Frieze（2013）考察了 555 名学生的个性特征与留学

意愿后指出，渴望成功、喜欢新奇、移民个性、乐于

助人等个性特征与留学意愿有显著相关性。[5] Pope，

Sanchez，Lehnert 和 Schmid（2014）在对 292 名学

生个体差异与出国动机的调查中发现，个体发展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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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留学动机中的关键因素，调查还发现以前的出国经

历和年龄不同程度地影响留学动机中的个体发展，而

性别、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对留学动机中的个

体发展并没有太大的影响。[6]

国内对留学动机的研究起步较晚，理论基础和研

究方法也多为借鉴而来。例如，郑向荣（2005）认为，

影响外国学生留学中国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政治、

文化、生活环境、科技发展水平、教育服务质量、语

言等。[7] 又如杨军红（2006）认为，政治局面、经济

前景、文化历史因素是吸引来华留学生的重要因素。
[8] 最近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留学动机的定量研究。例

如，安然和张仕海（2008）考察了 830 名留学生的教

育需求，发现教育质量和经济水平是吸引留学生的核

心要素。[9] 曲如晓和江铨（2011）的研究发现，经济

发展水平和教育经费投入对来华留学生的区域选择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10] 丁安琪（2014）调查了 580 名

来华留学生的留学动机，归纳出来华留学动机可分为

环境吸引动机、个人需求动机和他人推荐动机三大类，

并指出学生的母语背景、是否华裔、汉语水平等因素

对学生来华留学动机类型影响较大。[11] 刘扬、王慧和

孔繁盛（2013）对 920 名留学生的调查结果表明，对

中国文化的兴趣、看重中国发展机会、中国教育质量、

入学机会等，是吸引外国留学生来华留学的重要原因。
[12] 此外，名城名校、课程与专业也是来华留学生十分

重视的因素（安然、张仕海和吴招胜，2007）。[13]

总的来看，目前已有的关于来华留学动机的定

性研究大多只是简单的理论分析，而定量研究中大多

只考察了各类留学动机的基本情况，并没有在全面系

统的理论框架下分析个体差异对留学动机的影响和作

用。因此，针对于某一特定来华留学生源地和在华就

读城市，调查分析外国学生来华留学动机的分布规律，

并考察个体因素对来华留学动机的影响就成为一个值

得研究的课题。本文将借鉴相关领域的研究方法，以

武汉六所高校非洲来华留学新生这一重要的来华留学

群体为对象，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式探讨以下三

个问题：（1）非洲学生来华留学动机有哪些？表现出

哪些规律？（2）非洲学生来华留学动机有哪些类型？

（3）个体差异因素对具体的来华留学动机有哪些影

响？探讨这些问题，对我们更好地了解非洲学生来华

留学的动机和目的，更好地提升非洲来华留学生的数

量和质量，满足非洲学生在华教育需求，具有实用参

考价值。

二、研究对象和方法

本研究选取了来自武汉六所高校的 191 名非洲来

华留学新生进行问卷调查。其中男生 128 人，女生 63

人，他们来自 38 个不同的非洲国家，学历层次有预

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他们大部分人在来

华前并没有接触过汉语，因此多数人都为汉语零起点

留学生。

本研究共发放 200 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191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5.5%，表明绝大多数非

洲新生能够接受调查并顺利完成。本次调查问卷分

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

如年龄、性别、母语，专业、是否华裔、是否学历

生和是否奖学金生等（因为被调查者大多没有汉语

基础，因此第一部分不包括汉语水平的调查）。第二

部分是根据一项先导性研究汇总和改编而成的非洲

学生来华留学动机调查表。在先导性研究中，笔者

从武汉某高校非洲来华新生名单中随机抽取了 30 名

学生进行口头访谈。访谈中涉及一个开放式提问，

即你为什么来华留学。这次访谈的目的是为了尽可

能多地引出各类非洲学生来华留学动机，编制出一

个具有非洲学生自身特点的来华留学动机调查表。

然后根据 30 名学生的回答，抽取被提及次数超过

5 次的 12 项回答汇编成本次调查表的第二部分。调

查表采用李克特五度量表 , 答案从“我完全不同意”

到“我完全同意”分为五个等级，依次对应 1 到 5

五个分值。考虑到被调查者的实际汉语水平，问卷

调查全部内容均被翻译成英语，并请英语母语者校

对。为保证被调查者自由、真实地填写，所有的问

卷均为匿名。调查结束后，我们使用 SPSS21.0 对问

卷的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处理，以得到平均值、

独立样本 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因子分析等相

关数据。

三、结果与分析

（一）非洲学生来华留学动机描述性分析

表 1  非洲学生来华留学动机及排序

非洲学生来华留学
动机

极 小
值

极大
值

均值 标准差

Q1：我对中国的语
言和文化感兴趣

1.00 5.00 4.0838 1.04795

Q2：我在中国有更
多发展机会

1.00 5.00 3.8691 1.07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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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中国的政治和
经济环境更好

1.00 5.00 3.8168 1.19337

Q6：中国的大学入
学机会多或入学更
容易

1.00 5.00 3.7225 1.20589

Q7：中国的教学和
研究的硬件设施更
好

1.00 5.00 3.6806 1.17768

Q3：中国的课程和
教学水平很高

1.00 5.00 3.6754 1.08549

Q11：所在城市或就
读学校很有名

1.00 5.00 3.6492 1.19538

Q9：中国提供奖学
金或者学费很便宜

1.00 5.00 3.6178 1.24626

Q10：朋友或他人的
介绍和推荐

1.00 5.00 3.4660 1.34464

Q12：学校的招生宣
传很吸引人

1.00 5.00 3.4398 1.25038

Q5：中国的生活条
件更好

1.00 5.00 3.4188 1.19757

Q4：我有机会留在
中国工作

1.00 5.00 2.5497 1.35195

通过 SPSS21.0 对 12 项非洲学生来华留学动机

进行描述性分析，得出极小值、极大值、均值和标准

差等数据，并对每项来华留学动机的均值进行降序排

列，如表 1。结果显示有 11 项来华留学动机的均值大

于 3.4，说明非洲学生来华留学的动机整体情况良好。

均值得分最高的前五项分别为：对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感兴趣、在中国有更多发展的机会、中国的政治和经

济环境更好、入学机会多或入学更容易、教学和研究

的硬件设施更好。

具体来看，汉语和中国文化是吸引非洲学生来华

留学的最主要因素。在我们的访谈中，大部分的非洲

新生也都表示来中国留学的首要原因就是想学习汉语

和对中国文化的喜爱。而且此项的标准差为 1.04795，

这说明被调查者在此项上的分歧较少，一致同意语言

和文化因素是来华留学的首要因素。这也与黄年丰

（2008）[14]、吴文英（2012）[15]、刘杨（2013）[12]、

张立军（2014）[16] 等人的调查结果一致。在他们的

调查中都显示外国留学生来华留学的主要因素或基本

动机是对汉语和中国文化感兴趣。排名第二的是在中

国有更多发展机会。这里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非洲

留学生看重中国与非洲国家双边交往中的协同共赢发

展，觉得在中国留学学成后，个体的发展和需求能够

在这样的背景中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和提高。刘杨

（2013）的调查中也发现超过 90% 的留学生来华留学

的动机是为了在中国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12] 位列

第三的来华留学动机是中国政治和经济环境好。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迅速，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综合国力稳步加强，现在已成为世界性的经济和政治

