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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were to : To study the level of Chinese demand for 
communication with Chinese tourists. Comparison of the demand for Chinese 
language for communication with Chinese tourists by gender, age, education level, 
occupation and income. The hotel's front office staff. Kanchanaburi The status of the 
reception staff is different. There is a need to use Chinese for communication. The 
population is the front desk staff of the hotel in Kanchanaburi. The hotel's front 
office staff. 185  hotels and 740  employees. 260  samples from Taro Yamane formula. 
Simple sampling method with lottery method. Frequency, percentage, mean, 
deviation Standard t-test, one way ANOVA for more than two variables, and a 
difference in pair. By Scheff's Post Hoc Comparison method. 
 The research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 1) Demand for using Chinese for 
communication. The overall picture is very demanding. Considering each detail, it 
was found that the demand was high in all aspects. The first is speaking, followed by 
listening in writing and the last one in reading, respectively. 2) Comparison of the 
needs of using Chinese for The services of the front desk include sex, age, education 
level, occupation and income as follows: 2.1) Classified by occupation Found that, 
overall and on a different 2.2) by age, educational level. income per month And by 
age, the findings were differen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Keywords:  demand for Chinese Language,   Communication with Chinese tourists,  
                 Front office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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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论文研究旨在研究汉语与中国游客沟通的需求水平。按性别，年龄，文

化程度，职业和收入比较中国语言与中国游客的交流需求。酒店前台服务人员

的地位不同，有必要用中文进行交流。人口是北碧府酒店的前台工作人员。  

酒店的前台工作人员。 581家酒店和047名员工。来自 Taro Yamane 配方的260
个样品。采用抽奖方法的简单抽样方法。频率，百分比，平均值，偏差标准 t

检验，两个以上变量的单向方差分析以及成对差异。通过 Scheff 的 Post Hoc  
比较方法。 

    研究结果如下：5）使用中文进行交流的需求。整体情况非常苛刻。考虑到

每个细节，发现各方面的需求都很高。第一个是发言，然后分别以书面形式听

取，最后一个在阅读。 2）使用汉语的需求比较前台的服务包括性别，年龄，

文化程度，职业和收入如下：2.5）按职业分类发现，总体而言，2.2）按年龄，

文化程度。每月收入和年龄，结果是不同的。在0.05水平量具有统计显着性。 

 

关键词： 汉语需求   中国游客的沟通   酒店前台服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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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的重要性 

    2060 年，中国出境游客 1.3 亿人次，其中来泰旅游的达到 980 万人次。1.3
亿中国人到世界各地旅游世界各国大城市成为中国游客的目的地。这说明，中

国将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旅游市场，而中国人很多都选择交通便捷、签证方便

的境外城市。中国旧时的旅游基本上都是商务旅游模式，所以，中国人去旅游

的城市多为商务中心城市。无论是当今商务旅游的游客减少多少，但部分游客

还是以大城市商务旅游城为主，可以说明，即便是去旅游，中国还是选择大城

市为目的地。由于中国政府对民众出境旅游的严格管理，中国出境人数长期以

来受到严格控制。这是中国迎来关键的转折点是在 2537 年，中国人第一可以拥

有私人护照的政策，而自从 2555 年，中国人可以出国旅游也不必再向政府许请

示批准。 

    中国经济的成长导致中国民众大幅提高了平均生活消费水平的能力，虽然

经济已经有些放缓，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经济的发展依然速度很快，经济

的进步带来旅游消费能力的发展，也使中国旅游消费行为发生了很多变化，从

以前春节放假回家的做法，变成一家人到国外旅游 (ThaiPublica, 2559, online )。 

数据从泰中两国的商务数据中心 地点北京得知，南宁晚报指出，南宁市

民改变从原来准备春节回家与家人庆祝，变成一家人到国外，尤其是来泰国旅

游购物成为中国游客心里的目的地的原因主要是合适的价格，在中国有很多城

市选择泰国成为国际旅游的首选目标。泰国被列为中国人想去旅游的城市，从

旅游经济学角度分析，在 2556 年至 2560 年期间，中国游客想去世界的 5 个城

市是，第一名，纽约，第二名，洛杉矶，第三名，东京，第四名，曼谷，第五

名，帕提亚。在 2548-2558 年期间，从 10 年的数据分析中国游客到泰国旅游的

增长量为 1000%，中国来泰游客的激增是十分惊人的。但是，令人感兴趣的是

从 2555 年起中国游客每年到泰国的人数增长跨越式发展上升到 800 万人的新纪

录。 在 2558 年由旅游资源部，旅游体育部指出，在 2558 有 2980 万国外游客，

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游客占了大部分的 26.55％的数量。据统计，中国游客

在过去的 10 年数量，从 2548 年至 2558 年前 5 年中国游客已经增加了 7,157,999
人，占 921％，在 2548–2558 年期间游客数量在 7–80 万人从慢慢增长到部分减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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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游客到泰国旅游数量( 旅游资源部，旅游局 2548 – 2558 年) 

中国游客到泰国旅游年份 人口数量 

2548  年 776,792 个人 

2549 年 949,117 个人 

2550 年 907,117 个人 

2551 年 826,660 个人 

2552 年 777,508 个人 

2553 年 1,122,219 个人 

2554 年 1,721,247 个人 

2555 年 2,786,860 个人 

2556 年 4,705,173 个人 

2557 年 4,636,298 个人 

2558 年 7,934,791 个人 

 

    针对中国游客对泰国旅游地的认同，确保泰国稳定局势。低营销成本的航

空公司使得中国飞往泰国的机票更廉价，这也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到该地区，

在2558年游客人数高达7934791人，同比2557年的游客数目4636298人增加了

3298493人。由于外汇是泰国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旅游业为泰国创收起重要的

作用。泰国旅游业及相关行业全面的增长，创造了更全面的工作机会，从而导

致在更广范围的收入分配。出于这个原因，旅游业的扩大增长对很多泰国人产

生巨大影响，并成为泰国人生活的重要部分。因此，泰国各府都愿意并能够计

划全新旅游资源的开发。基于新旅游业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直接和间接地减

少失业，增加人民收入，提高当地社区的生活质量。( Ekachai BuaYam, 2007,     
p. 3 )  
    泰国西部的北碧府约12万泰亩，或19483平方公里。这个府排在呵叻府和清

迈府之后的泰国第3大府。距离曼谷有130公里，毗邻缅甸。该地区主要是森林

和高山。并且有两条主要河流——大桂河和小桂河汇合后流经北碧府形成阔妈

河。此地有主要的旅游景点，如桂河桥、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阵亡士兵纪念墓

地、一万年前原始人遗址，狮子城、爱拉湾瀑布和岩洞以及晒哟国家公园等。

北碧府被视为泰国西部旅游业的一颗明珠。( Kanchanaburi Tourism, 2559 ) 
北碧府全部酒店拥有11,111个旅游酒店和2222间客房，当下北碧府最为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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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的问题是外国游客是酒店员工之间的沟通，特别是中文沟通的问题。正如

Sakda Thanarat（2004，摘要）的论文中讨论清莱府投资者对边境发展的中文需

求时指出，金融机构店 汽车/运输 餐厅/餐厅 酒店/客房和零售商 能够使用

中文的企业只占31.94%。北碧府的酒店企业家需要采取纠正措施，改变这一现

状。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到北碧府旅游和商务酒店的业务，以及企业未来的

声誉和形象。 

    笔者处于硕士研究生的学习阶段，专业是商务汉语，并且生活在北碧府，

深刻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也有必要把在学习的过程中学到的知识为提高在北碧

府商务酒店员工的中文沟通能力做些贡献。因此笔者有兴趣研究北碧府酒店接

待人员在汉语听说读写不同方面的需求。因应这种需求才能给酒店接待人员提

供有的放矢且恰当的语言培训，因为若没有调查酒店的工作人员的真正需求就

不能解决问题的根本。希望这项研究的结果可以为将来在酒店工作人员的语言

培训提供指导。 

二、研究目的 

1.调查旅游服务人员使用中文与中国游客沟通的状况，包括性别，年龄，教育

程度，职业和收入。 

2.研究北碧府市区的酒店接待员对中文需求并划分量化等级，以方便培训提高

酒店员工与中国游客的沟通的能力。 

三、研究的假设 

    在北碧府酒店的服务员存在不同的情况——使用中文沟通的不同需求。 

四、研究范围 

1.本论文研究中的对象包括北碧府市区185家酒店，汉语服务人员共计740人。 

2.样本分析将与日本山根（Yamane）酒店进行比较，样本共计260人  

3. 研究的变量是  

   3.1 自由变量的研究是酒店的接待处的状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

职业和收入。 

   3.2 变量上的研究是需要使用中文的沟通的四个：方面听、说、读、写。 

五、术语 

    为了使含义与信息产生一致的理解，研究者已经确定以下相关的术语的意

涵。 

沟通：酒店前台服务人员与中国游客或者中国领队是可以畅通传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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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游客：来休息放松和主要是用中文沟通的游客，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来北

碧府并且住在北碧府市内酒店的客人。 

服务员：在北碧府市区内酒店热诚工作并按月领取报酬的服务员。 

前台服务部门：该部门是负责提供各领域的方便，如：客人入住酒店，首先预

订酒店，准备好客房给要入住的客人，迎接客人传达信息的服务，负责提供从

客人入住到客的各方面服务。 

酒店：北碧府市区内酒店负责需要住宿的游客提供住宿服务并且收取费用。 

中文：中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台湾）的官方语言，是新加坡四

种官方语言之一（其他是英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是联合国所使用官方

工作语言的之一。 

听：在酒店前台工作的服务员在语言交流过程中认真仔细地听并能够正确理解。 

说：酒店服务员以合乎情理的正确方式使用汉语措辞、语气等。 

读：酒店服务员可以阅读通过杂志或刊物上发表中文文章。 

写：酒店服务员将亲身的故事和所积累的经验用中文传达给他人 

年龄：年龄阶段包括五个阶段：少于25岁，25岁―35岁，36岁―45 岁，46岁―

55岁，和大于55岁。 

文化程度：受教育化水平包括三个等级：高中或等同于中职中专、高职高专等

同于大学、本科以上水平。 

月收入：酒店服务员在工作中每月获得的薪水，包括三个等级，其中包括月薪

低于10000铢，10000至15000铢、15000铢以上。 

工作年龄：按年计算，酒店前台服务员的工龄包括：不到1年的工龄、1年到5年
的工龄、6-10年的工龄、11-15年的工龄、16-20年、多于20年的工龄。 

六、研究预期 

1 提高北碧府酒店接待员使用汉语沟通的基础能力。 

2 为酒店或其他组织培训服务员中文提供参考。 

七、研究框架 

    研究者根据变量的研究性质确定了研究框架。独立变量：研究者从五篇相

关的论文的摘要：如，            

     Thirarat Phithakphanatkun(2547,摘要)武里庵民办教育点 VUTTIVITAYA 
学校的二年学生，学习中文是为了沟通。Sakda Tharanison ( 2547) 投资者为了使

用中文发展清莱省边境经济区. Phonsiri kongnuan ( 2550 )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换

大学生经验. Suphaphon Manorot ( 2551) 根据调查清迈府和女汉万依堤斯里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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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onwan Itthiserikun (2551) 清迈府市中心消费者对学习中文的态度,可以分析出

酒店服务员的身份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收入性、工龄。 

    变量:  研究者获得 Kongthep Khlueapphanitkun (2542) 的思想章程使用泰语. 

