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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汉语水平测试观其汉语教育方向

杨晶晶

苏州大学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本文通过梳理“中国语检定考试”相关研究成果，从新视角——被试角度进行了实证研究，根据问卷调查数据和

考生测试成绩，分别从考试动机、认可度以及中检协会提供的各项指导这三方面对中检加以深入探讨，并分析其汉语教育

方向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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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二语习得和语言测试的关系受到学界的关

注。汉语测试随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发展也逐渐多样化。

如今中国的汉语水平考试（以下简称“HSK”）已走向世界，

而日本作为汉字文化圈国家之一，其国内的“中国语检定考

试”（以下简称“中检”）有着较高的受众度，而 HSK 在

日本国内的影响力尚不及中检。笔者查阅了中国知网与日

本 CINII 资料库，对中检相关文献资料加以梳理，并对参加

2019 年第 99 回的考生开展问卷调查。据此，本文将从被试

角度出发，考察被试的动机、中检的认可度以及中检协会为

学生提供的各项汉语学习指导，以此探讨日本汉语教育的发

展方向与趋势。

一、“中国语检定考试”研究成果

关于中检，国内对这一考试较为陌生，还未开展全面

且深入的研究，仅停留在介绍中检的基本情况及其考试特点

上。成果主要有陆庆和（2003）《关于“日本中国语检定”》，

李铮强 (2003)《日本的汉语检定考试》，贾笑寒（2006）《日

本国内的汉语能力考试及其借鉴意义》，杨初晓 (2007)《在

日本的汉语水平考试》等。

中检与 HSK 的比较也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从 2006 年

至今涌现了不少该方面的硕士论文。主要分析对比了中检与

新旧 HSK 的性质特征、等级大纲、试题结构等内容。

在日本，除了中检协会不断地完善和修订以外，搜索 

CINII 网站关于中检的研究论文数量也不多。研究角度主要

集中在语言测试和课堂教学方面，这与中国的研究角度迥

异。如有物部宽太郎、田中成典、许会庆（2006）《以中国

语检定为标准的汉语能力判定系统的研究开发》，侯仁锋

（2013）《从测试理论与实践来看中检，以 3 级为例》，蔺

梅（2015）《关于汉语教学指导方法的考察——根据中国语

检定的考试结果》，中文础雄、陈敏 (2016)《关于汉语听力

能力的培养 : 旨在通过中检 4 级的教学实践》。 

二、从被试角度考察“中国语检定考试”

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和与日本籍汉语教师的访谈，结

合中检试题，对日本帝塚山学院大学大一至大四汉语专业学

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试从考生这一角度更深入地了解中检。

参加调查的学生均有一年以上汉语学习经历。他们于

2019 年 11 月参加准 4 级、4 级和 3 级考试（仅有 1 人未通过），

通过 3 级的学生有过半年或半年以上中国留学经历。

调查形式为实体问卷，利用 SPSS 数据分析软件对调查

结果进行数据分析。首先对参加中检的的动机进行了多重响

应变量频率分析，通过定义变量集的方式，对选项进行简单

的频数分析。笔者在调查问卷中就考试动机这一问题设置了

11 个选项：a. 升学 b. 留学 c. 工作需要 d. 跟风 e. 与中国朋友

交流 f. 检验自身汉语水平 g. 个人兴趣、喜欢汉语 h. 学校家

长要求参加 i. 证书有用 j. 看中国文学影视作品 k. 其他。根

据调查结果，参考 Garder 和 Wallace Lambert 的学习动机理

论，再结合日本帝塚山学院大学汉语课堂以及汉语学习者的

实际情况，将本次调查得到的学习动机分为以下两类：1. 工

具型动机 2. 融入型动机 

考试动机 频率

响应

个案数 百分比 个案百分比

升学 6 10.9% 24.0%

留学 7 12.7% 28.0%

工作需要 13 23.6% 52.0%

跟风 2 3.6% 8.0%

与中国朋友交流 5 9.1% 20.0%

检验自身汉语水平 11 20.0% 44.0%

个人兴趣、喜欢汉语 4 7.3% 16.0%

学校家长要求参加 1 1.8% 4.0%

证书有用 3 5.5% 12.0%

看中国文学影视作品 2 3.6% 8.0%

其他 1 1.8% 4.0%

总计 55 100.0% 220.0%

在 25 名学生中，从上述动机调查情况可以看出，选择

工具型动机的学生有 29 人（升学 6 人、留学 7 人、工作需

要 13 人、证书有用 3 人），占总选择数的 52.7%，占总人

数的 116.0%；选择融入型动机的学生有 22 人（与中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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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5 人、检验自身汉语水平 11 人、个人兴趣喜欢汉语 4 人、

