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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今的社会汉语在国际上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世界各国都加强了对汉语方面的教

学研究。本研究通过对泰国北榄府 5所公立中学的汉语教学以及多媒体技术在汉语教学

中的应用情况的调查，通过研究和分析找出当前多媒体技术其在泰国汉语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和建议，进而帮助提升学生汉语水平，希望通过本次调

查研究能日后相关调查，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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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popularization of social Chinese in the world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media technology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5 public middle schools 

inSamutprakan,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this study finds ou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ailand, and puts forward some specific solutions and 

suggestions, so as to help improve the level of students' Chinese language. It is hoped that the 

research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 value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Keywords : Oral Chinese Teaching in Thailand, Application of Multimedia Technology,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绪论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随着汉语对世界的影响不断增大，学习汉语的人数也不断增多。在泰国，也积极发

展汉语教育。而作为汉语的主要传播者——教师，学习和掌握先进的技能一直是其终身

使命。多媒体技术作为现代教育中的重要手段，在教学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尤其

是在汉语教学工作中，它已经成为一种便利的学习工具，旨在为传授相关的语言知识及

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有助于提高学生在语言学习上的效率。 

779



当前，在中国和泰国两个国家积极推动汉语教育的状态下，泰国在汉语教学及研究

工作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例如较低的学习效率；泰国的

汉语教学教材也缺乏适当性，也存在的一定滞后性；教师缺乏教学方面的技能，无法激

发出学生对汉语学习的兴趣和关注；泰国的汉语教学工作大多依然是在采用传统的教学

方式、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不足。所以，为解决相关问题，笔者通过调查研究的

方式，调查了当前泰国汉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找到适当的解决方法。 

 

二、研究范围 

（一）研究对象 

本人调查对象是泰国北榄府学习汉语的学生群体，本人做出 200份问卷调查，然后

分别给到 5 所学校搜集信息。第一，北榄府邦博中学；第二，北榄府娜瓦蜜皇后中学；

第三，北榄府高预备中学；第四，邦高皇家圣谕中学；第五，北榄府北揽女子中学。 

（二）研究方法 

本文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主要应用四种研究方法，即问卷调查，实地调查方法，文

献阅读方法和数据分析方法。为了准确地掌握和了解泰国北榄府五所中学的学生在汉语

教学中多媒体应用的现状，笔者对受访者（在泰国北榄府的五所中学学习汉语口语的学

生）进行问卷调查，然后进行数据分析发现相关问题。 

（三）研究创新性 

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注重实际，以泰国北榄府 5所中学学生在

汉语口语教学中多媒体教学应用的实际调查与分析得出结果。第二，注重针对性。纵观

国内外研究现状发现，研究泰国汉语教学法的成果很多，而关于多媒体技术应用于对外

汉语教学的理论的较少。本文将以多媒体技术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具体教学实践为基

础，探索出适合的泰国学生汉语口语教学的方法，以期对提高泰国学生汉语口语学习效

果，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文献综述 

本人在研究中国与泰国的文献资料时，发现多媒体教学方法具有“三维”的性质。

它是使用最先进的设备对多媒体的“声音”进行解读，以便使学习者更好地理解一些抽

象术语，其营造出的生动氛围，可以帮助学生对自然环境进行更好理解，使他们能够在

相对轻松的氛围下，完成汉语的学习，并提高其沟通的水平，并进行中文字义的理解。

多媒体技术的使用，强化了汉语教学的效果，使学习者的学习能力获得显著的提升，它

可以极大节省教师的精力，使教师可以放弃字卡当中的指令，极大的可节约了所需设备

的资金。 

对外汉语教学旨在强调学习者学习能力的发展，并使其可以进行有意义的沟通，实

现中国独特文化哲学的有效传播。在教授所有语言的过程当中，教师必须找到创造良好

教学环境的方法，来帮助学习者进行更好的学习。多媒体教学通过技术激发学习者的学

习兴趣，在完成任务的同时，提高教学的质量，并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沟通技巧。因此，

在教学的过程中，多媒体技术可以与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完美的结合，而这主要是取决

于教师的教学风格。基于以上论述，本文着重研究 21 世纪多媒体技术在泰国汉语教学

当中的应用，并为相关方面的应用与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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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泰国北榄府中文教学及多媒体的应用情况的调查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实地调查方法，文献阅读方法和数据分析方法，对泰国北榄

府邦博中学、北榄府娜瓦蜜皇后中学、北榄府高预备中学、邦高皇家圣谕中学、北榄府

北揽女子中学里学习汉语的学生群体 200人进行调查研究和数据分析，对学生学习汉语

情况进行总结。 

（一）泰国北榄府五所中学的概述 

本研究所调查的 5所中学均开设有中文课程，开设的时间从 6—18年不等，每所学

校的中文老师从 3—10名不等，均开设 3个中文班级。在开设的中文课程的班级现均配

有多媒体教学设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在不同程度上使用。 

 

