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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背景下的国际中文教育线上教学研究
张　瑾

（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01）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全球掀起了汉语热，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促进了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

新文科主张学科交叉与融合，提倡把信息技术融入各类课程教学中，为国际中文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高校要积极搭建国际中文教育线

上教学平台，打破时间、空间限制，促进新文科理念和中文教育融合；运用微课、人工智能等开展线上中文教学，促进信息技术与国际

中文教育深度融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学生汉语文化和思维培养；夯实国际中文教育课程体系，提高国际中文教育质量；创

新中文教学形式，促进课堂内外联动，提高国际中文教育线上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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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是文科教育的发展和创新，大力提倡把现代信息技术

融合到新文科建设中，创新新文科教学方式，拓展教学空间，从

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进一步提高新文科教学质量。新文科背景

下高校国际中文教育要积极开展线上教学，构建智能化线上教学

平台，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便于世界各地学生学习中文，运

用短视频开展拼音、汉字教学，强化学生对汉语拼音发音、汉字

笔画的记忆，在线上直播教学中和学生进行对话，开展口语交际

教学，提高学生口语能力，在线上教学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促进传统文化传播，加深学生对汉字、古诗词、成语故事和传统

节日等的了解，全面提高国际中文教学质量。

一、新文科与国际中文教育线上教学融合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拓展国际中文教育渠道

传统教学模式下国际中文教育以面对面授课为主，局限了教

学空间和时间，这让很多喜欢中文、中国文化的学生无法及时上

中文课，影响了国际中文教育质量。新文科进一步推广了线上教

学模式，让国际中文教育逐步从线下转向线上，打破了时间、空

间的限制，便于各国学生线上参与国际中文教育，让他们线上学

习汉语拼音、汉字、古诗词和成语等中文知识，有利于拓宽中文

教育渠道，从而提高国际中文教育质量。此外，新文科与国际中

文教育线上教学融合有利于促进课内外教学衔接，便于各国学生

课下自主回看线上教学视频，让他们跟随视频练习汉字发音、汉

字书写方法、练习口语，进一步提高他们汉语学习能力。

（二）有利于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

新文科背景下高校国际中文教育线上教学有利于渗透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便于中文教师把精美的短视频融入线上教学中，

例如名胜古迹、特色美食、传统节日等优秀传统文化，指导外国

学生跟随视频练习汉字发音、了解中国传统节日习俗，让他们对

中国、中国文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有利于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

同时，国际中文教育线上教学有利于把中国文化推广到更多国家，

便于不同国家学生线上学习中国文化，进一步扩大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国际影响力，从而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

（三）有利于提高国际中文教育质量

新文科创新了国际中文教育方式，便于中文教师利用微课、

线上直播教学软件、人工智能技术等开展教学，动态化讲解汉字

书写笔顺、录制不同场景情景交际短视频、汉语拼音发音等知识，

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他们主动探究中文知识，从而提高

国际中文教育质量。此外，线上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一方面可以促进学生和中文教师的交流，便于教师与学生进行线

