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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are continually enthusiastic about learning Chinese, and 

thus, Chinese education is developing dramatically. However, the COVID-19 

pandemic is raging, and it continues to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and greatly affect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hinese education is facing great challenges. While the 

epidemic continues to pose problems, the common global strategy is that "Classes can 

be suspended, while learning will continue". In these unique circumstances, 

everywhere people are exploring new patterns of teaching. The Internet has played a 

huge role in this process. Many countries have started online teaching, including 

Chinese teaching. Thailand is the country where Chinese teaching develops the most 

successfully overseas. During the pandemic, the Center for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Cooperation is constantly exploring new models which are suitable for 

online teaching in Thailand. As a result, the Distance Chinese Teaching Project came 

into being. 

This thesis is written on the basis of the author's own Chinese online practice. The 

first chapter describes the developing proces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stance 

Chinese Teaching" Project in the Center for Language Education and Cooperation. 

The second chapter use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analyzes the status of online 

teaching in northeast Thailand under the "Distance Chinese Teaching" project of the 

Center for Language Education and Cooperation. The third chapter recorded and 

analyzed the author's online teaching practice in Triam Udom Suksa Pattanakarn Ubon 

Ratchathani School. Chapter fou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nline Chinese 

teaching in Thailand. Focusing on the emerged problems in online Chinese teaching, 

Chapter five offers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the "Distance Chinese Teaching" project 

of the Center for Language Education and Cooperation, online Chinese teachers and 

Thai schools.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nline teaching practice in Triam 

Udom Suksa Pattanakarn Ubon Ratchathani School, and also looks in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nline teaching in 22 schools in northeast Thailand under the "Distance 

Chinese Teaching" project of the Center for Language Education and Cooperation. 

Based on this study, the author describ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nline Chinese 

teaching in Thailand and provides researchers the data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nline Chinese teaching in Thailand. Furthermore,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nline Chinese teaching in Thailand and 

offers his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which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Center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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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Education and Cooperation to promote and improve this project. At the 

same time, this study can help the volunteers who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Distance 

Chinese teaching project in Thailand to achie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current teaching situation, and help them to be calmer in the  face of the challenges of 

online teaching, and to consistently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implement Distance 

Chinese teaching, and finally achieve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promoting the cause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ization. 

 

Keywords: Teaching Chinese online, Distance Chinese Teaching, Chinese Teaching 

in Tha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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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全球人民学习中文的热情不减，中文教育飞速发展，但是新冠疫情也来势

汹汹，新冠疫情持续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国际间的交流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中

文教育迎来了巨大的挑战。虽然疫情肆虐，但“停课不停学”是全世界的共同

选择，全世界都在探索疫情下的教学模式，探索过程中，互联网在其中发挥了

巨大的作用，各国纷纷开启了线上教学。中文教育也一样，开启了线上中文教

学之路。泰国是开展中文教学最顺利的国家，疫情当下，中国语言合作交流中

心也在不断在探索适合泰国线上教学的新模式,泰国远程中文教学项目应运而

生。 

本文通过笔者的亲身实践为基础撰文，第一章对语言合作交流中心“远程

中文教学”项目的发展历程和项目特点进行了阐述；第二章对语言合作交流中

心“远程中文教学”项目泰东北地区线上教学现状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调查分

析；第三章对笔者在乌汶德梁中学的线上教学实践进行了记录和分析；第四章

对泰国线上中文教学现状进行了分析；第五章针对泰国线上中文教学出现的问

题，对语言合作交流中心“远程中文教学”项目、线上中文教师、泰方学校提

出可行性的建议。 

笔者以在乌汶德梁中学的线上教学实践现状为点，以语言合作交流中心

“远程中文教学”项目泰东北地区 22 个学校线上教学现状为面，对泰国线上汉

语教学现状进行描述，为研究者们提供一份泰国线上中文教学现状的资料，同

时提出一些目前泰国线上中文教学现状中存在的问题，给出笔者的看法和建

议，可以为语言合作中心对此项目的推广和精进提供一些参考。同时，此研究

可以让将要参与泰国远程中文教学项目的志愿者更加了解泰国远程中文教学现

状，面对线上教学的考验更加从容，不断提远程中文教学能力，最终达到推广

中国汉语国际事业的根本目的。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线上中文 远程中文 泰国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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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绪绪绪    论论论论    

    

一、一、一、一、选题背景及选题背景及选题背景及选题背景及意义意义意义意义    

（一）（一）（一）（一）选题背景选题背景选题背景选题背景    

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提高，学习中文的人数在不断攀升，“汉语热”风靡全

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中文纳入国家统一考试中。汉语教育飞速发展，但是新

冠疫情也来势汹汹，新冠疫情持续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国际间的交流受到了很

大的影响，中文教育与其他国际间的项目一样，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的影响，迎

来了巨大的挑战：学习中文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但开展中文教学困难。 

虽然疫情肆虐，但“停课不停学”是全世界的共同选择，全世界都在探索

疫情下的教学模式，互联网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各国纷纷开启了线上教

学，中文教育也一样，开启了线上中文教学之路。 

但值得一提的是，中文教育是一个国际间的项目，一直受到空间、时间的

影响，因此早就已经开始在探索线上中文教学之路，已经兴起了很多线上中文

教学平台，有很多的中小型民营平台，如悟空中文、锦灵中文、lingoice、唐

风汉语、思睿道汉语等。也不乏有一些公立大型的平台，如：网络孔子学院、

北京语言大学的网上北语、全球中文学习平台等。二者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打

破了时空的限制，各有各的优势。公立大型的平台有大量免费资源，提供免费

的视频公开课和资源学习库，教学内容完善，师资队伍强大，但这样的平台不

能做到实时交互授课，平台资源更新也较慢。中小型民营平台规模较小，采取

线上直播教学的方式，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与学生进行实时互动，并能够满

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但这样的平台规模较小，面向的人群有限，且资源不免

费，教师的质量也难以保证。因此，虽然已有很多平台兴起，无论是公立大型

平台还是中小型民营平台，均不适用于普遍的、大范围的泰国学校间的中文教

学。 

中文教育在泰国一直推进很顺利，泰国是全球孔子学院最密集、中文教学

发展最迅速的国家之一，尽管受疫情影响，但是泰国各孔子学院（课堂）依旧

在卓然有效地开展工作，不断在探索新模式,泰国线上中文教学项目应运而生：

即中国教师志愿者通过线上对泰国学生进行中文教学。 

（二）（二）（二）（二）选题意义选题意义选题意义选题意义    

疫情环境下，传统的线下教学模式受到了阻碍，顺应时代，迎接挑战是必

经之路。线上教学是“停课不停学”的有效手段，中文同其他学科一样，也需

要顺应时代，迎接挑战，但与其他学科相比，如英文，中文线上教学的起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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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较晚，时刻面临着考验，但研究并不足，此时，对线上汉语教学进行相关研

究，可以丰富泰国线上中文教学研究，为线上中文教学提供理论支撑。 

此外，泰国教育部与中国语言合作交流中心的远程中文教学项目于 2021 年

11 月首次开展，尚未有人对此项目有研究，而笔者作为本次项目的参与者，希

望能通过对亲身经历的客观记录与调查，对泰国线上汉语教学现状进行描述，

为研究者们提供一份泰国线上中文教学现状的资料，同时提出一些目前泰国线

上中文教学现状中存在的问题，给出笔者的看法和建议，可以为语言合作中心

对此项目的推广和精进提供一些参考。同时，此研究可以让将要参与泰国远程

中文教学项目的志愿者教师更加了解泰国远程中文教学现状，面对线上教学的

考验更加从容，不断提升远程中文教学能力，最终达到推广中国汉语国际事业

的根本目的。 

 

二、二、二、二、研究综述研究综述研究综述研究综述    

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国际汉语教育作为一项

“具有国际敏感性”的事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引起了学术界的

高度关注。语合中心的泰国远程中文教学项目于 2021 年 11 月开设，还未见关

于此项目的相关文献。但是关于线上教学，学者们发表了各类学术论文和学术

讨论，积极探讨国际汉语教育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关于线上中文教育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着眼于大处，研究汉

语教育学科未来发展方向，探讨汉语教育学科遇到的难题并提出解决策略；二

是着眼于细微处，研究线上中文教学的具体办法，探讨如何进行线上中文教

学，为互动难、监管难等常见问题提供教学策略。关于泰国线上中文的研究多

着眼于细微处。 

关于宏观的研究： 

陆俭明（2020）等人，在《新冠疫情下的汉语国际教育：挑战与对策”大

家（下）》中为汉语国际教育的蓬勃发展提出了两个可行性建议。第一个是增强

中国的吸引力，让越来越多的人来中国学习汉语，从而改变对中国落后、贫穷

的刻板印象。第二个是加快研发新型的汉语国际教育的教学资源，比如要创新

适合线上教学的录课方式。 

王辉（2021）在《新冠疫情影响下的国际中文教育：问题与对策》中，从

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建立了一个分析框架，探讨了疫情下国际汉语教育和网络

汉语教学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对策。宏观环境的变化给国际汉语教育带来的

问题包括：国际政治剧变导致的发展方向和资源配置；全球经济衰退导致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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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缺和市场长短不一；突出的社会文化差异导致的国际理解和舆论博弈；技术

变革加速导致的数字鸿沟和人机关系。网络汉语教学的微观层面问题主要包

括：教师信息素养不足、学习者参与不足、教学模式有限、教学平台不完善、

教学管理困难等。应对宏观环境变化的应对策略包括：重视危机管理、加强市

场化运作、聚焦语言主营业务、整合现代技术等。在微观层面上，可采取的策

略包括：提高教师的信息素养、增强学习者的主动性、优化教学模式、完善教

学平台、加强教学管理和服务等。 

崔希亮（2020）在《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的汉语教学》中提出：

应科学、合理地评价疫情带来的影响，并提出应对这些影响的策略。其从第二

语言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回顾入手，探讨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全球

汉语教学面临的各种问题，并提出当前和后疫情时代汉语国际教育发展的对

策。 

文秋芳，杨佳（2020）在《从新冠疫情下的语言国际教育比较看国际中文

在线教育的战略价值》中，以海外在线中文教育机构与孔子学院进行对比。从

比较的角度，总结分析我国国际汉语网络教育存在的不足，努力提高网络教学

质量，以更好地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其次，通过总结中国的经验，将网络语

言教育的发展作为一项长期战略来突破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国际汉语教育的遏

制。 

王海峰（2020）在《复杂形势下的中文教育国际化之路》中，描述出了当

前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并为中文教育国际化提出了建议与思考：把握全球中文

的发展方向，以使中文教育本土化得以实现；寻找符合当前疫情下的传播理

念，同时整合汉语国际教育的教学资源；着眼于基础教育，加强对低龄学生中

文水平的培养；推进数字教学，拓宽中文教育的传播渠道。 

郭晶，吴应辉（2021）在《大变局下汉语国际传播的国际政治风险、机遇

与战略调整》中阐释了汉语在国际间传播深刻受到国际政治风险影响，面对这

样的风险和挑战，郭晶，吴应辉提出国际中文教学需要明确目标，其中包括长

远的目标以及近期的目标；要对资源配置进行优化，可优先支持发展中国家；

汉语传播的重点可从基础教育转向高端教育；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中文教育顶

层设计；进一步推动世界各国在汉语教学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关于微观的研究： 

李蒙（2021）在《对泰国初级商务汉语线上教学实践分析——以博仁大学

经贸中文系一年级为例》中，对初级商务汉语教学的特点进行了介绍，阐述了

线上中文教学的特点、分类。对学习者的汉语水平、学习习惯、网络学习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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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预期的网络教学方法和课堂练习形式进行了调查，并设计了教学计划，进

