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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课模式下汉语言专业留学生学习策略调查研究 
陈娟 

（青岛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山东青岛  266071） 

摘要:疫情以来，针对留学生居家通过网课学习汉语的情况，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汉语言专业留学生的汉语学习策

略使用情况展开调查，利用 SPSS 对问卷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总结留学生网课期间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和特点。结果表明，六大学

习策略的使用平均值均处于中高频，说明网课模式下汉语言专业留学生比较善于运用学习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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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以来，大部分汉语教学开始采用网课模式，

但是来自外部环境的和自身的干扰因素明显多于线下课堂，这使得

自制力差的同学无法达到老师预期的教学效果。在语言学习中起决

定性作用的是学习者自身，所以，学习效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就取

决于留学生自己选择的学习策略。只有科学地、全面地、深刻地了

解网课期间留学生的汉语学习策略，才能将汉语教学建立在坚实的

基础上。 

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青岛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2019 级到 2021 级汉

语言专业的留学生，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 Oxford

（1990）编制的语言学习测量量表（SILL）的基础上[1]，根据网课期

间的特殊性和留学生汉语学习的实际情况和特点进行了删改和选

取，制定适用于本研究的调查问卷，并借助 SPSS24.0 对问卷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结合访谈进一步分析线上教学如何影响汉语学习策

略的变化。 

2 调查问卷 

问卷分为两部分，共有 41 个问题。第一部分为研究对象的基

本信息调查，包括留学生的性别、年龄、母语、汉语学习时间、HSK

水平、网课学习平台和目前是否在中国；第二部分是学习策略的使

用调查，8~13 题考察认知策略，14~19 考察记忆策略，20~24 考察

补偿策略，25~30 考察元认知策略，31~35 考察情感策略，36~41

考察社交策略。本研究共回收问卷 54 份，有效问卷 54 份。 

3 调查结果与讨论 

3.1 学习策略整体使用情况 

为了了解这 54 名汉语言专业留学生网课期间汉语学习策略的

使用情况，本文使用 SPSS24.0 对调查问卷的汉语学习策略量表的数

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统计结果如下： 

表 1 学习策略整体使用情况 

学习策略 
认知策

略 
记忆策略 补偿策略 

元认知策

略 
情感策略 社交策略 

平均值(M) 3.82 3.59 3.37 3.73 3.70 3.69 

标准差(SD) 0.57 0.65 0.57 0.66 0.69 0.76 

学习策略的平均值代表了该策略的使用频率，Oxford(1990)对学

习策略得分所代表的使用频率做了如下规定：平均值为 1.0~1.4 表

示从来不或几乎不使用该策略，使用频率为低频；平均值为 1.5~2.4

表示很少使用该策略，使用频率为低频；平均值为 2.5~3.4 表示有

时使用该策略，使用频率为中频；平均值为 3.5~4.4 表示经常使用

该策略，使用频率为高频；平均值为 4.5~5.0 表示经常使用该策略，

使用频率为高频。 

由表 1 可知，在六大类学习策略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认知策

略（M=4.52），最低的是补偿策略（M=3.40），六种学习策略使用频

率由高到低排序为：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情感策略>社交策略>记

忆策略>补偿策略。其中，认知策略、记忆策略、元认知策略、情

感策略、社交策略的平均值均大于 3.5，属于高频度，只有补偿策

略的平均值介于 2.5~3.4 之间，属于中频度。各类学习策略使用频

率的标准差总体较小，说明在留学生在网课期间的汉语学习策略使

用情况差异较小，在对每种学习策略的选择上一致性较强。 

3.2 不同学习策略的统计分析 

3.2.1 认知策略 

根据统计结果，认知策略中每一项策略的使用都达到了高频

度。留学生最常“用网络搜索引擎”（M=4.35）搜索生词或表达等，

这是由于大部分留学生身处国外，独自一人在家学习汉语，遇到生

词或不会的表达无法直接求助老师，用网络搜索引擎最为快捷高

效；汉语语音最大的难点是声调，绝大部分汉语学习者都会出现“洋

腔洋调”的问题，所以为了练习自己的语音语调，留学生乐意“模

仿中国人说话”（M=3.89）和“跟着视频中的发音来练习汉语”

