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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述评

张倩

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世界各地学习汉语的人数不断增长，汉语学习需求逐

渐高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网络技术的熟练运用使得对外汉语教学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线下教学，高效、便捷

的网络教学不断兴起。本文重点梳理了研究线上对外汉语教学的相关研究成果，给予客观评价，希望进一步推动线上对外

汉语教学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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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线上教学的相关研究

杨家兴 (2006) 提出在进行网络教学过程中，我们不能

将课堂教学生搬硬套在到网络教学上，更重要的是，教师

应结合互联网的特点采取新的教学原则、新的教学方法和策

略。他指出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上相互交

流、合作互动，以有效的方式实现教学目标的过程。在“互

联网 + 教育”的背景下，随着教学资源和教学条件可以进

一步改善，线上网络教学的可行性将进一步发展。

管佳 , 李奇涛（2014）认为，在中国在线教育的发展趋

势中，双向互动是必然的，资源整合是普遍的、个性化学习

是重。他他们通过分析提出在网络教育飞速发展的时代，指

出教育工作者应积极把握网络教育发展的原动力，探索能够

满足用户需求的网络教育产品。未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混

合式教学模式将成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郑庆华（2015）指出，网络教育强调在理解教育本质

的基础上，利用网络思维重塑教育模式，改变传统教学模式，

形成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充分体现将学生放在第一位的教学

理念。

吴政（2016）把网易云课堂和腾讯课堂作为分析对象

进行调查分析，他指出了网络教学平台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

挑战，比如收费课程也需要解决版权保护等。同样指出这两

个平台对外优势：平台实现既能保护用户观看体验 , 也可以

降低交通成本的挑战与问题。最后，课程内容保障、从技术

手段更新、用户满意度等方面提出了改进策略。

张景彦和贺文（2019）指出，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师

生共同参与，互动参与课堂以有效实现教学目标的过程。在

“互联网 + 教育”的背景下，教学资源和教学条件可以得

到进一步改善和提高，并将在促进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方面发

挥更大的作用。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诸多教育

研究者对网络教育的关注程度在不断提高，但就目前来看，

我国的对外网络教育仍处于初期探索阶段，“互联网 + 教育”

教学体系还不够完善，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如何有效地进行

网络教学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同时，建立个性化教育体

系也需要我们不断探索。

二、线上对外汉语教学的相关研究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计算机辅助教学即远程教学初步

发展，线上对外汉语教学是远程教学一种，互联网的不断

发展及汉语学习者不断增加使得它处在发展上升期，从教

学方式而言，线上对外汉语教学是远程教学在当代发展的

最新阶段。

随着远程教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教学资源的不断

完善、人们对于互联网的熟悉度不断提升，对外汉语界越来

越多的学着提出线上汉语教学的必要性，开始不断探索研究

线上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及网络汉语教学未

来的发展前景。

张和生、洪芸（2001）认为线上对外汉语教学是对传

统汉语教学方式的一种重要补充，他们提出基于互联网的线

上汉语教学具有及时、高效、互动性、跨时空性等优势，线

上教学也是未来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同时提出网络对外汉

语教学也存在一定弊端，如计算机本体研究不够成熟、教学

环境的真实性等。因此他们对互联网教学应用于二语教学做

了一定梳理回顾，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线上对外汉语教学做出

展望。

郑通涛（2004）认为应用互联网技术是当代对外汉语

教学的必然趋势，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对外汉语教

学事业要注重培养新型教师的信息能力、多媒体技术操作能

力、建立网络教学平台防止信息流失、拓展对语言信息的研

究渠道。他提到运用互联网教育技术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方

式分类，阐述对线上对外汉语教学具有的特点，最后提出运

用互联网技术进行对外汉语教学需解决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

解决办法，如培养新型教师、拓宽信息研究渠道、加强网络

教学的互动性，注重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而不是考试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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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亚矛（2007）认为在如今互联网信息高速发展的时

代，基于网络的对外汉语教学必然会成为对外汉语教学的重

要手段之一。他认为远程汉语教学更能满足全球各个国家的

汉语学习者的需求，在教学对象方面，能够增加多样性，教

学形式上也能给汉语学习者新的体验，进一步促进对外汉语

教育事业的发展。他阐述了对外汉语远程教学的优势，分析

了对外汉语教学中要实现的教学任务，分析了远程汉语教学

的特点、优势和现状，并期待的发展远程对外汉语教学。

赖宁超（2014）指出信息化建设对汉语国际化教育将

带来各方面的影响，如打破汉语教学时间、人数、地域限制，

从单一的传统课堂转变为在线课堂、混合式课堂，网络教学

形式多样化，学生的学习兴趣、主体地位不断提高。

李丹萌（2017）通过对比分析了线下汉语教学和线上

汉语教学的总结了两者的异同点，分析了线上汉语教学的特

点并提出出线上汉语教学目前遇到的主要问题，如：师资力

量不足、教学效果难以控制、平台技术等问题。最后，“教”