行教学实践。最后，通过问卷调查和测试评估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价和反映，发

现问题，总结经验。 

黄冬丽，许芸青（2022）在《泰国线上中文口语教学研究——论“翻转课

堂”的应用》中，从线上课程的角度，对影响学生中文学习的内部因素和外部

因素进行了分析。其中，内部因素主要包括三种: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和主体性

格；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网络环境、课堂语言环境和教学管理。同时，对目前

从事语文教学的 100 名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发现，在线中文教学中普遍

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网络环境问题;二是课堂互动问题。针对目前的困难，黄冬

丽，许芸青建议在线上中文教学中采用“翻转课堂”模式，在线上中文口语课

堂中采用“视频直播+直播”模式。 

王璐贤（2021）在泰国线上初级汉语综合课《苹果一斤多少钱》教学设计

中，针对《汉语教程》（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第八课《苹果多少钱一斤》，以

泰国初级汉语学习者为教学对象，进行了线上综合课教学设计。 

李宇明等人（2020）在《新冠疫情下的汉语国际教育：挑战与对策大家谈

（上）》中，对新冠疫情下的汉语国际教育面临的挑战做出了陈述，如教学模

式、教学方法、教学管理、教学资源闲置等挑战。学者们也提出了很多的解决

办法，如：线下教学观念与社交软件适当结合、教学资源“云端化”、翻转课

堂“常态化”、教学过程“可重复化”、小班教学走向“迷你化”、教师数字

素养需要“迭代化”等。 

吴勇毅（2020）在《国际中文教育“十四五”展望》中，对汉语国际教育

“十四五”发展提出了一些方法：“走出去”到“融进去”、从普及化到专业

型、从通用到职场、从外派到本土。 

巴丹（2021），等人在《汉语国际教育线上教学模式与方法大家谈》中，为

如何构建“多元互动的线上教学模式”提出了一些方法：交际至上，更新互动

理念、多层共商，丰富互动层次、因材施教，精设互动任务、优势互补，实现

多平台互动、优势互补。 

赵杨（2021）在《汉语国际教育的“变”与“不变”》中提出，现在的汉语

国际教育产生了很多变化，线上中文教学让教学环境和教师角色也有了变化，

对教师提出了很多新要求，如需要具备信息技术能力、筛选资源能力。教材变

得数字化、教学法也需要随之变化。但不变的是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出发点和

归宿不变，教育的目的也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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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奕洁（2021）在《基于脚手架理论的线上汉语二语泰国初级口语课教学

设计——以南奔颂恩学校高中生为例》中，以脚手架式教学理论为及基础，为

泰国南奔颂恩国立中学线上口语练习设计了 3 个课时，从语音、词汇、语法、

篇章衔接四个角度搭建了脚手架和撤离，对该校传统的口语教学做出了新的探

索。 

林秀琴，吴琳琳（2020）在《关于线上国际中文教学的调查与思考》中，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线上中文老师进行了调查，分析线上国际汉语教育的

实施情况，展现出线上中文教学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建议与思考。 

徐来，陈钰，施妤婕（2020）《国际学生汉语课程线上学习体验调查分析—

—以国内某高校国际学生为例》中，以华东地区某知名高校的留学生群体(包括

学术性学生和非学术性语言学生)为调查对象，通过描述性统计和文本分析，了

解留学生在线教学的体验，并着重分析导致留学生网上消极学习体验的各种因

素，从而为学校和教师提出对策和建议，以改善留学生网上学习体验，提高其

学习效率。 

肖莉，李彩霞（2020）在《疫情背景下初级汉语文化课教学实践研究——

以十二生肖主题课为例》中，针对疫情背景下海外小学汉语学习者文化教学中

存在的实际问题，从教育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

度出发，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教学设计和实践研究，并就教学平台的选择、目标

设置、教学内容的选择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也对教学策略的制定，以及教

学方案的设计进行了展望。 

总体来看，研究微观层面的文献较多，这些研究大多是实证研究，系统性

和理论性有待加强；研究宏观层面的文献较少，观点基本统一，在论述的角度

和研究的方法上稍有差异。 

 

三、三、三、三、研究内容与方法研究内容与方法研究内容与方法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一）（一）（一）研究内容研究内容研究内容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研究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对语言合作交流中心泰国远程中文教学项目进行简单梳理。 

2.对语言合作交流中心泰国远程中文教学项目泰国东北地区的线上中

文教学进行问卷调查，并进行分析。 

3.以笔者线上中文教学实践作为案例分析，细致展现出泰国线上中文

教学现状。 

4.对泰国线上中文教学现状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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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泰国线上中文教学现状提出一些建议。 

（二）（二）（二）（二）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对语言合作交流中心“远程中文教学”项目泰东北地区的

22 所学校的远程中文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展现出该地区线上中文教学的基本情

况，如班级人数、课型、上课频率、教材等，并进行结果分析与统计。 

2.个案分析法：在总体的分析的基础上，选择笔者授课的学校：乌汶德梁

中学进行分析，分析笔者任教学校的线上中文教学现状，总结出有代表性的特

点，以管窥泰国线上中文教学出现的问题，为泰国后续线上中文教学后续的发

展提供有效建议和意见。 

3.访谈法：为了进行深入地研究，以及为了弥补问卷中未涉及到的问题，

本研究采用了个别访谈法，与笔者任教学校的本土中文教师、泰东北二区管理

老师、本片区的 5 位老师、参与本项目的其他片区 10 位中文教师进行了访谈，

使研究更加科学、深入且能够真实反映泰国线上学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4.课堂观察记录法：笔者切实参与了语言合作交流中心“远程中文教学”

项目。在进行线上教学时,对学生的课堂表现进行观察，并随时记录教学。笔者

对观察结果以及教学笔记进行了分析与总结，以便更加清晰真实地展示泰国线

上中文教学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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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语语语语言合作交流中心“远程中文教学”项目背景言合作交流中心“远程中文教学”项目背景言合作交流中心“远程中文教学”项目背景言合作交流中心“远程中文教学”项目背景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语言合作交流中心“远程中文教学”项目的发展历程语言合作交流中心“远程中文教学”项目的发展历程语言合作交流中心“远程中文教学”项目的发展历程语言合作交流中心“远程中文教学”项目的发展历程    

 

2004 年 6 月，中国开始与国外机构合作在海外设立孔子学院。乌兹别克斯

坦塔什干国立东方学院孔子学院、美国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肯尼亚内罗毕大

学孔子学院合作协议签署，分别成为亚洲、美洲、非洲第一所签约成立的孔子

学院。2004 年 11 月 24 日，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成立，韩国首尔孔子

学院正式挂牌，成为全球第一所启动运行的孔子学院。2005 年 3 月，比利时布

鲁塞尔孔子学院、澳大利亚西澳大学孔子学院合作协议签署，成为欧洲、大洋

洲第一所签约成立的孔子学院。2006 年 7 月，召开第一届全球孔子学院大会。

2007 年 1 月，成立孔子学院总部。2007 年 4 月，建立由中外双方代表共同组成

的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2009 年 3 月，《孔子学院》中英文对照版期刊创刊。

2010 年 7 月，《孔子学院》中法文、中西文、中俄文、中日文、中韩文、中泰

文、中阿文对照版期刊创刊。2014年 3月，《孔子学院》中德文、中意文、中葡

文对照版期刊创刊。2014 年 9 月，设立孔子学院日。2020 年 6 月，孔子学院总

部更名为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不再负责孔子学院事务；中国国际中

文教育基金会注册成立，获得孔子学院商标的独占使用许可，开始以品牌授权

模式运作孔子学院。2021 年 9 月，设立孔子学院院长纪念奖章。 

2020 年 6 月，孔子学院总部更名为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简称语

合中心。回看语合中心发展的十几年，是不断发展创新的十几年，语合中心顺

应国际中文教育大趋势、大潮流，推动国际中文教育事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取

得新发展，不断踏上新台阶。语合中心用实际行动在响应“停课不停学”的号

召，在疫情期间，语合中心也在稳步开展工作，寻求创新，大力开展线上中文

教学。2020 年 3 月，语合中心推出“中文联盟”云服务教学平台，向全世界的

中文学习者免费开放中文教学资源。“中文联盟”（CCU）已开设 340 余门网络课

程、16000余节课，为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汉语教学机构以及500多所孔

子学院提供在线教学服务，在全拥有球 2000 多万汉语学习者。 

2020 年年底，语合中心创新性地开始实施远程中文教学项目，这是一个全

新的项目，但是语合中心科学规划发展，大胆行动，招募了 280 余名中国高校

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在读研究生等人员，为泰国近 200 所中小学提供在线中文教

学服务，有效缓解了泰国中文师资紧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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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语言合作交流中心“远程中文教学”项目的特点语言合作交流中心“远程中文教学”项目的特点语言合作交流中心“远程中文教学”项目的特点语言合作交流中心“远程中文教学”项目的特点    

 

1111....依托网络实时交互依托网络实时交互依托网络实时交互依托网络实时交互    

语合中心在疫情期间不断探索新模式，大力推动线上中文教学事业。在语

合中心推出远程中文教学项目前，中国已经有很多线上中文教学平台：公立大

型平台以及中小型民营平台皆有。但是公立大型平台难以实现直播交互式中文

教学，中小型民营平台不能实现免费面向广大语言学习者。语合中心对泰的远

程中文教学项目有效地解决了以上两种类型平台的问题，语合中心与泰国教育

部合作，向泰国近 200 所中小学提供在线实时中文教学。依托网络进行实时交

互式教学，打破时间空间限制，真正做到了“不停学”、“不停教”、“不停考”。 

2222....师资专业度有保障师资专业度有保障师资专业度有保障师资专业度有保障    

语合中心对泰远程中文教学项目的师资来源有三个：往届志愿者、待派志

愿者、国内高校在读研究生。往届志愿者多为 2019 年的志愿者，他们是曾经外

派到泰国的志愿者，已经有教授泰国学生的经验。待派志愿者是 2020 年选拔并

培训完成的志愿者，但因为疫情原因没有派出成功。往届志愿者和待派志愿者

都是语合中心层层选拔出来的，有过硬的中文专业知识和较强的中文教学能

力，还擅长一些常见的中华才艺。他们当中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均为应届

毕业。而参与本次远程教学项目的第三类教师是：国内高校在读研究生，他们

正处在实习阶段，语合中心与各高校联系合作，高校选派在读研究生至此项目

实习，课程结束后开具实习证明。以上三种类型的教师均有专业度的保障，即

语合中心对泰远程中文教学项目具备师资专业度有保障的特点。 

3333....面向的学校多，学生广面向的学校多，学生广面向的学校多，学生广面向的学校多，学生广    

上面已经提到无论是公立大型平台还是中小型民营平台，均不适用于普遍

的、大范围的泰国学校间的中文教学。而语合中心探索出来的对泰远程中文教

学项目有效综合了二者的优点，能保障师资队伍，能满足学校提出来的个性化

需求，面向的学校多（近 200 所中小学），学生广，并且能进行实时互动。不得

不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短期内有效缓解了泰国中文老师紧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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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语言合作交流中心“远程中文教学”项目语言合作交流中心“远程中文教学”项目语言合作交流中心“远程中文教学”项目语言合作交流中心“远程中文教学”项目    

