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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下国际中文教育的在线教育模式问题浅析 
杜云飞 

(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省沈阳市  110000 ) 

目前在新冠疫情的局势下，国际中文在线教育渐渐成为中文教育的一种重要模式，特别是在目前经济出现颓势的情况下，在线

教育模首先可以解决国际中文遇到的停滞困境，另外亦可以通过互联网+模式来拓展中文教育的新领域，国际中文在线教育具备优

势，同时不可避免的要面对相关问题，那么在国际中文教育面对的新形式下，国际中文教师如何借助优势更好的发展国际汉语教育，

克服劣势或者将劣势转化为优势，尤其是如何将良好的国际中文教师素养更好的在显示展示和体现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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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冠疫情下国际中文教育的困境 

新冠疫情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体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各行

各业的经营钧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国际中文教育由于政治，经济，

地域等多方面的原因不可避免会受到影响，崔希亮教授在《后疫情

时代的汉语国际教育》讲话中提出汉语国际教育在新冠疫情后的影

响下所面对的诸多挑战，在中美大国博弈和摩擦下，以及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经济萎靡都给汉语国际教育带了不利影响与抑制。新冠

疫情期间，线下实体行业收到冲击，云办公，云课堂，在线会议和

教学几乎成为克服这种困境的唯一有效途径，也成为在线汉语国际

教育的主要模式，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在线教育成为开展语言国

际教育的唯一途径。“为保障‘停课不停学’各国际语言教育机构

围绕线上教学模式、第二课堂活动、教师培训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

调整和改进，语言在线教育也由此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 

二、汉语国际教育在线模式下的优劣式浅析 

首先在线教育作为新兴的教育模式具备与生俱来的优势;第一，

经济性，节省资金的同时可以让你更高效率的利用时间和空间。都

区别于传统的线下教学所需要的教学场地，教学设备，人力资源等

资金投入，线上教学所要求的成本较低，移动电子设备及无线网络

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实现汉语教学活动。第二，安全性高，风险

性低，新冠疫情当下，各国的孔子学院及语言培训班迫于安全的考

虑不得不处于停摆的状态，同时由于政策及经济原因使得对于汉语

有需求的单位和个人不能通过以往诸如留学外派等方式来到中国

学习汉语，汉语国际在线教育无疑使得这种困境迎刃而解。在线教

育对于汉语国际教育来讲看似一种完美的解决方案，但是在实践教

学中也出现了诸多问题。“我们必须运用远程教学的方式来进行语