Kriangsak Khiaoying (2550) 总结分析人类社会资源，Chanthat Wanthanom (2552) 
旅游行业，Phichai Phinaikun (2540) 学习语言进入世界社会，Thamthika Phangnga 
(2553) 中文管理与前台运营, Somsak Thongchuai (2558) 泰语主要的日常生活，

Sin Phanphinit (2553) 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Suphanwi Warathon (2545) 阅读的数

率，Suphattra Soiphet (2550) 酒店管理, Samniang Manikan, Sombat Champangoen 
(2554) 说的原则，ren jingwen (2544) 基础汉语, Siwilai Phonmani (2545) 教基础泰

语作为一门外语, Udom Wirotsikkhadit (2547) 从另一角度把泰语作为语言专学，

Eksan Chin akkharaphong (n.d..) 初级汉语一，二和北碧府社区内酒店的环境进行

比较得出四个方面 如：听、说、读和写 

             自变量             变量                       

 

 

 

 

 

 

 

  

汉语应用沟通的雪球 

- 听 

- 说 

- 读 

- 写 
 

  酒店服务员的身份 

-   - 性别 

- 年龄 

-       - 受教育水平 

  - 收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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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理论与方法 
 

第一节 理论和材料 

 

    中国游客对北碧府市区酒店接待员的汉语服务之需求，研究者已确定了理

论和材料，如：概念和理论需求，概念和理论沟通，中文的概念，酒店前台的

实际概念，相关的论文 

一、概念和理论需求 

    对需求的定义 : 有些学者给出许多需求的定义，研究者把所有的定义总

结出如下： Chat Ra Phon Samoechai (2550，第 118 页)指出需求表示，自己认识

到理想状态与现实情况的区别，这些足以激发去实现。Siri Wan Seri Rat 和团体 

(2550, 166 页)。个人状态缺乏平衡，缺少某些东西和需要某些东西．Tula 
Maha Phasutha Non (2554, 246 页) 体内和体外的环境，缺乏平衡状态，并引起

更大的推动作用, 从上面来总结，需求的定义是人们认识到在实际中的不同需

求，因为缺乏在身体和环境的平衡，这些事迹将激发人们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

西 

关于需求的理论 

    研究者找到关于伦理需求的书籍，由等学者提出的理论，如： 

人类需求的理论 

Tula Maha Phasutha Non (2554, 249-250页) 说穆雷古 Henry A Murray 是心理

学家的初期提到人类的需求，他认为个人表现出的主要都是基本行为需要，或

者是他们心中的信心，如果能找到人类的需求是什么？就可以正确，回答有关

他们行为问题的需要，他们的思想概念是 Freud 的 Lewin 和 Tolman。穆雷古说：

人类的需求不少于三十种，如：需求成就感，为了追求关系，需求入侵或进攻，

自由感，忍耐，表现自己的亮点，需要避免危险，为了有人格，为了有势力，

需要帮助总信，需要明白等等, 穆雷古的需求数不胜数，复杂到难以应用到 

工作。 

需求层次的理论 

 Annivaj Kaewjan Chong (2011, pp.150-152) 指出 Maslow 建立人类需求的三

点假想，如：人的需求是永远存在也永不落幕，当需求做得的回应，将有新的

需求会产生的．当需求得到了满足，也不会引起问题。也被称为下止推到行为。 

人类的需求要按照重要性排序从低级的需求至高级的需求：马斯洛( Masl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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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理论可以分为5层次，如： 

    第一层次：生理上的需要 

物理要求。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都必须得到自然的生活，如：食品，水，呼吸，

睡觉，服装，等等．此人将会满足基本的收入正常, 他收到了来自这方面的工

作。 

    第二层次: 安全上的需要 

人类需要稳定和安全的生活, 无论是在经济和情绪, 个人寻求安全的为自己和

家庭, 因此，可以看到人类试图创造和积累在生活中各种格式, 由该组织成员

将确定稳定的职位和地位的组织, 该组织将有直接影响的收入和支出, 他的家

庭。 

    第三层次: 感情上的需要 

人是社会性的, 你想要与之交互和参与的其他人以及被承认为一部分的社会。 

所以当生活的基本需要收到响应，并说他可能会安全地生活抵押品。他去成为

在社会和心理支持从组织内的成员, 这是关键的因素，使人感到作为组的成员。 

    第四层次: 尊重的需要 

是感到自尊而引起的愿望和赞美的感觉骄傲来自的个人的声誉，名望和社会的

赞赏, 正如我们将看到从那些有稳定的收入，有一份工作和小组参加社会活动

所接受的人。被接受和欣赏由另一方，组织将需要对齐的办公室或工作的责任

为了个人出生在骄傲。 

    第五层次: 自我实现的需要 

每个人都会有愿望想实现自己的利益,充分利用潜在的或充分实现其潜力,可以

说 “要求实现人民的愿望是故意想要些别的。为了达到满意和了解自己”这

是最后需求和个人需求最高的.         

    马斯洛概论：获得当今社会教育典范的认可，并可以一直适用于奖励组织

内的个人动力，并且可以看出在正式执行的建议如： 

     1. 生理上的需要包括合适的工作环境，提供足够的工作环境和获取薪水

足以维持生计。 

     2. 安全上的需要包括，建立规则和安全准则，尽量不要减少组织机构和

职员，通过管理系统，准备资料，准确的描述岗位，减少欺凌行为或者负面效

果，获得财务信息和组织的未来和把利益与福利分享给员工。 

    3. 感情上的需要包括，支持团队合作满意度的系统方法，成立团队的工

作组，组织内部管理会议，让领导者和每个人都承担了一部分，鼓励专业团体

的参与,鼓励社会团体的参与和评价成果，并且奖励优良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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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尊重的需要包括，给员工参与制定目标和决策的权利，让员工有机会

展示他们的技能和能力，并表彰有成就，和进步的每个人，建立与成就的个人

合同，分配任务并提供支持，为了能改善能力，给予动力和信心，注重每个职

位的能力建立导师制度，为了教会工作，并使用表彰制度给进步的员工 

    5.作为一部分的制定目标与决策能力，建立和提供规划和发展职业的机遇，

制定较化的工作制让员工学到更多经验，给予提出创新性核心项目，风险的机

会，鼓励与，人的直接沟通，如客户，消费者，供应者，开放机会和建立发展

职业的挑战，建立机会与促进自我控制的能力，并表彰作为优异表现的奖励。 

二、关于语言能力培训的理论 

    Kong Thep Khlueap Phanit Kun ( 2542,1 – 18 )  将:语言作为沟通工具的重要

性。 它包括四种技能：听，说，读和写。 

    聆听技巧是指听众的过程，聆听者对声音感兴趣并注意听力。 并对这个

声音有反应。 听力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和日常的交流。 耳朵特别是人的言语

听力是把其他技能汇集在一起的基本技能。 三技能在说，读 ,写。 

听力的目的如下: 

    1. 听取主题和次要的重要性 

    2. 仔细聆听，从头到尾了解故事。 重申信仰或争论。 

    3. 听美学。 感谢所有的文学，音乐和道德价值。  

    4. 倾听智力，知识，想象力和创造力。 这是一种需要判断，理性，理想

的听力才能获得知识和主动性 

    5. 听对话。 并有效地互动 

好听的如下： 

    听礼节对演讲者感兴趣 不要显示冷漠或中断当扬声器提供机会时提出问

题。听着耐心和慷慨。 如果你听会议应该尊重。演讲者掌声。 

    关键听力集中在听力上。请继续关注听众，并确定真实的原因。和个人意

见的演讲者。 

    听取利益是在细节之前抓住主题，或者可以记录重要的知识，同时浮动时

间和记忆。 

    听心理价值观。通过追逐主体来听。创造一个有趣的心情，如听戏剧，讲

座，讲座，歌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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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的特点如下。 

    1. 用意图和理性来听故事。 

    2. 听具体话题不听每一个听到的声音。 

    3. 仔细聆听要了解细节或主题的精髓，包括演讲者的惯用表达和词汇。 

    4. 中和使你的头脑满意的说话者说。也不会影响演讲者。 

    5. 聆听时应以正式的方式注意。帮助记住 

    6. 聆听者必须知道当时倾听听的知识。或乐意或敏感。或听取论据 

    7. 聆听时，不要和邻居说话或闲话。不要大惊小怪，或者显示不尊重演

讲者的手势。 

    8. 如果没有听，那就不明白。要求发言人了解问题的双方。应该问扬声

器完成和 

    9. 听时应该考虑一下。是真的吗那么可靠？如果实施，会受益吗？ 

良好的听力技能包括： 

1．做好听众的耐心练习 许多听众可能会遇到“分心”，因为他们对他们

听到的内容感到厌恶，有一些更有趣的想法或“插入”，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说

话很慢。“从他们的想法而不是专心聆听，这可能会影响听力无效的错误工作。 

2．练习听众的好礼貌。 这是学习尊重演讲者的重要原则。 不要傲慢或以

自我为中心 想想他们的想法比他们不接受任何人更好。 所以我们停止从各种

来源学习不幸的是。 

3．练习听力热情 不仅有礼貌的听众，而且还在倾听。 但作为一个好的听

众需要很多的热情。 

4．练习赶上疑问。 能处理？ 意味着沟通是有效的。 信使可以达到他们

与收件人沟通的目标，例如他们是谁，他们在做什么，在哪里，何时，何时，

何时以及他们下一步做什么。 认为它可以让您以其他方式练习您的思维能力。 

5．困难情况下的实践听力技巧。 

听力风格在学术上，有效的聆听风格如下。 

1. 感兴趣地听。 无论什么故事都会很难。 复杂了 

2. 听所有的演讲者。 通过不选择扬声器是一个好的扬声器还是一个好的

扬声器，了解扬声器正在通信的内容。 

3. 仔细听一下这个词的意思。 并且说话者在面部表情，面部表情或眼睛

方面表达的意义。 

4. 耐心聆听 

5. 仔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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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聆听时不要回答。听众必须集中倾听。 

7. 不听双关语听 

8. 不打嗝听。 

9. 听听试听与演讲者达成协议 

10.通过理解听讲话者。用空的心灵聆听不妨碍演讲者。 仔细听讲话者，

尽量明白演讲者的信息。 

良好的聆听过程需要一个分为两个过程的聆听过程。 

1. 听力过程分析从开始到结束仔细分析事实与评论。并体验到很好的一部

分。有缺陷的部分合理。听完最后，我必须说这是值得听的 

2. 批评的听觉过程从听众中识别事实和想法，将信息的可靠性评估为事实。 

显示听众的反应，如听众的印象。应用程序，例如将知识应用于应用程序或开

发。 

 说话技巧是指使用词汇，语调，症状，效率和道德。社会主义为了传达对

听众有益的观念，知识，感受，需要，态度和经验，并且正如讲者所说的那样

做出的回应是双向交流：发言者和听众。 演讲既是科学与艺术。“科学”是

指言语。 必须有用于教学，实践以及其他科学科学的规则和方法。“艺术”

