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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响泰语专业本科生培养问题研究 
饶若冰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省昆明市  650500） 

摘要：本文基于学生视角，讨论新冠疫情影响下，泰语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由国内外课程结合变为单一国内授课，培养方式转
变对泰语专业本科生培养产生了较大影响，基于当下情况，分析此种情况下的影响，更快更准确找出适合当下的应对措施和解决办
法。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个体访问等得出文中数据从而展开讨论，

基于相关数据本文将更好达到研究目的，更准确从学生视角探讨

“疫情影响泰语专业本科生培养问题研究”。 

一、引言 
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这场疫情瞬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及

各领域已形成的运行模式，影响最显著的便是国际间的往来，一时

间国际间人员大量流动成为扩散这场疫情的主要“载体”，当下要

有效控制这场疫情再次传播爆发，诸如留学交换等一类项目只能临

时叫停，而全球化不断发展，中国“一带一路”也在全球化下持续

推进，这也使国内许多高校开设的小语种专业在本科阶段采用了

“国内+国外”的教学模式，但当前疫情下，这样维持已久的教学

模式也受到深重影响，这种长期稳定的教学模式也只能暂停，忽如

其来的变化也势必对当下正经历巨大变化的小语种学习者产生或

多或少的影响。 

疫情仍在全球快速传播，这也使许多国家被卷入疫情漩涡中。

我国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积极参与者与受益者，目前我国已成为世

界主要学生流出国之一、国际学生流动的重要目的国之一，当然也

会面临全球局势变化带来的风险。18 疫情变局对我国国内维持已久

的高等教育“国内+国外”教学模式产生巨大影响，本文通过调查

疫情变局以学生视角讨论，从疫情带来忽变的各类应对措施着手开

展，总结得出数据，为疫情常态化时提供合理的应对措施提供一定

参考，第一阶段：疫情带来的忽变，这一阶段从学校、学生等方面

找到并收集相关数据，通过数据的整合分析，使相关讨论更具实用

性，较好分析当下相关措施调整安排的合理性及可行性；第二阶段：

疫情常态后，这一阶段基于不同学生不同计划安排采访统计获得的

数据分析，对疫情常态化后的应对措施提出推测与展望，希望对疫

情常态化后学生规划安排，以及学校相应措施提供一定参考。当前

疫情状态仍有许多变因，未来不可预估，因此这一阶段的讨论只能

尽可能做出合理地推测和展望。 

二、新冠疫情对全球的影响 
自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打击，世卫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数据显示，截止 2021 年 10 月初，

