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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网络环境语言教学的方式和策
略研究
曾佳
南宁师范大学  广西  南宁  530001

【提  要】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给全球汉语教学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本文提出应该对这些影响进行科学理
性的评估，并提出因应这种影响所采取的策略。我们从检讨第二语言教学法和教学模式入手，探讨了在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环境下，全球范围内的汉语教学面临的各种问题，并就汉语国际教育在当下和后疫情时代的发展问题提出了因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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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突然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

很多国家和医疗机构措手不及。疫情对各行各业的影响都非常巨大，

对汉语国际教育来说，这次疫情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挑战。居家隔离

的日子里，我们在思考，在面临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情况下，

怎么能让我们的事业顺利地进行下去？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

家与国家之间的界限被逐渐打破，人员流动、人员交往越来越频繁，

在这种情况下，学习和掌握一门或多门外语是十分必要的，因此语

言学习和语言教学显得越来越重要。然而在疫情环境下，很多国家

开始闭关锁国，航班停飞，边境关闭，人员往来被禁止。学生不能

在教室里上课，这给我们的语言教学提出了新的问题，传统的面对

面（face to face）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法无法正常运转，语言教学

如何达成其设定目标？我们该怎么办？我们需要研究在全球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情况下，如何应对危机，推进世界范围内的汉语教学。