大国。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留学事业也会发展得更好，

留学环境也会更有保障。张立军（2014）的调查也显

示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前景好是非洲学生来华留

学的主要动机之一。[16] 位列第四的是入学机会多或入

学更容易。随着我国高校办学规模的扩张和国际化水

平的提高，接收来华留学生的能力也在逐年增强。同

时外国留学生入学的标准相比于中国学生要低很多，

因此入学机会更多、申请相对容易也成为来华留学的

主要动机。吴文英（2012）和刘杨（2013）也分别在

他们的调查中发现入学申请容易和机会多也是吸引外

国学生来华留学的重要因素。[15][12] 从排名第五和第

六的两项来华留学动机中不难看出，留学生也十分看

重中国的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并对教学和研究的环

境以及硬件设施有一定的要求。这也与安然（2007）

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13]

整体来看，排名靠前的动机中，外界因素对来华

留学动机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例如语言、文化、政

治、经济、入学、教学等。因此，推动非洲学生来华

留学的根本动力还是与中国各方面相关的外界因素。

丁安琪（2014）将外国学生来华留学动机分为三大类

型，并指出环境吸引动机远远高于另外两类动机：他

人推荐动机和个人需要动机。[11] 这里所说的环境吸

引动机也与本调查中排名靠前动机中各类外界因素类

似。值得注意的是“我有机会在中国工作”一项排在

最后，均值只有 2.5 左右，这与国内部分学者的调查

结果不太一致。如，吴文英（2012）对北京某高校外

国留学生的调查中显示能留在中国就业是吸引外国学

生来华留学的主要动机之一，该结论也在刘杨（2013）

对北京地区外国留学生的调查中得到证实。[15][12]

（二）非洲学生来华留学动机类型

动机是决定行为的内在动力，是行为的内在反映；

而动机类型是不同功能动机的分类，是动机的外在表

现。本文主要以丁安琪（2014）对外国学生来华留学

动机类型的分类和划分，作为本次分类和分析的标准

和依据。对调查问卷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 KMO 的



189

检验统计量为 0.765，说明各动机之间的偏相关性较

强，球形检验 P 值小于 0.001，因此数据显示适合做

因子分析。采用主成份分析归类得出四个因子，如表

2所示。

表 2  动机在因子上的负载量及因子命名

非洲学生来华
留学动机

因子1 因子2 因子3 因子4

学习生
活环境

社会学
校名声

自身发
展需要

入学优
惠政策

Q5
Q7
Q3

.805

.701

.474
Q12
Q11
Q8
Q10

.793

.635

.541

.514
Q2
Q1
Q4

.738

.734

.563
Q9
Q6

.809

.736

因子 1 中各项主要体现了非洲留学生在留学小环

境中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的动机，例如：中国的生活

条件、教学水平和教学设施条件等，因此命名为“学

习生活环境”。因子 2 中的各项都与留学大环境中的

社会因素和学校因素有关，因此命名为“社会学校名

声”，例如 ：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学校在外的名声、

学校的宣传和他人的推荐等。因子 3 被命名为“自身

发展需要”，是因为因子 3 中的几项，如对中国语言

文化的向往、有机会工作等，都与自身发展密切相关。

因子 4 中的两项分别是提供奖学金和入学容易，都与

入学时提供的优惠政策有关，因此命名为“入学优惠

政策”。按照四个因子所包含的题项计算各因子的得

分均值并排序，结果显示为：入学优惠政策（3.6701）

> 社会学校名声（3.5929）> 学习生活环境（3.5916）

> 自身发展需要（3.5008）。因此，对于非洲来华留

学生而言，入学的优惠政策对于他们的吸引最大，其

次为学习生活环境和社会学校名声，最后是自身发展

需要。

（三）留学生个体差异与来华留学动机分析

下面我们将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

析，来考察个体差异因素在各项来华留学动因上是否

存在显著差异。

1. 不同性别的均值比较和 T检验

研究对象中男生 128 名，占总人数的 67% ；女生

63 名，占总人数的 33%。检验数据显示，不同性别在

“中国的生活条件更好”（男生均值为 3.5625、女生均

值为 3.1270、T=2.392 和 Sig=.018）和“中国的政

治和经济环境更好”（男生均值为 4.0000、女生均值

为 3.4444、T=3.092 和 Sig=.002）上的 Sig 值都小于

0.05，因此具有显著差异性。我们发现，在这两项动

因上，男生的均值都高于女生，这说明非洲男生在来

华留学动因中对外界环境的期望和要求更高一些，外

界环境对他们来华留学的吸引力要强于女生。考虑到

男女性别在外界环境的动因上存在显著差异，我们应

该尽可能满足个体差异带来的要求差距，创造更好的

生活和外部条件，让非洲留学生在安心稳定的环境中

学习生活。

2. 是否汉语专业的均值比较和 T检验 

研究对象中有汉语专业 51 人，占总人数的

26.7% ；非汉语专业 140 人，占总人数的 73.3%。调查

结果显示，是否汉语专业在“我有机会留在中国工作”

（汉语专业均值为 3.0980、非汉语专业为 2.3500、

T=3.480 和 Sig=.01）上具有显著差异性。通过均值

比较不难看出，汉语专业的非洲学生相比于非汉语专

业的非洲学生更愿意留在中国工作。这大概与汉语专

业学生能更多接触中国语言与文化，比其他专业学生

更具有语言和文化背景上的优势有关，而且毕业后能

在中国就业对他们的人生阅历也是一种极大的提升。

也有研究认为，留学与移民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因此

留学之初选择汉语专业也是具有一定目的性的。

3. 是否华裔的均值比较和 T检验

研究对象中华裔学生 30 人，占总人数的 15.7% ；

非华裔学生161人，占总人数的84.3%。调查结果发现，

是否华裔在“学校的招生宣传很吸引人”（华裔学生

均值为 3.8667、非华裔学生均值为 3.3602、T=2.054

和 Sig=.041）上存在显著差异。华裔学生认为学校的

招生宣传在吸引他们来华留学时发挥了更多的作用。

这可能与华裔学生的华裔身份和生活背景有关，他们

长期受父母或亲人的正面影响，并对中国的语言和文

化有所了解，因此中国学校的招生宣传工作在华裔学

生中产生的积极效果会更加明显。丁安琪（2014）也

认为华裔学生的华裔身份对他们的影响在环境吸引动

机上表现得更加明显，如他们更注重中国的发展和环

境，更容易受到亲戚朋友的影响。[11] 因此，在学校的

招生宣传上我们要更加注重非华裔学生这一群体，使

招生宣传工作更有目的性和针对性，才能吸引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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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学生来华留学。