看中国文学影视作品 2 人），占总选择数的 40.0%，占总人

数的 88.0%；从数据结果看学生参加中检的动机是工具型大

于融入型。他们参加中检大多出于对自身工作和未来发展的

需要。其中有 13 人选择了工作需要，他们认为中检能准确

地评价学习者的汉语水平，“可以作为学校入学、成绩认定、

企业录取、员工升迁、提薪等人员调换、人事评价方面的可

靠依据。”

关于设立中检的目的，理事长上野惠司阐述道 :“对我

们这些从事汉语教育的人员来说，有责任为学习者制定判断

学习成果的标准，在促使他们保持学习欲望的同时，制定社

会容易接受的客观的评价标准。我们的目标是制定实施更加

具有公正性、可信性、高水平的考试题目。”从这点来看，

也与 11 人选择检验自身汉语水平的融入型动机相吻合。

此外，中检协会的设立背景是：“在日本和中国经济、

文化交往越来越频繁的时代，理解对方国家的语言具有特别

重要的意义，我们希望更多的人理解中国文化，更多的人掌

握汉语。”所以在调查中也发现一些学生是出于个人兴趣、

想要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学生交流等动机参加中检。

目前中检在日本的影响力超过 HSK，是日本国内最具

权威、参加人数最多的汉语考试，有一种说法是“与其告诉

别人你学习汉语的年数，不如告诉他你中国语检定的级别。”

通过和学生的访谈，笔者了解到他们在备考过程中能

够便捷地获取历年真题试卷。在中检官网上，设有专门的版

块（考试真题及解答）供学生下载。

在这里值得提出的是，中检协会为了完善汉语水平测

试，还创办刊物、出版试题集、编撰辅导读物等。比如《中

国语之环》，该杂志主要刊登以下内容：汉语言文化知识、

模拟试题、汉语学习方法等，也向读者介绍关于考试的一些

想法（例如对改变出题形式、实施新考试办法的说明等 )。

25 名学生的中检通过率足以说明中检协会提供的备考资料

非常有效。

上文提到日本考生能从中检官网下载历年考试真题及

答案，同时可对自己的成绩进行即时测评。如需详细解答也

可以在官网申请，其中包含听力材料的音频、答案以及详细

的解析。同时中检协会在每次考试后以分级的形式公开出版

《解答与解说》及相应的模拟试题集。中检在提供备考资料

这一方面值得国内的各类汉语水平测试学习和借鉴。

三、日本汉语教育发展方向与趋势

笔者查阅了中检的答案解析，发现其可读性及可理解

性较强，据此学生可以知悉考试的重点和难点，能更好地培

养考生的自学能力；在教学方面，教师也可适当调整教学策

略，指导学生顺利通过汉语水平测试。

除此以外，为了普及与提高汉语教育，中检协会还定

期举行讲演会、举办针对各级考试的讲座 , 还设有通信课程。

另外，除中检以外，该协会还面向企业开展“汉语实力测评”

的工作。当企业要选派往中国工作的人员或者检验汉语培训

的成果时，中检协会可以为他们出试卷并阅卷，向企业提供

应试者的成绩单及排名 , 进行水平鉴定，并向每位应试者提

出下一步的学习建议。

我们发现中检协会作为语言测试的举办方，在近四十

年的发展中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体系，在多方面给予考生

有效的指导。在考试后，公开出版真题的答案解析，便于考

生自学。从这一点来看，对我国汉语水平测试具有一定启示：

完善答案解析及如何开发和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是我们需

要思考的。

中检官网上存在一处特别的版块，叫做“合格者之声”。

笔者总结发现：

1. 分享的内容包含中检准 4 级到 1 级，覆盖范围广，

高级别的考试经验分享占了大部分内容。从这里我们也可以

看出日本考生对于中检的认可度很高，与上文问卷调查结果

相符。

2. 大部分通过者会描述自己参加考试的动机，例如：

衡量自身的翻译水平、工作需要、个人兴趣、想要了解中国

文化等；主要分享应对考试的学习方法和策略，并且针对相

应级别的考试推荐学习资料及学习网站等。从中我们发现考

生参加考试的动机也与前文概括的工具型动机和融入型动

机相吻合。

3. 分享者来自不同的社会领域，有在读的学生、也有

工作的职员还有退休的老人等，他们热衷于分享自己的经

历，表达对汉语及中国文化的兴趣。从这一点来看，也是中

检在日本国内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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