和“学”的层面以及技术层面分别提出了改进的建议。

历楠（2018）结合“名家汉语学院”通过对网络远程

教学的策略进行分析指出远程教学存在一些不足，如互动性

不高、教学内容不够丰富多样、教学时长不合理、以及奖励

机制不强等。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分析，我们发现，目前对外汉语专

业网络教学正处于发展阶段，但目前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对外

汉语专业网络教学体系。我们还需要继续探索和实践汉语国

际教育专业在线课程的设计，以及如何与线下课程进行整合

和对接。同时，在发展在线与线下相结合的对外汉语专业教

学模式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根据学科特点探索适合该专业

特点的教学模式。

三、关于对外汉语在线教学平台的相关分析：

目前，关于对外汉语网络教学平台的研宄大致集中在

对外汉语网络教学平台的发展现状、教学资源、课程设置、

教学模式等方面。

关于对外汉语在线教学平台的教学资源的分析：袁志

芳，徐娟，谷虹（1999）对自 1999 上半年以来，汉语对外

汉语在线教学的主要站点分为五类站点：综合站点，快速学

习站点，辅助站点，文化站点和工具站点，并对这五个站点

进行对比研宄与综合评价。与之相似，刘莉（2008）也总结

和介绍了有关互联网上汉语教学的相关网站和信息资源，并

将它们分为综合信息，在线教学，辅助工具，汉语水平测试

和汉语研究类网站。

宋惠娟（2007）对中国国内六个最具代表性的汉语教

学网站及其特点进行了综合分析。指出对外汉语教学网络平

台可以充分发挥当下信息技术进步为教育行业带来的的优

势，弥补目前教学中存在的一些缺陷，使学生和教师都能更

好的进行教学工作和日常学习。

陆鲸（2012）选择了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对外汉语

在线教学平台，并遵循政府和国家建立的有关大型网站的标

准，对由民营公司建立的公立学校和中小型网站进行分类，

并进行对比研究和综合评估。

徐娟（2012）定义了何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数字化，并

在此基础上对这一现象的理论，通用教学工具，教学网站，

教学课件，课件制作技术和教学资源建设等六个方面进行了

研究，从中分析了目前对外汉语在线教学平台的发展状况和

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于对外汉语在线教学平台的课程设计，徐娟和孙德

进（1999）从设计模型，设计原则，设计内容和行为策略四

个方面分析了远程汉语教学课程的设计。 他们指出，远程

学习成败的关键在于课程设计的质量。

林君芬和余胜泉（2007）从中国网络课程的政策，研

究和应用现状这三方面探讨了网络课程的概念。他们发现在

网络过课程中，课件和教科书之间存在一定的混淆，其次，

网络课程具有较大的课程体系但缺乏规划，另外，网络课程

重视教学内容的表达但对学习环境的设计缺乏关注，同时还

分析了单一形式的教学内容。通过分析这四个方面存在的各

种问题，林君芬和余胜泉针对这些问题对网络课程的设计和

开发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

在对外汉语网络教学平台的教学模式方面：张丹、钟

绍春和程晓春（2004）针对中文在线教育平台的教学模式提

出了一种基于模型的虚拟教育环境教育系统，并分析了该平

台的功能和主要问题。

熊霄（2011）将传统教室的语言教育与网络环境下的

语言教育进行了比较，并讨论他们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同时

分析了当前国内外的对外汉语教学网站，试图探索汉语作为

第二语言教学背后的相关理论，并总结了互联网作为第二语

言教学模式的特点，即对现代网络技术依赖性大，强调学习

者的自主学习能力以及相关的评估系统不够完善。

窦诗华（2016）研究了网络汉语教育作为外语教育平

台的不完整性，分析了网络教育的核心“互动性”，以及网

络汉语教育的外语教育模式，并分析了新媒体——手机ＡＰ

Ｐ在对外语网络教学中所能发挥的各种作用。

从以上文献得出，对外汉语在线教学平台不单是外国

人学习汉语，推广中国文化的平台，也是汉语教师学习运用

到教学的重要途经。当下网络汉语教学学习者不断增加，我

们需要不断开发高质量的汉语教学平台，从教学资源、课程

设置、教学模式等方面着手研究，开发适合线上汉语教学专

用的平台，提高对外汉语教学平台的针对性、丰富性和科学

性。

四、小结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教育的理论逐渐影响着

对外汉语教学，互联网使得对外汉语教学逐步走向便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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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化。线上对外汉语教学将是未来推广中国文化的重要途

径。积极地探索互联网授课的新型教育教学体制、建立高质

量的线上对外汉语教学平台是每一个汉语国际教育工作者

肩负的责任和时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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