是指特殊能力的谈话。个人另外说的是另一个技能和职业。这可以扩展如下： 

    1）那是科学,因为它是一个主题。理论学习和沟通。 

    2）那是艺术因为规则练习美丽。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只学习规则或理

论不是。它可以帮助学者尽可能多地从言语中受益。 需要实施。 通过添加技

术和策略。让听众满意。 

   3）这是一种技能。 因为说话需要一个熟练的练习才能充分利用它。 你

越熟练，你说的越好。 虽然学习理论，并拥有说资本的艺术。 但是如果没有

实践，就不会很好。 

  4）这是一个职业，因为每个职业都将语言作为沟通媒介。 

语言类型可分为两种类型。 如： 

            1）人际交往：笑脸。 表示高兴见到我们迎接的人们。问候好好问候如下：

在社会上说好话，比如你好，给我看看手势。用于问候的文字应该非常舒适。 

    自我介绍介绍是至关重要的。并在日常生活中。个人可能会多次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的做法是告诉我们名字，细节告诉我们。并讲述介绍的目的。 

    对话是指说话，交谈，沟通，交流知识，想法，感受和经验，知识，想法，

感受和经验。开始的最简单的方法是谈谈一个好的对话的功能。这是一个笑脸，

使用简单的语言，表现力的语言，言语和声音。 友善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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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体讲话在团体中是现代的重要活动。 在日常生活和教育方面，小组成

员都有可能提出问题。 评论或关于事件，然后告诉对方。 有以下方法。 

 1.描述重要的内容和问题。 

 2.语言应该是一种简单的语言。 

 3.清晰的声音听到重点关键 

 4.酌情使用叙述手势。 

 5.讲解者应该记得很好。 

 6.结束语的结论。 

 阅读技能意味着对不同类型出版物中发表的单词的看法，以认识学习者的

想法和说法。读者必须开始理解每个段落中包含的句子，并包含相同的主题。 

阅读涉及三种行为。如：( SuPhanNi WaraThon ,2545,36页) 
 1.感知包括单词感知。 是符号重点的翻译。 

 2.理解有三个含义。 

 3.同步是定义写入符号的含义。 

 4.语言理解意味着阅读需要阅读能力的文本。 

 5.解释是从文本内容中处理想法。 对物质的理解呈现。 

 6.反应读数。 这是一个评估问题，这意味着阅读事实的分析考虑。 

 良好的读者作为一个好的读者将尽可能使这个人受益。 在做好读者之前 

读者应该对阅读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他们必须具有了解书籍部分的语言能力。 

选择一本书。 也知道这本书的来源。 掌握这些知识将有助于培养良好的读者。 

读者很好 

Samniang ManiKan 和 Sombat ChampaNgoen (2554, 6-7页)  如下所述： 

 1.有意愿或有决心的阅读。 

 2.耐心意味着能够长时间阅读书籍而无聊无聊。 

 3.阅读快速，了解词汇的意义。 

 4.基础知识。一般知识，言语，修辞等 

 5.有习惯做笔记。从阅读中收集知识和想法。 

 6.记忆力好，记住主题的信息。 

 7.图书馆研究知识。 因为它可以节省寻找信息的时间。 

 8.喜欢和知识和读者一起聊天。 

 9.随时跟踪您想知道或改变的知识。 

 10.有一种可读性，分开事实的内容。 将来有用。 

 阅读目的了解阅读的目的它是快速阅读技能的一个要素。并阅读，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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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好处。读者知道读什么它可以选择正确的阅读媒体。 并使阅读精力集

中。一般来说，阅读目的如下： 

 1.阅读知识专注于阅读需要知识的故事。这种知识的阅读有很多特点。 

 2.阅读以查找阅读规则，说明书，教科书，参考书等答案。 

 3.阅读报纸，杂志，报纸，小册子，广告和出版物等新闻信息。 

 4.阅读实质内容，阅读论文，期刊，书籍等，了解事情并将物质加工在一

起。 

 阅读知识是非常有用的。因为除了响应各种需求外，它还为读者提供了影

响个性的知识和信心。有时阅读材料在职业也是有用的。 

   1.阅读学习这是一个认真的阅读，如阅读教科书和学术书籍。 

   2.阅读思想阅读以了解故事的主题，作为启发有益阅读观点的方法。 

 3.阅读分析。这是一个深刻的知识阅读。对阅读新闻文章等可读故事发表

评论。 

 4.阅读愉快阅读改变事件。放松享受这种阅读不限于阅读任何类型的文档。

根据读者的喜好很重要。有些人可能会喜欢阅读佛法书来享受。有些人可能喜

欢阅读小说。 

 5.阅读创意地花时间，意味着阅读不是针对特定的东西。在等待其他活动，

如坐着等待人见面时，会有空闲时间。可以看报纸或任何其他纪录片。这种阅

读可以停止阅读，而不会破坏连续性或集中。 

 阅读的组成阅读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过程。 有几个要素使阅读更有效。 

以下是 

 1) 了解词的含义，读者必须了解每个单词的正确含义。 

 2) 了解词的含义。这些词的含义将有助于读者不断了解身体的意义。 

 3) 理解句意义是指每组词的含义彼此。 直到意思是一句话。 

 4) 段落理解读者必须了解每段的文字。 并且可以看到每段的关系，以了

解这一主题的重要性。 

 阅读阅读元素时。良好的读者必须尝试以特定的方式了解各种元素，以便

读数将按需要执行。阅读成功包括以下几个因素： 

 1）知识写作系统。知道段落文本用笔画突出显示。或者输入字母，标点

符号，句子，头脑，意义，句子，扩展名。 

 2）知识使用语言在使用修辞，谚语表达。 

 3）解释能力意味着理解内容。了解句子之间的关系。并遵循作者的想法。 

 4）读者周围的知识。有很多知识的读者可能来自不同的经历。如果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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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阅读的故事相关。 会让它更好的理解 

 5）阅读理由好读者需要知道阅读的原因，所以为什么选择正确的方式阅

读。 

 一旦你知道上面的阅读元素。 具有阅读基础知识的读者会觉得阅读对生

活有价值。 这可以归纳如下。 

 1）阅读快乐，如阅读休闲。 

 2）阅读理解各种故事的需要，如阅读，以消除时间。 它也有助于使用时

间。 

 3）阅读创造出创造力。 

 4）阅读使人们意识到世界，并能过上优质的生活。 

 5）阅读有助于改善生活质量，如阅读学习目的。 

 6）阅读可以加强个人的个性。 

 基本阅读以下阅读是一般阅读，可用于所有类型的写作和所有目的。 这

是不固定的规范。 读取过程定义如下： 

   1）目标在阅读每本书之前，读者必须瞄准阅读课程。 当他们知道他们为

任何目的阅读这本书时，他们也应该阅读它。 它应该保持阅读的主题。 

 2）调查读者应更多关注作者。 打印房屋或出版社要了解书籍的背景，例

如5年内首次出版的图书，不再印刷。 表明它比一个月出版的书不太感兴趣，

但是有一个第二版或第三版，并且印刷的书籍数量更多，所以如果你选择具有

相同内容的书籍，应该选择书籍。 在顶部，打印和打印时间结束。 或者一本

新出版的书会更有趣。 因为内容更现代。 

 3）观察组件。本部分的作品，如介绍，有助于确定作者的目的。目录有

助于快速掌握本书的本质。一些书最后有一个索引。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该书

哪些页面上的搜索字词的详细信息。附件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因为附录将编译

该书的有趣和相关的内容。还有一个词汇表。这将包括困难的词汇，翻转会很

快地理解这个词的意思，并使阅读理解更快。小册子中的参考书目报告了读者

能够知道本书中包含的信息的来源。并且它允许更广泛的知识。 

 4）阅读浓度当采取步骤时。读者应该专心阅读，帮助他们获得更多阅读

体验。 

 5）阅读时一步一步地回顾问题，读者应该一直检讨。问问题，询问谁，

什么，在哪里，何时，如何和为什么，找到答案。它将决定我们的读数有多成

功。 

 写作技巧是指知识的转移。 感觉，故事和经验给他人，使用信件作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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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来传达（Seni Vilanwan，2001，156-159页）。 

 写作是沟通知识，思想和经验的重要手段。 向受众广泛传达。 此外，写

作在记录长期证据方面很有价值。 

写作原则由于写作原则是需要认真训练的技能。 获得专业知识因此，作者

需要写下列原则。 

1）准确性是正确的。 在正确的时间使用正确的语言。 

2）很清楚，这些词有明确的含义。 包括句子和成语。 让读者了解目的。 

3）结构紧凑简单，已知使用简单易懂的单词，不奢侈，要清楚头脑不会让

读者疲惫不堪。 

4）有印象通过使用单词来表达图像。 情感和感觉有深刻的意义请阅读阅

读。 

5）旋律语言是使用礼貌的语言与精心制作的语言成语和内容。 阅读，不

要轻视。 

6）作出合理评价是有责任的。 提供对他人有益的知识和态度。 除了书写

必要之外。 需要的另一件事是积极考虑与写作过程相关的写作过程。 为了使

它更好。 

三、前人研究综述 

   Thirarat Pitakananakul（2004年，摘要）研究了 Prathomsuksa 2学生的中国传

播技巧研究，维多利亚州私立教育委员会春武里省办公室的这一研究。这是一

个学习听力技巧的地方 - 中文。 Prathomsuksa 的汉语2学生，维塔亚学校根据

私立教育委员会办公室春武里省按性别和学生类型本研究中使用的样本。是维

特亚学校的二年级学生在私立教育委员会办公室下用于收集数据的工具是听力

技巧的问卷调查 - 静态中文使用标准偏差标准差。研究结果如下：1）听力技

能分析 - 中文讲普通话 Suksa II 学生2）分析比较 Prathomsuksa 2 汉语学生

听力技巧的分析结果，按学生身份分类。不同性别.05级有统计学差异，按学

生类别分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考虑到2.1）中国学生的听力技巧。维塔亚

学校小学在05年级，学生的性别差异有统计学差异。听力 - 高于男性。 2.2）

普通话 Suksa II学生听说汉语的沟通技巧学生之间在05年级有统计学差异， 

   SakDa Thar NiSon（2547，摘要）研究了这一主题。发展中经济体对中国企业

家的需求。这份独立研究报告。旨在研究1）企业家对边境经济区发展中国语

言需求的看法，2）中国企业家对边境经济区发展的需求水平，3）使用汉语时

的业务拓展在清莱边界;和4）企业家对需求的看法的比较。中国经济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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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莱边境地区。通过收集来自6个企业家，即金融机构的数据。汽车/交通餐厅

/酒店/酒店旅游和零售商在清莱省清迈市清城区湄西区，清莱省清康区210例

提出了调查结果描述性分析。研究报告指出，企业家对清莱边境经济区发展中

国语言需求的意见。在个人，社会和国家层面都处于高水平。在清莱边境地区，

只有31.90％的汉语水平的业务处于边境，而商业扩张的水平则在清莱边境。

稍微增加当比较企业家对清莱边境经济区发展中国语言的意见时，关于在清莱

边境经济区发展中使用中国人的重要性的意见。中国企业的能力不同。对清莱

边境省份中国经济开发区的需求不同。统计显着为0.05。 

     Pornsiri Channuan and colleagues (2007, abstracts). 中国营项目学生行为和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的学生交流课程。目的是研究满意度行为。并对中国阵

