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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韩国学生的在线汉语学习 App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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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联网技术为汉语国际教育带来很好的发展机遇，为

了契合韩国学生的汉语学习需求，使国际中文教育紧跟时代步伐，

本研究对韩国学生的汉语学习需求和当前市场汉语在线学习 App

进行分析，提出针对韩国学生的在线汉语学习 App 的框架设计，

为今后的汉语国际教学平台提供新的探索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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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响应“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和网络汉语教学发展的需要，

面向中文学习用户的一个将汉语应试辅助教学、趣味汉语自主学

习、中外文化交流与就业、游学集合为一体的游戏模式汉语学习

展示交流 App 的设计应运而生。本研究的 App 主要面向韩国学生，

当前韩国的汉语学习网上平台还存在问题：第一，韩国留学生对

汉语学习的内在动机还没有充分被调动起来。第二，在学习内容

上对汉字的发音仅仅是机械化的呈现，“洋腔洋调”现象难以得

到正确的指引。第三，学习辅助工具的设计没有符合学习者的要求，

界面呈现还需适合使用者的习惯。

一、面向韩国学生的汉语学习 App 设计目标

基于前期市场调查中的问题，App 将会对这三方面进行针对

性的提升与强化。

（一）整合社交媒体资源

由于来自韩国的学习者主体多为学生和职员，其内在动机不

完全相同，但不论年龄、职业及学习目的，学习者总是对新奇的

事物感兴趣，且这种兴趣能在学习疲惫时提供刺激性和中继性，

因此，将汉语学习和移动互联网的 App 互动结合不仅带来全新的

学习体验，同时提供系统化的内容使学习者能有进步，进而使学

习者对 App 产生信赖感。不过，汉语学习 App 提供的社交功能有限，

需要借助社会交互媒体如：Facebook、twitter、YouTube 等韩国青

年经常使用的社交网站的帮助。建立汉语学习的网站和官方账号，

定时发布学习内容，融入学习者的社交平台，增加交流的频次，

长期持续地刺激学生的兴趣，建立一个多社交媒体立体化的学习

支持群体，这些社交媒体上的个站和官方账号就像章鱼的触角，

层层连接各个社交媒体上的学习者，最终将其指引到这个系统化

的 App 上。

（二）强化汉语语音与汉字的书写

韩国属于汉字文化圈，对汉字并不陌生，但韩国学生在汉字

书写上掌握起来很慢，另一方面，年轻学习者“听说”得不到运用，

而能阅读文献查找资料的“读写”更为重要，由此，App 会始终

坚持以听说为主，并且强化汉字的教学内容。App 重在帮助学习

者提高汉语“听说”水平。在汉字的教学上，从韩国学习者较为

熟悉的部分入手，从名胜古迹的汉字名称开始学习，使韩国学生

从心理亲近度和实际运用上更容易接受，学过的汉字能对照上已

有的知识储备，没有陌生感更能促进学习者的记忆。同时，提供

汉字笔画的书写顺序与指导，配合不同的义项与例句，学习汉字

的同时，也学习不同语境下的使用习惯。

（三）提供学习辅助和人性化的交互界面

学习辅助包括学习中文常用的软件、汉语字典的使用、汉语

输入法的应用、中国社交平台的引入，如新浪微博、抖音、今日

头条等，还有与教学内容紧密结合的媒体新闻、视频资料、网站

推送等。且在界面设计上以中国风为主调，将文化时时刻刻蕴含

在 App 的设计理念中传达给学习者，既满足学习者的感官需求，

又满足学习者的心理需求。在 App 的设计过程中，还确保使用者

不会出现迷航的情况，主要的导航框架要能提供中韩双语切换，

并且确保App的拼音和汉字在学习者海外访问时没有乱码的情况。

二、面向韩国学生汉语学习 App 框架设计

App 的设计划分为三大部分：

（一）注册登录界面

汉语岛 App 的一个显著功能就是提供一个实时的语言论坛和

交互功能，所以注册和登录界面是首先面对的，用户可以选择注

册的用户模式或者不注册的游客模式，注册用户可以拥有全部的

解锁模式，语言圈发自己的动态、加好友、评论其他用户的动态、

资料工具的下载与上传。而游客模式只能查看浏览 App 内的资料

和语言圈其他用户的动态，不能与其他学习者进行交流、资料上

传和下载。

（二）辅助导航界面

由于 App 是面向各个阶段的学习者，为了使得汉语初级者使

用无障碍顺利地掌握 App 的各项功能，所以为学生提供一个辅助

导航，在页面的左上角设计了一个按钮：中文韩文切换键，当学

习者打开 App，默认语言选择为汉语，此时显示为中文加拼音，

拼音字体略小，点击切换键，显示为中文加韩文，中文字体略大。

在这其中，中文起主要的作用，拼音和韩文起辅助的作用，用户

的汉语水平处于中级和高级的则不用切换，初级水平则可以通过

拼音或者韩文辅助来进行汉语无障碍学习，待水平提升后可再切

换。

（三）汉语知识功能分区

根据韩国学生学习汉语的需求分析，App 的知识功能分区分

五个部分。

1. 语音训练模块。语音训练模块的设计是针对语言的社交功

能，学习语言首先要学语音，所以语音的训练和矫正非常重要，

重视“听说”，反复强化训练，可以利用现代技术实现高效正音

训练，根据音频波状图的对比来实现发音是否准确的判断，节省

人工分辨，提高效率。

2. 汉字强化模块。汉字的训练学习专门针对韩国学生的学习

需求，韩国的初级学习者普遍认为汉字的学习很难，但汉字的学

习对韩国学生“国文”的学习很有帮助，这个模块是以“国文”

为兴趣切入点吸引汉语学习者的关注，帮助学习者提高汉字书写

能力。

3. 中华文化模块。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汉语教学中必然伴随

着中华文化的输出，了解中华文化能帮助学生理解汉语的固定搭

配和用法，比如增加词语的来源典故、中韩对照的文化读本、古

诗词动画视频呈现、汉字书写动画内容，其语料内容要与课程生

词学习进度相关联，这样既可以成为教师教学过程中的辅助材料，

又增加了学习者获取中华文化的渠道。

4. 语言圈交流模块。学习者可以在语言圈发表自己的学习感

悟，中文韩文都可以，主要是形成汉语学习者之间的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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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以互相讨论，对不懂的问题进行有意义的探索，老师可以通