言教学，然而网络教学的资源准备不足，共享资源尤其稀缺。虚拟

环境的语言教学在投入上显著加大，在效果上明显打折扣。”各国

因为发展阶段不一样，所以网络资源对于一些国家来讲并不普及，

百分百在线国际中文教育是一种理想状态。同时线上教学的互动性

对比线下的教学模式明显先天不足，一对多的的在线模式在课堂管

理，生生互动等效率方面存在不足。如何应对这些现实因素，如何

扬长避短，有效利用优势弥补或消除劣势，除了必备的硬件等基础

设施，国际中文教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作用体现在线上

教学中如何保持学生进行良好的互动，如何体现良好的专业知识能

力，如何应对线上网络教学遇到的突发问题。 

三、线上教学中的互动。 

线上教学与线下课堂存在着本质的不同，线上教学改变了传统

的师生互动的二元模式，转变成由老师学生和软件网络等组成的多

远模式，线上教学虽然在某些方面克服了时空的阻碍，但是同时由

于线上课堂的虚拟环境造成了区别于线下教学的真实感，因为线上

教学的的北京环境多样，特别是新冠疫情时期的线上教学多为家

中，所以也缺少了以往在正式线下课堂的仪式感，线上教学容易出

现懈怠，注意力不集中等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相

处模式与以往有所不同，以往教师在线下课堂的权威性与主导型有

所削弱，学生由于线下的学习环境比较宽松容易缺少线下课堂的拘

束感，这种权威性及拘束感的削弱是线下教学的一个比较突出了劣

势，但从另一方面讲 homeoffice 的形式也为新型的线上师生互动模

式提供的可能，这这种情况下教师是学生之间形成较好的情感纽带

为达成彼此的信任及拘束彼此的责任和义务带来便利。那么如何形

成一种基于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有利于教学的情感纽带呢？大多数

线上课堂尤其是一对一的课堂教学，教师及学生展示给对方的主要

是脸部，线下课堂肢体语言的作用被削弱，这一部分的作用被转移

到教师的面部表情和教师语言中，所以线上的教师的面部表情及语

言的能量应该是传统线下课堂教师表情和语言能量的 2 倍甚至更

多，如何呈现出这种双倍的能量效果呢，线上教师面部表情和声音

表情需要呈现出饱满的精神状态那么需要教师自身根据课堂实际

做有意的夸张与放大，夸张和放大的效果在线下看来是无厘头的但

是在线上呈现的却是正常的互动，如果想表现的更加热情那么这种

有意的夸张和放大将更加强烈。除了表情的夸张教师应该更主动的

与学生做情感的交流，这种交流区别去线下课的日常模式应该更具

个性化的色彩。例如在对美国纽约州的一个家庭的中美混血的兄妹

教学中，哥哥是五年级学生，妹妹是三年级，哥哥在语言学习中表

现出较强的抗压力和耐受力，性格更开朗，对于学习语言的兴趣较

高，妹妹则比较内向，抗压性相对较弱，教学过程中曾经出现了厌

学和弃学的念头，对于这种情况首先是停止了技能和知识的传授，

在心理抵触的情况下教学无效。首先变换了方式，由原来的讲授式

转变为后面的游戏互动式，尽量淡化机械性的练习通过玩游戏的方

式例如到商店选买东西，问价格，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积分来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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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商品等游戏，第一让学生产生兴趣，第二通过游戏模拟的方法