营参与者提供的学生服务是否适当的评论。泰国学生练习专业经验和中国学生

练习专业经验。学生交流计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业经验样本共有71名学生

参加中文课程，71个专业经验交流课程。参加者有23人参加了中文课程。有一

些人用于集成数据的工具。包含中国语言学生的行为和行为问卷。和学生交流

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业经验，以及中国语言学生的行为面试。以及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执业的专业经验的学生交流课程。与中国阵营参加者收集数据。

而学生的课程和交流实习专业学生，中华民国和研究人员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

面试。观察学生的生活，即昆明大学昆明师范大学 Thonburi Rajabhat 大学监督

数据分析使用内容分析和内容综合和统计分析是基于使用程序的频率，百分比，

平均值和标准差的基本统计。结论1.中国阵营参与者的行为分析结果1.1课程

情况1.1.1。中国阵营参与者在哪里？中国阵营参与者正在学习汉语，正在写

作，阅读，听，说中文。参与者通过写作，阅读，词汇，对话，唱歌，课外活

动以及通过共存和旅游与母语的对话等活动学习。 1.1.2。用于职业，兴趣和

个人喜好。想练习更多的汉语能力？另外一个原因是，父母建议，想尝试一些

优惠的朋友，想要成绩。1.1.3学习中的问题：基础汉语很好的学校课程学习

气氛1.2课堂行为中国阵营计划的参与者根据昆明师范学院教授的课程学习汉

语。它包括听，说，读和写，个人和团体练习。 通过阅读和回顾课程，在课

外进行额外的练习。并学习中国文化。 

    Supaporn Manosor（2008，摘要）研究了清迈省的西班牙人口调查这项研

究旨在探索清迈的西班牙语语言需求。并了解清迈西班牙语需求的未来趋势。

这项研究的结果将被用作创建艺术学士学位课程的初步基础。西班牙主要学科。

研究人口。人口被定义为与旅游相关的职业类别。在清迈内因为这些职业可以

代表比其他人更有机会使用西班牙语的人。它由职业领域的人口组成。酒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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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各种职位，经营者，餐馆/餐馆旅游经营者，导游，旅游经营者，泰

国旅游局北区办事处1清迈旅游清迈清迈商会清迈商会475名工艺品/纪念品企

业家。研究工具是通过频率和百分比的数据分析问卷。在清迈对西班牙语的需

求在中等水平上是重要和必要的。西班牙语中最有可能的职业是导游和酒店工

作人员，其中大多数人有机会在工作中使用西班牙语。中等至低西班牙语专业

人士最为苛刻的职业是导游，其次是酒店各职位，旅游企业的经营者/旅游公

司的员工。泰国旅游局（TAT）的官员销售人员/旅行社西班牙语工作/职业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问题在组织或组织内对西班牙语知识渊博的人员的需求，所有

职业的受访者。其中大多数占50％以上。除了旅游经营者的受访者外。工艺/

纪念品企业家和会议室工作人员的意见很低，而且在直接在清迈的西班牙语工

作人员的需求方面。在清迈，没有直接了解西班牙语。本科生西班牙语教学在

非常重要的层面上是重要和必要的。包括培训以增强涉及的专业人士/企业家

的西班牙语言知识。所有受访者对西班牙语培训非常感兴趣。通过西班牙语的

技能，需要进行培训。最有用的是口语技巧，其次是听力技巧。阅读技巧和写

作所有专业的所有受访者都认为他们不那么有用。清迈知识渊博的西班牙人的

未来需求趋势大多数职业的受访者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扩张的机会还在。这

个趋势可能会很温和到很高。 

Ubonwan Ittirikul（2012，摘要）研究了清迈市消费者对汉语学习的态度。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研究消费者在清迈学习普通话的态度。使用问卷收集数据。

在200个样本中，他们是那些已经读过或在读普通话的人。那些从来没有学过

普通话100和数据的人都被处理了。频率，百分比和平均值以及推理统计，即 t

检验使用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受访者主要是11至20岁之间的女性。回答者

学生学习或正在学习普通话的人不超过5000泰铢。中等水平的知识。每个服务

营销组合（7P）的平均最大评论如下。在普通话中，在学习普通话的好处方面

有一个价格优势，值得花费。分配渠道在位置方面，普通话应该有一个方便的

界面。营销推广应鼓励在奖学金方面在中国学习。该科目的人员应具备转移知

识的能力。过程在教材方面，学习普通话更容易。物理场所应该有足够的停车

位。行为趋势那些已经读过或在读普通话的人。当然，今天要学习普通话。人

们倾向于选择普通话。至少学过一门普通话课程。学习期约为4个月，通常在

学校或大学。选择的原因是提高普通话技能决定学习普通话的有影响力的人是

我自己，家庭和教师。最常见的问题是听，说，读，写能力难。那些从来没有

学过普通话的人。平均知识水平很低。每个服务营销组合（7P）的平均最大评

论如下。在普通话中，价格沟通有利于学习普通话的好处，值得花费。分配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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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位置方面，普通话应该有一个方便的界面。营销推广应介绍人力资源专家

的汉语学习。教师应该很好地回答学生的问题和疑虑。过程在教材方面，学习

普通话更容易。物理场所应该有良好的氛围。行为趋势那些从未学过普通话的

人。不知道今后在哪里学习普通话。然而，有一种趋势可能表明其他人选择学

习普通话。没有选择普通话的原因是没有时间学习中文的难度比较那些已经读

过或在读普通话的人之间的差异。那些从来没有学过普通话的人发现，服务营

销是指正在学习或正在学习普通话的学生。对于从未学过普通话的人来说，平

均反馈水平是不同的。产品方面是普通话，是一种有趣的语言。汉语课程应该

多样化。普通话对未来的沟通和其他好处很有用。价格是学习普通话的优势，

具有成本效益。分销渠道是学习普通话的地方。有方便的接触和清晰的迹象。

营销推广应包括降低普通话课程的价格。应该添加到程序游览。鼓励奖学金在

中国学习。而通过使用英语（拼音）和泰语音译学习的过程将使学习更容易。

人员因素和身体方面两个受访者的意见没有差异。 

 

第二节 研究方法 

 

  关于中国游客对北碧府市区酒店服务员的汉语服务之需求的研究方法如下： 

一、研究对象与样本 

 对象:研究中使用的人群是酒店前厅在市区的工作人员。 共有185家酒店和

740名员工（Kanchanaburi，2558，第6页）。 

 样本 ：研究人员设定了北碧府的酒店前台员工样本。 通过根据 Taro 
Yamane 的方法计算样品量（TaroYamane：参见 SininPinijit，2010，第155页）。 
 

           
 

   ( ) 
 

N = 样本数 

n = 对象规模 

E =样本误差 

本研究确定样品误差为 5％或 0.05。当表示公式时，样本大小如下： 
 

                           
   

     (    ) 
 

                       =   259.65 
 因此，本研究样本的大小为   25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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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抽样 

研究者采用彩票法简单抽样方法。从北碧府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研究变量 

 1.研究的自主变量是酒店前台服务员的状况，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 

每月收入和工作生活 

 2.研究的变数是中国人交流的需求，包括听，说，读，写四个方面。 

创建和开发研究工具 

创建工具和质量查找工具 

1．研究研究课题，并从相关概念思想研究各种理论和相关研究 

2.研究如何创建一个清单，五分制五分调查表和近期问卷调查。带来研究

中的信息。处理器结构问卷的范围和内容创建查询通过质疑概念框架。获得满

足研究目标的答案。 

3.完成的问卷调查，让顾问检查准确性。以及修复缺陷部分。要更完整 

4.从顾问的意见中获得的信息进行改进。 

5.向三位专家提问，检查指标项一致性（IOC）的一致性， 

6.用目标计算问题的一致性指标，通过配置注释。  

  +1   表示问题符合目标 

   0   表示问题与目标一致的不确定性 

   -1   表示问题与目标不一致 

7.修改调查问卷，试用30个非样本人群进行分析以确定信心。（可靠性）

通过找到系数α。（阿尔法系数）Cronbach（Cronbach） 

8.填写完整的问卷。 用作收集指定数量样本数据的工具。 

二、研究中的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作为研究北碧府酒店接待员对于中文的需求是为了与中国游客的

沟通的工具分为三段，如： 

 第一段：调查酒店的接待员情况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和收

入为问卷调查。 

 第二段：调查需要使用中文为了沟通包括四个方面：听、说、读、写，研

究人员创建问题。关于五个级别升降科特兰水准（李克特景表）等五个选项由

个 

人所选择的答案的权重评分标准和评分量表示： 

 需求水平最高 = 5 分 

 需求水平高  =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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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水平一般  = 3 分 

 需求水平少  = 2 分 

 需求水平最少 = 1 分 

 第三段：是关于给出学习中文为了沟通的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的研

究开放式问题的问卷调查． 

建议收集数据的方法 

 研究者使用数据的收集，研究都进行如下收集 

1.研究者从华侨大学作出给北碧府酒店管理进行收集问卷调查书面请示． 

2.研究者须要求北碧府酒店管理，对于许可收集问卷调查260份； 

3.研究者解释了研究的目的和问卷的内容给答卷者了解。 

4.研究者重新检查每个项目收集的问卷完成。和查询的数量的全部。和查看文

件内容的完成。 

5.研究对问卷数据统计方法进行分析。 

数据分析与统计 

 对收到的问卷进行完整验证，对问卷数进行统计。 使用软件程序分析数

据。 并使用统计进行统计分析如下： 

 第一段 ：员工状况酒店前台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 月收入。 研

究人员按频率和百分比分析了受访者的数据。 并以桌子的形式呈现。 

 第二段 ：汉语沟通需求包括听，说，读，写三个方面。 和标准偏差平

均值翻译通过加权得分，得分分为上述五个等级，以解释数据的含义。 同意

水平范围可以通过使用从被分类为问题水平的样本的数据集获得的平均分数来

划分。 

平均 4.50 - 5.00  最高需求水平 

平均   3.50 - 4.49  高需求水平 

平均 2.50 - 3.49   中度需求水平 

平均 1.50 - 2.49    低需求水平 

平均 1.00 - 1.49     最低需求水平 

第三段：比较使用中文为了沟通的要求，由接待员的状态包括性别，年龄，

教育，职业和收入，组织成两组来比较，进行测试和查找单向 Anovo 起过两组

变量方差和测试的独立变量。 

 第四段：关于使用中文沟通需求的建议，是开放式问题的简要，使用数据

统计和频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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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北碧府酒店汉语服务调查分析 
 

