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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法在MTCSOL培养中的应用 
李萌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摘要：为了能主动和适应于中国海外汉语文化国际汉语交流推广及其国际化这个新发展时期形势，MTCSOL 专业委员会的学术
研究及其设立之宗旨目的是培养并有志应用于我国在乃至当今的国内外和长期在从事的海外汉语教育及交流推广的实践工作环节中
需的具有较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语言的专门人才。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人才培养，案例教学法的重要性日渐凸显。案例教学能
够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提供各种复杂而真实生动的互动教学拟态环境，能够快速训练广大学生独立发现具体问题、分析抽象问
题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等的实际能力，并且有助于更好地有效实现学生课堂知识翻转、达到课堂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交流的良好互
动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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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case teaching method in the training of MTCS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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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MTCSOL is to adapt to the new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of Chinese， and to cultivate high-level， applied 

and compound professionals who are engaged in Chinese promotion at home and abroad.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training of talent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importance of case teaching method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Case teaching can organically combine theory and practice， provide a variety 

of complex and real teaching simulation environments， train students' ability to discover，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and better realize classroom 

flipping to achieve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 good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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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CSOL(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是一种与高级国际汉语

水平教师职业资格证有机衔接起来的中文专业的学位。主要方向培

养能具有相当熟练有效的把汉语知识作为主要第二语言教学基本

技能体系和有良好国际文化交流传播综合技能、跨文化交际运用能

力的较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化汉语专门人才，能够适应

中国汉语课程国际文化交流推广实践工作，胜任汉语多种课程教学

研究任务。案例教学法以真实案例为教学基准点，以国别、层级、

内容为方向，提供适合学生参与各种复杂而生动的真实情境活动的

三维交互式教学的拟态环境，能够多角度全方位系统地进行训练，

让每位学生多角度去发现处理问题、分析解决问题等多角度思考学

习能力，并且还有助于师生更好地去实现学生课堂的自我翻转，达

到课堂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教学中的一种良好的互动和教学效果。

因此，探讨案例教学法 MTCSOL 培养中的应用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培养 
2007 年出台的《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

方案》明确指出：“提倡案例教学法，运用团队学习、案例分析、

现场研究、模拟训练等方法，力争研究生在课程学习期间能接触到

较多不同类型的案例，提高教学技能和国外适应能力。”1 方案中特

别强调要求我国 MTCSOL 专业研究生课程专业的学科设置应该以强

化实际教学应用训练为目标导向，以加强实践操作训练培养为突出

重点。因此，以专业理论实验讲授教学为主要授课方式之一传统理

论教学培训模式将远远不能有效满足未来该专门领域发展的高素

质人才培养之需求，我们应使案例驱动教学能够全面的应用于高校

应用型 MTCSOL 专业及其研究生项目培养方案中。 

从目前学科专业及选修课程的设置来看，理论课程占比要原高

珣于实践课程。刘 教授(2000)指出：“相当长时间以来我们在教学法

的研究和探索方面显得非常沉闷，整个对外汉语教学界大体上按照

相同的模式进行教学，几乎没有什么突破。而我们的教学效果并未

到达令人满意的程度，我们的教学法体系也远未形成。这就需要我

们去大力进行教学的改革和探索。”2 为了更好地适应人才培养方案，

培养出能够真正站在国内及国际讲台上教授汉语课程的对外汉语

教师，增加实际案例教学式非常有必要的。 

二、案例教学法的应用 
案例教学法理论(case methods)理论是指一种直接利用教育案例

直接作为课程教学辅助工具手段的新型教育管理方法，是搭建架设

在课堂教学理论基础与教育实践环境间联系的一座桥梁，教师可利

用真实案例材料作为直接授课探讨的基本题材，以使用案例教材积

累的教育具体管理事实知识和实际经验知识作为课程讨论教学的

依据。通过师生互动来探讨案例事件的行为和原由，引导学习者去

探讨案例中复杂深层的意义及争议性问题 3。 

案例教学法真正开始作为一种教学方法而形成于约 20 世纪六

十年代初的美国哈佛大学的法学院系和医学院。1910 年，美国哈佛

大学教师研究发现，很多的理论问题都过于复杂抽象，教师往往单

纯是使用数学语言去进行讲解，学生无法理解。因此，这些中外学

者结合上述理论内容，举出某些法学领域或一些医学问题的相关实

例，结合理论知识，分析具体的案例，这一做法受到学生的广泛欢

迎，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紧随其后的是科普兰(eopeland，D.)博

士在哈佛工商学院最先使用讨论法进行工商管理教学。 

1918 年，人们正式开始把这种教学方法称为"案例教学法"，由

此开始推动了法国近代学校对案例性教学方式的研究。20 世纪 40

年代和中期，哈佛开始大力向外推广案例法。从 50 年代开始，除

了北美外，欧洲、亚洲等许多国家也开始使用案例式教学法。 

我国学界引进西方的案例式教学法理论的历史起步较晚。20 世

纪后期我国高等教育学术界才开始陆续有学者做出初步地尝试。

1980 年夏，美国的课程教师们曾两次与中国学科的授课教师们一同

对首批全国特许开放试点企业的四座省会地级城市里选出的近 20

余家优秀企业案例进行了大量跟踪采访，编成教材出版，编写了共

计约有 80 余篇研究案例，并在大连培训中心首期厂长、经理研修

班的教学中试用，这是在实践课程改革中所进行首次尝试。1987 年

在我国首次出版了系统地介绍中国有关现代商业管理及实务案例

研究专著—《管理案例学》。1991 年以来又是借助于中国高等院校

工商管理硕士和研究硕士(MBA)等博士授权专业与学位点先后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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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良好历史契机，大力推进案例教学法。 