泰东北地区教学现状问卷调查与分析泰东北地区教学现状问卷调查与分析泰东北地区教学现状问卷调查与分析泰东北地区教学现状问卷调查与分析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泰东北地区学校线上中文教师基本信息泰东北地区学校线上中文教师基本信息泰东北地区学校线上中文教师基本信息泰东北地区学校线上中文教师基本信息    

 

语合中心远程中文教学项目将教师们进行分片区管理，笔者分到的是泰东

北地区，被分到此片区的老师一共 22 人，本片区参与此项目的一共有 22 所学

校。笔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泰东北地区的线上中文教师进行了调研，调

查问卷回收率百分之百，调查问卷有效率百分之百。调查结果如下： 

 

一、一、一、一、教师来源教师来源教师来源教师来源    

远程中文教学项目泰东北地区一共 22 位志愿者教师，其中有 6 人是往届志

愿者，占比 27.3%，待派志愿者有 5 人，占比 22.7%，在读研究生 10 人，占比

45.5%，在职教师1人，占比4.5%。可以看出本片区志愿者教师在读研究生占比

较大。 

图图图图 1 1 1 1 泰东北地区志愿者教师来源泰东北地区志愿者教师来源泰东北地区志愿者教师来源泰东北地区志愿者教师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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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师专业及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持有情况教师专业及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持有情况教师专业及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持有情况教师专业及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持有情况    

22 人中，有 19 人的专业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占比 86.36%；2 人是外语专

业，占比 9.09%；一人是其他（汉语言文学）专业,占比 4.55%。其中，外语专

业的 2 人及汉语言文学专业的 1 人是往届志愿者。可以看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占绝大多数，专业对口。专业不对口的 3 人是往届志愿者，有教学经验。22 人

中，持有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的教师有14人，占比63.64%；未持有国际汉语教

师资格证的教师有 8 人，占比 36.36%。 

图图图图 2 2 2 2 泰东北地区志愿者教师所泰东北地区志愿者教师所泰东北地区志愿者教师所泰东北地区志愿者教师所学专业学专业学专业学专业    

图图图图 3 3 3 3 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持有情况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持有情况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持有情况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持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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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教师教学经验教师教学经验教师教学经验教师教学经验    

关于教学经验，笔者分别调查了老师们的线下教学经验和线上教学经验，

调查显示，关于线下教学经验：线下教学经验在 1 年以下的有 7 人，占比

31.82%；线下教学经验在 1 年到 2 年的有 7 人，占比 31.82%；线下教学经验在

2 年到 5 年的有 1 人，占比 4.54%；线下教学经验在 5 年以上的有 0 人，占比

0%；无线下教学经验的有 7 人，占比 31.82%；综上，68.18%的教师有线下教学

经验。 

图图图图 4 4 4 4 泰东北地区志愿者教师线下教学经验时长泰东北地区志愿者教师线下教学经验时长泰东北地区志愿者教师线下教学经验时长泰东北地区志愿者教师线下教学经验时长    

 

关于线上教学经验：线上教学经验在 1 年以下的有 14 人，占比 63.63%；线

上教学经验在 1 年到 2 年的有 5 人，占比 22.73%；线上教学经验在 2 年以上的

有 0 人，占比 0%；无线上教学经验的有 3 人，占比 13.64%；综上，86.36%的教

师有线上教学经验，但是教学经验时时长均为 2 年以下。 

图图图图 5 5 5 5 泰东北地区志愿者教师线上教学经验时长泰东北地区志愿者教师线上教学经验时长泰东北地区志愿者教师线上教学经验时长泰东北地区志愿者教师线上教学经验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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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泰东北地区学校线上教学实施情况泰东北地区学校线上教学实施情况泰东北地区学校线上教学实施情况泰东北地区学校线上教学实施情况    

 

一、一、一、一、教学软件使用教学软件使用教学软件使用教学软件使用    

本地区的教师们选择的上课软件主要为腾讯会议，有 19 位老师使用该平

台，占比 86.64%。有少数 3 位老师选择了别的平台，1 位老师选择了 Google 

meeting，1 位老师选择了 Zoom，1 位老师选择了钉钉。笔者选择使用的也是腾

讯会议，腾讯会议、Google meet、Zoom、钉钉，笔者均在其他线上教学场景中

使用，依据笔者个人使用感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腾讯会议较稳定，腾讯

会议的线上功能也基本满足线上授课需要。 

 

表表表表 1111    泰东北地区志愿者线上教学软件使用情况泰东北地区志愿者线上教学软件使用情况泰东北地区志愿者线上教学软件使用情况泰东北地区志愿者线上教学软件使用情况    

授课平台 人数 占比 

腾讯会议 19 86.64% 

Google meet 1 4.5% 

Zoom 1 4.5% 

钉钉 1 4.5% 

 

二、二、二、二、教学对象教学对象教学对象教学对象    

关于教学对象的调查，笔者设置的是多选题，通过调查得知，有 8 位志愿

者教师的教学对象包括小学生，有 8 位志愿者教师的教学对象包括初中生，有

16 位志愿者教师的教学对象包括高学生。教学对象包含高中生的教师较多，占

比 53.3%。究其原因，在与志愿者教师、泰方老师的访谈中得知，因为是线上

教学，中国老师与学生之间存在语言障碍，因此任教学校在分配教学对象时，

会尽量安排有中文基础的学生。并且，有些学生的中文水平较好，已经学习到

较难的语法和地道的中文表达，更需要中国老师进行指导。 

图图图图 6666    泰东北地区志愿者线上教学对象泰东北地区志愿者线上教学对象泰东北地区志愿者线上教学对象泰东北地区志愿者线上教学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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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课程性质课程性质课程性质课程性质    

22所学校中，有9所学校将中文课设置成专业课，2所学校将中文课设置成

兴趣课，11 所学校开设的中文课程中，既有专业课也有兴趣课。将中文课开设

成专业课的学校较多，占比 90.91%。 

图图图图 7777    泰东北地区汉语课程性质开设情况泰东北地区汉语课程性质开设情况泰东北地区汉语课程性质开设情况泰东北地区汉语课程性质开设情况    

 

四、四、四、四、教材选择及的教授班级数量教材选择及的教授班级数量教材选择及的教授班级数量教材选择及的教授班级数量 

笔者对本片区老师们使用的教材，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使用《体

验汉语》教材的老师最多，有 9 人。其次是《发展汉语》，有 5 人使用。此外，

老师们还使用了以下中文教材：《HSK》、《快乐汉语》、《汉语阅读教程》、《YCT

标准教程》、《汉语听力速成》、《汉语》、《新目标汉语口语》、《汉语口语速成》、

《汉语听力教程》、《博雅汉语》、《汉语教程》、《成功之路》、自编教材。根据调

查结果可以看出老师们使用的教材种类繁多，仅 22 所学校，就出现了 15 种教

材。学校的教学目标不同，选用的教材也不同。 

除了教材选用不同，老师们所教授的班级数量也大不相同。差异比较大的

是，有老师仅教授一个班级，有老师却教授18个班级。22位老师中，教授6个

班级的老师最多。与教材选择一样，老师们教授的班级数量差别也很大，班级

数量差距大，每个班级每周的上课频率也就不同，教学方式自然也不能相同。 

图图图图 8888    泰东北地区志愿者授课班级数量泰东北地区志愿者授课班级数量泰东北地区志愿者授课班级数量泰东北地区志愿者授课班级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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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泰东北地区线上中文教师线上教学实践分析泰东北地区线上中文教师线上教学实践分析泰东北地区线上中文教师线上教学实践分析泰东北地区线上中文教师线上教学实践分析    

 

一、一、一、一、泰东北地区教师线上使用情况调查泰东北地区教师线上使用情况调查泰东北地区教师线上使用情况调查泰东北地区教师线上使用情况调查    

笔者对泰东北地区的 22 名老师进行了线上使用情况调查，主要包含四个问

题，一是老师认为线上中文教学的优势，二是老师认为线上中文教学的劣势，

三是老师线上中文教学遇到的困难，四是老师认为什么策略能够改善线上中文

教学。下面对调查结果作出分析： 

关于老师认为线上中文教学的优势，90.91%的老师（20 位）认为线上中文

教学的优势包括充分利用多媒体资源；94.45%的老师（21 位）认为线上中文教

学的优势包括可以突破时间地域限制；36.36%的老师（8 位）认为线上中文教

学的优势包括有课后回放，可反复复盘；31.82%的老师（7 位）认为线上中文

教学的优势包括节省精力，不必来回走动；22.73%的老师（5 位）认为线上中

文教学的优势包括方便统计人数。 

线上中文教学的优势是突破时空限制以及可充利用多媒体资源，这是绝大

部分人都认可的，这两个优势本身也是互联网的优势，线上中文授课借助互联

网进行，必然也具备这两项优势。而 C 选项，有课后课后回放，可反复复盘这

一选项仅有 8 人认可，D 选项，节省精力，不必来回走动这一选项仅有 7 人认

可，E选项，方便统计人数这一选项仅有5人认可，笔者针对这三个选项认可度

不高的情况与老师们进行了访谈，关于 C 选项，老师们表示，使用的上课软件

并不具备自动录课功能，需要手动录制课程，课程结束后转码结束才可以观看

和发送给学生，转码较慢，老师有连堂课，且视频较大，老师发送和接收都很

困难，因此要实现有课后回放，可反复复盘并不容易。关于 D 选项，老师们表

示线上教学虽不必来回走动，但因为摄像头范围有限，为了保证良好的出镜，

老师们基本都需要端坐在电脑前，眼睛也需要一直盯着屏幕，坐几节课后就会

腰酸背痛，并不比线下授课节省精力。关于 E 选项，理论上如果学生们都准时

上课，且备注标准的情况下，线上授课是很方便统计人数的，但实际上泰国学

生上课并不准时，备注也不统一，老师多次提醒修改也无果。如果逐一进行点

名，并等学生做出回应，需要的时间比线下授课更长，因此线上中文授课方便

统计人数的认可度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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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 9999    线上中文教学优势认可调查线上中文教学优势认可调查线上中文教学优势认可调查线上中文教学优势认可调查    