（M=3.90）；留学生使用的教材是根据从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

编写的，他们容易总结语法点和生词的使用规律来帮助新知识的学

习，所以留学生经常会“总结句型和搭配”（M=3.67）；网课相较于

传统线下课堂的优势是可以反复观看直播回放，故当遇到不理解的

地方，大部分留学生愿意“看网课回放”（M=3.61）；“在网上看中

文节目”（M=3.52）的使用频率相比较其他项而言较低一些，这是

因为汉语言专业一周课时较多，教师布置作业也较多，学生周内一

般没有时间看中文节目。 

3.2.2 记忆策略 

根据统计结果，留学生最常使用记忆策略中“复制粘贴或抄写

生词”（M=3.85），由于大部分学生在国外，学校没有统一给留学生

配发纸质版教材，而是使用电子书，所以留学生会经常复制粘贴生

词或将生词抄写在笔记本上来帮助记忆；“用生词和语法造句”

（M=3.74）、“用图片、APP 等记生词”（M=3.54）、“记生词出现的

位置”和“情境中理解记忆生词”（M=3.44）这四项平均值也达到

了经常使用的频率。这四项策略都属于有意义的记忆方式，说明留

学生能够充分运用各种有效的记忆方法来学习汉语。在教学过程

中，教师也经常强调有意义的识记方法，留学生也乐于各种 APP 来

辅助汉语学习；“复习旧知识”（M=3.44）也达到了高频使用的程度，

教师往往在正式开始新课前带领留学生一起回顾旧知识，在新课中

将旧知识与新知识联系，潜移默化中既学习了新知识，又复习了旧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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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补偿策略 

根据统计结果，补偿策略中只有“近义词代替”（M=3.87）和

“猜测词义”（M=3.80）的使用达到了高频度，汉语言专业留学生

在入学前汉语水平就已达到了 HSK4 级，他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词

汇，所以在网课中遇到不熟悉的单词或不会的表达时，用近义词代

替或者根据语境猜测词义是他们经常使用的策略；而“用手势或者

母语代替”（M=2.89）的使用频率最低，经访谈了解，教师在上课

时明令禁止留学生说母语，且有些留学生在回答问题或者与同学讨

论时不愿意开摄像头，那么使用手势代替的几率就大大减小了。“猜

文章大意”（M=3.41）是留学生偶尔使用的策略，这是因为他们除

了教材和老师提过的学习材料，很少独自寻找阅读材料，缺乏经常

使用这一策略的条件。− 

3.2.4 元认知策略 

根据统计结果，元认知策略中最常使用的是“改正错误”