第一节  北碧府酒店汉语服务的现状调查的结果 
 

 北碧府酒店汉语服务的现状调查的结果，本论文将通过表格并附带文字解

说的形式，从如下三个部分加以说明： 

部分 1 ，酒店前台服务人员的个人信息状态。 

部分 2 , 学习汉语的目的是为了沟通。 

部分 3 ，比较酒店前台服务人员学习汉语的目的是为了沟通的个人信息缩写

符号用于显示数据分析。 

  为了理解清晰明白调查者因此制定出缩写符号显示数据分析结果如下 

       x̄   代表 平均值 

S.D. 代表 标准偏差值 

P 代表 概率统计结果值 

F 代表 F分布 ( F distribution ) 
df 代表 自由度  (degree of  freedom) 
MS 代表  局方均方 (mean square) 
SS 代表 平方和 (sum of square) 
MD 代表 平均之间的差异 (mean different) 
* 代表 0.05 的置信区间 

一、 研究者分析北碧府酒店服务员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统

计频率，百分比。 

 

表 2 酒店前台服务员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的频率和百分比表

格数据 

酒店前台服务人员现状 数量 百分之 

性别   

  男性   

  女性 

 

110 
150 

 

42.31 
57.69 

合计 26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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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前台服务人员现状 数量 百分之 

年龄   

20 岁下  

20 – 30 岁 

31 – 40  岁   

41 - 50  岁 

50 岁以上 

 

10 
112 
61 
52 
25 

 

3.85 
43.08 
23.46 
20.00 
9.61 

合计 260 100.00 
教育程度 

初中以下    

初中 

高中或同等学历 

大专或同等学历 

本科     

本科以上 

 

12 
16 
68 
61 
98 
5 

 

4.62 
6.15 
26.15 
23.47 
37.69 
1.92 

合计 260 100.00 
收入月 

万泰铢 以下   

1-1.5  万泰铢 

1.5-2.0  万泰铢   

2.0-2.5  万泰铢 

2.5  万泰铢以上 

 

3 
112 
56 
80 
9 

 

1.15 
43.08 
21.54 
30.77 
3.46 

合计 260 100.00 

年龄 

 不到一年 

         1 – 5  年 

   6 - 10 年 

  11-15  年 

  16-20  岁 

        超过 21 年 

 
11 
113 
54 
36 
40 
6 

 
4.23 
43.46 
20.77 
13.85 
15.38 
2.31 

合计 260 100.00 
 



22 

X

         从表 2 中，酒店的前台服务员工数目为 260 人，按 100.00%计算，发现

大部分是女性,为 150 人，占人口总数的 57.69%，其次是男性人数为 110 人，

占人口总数的 42.31%，大多数年龄范围在 20-30 岁的年龄人数为 112 人，占

人口总数的 43.08%。其次，年龄范围在 31-40 的人数为 61 人，占人口总数的

23.46%，受教育程度水平在学士学位为 98 人，占人口总数的 37.69%。高中学

历或同等学历为 68 人,占人口总数为 26.15%，月收入在 10,000-15,000 泰铢之

间为 112 人，占人口总数的 43.08%。月的收入在 20,001-25,000 泰铢之间为 80
人，占人口总数的 30.77%，工作年龄在 1–5 年之间为 113 人,占人口总数的 

43.46%，其次，工作年龄在 6-10 年之间为 54 人，占人口总数的 20.77 %。 

二、 培训汉语沟通的能力的四个方面 

研究人员采用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值分析了学习汉语交际中的需求包括 4 

方面，听，说、读、写。如表 3至 表 6 

 

表 3  学习汉语的目的是为了沟通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值的概述 

  

从表 3中总结学习汉语的目的是为了沟通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值的概述中

发现在需求程度最高值(X  = 4.29)中经过的仔细分析发现每方面的需求程度值

都很高，并按照平均值由高排到低的循序排，第一是说，其次是听，接着是写，

最后是读。 

 

 

 

 

 

概述方面 

需求量 

意思 
 

S.D. 

1. 听 

2. 说 

3. 读 

4. 写 

4.33 
4.41 
4.16 
4.25 

.78 

.72 

.59 

.84 

高级 

高级 

高级 

高级 

合计 4.29 .98 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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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学习汉语的目的是为了沟通的听力方面需求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值 

听力方面 
需求量 

意思 X  S.D. 
1. 听一些汉语天气报道，生活常识等 

2. 分别听有关于中文的磁带、视频剪辑和电影 

3. 听文本笔记 

4. 听从安排和执行安排 

5. 听新闻 

6. 听为了中文填写 

7. 听是为了生活中的交际对话 

4.16 
4.28 
4.52 
4.46 
3.88 
4.54 
4.50 

.69 

.78 

.88 

.66 

.78 

.96 
1.01 

高级 

高级 

最高级 

高级 

高级 

最高级 

最高级 

合计 4.33 .78 高级 

 

 从表 4 中总结学习汉语的目的是为了沟通的听力方面需求的平均值和标准

偏差值的概述中发现在需求程度最高值(  = 4.33)中经过每方面的仔细分析发

现，需求程度值最高的有 3 方面和需求程度值高的有 4 方面，并按照平均值由

高排到低的循序排，第一，听是为了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文化，其次，听是为了

生活中的交际对话，听从安排和执行安排，分别听有关于中文的磁带、视频剪

辑和电影、听一些汉语天气报道，生活常识等，和最后的听新闻等等 

 

表 5 学习汉语的目的是为了沟通说话方面需求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值 

说 
需求量 

意思 X  S.D. 
1. 描述酒店打招呼，问候和告别 

2. 路程和时间的问答 

3. 关于旅游景点的问答 

4. 介绍了酒店的规则 

5. 问中国游客到酒店入住的个人信息 

6. 再讲一遍 

7.用汉语交流中国的基本常识如天气状况，生活常

识 

4.66 
4.00 
4.76 
4.66 
4.50 
4.04 
4.24 

1.03 
.98 
.88 
.98 
.76 
.62 
.94 

最高级 

高级 

最高级 

最高级 

最高级 

高级 

高级 

合计 4.41 .72 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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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5 中总结学习汉语的目的是为了沟通说方面需求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

值的概述中发现在需求程度最高值(X  = 4.41)中经过每方面的仔细分析发现，

需求程度值最高的有 4 方面和需求程度值高的有 3 方面，并按照平均值由高排

到低的循序排，第一，关于旅游景点的问答。其次，描述酒店打招呼，问候和

告别的规章制度，问中国游客到酒店入住的个人信息,用汉语交流中国的基本

常识如天气状况，生活常识，和最后的路程和时间的问答，等等。 

 

表 6 学习汉语的目的是为了沟通读方面需求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值 

阅读方面 
需求量 

意思 X  S.D. 
1.分别阅读报纸、杂志、期刊 

2. 读关于护照的资料(Passport) 
3. 商务邮件 

4. 读旅游景点名字内容 

5. 读地图路线 

6. 新闻重要文件内容等等 

7. 阅读笔记的语句 

3.52 
4.12 
4.33 
4.48 
4.56 
4.06 
4.06 

.88 

.90 

.84 

.86 

.64 

.56 

.58 

高级 

高级 

高级 

高级 

最高级 

高级 

高级 

合计 4.16 .56 高级 

 

从表 6中总结学习汉语的目的是为了沟通读方面需求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

值的概述中发现在需求程度最高值(X  = 4.16)中经过每方面的仔细分析发现，

需求程度值最高的有 1方面和需求程度值高的有 6方面，并按照平均值由高排

到低的循序排，第一是读地图路线，其次是，读旅游景点名字内容和商务邮件，

读关于护照的资料，或者新闻重要文件内容等等。最后，分别阅读报纸、杂志、

期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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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学习汉语的目的是为了沟通写方面需求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值 

 

 从表 7 中总结学习汉语的目的是为了沟通写方面需求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

值的概述中发现在需求程度最高值(X  = 4.25)中经过每方面的仔细分析发现，需

求程度值最高的有 2 方面和需求程度值高的有 5 方面，并按照平均值由高排到

低的循序排，第一是写菜单和饮料单，其次是写地址或者旅游景点，写文本或

者简报报告，笔记电话交谈内容,写对话笔记,写听到的任务为了去执行.最后

写个人的正式信件。如，感谢信，祝贺信等等。 

 

第二节  酒店服务人员学习汉语的目的及其分类 

 

 总结分析比较酒店前台服务员学习汉语的目的是为了沟通的内容分类，根

据受访者的 t-test 检验来比较独立变量的一般资料分类被列为 2 组，和单向方

差分析测试变量大于 2 组。结果用于描述并回答了课题研究的目的 3,和研究

的假设，如表 7-22 所示。 

 

 

 

 

 

 

写作方面 
需求量 

意思 X  S.D. 
1. 写个人的正式信件。如，感谢信，祝贺信

等等 

2. 写对话笔记 

3. 笔记电话交谈内容 

4. 写地址或者旅游景点 

5. 写文本或者简报报告 

6. 写听到的任务为了去执行 

7. 写菜单和饮料单 

3.58 
 

4.12 
4.22 
4.69 
4.34 
4.06 
4.74 

1.12 
 

.84 
1.02 
.84 
.94 
1.08 
.84 

高级 

 

高级 

高级 

最高级 

高级 

高级 

最高级 

合计 4.25 .84 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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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比较平均值和标准偏差值和平均水平的变异性,按照性别分析不同性别对

不同层次的汉语交际中的需求 

汉语沟通的需求 男性 女性 
t-value P X  S.D. X  S.D 

听方面 

说方面 

读方面 

写方面 

4.14 
4.04 
4.06 
4.29 

.38 

.57 

.53 

.48 

4.42 
4.15 
4.07 
4.23 

.38 

.51 

.52 

.50 

.038 
2.534 
.763 
1.087 

.845 

.112 

.383 

.298 
合计 4.20 .37 4.22 .37 .212 .645 

 

从表 8 中在对不同性别对汉语沟通的不同需求的效果比较中发现不同性别

的受访者对使用汉语为了沟通从总体和多方面来看都没有区别。 

 

表 9 按不同年龄的差异比较分析对学习汉语是为了沟通的需求 

汉语应用的沟通之

需求 
方差 SS Df MS F P 

听方面 

 

组总的 

组内 

.376 
57.686 
58.061 

4 
395 
399 

.094 

.146 
 

.644 
 

.631 
 

说方面 

 

组总的 

组内 

3.570 
112.426 
115.995 

4 
395 
399 

.892 

.285 
 

3.135 
 

.015* 
 

读方面 
组总的 

组内 

.277 
108.780 
109.057 

4 
395 
399 

.069 

.275 
.252 

 
.909 

 

写方面 
组总的 

组内 

.368 
96.566 
96.934 

4 
395 
399 

.092 

.244 
376 

 
.826 

 

整体方面 
组总的 

组内 

.346 
53.291 
53.636 

4 
395 
399 

.086 

.135 
.641 .634 

* 0.05 的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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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9 中总结分析不同年龄的单向差异性对学习汉语是为了沟通的需求发

现与不同年龄的受访者。对要求使用汉语语言来沟通。以年龄来分类，发现整

体不同。按照统计学在以 0.05 水平和多方面分析年龄方面口语方面的差异在 

0.05 的水平的统计显著不同。并且对使用汉语是为了用了沟通的需求，从听力，

说的方面，和写的方面没有差异。 

 

表 10 对比较不同年龄对说的方面在不同组(Post Hoc)对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