4. 是否奖学金生的均值比较和 T检验

研究对象中奖学金生 136 人，占总人数的

71.2% ；非奖学金生 55 人，占总人数的 28.8%。调查

结果显示，是否奖学金生在“朋友或他人的介绍和

推荐”（奖学金生均值为 3.2721、非奖学金生均值为

3.9455、T=-3.210 和 Sig=.002）和“所在城市或就

读学校很有名”（奖学金生均值为 3.7941、非奖学金

生均值为 3.2909、T=2.677 和 Sig=.008）上存在显著

差异。首先，奖学金生是指通过驻外使馆代理招生可

获得中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的学生，因此他们入学的

途径都是通过官方报名和申请，而非奖学金生则需要

其他的途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朋友和他人的介

绍或推荐。所以非奖学金生来华留学的动因中“朋友

或他人的介绍和推荐”的均值要远高于奖学金生。其

次，能够接受中国政府奖学金生的高校综合实力雄厚，

留学生教育优势明显，所处地理位置和环境优越，因

此“名城名校“的优势效应在奖学金生的来华留学动

因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安然（2007）对中国政府奖学

金生占大多数的非洲学生调查中发现名城、名校也是

他们十分看重的。[13]

5. 是否学历生、母语、年龄对来华留学动因的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是否学历生、不同母语和不同年

龄段在各项来华留学动因上的 Sig 值都大于 0.05，因

此不存在显著差异。丁安琪（2014）的研究显示，是

否学历生、各年龄段对来华留学动机类型不存在显著

差异，但是不同母语背景学习者在“环境吸引动机”

和“个人需求动机”上的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11]

四、结语

本次研究全面系统地调查和分析了非洲学生来华

留学动机的基本情况、动机类型以及个体差异因素对

来华留学动机的影响，本研究的调查结果也回答了前

言部分所提出的问题，得出三个方面的结论：

第一，“对中国语言和文化感兴趣”是吸引非洲

学生来华留学的首要动机。均值得分排列二到五位的

分别是“在中国有更多发展机会”，“中国的政治和经

济环境更好”，“中国的大学入学机会多或入学更容

易”，“中国的教学和研究的硬件设施更好”。整体上看，

外界因素对吸引非洲学生来华留学起主导作用。

第二，非洲学生来华留学动机类型主要有四种类

型，即“学习生活环境”动机，“社会学校名声”动机，“自

身发展需要”动机，“入学优惠政策”动机。各项类

型的均值排序依次为：入学优惠政策（3.6701）、社

会学校名声（3.5929）、学习生活环境（3.5916）、自

身发展需要（3.5008）。

第三，不同性别在“中国的生活条件更好”和“中

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更好”上存在显著差异；是否汉

语专业在“我有机会留在中国工作”上存在显著差异；

是否华裔在“学校的招生宣传很吸引人”上存在显著

差异；是否奖学金生在“朋友或他人的介绍和推荐”

和“所在城市或就读学校很有名”上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的研究对非洲留学生的招生和教学管理也有

一定启示。

在招生方面，继续扩大中国语言和文化在非洲

的传播和影响力度，让非洲学生更加深刻地了解并喜

爱中国语言和文化。为非洲学生在华留学创造更多的

发展机会和空间，例如，学习深造机会、接触他国学

生机会、实习或工作机会和深度体验中国生活的机会

等。创造有利于非洲学生来华留学的外部环境，例如，

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良好的教学科研条件，通畅便

利的入学申请渠道和更加优越的入学政策。在招生过

程中也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家庭背景和经济实力等因

素，加强学校在留学生本国的影响力度和声誉，招生

宣传也要更加切合学生的需求，有的放矢。只有这样

才能稳步地推进非洲学生来华留学事业，逐步扩大非

洲来华留学生的数量。

在教学管理方面，应多为非洲留学生创造优越的

学习和生活条件，提供集体文娱活动机会，让非洲学

生在安心愉快的环境中留学。在管理留学生的过程中

要充分考虑到个体差异对来华留学动机的影响，例如，

男女生在外界环境和硬件设施上的要求就差异明显。

在保障基本的学习生活条件以外，可以在住宿、文娱

活动、教学科研等方面区别对待。奖学金生相比于非

奖学金生认为自己所在城市和就读学校更有名。所以

要发挥奖学金生的引领带头作用，为传播语言文化、

扩大国际影响作出积极贡献。又如，汉语专业的学生

在“有机会留在中国工作”上的均值明显高于非汉语

专业的学生。因此，在汉语专业学生的培养方案中应

增加实习或实践环节，并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指导，为

汉语专业学生创造更多在华工作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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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Motivations of Studying in China among African Students
——Take the First Year African Students from Six Universities in Wuhan as an Example

Lu  Y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 and Exchang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African students who studied in China in the first year of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reports the 

distribution of motivations of Studying in China and types of those motivations. Results propose that being interested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are playing important role at attracting African students to study in China. We found 

that four types of those motivations are learning and living condition; Reputation of society and university; Requirements of individual 

development; Preferential admission policy. The article also suggests that personality factors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we recruit, 

manage, teach African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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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

对外汉语教师和外国留学生对教师教学效能感评价的调查分析
陆  野

（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本文调查了 34 位对外汉语教师和 90 名外国留学生对教

学策略、课堂管理、学生参与等三类 24 项“教师教学效能感”的评

价。调查结果显示，教师组和学生组在 24 项的评价上各有侧重，并

有 3 项显示出显著性差异。本调查可以给对外汉语教学提供一些有

益的启示。

【关键词】教师教学效能感  对外汉语教师  外国留学生  显著性

差异

1 前言
国外对教师教学效能感的研究起步较早，但多为描述性的。

如班杜拉（1977）认为教师教学效能是指教师对自己是否有能
力完成某一教学活动时所具有的期望 [1]。随后 Gibson 和 Dembo
（1984）等人的研究揭示，教学效能感高的教师相信他们能带
给学生更多的正面和积极的影响 [2]。Hoy 和 woolfolk（1990）的
研究表明，当教师本人有较强责任心，并重视教学效果时，其
教师教学效能感也会提高 [3]。在他们随后的研究（1993）中指出
学校氛围、学校管理方式等外部因素也对教师教学效能感有显
著影响 [4]。国内学者对教师教学效能感的研究起步较晚，也构
不成系统。如俞国良（1995,1999）对教师教学效能感作了一系
列的研究，其中对不同类型的教师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专家
型教师的个人教学效能感要明显高于新手型教师 [5]。辛涛（1995）
等人对教师的专业、学历、性别等影响因素的研究表明，教龄
是影响教师教学效能感的关键因素，其他的因素不存在显著影
响 [6]。

纵观国内外学者对教师教学效能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
教师教学效能感的定义和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上。而大多数关
于教师教学效能感的实证研究也只单一地从教师的角度出发进
行考察。考虑到对外汉语教师和留学生处于不同的教育和文化
背景中，我们认为有必要从对外汉语教师和留学生双方的角度
分别来考察他们对教师教学效能感的评价，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1）对外汉语教师的教龄、性别和专业对教师教学效能感
评价的影响是什么？

（2）外国留学生的性别、国别、年龄对教师教学效能感评
价的影响是什么？

（3）教师组和学生组对教师教学效能感评价是否有差异，
这些差异表现在哪些方面？

2 研究设计
2.1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的对象是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2013 学

年 -2014 学年的 34 位专兼职对外汉语教师和 90 名预科留学生。
参与此次调查的教师教龄层次差距较大，基本反映了目前国内
对外汉语教师的构成情况。华中师大汉语预科班的留学生大多
属于零起点汉语初学者，来自世界各国，学历以高中毕业为主。

