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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ONLINE CLASSROOM TEACHING 

OF CHINESE IN THAILAND : TAKING RATWINIT BANGKAEO SCHOOL 

AS AN EXAMPLE IN SAMUTPRAKARN 

 

Kwanruen Singto 

Master of Arts (Teaching Chinese) 

Thesis Advisory Committee: Assoc. Prof. Dr. Qin Dongsheng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elective Chinese 

courses and compulsory Chinese courses in the online education of Ratwinit Bangkaeo 

School. This study is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f the actual students' 

learning situation of Chinese online courses in Ratwinit Bangkaeo School,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learner, and through research and analyze for the current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problems in online classrooms, and put forward targeted 

solutions and suggestions, so a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Chinese proficiency. 

Hoping that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 to student in the future.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ims to emphasize the development of 

learners' learning abilities, enabling them to engage in meaningful exchanges and to 

achieve effective dissemination of China's unique cultural ideas.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all languages, teachers must find ways to create a good 

teaching environment to help learners learn better. Using advanced and diverse 

multimedia technology as a teaching medium can attract learner’s attention and let 

them enjoy it, thereby generating interest in learning, making learning easier and more 

serious, and helping students establish a positive learning attitude. It can help student 

easier and faster for to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Chinese learning. This study help 

learner improve their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This Thesis based on Ratwinit Bangkaeo School, focuses on online Chinese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teaching in 

Thailand, and then provide corresponding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conditions for 

related research. 

 

Keywords: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Online classroom, Ratwinit Bangkaeo School,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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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汉语网络课堂教学调查研究泰国汉语网络课堂教学调查研究泰国汉语网络课堂教学调查研究泰国汉语网络课堂教学调查研究————————    

以邦高皇家圣谕中学为例以邦高皇家圣谕中学为例以邦高皇家圣谕中学为例以邦高皇家圣谕中学为例    

 

罗家专 

文学硕士学位 （汉语教学） 

指导教师：覃东生 副教授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对邦高皇家圣谕中学的汉语网络课程的实际

学生学习情况的调查研究,了解当前泰国邦高皇家圣谕中学进行网络教育中的选

修中文课程和必修中文课程学生的实际情况,并通过研究和分析找出当前其在进

行网络课堂汉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和建议,进而有效

地提升学生汉语水平,希望通过本次调查研究能日后相关调查, 提供一些参考价

值。对外汉语教学旨在强调学习者学习能力的发展，使他们能够进行有意义的

交流，实现中国独特文化理念的有效传播。 

在教授所有语言的过程中，教师必须想方设法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帮助

学习者更好地学习。运用先进、多元化的多媒体技术作为教学和学习的媒介，

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他们享受其中，从而产生学习的兴趣，使学习更加

轻松和认真，帮助学生建立积极的学习态度。可以使学生更轻松、更快捷地掌

握和理解汉语学习的精髓，帮助学生提高听、说、读、写的能力。 

基于此,本文以邦高皇家圣谕中学为例,系统论述泰国汉语网络课堂教学的

应用效果,进而为相关方面的研究,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条件。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汉语教学 网络教学 邦高皇家圣谕中学 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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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绪绪绪    论论论论    

 

