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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对三维建模、虚拟现实、大数据、深度学习、互联网和自然

语言处理等计算机新技术在汉语国际教育语音教学、词汇教学及口语教

学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并对这些技术的具体应用方式、应用场景及应

用效果进行了简要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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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计算机在政治、经济、文化、
教育等各个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相对来说，计
算机技术（特别是新技术）在汉语国际教育中的应用还是相对偏
少，本文将从语音教学、词汇教学及口语教学三个方面对虚拟现
实、大数据、自然语言处理等计算机新技术在汉语国际教育中的
可能的更为广泛的应用进行探讨。 

1.三维建模及虚拟现实技术在汉语国际教育语音教学中的
应用[1] 

让学生准确地掌握汉字的读音一直是汉语国际教育中的一
大难点。准确地发音的前提是牙齿、舌位、嘴型、共鸣腔等各个
发音参与部位都被发音者正确地运用。传统的被采用的教授语音
的方法一般是老师发音示范并告知学生正确的发音部位、发音方
法和发音技巧，有时也会用标准的发音器官二维图示来辅助教
学。这种方法对语音能力较弱的学生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
往往训练很多次还是不能正确地发音，甚至某几个音一直都不能
正确地区分（比如 n 和 l 等容易混淆的音）。 

随着三维建模技术及虚拟现实技术越来越成熟，将其应用在
汉语国际教育语音教学中也存在较大的可行性和较好的应用前
景[2]。我们可以将汉语拼音里所有声母、韵母及音节所对应的发
音器官的位置和形状都进行精确的三维建模（各个发音部位用色
差对比较大的颜色分别予以渲染），再将发音时的口腔气流进行
流体力学建模，让学生通过三维造型虚拟仿真能够准确地看到口
腔中气流的运动轨迹。学生还可以佩戴 VR 眼镜，在虚拟场景正
任意缩放和从多角度观看各个发音部位的准确位置及形状，以便
学生更好地模仿。 

除了单纯的三维建模和虚拟仿真，我们还可以将最新的深度
学习技术应用在学生的语音纠错方面。具体实现过程如下：先将
各个发音部位及发音方法可能存在的偏误特征予以参数化模拟，
然后将对应于这些特征的偏误语音予以分别标注。在采集到大量
的偏误样本后，对偏误语音特征与偏误发音特征进行序列到序列
（Sequence To Sequence）训练。在完成模型训练后，在学生发了
一个有偏误的语音时，系统便能准确告知学生发音部位和发音方
法存在哪些偏误。我们可以在将这些偏误的参数特征在前述的三
维建模及虚拟现实场景中予以真实模拟，这样学生就能清楚地看
到自己的发音部分和发音方法与标准的发音部位与发音方法存
在哪些差异，以便更好地纠正偏误。 

2.大数据及深度学习技术在汉语国际教育词汇教学中的应
用 

词汇教学领域一直是语言教学中计算机技术应用最多的一
个领域，目前也已经有成熟的背词软件，如百词斩、TrainChinese
等。但是，目前的背单词软件的功能相对还是比较传统，一般都
是将单词书上单词进行了电子化，并辅以定期的提醒、推送及测
试来协助学生更好地完成词汇记忆。有以下两方面计算机技术在
汉语国际教育词汇教学中可能有更多的应用空间。 

一种是大数据技术。例如，我们可以将一个词汇学习软件中
所有学习者对不同单词的学习时间数据予以统计，然后将这些时
间数据按照从长到短的顺序进行排序，这种排序也间接对应了这
些单词对学习者来说的难度系数。为了让学习者更快地掌握所有

的单词，应该将相对简单的单词给予较少次数的呈现，而将难度
系数大的单词给予较多次数的呈现。正如上述例子一样，可以将
学习者的学习大数据予以更多地挖掘和利用，开发出更多的有助
于提升学习者词汇学习效率的软件功能。 

另一种是智能对话场景生成技术。现有的词汇学习软件的一
个共有的缺点就是不能真正地为每个学习的词汇自动且智能地
生成一段对话场景（每次都是给出固定的例句），学习者在记单
词的时候难免觉得枯燥乏味。我们可以将最新的深度学习技术应
用到智能对话场景生成[3]，让计算机根据要学习者当前学习的单
词、近期已学习单词及学习者当前的词汇掌握水平等信息每次都
智能地生成一段与当前所学词汇相关的对话场景或者有趣的上
下文片段供学习者练习。 

3.互联网及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汉语国际教育口语教学中
的应用 

“5G”和“物联网”是这两年的热门词汇，随着网络速度
不断提升，互联网在各行各业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大。同样，
如果利用得当，互联网技术对汉语国际教育中的口语教学也能有
巨大的促进作用。以前，学生要学习汉语可能需要到中国或其他
将汉语作为主要语言使用的国家和地区留学，而互联网打破传统
的教学场地的限制。汉语教师和汉语学习者通过互联网（不论是
4G 还是 WIFI）就能在远程完成语音或视频教学过程。这种模式
既给了许多没有足够经济能力留学的学生提供了学习汉语的机
会，也为汉语教师增加了一条新的就业途径，还让学习者可以选
择自己认为最优秀的老师来教自己汉语。互联网技术连接的不仅
仅是远程的老师和学生，远程的学生与学生之间也可以通过互联
网这一工具随时随地练习口语，甚至相互交换自己的母语[4]。 

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喜欢或适应与老师或其他学生通过面
对面的方式进行口语练习。针对这一部分学习者，传统的口语教
学方法往往很难奏效，虽然各种鼓励学习者克服内向、害羞或胆
怯的心理辅导方法有一定的作用。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越来越
从研究走向应用，通过深度学习算法构建一个有趣而且智能的汉
语国际教育口语聊天机器人，能够有效的弥补传统口语教学方法
的局限[5]。这种智能的汉语国际教育口语聊天机器人一般通过现
有的语音识别、智能问答、知识图谱及语音合成等技术综合而成，
关键是要搜集足够多的与汉语国际教育相关的对话语料，用它们
来训练智能问答模型。这种智能的汉语国际教育口语聊天机器人
不光对不喜欢面对面口语练习的学生有用，即使对所有的学生，
也都可以起到口语辅助和难点语句强化训练的作用。 

综上所述，计算机新技术在汉语国际教育语音教学、词汇教
学和口语教学方面都有较为广阔的应用空间，汉语国际教育的教
学者应该更多地利用这些技术或者与计算机领域的技术人员开
展更多的跨学科合作，让学生更快更好更快乐地学习汉语。同时，
计算机新技术在汉语国际教育的阅读、写作等其他方面教学中的
应用也值得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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