2.3 调查工具
本次调查的问卷分为教师版和学生版两套，学生版为英汉

对照，教师版为中文。调查问卷的第一部分先收集了被调查者
的个人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教龄、国籍、专业。（为了保
证评价的客观性，所有问卷均为匿名填写。）调查问卷的第二
部分根据对外汉语教学的实际情况，对 Megan Tschannen-Moran
和 Anita Woolflok Hoy（2001）编制的俄亥俄州教师教学效能感
量表（OTES 或 OSTES）[7] 适当修订后设计的调查表，该表包
含三大类，教学策略、课堂管理、学生参与，共 24 个问题。评
价量表采用李克特五度量表 , 答案从“总是”到“从来不”分为
五个等级，依次对应于从 5 到 1 五个分值。调查结束后，我们
使用 SPSS19.0 对问卷的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处理。

3 结果与分析
3.1 对外汉语教师对教师教学效能感评价的结果及分析
调查对象中对外汉语教龄大于等于 3 年的教师有 12 位，对

外汉语教龄小于 3 年的有 22 位；男教师 8 位，女教师 26 位，
所学专业为对外汉语的有 23 位，非对外汉语的有 11 位。教龄大
于三年的教师组（M=4.0989）对教师教学效能感评价均值略高
于教龄小于等于三年教师组（M=3.8541）。有丰富经验的教师
能更清晰教学目标，实施不同的教学策略，控制课堂节奏和秩
序，因此他们更相信自己能提高或改变学生。在这点上，也与
Woolfolk Hoy（2007）、俞国良（1999）和徐彩华（2007）等人
对专家型 - 新手型教师教学效能感的研究大致相同 [8] [9]。女教师
组（M=4.0885）的评价均值略高于男教师组（M=3.8750）。这
可能与女性教师平时做事细心认真，更有责任感有关。专业教
师组（M=4.1250）评价均值也略高于非专业教师组（M=3.8021）。
具备专业的知识，加之对留学生的了解更深入，使得专业教师
们更有信心教好学生。但这与有些学者的研究结果不同。所做
的研究有一定的出入。俞国良（2000）和辛涛（1995）等人指
出教师的性别、教育背景对教师的教学效能感没有明显的影
响 [10]。从三大部分的整体情况上看，均值高低依次为课堂管理

（M=4.2187）、教学策略（M=4.1250）、学生参与（M=3.7083）。
教师们对学生参与这一部分的评价均值明显低于课堂管理和教
学策略。因此，在实际教学中应加强与学生的交流，了解学生
的需求，因材施教，有的放矢，真正地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
并积极地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教学效
果。

3.2 外国留学生对教师教学效能感评价的结果及分析
调查对象中亚洲学生 36 名，占学生总数的 40%，非洲学

生 29 名，占学生总数的 32.2%，欧美学生 18 名，占学生总数的
20%，大洋洲学生 7 名，占学生总数的 7.8%。男生 48 名，占
总数的 53.3%，女生 42 名，占总数的 46.7%。学生年龄小于 20
岁的有 35 人，年龄在 20 岁和 22 岁间（包括 20 岁和 22 岁）的
有 33 人，年龄大于 22 岁的有 22 人。就国别而言，大洋洲学生
（M=4.4047）评价均值最高，其次为非洲学生（M=4.2729），
再次为欧美学生（M=4.0995），最后为亚洲学生（M=3.9710）。
造成此顺序的原因，可能与学生的教育背景有关。大洋洲学生
和非洲学生以前较少地接触他国文化，对新鲜的事情也一般采
取全盘接受的态度，因此他们对大多数的教师教学行为大体上
持肯定态度。相比之下，欧美学生和亚洲学生有较强的批判精
神，他们也有强烈的意愿让老师来满足自己学习上的需求。女
生的评价均值（M=4.3025）明显高于男生（M=3.9748）。这
可能是女性留学生得到了老师更多的关心和照顾，女生们也普
遍耐心和认真一些，通过自身的努力克服困难，而男生或因成
绩原因，或因所受关心程度等原因，评价均值较低。从年龄的
角度出发，教师教学效能感的评价均值从高到低依次为：大于
20 岁（M=4.2272）>20 岁 和 22 岁 间（M=4.1995）> 小 于 20 岁
（M=3.9976）。这可能与学生的心智成熟程度和文化适应程度
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们对自己和教师都有更加客观的
认识，也知道通过怎样的途径来满足自己的学习需求。因此，
年龄较长的学生们更能适应不同老师的教学和不同的文化环境，
他们对老师的要求也不再苛刻，而是从自身出发，谋求其他解
决途径。

3.3 对外汉语教师和留学生对教师教学效能感评价的显著性
差异统计结果及分析

我们对教师组的 34 位教师和学生组的 90 名留学生在 24 个
问题上的均值进行统计和对比，并且运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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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组的均值进行了检验，结果见表 1.
表 1  教师组和学生组评价的均值及其显著性差异检验表

序

号
身份 均值

Sig.( 双

侧 )
序号 身份 均值

Sig.( 双

侧 )
序号 身份 均值

Sig.( 双

侧 )

Q1
教师 3.6667

  .152 Q9
教师 4.3333

  .903 Q17
教师 4.0833

  .541
学生 4.1889 学生 4.3000 学生 4.2667

Q2
教师 4.6667

  .489 Q10
教师 4.1667

  .811 Q18
教师 4.1667

  .527
学生 4.5111 学生 4.1000 学生 4.2889

Q3
教师 4.5000

  .315 Q11
教师 4.5000

  .226 Q19
教师 4.0000

  .621
学生 4.2556 学生 4.1556 学生 4.1333

Q4
教师 4.3333

  .367 Q12
教师 4.0000

  .798 Q20
教师 3.0833

  .315
学生 4.1111 学生 4.0667 学生 3.4444

Q5
教师 4.2500

  .675 Q13
教师 4.3333

  .419 Q21
教师 3.5833

  .050
学生 4.3556 学生 4.1111 学生 4.1333

Q6
教师 3.5000

  .038 Q14
教师 4.1667

  1.000 Q22
教师 3.3333

  .041
学生 4.0667 学生 4.1667 学生 3.9667

Q7
教师 4.1667

  .858 Q15
教师 4.0833

  .777 Q23
教师 3.4167

  .135
学生 4.1222 学生 4.1333 学生 3.8556

Q8
教师 3.9167

  .636 Q16
教师 4.1667

  .567 Q24
教师 4.0000

  .957
学生 4.0333 学生 4.3111 学生 3.9889

教师评价均值最高的三项依次为：Q2、Q11、Q3。教师
们普遍认为自己能很好地运用不同的教学策略和方式，善于提
问并回答学生所提的难题，在控制课堂纪律和维护课堂秩序方
面做得很好。教师评价均值最低的三项依次为：Q20、Q22、
Q23。教师们认为他们还不够关心学生的发展和需要，在学生个
性化学习方面做得有所欠缺。学生评价均值最高的三项依次为：
Q2、Q5、Q16。留学生们普遍认为老师能很好地解释或回答难题，
帮助他们克服学习上的障碍和困难，并能很好地控制课堂秩序。
学生评价均值最低的三项依次为：Q20、Q23、Q22。，不难看出，
学生对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不够满意。换句话说，学有能力的
学生希望老师能给予他们更多的挑战，学有困难的学生希望老
师能降低难度。

