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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国际汉语教学事业的蓬勃发展，针对国际汉语微课

教学的研究也开始受到关注，但多数文章仅停留在静态的层

面，利用“深度学习”理论进行行动研究的分析较为少见。

本文运用行动研究、内容分析、访谈调查等多种研究方

法，以“唐风汉语第二届全国研究生汉语教学微课大赛”参

赛视频“是……的”为研究对象，运用深度学习的理论框架，

从知识、技能、情感三个目标对“是……的”句的教学进行

行动研究设计，以期促进深度学习理论下汉语微课教学模式

的发展。

本研究中第一作者徐小童担任微课视频的任课教师，第

二作者田艳作为微课视频的指导老师对教学设计、教案编写

及视频内容进行多轮次的指导和反馈，从而形成了较为完整

的研究过程。

2  深度学习理论内涵与理论框架

2.1 深度学习的理论内涵

深度学习理论要求学习者运用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对知

识进行内化，将学习到的理论知识进行迁移、理解、运用，其

要求学习者掌握非结构化的深层知识并进行批判性的高阶思

维、主动的知识构建、有效的迁移运用及真实的问题解决。

深度学习同样可以应用于国际汉语教学之中。国际汉语

教学十分注重对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注重汉语学习者的情

感需求，因此在教授汉语规则时应不仅局限于对知识的掌握，

还要能够对信息进行整合和批判性的理解与运用，从而全面

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问题的解决。

2.2 深度学习的理论框架

关于“深度学习”的理论层次问题，段金菊、余胜泉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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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构建了我们结合前人学者的理论框架以及国际汉语教学的

特点，建立“深度学习”的模型，从三个目标、六个层次提

出了“深度学习”的理论框架，如图 1 所示：

知识目标是深度学习的基础，分为知识理解、整合反思。

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习者需要理解所学知识，教师需要引导学

生整合反思。在能力目标中学习者要做到自主输出与合作学

习，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会用所学知识进行

沟通交流，实现知识的内化。情感目标可以细分为学习者的

参与热情与应用表达两个方面。教师应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

并使其灵活应用表达所学知识。

3  “是……的”微课教学视频的前端分析与教学设计

本研究依托唐风汉语微课教学平台，以第一作者徐小童

参加“唐风汉语第二届全国研究生汉语教学微课大赛”为契

机，选择“是……的”句作为具体的实践课程，并将深度学

习概念运用于其中。

3.1 前端分析

本次行动研究之前我们进行了前端分析，以确定教学重

点和难点。

3.1.1传统教学分析。“是……的”句强调的是一件已经发

生事件的时间、方式、对象等内容。在传统的教学思路中，教

师通常将被强调部分集中讲解且练习方式较为单一，缺少主

题性的串联以及生动的练习。

3.1.2 学习者难点分析。在教学设计前，我们选取 6 位留

学 生 作 为 试 讲 对 象 并 对 其 调 查 访 谈 。 调 查 发 现 ， 学 生 对

“是……的”强调句理解的困难主要为以下几点：

① 常 常 忘 记 “ 是 … … 的 ” 强 调 的 是 已 经 发 生 的 事 情

图1  本文构建的深度学习理论框架

（67%）。

②对“是”、“的”所在的位置理

解有所偏差（50%）。

③会继续在“是……的”句中使

用“了”（33%）。

3.2 教学目标设计

本文以“是……的”句的教学为

例，采用行动研究的方法，将教学分

为三轮，每轮研究相隔一周。第一轮

为知识目标的培养，选取6名初级水

平留学生作为试听对象，培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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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理解和整合反思能力。第二轮加入技能目标，选取9名