在以“汉语国际教育案例教学”为关键词，在 CNKI 搜索了相

关研究成果，并将搜索成果用 CITESPACE 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

以下图谱。 

 
从该图谱的关键词聚类来看，研究频次较高的内容为教学反馈

方式、教学行为、中华文化活动、学习与习得、以及多媒体课件设

计方面。我们以教学反馈方式、教学行为方向进行研究内容梳理的

话，可以看到，对案例式教学研究的相关内容大多数出自高校研究，

且多为 MTCSOL 硕士毕业论文。其中占比较多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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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教学法与 MTCSOL 培养 
目前，系统的国际汉语教学案例库还没有形成，案例还没有整

合成为一种共享的教学资源，多呈分散和不规范状态，因此，

MTCSOL 的案例教学在整体上没有标准，这也导致案例质量无法保

证。大多数院校缺少专业、稳定的师资团队，授课教师未必都很清

楚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培养目标，有些老师仍习惯沿用传统的教学

方法。此外，一些院校并没有搭建适合本校教学的案例库，授课教

师往往博众家之长，自己组建教学案例。因此，大多数培养院校开

设单独一门案例教学课的条件尚不成熟。但是，案例教学法近年来

在应用型 MTCSOL 的培养方式中起的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正被更多

研究专家教授和知名学者等所逐步认可。因此，案例教学法在目前

在汉语类国际职业教育和硕士联合培养体系中还可继续加以完善

如下灵活的应用: 

变革教学模式，体现课程高阶性。明确课程定位，注重知识、

能力、素质有机融合，注重课程衔接。新时代的各类教育教学的传

统方式都迎来的新的挑战，传统的线上课程已经无法满足教学需

要，线上线下混合课程甚至线上课程的改革已是刻不容缓。对于

MTCSOL 研究生而言，进行案例式教学模式改革的必要性及实施效

果是本项目进行研究的前提。 

案例内容博采众长，与时俱进。Lymn(1999：146)归纳了四种常

用的四种案例教学模式，即在课程中案例教学作为辅助手段发挥作

用；或是一学期内先由教师讲授基本理论，再将理论用于分析案例；

或是课程由大量案例开始，通过分析、提炼，对此后讲授的理论形

成初步认识：或是每一专题内教师讲授和案例教学交替使用；或是

不定期按课程需求引入案例教学。除此之外，张民杰还提出了案例

导向的课程(case-based curriculum)(2006)，即以全学期容量为学生引

入大量的教学案例，使之在拟态环境中初步接触教学实务。这对于

案例的选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改进传统教学方法，强化课程创新性。将教学案例与传统教学

模式相融合，利用理论知识分析教学案例，通过案例分析综合运用

理论知识。注重发挥每位教师的课堂组织主导作用以及与广大学生

交往的教学主体地位，以争取达到教师最佳满意的课程教学效果。

教学方法改革的基本方向表现为:将原有"以教为中心"的传统教学

思维模式转改为"以学为中心"新的思维教学思维模式，从教师如何

教学生向学生自己学的转如何学转变。 

强化过程考核，增强课程挑战度。并利用调查问卷、形成性评

价、教学反馈等方式，探究案例式教学对于 MTCSOL 培养方案的实

践情况。初步尝试建立起一个基于"两性一度"和"以学生为本"的混

合式教学设计理念框架和教学设计模式，调动起学生主动学习积极

性。在此基础上，重新定位课程标准和教学评价体系。通过实践教

学方法思路理念的转变，更为直接有效培养提高学生实际教学运用

能力，将学生快速培养发展成为一名具有扎实熟练汉语第二语言教

学技能基础和掌握良好多元文化综合传播技能、跨文化交际沟通能

力的专业人才。 

结语： 
将 MTCSOL 课堂内融入更多的案例进行教学，能够更好的弥补

学生实践环节不足的缺憾，通过大量的、丰富的案例分析，将更多

的理论知识融会贯通之外，在正式进入课堂之前，了解更多的对外

汉语课堂模式，做好准备应对课堂上更多的突发情况。一个经典教

学案例起的重要作用有时候可能远远的超出其他一本同类书甚至

其他几本类似案例所应该起到的重要作用。而且，在对教学中案例

素材的选择使用方式上我们也是存在很强的灵活性，同一个教学案

例我们可以尝试从很多方面切入来进行观察，从中可以所发挥到的

教学思维规律、教学方法以及一切和课堂实际教学直接相关到的各

方方面都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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