 

关于老师认为线上中文教学的劣势，72.73%的老师（16 位）认为线上中文

教学的劣势包括互动困难；68.18%的老师（15 位）认为线上中文教学的劣势包

括网络问题；81.82%的老师（18 位）认为线上中文教学的劣势包括课堂监管困

难；68.18%的老师（15 位）认为线上中文教学的劣势包难以检测学生学习效果；

63.64%的老师（14 位）认为线上中文教学的劣势包括学生注意力容易分散；1

位老师在 F 选项更多处给出师生情感联结不足的补充。 

关于线上中文教学劣势认可度最高的选项是课堂监管难，笔者就此结果与

泰国本土中文教师进行了访谈，泰国本土中文教师表示，他们也有同样的困扰，

如果是线下授课，学生会更加忌惮泰国老师一些，但是转向线上教学后，泰国

本土中文教师也面临课堂监管困难的问题。并且，老师们上的都是班课，在线

上对班课的纪律进行监管自然是十分困难的。 

图图图图 10101010 线上中文教学劣势认可调查线上中文教学劣势认可调查线上中文教学劣势认可调查线上中文教学劣势认可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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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老师线上中文教学遇到的困难，40.91%的老师（9 位）线上中文教学遇

到了备课时间长的问题；77.27%的老师（17 位）线上中文教学遇到了互动效果

不佳的问题；54.55%的老师（12 位）线上中文教学遇到了学生出勤率不高问题

59.09%的老师（13 位）线上中文教学遇到了课堂管理难的问题；50%的老师

（11 位）线上中文教学遇到了语言不通的问题；9.09%的老师（2 位）线上中文

教学遇到了抓不住教学重难点的问题；50%的老师（11 位）线上中文教学遇到

了授课平台不完善的问题。 

老师们遇到困难最多的是互动效果不佳，其次是课堂监管困难，作为大班

课教学，课堂互动和监管困难一直是困扰大家的问题，这样的问题需要多方一

起努力，只靠老师一人是难以解决的。 

图图图图 11111111    线上中文教学遇到的困难调查线上中文教学遇到的困难调查线上中文教学遇到的困难调查线上中文教学遇到的困难调查    

 

接下来是关于老师认为什么策略能够改善线上中文教学，63.64%的老师

（14 位）认可运用多种可视化工具能够改善线上中文教学；77.27%的老师（17

位）认可利用游戏提高学生的而学习兴趣能够改善线上中文教学；50%的老师

（11 位）认可任教学校加强监管能够改善线上中文教学；27.274%的老师（6

位）认可语合中心加强培训能够改善线上中文教学；68.18%的老师（15 位）认

可合作与分享，形成资源库能够改善线上中文教学；9.09%的老师（2 位）认可

学生建立课外学习小组能够改善线上中文教学； 

能够改善线上中文教学认可度最高的前三名是：B 利用游戏提高学生的而学

习兴趣、E 合作与分享，形成资源库、A 运用多种可视化工具。要做到这三点，

需要老师们有良好的筛选能力，能快速找到符合教学目标的可视化工具，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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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找到符合学生的游戏，此外，还需要语合中心搭建合作共享的渠道，让

资源流动起来。 

图图图图 12121212    改善线上中文教学策略认可调查改善线上中文教学策略认可调查改善线上中文教学策略认可调查改善线上中文教学策略认可调查    

 

二、二、二、二、泰东北地区教师教学情感体验调查泰东北地区教师教学情感体验调查泰东北地区教师教学情感体验调查泰东北地区教师教学情感体验调查    

笔者对泰东北地区的 22 名老师进行了线上教学情感体验调查，主要包含两

个问题，一是老师是否觉得教学任务过多，有事务负担感；二是老师在线上中

文教学中，是否觉得与学生的交流较多，有愉悦感。 

关于老师老师是否觉得教学任务过多，有事务负担感，18.8%的老师（4

位）觉得教学任务过多，有事务负担感，81.82%的老师（18 位）不觉得教学任

务过多，没有事务负担感。笔者与老师们进行了访谈，老师们表示事务负担感

与课时量和教授班级数量有关，而有的老师的课时量很少，每周只有 3 节课，

课时量不大自然不会有事务负担感。有的老师教授的班级很多，需要花费大量

时间备课，自然就会有事务负担感。 

图图图图 13131313    线上中文教学是否有事务负担感调查线上中文教学是否有事务负担感调查线上中文教学是否有事务负担感调查线上中文教学是否有事务负担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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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老师在线上中文教学中，是否觉得与学生的交流较多，有愉悦感，

86.36%的老师（19 位）觉得有愉悦感，13.62%的老师（3 位）觉得没有愉悦

感。可以看出来线上中文教学，虽然老师与学生的联结不像线下教学那么强，

但是绝大部分的老师还是能产生愉悦感。 

图图图图 14141414    线上中文教学是否有愉悦感调查线上中文教学是否有愉悦感调查线上中文教学是否有愉悦感调查线上中文教学是否有愉悦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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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乌汶德梁中学线上中文实践分析乌汶德梁中学线上中文实践分析乌汶德梁中学线上中文实践分析乌汶德梁中学线上中文实践分析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乌汶德梁中学基本情况乌汶德梁中学基本情况乌汶德梁中学基本情况乌汶德梁中学基本情况    

 

乌汶德梁中学 Triam Udom Suksa Pattanakarn Ubon Ratchathani School

是 1976 年 7 月 1 号成立的一所公立学校，5 年前改名为乌汶德梁中学，位于泰

国东北地区。学校现有学生 1880 人，老师及工作人员 124 人。学校包含初一到

初三，以及高一到高三。初一到初三，每个年级有 10 个班，每班约 35 人。高

一高二各 9 个班，每班约 35 人。高三有 8 个班，每班约 35 人。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乌汶德梁中学中文教学现状乌汶德梁中学中文教学现状乌汶德梁中学中文教学现状乌汶德梁中学中文教学现状    

 

乌汶德梁中学截止 2022 年 3 月在初一、初二，以及高一、高二开设了中文

课，将于 2022 年 5 月在高三开设中文课。学校现有两名本土中文教师，加上一

名线上中文教师（即笔者）。两位本土中文教师均在中国留过学。 

学校开设的中文课分为专业课和兴趣课。初一 10 个班均为中文兴趣课，一

周开设一节课；初二1班和初二2班开设中文专业课，一周开设二节课；初二3

班到初二 10 班开设中文兴趣课，一周开设一节课；初三未开设中文课；高一和

高二设立了专业课，分别为高一 8 班和高二 7 班，每周开设 10 节课。高二其余

班级以及高三所有班级未开设中文课。 

    

表表表表 2222    乌汶德梁中学中文开设情况乌汶德梁中学中文开设情况乌汶德梁中学中文开设情况乌汶德梁中学中文开设情况    

年级、班级 课型 课时/周 

初一全部 兴趣课 1 

初二 1 班 

初二 2 班 
专业课 2 

初二 3 班-初二 10 班 兴趣课 1 

初三全部 无 无 

高一 8 班 专业课 10 

高一其余班级 无 无 

高二 7 班 专业课 10 

高二其余班级 无 无 

高三全部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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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乌汶德梁中学线上中文实践情况乌汶德梁中学线上中文实践情况乌汶德梁中学线上中文实践情况乌汶德梁中学线上中文实践情况    

 

一、一、一、一、教学准备教学准备教学准备教学准备    

备学生备学生备学生备学生    

笔者在接到语言合作中心的远程中文教学任务后，就与任教学校乌汶德梁

中学的管理老师（以下称其为泰方老师）通过微信取得了联系。笔者通过微信

视频与泰方老师进行了初步的简单沟通，拿到了课表。 

    

表表表表 3333    笔者的中文课课表笔者的中文课课表笔者的中文课课表笔者的中文课课表    

 

课表显示笔者需要上六个班级，六个班级的学生汉语水平怎么样，怎么样

开展教学？教学的第一原则是了解学生。充分了解学习者的特点对于笔者开展

线上教学十分重要。 教师要分析学习者的中文基础，身心发展，学习特点以及

学习动机。在充分了解学习者的基础上制定符合学习者特征的教学目标与教学

方法，提升课堂效率。基于此，笔者整理了几个问题，就这些问题与泰方老师

进行了充分的沟通。问题如下：一是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情况，学生愿不愿意学

中文？二是学生学习的科学性情况，学生会不会学？如是否会复习、预习、交

作业？三是学生的中文储备情况，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怎么样？四是学生线上

学习表现怎么样？ 

一：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情况：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受到了内部学习动机的影

响，通过交谈，发现学生整体内部学习动机不足，尤其是兴趣班的学生。在笔

者的六个班之中，有两个班级开设的是兴趣课，主要是为了提升学生的兴趣。

实际上，受中文的难度、课时安排、学生基础等因素的影响，学生对学习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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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趣并不强，学生的内部学习动机严重不足。其他的四个班级，中文作为专

业课，但是驱动学生学习的动机也主要为外部动机，如因为学校的课程安排，

或者以后从事汉语相关的工作、想到中国留学等。学生普遍内部学习动机不

足，因此笔者会考虑在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内部学习动机，以及将学生的外部动

机转化为内部动机。 

二：是学生学习的科学性情况：中文对于泰国学生而言是第二语言，缺乏

语言环境，少了很多中文输入和输出的机会。因此学生需要更科学的地去学

习，学生需要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以及增加中文输入和输出的机会，如多听

课文录音、中文歌曲、中文电视剧、多使用中文交流等，但通过交谈得知，学

生们基本不会预习，少数学生会复习，但是复习的时间也较短。因此，在之后

的课程中，笔者会循序渐进地提升学习学习中文的科学性，也就是提升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丰富练习类型，增加学生的中文输入和输出。 

三：学生的中文储备情况：教师在备课中，需要充分了解学生水平，才能

确立相应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在与泰方老师的交谈中，笔者了解到，在被

排课的六个班级中，初一10班、初二1班、初二2班、高二10班的基础较弱，

之前学习过《汉语教程》第一册，会简单的拼音，会说“你好”、“谢谢”等简

单词汇，难以使用中文进行正常沟通。在后来的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这几

个班的学生中文基础比预想中还要差，因此需要笔者在线上教学实践中，要尽

量多使用简单基础的教学语言，配合肢体动作，以及充分利用多媒体网络教学

资源，将教学内容可视化、 直观化、生动化，使学生得到足够的有效输入。另

外的两个班级是高一 8 班和高二 7 班，高一 8 班开始学习 HSK2 级，高二 7 班开

始学习 HSK3 级，高一 8 班学生可以用中文进行简单的沟通，但是词汇量不足。

高二 7 班学生听和读较好，说和写较弱，且在班级学生中文水平差异大，有学

生水平较高，词汇量有很好的积累，有学生水平较低，不能和老师用中文完整

沟通，词汇量较低，不借助拼音，难以完成课文理解。因此，在高一 8 班的线

上教学实践中，笔者应着力于提升学生词汇量，以及对完整句子的理解和表

达。在高二 7 班的线上教学实践中，笔者应注意学生水平差异大的问题，注意

分层教学，以及多多提升学生的表达能力，创设多向交流的良好语言环境，让

学生在交际中学。 

四：学生线上学习表现：泰国疫情爆发以来，泰国学校开始了线上的教

学，但是与中国完全封闭的线上教学情况不同，泰国学校允许学生自由选择到

学校上课或者自行在家线上上课，学生也有可能到学校了，但是几个人用同一

个设备上课。学生可以选择有时在家上网课，有时到学校学习，情况复杂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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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随意性，比较难管理，为线上教学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且学生普遍不喜欢打