过语言圈共同参与，这样既拉近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感，也

会形成教学相长的良性循环，教师更能知道学生的薄弱点在哪里，

可以因材施教，更有针对性。

5. 学习工具模块。工具模块将整理出 App 使用中常出现的问

题，进行系统化的梳理和指导，例如：如何注册和登录相关的社

交平台；如何使用中文搜索引擎搜索学习者需要的资料；如何安

装和使用中文输入法等。帮助学生系统全方位地解决汉语学习的

难题。

三、面向韩国学生汉语学习 App 的模块结构

（一）语音训练模块

语音训练模块下将汉语分成不同的学习主题，每个主题下面

又细分为具体的不同的项目，根据学生学习的难易程度分为不同

的难度等级，每个主题下不同的学习程度有不同的单词和句子，

因此App后台会依照课程大纲建立词汇的词频库和语音的波形库，

通过两个库的标准来纠正学生的发音和词汇使用。根据《国际汉

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建议的话题，学习者可以根据自身的汉语

水平来进行话题和项目的自由选择，进而进行语音和语法词汇的

学习。在语音训练模块设计一个按键来控制汉字拼音、词义解释

和显示和隐藏，学习者可重复播放任一例句和词汇发音，进行学

习模仿，学习者还可通过麦克风设备将语音输入手机，由计算机

后台来判断发音的标准与否，进而进一步训练。

（二）汉字强化模块

汉字强化模块主要是提供汉字的书写方法、词汇释义及义项

和笔画顺序的 FLASH 动画，在这一模块中，汉语岛将提供两种汉

字检索方式，语音检索和笔画检索，如果遇到不认识的字，可以

根据笔画来查找陌生字的读音和义项，能够基本上实现一个字典

的功能。此外，还需要建立汉字数据库，字段名称鉴别包括拼音、

声调、笔画、发音、词组、义项解释等，学习者依据不同的关键

词进行所需要的检索。除此之外，汉语岛还为学习者添加了常用

的 2500 个汉字的 FLASH 书写动画，帮助学习者学习汉字的笔画

和义项，因为汉字书写细节很多，比如：牛和午、茶和荼。一旦

丢失某个部件就会导致字义的改变与难以理解，因此要帮助学生

在汉字书写时培养良好的习惯，正确的认知汉字。

（三）中华文化模块

中华文化模块主要是提供相关学习内容的在线浏览与知识补

充，包括配套教材的初级、中级、高级读本，中韩对照的中华文

化知识读本，中国古诗 FLASH 动画播放传授中国传统文化内容。

除了传统文化外，在文化模块还提供中国现代化城市介绍，中国

学生日常的分享，通过 VLOG 的形式加中韩字幕拓宽学生了解中

国的渠道。在介绍中国文化刺激学生兴趣的同时也促进汉语的学

习，考虑到知识产权问题，文化板块不支持下载，且统一所有上

传文本为 PDF 格式并附有原创作者出处，文化模块所有资料均为

只读模式。

（四）语言圈交流模块

语言圈交流模块提供学生之间和学生老师之间的交互学习，

在这里，学生可以向老师提出问题，其他的学习者通过回复参与

讨论，完成交流和问题的解答，这为学生和老师之间的沟通打开

了一条通道，也给了学生信赖的感觉，教师可以不断更新 App 内

相关学习的内容，与课程保持同步，同时学生的建议起到诊断性

评价的作用，后台维护人员也会根据学生的反馈不断调整 App 的

框架结构，使之更适合学习者的使用习惯，满足学习者的需求。

（五）学习工具模块