（二）泰国北榄府五所中学学习汉语的调查概述 

邦高皇家圣谕中学是从 2007年(佛历 2550年)开始开设汉语课的，初期教学设施设

备非常简陋，为安装有多媒体教学设备，教学对象较少，教材单一。经过几年的发展，

教学设施教具教材越来越完善，多媒体设备配备齐全，并成为教师教学的主要工具，课

堂教学内容也越来越丰富。 

其余四所中学，开设的体系课分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必修课，学校初中至初中

三年级，可分为各类专业，如：科学专业，数学专业，外语专业。外语专业就涉及到中

文。第二，选修课，上述可知除了外国语专业，还有其他专业。每个专业不但要学习自

己的专业，还学习一两种外语。第三，培训班。主要是面向对中文感兴趣的老师，也开

始培养中文老师。第四，汉语角。学校都有空闲时间，学生可以去自己喜欢的活动。它

主要是为对中文感兴趣的泰国人和展示中国文化的活动奠定基础。第五，中国文化及汉

语能力活动，经过考察，2008年至今，学校的汉语教育和推广中国文化的体系更大。 

（三）教师教学情况的调查 

针对教师教学情况的调查，即是对教师的课堂活动教学能力进行调查，主要从以下

几个方面展开，分别是理论知识程度、教学活动的设计、课堂教学组织情况，以及教学

反思。 

第一，教师理论教学的程度。 

 
图 3.1教师对课堂理论教学的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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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任教前是否的接受相关理论的培训 

调查结果显示 45%的教师对理论知识的了解程度一般，38%的教师认为自己较为了

解，8%的教师表示不太了解，4%的教师表示自己很了解相关理论，另有 8%的教师不知

道这一点。在离职之前，有 91%的教师接受了相关的课堂活动理论培训，仅仅有 9%的教

师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或指导。对于设计原则，90%的教师选择“目的”和“可操作性”，

“乐趣”的选择比例为 88%。再次对于“学生主体性”，这个比例是 63%，最后是“多

样性”。有 55%的教师选择了这项，如图 3.3 所示。目的性和可操作性是教师在活动设

计中主要遵循的教学原则。 

 

图 3.3 设计原则 

对于设计要素，97%的教师选择了"教学内容"，有91%的教师将“学生的汉语水平”作为主要的活动

设计要素，还有79%的教师分别选择了“学生年龄”和“学生人数”。另外，“学生目标”的比例是73%，

“学生学习特征”比例是55%。最后，仅有17%的教师考虑了“课程安排”这一因素。 

 
图 3.4 设计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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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采用多媒体指导学生汉语的调查 

表 3.1 多媒体教学的学习效果 

学生态度 学生数量 占比 

效果提升 145 78.23% 

效果一般 42 14.29% 

效果较低 8 7.48% 

 

表 3.2 学习动机效果比较 

学生态度 课前态度（占比） 课后态度占比 

喜欢汉语口语的表达方式 66% 41% 

认为汉语口语课很有意思 37% 44% 

想要与中国人聊天 44% 56% 

对课堂活动非常满意 21% 57% 

有助于提升自身价值 75% 96% 

提高自身的学习积极性 37% 65% 

掌握更多的汉语 12% 23% 

在口语课堂上使用多媒体教学模式进行调查后，笔者发现学生的汉语学习动机有所

提高，学生对汉语更感兴趣。学生们相信在课堂上应用多媒体可以帮助他们更具体地练

习和掌握语言知识。参考问卷调查前后学习动机的比较，多媒体教学的使用，使学生学

习动机增加了 40%。 

五、 泰国北榄府五所中应用多媒体为辅助教学的问题分析 

（一）多媒体辅助下汉语口语教学的主要特点 

多媒体辅助下汉语口语教学的主要特点有机结合图、文、声；多媒体技术使中文作

为外语教学变得更容易。突破了传统口语教学在学习时间和空间方面的局限性且大部分

口语教学资源可以反复使用。 

（二）多媒体技术在汉语口语教学中的功能 

展示功能，该项功能是多媒体技术辅助教学的基本功能，主要指新单词，语言点和

文本，图片，音频和视频播放等的表示。多媒体口语教学可以避免传统口语教学延伸信

息的缺点，为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语言环境，创造更多实用的场合和机会。 

（三）多媒体辅助下汉语口语教学存在的问题 

多媒体应用方式单一；多媒体教学设备不完善，计算机设备落后，电脑维护不当，

计算机系统管理难以保证；教师缺少多媒体教学设备的教学操作经验。 

六、泰国北榄府五所中应用多媒体教学汉语口语教学的对策 

第一，丰富多媒体应用方式。可以将多媒体与多种教学方式相结合，例如采用教学

演示多媒体，模拟教学，交互式教学等。 

第二，积极引进多媒体教学设备。标准多媒体教学设备应包括计算机系统，投影显

示系统，视听系统，环境设备和集中控制。通过这些系统，可实现多媒体互动教学系统。 

第三，注重对教师多媒体应用的培训。由于很多多媒体设备出现故障都是由于任课

老师不熟悉其使用和操作情况而导致的，因此有必要对有需求的老师进行培训，提高老

师对于多媒体设备的熟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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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综上所述，运用先进和多样化的多媒体技术作为教学和学习的媒介，能够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让其乐在其中，从而产生学习兴趣，学习起来也会更加轻松认真，能够帮助学

生建立积极的学习态度，可以使学生更容易且更快的掌握和理解，帮助学生们提高听说

读写的能力。本文对泰国的汉语口语教育，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论述，并阐述多媒体技术

在教学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建议，进而使泰国的汉语教育水平，获

得显著的提升，通过汉语的交流，增进两国之间的友谊，这对于促进两国的经济、政治

及文化交流，有着极大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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