开摄像头，学生上课地点随意，也就会出现常常不带教材，不带本子和笔的情

况。上课睡觉、吃东西等也常有出现，针对这些情况，可以发现，学生线上学

习的学习状态并不佳，老师要在课前课中课后做好充足的准备，以应对学生出

现的各种情况，从而发挥出线上教学的作用。笔者针对这些问题的一些尝试会

在下文中提到。 

备教材备教材备教材备教材    

笔者共教授六个班级，其中有4个专业班：分别为高一8班、高二7班、初

一 1班和初一 2班；2个兴趣班：分别为初一 10班和高一 10班。专业班中的两

个班级（初一 1 班和初一 2 班）虽然将中文设为专业课，但是学生的水平与另

外的两个兴趣班相当，因此可以使用同一本教材。两个兴趣班（初一 10 班和高

一 10 班）虽然年级相差较大，但是实际上中文水平也相当，综上，初一 1 班和

初一 2班、初一 10班和高一 10班这四个班级笔者选择使用同一本教材。高一 8

班和高二 7 班的 HSK 专业课直接分别选用《HSK2》和《HSK3》即可。高二 7 班

还开设了一节综合课，这门课是比较系统地教学，用学生用过的教材《成功之

路起步篇》即可。 

之前学生学过一段时间的《汉语教程》第一册，学习的主要是拼音以及一

些简单的词汇，在与泰方老师沟通后，笔者认为《汉语教程》这本教材对学生

而言较难，且趣味性不强，对于增强学生内部学习动机不大，与泰方老师沟通

商量后，笔者决定为这四个班的学生选取《体验汉语》第一册这本教材。但因

为《体验汉语》与《汉语教程》有重合的地方，不能直接按照教材一课一课地

上下去，联系到上方提到的，学生内部学习动机不足，学习积极性不强的情

况，笔者决定采取话题式教学。从《体验汉语》中挑选一些学生较感兴趣的话

题进行教学。同时，为避免笔者自行挑选的话题与学生学过的有重复，以及挑

选的内容对学生而言太难或太简单，笔者就教学话题与泰方老师以及兴趣班学

生进行了沟通，最后我们选定了以下四个话题：日期、衣服、颜色、方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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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444    乌汶德梁中学中文课乌汶德梁中学中文课乌汶德梁中学中文课乌汶德梁中学中文课开设情况开设情况开设情况开设情况    

年级班级 课型 教材 

初一 10 班（30 人） 

高一 10 班（15 人） 
兴趣课 《体验汉语》 

初二 1 班（36 人） 

初二 2 班（35 人） 
专业课 《体验汉语》 

高一 8 班（34 ） 专业课 《HSK2》 

高二 7 班（ 22） 专业课 《HSK3》、《成功之路》 

 

教学模式教学模式教学模式教学模式    

综合考虑学生情况、教学环境、疫情情况、网络条件等影响因素，本次线

上教学实践的主要教学模式为在线直播教学。全班通过“腾讯会议”（VooV 

Meeting）平台进行音视频同步实时互动教学，并利用平台的录制功能,录制课

堂回放，必要时提供给学生。此外，课前和课后借助 Line、微信等即时通讯工

具，收发作业、进行教学检测和反馈。 

 

二、二、二、二、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教学目的的具体形式，是教学活动的起点和终点。教学目标的

设定具有指导、激励、调节和评价教学的功能。因此，确立正确的教学目标尤

为重要。六个班级的学生课型不同，学生情况也不同，笔者针为六个班级确立

了教学目标： 

初一10班、高一10班：增加学生词汇量，主要为生活常用词汇，如衣服、

颜色、手机等词汇。学习简单的交际句型，如“今天几月几号？”“我的手机在

哪儿？”“手机在桌子的上边”等常用交际句型。同时拓展中国文化背景知识，

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初一 1 班和初一 2 班在教学目标上大致相同，但这两个

班级基础较好，因此会比初一 10 班、高一 10 班多拓展一些相关生词和句型，

如学习到衣服时可拓展“帽子”。学到“手机在在桌子上边”时，可拓展“手机

在桌子上边吗？”“手机在桌子左边吗？”等等。 

高一 8 班学习的是《HSK》二级课程，《HSK》二级考试仅设计听力和阅读，

不涉及说和写，因此，笔者将高一 8 班本阶段的教学目标设立为以读和听为

主，说和写为辅，为学生创设真实的语境，重点帮助学生进行词汇的理解和词

汇量的积累，帮助学生进行句子和语段的理解，同时，也不忘为《HSK》三级做

铺垫，进行适量的书写练习和口语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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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7班学习《HSK》三级以及综合课《成功之路》，该班级学生基础较好，

需要综合地提升学生的中文水平。需要从听、说、读、写这四个方面着手，通

过每一课的重点词语、语言点、课文、表达的重点内容的训练，综合培养学生

听说读写能力。同时，帮助学生脱离拼音，让学生掌握成段的表达能力，为学

生创设真实的交际语境，让学生体会真实交际场景下的语言应用，培养学生日

常交际能力。 

 

三、三、三、三、教学方法教学方法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一）（一）（一）（一）主题式教学法主题式教学法主题式教学法主题式教学法    

主题式教学（Theme-Based Learning）指的是核心内容突出，以主题为主

轴来进行教学设计的教学模式。在这一教学模式下，教师围绕特定主题及学习

目标来组织学习内容，选择恰当的教学资料和活动，以真实情境中的综合性学

习任务来推进学习进程；学生则通过参与实践，在真实情境中接触与主题相关

的、各个领域的丰富的学习内容。课堂活动与真实情境相符，学生学习内容与

生活密切相关，学生有机会将所学知识与技能运用到日常生活中，从而促进语

言技能的发展。笔者在兴趣班的教学中就主要采取了主题式教学法，以学生为

中心，选定了日期、衣服、颜色、方位词四个大主题，此外，会根据实际情况

穿插小主题，如恰逢春节就增加了“春节”主题，恰逢冬奥会就增加了“冬奥

会”主题。每个大主题大致需要三节课，第一节课为初步展示主题，借助音

频、视频等媒介，让学生对主题有初步的感知，穿插生词的学习，帮助学生记

忆生词，课下布置生词书写作业。第二节课，简单的复习后，学生可以看图片

说出生词，接着学习句型，利用生词说句子，逐渐拓展成简短的对话，让学生

对主题的实用场景有更深的感知，课下布置熟悉对话的小任务。第三节课，设

计课堂活动，加深学生对主题的理解和使用。如颜色的部分可让学生来现场表

演抖音短视频合拍，抖音原音问，这是什么颜色，学生答颜色。这样的合拍形

式，虽然实际上也是机械式的练习，但是更能吸引学生。 

图图图图 15151515    “衣服”主题教学法示例“衣服”主题教学法示例“衣服”主题教学法示例“衣服”主题教学法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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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直观法直观法直观法直观法    

学生在学习汉语的初级阶段，学习的词汇是较具象化的，利用简单的教

具、实物、图片、视频直接展示教学内容，充分调动学生的视觉和听觉功能，

线上教学教师可以更加便捷地运用海量的多媒体资源，让学生更快地掌握学习

内容。如裤子、裙子、足球、手机、桌子等词汇，采用直观法可以高效地展示

所学知识。除了这些简单的词汇，笔者在句型的教学中同样也会采取直观法来

教学，如“猫在桌子的下边”、“手机在电脑的旁边”这样的句型，用一张图片

就可以直观地展现出物体的位置关系。直观法是初级教学阶段较好用的一种教

学方法。 

图图图图 16161616    直观法教学示例直观法教学示例直观法教学示例直观法教学示例    

 

（三（三（三（三））））TPRTPRTPRTPR 教学法教学法教学法教学法    

不管是线上中文教学还是线下中文教学，TPR 教学法都是必不可少的，尤其

是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适当的 TPR 可以让学生快速明白老师提出的指令，让

课堂有序进行，当胸部以上都出镜时，能更好地展现老师的 TPR 动作，便于教

学目标更好地达成。因此，笔者在线上直播教学中会把上半身露出来，这样，

在上课时，老师的肢体动作会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授课内容，戏精式的表演也

会让学生沉浸在课堂当中。 

笔者在授课时，在发出一些常用课堂指令时都会配合相应的 TPR，如“跟我

读”、“请说”、“请听”、“请写”等。笔者还会常常给学生比“手赞”，遇到学生



26 

表现很好的时候会为学生鼓掌。在课堂教学中，也会在一些生词的教学中适当

选用 TPR 教学法。 

（四）（四）（四）（四）翻译法翻译法翻译法翻译法    

翻译法，又称语法翻译法，是一种相对传统的教学方法。它是一种教师使

用学生的母语来翻译学习者需要理解和掌握的知识点的形式。在第二语言教学

中，当面对一些难以清晰表达的抽象学习内容时，教师可以借用学习者的母语

进行翻译。这种方法简单有效。它可以帮助学生在短时间内正确理解和掌握词

义和句型，从而提高他们的汉语能力。笔者曾去泰国任教过一年，会一些简单

的泰语，大概知道一些泰语的语法。高一 8 班和高二 7 班在学习的过程中会遇

到很多较的词汇，如“你属什么”的“属”、“小心别感冒”的“小心”、“秘

书”、“经理”等。这些词汇借助泰语来翻译更加高效。虽然如此，在教学中，

为了给学生营造沉浸式的全中文教学环境，翻译法不是笔者首选的教学方法，

而是只在难以借助别的教学法解释的时候使用。 

（五）（五）（五）（五）游戏法游戏法游戏法游戏法    

游戏教学法是将游戏融入语言教学中，通过课堂上的各种游戏，以各种形

式锻炼语言知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在比较轻松、有趣的学习氛

围中掌握和巩固所学知识的一种教学方法。泰国学生普遍喜欢游戏法，因此在

教学中，笔者每节课都会使用游戏法进行教学。下面举一些课堂游戏实例： 

游戏一：趣味转盘 

笔者设计了一个转盘，根据每节课的需要来使用。如转盘点名，转盘抽学

生回答问题等。此外，转盘还可以用来操练生词，如笔者在教学“日期”主题

后，一月到十二月教完，笔者就在转盘上写了数字，老师点击转盘转动，学生

喊停止，转盘停止后指针指到数字几学生就用中文说出月份的名称；专业班动

词学习时，笔者把近期学习的生词放在了转盘上，转盘转动停止后读出动词，

并请学生做出相应动作；在春节时，将转盘设计成红包的形式，转动停止后

点，跳转至相应的题目，学生回答出来就得到红包。 

图图图图 17171717    趣味转盘游戏实例趣味转盘游戏实例趣味转盘游戏实例趣味转盘游戏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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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二：线上互动游戏 

