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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背景下“一带一路”留学生汉语线上课
程教学研究

王静   范永婷

江西泰豪动漫职业学院  江西  南昌  330200

【摘  要】2020年新冠疫情不断蔓延，各地高校为了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开学不断延迟下 ,教育部提出“停课不停教 ,
停课不停学”新举措来应对全国高校春季学期延期开学问题，因此各大高校广泛采用线上教学及学习方式。但线上

学习对“一带一路”留学生汉语课程教学却带来了新的挑战，对于现行汉语网络线上教学也面临着一系列现实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就网络线上课程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改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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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自从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带一路”的

合作倡议以来，截至 2019 年 10 月底，中国已经同 137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合作关系。在“一带一路”倡议的

带动下，“一带一路”经济带上岗位及机会的激增，促

进了留学生校企合作的发展，来中国学习汉语的留学生

人数更是不断增加。

但是 2020 年初，新型冠状病毒突如其来爆发，并

且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扩散。为了有效抗击疫情，我们举

国之力，积极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疫情虽至 5 月初取

得了有效的进步，但疫情防控工作仍将常态化持续化进

行。但是爆发初际，由于外媒的不断渲染，部分在中国

的留学生不明真相，战战兢兢，再加上家长的担心和不

断催促，所以纷纷购票回国。但同时也有一部分留学生

没有回国，他们坚信中国能处理这件突发事件，于是留

在了学校。

为防止新冠肺炎疫情在学校蔓延 , 延期开学成了一

项重要举措。随着疫情的不断蔓延，教育部在互联网发

展的背景下 , 倡议展开了“停课不停学”网络在线教学，

各大高校为保证“停课不停学”, 普遍采用线上教学的

授课方式，来应对全国高校春季学期延期开学问题，其

中针对留学生的汉语课程也不例外。留学生汉语教学是

一个复杂的适应系统，我们需要发现并适应留学生汉语

教学的规律，以具体教学活动为对象，结合网络线上教

学的特点，调整并改革教学策略和模式，以实现教学的

不断优化。

2 留学生汉语线上教学引入的必要性
目前学生群体大多数是 00 后，他们是伴随着互联

网不断发展一起的背景下成长的一代，在传统的教学课

堂中，老师采用各种办法同手机争夺学生的注意力，但

是效果差强人意。那么不如让手机作为一种辅助教学工

具，引导学生通过互联网进行碎片化自主学习。随着互

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汉语学习模式的转变不论是

对于本国学生还是留学生来说都是现行高等教育领域必

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与传统教学不同，网络线上课程的特点，首先在教

学方式上不是传统的教学方式，而是线上远程教学方式；

其次是学生不用局限在教室课堂里，学生可以根据自己

的喜好和时间，选择相应的课程和上课的时间地点；三

是网络线上教学方式，能够让教师与学生在线上进行有

效沟通。

教育部于 2012 年出台的《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

划 (2011—2020)》文件中，其中明确提出“重点推进信

息技术与高等教育的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内容、教学手

段和方法现代化，促进高等教育质量全面提高”。这表

明教育要适应不断发展的“互联网 + 技术”，更要适应

当代高校学情变化的新要求。

2.1 教学资源选择方面

传统的汉语课堂受到课时、教学场所等多重限制，

尽管也可以利用多媒体获取到一定的互联网资源，但是

因为每一位老师选择的教学资源和教学内容并不相同，

并且课堂学习内容的相关性也并不一样，所以留学生学

习的内容比较浅显，不深入，同时也不能较为全面地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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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汉语的博大精深。然而网络线上教学资源相对更多，