学习工具模块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知识文本的

在线阅读，另一方面是知识文本的上传与下载。知识文本的在线

阅读主要是图文兼备的使用说明，例如中韩双语常用的翻译软件、

中韩常用的社交软件、搜索工具的注册登录申请等，整个模块非

常细致，详细说明各个工具的使用过程，确保汉语零基础的人也

能看懂学会使用。

四、面向韩国学生的汉语学习 App 扩展与展望

（一）App 内部资料的扩展

作为一个汉语国际教育的移动网络平台，其架构设计的许多

功能还有待完善，尤其是音频的反馈部分，受限于语音技术识别，

还未能完全实现，但 App 已具备系统化的初步模型。App 在学习

内容上可进行扩充，丰富数据的内容和语料，既可对学习内容的

容量大幅提升，又可将当下最真实的语境提供给学生，帮助他们

融入中国文化。多用年轻人频繁使用的词语会帮助学生了解最新

潮的汉语新词，也可将这个模块开一个网络流行语专区，帮助不

同阶段的韩国人体会中文的魅力。此外，当前因为书的出版周期

较长，一些陈旧的表达法、使用频率不高的陈旧句式，可将其删除，

在内容上进一步引导学生，根据教学内容的变化随时灵活调整。

（二）App 外部环境的拓展

从国别化语言教学角度来讲，App 除了韩国学生可以向外进

一步拓展为英语、日语、西班牙语等多国语言适用的学习平台，

在其他国家语言的汉语国际教育中实现推广和迁移，通过数据库

内容和检索方式的增加，可以实现学习内容的国别化区分，将主

界面增加为多国语言界面，即可实现针对不同国家学习者的移动

App。

（三）App 多媒体资源库的开发与设计

教学资源的短缺必然带来课程设计的限制，只有在丰富多媒

体资源的支撑下才能技术迭代，碰撞出新的火花，开发出新的教

学模式，当然与此同时因为互联网时代版权意识不强，因此一定

要做好版权的保护，前期调查发现各类汉语学习 App 关于多媒体

教学的资源非常少，无法形成良性的循环，从视频短片到纪录片

的运用剪裁，从图像图形的设计到 FLASH 动画的演绎，从文本汉

字到 PPT 教学课件，完备的教学资源非常有限，还要建立 App 自

身的多媒体资源库。

五、结语

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学生的学习兴趣，强化学生的学习

动机，新颖的 App 模式使学生主动参与到汉语学习中。青年是汉

语学习的主力军，吸引青年学习汉语不仅能提升他们的汉语水平，

还可促进文化的交融；从语言的角度来说，App 将“形、音、义、

语法”相结合，利用移动互联网的方式将其整合，为学习者营造

更为立体化的学习环境，移动 App 大量的重复强化演示更有助于

他们学会汉语，对于韩国学生“先读写、后听说”的学习习惯是

一种良好的补充。

App 的构架设想还在初步阶段，要想达到设想的效果，还需

现代化的教育技术手段的支撑。移动汉语教学会使国际汉语教学

紧跟时代，加快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本研究所有的设计构想，

正在向这个方向迈出探索性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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