语沟通 

年龄 20 岁以下 20–30 岁 31–40 岁 41–50 岁 50 岁以上 

20 岁以下 

20–30 岁 

31–40 岁 

41–50 岁 

50 岁以上 

- 

.201 

.719 

.933 

.013* 

.201 

- 

.021* 

.099 

.043* 

.719 

.021* 

- 

.745 

.005* 

.933 

.099 

.745 

- 

.009* 

.013* 

.043* 

.005* 

.009* 

- 

* 0.05 的置信区间 

 

    从表 10 中当对(Scheffe)的方式对不同组的区别进行测试发现服务人员年龄

低于 20岁对学习汉语为了使用汉语沟通，在说的方面，与在年龄段 20 – 30 岁 

31–40 岁和 41–50 岁的年龄段没有差异，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在说

的方面与大于 50 岁的年龄段存在差异。 

    服务员在 20–30 岁年龄段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在说方面的程

度在低于 20 岁和 41–50 岁年龄段不存在差异。而年龄在 31–40 岁和大于 50 岁

的年龄段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说的方面存在差异性。 

    服务人员在 31–40 岁与低于 20 岁的年龄段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

通不存在差异性，和服务人员在 41–50 岁与在 20–30 岁和大于 50 岁年龄段在

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说的方面存在差异性。 

    服务人员在 41–50 岁与低于 20 岁与 20–30 岁 31–40 岁和 41–50 岁在学习

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不存在差异性，而与年龄大于 50 岁在学习汉语是为

了使用汉语沟通存在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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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人员在年龄大于 50 岁与低于 20 岁与 20–30 岁与 31–40 岁与 41–50 岁
对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说的方面存在差异性。 

 

表 11 按受教育程度分类比较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差异的结果 

汉语应用的沟通 

之需求 
差异 SS Df MS F P 

听方面 组总的组内 

2.247 
55.814 
58.061 

5 
394 
399 

.499 

.142 
3.172 .008* 

说方面 组总的组内 

3.002 
112.993 
115.995 

5 
394 
399 

.600 

.287 
2.094 .065 

读方面 组总的组内 

1.507 
107.550 
109.057 

5 
394 
399 

.301 

.273 
1.104 .357 

写方面 组总的组内 

1.600 
95.334 
96.934 

5 
394 
399 

.320 

.242 
1.323 .253 

整体方面 组总的组内 

1.496 
52.140 
53.636 

5 
394 
399 

.299 

.132 
2.261 .048* 

* 0.05 的置信区间 

 

    从表 11 中按受教育程度分类比较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单向差

异性的结果发现按整体不同教育水平的分类受访者在不同的受教育水平对要求

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来沟通在 0.05 的水平有统计学意义和当考虑年龄方

面的差异性，在听力方面在 0.05 的水平的统计显著不同。和在学习汉语是为

了使用汉语交流口语阅读和写作的要求是没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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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对受教育程度不同对听力的方面在不同组(Post Hoc)对学习汉语是为了使

用汉语沟通 

教育水平程度 
低于初

中水平 
初中 

高中毕业

或同等 

学历 

文凭或

同等 

学历 

本科 
高于 

本科 

低于初中水平 

初中 

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 

文凭或同等学历 

本科 

高于本科 

- 
.008* 
.001* 
.002* 
.029* 
.024* 

.008* 
- 

.606 

.566 

.218 

.780 

.001* 
.606 

- 
.870 
.014* 
.465 

.002* 
.566 
.870 

- 
.044* 
.441 

.029* 
.218 
.014* 
.044* 

- 
.513 

.024* 
.780 
.465 
.441 
.513 

- 
* 0.05 的置信区间  

 

  表 12 中当对(Scheffe)的方式对不同组的区别进行测试发现 

 服务人员受教育水平程度低于初中水平，在听力方面对学习汉语是为了使

用汉语沟通与初中教育水平。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文凭或同等学历，本科和

高于本科水平存在差异。 

    服务人员受教育水平在初中水平，在听力方面对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

沟通的程度与受教育水平初中水平不同，而在听力方面教育水平对学习汉语是

为了使用汉语沟通的程度与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文凭或同等学历。本科或高

于本科不存在差异。 

    服务人员受教育水平在高中学历或同等学历，在听力方面对学习汉语是为

了使用汉语沟通与受教育程度低于初中水平和本科水平存在差异，在受教育水

平中在听力方面对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与受教育程度初中水平，文凭

或同等学历，和高于本科学历不存在差异。 

    服务人员有文凭或同等学历中，在听力方面对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

通的程度与受教育水平与低于初中水平和本科水平存在差异。在受教育水平中

在听力方面对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与受教育程度高中水平，或等同。

文凭或同等学历，和高于本科学历不存在差异。 

    服务人员在具有本科水平，在听力方面对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与

受教育程度与受教育水平与低于初中水平，高中水平或同等文凭，文凭或同等

学历，和高于本科文凭存在差异。在受教育水平中在听力方面对学习汉语是为

了使用汉语沟通与受教育程度初中和高于本科文凭不存在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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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人员在具有高于本科水平，在听力方面对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

通与受教育程度与受教育水平与高中水平或等同，文凭或学历，和高于本科水

平存在差异。在受教育水平中在听力方面对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与受

教育程度低于初中水平不存在差异。 

 

表 13 按月收入程度分类比较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差异的结果 

汉语应用的沟通 

之需求 
差异 SS Df MS F P 

听方面 
组总的 

组内 

2.975 
55.086 
58.061 

5 
394 
399 

.744 

.139 
5.333 

 
.000* 

说方面 
组总的 

组内 

6.116 
109.879 
115.995 

5 
394 
399 

1.529 
.278 

5.596 .000* 

读方面 
组总的 

组内 

.675 
108.382 
109.057 

5 
394 
399 

.169 

.274 
.615 .652 

写方面 
组总的 

组内 

5.899 
91.035 
96.934 

5 
394 
399 

1.475 
.230 

6.399 .000* 

整体方面 
组总的 

组内 

2.754 
50.882 
53.636 

5 
394 
399 

.689 

.129 
5.345 .000* 

* 0.00 的置信区间 

* 0.05 的置信区间 

 

  从表 13 中按照月收入程度分类比较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单向

差异的结果发现受访者的月收入不相同。按整体不同教育水平的分类对使用汉

语沟通按统计学 0.00 一级。当仔细考虑多方面对月收入的差异，听，说，写

方面不相同按统计学 0.00 一级和 0.05 级，还有和在读的方面对学习汉语是为

了使用汉语沟通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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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对月收入不同对听力的方面在不同组(Post Hoc)对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

汉语沟通 

月收入 

低于

10000 
泰铢 

10000 – 
20000  
泰铢 

20001 – 
30000  
泰铢 

30001 – 
40000  
泰铢 

高于

40001
泰铢 

低于 10000 泰铢 

10000 – 20000 泰铢 
20001 – 30000 泰铢 
30001 – 40000 泰铢 

高于 40001 泰铢 

- 
.001* 
.068 
.644 
.443 

.001* 
- 

.834 

.326 

.906 

.068 

.834 
- 

.901 
1.000 

.644 

.326 

.901 
- 

.983 

.443 

.906 
1.000 
.983 

- 
* 0.01 的置信区间 

* 0.05 的置信区间 

 

   表 14当对(Scheffe) 的方式对不同组的区别进行测试发现 

服务人员在月收入水平低于 10000 泰铢，在听的方面，与月收入在 10000 – 
20000 泰铢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存在差异。而在月收入中在听的方

面与月收入在 20001 – 30000 泰铢，和 30001 – 40000 泰铢，和高于 40001泰铢

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不存在差异。 

   服务人员在月收入水平在 10000 – 20000 泰铢之间，在听的方面，与月收入

在低于 10000 泰铢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存在差异。而在在听的方面

与月收入在 20001 – 30000 泰铢，和 30001 – 40000 泰铢，和高于 40001 泰铢在

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不存在差异。 

   服务人员在月收入水平在 20001 – 30000 泰铢之间，在听的方面，与月收入

在低于 10000 泰铢，和 10000 – 20000 泰铢，和 30001 – 40000 泰铢，和高于

40001 泰铢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不存在差异。 

   服务人员在月收入水平在 30001 – 40000 泰铢之间，在听的方面，与月收入

低于 10000 泰铢，和月收入在 10000 – 20000 泰铢，与月收入在 20001 – 30000 
泰铢，和高于 40001 泰铢没有存在差异。 

服务人员在月收入水平在高于 40001 泰铢，在听的方面，与月收入低于

10000 泰铢，和 10000 – 20000 泰铢之间，与 20001 – 30000 泰铢，和月收入在

30001 – 40000 泰铢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没有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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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对月收入不同对说的方面在不同组(Post Hoc)对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

沟通 

月收入 

低于

10000
泰铢 

10000 – 
20000  
泰铢 

20001– 
30000  
泰铢 

30001 – 
40000  
泰铢 

高于

40001
泰铢 

低于 10000 泰铢 

10000 – 20000 泰铢 

20001 – 30000 泰铢 

30001 – 40000 泰铢 

高于 40001 泰铢 

- 

.069 

.015* 

.975 

.928 

.069 

- 

.963 

.524 

.080 

.015* 

.963 

- 

.234 

.026* 

.975 

.524 

.234 

- 

.761 

.928 

.080 

.026* 

.761 

- 

* 0.05 的置信区间 

 

   表 15 当对(Scheffe) 的方式对不同组的区别进行测试发现 

服务人员在月收入水平低于 10000 泰铢，在说的方面，与月收入在 20001– 
30000 泰铢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存在差异。而在月收入中在说的方

面与月收入在 10000– 20000 泰铢，和 30001 – 40000 泰铢，和高于 40001 泰铢在

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不存在差异。 

   服务人员在月收入水平在 10000– 20000 泰铢之间，在说的方面，与月收入

在低于 10000 泰铢，和 20001– 30000 泰铢，和 30001 – 40000 泰铢，和高于

40001 泰铢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不存在差异。 

   服务人员在月收入水平在 20001 – 30000 泰铢之间，在说的方面，在说的方

面，与月收入在低于 10000 泰铢，和月收入高于 40001 泰铢在学习汉语是为了

使用汉语沟通存在差异。而在说的方面与月收入在 10000– 20000 泰铢，和

30001 – 40000 泰铢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不存在差异。 

服务人员在月收入水平在 30001 – 40000 泰铢之间，在说的方面，与月收入

低于 10000 泰铢，和月收入在 10000 – 20000 泰铢，与月收入在 20001 – 30000 
泰铢，和高于 40001 泰铢没有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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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对月收入不同对写的方面在不同组(Post Hoc)对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

语沟通 

月收入 

低于

10000
泰铢 

10000 – 
20000  
泰铢 

20001 – 
30000  
泰铢 

30001 – 
40000  
泰铢 

高于

40001
泰铢 

低于 10000泰铢 

10000 – 20000 泰铢 

20001 – 30000 泰铢 

30001 – 40000 泰铢 

高于 40001 泰铢 

- 
.000* 
.290 
.755 
.579 

.000* 
- 

.203 

.098 

.634 

.290 

.203 
- 

.986 
1.000 

.755 

.098 

.986 
- 

.989 

.579 

.634 
1.000 
.989 

- 
* 0.00 的置信区间 

 