上互动，让教师通过线上教学平台随时随地解决学生问题，提高

他们中文学习能力。另一方面，线上教学促进了不同国家学生之

间的交流，让他们线上分享汉语学习心得、进行口语交际对话、

讨论中国传统节日与习俗，激发他们自主学习积极性，进一步提

高他们自主学习能力，发挥出线上教学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优势。

二、新文科背景下国际中文教育线上教学现状

（一）教师信息化素养参差不齐

线上教学模式对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要求比较高，不仅要求

教师熟练制作微课、PPT、操作线上教学软件，还要求他们控制好

线上教学互动、测试等时机。但是目前高校负责国际中文教育的

教师信息化素养参差不齐，例如部分年龄偏大的中文老师无法独

立制作微课、对线上教学平台操作不熟悉，只会使用线上教学平

台最基本功能，影响了线上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部分年轻教师

虽然可以熟练掌握线上教学软件操作、微课制作技能，但是由于

教学经验不足，在线上教学中盲目播放短视频、PPT，忽略了和学

生进行互动、讨论，难以发挥出线上教学优势。

（二）教学思维与教学方法保守

“互联网 +”时代下，线上教学已经成为教育教学领域改革

热点，但是部分高校国际中文教师教学理念、教学方法依然比较

保守，沿用了线下教学模式，没有根据学生汉语基础、教材内容

和传统文化等来制定线上教学方案，导致线上教学内容缺乏趣味

性和深度，难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部分教师对线上教学流程不

太熟悉，习惯性套用线下教学模式，按部就班讲解汉语拼音、汉字、

口语交际等知识点，并进行普通话朗读与汉字书写演示，留给学

生自主练习的时间不足，没有及时指出他们线上练习中存在的问

题，让国际中文教育线上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三）课堂管理难度较大

线上课堂突破了传统教学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教师和学生不

在同一个物理空间，学生拥有了更多自主权，导致学生缺少教师

的监督、同学陪伴，更容易在线上教学中走神。例如部分学生在

国际中文教育线上教学中找借口不打开摄像头，导致教师无法判

断学生是否在认真听课，也无法通过学生的神态表情判断他们对

知识点的掌握程度，难以获取准确的线上教学数据，这让很多中

文教师在线上教学中感到力不从心。部分学生自我管理能力比较

差，在线上教学中常常浏览无关网页、玩手机，很少主动和中文

老师进行线上互动，无形中增加了线上教学课堂管理难度。

三、新文科背景下的国际中文教育线上教学策略

（一）促进新文科与国际中文教育线上教学结合

首先，高校要与时俱进，转变国际中文教育理念，积极把新

文科融入国际中文教育中，推广线上教学模式，搭建智能化、综

合化国际中文教育线上教学平台，由线下教学逐步向线上教学转

型，加快国际中文教育数字化转型步伐，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播。学校要积极组织国际中文教育线上教学培训，系统化讲解

微课制作、线上教学平台功能、平台操作流程、线上教学设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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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等知识，进一步提高中文教师信息化素养，让他们可以尽快熟

悉线上教学模式，逐步完善国际中文教育线上教学模式。其次，

学校还要组织中文教师学习雨课堂、蓝墨云班课软件、钉钉、

ZOOM 和问卷星等线上教学平台相关知识，并搜集国际中文教育

线上教学优质案例，带领中文教师分析这些案例，让他们提炼出

其中的线上教学流程、线上互动技巧、线上测试和线上调查问卷

等教学技巧，鼓励他们结合本校国际中文教育教材设计线上教学

案例，激发他们创新思维，提高他们线上教学能力。高校要立足

新文科背景，重视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让他们熟练操

作线上教学平台，科学设计线上教学方案，积极推动国际中文教

育数字化转型，提高国际中文教育质量。

（二）促进信息技术与国际中文教育融合

高校中文教师要积极学习大数据、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等先

进技术，把这些先进技术融入国际中文教学中，例如利用文字识

别技术、语音识别等技术开展线上教学，进一步创新国际中文教

学与管理模式，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构建智能化、趣味化

的线上智慧课堂。例如中文教师可以运用语言智能技术开展线上

口语教学，利用语音识别、计算机语音模拟测试功能，对外国学

生的中文发音进行测试评估，及时发现他们发音问题，纠正他们

的发音，强化他们对汉语拼音、声调的记忆，便于学生跟随视频

进行口语练习，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口语表达能力，还可以利用智

能扫描与识别技术开展汉字教学，对汉字进行拆分解构，动态化

展示汉字书写笔顺、笔画，并讲解汉字偏旁部首代表的寓意，帮

助外国学生了解汉字文化，加深他们对汉字的记忆与了解，提高

他们汉字听说读写能力。此外，中文教师可以利用大数据、区块

链技术开展线上教学评价，全程动态化记录学生线上学习状态、

线上测试成绩、线上互动讨论等数据，便于开展过程性评价，灵

活调整教学评价指标，及时发现学生在线上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帮助他们解决汉语学习难题。例如教师可以利用大数据汇总线上

教学中学生练习题中出错比较多的题目、讨论最多的知识点，进

行针对性讲解，结合学生二次反馈开展教学评价，把过程性评价

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提高线上教学评价质量。

（三）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线上教学融合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中文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传