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达 2 千多万例，累计死亡病例 4 百多万例，19 可

见，各国每天都面对大量人口的疾病爆发和死亡，各国间交往更一

度瘫痪，为减少人员流动而带来的不必要疾病传播，如美国、加拿

大、越南、马来等国家都实施限制签证、减少交通流动运输等措施
20。疫情的到来加剧了“逆全球化”的发展，全球不再能支持以往

的运转，更期望各国互不流动，控制当下疫情情况直到全球疫情消

失再恢复高频交往。 

疫情加剧了“逆全球化”，因为新冠疫情必然会阻止人员、商

品和资本的跨国流动。21 可见疫情的影响不仅影响了全球化的发展，

更使各国的各行各业陷入瘫痪，特别像泰国这样以旅游业为发展主

业的国家，更是一时间由于人员流动减少，公共聚集限制，经济、

社会发展都陷入了困局。22 当前新冠的不断传播必然会阻止商品、

人员的跨国流动，这也使原本存在的机遇和市场不得不重做调整来

适应这忽如其来的全球大变局。 

新冠疫情对于各国各方面的影响已无法逆转，对于高等教育的

影响也很显著，尤其涉及“国内+国外”的高等教育模式影响更严

重，这样的教育模式只能立即停止，不然带来的结果只会是比这种

教育模式的停止更严重的损失，同时，对于当下的情况，出于健康

安全考虑，或是经济费用考虑，或是机遇机会权衡都将会减少国内

学生再出国接受教育的意愿和动机。 

三、新冠疫情对高等教育“国内+国外”教育模式的影响 
疫情爆发期间对教育的一个最明显的影响便是单一线下面授

课程转为线上网络教学，这给长期以来稳定发展的教育带来巨大挑

战，这样的挑战不仅是学校需要面对的，对于老师和学生这两方实

施者更是不得不面对的考验。当然对于大多数已规划好的跨国教育

更是不得不停止。 

国内线下课转线上课的教育虽是挑战，但也只是短时间的，在

能控制好国内情况后，重返校园也可以实现，同时，国内快速发展

的科技为线上课堂提供了良好的运作平台。但跨国教育所需面对的

困难却是长期的，大部分国内本科跨国教育为期一般是一年或两

年，周期相对较长，而不同国家对疫情的管控措施是不同的，国家

间不同的发展情况也影响着国家是否能更快更有效控制疫情带来

的损失及未来合理规划发展，虽然科技的发展也能暂时让跨国教育

通过网络再连接，但不同国家间网络信号，网络连接平台都有差异，

这使得线上跨国教育开展也不得不面对更多困难。 

以云南师范大学泰语专业为例，近些年来泰语专业一直以

“2+1+1”的教学模式开展，在疫情未爆发前，云南师范大学泰语

专业的同学大三学年都会外派到泰国孔敬大学学习一年，这一年云

南师范大学学生以纯正泰国课堂开展学习，下半学期时在泰国当地

有三个月左右实习见习的时间，回国后将泰国学习一年的课程学分

依照学校学分兑换规则转换成国内课程学分，之后便着手准备毕

业、工作等。但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为响应减少人员流动的号召，

云南师范大学泰语专业也暂停了外派同学前往泰国学习的计划，这

也使大多数正面临快出国的同学及马上要出国的同学都带来巨大

影响。 

可见，跨国教育不仅是知识学习，并不能只通过线上交流开展

便可完成。跨国教育给予学生的更多是不同社会环境下的实践，及

不同国家文化、社会风俗、生活方式的体验，还有不同语言环境下

对于语言应用的影响，这些需要通过亲身体验才能获得的，是无法

通过网络教学便可替代的，这些由跨国教育带来的非常规知识，只

有学生亲身前往才能获得，但疫情的快速传播是无法满足这样大规

模人口流动的，这样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带来的损失影响更是各个国

家无法承受的。 

四、新冠疫情影响下对需要留学学生的影响 
疫情蔓延势必让留学陷入停滞状态，特别是对那些预先规划好

培养方案计划的高校就读的学生产生的影响就更为明显。在疫情未

爆发前，留学本是这些学生必要去实施的，甚至有些学生更是在疫

情未爆发时便要开始着手准备留学相关事宜，但突如其来的疫情却

只能让这些学生终止计划，而计划变更的影响不仅是一年或两年短

期计划的影响，对于这些学生的影响更长久持续到他们未来规划

中。 

通过我们对泰语专业同学所发放的问卷可知，84%的同学认为

不能出国对当下学习状态有影响，有 94%的同学认为不能出国对学

习的影响是缺乏母语环境，54%的同学认为不出国对他们查找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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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产生着很大的影响，72%的同学认为不出国影响他们未来就业