汉语教师可以尽最大可能获取网络上的图片、视频运用

在汉语课堂。

2.2 教学针对性方面

传统课堂中的授课对象是课堂中的学生，是根据课

堂学习者中的相关平均水平设置和挑选的的学习内容。

由于时长和课堂环境的限制，很多时候教授的内容需要

考虑的是大多数，针对的不是每一个学习者，所以这样

的课堂缺少了教学的针对性，不能很好地做到因材施教，

因此会大大挫伤一些留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而网络

线上课程相对而言有较强的针对性，所以留学生可以根

据自身汉语学习的特点和实际需求挑选不同的汉语授课

内容和自己喜欢的汉语授课方式学习。这样，和留学生

之间才能实现较为精确的配对 , 汉语教师的教学内容和

教学方法才能有较为精确的选择，也可以提高留学生汉

语教学效果。

2.3 教学方式方面

汉语教师的填鸭式教学是传统留学生汉语教学的基

本形式，教师占据主导地位 , 而这种与留学生面对面地

进行传统教学活动中 , 留学生只能被动接受学习内容和

教学方式，而授课教师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有完全的

决定权。与传统授课方式相比，就留学生而言，网络线

上教学更有利于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他们是知

识层面的积极构建者，就教师而言，推动和帮助了留学

生对知识层面的构建。网络线上课程突出了学生的主要

学习地位，又结合了传统型教学的特质 , 使得留学生能

够在远程，并且在没有教师当面讲授的情况下，可以充

分运用已经掌握的汉语知识进行情景模拟对话，自如地

使用相应的语音、词汇及相应的语法自主交际。这可以

有效地缓解课堂中因交流不畅或者学生紧张情绪所造成

的尴尬，也可以为语言学习者提供一个轻松、延时的交

流环境，从而能让学生进行有效的交流。教师不再是传

统的填鸭式强制传授和灌输汉语知识，更是监督和合理

的引导，充分激发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作用。

3 疫情防控背景下汉语线上课程学习的挑战
学生学习汉语线上课程，满足学生的求知欲，发挥

学生主体作用，有利于学生更好地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

也有利于学生及时、反复的学习观看，突破了空间和时

间的限制，加深学习效果。但是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的

是线上课程学习的挑战。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的《第 4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 2018

年 6 月，我们国家移动端网民比例从 2017 年的 97.5%

上升至 98.3%，移动端网民比例大幅度提升。随着微信、

QQ、微博等即时通讯与社交工具的普及，人们的注意

力集中时间不足平均半小时，已经下降到平均 12 分钟。

2020 年全国各行各业都受到疫情或多或少的影响，其

中教育行业是受到较大冲击的行业之一。对于网络线上

教学方式，学生终于可以“正大光明”“玩”手机了，

网络线上课堂如何吸引学生注意力，有效地“玩”手机，

提高学习效果，对于教师而言都是需要思考解决的难题。

3.1 惰性滋生，汉语语言能力退化

很多语言研究把学习者第二语言的学习发展或多或

少理解成渐变连续的步骤、从零到近似母语的线性发展。

动态系统理论认为二语学习是基于使用、基于项目的学

习。也就是说，二语习得的过程曲线不是线性的，不是

完成一个步骤再进行下一个步骤，甚至一个步骤中的学

习曲线也不是线性的，而是不规则的起伏，布满了进步

和倒退。

在疫情防控背景下，所有的学生被迫度过了一个超

长的寒假，为了完成线上学习的课程安排，他们长期宅

在家中面对电脑和手机，在家学习，学习环境不能保障，

并且缺乏监督和学习氛围，这都是是学生惰性学习滋生

并增长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由于在汉语语言学习中

长期缺乏目的语的客观外在环境，留学生在汉语线上课

程学习中为了尽快完成任务，会出现应付学习的情况，

甚至会出现偷懒不交作业，拒绝参与线上交流活动。并

且单纯依赖的线上交流方法，因为缺乏肢体语言和表情

的配合，造成沟通效果不佳，并且在结束线上汉语学习

之后，学生马上又回到母语或者第三语言的客观环境中，

缺少必要的汉语交际，所以很多学生的汉语语言能力已

经在逐渐退化。

3.2 汉语授课教师呈现出的水平参差不齐

每个学习者都有各自的学习特点，而授课教师同样

如此，授课风格各有千秋，并且每个授课教师会因为时

间、场地、设备等的不同因素，呈现出来的效果也不同，

甚至是同一个教师，在不同的录制场地和时间，呈现的

授课水平也不尽相同。并且对于从未接触过这种方式的

授课教师而言，一切都会成为发挥失常的因素，这不仅

费时，而且费力。

4 疫情防控背景下汉语线上课程学习的改进策略
学生在汉语线上课程学习惰性滋生，教师在课程

的设置方面可以设置阶段性计划和学习内容，针对不同

的学习阶段有着不同的学习的任务，而不总是千篇一律

的学习过程和学习任务，减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滋长惰

性。针对于学生由于缺少汉语语言环境造成的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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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可以增加一些趣味性的学习项目和学习任务，比

如汉语配音活动，汉语学习过程拍摄的学习任务等等，

增加汉语语言学习的趣味性，为学生汉语学习创造一些

条件，增加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愿意学、快

乐学。

针对汉语授课教师呈现出的水平参差不齐问题，

授课教师可以人为预先甄别出一些较优秀的视频或者在

网络授课方面有经验、有活力的教师，这样能保证教师

在授课的过程中不会因为紧张或者不适应等因素造成人

力、物力的浪费和不必要的消耗，增加汉语线上课程学

习的时效性和有效性。

5 结语
由此可见，针对 2020 年疫情背景下，高校中的“停

课不停教 , 停课不停学”举措，留学生汉语线上课程教

学有挑战，但同时也有机遇，针对于 2020 年疫情背景

下汉语网络线上教学也面临着如惰性滋生，汉语语言能

力退化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本文就网络线上课程的一些

问题提出了一些改进策略。在 2020 年下半年全球疫情

并不乐观的情况下，如何使“一带一路”留学生汉语线

上课程教学研究取得进一步的进展，还需要我们进行进

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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