在学习“颜色”主题时，笔者指定学生听老师指令，让学生听到老师说出

的颜色后，利用学生端的画笔为花瓣涂上相应颜色，待学生熟悉后，找两位学

生，一位学生说颜色，另一位学生涂颜色，合作完成花朵涂色。这里需要注意

的是，不能太多人一起在屏幕上涂画，因为如果太多人一起操作会造成授课软

件卡顿。在学习“衣服”主题时，笔者设计了一个没有穿完衣服的动画人物，

让学生说出正确的穿衣步骤，老师点击动画，为动画人物穿上衣服。之后请两

位同学，一人发出指令，一人点击动画。 

图图图图 18 18 18 18 线上游戏互动实例线上游戏互动实例线上游戏互动实例线上游戏互动实例：：：：涂颜色涂颜色涂颜色涂颜色    

图图图图 11119999    线上游戏互动实例线上游戏互动实例线上游戏互动实例线上游戏互动实例：：：：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 

 

游戏三：分组竞技 

分组猜生词：开始上课后，老师先带学生们复习，然后开始游戏。将男生

女生分成两组，进行猜词比赛，要猜的词语是刚复习过的生词，轮流猜，才对

一词加两分，最后获胜的组加平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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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 22220000    分组猜生词游戏分组猜生词游戏分组猜生词游戏分组猜生词游戏    

 

分组根据提示词复述课文：课文学习完毕后，利用腾讯会议的分组讨论功

能，将学生们分成 A、B 两组，然后给学生们 2 分钟的时间记忆课文。时间结束

后，计时复述课文，用时少的组胜利，加平时分。 

图图图图 22221111    分组表述课文游戏分组表述课文游戏分组表述课文游戏分组表述课文游戏    

 

四、四、四、四、测试评估测试评估测试评估测试评估    

笔者对学生的测试评估与任教学校的测试评估保持一致，任教学校一个学

期对学生进行两次测试评估，即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总成绩为 100 分，期中

成绩 50 分，期末成绩 50 分。期中和期末成绩都是 30 分平时分加上 20 分卷面

分。因为疫情原因，学生在家进行线上考试。笔者根据出勤和作业提交情况提

供平时分，并将出好的中文测试试卷发送给泰方老师，由泰方老师组织学生测

试以及进行分数统计。 

根据泰方老师提供的学生成绩，笔者对总分平均分和 80 分以上的人数作了

统计。结果显示，全部班级没有不及格的学生，且平均分都在 70 分以上，平均

分最高的是高二七班，82.95 分，平均分最低的是初一 10 班，73.74 分。将中

文设置成专业课的 4 个班级平均分都是 80 分以上，将中文设置成兴趣课的 2 个

班级平均分超过 70，但没有达到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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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就专业班的成绩较高，兴趣班的成绩较低这一分数结果与泰方老师进

行了沟通。最后找到了几个原因：一是专业班学生的中文基础比兴趣班学生

好；二是兴趣班学生每周课时量不足，同一张试卷，兴趣班每周一节课，专业

班每周两节课，自然会有差别；三是兴趣班学生内部学习动机不足，因此学习

效果不佳。四是兴趣班学生出勤率低，不来上课分数怎么会高呢？ 

 

表表表表 5 5 5 5 学生成绩情况学生成绩情况学生成绩情况学生成绩情况    

年级班级 课型 总分平均分 80 分以上（人） 

初一 10 班（30 人） 
兴趣课 

73.74 14 

高一 10 班（15 人） 75.14 8 

初二 1 班（36 人） 
专业课 

81.28 23 

初二 2 班（35 人） 81.66 23 

高一 8 班（34 人） 专业课 80.52 21 

高二 7 班（ 22 人） 专业课 
81.25 14 

82.95 16 

 

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    乌汶德梁中学乌汶德梁中学乌汶德梁中学乌汶德梁中学线上中文教学实践反思线上中文教学实践反思线上中文教学实践反思线上中文教学实践反思    

 

通过学生的成绩，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专业班的平均分较高，

兴趣班的平均分与专业班相比较低，虽然与课程设置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也可

以从侧面反映出一些问题。笔者就本次线上教学实践做出了反思： 

1.师生课前课后沟通不足：笔者一共教授 6 个班级，152 个学生。因为泰国

学生注册微信很困难，所以学生们基本没有微信，最初笔者仅仅通过泰方老师

与学生进行联系，但这样的联系方式实在不便，笔者开始与学生通过 LINE 进行

联络。因为中国大陆网络限制的原因，笔者只在上课前几分钟和课后收发作业

才会登陆LINE，学生有时在LINE联系笔者，笔者也不能及时收到通知。因此，

笔者与学生之间沟通并不畅通，笔者与学生的沟通仅限于收发作业，课前提醒

学生按时上课，师生之间没有建立起畅通的沟通方式，导致师生关系不紧密。 

因为是线上直播教学，老师只能与学生通过互联网联系，仅仅依靠上课的

时间，尤其是兴趣班学生课时较少的情况下，是难以建立起紧密的师生关系

的，如果课后能与学生建立起通畅的沟通方式，如多与学生沟通，在班级群内

分享一些中国美景、中国美食、中国歌曲、中国电影、中华文化，与学生用口

语聊天，在群内进行口语比赛等，那么教学成果会更加显著，学也能够提升学

生对中文的兴趣，提升学生内部学习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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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网络教学资源利用不充分：线上直播教学的最大优势是网络教学资源丰

富，平台也十分多样化，但要从中挑选出有用的教学资源却是极不容易的，笔

者在本次教学实践中，主要运用的教学平台是腾讯会议，笔者充分运用了腾讯

会议的各种功能，如白板、分组讨论、笔记功能等，但是笔者忽略了对其他平

台的探索，未能做到多平台互补，未能充分发挥线上教学的优势。如现在的短

视频、长视频平台就有很多教学资源，进行适当地选择和整合可大大提升教学

的效率和效果。 

3.综合素养有待提升：社会在不断发展，作为一名教师，自然也需要不断

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在本次线上教学实践中，笔者也对此有深刻的感悟，线上

中文教学给中文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线上中文教学需要教师具备优秀的网

络信息技术能力、线上促学能力、线上交互能力，即教师需要熟练使用线上教

学软件，多渠道了解学生水平，根据学生水平制定适当的教学计划，整合教学

资源，根据教学内容制作吸引学生的课件，及时监测学生学习水平，及时向家

校反馈。不难看出，与线下中文教学相比，线上中文教学需要教师具备更强的

综合素质。如视频制作和剪辑就是线上中文教学的一项常用技能，但是笔者制

作和剪辑视频速度较慢，以至于不能实时快速地与学生进行交互，促进教学。

同样，笔者对音乐的了解不多，不巧的是，笔者的学生特别喜欢中文歌曲，学

生兴趣高昂地与笔者交谈音乐，但由于笔者对音乐缺乏了解而未能进行充分沟

通。因此，笔者应尝试不断打破学科限制，不断学习，提升自身综合能力，从

多个方面提升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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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泰国线上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泰国线上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泰国线上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泰国线上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互动问题互动问题互动问题互动问题    

 

互动问题是所有线下教学转线上教学都会遇到的问题，因为线上和线下的

差异性，难以避免地会出现互动方面的问题。在本片区的问卷调查中，线上教

学遇到困难最多的就是互动问题。互动难主要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师生互

动问题，而是生生互动问题。 

师生之间互动困难的原因有很多，如高年级的学生们普遍不喜欢打开摄像

头和麦克风，老师们难以开展互动；有时也会因为网络问题影响老师和学生之

间的互动，老师需要不断地确认学生的网络，花费了太多时间，为了不影响到

课程进度，老师只能停止互动；线上授课学生太多，难以设置照顾到多人的课

堂互动；虽然线上授课老师可以使用平台的一些功能来进行互动，比如白板、

涂鸦、设置 PPT 游戏，但是实际操作时发现，如果多人同时使用白板功能或者

涂鸦功能，授课平台会卡顿，课程不能继续进行。 

生生之间互动困难的原因也有很多，如果是线下教学，老师可以通过让学

生们进行表演、比赛、手工制作来进行互动，尤其是泰国学生比较好动并且喜

欢做手工，线下的互动可以带来更好的效果，而线上只能进行简单的互动，不

能充分利用肢体语言；需要及时且快速的生生互动也常常因为网络问题而不得

不终止。 

不管是师生互动还是生生互动，互动能正常进行的前提都是学生有互动意

愿，有互动的积极性。线上教学，老师和学生之间隔着网络，学生更喜欢放松

的状态，可以一边上课，一边做别的事情，如果频繁发起互动，学生就需要全

神贯注，不能做别的与学习无关的事情，显然，比起互动，学生更愿意一边学

习，一边做别的事情。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课堂监管问题课堂监管问题课堂监管问题课堂监管问题    

 

依据笔者在泰国的线下教学经验，泰国学生普遍好动，且规则感与时间概

念感较薄弱。在线下教学中，学生迟到是非常正常的，可想而知，线上教学课

堂监管会更加困难。事实也如此，课堂监管成了老大难的问题，学生迟到、缺

勤严重，老师能做的就是在上课前去班级群提醒学生上课时间，但是效果并不

显著，消息发出去已读的人寥寥无几。在多人访谈中，笔者发现，老师们都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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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课堂监管的问题。令笔者惊讶的是，一位颇有经验的泰国本土教师也遇到

了学生缺勤难以管控的问题，要知道，如果是在线下教学，一般没有学生敢缺

勤该老师的课程。课堂监管，需要有一定的教师威严感，而线上教学削弱了老

师的威严感。 

笔者与泰方老师沟通了课堂监管难，学生出勤率低的问题，泰方老师表示

自己的课堂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学生们有时也会因为需要参加活动而缺勤，虽

然是线上教学，但是学校也会举办一些适当的活动。此外，学生们还会去打

工，因为是线上教学，因此有的学生会选择白天出去打工，晚上补看回放和书

写作业。学生利用宝贵的学习时间去打工是笔者这个年龄段难以理解的，但笔

者尝试站在学生的年龄段去共情学生，也能理解学生们的行为，学生们在青少

年时期迫切需要金钱独立，学习的内部驱动力不足，就容易做出这样的选择，

学生在这个阶段三观并不成熟，需要家庭、老师、学校的正向引导。 

除了出勤率低，学生们不打开摄像头，老师也无法了解学生的实时动态，

监管困难，线上教学不同于线下教学，老师可以很明确地就知道学生的动态，

考勤也很清晰，线上受影响的因素很多，课堂监管结果容易模糊难以界定。关

于是否可以强制学生打开摄像头，笔者询问过泰方老师，泰方老师的答复是学

校并不能强制学生打开摄像头，学校需要尊重学生。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网络技术及授课平台问题网络技术及授课平台问题网络技术及授课平台问题网络技术及授课平台问题    
 