  表 16 当对(Scheffe) 的方式对不同组的区别进行测试发现 

服务人员在月收入水平低于 10000 泰铢，在写的方面，与月收入在 10000– 
20000 泰铢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存在差异。而在月收入中在写的方

面与月收入在 20001– 30000 泰铢，和 30001 – 40000 泰铢，和高于 40001 泰铢

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不存在差异。 

服务人员在月收入水平在 10000 – 20000 泰铢之间，在写的方面，与月收入

在低于 10000 泰铢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存在差异，而在月收入中在

写的方面与月收入在 20001 – 30000 泰铢，和 30001 – 40000 泰铢，和高于

40001 泰铢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不存在差异。 

服务人员在月收入水平在 20001– 30000 泰铢之间，在写的方面，与月收入

在低于 10000 泰铢与月收入 10000– 20000 泰铢，和 30001 – 40000 泰铢，和高

于 40001 泰铢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不存在差异。 

服务人员在月收入水平在 30001 – 40000 泰铢之间，在写的方面，与月收入

在低于 10000 泰铢与月收入 10000 – 20000 泰铢，和 20001 – 30000 泰铢，和

高于 40001 泰铢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不存在差异。 

服务人员在月收入水平在高于 40001 泰铢，在写的方面，与月收入低于

10000 泰铢，和 10000 – 20000 泰铢之间，与 20001 – 30000 泰铢，和月收入在

30001 – 40000 泰铢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没有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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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对工作年龄比较对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的差异 

工作年龄 差异 SS Df MS F P 

听方面 
组总的 

组内 

2.110 
55.951 
58.061 

5 
394 
399 

.422 

.142 
2.972 .012* 

说方面 
组总的 

组内 

2.643 
113.352 
115.995 

5 
394 
399 

.529 

.288 
1.838 .104 

读方面 
组总的 

组内 

1.493 
107.564 
109.057 

5 
394 
399 

.299 

.273 
1.094 .363 

写方面 
组总的 

组内 

3.936 
92.998 
96.934 

5 
394 
399 

.787 

.236 
3.335 .006* 

整体方面 
组总的 

组内 

1.500 
52.136 
53.636 

5 
394 
399 

.300 

.132 
2.267 .047* 

* 0.00 的置信区间 

 

 从表 17 中根据单向差异值对工作年龄比较对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

通的结果发现按不同年龄的受访者对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的需求，根

据工作年龄总体是不相同的，按统计学在 0.05 的水平有学意义，和当多方面

考虑听力和阅读是不同的，按统计学在 0.05 水平，和学习汉语言语交际中的

需求中说和写方面是没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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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对工作年龄不同对听力的方面在不同组(Post Hoc)对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

汉语沟通 

工作年龄 
低于 1
年 

1–5
年 

6–10
年 

11–15
年 

16–20
年 

高于 21
年 

低于 1 年 

1–5 年 

6–10 年 

11–15 年 

16–20 年 

高于 21 年 

- 
.996 
.861 
.998 
.981 
.082 

.966 
- 

.983 

.920 
1.000 
.173 

.861 

.983 
- 

.563 
1.000 
.462 

.998 

.920 

.563 
- 

.871 
.027* 

.981 
1.000 
1.000 
.871 

- 
.378 

.082 

.173 

.462 
.027* 
.378 

- 
* 0.05 的置信区间 

 

    表 18当对(Scheffe) 的方式对不同组的区别进行测试发现 

 服务人员工作年龄低于 1 年，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的需求与工

作年龄在 1 – 5 年，和 6 – 10 年，和 11 – 15 年，和 16 – 20 年，和高于 21 年

是没有差异的。 

 服务人员工作年龄在 1 – 5 年，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的需求与

工作年龄在低于 1 年，和 6 – 10 年，和 11 – 15 年，和 16 – 20 年，和高于 21

年是没有差异的。 

 服务人员工作年龄在 6– 10 年，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的需求与

工作年龄在低于 1 年，和 1– 15 年，和 11 – 15 年，和 16 – 20 年，和高于 21

年是没有差异的。 

 服务人员工作年龄在 11 –15 年，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的需求

与工作年龄在高于 21 年存在差异，而在工作年龄低于 1 年和 6 – 10 年，和 11 
– 15 年，和 16 – 20 年，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的需求是没有差异的。 

 服务人员工作年龄在 16 – 20 年，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的需求

与工作年龄在低于 1 年，和 1 –5 年，和 6- 10 年，和 11 – 15 年，和高于 21 年

是没有差异的。 

 服务人员工作年龄在高于 21 年，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的需求与

工作年龄在 11 – 15 年存在差异，而在工作年龄低于 1 年，和 1 – 5 年，和 6 – 
10 年，和 16 – 20 年，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的需求是没有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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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对工作年龄不同对写的方面在不同组(Post Hoc)对根据客户对 Eyetanic 有

限公司的营销组合 

工作年龄 
低于 1
年 

1–5 年 6–1 年 
11–15
年 

16–20
年 

高于

21 年 

低于 1 年 

1–5 年 

6–1 年 

11–15 年 

16–20 年 

高于 21 年 

- 
.454 
.673 
.268 
.553 
.003* 

.454 
- 

.763 

.710 

.206 
.000* 

.673 

.763 
- 

.512 

.337 
.001* 

.268 

.710 

.512 
- 

.114 
.000* 

.553 

.206 

.337 

.114 
- 

.017* 

.003* 

.000* 

.001* 

.000* 

.017* 
- 

* 0.01 的置信区间 

* 0.05 的置信区间 

 

  表 19 当对(Scheffe) 的方式对不同组的区别进行测试发现 

 服务人员工作年龄低于 1 年，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的需求与工

作年龄高于 21 年存在差异，而与工作年龄在 1 – 5 年，和工作年龄在 6 – 10 年，

和工作年龄在 11 – 15 年，和工作年龄在 16 – 20 年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

语沟通的需求不存在差异。 

 服务人员工作年龄在 1 – 5 年，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的需求与

工作年龄高于 21 年存在差异，而与工作年龄在低于 1 年，和工作年龄在 6 – 
10 年，和工作年龄在 11 – 15 年，和工作年龄在 16 – 20 年在学习汉语是为了

使用汉语沟通的需求不存在差异。 

 服务人员工作年龄在 6– 10 年，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的需求与

工作年龄高于 21 年存在差异，而与工作年龄在低于 1 年，和工作年龄在 1 – 5 
年，和工作年龄在 11 – 15 年，和工作年龄在 16 – 20 年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

用汉语沟通的需求不存在差异。 

 服务人员工作年龄在 11– 15 年，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的需求与

工作年龄高于 21 年存在差异，而与工作年龄在低于 1 年，和工作年龄在 

 1 – 5 年，和工作年龄在 6– 10 年，和工作年龄在 16 – 20 年在学习汉语是

为了使用汉语沟通的需求不存在差异。 

 服务人员工作年龄在 16 – 20 年，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的需求

与工作年龄高于 21 年存在差异，而与工作年龄在低于 1 年，和工作年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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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5 年，和工作年龄在 6– 10 年，和工作年龄在 11– 15 年在学习汉语是为了

使用汉语沟通的需求不存在差异。 

 服务人员工作年龄在高于 21 年，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的需求

与工作年龄在低于 1 年，和工作年龄在 1 – 5 年，和工作年龄在 6 – 10 年，

和工作年龄在 11 – 15 年，和工作年龄 16 – 20 年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

沟通的需求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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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的结论 
 

第一节 北碧府酒店汉语服务的调查结果分析 
 

  在北碧府市区 185 个酒店计算为 740 位酒店前台服务人员的调查，通过

(Taro Yamane)公式计算得出 260 个人口调查样本，使用对调查样本进行简单的

抽样方法，调查的工具为问卷调查可信度为 0.901，分为两部分，其中第一部分

调查酒店前台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状况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和收

入作为一个清单。第二部分调查对使用汉语为了交际包括 4 个方面如，听，说，

读，和写。研究人员提出问题，通过使用一个重量水平值为 5 级评级估计科

科特（李克特量表）统计数字使用的频率值、百分比值，平均值和标准偏差值。

t-test 来检验测试为了比较分成 2 组的独立变量，和单向方差分析测试变量大

于 2 组，及后发现方差，然后使用 (Scheff’s Post Hoc Comparison method)找出

每组之间的区别。 

第一段 

 酒店前台服务人员的个人信息状况，女性 150 人占总数的大部分，占总人口

的 57.9%，年龄在 20 – 30 岁之间，受教育水平为本科学历的人数为 98 人，占

人口总数的 37.69%，月收入在 10000 – 15000 泰铢的人数为 112 人，占人口总

数的 43.08%，工作年龄在 1 – 5 年的人口总数为 113 人，占人口总数的 43.46% 

第二段 

    从总体来看对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的需求发现需求量比较高，当

从多方面思考发现，每方面的需求量都很高，按照需求量的多到少排，排在第

一是说，接下是听力和写，和最后的是读。 

从总体分析在听力方面发现需求量比较高，当从每方面仔细分析发现需求量最

多有 3 点，需求量多有 4 点,按需求量从多到少排，排在第一是，听是为了记录

中国游客说的话。接着是听是为了生活中的交际对话，听从安排和执行安排，

分别听有关于中文的磁带、视频剪辑和电影、听一些汉语天气报道，生活常识

等，和最后的听新闻等等。 

  从总体分析在说的方面发现需求量比较高，当从每方面仔细分析发现需求

量最多有 4 点，需求量多有 3 点,按需求量从多到少排，第一，关于旅游景点的

问答。其次，描述酒店打招呼，问候和告别的规章制度，问中国游客到酒店入

住的个人信息,用汉语交流中国的基本常识如天气状况，生活常识，和最后的

路程和时间的问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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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总体分析在读的方面发现需求量比较高，当从每方面仔细分析发现需求

量最多有 1 点，需求量多有 6 点,按需求量从多到少排，第一是读地图路线，其

次是，读旅游景点名字内容和商务邮件，读关于护照的资料，或者新闻重要文

件内容等等。最后，分别阅读报纸、杂志、期刊等等。 

 从总体分析在写的方面发现需求量比较高，当从每方面仔细分析发现需求

量最多有 2 点，需求量多有 5 点,按需求量从多到少排，第一是写菜单和饮料单，

其次是写地址或者旅游景点，写文本或者简报报告，笔记电话交谈内容,写对

话笔记,写听到的任务为了去执行.最后写个人的正式信件。如，感谢信，祝贺

信等等。 

第三段 

 根据酒店前台服务人员个人的信息状况比较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

的需求发现: 