留学生作为试听对象并听取其反馈意见，考察学生自主输出

能力和合作学习能力。第三轮选取 12 名留学生作为试听对

象，加入情感目标，提高学习者的表达能力和参与热情。三

维教学目标的具体实施方式如表 1 所示：

4  “是……的”强调句教学设计行动研究

4.1 第一轮行动：以知识为目标

知识目标是语言能力的重要部分。在第一轮教学研究中，

我们的关注点主要是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以及教师对学生偏误

的整合反思。

4.1.1 计划与行动。强调时间、方式、对象这三个部分。首

先，教师详细讲解了“是……的”句的用法，帮助学生理解

所学语言知识。通过作业反馈，检验学生是否达到知识理解

这一基本目标。

其次，教师用偏误句帮助学生梳理“了”的位置摆放问

题，以此帮助学生纠错，实现语言的积累与运用。

4.1.2 反思与评价。本轮组织 6 名留学生观看学习微课视

频，但由于微课教师教学经验的局限性，仍以知识讲解为主。

教学结束后，学生基本理解了“是……的”的强调用法，通

过作业完成情况来看，学生实现了对知识的批判理解和反思，

但答题正确率不高，对“是”、“的”的位置问题仍有困惑：

我已经明白了该如何使用，但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要用

这个句型。（吉尔吉斯斯坦，美丽）

我明白了老师讲解的内容，但是该怎么说我还是有点不

太明白。（吉尔吉斯斯坦，艾迪克）

本轮试讲基本解决了知识的传递问题，但却存在对知识

点掌握不佳、学习情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师生之间的交流

互动不足等问题。（A 大学,T 老师）

该轮行动研究过程中，教师对语法点的讲解正确，学生

对知识理解基本正确，学生也能够对偏误句进行一定的反思

自查。但教学主要以语法知识为主进行设计，略显单薄。

4.2 第二轮行动：以能力为目标

能力目标是指学生在特定的环境中，通过听、读和观察

获取关键信息；学生应达到以下两个层次的要求：自主输出、

合作学习。

4.2.1 计划与行动。在第一轮教学结束后与学生沟通交流

后发现：学生学习积极性一般，自主产出的愿望较弱。经过

与指导老师（本文第二作者田艳老师，下同）的交流，我们

加入了课堂活动的元素，增加技能目标的培养，重在提高学

生自主输出和合作学习的能力。

本轮行动研究选取 9 位留学生进行试听。首先，教师对

“是……的”句的意义、用法以及位置问题进行进一步讲解，

此外增加了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环节，通过师生问答以及

过程 目标维度 具体层次 具体实施

第一轮 知识目标
知识理解 1.学生能够读出微课中的4个生词、3类句子，且发音较为准确，如

“自行车”“天坛”等；2.学生能够理解和掌握“是……的”句的
意义和用法；3.帮助学生认读微课中的汉字并对高频字进行认写。整合反思

第二轮 技能目标
自主输出 1.能够正确使用“是……的”句进行交际；2.能够正确使用“是

……的”句强调一件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时间、方式、对象等。合作学习

第三轮 情感目标
参与热情 1.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有使用“是……的”句进行交际的愿

望。2.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培养其良好的跨文化适应能力。应用表达

课堂具体的操练活动帮助学生进一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其次，在第二轮行动研究中注重学生的合作学习和自主

输出能力，设计情景演练（“采访尼克”），组织师生通过交际

性活动锻炼合作学习的能力。

最后组织学生观看小童老师和尼克的“采访”视频，观

表1  “是……的”强调句三维教学目标 看完毕后，学生之间互相采访“朋

友的北京生活”，锻炼学生合作学

习的能力。

4.2.2 反思与评价。通过以上

活动，学生的自主输出及合作意

识提高，课堂互动性增强，体现了

“随讲随练”的教学方法。在本轮

教学结束后，我们对学习者及教

师进行了访谈。

我觉得“采访尼克”的动画非常有意思，我也希望自己

能成为“小记者”采访别人。（日本留学生，村上实野）

“转一转”活动很吸引我，我一直非常认真的在看、在学，

不知不觉就会了。（吉尔吉斯斯坦，美丽）

本轮教学加强了师生以及生生之间的交流互动，比起上

一阶段，学生的参与度更高，表达的愿望也更为强烈，但课

堂操练、小组活动仍拘泥于传统的教学形式，无法体现出微

课教学的特色，需要进一步的强化学生的体验感。（M 大学，

W 老师）

本轮行动研究中，学生通过操练活动，自主输出句型，加

深了对本句型的理解，同时学生通过合作学习，对知识的掌

握加深。不过教学中还需要创设一个场景，帮助学习者得体、

自信地表达出所学内容，实现交互学习。在综合学习者的反

馈以及与教师组商定后，决定加入情感体验目标。

4.3 第三轮行动研究：以情感为目标

语言能力和情感紧密相连，内部驱动力能够帮助学生营

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加强情感交流。行动研究主要分为两个

方面：参与热情、应用表达。

4.3.1计划与行动。本轮微课教师与指导老师再次进行了为

期一周的讨论改进，决定将主题教学法与情景教学法相结合。

本轮行动研究以“尼克的北京生活”为主题，配合尼克

与老师的真实对话情景，将主题与情景完美结合，采用“我

是 大 侦 探 ”、“ 省 钱 小 能 手 ” 两 个 活 动 ， 使 学 生 产 生 运 用

“是……的”句表达生活的愿望。

本轮教学中综合运用了情景教学法、主题教学法等多种教

学手段，通过真实的交际活动，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从而产

生想要在交际中使用“是……的”句进行应用表达的愿望。

图 2     “是……的”句教学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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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轮的调整，最终形成了以三个目标、六个层次为

主的完整教学流程图，详见图 2：

4.3.2 反思与评价。在本轮学习结束后，教师从学生的参

与和能力培养认可度方面进行了考察。访谈结果表明，学生

在本轮的学习中能够较好地自主输出，知识传递的效率以及

学生的情感交流愿望都得到了有效的满足。在本阶段，我们

对其中几位学习者进行了访谈，结果如下：

微课学习结束后，我明白了“是……的”句为什么要用，

应该怎么用。（泰国，黄玉梅）

微课中也能做到“边学边练”，学完这一课，我很开心。

（日本，村上实野）

通过三轮研究以及指导老师的修改建议，授课老师将最

终版本上传到了唐风汉语云平台上，教师评语如下：

教学设计新颖，启发性强，学生的参与热情度高，教学

中恰当的使用了动画和视频，“以尼克的北京生活”为主题，

激发了学生的共情能力。（B 大学，L 老师）

语言点讲解准确，教学风格生动活泼；课程设计结构合

理、完整、节奏紧凑、应用性强。（S 大学，L 老师）

课程符合微课教学的特点。课堂交流互动效果好，较好

地培养了学生的应用表达的能力。（D 大学，C 老师）

由上述教师评语可以看出，本次教学获得了成功。

5  结语

本文首先建立深度学习的理论框架，即知识、技能、情

感三个目标，下面又细分为六个层面。随后，依据这一框架，

以微课视频“是……的”为研究对象，对该微课教学进行三

轮的行动研究，直至最终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微课教学。期

待本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汉语微课教学设计的发展。

此外，本研究还具有另一层的意义。本研究第一作者为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在本研究中具有双重身份，即汉教硕士

和本微课视频的任课教师。第二作者是专家型教师，也是研

究生导师，负责对本次微课教学进行持续性的指导。汉语国

际教育硕士属于国际汉语职前教师，微课教学不断完善的过

程也是对汉教硕士及新手汉语教师进行培养的过程。因此，

我们也期待这样的一次合作尝试，对汉教硕士的培养具有一

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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