网络方面：基于互联网的线上教学无疑对网络的稳定性和稳定性要求很

高，老师们都或多或少遇到过网络问题，并且线上中文教学不止需要老师的网

络要稳定，学生的网络同样也需要稳定，以笔者任教的片区为例，95.45%的老

师都遇到过网络问题，其中包括老师自身的网络遇到问题，也包括学生网络出

现问题。泰国有些学校采取的线上中文教学方式是：学生们到学校的班级里，

上课后，泰方老师用电脑和投影仪连接中文老师来进行授课，这样进行授课常

常出现中文老师听不清学生的声音、或者网络卡顿导致课程不连贯，教学体验

不佳。学生们自行在家上网课，也会受到多种因素导致网络不佳，如学生不在

固定的上课地点上课，有时是在车上、有时是在餐厅等。 

授课平台方面：本项目绝大部分的中文老师都选择使用腾讯会议平台进行

授课，该平台的优点是较稳定，断线次数较少，可容纳人数较大，进入会议的

方式多样。但是，腾讯会议这个平台定位本身是一款为客户提供覆盖全球云端

会议解决方案的软件，用于线上教学并不是这款软件的主要作用，因此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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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上面关于教学的功能并不丰富。比如，笔者使用过的另一个软件叫：

Classin，该平台的产品定位就是教师和学生随时随地，远程进入到任何一个教

室进行授课和学习。通过 Classin 专业的音视频和黑板互动教学系统，营造身

临其境的线上线下融合教学体验，因此教学功能十分丰富，课中有大量的互动

功能以及教学功能，课下有教学日历、云盘、备课室、班级群聊、收发作业等

辅助功能。因此，平台本身的功能就不完善，自然会限制老师们的发挥，从而

影响到老师和学生的体验。 

图图图图 22222222    腾讯会议（左）与腾讯会议（左）与腾讯会议（左）与腾讯会议（左）与    ClassinClassinClassinClassin（右）功能（右）功能（右）功能（右）功能    

 

除了网络本身及授课平台的问题，还会出现教师本身网络技术素养不足的

问题，有的老师不能及时地解决上课时突发的技术问题，从而导致上课中断或

者上课延误。实际上，很多会议软件和教学软件都有基本的设备检测和网络检

测，可以解决老师们上课出现的大多数问题，但是很多因为老师们网络技术素

养不足而不能借助这些平台本身的功能去解决网络问题。 

图图图图 22223333    ClassinClassinClassinClassin 设备检测功能设备检测功能设备检测功能设备检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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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    教学评测问题教学评测问题教学评测问题教学评测问题    

 

传统线下教学转为线上教学，线下教学评测同样也需要转变为线上评测。

但是不管是临时评测，还是阶段性评测，线上评测都面临着较大的困难。 

中文要求学生们听说读写都需要进行全面的提升，测评自然也需要围绕听

说读写四个方面。但是线上中文教师课时有限，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对听说读写

进行考核。因此，期末考核很多老师只选择了进行听力考核和书写考核。 

学生们在家进行线上考试，老师共享屏幕，播放录音进行听力测试，播放

完毕后学生继续做书写题。虽然期末考试都要求学生打开摄像头，但是学校并

没有要求学生使用第二台设备在身后进行监督，学校也没有使用专门的考试软

件来限制学生切换页面，学生有没有和同学互相交换答案、有没有切换页面，

老师都不得而知。 

为了提升学生们的书写能力，中国老师还会给学生听写，随堂的听写因为

时间关系更不可能让学生使用专门的具有监督性的软件来进行，因此，学生听

写结果的真实性并不能得到保证。在结果的真实性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随堂

听写也失去了意义。 

笔者在与老师们的访谈中发现，绝大部分的学校中文考试没有自己的试题

库，每次考试都需要教师自己出题，每位教师出题的偏向性不同，未经过教研

组精心设计的考试题目科学性得不到有效保证，科学性得不到有效保证的试卷

测试出来信度和效度也大大降低。 

 

第五节第五节第五节第五节    沟通渠道问题沟通渠道问题沟通渠道问题沟通渠道问题    

 

首先是老师和学生的沟通渠道问题。线下教学时，泰国有很多的活动，因

此，除了课堂教学时间，老师也有很多和学生产生联结和沟通的机会。此外，

社交软件为老师和学老师创建了有效的沟通渠道，老师和学生可以充分利用社

交软件进行沟通，师生关系紧密。远程中文教学的老师们都在中国，虽然打破

了时空的限制，老师们得以和学生通过网络见面，但是，线上的教学减少了很

多沟通渠道，少了课余活动的联结、少了社交软件的沟通渠道，老师和学生成

了熟悉的陌生人。 

其次是老师和学校的沟通渠道问题。在线下的志愿者中文教学中，志愿者

完全融入学校，每天都生活在学校中，可以随时沟通教学上的问题，甚至可以

每周集体备课。老师可以充分体会到自己是学校的一员。当线下中文教学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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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教学，中文老师与学校的沟通渠道只有泰方老师。这仅有的沟通渠道在实

际的教学中仅仅被用来下发通知，例如泰方老师通知线上中文老师哪天放假，

哪天学校有活动所以课程取消等。沟通渠道单一，并且这单一的沟通渠道还未

被充分利用，让老师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学校的一员，而仅仅是一名远程中文老

师。 

再者是老师和家长的沟通渠道问题。在线下中文教学中，老师和家长的沟

通渠道是学校，学校会举行各式的活动，邀请家长到学校参加活动，如开放日

邀请家长到学校听课，家长们有机会走进中文老师们的课堂，与中文老师进行

沟通交流。因为疫情转变为线上授课后，学校自己本身与家长沟通的渠道大大

减少了，线上中文老师与家长的沟通渠道就基本断了。    

 

第六节第六节第六节第六节    网络资源利用率问题网络资源利用率问题网络资源利用率问题网络资源利用率问题    

 

互联网的优势是网络资源极大丰富，老师们可以充分使用网络资源来有效

促进教学，理论上，这是毋庸置疑的共识，远程中文教师们也都知道这一点。

但是在真正的实践中，网络资源利用率却存在很大的问题。笔者曾多次看到线

上中文教师志愿者在志愿者沟通群内求助资源查找和资源共享。如求助元宵节

讲解视频、求助某一语法点的使用正确性、求助文化课主题该如何选择等等。

就以上的问题，网络资源上没有吗？答案是否定的，老师们找对方法去搜索和

寻找自然能找到答案。因此，可以看出因为缺乏专业的教研团队，和专业的技

术素养，教师们并不能从丰富的网络资源中快速筛选出自己想要的资源，导致

教师们网络资源利用率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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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泰国线上中文教学建议泰国线上中文教学建议泰国线上中文教学建议泰国线上中文教学建议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对语言合作交流中心“远程中文教学”项目的建议对语言合作交流中心“远程中文教学”项目的建议对语言合作交流中心“远程中文教学”项目的建议对语言合作交流中心“远程中文教学”项目的建议    

 

一、一、一、一、加强培训加强培训加强培训加强培训 

语合中心在“远程中文教学”项目开展前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培训，培训涉

及课堂管理、线上教学实用方法以及泰国学生学情分析等。培训为远程中文教

师们初步描绘了远程中文教学的情景，老师们就这样走向了课堂。后续语合中

心为每个片区安排了经验颇丰的指导老师，许多指导老师都是泰国华校的中文

校长。指导老师们为远程教师答疑解惑，查看老师们的教学视频和教案，并给

出建议。但后续语合中心没有进行其他的培训，并且每个片区的指导老师们有

自己的本职工作，都很忙，并不能全心关注到每位老师的成长。 

语合中心应关注到远程教师个人的成长以及片区的集体成长，兼具个人培

训以及集体培训。指导老师可在首课时对老师进行首课辅导，以减轻老师们对

首课的焦虑感。在老师授课一月后对老师进行一对一回访，检验老师教学是否

达标，并且帮助老师解答教学疑难问题。片区老师们开始授课后，应每月开展

一次有针对性的教学分享座谈会，分享优秀教学案例，供老师们借鉴。 

 

二、二、二、二、打造共享资源库打造共享资源库打造共享资源库打造共享资源库 

网络教学资源极大丰富，但老师们需要具备优秀的筛选能力，然而并不是

所有的老师都具备这样的能力，有很多老师在本次远程教学中文教学中，仅借

助图片和少量视频辅助教学，未能充分发挥出线教学的优势。老师们表示要从

各种网络资源中筛选出想要的资源十分不易，要筛选出优秀的适合教学的资源

更加不易。鉴于此，一方面老师们要提升网络技术能力；另一方面语合中心应

打造共享资源库，帮助老师筛选教学资源，减轻老师教学负担。 

共享资源库应包括各类线上中文教学资源，如 HSK 试题、各类教材及教师

用书的电子版本、各类练习册、PPT、优秀教学示范课、绘本、中国文化视频

等。建立起了这样的共享资源库，老师们可以更快地查找到想要的教学资源，

以丰富教学课堂。老师们从共享资源库获取的教学资源是经过语合中心初步审

核的，可以有效避免老师使用了不恰当的教学资源，造成老师与学生、学校、

家长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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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统一授课软件统一授课软件统一授课软件统一授课软件    

在实际调查中，可以看出老师们会使用腾讯会议、Zoom、Google meet、钉

钉等常见的会议软件。这些软件的软件定位都是办公视频会议软件，并不是在

线教学软件，教学功能单一 ，不能满足老师们的在线教学需求，也缺少很多课

堂互动功能。专门的教学软件，会根据线上教学需求设置多种教学、互动功

能。如 Classin 就有抢答、计时、倒计时、移动、发奖杯、骰子、随机点名、

布置作业、课程表等功能，能够有效地缓解线上教学互动不足的缺点，反而让

线上教学变得更有趣。Classin 还会自动保存老师的课堂回放，学生可以随时

随地查看课堂回放。 

语合中心应为远程授课教师们统一授课软件，并且授课软件应为专门的教

学软件。使用统一的软件有助于管理，并且 Classin 有专门的 IT 助手，可以实

时为老师和学生们解决网络故障问题，可以有效缓解因为网络故障导致不能正

常上课的情况。 

 

四、四、四、四、成立专业的教研组成立专业的教研组成立专业的教研组成立专业的教研组 

统一授课软件后，语合中心可成立专业的教研组进行课件教研。基于老师

们教材多样的情况，语合中心可与泰方学校沟通，统一主体教材，将一些常用

的辅修教材设置成选修课。教研组根据统一的教材进行教研备课、制作 PPT。

PPT 可结合软件功能制作，如学习数字，可以用到软件的骰子功能，可在课件

中设置“看骰子，说数字”的游戏，老师通过 Classin 的骰子功能来实现互动

和操练。 

专业的教研组可以对教学内容和质量有保障，可有效避免新手老师教学找

不到重难点的情况，从而保障语合中心远程中文教学的质量。对教学质量有基

本的把控，让老师们呈现出良好的语合中心远程中文课堂，可以促成品牌效

应，吸引更多学校参与到本项目中，从而完成教汉语、传播中华文化的专业使

命。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对老师的建议对老师的建议对老师的建议对老师的建议    

 