对比结果显示，教师组评价均值高于学生组的有 9 项：
Q2、Q3、Q4、Q7、Q9、Q10、Q11、Q13、Q24。 这 9 项 主 要
表现在教师对自己在教学策略和课堂管理上能力的评价要优于
学生对老师的评价。学生组评价均值高于教师组的有 14 项：
Q1、Q5、Q6、Q8、Q12、Q15、Q16、Q17、Q18、Q19、Q20、
Q21、Q22、Q23。这 14 项主要表现在学生认为老师能够很好地
帮助学生，并在满足学生学习个体需要这方面比教师的评价更
高。两组评价均值持平的有 1 项，Q14。根据独立样本 t 检验的
结果，在 24 项中，教师组合学生组在 Q6、Q21、Q22 三项上的
评价表现出显著性差异。也就是说，教师和学生在“老师能为
个别的学生调整课程的难度以适合学生的水平”，“ 老师能提
高学习成绩不好学生的理解能力”，“ 老师能帮助学生进行批
判性思考”等问题上存在极大分歧。由此看来，教师认为自己
对学习个体的关注程度还不够，特别是对学习个体学习水平是
否与教授内容的水平一致的关注不够。每一个学生都是独一无
二的个体，他们肯定会把自己的个性和需求带进课堂。只有个
性化的学习才能够提供给学生多样化的选择，而不是期待所有

的学生都以统一的方式完成教学目标。

4 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启示
4.1 适当地调整教学行为
我们可以根据教师与学生评价差异所反映出的教学情况适

当调整我们的教学行为。首先，教师们应充分地考虑到学生的
个体差异，为他们制定个性化的学习方案，使学生能各取所需、
各抒己长，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其次，我们设计的各项
教学环节都要做到既鼓励个别学生“冒尖”，又照顾到学习有
困难的学生，要让学生们尽可能展示他们的才能，而不是暴露
他们的短处。另外，在学生有需求和困难时，老师应提供及时
的帮助和准确解答。这为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排除学生畏难
情绪起到关键的作用。

4.2 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
为了使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能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对外汉语教师和留学生之间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沟通和交流。教
师应主动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想法，并积极地与学生就个
性化学习策略和方案交流意见，以增进相互的了解，并对自己
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目的等进行调整。

4.3 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我们不能忽略外部因素对留学生学习的影响，因此为留学

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我们要创
造一个良好的语言学习课堂并营造活跃的课堂气氛。在这样的
环境下，不但有利于师生或生生之间的交流，还能更好地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老师还要关注学生的心理或情感状态。
老师需要激发留学生的学习兴趣，鼓励他们具有探索和创新的
精神。老师也需要帮助学生减少他们学习汉语时的畏难情绪，
正确认识学习过程中的曲折现象，将负面或消极的影响减少到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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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教育部决定自2010年9月1日起，对全部中国政府奖学金本科来华留学生开展为期一年的汉语预

科教育，并要求在一年以内必须通过汉语水平考试4级（HSK4）。因此，使来华政府奖学金生在规定的时间内顺利

地通过HSK4级考试，并具备相应的大学本科专业基础知识成为了汉语预科教育的首要目标。本文以华中师范大

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预科汉语强化教学为例，将整个预科汉语强化教学周期分为四个阶段，阐释各个阶段汉

语强化教学的重点以及留学生学习汉语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HSK4 阶段性 预科教育 汉语强化教学

陆 野

试论以一学年为周期的预科汉语强化教学模式

探 索 争 鸣

一.引言

汉语预科教学是一种特定的

语言教学阶段，专指培养来华留

学生汉语交际能力和提高汉语水

平，并以汉语为媒介衔接留学生

的专业基础知识的一种特定时期

的语言教学。教育部规定自2010

年9 月1日起，对中国政府奖学金

本科来华留学生进行一年的汉语

预科教学。在一年时间内能顺利

地通过HSK4级的政府奖学金生方

可在第二年进入自己所属大学进

行专业学习。因此，对于开展汉语

预 科 教 学 的 院 校 和 相 关 的 师 生

们，通过HSK4级和掌握专业基础

知识成为这段特殊学习期间的共

同目标。对留学生开展有针对性

的汉语强化教学成为达到此目标

的 唯 一 途 径———在 较 短 的 时 间

内，通过强化教学提高教学效果，

顺利 通过 HSK4 级 并进 入 专业 学

习。
二.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汉语预科班及学生的基本

情况

华中师大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早在2008年就开始接受汉语预科

生，也是全国首批来华留学预科

基地之一。截止到2012年底，我校

的留学生数量达2345人，其中预

科生348人，占总数的14%。以2012

年的预科班为例，大多数预科生

都来自非汉字圈的国家，来中国

以前没有接受过任何的汉语教育

（零基础学生）。他们要在华中师

大预科班进行为期一年的汉语学

习，在通过HSK4级后进行自己的

专业院校学习。他们要在一年的

时间内顺利通过HSK4级，还要学

习专业基础知识，显然预科汉语

教育与普通的语言进修生教育差

别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任务重，

时间紧，强度大，因此预科汉语教

学采取强化教学的模式是十分必

要的。为期一年的预科汉语强化

教学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预

备期、提高期、备考期和衔接期。
本文以华中师大国际文化交流学

院汉语预科班为例，阐释各个阶

段的教学重点和特点以及留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问

题，并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三.预科汉语强化教学的四个

不同的阶段

1. 预科汉语强化教学的预备

期

预 科 汉 语 强 化 教 学 的 预 备

期，一般是指开学后的两个星期，

让留学生对汉语有大致的了解，

教学的重点应该放在拼音和汉字

上。对于大多数的零起点外国留

学生来说，从非声调语言转向声

调语言，从拼音文字转向方块文

字是较为困难的。汉语的读音有

四个声调，还有翘舌音，前鼻音，

后鼻音等语音，汉字的书写笔画

众多，字体结构复杂，而且将汉字

的形音义在留学生的头脑中建立

起一定的联系，就更为困难了。留

学生从一开始接触汉语，就容易

产 生 一 种 畏 难 情 绪 和 排 斥 的 心

理。因此，在预科汉语强化教学的

预备期，帮助留学生解决他们在

初学汉语时的疑惑和困难，排除

他们的焦虑心理，使留学生在轻

松愉快的气氛中接触汉语，了解

汉语，并帮助他们更快地熟悉拼

音，认知汉字成为了这个阶段的

教学目标和重点。以提高兴趣为

主的汉语强化教学也成为此阶段

的教学特点。
首先，对于汉语拼音，我们会

用开学第一周的时间集中讲解，

使学生全面、系统地对其了解。教

师在简明地讲清语音理论，发音

规则和要领后，进行高密度、快节

奏的跟读模仿训练。训练的重点

应该放在声调和音节的拼读上，

并在语音训练时注重对学生的发

音问题进行及时的纠正。第二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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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音教学是对第一周教学成果