一、一、一、一、选题选题选题选题的的的的背景和意义背景和意义背景和意义背景和意义    

（（（（一一一一））））选题背景选题背景选题背景选题背景 

当前，在泰国新冠病毒疫情很严重，泰国学校要按照泰国政府的规定，基

教委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均设计网络教育。每个学校需要在网络上课

不能来学校实际上课。泰国的汉语教学工作大多依然是在采用传统的教学方

式，着重于背诵记忆，阅，抄写，而忽略了要运用到实际生活主要目的。另

外，泰国的实现情况不能在教室实际上课。所以，在汉语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需

要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需要结合教材，采用良好的教学方法及合适的教学技

巧，使学生们能学习和增强对所学内容的理解。 

使用多媒体可以让课堂更有趣，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真正成为

学习过程中信息处理的主体和知识的主动构建者，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自主

学习能力，实现现代科技教育基地。因此，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教师应熟练运

用多媒体，以达到教学目的。 

（（（（二二二二））））研究意义研究意义研究意义研究意义    

新媒体与汉语国际教育的结合形成了新媒体教学，使汉语国际教育无论是

内容还是形式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形式上。现在，为网络教育

课程所设计的软件和网站也越来越多。此外，在线教学不受时间和距离的限

制，在线交流比其他方式更方便。此外，在线教学使教学从教师主导的教学方

式转变为学习者主导的主动学习方式，从而更好地适应学习者的不同需求，更

好地实现学习目标。这些也是网络课程的优势，也是网络语言教学进一步发展

的大势所趋。尤其是在疫情的情况对外汉语教学中，由于师资短缺和学生分

散，互联网和课堂教学相结合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因此，汉语在线教学需

要更多学者的参与、研究和探索，尤其是在汉字教学、实践、句型教学、口语

练习等方面。与传统的课堂教学相比较，网络课堂教学有诸多优势，但也存在

一些问题。本课题通过帮高皇家圣谕中学汉语网络课堂教学情况的个案研究，

以点带面，对泰国目前汉语网络课堂教学的主要成效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和

反思，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和措施，不断优化网络课堂教学设计和教学方

式，提高教学效果，为泰国的汉语网络课堂教学提供参考和借鉴。有效地提升

泰国学生的汉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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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与论文选题有关的国内外研究综述与论文选题有关的国内外研究综述与论文选题有关的国内外研究综述与论文选题有关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一一一）国外研究动态）国外研究动态）国外研究动态）国外研究动态    

David Barr（2005）等所指出的，大多数的计算机辅助课程和网络课程都

主要注重于非口语化的阅读、写作、听力或者填空一类的练习。口语对话课

程、成对的和成组的角色表演练与讨论都还大多是在通常的课堂教学中进行

（Barretal.2005,p.56）。相关的研究内容也主要着重于把计算机、网络作为

媒介的书面语言交流和学习方面的研究（Stepp-Greany,2002，p.165）。完全

的包括听说读写各个方面的网络语言教学，尤其是汉语的网络语言教学效果究

竟如何？是否能与面对面课堂语言教学的效果在听说读写各方面都能相同或一

致？这一方面的研究目前还不是很多。虽然已有研究显示，网络语言课程在口

语教学方面与课堂语言教学的教学效果一致（Blakeetal.2008），但汉语是否

也一样？汉语的网络教学有哪些问题？今后的发展有哪些需要重视之处？
[1]
 

Felix（2001）曾列出学生所反映的网络语言课程的一些缺陷，如“缺乏口

语习”、“没有与同伴的互动”、“没有足够的反馈”、“教师不在现场”等

问题（p.47）如何解决？这一切都需要在实践中逐步总结。本文在四个学期的

汉语网络课程实际教学的基础上，对汉语网络课程作一些研究、分析，为今后

汉语网络课程的设计、研究与发展提供一些经验和参考。
[2]
 

（（（（二二二二）国内研究动态）国内研究动态）国内研究动态）国内研究动态    

巧宇笑（2015）选取了四个较为典型的网络一对一教学案例，分别从教学

对象、教学时间、教学材料、教学安排以及教学反思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记录，

以最大限度还原教学原貌。进行上跟踪记录期望达到三个目的，一是记录学生

的进步和不足，便于让学生进行对比，体会到中文的进步；二是作为教师后期

研巧和反思的真实资料，进一步完善教学；三是将自己的收获与教训整理成文

便于后人参考。
[3]
 

田填（2021）认为任务型教学理念的指导下借助网络教学平台进行初级听

说课教学，通过网络课堂提供的现代化技术支持，突破时、地、人数的限制，

利用多通道输入促进交际任务的顺利完成，提高学习者的交际能力。任务型理

念下的网络初级汉语听说教学使听说课堂更贴近现实生活，同时也便于实时量

 
[1] Barr, D., Leakey, J. & Ranchoux A. (2005). Told Like It Is! An Evaluation  
   of Anintegrated Oral Development Pilot Project. Language Learning&Technology, 
   9(3),55-78. 
[2] Felix,U. (2001). The Web‟s Potential for Language Learning: The Student‟s  
    Perspective.ReCALL, 13(1), 47-58.    
[3] 巧宇笑 2015《一对一间络庆语教学役计巧完与反思—以四个学生为案例》，中央民族 
    大学, 2015 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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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习者的课堂表现，极大地提高学习者的参与度与体验感，促进初级汉语听

说课的有效教学。笔者在分析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实践调查，探索

任务型理念下网络汉语听说课的可行性并进行相关教学设计，最终应用于初级

课堂并提出教学建议。实现了在任务型理念的指导下，利用网络课堂创设情

景，提供真实的任务和语言环境，进行真人实时互动、听说一体的汉语作为第

二语言的教学。
[4]
 

孙瑜，黄东升（2018）认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网络课堂教学设计，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已全面进入大数据信息时代。信息的快速传播渗透到了人们生