一、一、一、一、提升网络技术素养提升网络技术素养提升网络技术素养提升网络技术素养 

线上教学兴起，老师们从事线上教学工作，必须具备良好的网络技术素

养，老师们要能够处理教学中出现的网络及设备问题，避免因为技术不足而导

致教学任务不能顺利进行。提升网络技术素养还可以促进远程教师们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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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老师们教授较低龄的学生，可以利用外部的虚拟摄像头视线变脸和加特效，

吸引学生注意力。提升网络技术素养需要老师们充分了解授课软件，了解如何

排查软件问题。老师们要不断学习新技能，提升网络技术素养，为呈现语合中

心远程课堂做保障。 

 

二、二、二、二、转变教学观念，优化教学模式转变教学观念，优化教学模式转变教学观念，优化教学模式转变教学观念，优化教学模式 

线上教学有别于线下教学，老师们应该转变教学观念，将线下教学模式转

变为线上教学模式，并进行优化。如线下教学老师会设计多种生生互动模式，

线上教学难以实现，但是老师们不能因为互动难以开展就放弃互动或者只与一

两个学生单一地进行互动。老师可以转变互动方式，如使用弹幕进行互动。老

师根据教学需求，发布指令，让学生发布弹幕，如让用生字组词，如用“天”

组词，学生发弹幕。老师们优化教学模式，加强互动，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如设计“问答接龙”让全班同学参与、随机组队问答挑战、老师描述生词，学

生猜词挑战等。 

线上教学有丰富的网络教学资源，教师可以借助网络教学资源来优化教学

模式。如线上教学缺少了中国文化实践，如不能和老师一起写毛笔字、画国

画、打太极，但老师可以播放剪纸文化视频，让学生跟做，泰国学生动手能力

强，并且乐于动手，因此此类活动是能够实现的。类似的动手实践，还有跟着

视频画中国经典形象：熊猫、悟空、旗袍等。老师还可以设计抖音合拍视频，

让学生进行合拍后上传，然后全班同学评选出前三名并给予奖励。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对泰方学校的建议对泰方学校的建议对泰方学校的建议对泰方学校的建议    

 

一、一、一、一、加强管理力度加强管理力度加强管理力度加强管理力度 

学生的管理需要有学校的加入，尤其是线上教学，学生们在家学习，自制

力不强，如果学生不能得到有效的管理，那远程中文课也不能有效进行。而学

校的学生管理也需要家长的配合，因此学校应与家长充分沟通，探讨管理模

式，有效对学生进行管理。如学生在上课期间去打工的这种情况，学校就需要

与家长进行充分沟通，让家长了解到学生的这一情况并劝导学生在假期期间再

合理安排时间打工，珍惜上课时间，认真学习。而学生上课不开摄像头、迟到

等行为则需要学校加强管理，设立相应的制度来进行规范，如学校可以告知学

生并实行：学校每节课会进入线上课堂巡查学生出勤情况，并且会不定时进入



39 

课堂看学生的学习状态。被巡查到不开摄像头、迟到等，会扣除学生平时分，

超过一定次数学生需要补考，远超于规定次数需与家长进行约谈。 

学生良好的教育从来就不是仅靠学校、老师、家长，通力合作，相信学校

有了制度的规范，可以出创建更高效的线上教学模式。 

 

二、二、二、二、完善中文沟通渠道完善中文沟通渠道完善中文沟通渠道完善中文沟通渠道    

线上教学，缺少了线下活动的联结，老师和学校、家长、学生的沟通渠道

变得更少了，老师的孤独感增加。因此，泰方学校应该承担起搭建沟通渠道的

重任，学校可以录制老师教学精彩片段集锦放在学校对外的平台上，如

facebook，家长和学生都可以查看到。学校同样也可以举办开放日，让家长提

前报名，邀请家长参与到实时课堂中，让家长感受到真实的课堂氛围，打破线

上学习学不到东西的刻板印象。学校也可以邀请老师给家长和学生直播线上答

疑，家长和学生提出疑问，老师直播答疑互动。 

老师和学校之间的沟通渠道同样需要搭建起来，老师和学校充分沟通有助

于老师了解学校需求，呈现学校想要的课堂，学校也可以及时了解到老师需要

哪些帮助，并帮助老师解决，让老师授课更轻松。因为语言的差异，需要泰方

老师做一个桥梁，为学校和中方老师搭建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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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结结结    语语语语    

 

线上教学虽已经不是新名词，但是线上中文教学、线上国际汉语的历史却

并不长，缺乏理论基础和顶层设计，远程中文教学项目在这样的毕竟下能够顺

利开展，并且开展得成功，离不开语合中心的不懈探索和努力。但，在线国际

汉语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很多学者和老师们共同努力，创建完整的

理论体系，让实践有理论可循。 

本文通过笔者的亲身实践为基础撰文，对语言合作交流中心“远程中文教

学”项目的发展历程和项目特点进行了阐述；对语言合作交流中心“远程中文

教学”项目泰东北地区线上教学现状进行了问卷调查并进行了调查分析；对笔

者在乌汶德梁中学的线上教学实践进行了记录和分析。以笔者在乌汶德梁中学

的线上教学实践现状为点，以语言合作交流中心“远程中文教学”项目泰东北

地区 22 个学校线上教学现状为面，展现出泰国线上教学现状，针对现状展现出

的问题，对语言合作交流中心“远程中文教学”项目、线上中文教师、泰方学

校提出可行性的建议，以期为线上中文教学、线上国际汉语提供研究资料，线

上国际汉语事业发展得更加繁荣。 

由于本文以个人线上中文教学实践为点，泰东北地区线上中文教学为面进

行研究，未能囊括项目的全部片区，每个片区都会有特殊情况，因此本文难免

会有片面之处。 

疫情对线上中文教学起了一定的助推作用，但从长远来看，线上教学是不

可避免的趋势，我们不能逆流而上，应该顺应潮流，各方一齐努力，在线上中

文教学模式和线上中文顶层设计上不断探索，共同助力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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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致致致    谢谢谢谢    

 

时光荏苒，百感交集。两年的时间,在弹指一挥间悄然离去,但给予我的人

生却是一辈子的财富。这段求学路来之不易,但也收获满满，这一路上的青春岁

月也注定成为我一生的追念。行文至此，我要向所有曾帮助、鼓励、陪伴我的

人表达最诚挚的感谢。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韩颖琦教授对我的悉心指导，从论文选题到成稿，

韩老师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当我在写作过程中遇到困难，无法前进时，老师及

时的留言与通话给了我指引。韩老师治学严谨，待人宽和，每次与韩老师交流

后都收获颇丰。在此，谨向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 

其次，我要感谢感谢李超教授和王和兵博士在开题时对我论文的定题和撰

写，以及对我论文的进一步修改提供的指导建议！ 

我还要在论文撰写过程中给予我帮助与支持的同学们，感谢华侨崇圣大学

中国学学院的老师们，能及时解答我关于毕业论文的疑问。还要感谢我同片区

的远程中文教师们，以及我任教学校乌汶德梁中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谢谢你们

愿意帮助我完成我毕业论文的调查以及访谈，是你们让我觉得作为一名汉教人

是非常幸福的，也坚定了我未来会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决心。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他们是我坚强的后盾，是他们在我无助之时

给予的陪伴与鼓励，让我重拾信心，继续前行；也是他们的无限包容谅解和默

默付出，让我知道了没有什么比亲情和友情更加宝贵，懂得珍惜；在今后的人

生道路上，我会谨记父母的教诲，努力工作，好好生活，用我最好的一切来回

报他们的无条件付出与关爱。在意味着离别的六月，我将带着你们的祝福继续

扬帆起航，逐梦远方。也祝愿大家万事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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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    录录录录    

    

泰东北二区线上中文教学情况调查问卷泰东北二区线上中文教学情况调查问卷泰东北二区线上中文教学情况调查问卷泰东北二区线上中文教学情况调查问卷 

1.您所学专业为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汉语国际教育 19 86.36% 

B.外语 2 9.09% 

C.其他 1 4.5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2  

 

2.请问您是否有线下中文教学经验?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1 年以下 7 31.82% 

B.1 年-2 年 7 31.82% 

C.2 年-5 年 1 4.55% 

D.5 年以上 0 0% 

E.无经验 7 31.82%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2  

 

3.请问您是否有线上中文教学的经验？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1 年以下 14 63.64% 

B.1-2 年 5 22.73% 

C.2 年以上 0 0% 

D.无 3 13.6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2  

 

4.请问您是否有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是 8 36.36% 

B.否 14 63.6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2  

 

5.请问您一共教授几个班级   [填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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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请问您的中文课课程性质是？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专业课 9 40.91% 

B.兴趣课 2 9.09% 

C.二者皆有 11 50%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2  

 

7.您使用的教材是？   [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体验汉语》 9 40.91% 

B.《发展汉语》 5 22.73% 

C.《HSK》 3 13.64% 

D.《新实用汉语课本》 0 0% 

E.其他 10 45.4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2  

 

8.您的教学对象是？   [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小学生 6 27.27% 

B.初中生 8 36.36% 

C.高中生 15 68.18% 

D.其他 1 4.5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2  

 

9.老师认为线上中文教学的优势？   [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可充分利用多媒体优势 20 90.91% 

B.突破时间地域限制 21 95.45% 

C.有课后回放，可反复复盘 8 36.36% 

D.节省精力，不必来回走动 7 31.82% 

E.方便统计人数 5 22.73% 

F.其它 0 0%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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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老师认为线上中文教学的劣势？   [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互动困难 16 72.73% 

B.网络问题 15 68.18% 

C.课堂监管难 18 81.82% 

D.难以检测学生学习效果 15 68.18% 

E.学生注意力容易分散 14 63.64% 

F.更多 1 4.5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2  

 

11.老师线上中文教学遇到了哪些困难？   [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备课时间长 9 40.91% 

B.互动效果不佳 17 77.27% 

C.学生出勤率不高 12 54.55% 

D.课堂管理困难 13 59.09% 

E.语言不通 11 50% 

F.抓不住教学重难点 2 9.09% 

G.授课平台不完善 11 50% 

H.更多 0 0%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2  

 

12.您认为以下哪些教学策略能够改善线上中文教学？   [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运用多种可视化工具 14 63.64% 

B.利用游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17 77.27% 

C.任教学校加强监管 11 50% 

D.语合中心加强培训 6 27.27% 

E.合作与分享，形成资源库 15 68.18% 

F.学生建立课外学习小组 2 9.09% 

G.更多 0 0%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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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老师是否认为线上教学任务过多，有事务负担感？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是 4 18.18% 

B.否 18 81.82%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2  

 

14.老师在线上教学中，与学生的互动交流较多，感到愉悦？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是 19 86.36% 

B.否 3 13.6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2  

 

15.老师给语合中心线上中文项目的建议：   [填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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