的检验和巩固。这时的语音训练

应由大量的跟读模仿转到培养学

生辨别语音的能力上来。在教师

的引导下，可以采用听写、听辨正

误、听辨声母和韵母、听辨近音

词、从短语或句子中找出听到的

词语等方式进行。还可以进行分

组竞赛或是搭配组合练习，形成

良好的语音训练环境，培养学生

学习拼音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其次，对于汉字教学，在第一

周我们会集中开展笔画和笔顺的

教学，第二周会完成汉字的偏旁

部 首 和 结 构 的 讲 解。张 和 生

（2006）强调初级阶段是汉字教学

的最基础阶段，其主要任务是积

累，包括对独体字与合体字、汉字

构形系统知识的积累。为实现这

一目标，我们会从笔画、笔顺教学

到偏旁教学再到整字教学等一系

列教学中进行大量操练，并在操

练 过 程 中 适 度 地 讲 解 汉 字 的 构

意，以帮助学生识记汉字。但留学

生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也常有汉

字难学、汉字没有规律的印象。为

克服这一问题，教师在汉字教学

的初级初级阶段要增加教学的趣

味性，例如开展数汉字笔画、找相

同部件、组合汉字、字上作画等游

戏教学。
2. 预科汉语强化教学的提高

期

预科汉语强化教学的提高期

是指从开学两周后一直到第一学

期期末，对留学生听说读写各方

面语言水平提高的阶段。在预备

期的汉语学习中，留学生已经对

汉语拼音和汉字有了一个大致的

了解。因此，提高期的教学重点应

该放在对留学生语言水平全面提

高和交际能力培养上，并同时开

设以综合课打头、听说课和读写

课并行随后的课程模式。这样一

来，既可以使听说读写各个语言

水平得到均衡的发展，也可以侧

重某一技能的训练，专门提高某

一方面的能力。为了能在下个学

期顺利地通过HSK4级考试，此阶

段的教学至关重要，如果学生能

在 高 强 度 下 继 续 保 持 高 效 的 学

习，必定为HSK4级考试打下坚实

的基础。因此，强度高和输入量大

为此阶段的教学特点。
首先，提高留学生的听说水

平。听说的交际能力是提高汉语

水平的起点。在预备期时打下了

良好的语音基础，这时应该突出

听说的强化训练。听说的强化训

练首先从听的能力入手，再逐步

地转向说的能力。例如首先要借

助有声材料进行听辨、理解、判断

和归纳等一系列听的训练，然后

在听知内容的基础上进行口语训

练。口语训练的方法是教师提供

一定的语言材料（包括可用生词，

固定句型，语言使用情景等），并

提出相应的要求或需要达到的目

标，让学生进行诸如口头填空，口

头续句，口头造句，口头问答和会

话等培养口语交际能力的活动。
当然听力和口语的训练也需要依

托于一些文字材料，上述的所有

训练都可以围绕课文或其他文字

材料展开、深入、扩展和提高。迟

敏（2000）也强调在听说训练的同

时辅之读写训练，既突出了听说

训练，又避免了单纯的听说训练

不能使已学知识充分发挥作用和

读写能力的缺失等缺点，因此可

以 达 到 听 说 读 写 全 面 发 展 的 目

的。
其次，提高留学生的读写水

平。在听说能力得到大幅提高的

同时，我们也应该重视读写能力

的培养。汉字的教学会一直贯穿

在整个预科汉语教育中，而不仅

仅是预备期的主要任务。所以，教

师要结合汉字课的教学，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在读写训练时要

采取听说读写兼顾而注重读写的

原则，对学生进行读写的强化训

练。我们可以围绕着一篇课文或

对话训练读写能力，例如：通过阅

读课文或对话加强阅读能力，在

学生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适当

加入词语或句子的讲解，特别是

一 些 特 殊 的 表 达 和 句 式 的 讲 解

（趋向补语、可能补语、程度不语、
“把”字句等），因为这些难点都会

对学生阅读造成障碍。写作能力

是 建 立 在 阅 读 能 力 的 基 础 之 上

的，写作训练可以从仿写开始，在

写作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帮助学

生总结出词语的搭配、句式的选

择，结构的框架等，然后慢慢地过

渡到自由写作的阶段。这样不仅

可以培养留学生用汉语进行思维

和写作的能力，还能培养他们的

创造性。
3. 预科汉语强化教学的备考

期

预科汉语强化教学的备考期

是指从第二学期开始直至留学生

考完HSK考试，专门针对HSK考试

而开展的以考试复习为主的教学

阶段 （大多数留学生可从第二学

期的3月份开始报名考试，所以此

阶段大概为2-3个月）。因为HSK4

级考试直接关系到中国政府奖学

金生是否能顺利地进行专业院校

继续学习，因此在HSK4级考试之

前进行系统地复习，并对考试内

容有针对性的学习是十分有必要

的。虽然在四个月左右的提高期

内打下了良好的汉语基础，但是

现有的汉语教材中很少有能高度

地贴近HSK4级考试的词汇要求和

考试内容的教材，所以在备考期

的学习过程中，教师需要自行编

制一套备考资料，应该包括切合

HSK4级考试词汇表及注解、覆盖

考试范围的语法点和常考句式，

并将这些语言知识和内容汇编成

一册课文集，以讲课文、做练习的

方式进行讲授和练习。这样更容

易让留学生接受，学习的效果也

会更好。贴近HSK4级考试要求的

教学也是此阶段的教学重点和特

点。
首先要做好复习阶段的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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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曾柱，苏磊鑫（2013）强调每