活中的方方面面，汉语作为一门外语广泛受到世界的关注，许多的国外友人也

积极地开始学习汉语。但是，由于国外汉语老师稀缺且大部分国外人无法来到

中国学习汉语等原因的阻碍，国外学习者想要学习到正宗原味的汉语还存在一

定的困难。所以，我们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网络课堂教学为国外的学习者

开辟了一个良好的蹊径。本文就汉语是否应作为第二语言网络课堂进行教学展

开讨论，并针对其作出相应的措施。第二语言网络课堂教学设计可分为:一、汉

语成为第二语言是一种必然；二、网络课堂教学所面临的困难；三、网络课程

教学设计思路及解决问题方案；随着我国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汉

语越来越成为一门国际化的语言。
[5]
 

李琼（2010）认为网络汉语课堂教学技巧，网络对外汉语教学不同于传统

的课堂教学，其在教学活动的组织策略、教学交互活动的设计策略以及非言语

行为的选择等诸方面都形成了自身的特点。通过互联网对母语为非汉语的人群

进行实时或异步的汉语课教学，应该充分尊重并利用多媒体技术的优势，扬其

长，避其短，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网络汉语课堂教学技巧可分

为：一、教学活动的组织策略；二、教学交互活动的设计策略；三、非言语行

为的选择。
[6]
 

李军征(2007)的《基于网络的外语教学之研究》一文中谈到的在线外语教

学的六大特点相当全面：“1.网络化教学强调学生的主体性，从根本上改变了

教师在传统教学中的中心地位。2.在线教学强调学生在学习中的独立性。从被

动的听众到主动的参与者。3.网络教学使个性化学习成为可能，真正贯彻个性

化教学的教学原则。4.在线教学使人机交互学习成为可能。5.在线教学所用教

 
[4] 田填 2021《任务型理念下网络初级汉语听说课教学设计研究》，吉林外国语大学， 
    2021 年 6 月    
[5] 孙瑜，黄东升 . 试论中国民间艺术在我国动画中的地位 [J]. 数码世界，2018(4)： 
    181-181    
[6] 李琼 2010 《网络汉语课堂教学技巧》 网站：DOI:10.19387/j.cnki.1009-0592. 
    2010.0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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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丰富多彩，图文音视频相得益彰。屏幕上。”
[7]
 

管佳,李奇涛(2004)在《中国在线教育发展现状、趋势及经验借鉴》中分析

了当前中国在线教育发展的现状、本文根据趋势和教训分析了当前教育产品和

在线教育的发展趋势，可供参考。最后提出移动教学是大方向，多种形式的免

费教学是趋势，精细化资源管理是要求。6 观摩体验。
[8]
 

杨家兴(2006)在《在线教育的理论基础与制度选择》概述在线教育的理论

基础。包括行为主义理论、认知心理学、社会学习理论、建构主义等。并对这

些理论的应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文章还指出，在线教学系统分为建构主义系

统、以教师为中心或以学生为中心的系统、同步或异步教学系统、纯在线或混

合式教学系统、师生互动或同学互动教学系统，以及 个人教学或团队教学。教

学系统。每个都分析了它的优点和缺点以及如何使用它。
[9]
 

常饮、徐露娜(2012)在《外语网络课堂教学模式及其发展趋势》中阐述了

计算机通讯方式，、学习管理系统模式和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模式三种外语在

线课堂教学模式的基本特点和优缺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外语在线课

堂教学模式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10]

 

从所研究的汉语言项目上看，现有汉语习得顺序研究几乎全部都是对汉语

教学方法项目的研究。尤其网络授课在课堂上的使用引入运用到教学活动中。

本文以课堂教学实践为基础，为了让学生能快速理解教学内容，希望可以帮助

泰国学生更好地习得汉语教学。尤其是在疫情的情况对外汉语教学中，实现教

育现代授课或多媒体的运用可以使网课课堂更加有趣，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过程中信息处理的主体和知识的主动构建者，培养学

生的创新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教师要熟练运用恰当的网络授课手段，多样化

网络授课的具体、系统、全面的特点没有明确指出，所以值得我们后续的研

究，从而达到教学的目的。 
    

三、三、三、三、研究的目的、方法、内容和创新性研究的目的、方法、内容和创新性研究的目的、方法、内容和创新性研究的目的、方法、内容和创新性    

（一）（一）（一）（一）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的目的的目的的目的的目的：：：：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是通过对邦高皇家圣俞中学的汉语学生学习情况的调查

研究，了解当前邦高皇家圣谕中学进行汉语网络教育中的学生学习汉语的实现

 
[7] 李军征 2007:《基于网络的外语教学之研究》,《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 年 
    12 月 16 日。    
[8] 管佳,李奇涛 2004.中国在线教育发展现状、趋势及经验借鉴[J].中国    
[9] 杨家兴 2006.在线教学的理论基础与制度选择[J].中国远程育,2006,(7):14-19. 
[10] 常欣,徐璐娜 2012.外语网络课堂教学模式及其发展趋势[J].电化教育研究, 
     2012,(10):8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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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研究分析该校的汉语网络教学所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总结成功的