（M=4.09）和“回想进步和不足”（M=3.87），达到了高频率使用的

程度，在学习过程中，留学生通过不断反思自己的不足、改正自己

的错误和总结自己的进步来探索汉语学习方法；留学生在访谈中提

到，他们很希望老师能教给自己有效的汉语学习方法，因此“寻找

学习方法”（M=3.61）也是他们常使用的策略之一。所有汉语言专

业的留学生都为成年人，且几乎都有明确的汉语学习目的和足够的

学习动机，因此对自己的汉语学习计划比较明确，所以“制定学习

计划”（M=3.78）也被留学生经常使用；但是由于他们都是独自一

人在家里上课，缺乏老师的监督和同学的陪伴，加之上网课时会有

弹窗或广告的干扰，他们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的能力明显下降，

所以“排除信息干扰”（M=3.41）和“集中注意力”（M=3.44）这两

项的使用频率较低。 

3.2.5 情感策略 

根据统计结果，情感策略中的五项策略均达到了高频，属于学

生经常使用的策略。这一策略的使用在六大学习策略中排到了第

三 ， 而 许 多 前 人 的 研 究 都 表 明 学 生 很 少 使 用 情 感 策 略 ， 如

Chamot(1987)的研究发现只有 5%的被调查者使用情感策略。经访谈

发现，留学生尤其是大一新生，认为上网课很新鲜，在线上课程中

学习汉语更具挑战性，所以他们会在课堂中观察自己是否焦虑，调

节自己的焦虑情绪，使自己尽量适应网课这种学习形式，故“观察

自己的焦虑”（M=3.78）这一策略经常被使用；网课模式相较于传

统课堂而言，留学生能够与老师同学交流的机会大大减少，访谈中

有 80%以上的留学生反映，能够和中国人交流的机会只有在课堂上

回答问题或与中国人在社交软件上聊天，能够练习口语的机会少之

又少，所以大部分留学生即使害怕自己说错，也会鼓励自己在课上

用汉语发言，使用“鼓励自己”（M=3.81）这一策略的频率较高；

在长时间对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课感到疲倦时，留学生们通常会通过

听音乐、玩游戏等来放松自己；如上文所述，留学生们经常“总结

自己的进步”来寻找好的汉语学习方法，当他们发现自己的汉语水

平有了进步时，就会奖励自己，并常在社交软件上与其他汉语学习

者交流自己的学习心得体会，故“放松自己”（M=3.93）、“奖励自

己”（M=3.52）和“交流学习心得”（M=3.50）这三项使用频率较高。 

3.2.6 社交策略 

根据统计结果，社交策略中使用最频繁的的是“请对方改错”

（M=4.28），这与元认知策略中“改正错误”相呼应，说明他们喜

欢主动发现并改正自己的错误，具有较强的总结错误的意识；访谈

中有留学生指出，自己学习汉语的原因之一就是对中国文化非常感

兴趣，并且认为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对学习汉语有很大的帮助，所

以“学习中国文化”（M=4.26）这一策略的使用频率非常高；在回

答问题或与同学讨论时，如果遇到网络信号问题或听不懂对方的

话，留学生倾向于请对方再讲一次或解释一下，所以“请求重复”

（M=4.11）这一策略的使用频率也较高；如上文所述，留学生大部

分在自己的国家，很少能与中国人交流，故“和中国人交流”

（M=2.98）的使用频率较低；汉语教学转为网课之后，各种活动和

比赛也有所减少，许多留学生认为在线上参加汉语比赛和活动的体

验感不好，这就导致了许多留学生不愿意参加汉语活动，“参加活

动”（M=3.23）这一策略使用频率较低。 

4 结论及启示 

总体来看，网课模式下汉语言专业留学生比较善于运用学习策

略，六大学习策略的使用平均值均处于中高频。本次网课模式下汉

语言专业留学生学习策略的调查对对外汉语教学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知识技能教学与策略教学相结合。教师应当根据留学生所

处的学习阶段进行有针对的引导，把各种有效的学习策略提供给学

生并引导他们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当前学习任务的特点来选择。 

二、提高学生元认知策略使用能力。网课模式下元认知策略发

挥着重大作用。教师应引导留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

行的汉语学习计划并监控自己的学习过程，通过自我评价和反思，

总结自己的进步与不足，有利于提高汉语学习效果。 

三、为留学生提供更多的口头表达机会。由于上课模式的不

同，社交策略的使用频率大大降低，留学生在访谈中提到，虽然可

以用微信等社交软件和中国人交流，但是打字的效果差很多。教师

可以建立微信群，用语音的方式发布通知、布置作业、反馈学习情

况等；同样也可以要求留学生发言也用语音，鼓励留学生多听多说，

增加社交策略的使用频率。教师也可以帮助留学生和中国学生建立

联系，进行语伴学习。 

四、提倡鼓励式教学，加强人文关怀。教师应善于鼓励留学生，

帮助留学生及时调整学习状态。情感策略能调整学习者在学习过程

中的情绪，以帮助学习者更好地掌握学习内容。教师应引导留学生

关注自己情绪的变化，及时疏导负面情绪，克服网课学习带来的焦

虑和紧张，学会自我鼓励。 

受疫情影响，国外留学生短期内不能返校，各大高校的汉语课

程仍需通过网课开展。留学生正确使用学习策略有利于其适应新型

的网课学习模式，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和汉语学习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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