播中华文化的工具，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因此，国际中文

教育要树立新文科理念，在线上教学中全面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加深外国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激发他们对汉语的热爱。

第一，中文教师要对教材进行全面分析，搜集与教材匹配的传统

文化元素，把中文教学和传统文化教育融为一体，让外国学生在

学习中文知识的同时了解中国文化，加深他们对中国的理解，让

他们主动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例如教

师可以在口语线上教学中融入唐诗，带领外国学生诵读李白的《静

夜思》、孟郊《游子吟》等，利用朗朗上口的五言绝句开展口语

教学，并导入古诗词相关短视频，结合短视频讲解汉字寓意、发

音，让学生跟随视频，既可以规范他们汉语发音，又可以让他们

了解中国的唐诗，进一步加深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了解。第二，教

师可以在线上教学中融入汉字文化，讲解汉字发展历史，加深外

国学生对汉字发音、偏旁部首的了解，让他们认识更多汉字。教

师可以在线上汉字教学中融入汉字文化，讲解汉字进化历史，从

最初的甲骨文到现在的简体汉字，例如“日”“月”“火”“山”

等汉字和甲骨文，让他们更加直观了解汉字寓意，从而让他们把

汉字运用在合理场景中，提高他们汉字学习能力。

（四）完善国际中文教育课程体系

新文科背景下，高校要把人文教育、传统文化融入国际中文

教育课程体系中，增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相关内容，带领外

国学生了解真实的中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

国形象，让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例如高校可以把乡村振兴、

电子支付等融入国际中文教育线上教学中，导入实际案例，拓展

中文教材内容，让国际中文教育和中国社会发展接轨，提高中文

教学的趣味性和实用性。例如教师可以在线上教学中展示我国广

西、云南等地乡村振兴相关新闻，介绍文旅融合、乡村交通与教

育基础设施建设，展现中国农村脱贫致富的真实面貌，让外国学

生了解真实的中国农村，还可以让他们了解中国各地风土人情、

特色美食，进一步完善国际中文教育课程体系。此外，中文教师

还可以在教学中讲解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美团外卖等生活方式，

并指导外国学生体验移动支付和美团外卖服务，在这一过程中穿

插日常交际用语、关于中国美食的相关汉字，让他们学会用中文

和卖家交流，提高他们汉语交际能力和汉字识记能力，让他们向

家人、朋友宣传中国文化、介绍真实的中国，进一步宣传中国文化，

提高国际中文教育线上教学质量。

（五）组织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教学活动

国际中文教育不能局限于线上教学，而是要促进线上线下教

学衔接，拓展中文教育活动方式，带领学生体验不一样的中国文

化，丰富他们的中文知识储备、开阔他们的学习视野，进一步提

高他们中文知识应用能力。例如教师可以组织“汉语桥”中文比赛、

朗诵、汉字书法等比赛，邀请中国大学生和外国学生共同参与，

促进中外学生交流，让中国学生纠正外国学生汉语发音、汉字书

写笔顺、介绍中国文化，对线上教学进行拓展，帮助外国学生掌

握更多汉语知识，提高他们汉语听说读写能力。通过线下汉语比赛，

外国学生可以认识更多中国朋友，练习自己的汉语口语、深入了

解中国礼仪、传统节日和地域文化等知识，进一步提高自己汉语

学习能力。同时，中文教师还可以组织中文歌曲演唱、古诗词朗

诵比赛，带领学生学唱经典的中文歌曲《甜蜜蜜》和《北京欢迎

你》，创新汉语教学方式，激发外国学生学习中文的热情和信心，

让他们主动了解中国文化，全面提高国际中文教育质量。

四、结语

总之，国际中文教育要与时俱进，树立新文科教育理念，积

极开展线上教学，开展国际中文教育线上教学培训，进一步提高

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积极引进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

等新技术，鼓励中文教师利用新技术开展汉语口语、汉字等教学，

搭建智慧教学空间，激发外国学生汉语学习热情。同时，中文教

师要在线上教学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利用古诗词开展口语

交际教学和汉字教学，强化外国学生对汉字的记忆，引导他们主

动传播中国文化，提高国际中文教育线上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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