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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泰语课堂实践教学模式面临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彭波 

（桂林旅游学院） 

摘要：近年来，翻转课堂、互联网+、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等教学模式，在外语教学中不断被广大一线老师应用到教学实践中。

各高职层次的泰语教师也都紧跟发展步伐，进行了边教学边改革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本文从高职泰语教学实践中所面临的教与学两方面问题出发，通过教学探索与反思，提出了从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期为提高泰语课

堂教学实效给与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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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the teaching modes such as flipped classroom，internet plus，online and offline mixed 

teaching，etc. have been continuously applied to teaching practice by front-line teachers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Thai teachers at all level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ave followed the pace of development，carried out the reform 

practice while teaching，and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At the same time，they are also faced with some practical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Based on the problem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ai teaching practic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through teaching exploration and reflection，

hoping to give som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ai classroo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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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教学模式，就是在现代教学活动教程中，教师、学生、教

材、多种媒体这四个要素所形成的稳定的结构形式。[1]在我国科学技

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简单的外语翻译逐渐被机器所替代，市场需

求也日益偏好学历更高、文化素养更全、中泰双语翻译能力更精的

泰语人才，给高职院校的泰语专业带来的挑战与日俱增。因此，从

课程教学模式出发，分析探究有效提高课堂教学的实效性，提升学

生泰语综合运用能力路径，以期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实用型人才，

就显得更为迫切。那么对于高职层次的泰语而言，应根据“零”基

础学生的不同学习阶段和课程分类，借鉴采用的较为成熟的教学模

式，不适为一种可靠路径，但在选择具体教学实践过程中，却面临

诸多问题。 

一、高职泰语课堂教学模式实践面临的问题 

高职泰语经过十多年的教学实践，在不断发展完善后，基本形

成了专业语言+专业技能的课程群，其中专业语言课程群紧围绕“听、

说、读、写、译”设立，笔者作为高职泰语一线教师，应用不同教

学模式时，却发现了的教与学方面问题，主要表现为 

1.在教师教方面 

首先，针对高职层次的泰语系列教材依然匮乏，导致老师们得

选用面向本科或非专业学生的泰语教材，其结果就是教材中“静态”

内容过难或过易，无法与补充的课外“动态”内容无缝衔接。其次，

对教学模式的采用。现有的一些成熟教学模式，已经在通用语种和

非通用语种中的大语种应用地较为广泛，但部分一线高职泰语教师

未根据所授泰语课程特点、教学对象的泰语水平等实际情况并辅以

对教学模式内涵理解、消化，就实行“拿来主义”，生搬硬套引入到

泰语课堂教学中，出现了实际课程与预设建构方案相违的状况，课

堂又变回到以教师讲授为主，强调知识传授的传统课堂，课堂实效

大打折扣。 后，在高年级阶段，专业老师课堂用语依然以中文为

主。 

2.在学生学方面 

首先，学生学习泰语动力不足，在不同专业课程学习模式里，

学习任务很多时候都是靠自己或小组形式完成的，没有老师一直盯

着，压力减小，便会放松了自己的要求； 其次，学习泰语脱离实际，

生活中学与用分离，导致部分学生应用泰语能力较低，对需要自己

大限度参与的教学模式充满不安甚至恐慌情绪； 后，有关中泰

两国的文化知识储备不足，导致教学过程中，不同课程老师所要求

完成的任务内容较为肤浅。教学的过程是教与学的结合，归纳和总

结高职泰语课程不同课程教学实践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为今后提供

一定的借鉴。 

二、高职泰语课堂教学模式实践中的问题解决对策 

1.重视高职类泰语实用性教材编写 

学者黄婷婷认为，面对国内缺乏适用于高职高专泰语翻译教学

教材的现象，应根据本校高职高专泰语翻译课程的设置和教学内容

的需要整合和编写。[2]笔者也认为，高职泰语作为本科泰语教学的一

种补充，其教材应有所明显不同。应从培养应用型泰语人才的实际

出发，重视编写适合高职泰语听、说类，读、写类，翻译类的系列

校本教材，注重理论的同时，更要突出实践性，设计多题型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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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课后练习，例如编写听、说类教材，可对近五年毕业生进行调查

并搜集资料，整理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所接触过的翻译文本，并作

为译例编写进教材内容详解，将一些实用的翻译场景对话整合在课

后练习中，提供给学生进行听说专项练习。此外，国家对当下口译

人才的需求很广，翻译范围涵盖经贸、文旅、科教育、外交、法律

方面。在授课过程中应当突出实用性，侧重于说明书、通知、广告、

新闻、公函、会议等方面的实用性文章的翻译。[3] 