 按照性别发现，不同性别的受访者对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的需求

从整体分析没有存在差异性 

 按照年龄总结分析发现，不同年龄的单向差异性对学习汉语是为了沟通的

需求发现与不同年龄的受访者。对要求使用汉语语言来沟通。以年龄来分类，

发现整体不同。按照统计学在以 0.05 水平和多方面分析年龄方面口语方面的

差异在 0.05 的水平的统计显著不同。并且对使用汉语是为了用了沟通的需求，

从听力，说的方面，和写的方面没有差异。 

 按照受教育程度分析发现，按整体不同教育水平的分类受访者在不同的受

教育水平对要求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来沟通在 0.05 的水平有统计学意义

和当考虑年龄方面的差异性，在听力方面在 0.05 的水平的统计显著不同。和

在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交流口语阅读和写作的要求是没有区别的。 

 按照月收入水平分析发现，受访者的月收入不相同。按整体不同教育水平

的分类对使用汉语沟通按统计学 0.00 一级。当仔细考虑多方面对月收入的差

异，听，说，写方面不相同按统计学 0.00 一级和 0.05 级，还有和在读的方面

对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不存在差异。 

 按照工作年龄分析发现，不同年龄的受访者对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

通的需求，根据工作年龄总体是不相同的， 

按统计学在 0.05 的水平有学意义，和当多方面考虑听力和阅读是不同的，

按统计学在 0.05 水平，和学习汉语言语交际中的需求中说和写方面是没有区

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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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总结与改善北碧府酒店汉语服务水平的对策 

 

一、研究总结 

 通过总结分析，可以明白中国游客与酒店前台服务人员在北碧府市区的汉

语应用之需求,它可以辩论结果如下: 

 根据使用汉语沟通的需求按整体发现需求量是高级的, 连接 “商务汉语对中

国企业在经济区边界的清莱省发展的需求 SakDa Thar NiSon（2547，摘要）”发

现需求量高符合到 Tula Maha Phasutha Non  (2554, 249-250 页) 说穆雷古 Henry 
A Murray 是心理学家的初期提到人类的需求，他认为个人表现出的主要都是基

本行为需要，或者是他们心中的信心，如果能找到人类的需求是什么？就可以

正确，回答有关他们行为问题的需要符合到 Somkhit Bangmo (2553, p. 190) 将组

织通信的目标是为了得到这个消息，并发送消息，找出共同的目标 ,续集酒店

前台服务员的意见是沟通在工作中非常重要还需要使用在适合拍摄主体或任务。

目标是为了实现目标而达成沟通并取得成功。在职业讲话中，沟通交流。 

听力整体分析发现需求量也是高，符合到 Ubonwan Ittirikul（2012，摘要）

研究了清迈市消费者对汉语学习的态发现需求量也是高符合到 Kong Thep 
Khlueap Phanit Kun ( 2542,1 – 18 )  将：聆听者对声音感兴趣并注意听力。 并

对这个声音有反应, 听力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和日常的交流。 耳朵特别是人

的言语听力是把其他技能汇集在一起的基本技能。 三技能在说，读 ,写和目

的是在听对话和进行有效的交互．由于酒店前台服务员必须使用挺立的技能，

哪是谁使用酒店的服务中国客户的员工进行沟通非常重要。酒店前台服务员需

要听力技能对中国客户的填写 

 说话方面 , 发现需求量很大,，符合到 SakDa Thar NiSon（2547，摘要）

研究了这一主题。发展中经济体对中国企业家的需求,发现需求量也是高水平, 

符合到 Kong Thep Khlueap Phanit Kun ( 2542,1 – 18 )将: 说话技巧是指使用词汇，

语调，症状，效率和道德。 社会主义为了传达对听众有益的观念，知识，感

受，需要，态度和经验，并且正如讲者所说的那样做出的回应是双向交流：发

言者和听众。演讲既是科学与艺术。“科学”是指言语。必须有用于教学，实

践以及其他科学科学的规则和方法。“艺术”是指特殊能力的谈话。作为酒店

前台工作人员通过说话来沟通，以获得中国客户的理解,这比其他形式的沟通

更容易沟通，说话技巧经济高效, 除了酒店前台工作人员的职业外，必须具有

相对较高的技能水平才能回答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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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方面整体发现有很高的需求水平，符合到 Supaporn Manosor（2008，
摘要）研究了清迈省的西班牙人口调查这项研究旨在探索清迈的西班牙语语言

需求发现需求量也是高度水平，符合到 Kong Thep Khlueap Phanit Kun ( 2542,1 – 
18 )  阅读技能意味着知道在不同出版物中发表的词的含义，以认识学习者的

思考和说法。读者必须开始理解每一段中包含的短语，然后是相同的，作为酒

店前台工作人员必须具备阅读中文的基本能力，特别是中国客户的个人信息, 

为了管理的酒店活动的各个方面，如读护照（护照）阅读商业信函。阅读标题

和景点。查看路线图阅读报纸，期刊和杂志阅读和保存文本为命令等。 写

作概述发现需求量很大。符合到 SakDa Thar NiSon（2547，摘要）投资者为了使

用中文发展清莱省边境经济区发现需求量也是高水平, 符合到 Kong Thep 
Khlueap Phanit Kun ( 2542,1 – 18 ) 写作是沟通知识，思想和经验的重要手段。 

向受众广泛传达。 此外，写作在记录长期证据方面很有价值。作为酒店前台

员工的结果写作是对员工至关重要的四项技能之一。因为它是一个记录和广播

故事的工具。既为员工本人和中国客户提供书面形式。 因此，前台的员工应

该使用可以向客户传达想法的文字，以了解作者的需求，例如撰写食物/饮料

列表。 写地图和旅游路线等 

1. 分析不同性别对汉语沟通的不同需求的效果比较中发现不同性别的受访

者对使用汉语为了沟通从总体和多方面来看都没有区别符合到 Ubonwan Ittirikul
（2012，摘要）为研究了清迈市消费者对汉语学习的态度发现整体和个人方面

也是没有差异  

2. 分析不同年龄的单向差异性对学习汉语是为了沟通的需求发现与不同年

龄的受访者。对要求使用汉语语言来沟通。以年龄来分类，发现整体不同。按

照统计学在以 0.05 符合到 SakDa Thar NiSon（2547，摘要）投资者为了使用中

文发展清莱省边境经济区以年龄来分类,发现整体也是不同。 

3. 按受教育程度分类发现按整体不同教育水平的分类受访者在不同的受教

育水平对要求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来沟通在统计学意义 0.05 符合到 Thirarat 
Phithakphanatkun (2547,摘要)武里庵民办教育点 VUTTIVITAYA 学校的二年级学

生，学习中文是为了沟通发现整体也是差别。 

4. 按照月收入水平分析发现，受访者的月收入不相同。按整体不同教育水

平的分类对使用汉语沟通按统计学 0.00 符合到 SakDa Thar NiSon（2547，摘要）

投资者为了使用中文发展清莱省边境经济区以使用汉语是为了沟通发现整体也

是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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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照工作年龄分析发现，不同年龄的受访者对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

沟通的需求，根据工作年龄总体是不相同的, 按统计学在 0.05 的水平有学意

义符合 Thirarat Phithakphanatkun (2547,摘要) 武里庵民办教育点 VUTTIVITAYA
学校的二年级学生，使用汉语是为了沟通发现整体也是差别。 

二、改善北碧府酒店汉语服务人员汉语水平的对策 

 从整体分析学习汉语是为了使用汉语沟通的需求发现，需求程度很高，当

对每方面的仔细分析发现，获得分数最高的方面是说的方面，建议北碧府市区

内酒店有关领导应联系协调学校开中文课程教说汉语技巧，并且给酒店服务人

员轮班接受培训，让每位服务人员都得到发展。 

 从整体分析听力方面发现，需求程度很高，当对每方面的仔细分析发现，

平均分数最高的方面是，听是为了记录中国游客所说的，建议北碧府市区内酒

店有关领导提供汉语听力专家，并且来为酒店服务人员培训到实际中运用，为

了让酒店前台服务人员具备听了就能把内容记录的技能经验。 

 从整体分析阅读方面发现，需求程度很高，当对每方面的仔细分析发现，

平均分数最高的方面是，阅读地图路线，建议北碧芙市区内酒店有关领导提供

地方高等教育机构地图专家来培训阅读北碧府内路线图知识。 

 从整体分析写方面发现，需求程度很高，当对每方面的仔细分析发现，平均

分数最高的方面是，写菜单和饮料单，建议北碧芙市区内酒店有关领导提供汉

语专家并具有食物和饮料方面的经验来为饮食部门服务人员培训写汉语食物单

和饮料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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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研究工具的例子问卷调查 

 

 中国游客对北碧府市区酒店接待员的汉语应用之需求研究这篇论文调查建

立是为了研究中日游客对酒店服务员的汉语应用之需求，从问卷调查的数据带

来，研究的概述，这些数据是为了修改中日游客对酒店服务员的汉语应用的需

求作为代升大学的艺术教育，课程商务汉语的一部分，在受访对学术上不会有

任何的影响，请答卷者认真仔细回答，从事实是为了最真实的研究，希望能得

到您的援助，非常感谢您的合作，因此，研究的可靠性和有用的，所以请您考

虑和现实填空回答，保证您的问卷得到保密，问卷信息对您、您的部门不会有

任何影响。 

问卷调查分为三部分 

第一段是受访状况的信息 

第二段是使用中文需要为了沟通的信息 

第三段是使用中文沟通需求的建议 

感谢大家在回答问卷时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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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 受访状况的信息 

 

（请在□里打✓，或者在空格的地方填写） 

1. 您的性别： 

 □男    □女 

2. 您的年龄 

 □19岁以下  □20-29岁  □30-39岁  

 □40-49岁  □50-59岁  □60岁以上 

3. 您的文化程度 

 □初中以下   □初中    □高中或同等学历   

 □大专或同等学历 □本科  □本科以上 

4. 你的月收入 

 □低于一万泰铢  □一万到两万泰铢   □两万到三万泰铢 

 □三万到四万泰铢 □高于四万泰铢 

5. 工作年龄 

 □ 不到1年   □ 1-5 年  □  6-10 年 

 □ 11-15年  □ 16-20年  □ 21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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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  使用中文需要为了沟通的信息 

 

请仔细阅读第 2部分的问卷，每个选项有五个级别，每个级别具有以下含义： 

    5 代表最高的需求水平。 

    4 是指需求水平。 

    3 意味着中等需求水平。 

    2 意味着更少的需求。 

    1 是指最低要求等级。 

汉语应用的需求 
需求量 

5 4 3 2 1 

听力技巧      

1 听力是中国人常见的话题，如气候，生计。      

2 用中文收听视频和电影。      

3 听音符。      

4 听命令并采取行动。      

5 听新闻      

6 听中文的个人信息。      

7 听为了谈话      

言语技巧      

1 欢迎和告别      

2 关于时间或时间的问答      

3 关于参观地点的问答      

4 描述酒店的规则。      

5 向客人询问信息（中文）      

6 请再说一遍。      

7 用汉语谈话关于气候，生计      

阅读技巧      

1 阅读报纸，杂志和杂志。      

2 阅读护照      

3 阅读商业信函      

4 阅读信息和景点。      

5 阅读路线图      



49 

汉语应用的需求 需求量 

 5 4 3 2 1 

6 阅读公告或新闻。      

7 阅读命令备忘录。      

填写技巧      

1 写一封正式的信，如祝贺信。      

2 写一个讨论笔记。      

3 从电话交谈中写下笔记。      

4 地图和路线      

5 撰写讲座/报告。      

6 写一份声明来倾听练习。      

7 写一份食物/饮料清单      

 

第三段 其他建议，请在下面写下您的意见： 

 

听力技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言语技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阅读技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写技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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