我们会想到 CMC（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教学模式、

Moocs、远程汉语教学以及网络直播平台等等。除此之外，我们还

要考虑资源的整合、建设和分享、网络时代语言教学带来的各种变

化、我们亟需采取的行动等等问题。关于网络语言教学带来的机遇

和挑战，我们曾经进行过专门的探讨（崔希亮，2019）。但是疫情

的突发让我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网络时代带给我们的机遇和挑战清

晰地到来了。

随着疫情局势的发展状况，下学期汉语课程线上教育可能性极

大，网课虽然时间只有短短 40 分钟，经过上个学期的在线课程，

总结了一些线上教学经验。

1. “软硬”兼备（课前）
备课决定成败。网络授课需要老师完全通过PPT展示课堂教学，

并运用现代化教学技术，通过语言、图片、动画、文字等视觉手段

引导学生学习。提前一天要安排“会议”，把房间号、密码和链接

告知学生，以方便学生快速找到相应的教室。每次课前半小时，需

要提前准备好相应的教学课件和文件资料，在备课本上记录分别打

开的顺序，以便在授课时做到及时切换。包括电子版教材、优秀的

电子课件、视频很重要。老师可以利用互联网的优点，在线找一些

和教学相关的视频和图片来活跃一下气氛，借着机会脱离书本，讨

论一下话题。学生在网上也可以找一些相关的话题，向老师提问，

增强师生互动，从而提高课堂效率。如翻转课堂、混合式课堂。不

仅要有口语训练和表达的机会和练习，更要完成书写汉字的练习。

还有考核的形式。抓住两个“一分钟”。一节网课只有40分钟的时间，

课程开始前 1 分钟是学生等待上课的时间，我们要求学生必须按时

进入“会议室”，但是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能同时入座的，所以在授

课之前等待的时间里我会放一些对话小视频，用 1-2 分钟时间边听

边等学生们到来。网络课程结束前 1 分钟，快速总结今天的课堂内

容，布置课后练习。

2. 多反复、勤重复（课中）
进行反复的动作和语言演示。例如在进行语音训练时，学生不

能非常清楚地听到老师发的每一个语音。遇到这样的情况，老师需

要至少发声三到四遍，确保学生可以正确模仿为止。在动作上，学

生是在听你上课还是在走神，也需要老师通过摄像头及时地观察，

以确保上课的质量。网课的学生数量，也是一个关键，现在很流行

一对一的语言辅导，对学生进步很快。但是对一节课 15 人以上的

学生来说，教学的方法和手段是不一样的。教师语言清晰不拖沓。

网课对老师的语言表达、沟通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要想吸引学生

的眼球，把注意力长时间放在屏幕内，需要老师不断提问、点名，

交流沟通，引导学生达成学习目标。在一次教学过程中，主要讲授

“万”位以上称数法，学生熟悉了“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的读

数，但是做练习时看到“1949 年 10 月 1 日”时，还是把年份读成

了“一千四百四十九”年，闹出了很大的笑话。这时我们不能用过

多的时间沉浸在热闹的课堂氛围和纠正学生的发音上，而是清晰地

把正确的读法明确告知学生，让学生做好课后练习即可。现在最担

心的是下学期全新的学生的语言教学，全部是网上上课，辛平（2019）

也从教学理念的视角出发，初级汉语教学慕课的教学内容、教学目

标及互动模式，发现目前的教学慕课主要属于知识性课程，与语言

教学目标的匹配度不高，互动模式也比较单一。如何能在汉语教学

早期，通过线上课程和互联网络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是一个巨大

的挑战，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2.1 取“课外”补“课内”（课外）
课内时间有限，但是课外时间无限。对于高年级的学生来说，

在课堂上布置好课外的作业，要求每个学生做一次讲课，把他们自

学的汉语说给大家听，给大家讲解和操练这个词怎么用，怎么学（翻

转课堂、混合式课堂，线上线下模式，需要老师给出选题）。特别

是拜什甫对外语教师专业的老师，她们非常需要这样的锻炼。以提

高学生的课外自学能力。由于上课时间缩短了，课后时间增多，和

学生的交流都转移到社交软件上了，学生交作业、口语的练习都发

到 whatsup 上，通过群内交流、练习对话、批改作业等互动增进与

学生的沟通，学生也能花更多时间用于汉语学习，同时利用课后辅

导，课余时间及时跟踪，也督促了学生花更多时间学习汉语和中国

文化常识。

首先，由于互联网教学的特性所致，教师在教学形式和方法上

需要进行灵活处理。因为网络课程和现实课程相比，对学生的掌控

程度下降了很多。例如，如何有效地检查学生作业的完成情况，及

汉字书写教学。可以在课堂上要求所有学生记笔记，写汉字，下课

后要求每个学生发到群里，已检查学生接受程度。

其次，利用互联网的优点丰富学生的教材，提高学生的兴趣。

如在线找一些和教学相关的视频和图片来活跃一下气氛，借着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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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书本，讨论一下话题。开展翻转课堂，学生在网上也可以找一

些相关的话题，向老师提问，增强师生互动，从而提高课堂效率。

学唱中文歌《对不起》，自学拍一段录像或学一首中文歌。对

于我在拜什甫大学的教学经验来说，学生学习的时间太少了。由于

每个班人数很多，上课时先给学生排号，从 1-15，上课时喊号，做

练习时一个接一个，或者顺序、倒序；课后练习也可以分组完成，

15 人分成 5个组完成对话，定期更换，既可以增强学生们的沟通和

交流，丰富他们的兴趣，也可以达到课堂练习的目的。

2.2 机遇也是挑战
疫情状态下，我们有时间去做一些科研，探索网络环境下的语

言教学规律和语言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等等。一线老师上课做

的课件、录的教学视频都可以作为慕课、微课的典范，上好每一堂

课，制作好经典的讲解和实际操练，为将来课程比赛、课件大赛、

示范课比赛、精品课程比赛搜集素材做准备。发现网上的俄语区案

例极少，基本都是英文的，这是机遇，也是一次挑战。

学生们对现代化教学还是很感兴趣的，经过几次实践操作，学

生们渐渐适应这样的方式，谁没有来上课，谁没有交作业都一目了

然，要求学生们更加自觉地安排学习。总而言之，网络对外汉语作

为对外汉语行业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教学模式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教

学趋势。网络作为一种高科技新教学媒体，正逐步被学生和老师

所接受。

综上所述，作为对外汉语老师，用爱心去教学，去感化每一位

学生，用感恩的心做人做事。帮助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可以慢慢来，

只要让学生听懂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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