经验，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和建议，进而有效地提升学生汉语水平。希望

通过本次调查研究能为日后相关调查，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二二二二））））研究的方法：研究的方法：研究的方法：研究的方法：    

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实地调查法，数据分析法。 

（1）文献调查法：收集和整理以及与在线学习相关的信息，进而提出本次

研究的主题思想，同时进行主题设计，组织查阅搜集与整理的文献资料，并做

出针对性的文献综述同时对文献当中的思想进行分类，并研究出新思想，指导

研究的主题。 

（2）问卷调查法：通过网上问卷的方式卷对当前邦高皇家圣谕中学进行汉

语网络教育中的学生学习汉语的实现情况开展问卷调查，然后进行结果分析。 

（3）实地调查法：对邦高皇家圣谕中学教汉语的老师和学生进行实地的调

查与研究,进一步了解该校老师和学生对运用多媒体技术开展汉语网络教育的认

识和评价。 

（4）数据分析法：通过对调查中得出的数据，对学生学习汉语情况进行总

结和分析，总结成功的经验，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地改进意见和建

议。 

（三）（三）（三）（三）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的主要内容::::    

（1）通过问卷调查，掌握当前帮高皇家圣谕中学进行汉语网络教育中的学

生学习汉语的实现情况。 

（2）通过实地调查，了解当前帮高皇家圣谕中学的教师和学生对汉语网络

教育的态度、认识和评价。 

（3）研究和分析出当前帮高皇家圣谕中学教师进行汉语网络课堂教学中取

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 

（4）研究和分析出针对性不同国家的教师使用网络授课的情况极其在授课

方式、课堂安排、授课效果等方面。 

（5）研究和分析出针对性不同年龄段、不同学制的学习者对网络授课的态

度、认知和学习效果等方面。 

（四）（四）（四）（四）论文的研究的创新性：论文的研究的创新性：论文的研究的创新性：论文的研究的创新性：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下几个方面。 

（1）教师力量的节约、汉语网络教育不同国家的教师使用网络授课的情况

极其在授课方式、课堂安排、授课效果等方面的研究与问卷调查。 

（2）注重研究对象的层级性，同时关注问网络教育的问题。汉语网络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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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段、不同学制的学习者对网络授课的态度、认知和学习效果等方面的

研究与问卷调查。 

    

四、四、四、四、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总结成功经验，加以进一步提升和推广。发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改

进意见和建议,解决邦高皇家圣俞中学教师应用多媒体其在进行汉语网络教学中

存在的问题做具体的分点陈述。使用多样化的多媒体技术作为教学和学习的媒

介，主动学掌握和理解，能够有效底提高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为之后的教学

开展提供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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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泰国汉语教育的概述泰国汉语教育的概述泰国汉语教育的概述泰国汉语教育的概述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泰国汉语教育的发展历程泰国汉语教育的发展历程泰国汉语教育的发展历程泰国汉语教育的发展历程    

    

自 1947 年以来，泰国政府一直奉行反共政策。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汉语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语言，中国的教育受