让学生产生代入感，形成一定的生活情境后主动去思考中文的表

达，除了在教学方法上有调整之外，在和学生的互动中比在线下课

堂的师生互动更强调拉进距离，互联网克服了地域时空的阻隔但是

虚拟的线上云课堂会丢失线下课堂的体验，使得这种线上的师生相

处显得尤为模糊化，所以有意识的拉进距离会加强线上师生的练习

纽带，比如在课后会与学生道别，会附上一句英文：“I miss you”,

学生似乎能感受到这句话中赋予的情感和能量，这种情感和能量突

破了对方的电脑屏幕形成了跨文化交际纽带中的一丝力量，老师和

学生之间的关系也成功破冰。所以线上的教学中需要知识和情感的

双重力量来强化老师和学生间的沟通纽带。 

四、线上教学树立老师的自信和威信。 

线上教学中老师的自信来源于自身的知识素养和能力素养，是

教育教学的底气，同时这种底气如何呈现在线上教育课堂决定了老

师在学生中的威信度和可信度。这里有个比较有趣的小例子，这名

中美混血的小女孩在可以正常进行汉语学习后的一次课堂突发情

况，带给自己一些思考。一次线上课，快要下课的时候学生扭头似

乎对妈妈轻声说了什么，转过头来的时候她突然低头哭了，老师感

到非常意外和恐慌。后来妈妈解释才知道原来学生对妈妈说想去洗

手间，但是妈妈应该是想培养小孩的独立性坚持让学生自己亲自对

老师说，可能洗手间和厕所这两个词语对于她有一定难度，一时着

急才哭了起来，所以那节课就提前下课了。后续老师回想起这件事

情的时候，突然有了疑问:学生为什么不用英语跟老师说要去洗手间

呢，大概学生认为老师的英语和自己的中文一样糟糕怕老师听不懂

吧。学生的心思都是非常的单纯善良的，老师的自信比较直观的是

来自于语言的自信，尤其是对于学生的母语语言的自信，最基本的

是要掌握比较普遍使用的英语，尤其的口语的纯熟会在师生互动及

以及教学过程中起到正向的作用。由于在线教育多数属于居家学

习，必然不像线下课堂那样具备一定的拘束性，尤其对于儿童来说

更是会遇到更多的突发情况，所以必要的一些生存词汇如喝水，去

卫生间等还是需要第一时间教授给学生。线上老师的自信除了来自

于第二外语的熟练掌握，主要的还是来源于对于汉语知识体系的构

建，《国家汉语教室标准》中提到了关于教师的胜任力要求，语言

知识技能，二语习得理论与学习策略，文化与交际，教学方法，综

合素质等，对于汉语语言本体知识的掌握是最为关键的一环，在一

些国家外派的汉语教师还不能作为主讲教师这一事实即说明对于

汉语本体知识的掌握尤为重要，对于本体知识的掌握可以让教师依

据汉语自身规律来进行汉语教学，以及找到最适合汉语的教学法，

突破印欧语系教学法的不利影响，如新兴的语素教学法，产出导向

法等。同时汉语本体知识的精深掌握的同时亦需要好的方式呈现出

来，对于现代教育技术和数字媒体编辑技术的掌握无疑是微线上的

汉语教学锦上添花，以更有效的方式在云课堂中向学生传递汉语学

习的思维方法。本体知识的内核及外在的有效教学方式方法可以构

成一个较为成功的汉语课堂，但是不要忘记创建一个适合于在线汉

语教学的办公环境也是必不可少的，酒香也怕巷子深，教室的课堂

背景也会成为学生关注的一环，而这一环更硬件设施是教师综合素

质及文化交际的部分载体，教室的综合素质多半体现在自身的言谈

举止教学素养，也有一部分体现在家居环境。教师可以根据实际的

家居环境划分出专门的教学区域，避免噪音等干扰。背景干净整洁，

至少是一面白墙，亦可以在背景中呈现书法国画等中国文化元素，

营造沉浸式教学的氛围，可以呈现古典，现代等个性化风格。软件

和硬件的准备可以更好的巩固加强学生对于老师的印象，形成教师

自信和威信。 

前面提到了线上互动过程中教师的情感加倍传达，同时线上的

互动亦比线下更加多元化，目前的现在汉语课堂有一对多，一对一

等模式，除了机构等提供的既有线上的教学模式，教师也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选择入腾旭会议，ZOOM，微信等于线上教学平台有机结

合。利用线上的互动平台进行考勤，提问，抢答，游戏等线上课程

互动，基于目前的线上平台人工智能化较高，可以根据线上课堂的

回放来总结学生课堂表现，及时记录教学日志，做课堂反思赶紧教

学策略，同时可以根据作业等数据分析学生知识技能掌握情况，进

行个性化的学情分析，有针对性的针对个别学生的特质有效实施不

同的教学策略和方法，同时也可以帮助教师做教学研究，以学生的

视角发现汉语学生中遇到的问题，突破母语视角的角度来研究汉语

亦可以丰富汉语教学与研究的方法，实现教学相长，发现汉语规律

及更适合描写及讲授符合汉语学习规律的方法及思路。 

目前综合后疫情时代的新形势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线国

际中文教育怎样应对这些变化显得非常关键，这些变化的载体就是

线上教育的师生双方，教师显然是主导方向的重要因素，在线国际

中文课堂在课堂背景布置，在线教育内容呈现方式方法以及教师如

何掌控课堂，与学生良性互动和沟通，这些细微之处才见成败。随

着线上技术的不断完善，作为国际中文教师，只有再不断加强自身

的知识技能素养，在实践中积累沟通互动及有效成果的实践，在后

疫情时代的问题中伴随着机遇，随着相关问题的迎刃而解，在线国

际中文教育课堂定会呈现崭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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