一次阶段性的测试和评估工作在

以HSK4 级为目标的预科汉语教

学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可谓

是为HSK4级考试“添砖加瓦”。测

试是为了检验前一阶段的复习效

果，查漏补缺。每一位教师应严肃

对待，认真负责地找出试卷中留

学生们普遍暴露出的缺点弱项，

集中突击，并总结出考试的规律

和考试的重点。每一位学生也应

给予足够的重视，认真应考，认真

分析，及时调整自己的学习和备

考的方向，努力从中找到正确的

答题思路和解题方法。对考试成

绩的评估也是为了更好地备考。
可对学生的成绩做横向分析，找

出学生在听说读写四项技能中的

短板；也可对学生的成绩做纵向

分析，找出学生成绩波动的原因。
通过课堂教学和课后辅导相结合

的方式，对学生的短板和成绩波

动的影响因素加以调整和控制。
其次是对学生做好心理疏导

工作。由于在备考期间，学生的生

理和心理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因此我们要及时发现学生情绪的

变化并加以疏导。首先要克服学

生们的浮躁心理。在大量的练习

和讲解之后，大部分留学生容易

出现自满的心理，他们觉得高强

度的学习后必定会有个好成绩。
所以教师要适时地抑制住学生的

浮躁心理，通过单独谈心或集体

讨论的方式让学生们明白汉语学

习一条很长的路，而不应该以考

试为最终目的，学好汉语的唯一

出 路 就 是 坚 持 并 脚 踏 实 地 的 学

习。然后还要克服学生在考前出

现的恐惧症。在经过大量的练习

之后，有些留学生仍然对一些语

言知识掌握得不好，这时他们将

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汉语太难，而

忽略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对汉语

考试的畏惧心理就此产生。同样，

教师应给予一定的心理疏导，让

学生冷静对待自己的错误，同时

也要树立信心，积极地投入到备

考和学习中去。
4. 预科汉语强化教学的衔接

期

预科汉语强化教学的衔接期

是指结束考试后直到第二学期结

束，以汉语为载体的专业知识衔

接教学。此阶段的教学带有一定

的专业性，但是教学思路和教学

方式仍然以汉语教学为出发点。
虽然经过了七个月左右时间的汉

语学习，预科留学生的汉语水平

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但是学生面

临着进入专业院校继续学习自身

专业的选择，再加之预科生的专

业教育背景不一，进行入专业前

的 专 业 知 识 衔 接 是 十 分 有 必 要

的。基于此，此阶段的汉语强化教

学要在内容上有所偏向，但是在

留学生没有进入专业院校学习之

前，预科院校的主要任务还是培

养留学生的汉语能力和提高留学

生的汉语水平，在教学方式和教

学目标上都要从汉语教学的角度

上出发。因此，此阶段的教学重点

是培养留学生以汉语为媒介学习

专业知识的能力。
在 短 短 的 两 三 个 月 的 时 间

内，要把留学生从参差不齐的专

业背景训练到能符合大学专业知

识要求的统一标准上来是有相当

难度的。首先我们要明确大学专

业基础知识的基本要求和内容；

其次我们要通过怎样的方式将这

些内容融入到汉语强化教学中，

使留学生们能较为容易的接受；

最后，通过怎样的途径使专业知

识水平不一的留学生们都能达到

这样的标准。
首先，我们要研究大学专业

基础知识的需要并制定出教学大

纲，编写出相应的专业词汇，所需

的专业背景知识等。其次，教师应

该遵循语言课的规律来教学，同

时兼顾专业内容，将两者有机的

结合起来，避免把汉语专业课讲

成了专业词汇翻译课，教学时要

突出专业概念的理解，专业词汇

的构成和结构复杂句式的理解。
最后，积极鼓励留学生大胆地探

索专业问题，培养留学生发现专

业问题和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
坚 持 课 堂 教 学 和 课 外 辅 导 相 结

合，并针对不同的专业同学提前

开设部分大学专业知识讲座和辅

导，以其尽快适应大学专业的教

育。
四.结语

本文探讨了预科汉语强化教

学模式中的各个阶段的教学侧重

和特点。密集型教学和高强度的

训练是强化教学的本质，也是贯

穿在此强化教学模式的每一个阶

段中的。程乐乐、翟汛（2012）提出

“语言”和“专业”兼顾才是目前我

国汉语预科教学的趋势。但是一

味地强调强化教学中的“教”而忽

略了“学”是十分不可取的。因为，

教学过程是教和学的双向互动的

过程，在教的同时我们应该充分

考虑到学习者的知识背景和接受

能力。只有在教学的“教”和“学”
上双管齐下，才能达到最好的教

学效果。
总之，我国的汉语预科教学

已经逐步地探索出自身发展的道

路，多种预科汉语强化教学模式

的形成和竞争将会促使我们汉语

预科教学更加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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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陆野，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对外汉语教学。

土库曼斯坦留学生汉语词汇学习策略与

产出性词汇测试成绩的相关分析
○陆 野

（华中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产出性词汇测试，考察 35 名土库曼斯坦留学生汉语词汇学习策略的使用

情况，以及这些学习策略与产出性词汇测试成绩的相关性。调查结果显示土库曼斯坦留学生最常使用的词汇

学习策略依次为认知策略、记忆策略、社交策略和元认知策略。此调查研究也证实元认知策略、猜词策略等因

素与产出性词汇测试成绩有显著相关性。本研究可以给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词汇学习策略；产出性词汇测试；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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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国外对第二语言词汇学习策略的研究开展较早，大多为

实证研究。如O’Malley和Chamot（1990）研究发现学习者最常

见的词汇学习策略是认知策略，特别是机械重复的策略在学

习者中普遍存在。Ahmed（1989）和sanaoui（1995）等人发现好

学生在学习策略使用的种类和数量上占有一定优势。Schmitt

（1997） 的研究发现不同文化背景的学习者对词汇学习策略

的看法和选择不尽相同。国内对第二语言词汇学习策略的研

究起步较晚，如徐子亮（1999）从认知心理的角度出发对外国

留学生汉语学习策略进行了调查研究，总结出了外国留学生

最普遍的学习策略。江新（2000）探讨了留学生的性别、母语、
学习时间和汉语水平等个人因素与学习策略使用之间的关

系。鄢胜涵（2007）从外国留学生不同文化背景的角度出发考

察外国留学生对词汇学习策略的观念、词汇学习策略的使用

情况的差异性。符冬梅和易红（2012）专门考察了中亚留学生

的词汇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与汉语成绩的相关性。
纵观国内外学者对外国留学生汉语词汇学习策略的调

查研究，首先，调查方法主要集中在利用已有的学习策略调

查表对外国留学生进行调查。而针对某一特定国别学生的调

查中，我们要充分考虑到他们特有的教育和文化背景，设计

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学习策略调查表。其次，大多数的调查内

容只停留在对学习策略的分析和评价上，而没有进一步深入

讨论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与学习成绩的相关性。鉴于上述分

析，我们认为在外国留学生中选取某一特定国别的学生进行

类似的词汇学习策略调查是十分有必要的。
二、研究设计

（一）调查目的

本次调查的目的在于了解土库曼斯坦留学生汉语词汇

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并考查学生产出性词语测试成绩与词

汇学习策略的相关性，浅析得出的结果并提出教学建议。
（二）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的对象是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2013~2014学年的35名土库曼斯坦预科留学生。他们全部属

于零起点汉语初学者，学历大多为高中毕业。他们需要进行

一年的汉语强化学习，并通过HSK4级考试以后方可进入大学

学习专业。
（三）调查工具和过程

为了实现本次调查的目的，我们先后设计了两份调查问

卷和一份测试题。
第一份调查问卷是根据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实际情况，

对Helen H. Shen （2005）[1]p63~64的汉字学习策略调查表（Ap-

pendix A.）进行适当修订和准确翻译后设计的调查问卷，该问

卷含有汉语和土库曼语对照的12个开放性问题。这次调查设

计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引出土库曼斯坦留学生自己的词汇

学习策略或方法，编制出一个具有土库曼斯坦学生自身词汇

学习特点的调查表。
第二份调查问卷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被调查者

的基本信息，如姓名、年龄和性别等。第二部分是根据第一份

调查表汇总和改编而成的土库曼斯坦留学生词汇学习策略

调查表。此表共34个问题，大致分为五类：第一类：初遇生词

时所用的策略（Q1-Q4）；第二类：理解生词意思时所用的策略

（Q5-Q14）；第三类：记住生词时所用的策略（Q15-Q23）；第四

类：练习生词时所用的策略（Q24-Q29）；第五类：预习或复习

生词时所用的策略（Q30-Q34）。调查表量表采用李克特五度

量表（Likert Scale），答案从“总是这样”到“从来不这样”分为

五个等级，依次对应从5到1五个分值。调查结束后，我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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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S19.0对问卷的结果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最后一份是一张产出性词汇测试卷。产出性词汇和接受

