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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唐风汉语微课大赛团体赛视频的个案研究① 

——以M大学 8个参赛视频为例 

谭  斌  田  艳 

（中央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摘要：近年来，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应用，微课作为新兴的一种教学形式也开始兴起。国际汉语教学也开始将微
课应用于教学之中,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本文运用调查访谈法、文献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方法，选取 M
大学参加唐风汉语微课大赛团体赛的 8 个语法教学视频作为研究对象，邀请到 9 位外国留学生和主讲教师进行观看并进行访谈。在
此基础上，从微课的教学内容、教学设计两个方面，分析这 8 个微课的优点和不足，从而对提升国际汉语微课教学的教学效果提出
一些建设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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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1.1 国际汉语微课教学的发展 
根据“微课之父”David Penrose 的定义，微课是指使用建构主义的

方法为在线学习和移动学习而定制的实际教学内容。它语言简短、节奏
轻快，对知识点的解析透彻，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帮助学生掌握知识或
答疑解惑。 

国际汉语微课教学的发展体现了现代教育技术与国际教育教育这
门学科的紧密联系，有利于解决汉语教师资源短缺的问题，有效补充了
传统课堂的不足，也为世界各地的汉语学习者提供了一种更优质的学习
内容。 

1.2 唐风汉语教学大赛及目前研究现状 
微课因其自身的短小精悍和方便灵活等特点在短时间内风靡各个

教学领域，唐风汉语也积极参与其中。大赛目的是响应“互联网+”时
代的教育教学变革趋势，推广信息化教学手段在汉语国际教育领域的应
用。 

自 2011 年起，在国际汉语教学领域内就开始大量出现关于微课应
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这一方面为微课在国际汉语教学领域的发展积累
了大量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这一现象也在改变着汉语国际教学的格局。  

2、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分析的微课视频是 M 大学参加第二届唐风汉语微课大赛

团队赛的参赛视频，M 大学团体赛成员共有 11 名汉教硕士（主讲教师），
完成了八个参赛视频，每个视频时长大约为 6-10 分钟，课程内容为条
件复句，教学对象为 HSK3 级留学生混合班。教学环节依照情景导入、
例句展示、语法练习、要点归纳和课后作业五个部分。 

我们分别请来自三个国家的六位国际学生观看了全部 8 个视频，看
完后立刻对其进行访谈，对访谈的记录进行录音并转写。随后我们又对
3 名参与本次比赛的教师进行了访谈，收集研究信息。 

3、研究步骤   
3.1 研究设计 
本研究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收集相关视频，组织国际学生观看，进行访谈问题设计  
第二阶段：对国际学生及主讲教师进行访谈  
第三阶段：进行分析，提升理论思考 
4、对M大学8个参赛视频教学内容的分析 
教学内容是汉语知识的承载体，是达到教学目的的基本因素，内容

选择的恰当与否直接影响到微课教学的质量。本研究将教学内容分析的
重点放在练习的合理性上。 

限于篇幅，此处只分析练习的内容。合理的练习能帮助国际学生及
时巩固知识，进而培养他们的汉语运用能力。本组研究对象，即 M 大学
的 8 个参赛视频一共包含 27 个练习，其中机械性练习 14 个，半机械性
练习 5 个，活动式练习 8 个。 

在练习的合理性方面，国际学生认为目标视频先进行讲解再引导他
们对刚学过的内容进行练习，这种教学设计非常有效，但是从内容上看，
练习的形式有些单一。国际学生和任课教师具体访谈如下： 

“It’s useful，I would prefer to watch it if they change the types of the 
practice.”（学生 B，美国） 

“我加入了交际性的练习，希望学生们可以获得更多实用的用法。”
（刘老师） 

从访谈中我们可以得知，学生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明显对机械性练
习缺乏兴趣。而半机械性练习和活动性练习则更吸引他们呢，当教师介
绍过活动性练习如“传话游戏”、“句子接龙”等的规则后，学生们会自

觉地分组来进行活动。 
从学生的反馈来看，练习的设计方面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并且在交

际性和趣味性上可以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在练习方面，我们可以通过丰
富活动内容，场景和主题，来让学生充分掌握知识点的用法。此外，今
后在选择微课教学内容时，应结合学生实际的需求，增加练习的开放性、
自由性和交际性，让练习真正成为学生喜爱的教学内容之一。 

5、对M大学8个参赛视频教学设计的分析 
教学设计是运用系统方法分析课堂教学问题和确定教学目标，建立

解决问题的策略方案，试行解决方案，评价试行结果和对方案进行修改
的过程。 

限于篇幅，此处只分析交互设计的内容。交互功能原本是计算机领
域内的一个属性。将交互功能引入微课，目的在于激发学习者的主观能
动性，引导学习者主动学习、建构知识体系，从而促进有意义学习结果
的发生。 

M 大学的 8 个微课视频从形式上来看，并没有体现很多的互动性。
国际学生和任课教师具体访谈如下： 

“I felt like there should be a pause, because I need some time to go 
through these information. It just happened so fast.”（学生 E，日本） 

“我希望课程可以在练习的部分暂停，然后由学生自己选择何时继
续，这样可能会使整个课程的互动性更强。”（徐老师） 

“从上面的访谈可以看出，8 个微课视频设计的互动环节较少，国
际学生普遍反映缺少参与感，与传统的汉语课堂相比缺乏互动性。从交
互设计的角度来看，学生普遍认为微课的交互体验较差，缺少导航类的
交互设计，缺少即时有效的反馈和沟通机制，导致任课教师很难提供后
续的帮助。 

在访谈的过程中不少教师提到了交互设计，如老师们会提到大家一
致认为微课需要和传统课堂有所区别，但必须增加互动元素，提高实际
操作中学生的参与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与传统课堂结合，弥补传统
课堂的一些缺点。 

6、结语 
微课虽然在汉语国际教育学界还是一个新兴事物，在接下来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内都会处于迅速发展的势态。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略其在发
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偏重理论性研究而忽视了实际操作中的经
验与总结。 

由于研究样本有限，本文所得出的结论也未必十分具有科学性。尽
管如此，本研究仍然希望通过对 8 个视频案例的细致分析，对今后提升
国际汉语微课的教学效果有些微小的启示。微课这一教学形式的特点符
合汉语国际教学的发展趋势，希望在今后可以更加广泛地应用到教学中
去，不断推动国际汉语教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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