规划。23 数据可见本科阶段出国对学生十分必要，尤其对学习外语

的同学而言，出国留学不仅是学习，更是提供他们更地道的生活体

验，及给予他们与国内相比更广阔的视野，为他们未来发展规划提

供更宝贵的参考。 

在调查的数据中有 93%的同学认为不能出国带给他们的困难是

了解信息的渠道变窄，这也导致了有大量同学出现毕业论文难写、

就业实习困难、学习状态不佳等情况，虽然我们生活在信息高速发

展的时代，但不同的获取信息的渠道是无法仅靠线上课程的方式便

可解决的，调查也发现 93%的同学当下获取本专业知识的渠道都是

课本，此外便是看电影、听歌等来丰富，但仍让缺乏母语环境成为

几乎所有泰专同学的“心病”，也使高年级学生出现词汇量少，不

敢开口讲等问题，这些问题无法只通过书本或网络就能解决，只有

真正去往对象国的环境中生活、学习才能获得，这些问题都是疫情

影响下对要留学的学生所带来的最直观最深远的影响。24 

五、新冠疫情影响下无法正常出国的各类应对措施 
上述提到了许多受到疫情影响，而衍生出学校、学生方面的问

题，这些问题并不能就此逃避，只有学校、学生各方面积极面对它，

才能及时止损，共同解决这一难题。 

学校方面，以云南师范大学泰语专业为例，虽然留学已无法正

常开展，但学校也及时实施了应急措施，在原计划出国一年的课程

换为国内老师面授上课，同时也安排衔接了除语言课外许多文化类

实用类课程，如泰国文学史、泰语论文写作等，这类课程不仅能弥

补无法出国后的文化缺失，一定程度上也帮助学生未来论文写作，

提供更广阔的思路及更地道更规范的用语。同时学院也在积极开展

与泰方组织的线上竞赛活动，或是由学院组织的线下活动，如泰语

手抄报比赛等各类活动，尽可能让学生做到学以致用，来弥补一些

专业知识无法施展用处的困难，对于外教教授的纯正语音教学，学

校也在积极解决，之后或会采用线上外教课，让学生通过网络的帮

助保持着对该语言语音语调等方面的语音语感等。 

学生方面，以云南师范大学泰语专业学生为例，大部分同学也

积极根据变化调整自身发展规划，一些学生在大三或大四阶段及时

规划国内考研、考公、考编制等；一些学生会利用国内更充裕的时

间去考一些非语言类的证书，如：教师资格证、导游证等；还有一

些学生会选择研究生阶段前往泰国继续深造，在国内的时间，他们

会准备雅思等各类外语技能考试，着手准备出国材料等。同时，身

边丰富的教师资源也为学生当下解决自己面临的学习困难提供帮

助，也有一些学生选择通过网络联系到一些国外的朋友解决信息渠

道闭塞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国内外信息联动。疫情后也出现

许多层出不穷的网络学习资料，这些资料也为当下同学的学习带来

了更多可能。 

上述提到，出国学习不仅对当下有影响，更对学生未来规划产

生影响，根据调查大多数同学未来仍会选择继续深造，国内丰富的

考研资源、多样的院校专业设置也为学生提供了另一种发展可能，

这些学生也会适时转变考虑国内考研，而后再踏入工作的想法，还

有一些同学根据自身兴趣、未来发展等在当下就规划好未来不再继

续走泰语这条路，国内大量时间也给许多同学能准备跨专业发展，

使自身技能多样化的可能，他们能利用国内学习之余通过考取不同

证书而丰富自己未来就业的选择。 

六、新冠疫情后对出国留学的展望 
新冠疫情只是一场大规模、大范围、传播快的疾病，但我们仍

相信，当下科技发展、医学进步，会帮助我们尽快熬过“寒冬”，“寒

冬”过后，生活的方方面面仍需回到正轨，全球化发展终会是这个

时代发展的必然走向。届时，出国留学的发展仍会恢复疫情前的正

常，或是结合疫情时的改革步入新的发展。 

疫情后，各国为快速恢复经济社会的发展，将会推出各类政策

支持国与国间的相互交流流通，这也为留学出国提供新机遇，在各

国的政策支持下，留学的可能性、可行性将变得多样，当下仅是本

科阶段不能实行留学的学生也会有另一条深造之路选择，到时他们

出国深造的意愿会更强烈坚定，不再只局限国内，充分利用当下学

习的语言作为未来发展的“跳板”，去往国外继续未来的深造发展

等，这些发展转变都会成为未来跨国教育的新机遇。 

疫情期间，也给学生更多思考的时间，对于仅是语言专业学习

的学生，也多了更多的可能学习除语言外的其他技能，也可以更好

考虑未来发展的道路，而不是盲目出国后的一时冲动，在合理考虑

后的出国对本科纯语言学习的学生将更有价值，这些学生可以利用

当下扎实的语言，利用国内外不同的平台接受更多元的发展，这种

发展规划也将改变人才培养的思路。 

疫情期间，线上教育也成为新的教育模式，新兴教育模式在疫

情催化下被动发展，却在短时间内改善许多棘手问题快速成熟，这

为未来跨国教育提供更多新发展思路，随着线上教育发展日益成

熟，线上授课或许在未来真正与线下授课相结合，为未来学生学习

提供了一种新的学习思路，或者说是为未来留学工作提供了另一种

发展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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