2.不断提高泰语教师的专业技能 

在后疫情时代，中泰交流合作进一步扩展、深化，从原来的教

育、外贸、文化逐渐深入到生物、IT、医疗、房地产等行业，这些

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对中泰双语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学科专业

要发展，首要的问题就是教师。没有一支知识结构合理，过严格训

练的人才队伍，这个学科的发展是没有前途的[][5]。作为高职泰语授

业者，教师自己要站稳三尺讲台，应先了解行业动态，熟悉专业词

汇及专业术语，多参与社会翻译实践，提升翻译能力，这样才能在

泰语翻译课堂中讲授各种专业知识，并能丰富学生专业词汇、提高

泰语专业素质。同时，学校和所在二级学院应高度重视高职泰语师

资技能不断提高，鼓励并组织教师参加小语种的培训项目以及进修

学习，选派教师到校企合作单位进行挂职翻译锻炼，积累实战经验。 

3.建构适合高职泰语的教学模式 

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主张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

自信心，对于高职泰语而言，建构适合的教学模式。首先要根据程

定位和教学目标，结合每个教学年级的学情，充分评估现有教学资

源后，甄别选用合适的教学模式，如专业入门课程《基础泰语 1》，

根据大家都是零基础的起点，现有网络资源较为丰富，可以采用线

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让学生自己控制学习内容和方法，鼓励学生参

与到泰语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帮助学生形成泰语翻译课上的主体

意识，继而调动学生参与泰语语音的训练，力求 大限度的发挥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其次，建构校内或校际间的高职泰语教师教学团

队。教学团队构建，相比较单独一位教师的授课，使得教学内容更

为全面，教学材料更加丰富，教学效果更加理想。[4] 

4.增加在课堂中泰语的使用比重 

语言的学习在通过听与说相传后，需要通过身边的氛围去实现。

[5]在高职泰语高年级教学课堂上，教师要改变有意识将授课语言转为

泰语。虽然中语授课可以让学生准确理解授课知识点，但过多使用

中文会极大降低课堂泰语教学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在实际生

活中使用泰语，易形成哑巴泰语。因此提高泰语教师课堂教学过程

使用泰语授课比重，可以给学生起到示范作用，让学生逐步养成学

以致用 

5.开展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 

大学中课堂时间十分有限，第二课堂活动则是对课堂教学的很

好地延伸。对于校内外开展的丰富多彩的泰语第二课堂的活动，鼓

励学生踊跃参加，既可以培养学生的兴趣和自信心，也可以锻炼学

生的泰语综合应用能力。例如：校内举办泰语角、泰国文化周、泰

语书法比赛、泰语演讲比赛、泰语戏剧节；校外参加广西大学生泰

语演讲比赛。另外，可以邀请已有实习经历的泰语专业学生和在籍

学生进行经验交流分享，让学生亲身体验到职场如何应用泰语和在

校如何学泰语知识。 

6.加大中泰两国相关文化素养的培养 

高职泰语课堂想要达到预设教学目标，学生的文化素养起着决

定作用。但文化素养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的积累。对

于有关我国的文化知识，无论常识性的，还是专业性的，作为中国

学生，都很容易获取、学会、掌握。而对于泰国相关的文化知识，

学生则陌生许多，许多学生无意识去搜索，也不知道从何去获取。

因此，方法其一：文化课程系统的学习，如开设泰国国家概论、泰

国文化与历史、泰国经济发展、东盟国家概况等课程，其二，不同

课程中，有效的知识点融入，虽然零散，但往往使学生印象深刻，

其三，推送介绍有关泰国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的书籍、网站、

公众号、小程序，让学生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工具及时获取掌握。

另外，中泰两国国度不同，社会生活、风俗活习惯以及人的思维方

式也会出现极大的差异，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才能更

好理解泰国的人文、历史、政治、经济、教育、生活方式、传统习

俗、以及民族心理、伦理道德等一系列信息。[6] 

三、结语 

本文从高职泰语课堂实践与时俱进的教学模式出发，分析教、

学面临的六个的问题，并结合笔者自身教学经历，经过较为深入探

究和思考，分别给出了解决对策。望为今后高职泰语专业持续进行

教学改革，提供一定新方法、新思路，实现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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