性词汇是涉及语言学习者对词汇掌握程度高低的一对概念，

前者指学习者能正确使用或运用的词汇，后者指学习者能认

识和理解的词汇。任春艳（2011）就直接指出真正能代表学习

者语言水平的是产出性词汇。[2]p114因此，为了考察土库曼斯坦

留学生的词汇学习策略与他们真实的汉语词汇水平的相关

性，我们采用产出性词汇测试的方式了解学生的真实汉语词

汇水平。Laufer（1998）[3]p255~271又将产出性词汇分为控制性和自

由性两类，前者指有语言环境的限制或提醒的产出词汇，后

者指没有条件限制的产出词汇。目前没有一套测试系统或工

具能准确测出自由性产出词汇。为了满足本调查的需要，结

合Laufer（1999）[4]p33~51和任春艳（2011）[2]p111对控制性产出词汇

测试的研究，我们将土库曼斯坦留学生汉语产出词汇测试设

计成以下形式：（该词拼音的首字母已给出）

1.儿子，你的头发有点儿长了，该去L 了。
2.我怕路上堵车，所以每天早上都T 半个小时

出发。
3.这儿离机场还有30多G ，至少还要一刻钟。
4.他在这里住了十几年了，所以他对附近很Ｓ 。
5.我的房间又脏又乱，我需要D 一下。
6.……
根据钱旭菁（2002）[5]p55对词汇量测试的研究，她提出测试

的选词范围应该从学习者可能掌握的词汇中选出，因此，在

具体的选词过程中，我们考虑到这一点，将测试词汇确定在

HSK4级的范围以内，所有的测试内容来自HSK4级考试的5套

原题（H41113-H41117）。我们把阅读第一部分的选词填空改

为以上的形式，并对语言材料加以修改，以保证有充足的语

言提示和答案的唯一性。同任春艳（2011）[2]p112设计的测试方

法一样，如果学生在汉字的书写上发生笔画错误或者用拼音

代替不会写的汉字，在不影响整个句子理解的基础上，我们

认为学生对该词达到了可以运用的水平，应该属于产出性词

汇的范围，我们也记为正确答案。正确答案记为1分，错误答

案记为0分。本次测试卷共25题，满分为25分。考试时间为20

分钟。最后根据学生的成绩，并利用SPSS19.0计算出该汉语产

出性词汇测试的信度Cronbach’s Alpha为.927，属于高信度的

测试。考试成绩应该真实有效。
三、结果与分析

（一） 土库曼斯坦留学生对词汇学习策略使用情况的评

价结果和分析

根据第二份调查的结果，我们对土库曼斯坦留学生在34

个词汇学习策略的评价上进行了均值、极小值、极大值和方

差的统计，得出表1，即土库曼斯坦留学生词汇学习策略使用

情况。

如表1所示，使用均值前五名的词汇学习策略分别是Q5、
Q6、Q34、Q1、Q3。首先，土库曼斯坦留学生最注重生词的意

思，在不知道生词意思的情况下，他们会使用猜测策略和查

词典的策略。其次，在关注生词意思的同时，他们格外关注生

词的发音和书写，这可能与生词的第一次出现积极地调动了

他们的视听感官有关。使用均值后五名的词汇学习策略分别

是Q27、Q28、Q14、Q18、Q30。不难看出，土库曼斯坦留学生较

少接触课外的语言材料，包括文字类或音频图像类，他们获

取语言知识的主要途径是课堂学习。他们也很少与外界交流

确定生词的意思。此外，他们也不常预习生词，这可能与土库

曼斯坦留学生较多依赖课堂学习满足自己生词学习的需要

有关。
根据Oxford（1990）[6]提出的学习策略理论，大致分为认知

策略、记忆策略、补偿策略、元认知策略、社交策略和情感策

略。根据表1内容，从学习策略的整体情况考虑，土库曼斯坦

学生认知策略（Q1、Q3、Q5、Q6、Q7、Q24、Q25、Q29）的使用要

远远高于记忆策略（Q16、Q17、Q18、Q19、Q20、Q21、Q22）的使

用。这可能与土库曼斯坦留学生重视词汇的认知和汉语词汇

教学中强调词汇的理解有关。这与Oxford（1990）[6]、O’malley和

Chamot（1990）[7]等人的研究结果大致相同，他们认为认知策

略是学习者最常使用的策略。但是此结论与符冬梅、易红

（2013）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他们在对中亚留学生使用词汇

学习策略的调查中指出中亚留学生最常用的策略是社交策

略，其次才是认知策略。[8]p75土库曼斯坦留学生使用社交策略

（Q13、Q14、Q26） 的均值略高于使用元认知策略（Q23、Q27、
Q28、Q30）的均值。这可能也与土库曼斯坦留学生善于与人交

际、沟通，但对学习缺少计划和管理有关。这点与符冬梅、易
红（2013）的研究结果大致一样，他们也认为元认识策略是中

亚学生最少使用的策略。[8]p77

（二） 土库曼斯坦留学生词汇学习策略使用情况与产出

性词汇测试成绩的相关性

我们先用设计好的产出性词汇测试卷对这35名土库曼

语言文字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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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留学生进行了测试，他们的成绩情况大致如下：最高分

18分，最低分0分，高于10分的学生有19名，低于10分的学生

有16 名。考试成绩分布较为分散，真实地反映了学生们的汉

语水平和平时课堂表现。
然后，我们运用双变量显著相关性的分析方法对土库曼

斯坦留学生使用词汇学习策略的情况和产出性词汇测试的

成绩相关性进行检测，结果如表2所示。

如表2所示，当Sig（双侧）值在0.05的水平上，Q1、Q7与测

试成绩具有一定相关性。这说明，对土库曼斯坦留学生来说，

对生词发音的关注程度直接影响他们的汉语学习水平。当Sig

（双侧）值在0.01的水平上，与测试成绩有显著相关性的学习

策略有Q5、Q9、Q10、Q20、Q24、Q25、Q29、Q33、Q34九项。Q5涉

及到学生的猜测策略，因此推测未知词语的能力直接反映学

生的汉语水平。Q9和Q10涉及到生词的辨析和用法。对生词的

辨析能有效帮助学习者在正确的语言环境中使用该词，了解

生词在句子中的位置能使学习者更加清楚地认识该词的词

性及搭配，对于实际运用该词也大有帮助。Q24、Q25、Q29涉

及到练习生词的具体方法。无论是口语练习还是书面练习，

无论是在假定的环境中练习，还是在真实的交际环境中练习

生词，都与学习者的汉语水平显著正相关。Q20、Q33、Q34这

几项学习策略都是通过规划、监视或管理自己的学习情况，

属于元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与他们的真实汉语水平也紧密

相关。符冬梅、易红（2012）的研究结果也指出在中亚留学生

的词汇学习策略中，高分组学生与低分组学生存在显著性差

异的是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8]p55因此，培养他们的元认知

学习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
四、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启示

（一）适当调整教学行为

我们可以针对土库曼斯坦留学生词汇学习策略的特点

适当调整教学行为。首先，我们应尽可能多地提供可理解的

例句或上下文语境，这样可以帮助学生理解生词意思和掌握

生词的用法。其次，在初次介绍生词时，应充分利用学生视听

感官高度集中这一优势，适时引入多媒体技术，播放音频或

视频等语言材料，加深学生对生词的发音和书写的印象。另

外，我们可以通过多渠道帮助学生涉猎课外的语言材料和知

识，扩大他们的知识面，使他们不再仅仅依赖于课堂的教学，

而是转为主动与外界交流、合作提高汉语水平。
（二）注重学习策略的培养

运用策略的能力是学习者语言学习能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直接反映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因此，老师可以逐步引导土

库曼斯坦留学生建立适合自己的学习计划，定期汇报学习的

情况，对自己学习的过程加以管理。这样，随着留学生元认知

策略的不断提升，他们学习汉语具有一定计划性，他们的学

习过程也被有效监控，汉语水平必定得到极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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