到严格限制。在此期间，有大量的英语、法语、德语和日语培训学校，中国培

训学校被取缔。此外，泰国的移民政策也发生了重大调整。1949 年，对中国移

民实行配额管理。1950 年，外国移民人数有限。1979 年，每个国家进入泰国的

移民人数不超过 200 人，1979 年减少到 100 人。 

自 1950 年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没有中国大陆公民在泰国获得永久

居留权。大量华人移民泰国的时代已经结束。这一时期中国的教育政策受到严

格限制。1948 年以来新设立的华文学校未获批准。现有华文学校还受到以下限

制：每周中文课时不超过 10 小时，课程水平不高于四年级。华文学校的股东和

校长必须是泰国人。中国教师需要通过泰语考试并持有教师证。中文学校必须

使用泰国教育部编写的中文教材。内容不得涉及中国历史文化。华文教师必须

得到泰国警方的批准，华文校舍在被毁坏或校园开垦后不得搬迁或重建。 

自 1954 年，修订了民政学院章程。华文学校的校长不得由华裔担任。他们

可能不会申请额外的中文学校。不得增加原中文学校的学生人数。华侨华人开

办的中文学校不得以法人名义登记为业主。泰籍三代，不搬迁不建，师资严格

审核。 

从 1963 年开始，华文学校只允许四年制小学逐步将中文教学时间减少到每

周五小时。这种极其规范的政策，导致了泰国华人 40 多年的教育失败。因此，

中国人把孩子送到泰国学校。中国学校的学生人数正在减少，他们已经停止教

学。在此期间，几乎没有来自华人的新移民。第二代华人逐渐认可泰国。第三

代和第四代华人几乎全是泰国人。中文不再是他们的母语。中国人用泰国的语

言和信仰充分融入当地社会，采用泰国的生活方式和规范，遵守当地的文化和

传统。到 1990 年，根据泰国国家统计局进行的全国识字率调查，6 岁以上的人

能读懂中文的只有9.57万人，而被誉为中华文化聚集地的曼谷只有3.66万人。

占曼谷人口的 0.66%。泰国教育政策的失误导致当地人才短缺，严重削弱了泰

国的教育基础。 

在泰国 20 世纪 90 年代初，泰国会使用中文的人比例很低，政府不得不调

整对华文教育的管控政策。1992 年，安南班加拉春政府宣布放宽对华文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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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允许开办华文培训学校。中国学校开设的汉语课程从四年延长到六年，

每周 5 小时。此后，虽然泰国政府的政策频频发生变化，但放宽华文教育的政

策在本质上还是相对延续的。目前，汉语已成为除英语之外的第二外语。从幼

儿园到高中三年级，都可以教中文学校。每周的课程进一步增加到 10 小时。允

许中国学校聘请外教。取消中国教师必须具有泰国国籍的要求。六年级的教科

书也可能以中国大陆或中国台湾省的教科书为准。 

1999 年，泰国政府将中国列为高考选项之一。因此，泰国的华文教育进入

了最好的发展时期。目前泰国的中文教育基本上有两种：第一种是普通的全日

制学校。根据泰国人民学院的规定，泰语为母语，中英为外语。在普通的中文

学校，泰语和英语是必修课，中文是第二外语。中文学校的宗旨是培养学生泰

文、英文和中文，并拥有共同语言。泰国普通华文学校约有 130 所，比较有名

的有华兴、云岭、宜信、建华、大同、兴华、泰华、光复、国光、桃华、中

华。1994年，成立华侨崇圣大学，设立为12个学院，成为泰国人民树立中国传

统文化的最高学府。目前，泰国几乎所有的公立和私立大学都有中文系，泰国

的中小学也增加了中文课程，第二类是业余中文培训学校。 

1992 年 11 月，泰国华人协会中文中心成立了中文中心，成为 40 多年来第

一所中文学校。教师都是来自中国台湾省的专业教师。1993 年，泰中文化教育

基金会东方文化研究所成立。大部分教师都是中国大陆受过高等教育的教师。

第一阶段学生人数将达到 5000 人。这两所学校都建立了比较成功的汉语教学模

式。海外华人团体和教育团体纷纷效仿，建立了类似的培训学校。他们按照自

己的计划开设汉语班，为社会招收学生，晚上和周末进行汉语培训。有 150 多

所培训学校。 

现阶段，在泰国的新冠病毒疫情很严重，泰国学校要按照泰国政府的规

定，基教委设计网络教育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每个学校需要在网络

上课不能来学校实际上课。泰国的汉语教学工作大多依然是在采用传统的教学

方式，着重于背诵记忆，阅读，抄写，而忽略了要运用到实际生活主要目的。

另外，泰国的实现情况不能在教室实际上课。所以，在汉语的教学过程中教师

需要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需要结合教材，采用良好的教学方法及合适的教学

技巧，使学生们能学习和增强对所学内容的理解。 

新媒体与汉语国际教育的结合形成了新媒体教学，使汉语国际教育无论是

内容还是形式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形式上。尤其是信息与通信

技术（ICT)是一个涵盖性术语，覆盖了所有通信设备或应用软件以及与之相关

的各种服务和应用软件，例如视频会议和远程教学。另外，还涵盖所有通信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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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或应用程序，如收音机、电视、手机、计算机、网络硬件和软件、卫星系统

等，以及服务和应用程序。相关的，例如视频会议和远程学习。多媒体技术已

经成为一种便利的学习工具，旨在为传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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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新媒体教学可以让课堂更有趣，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真正

成为学习过程中信息处理的主体和知识的主动构建者，培养学习者的创新能力

和自主学习能力。实现现代科技教育基地因此，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教师应熟

练运用新媒体教学，以达到教学目的。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泰国北榄府帮高皇家圣谕中学汉语教育情况泰国北榄府帮高皇家圣谕中学汉语教育情况泰国北榄府帮高皇家圣谕中学汉语教育情况泰国北榄府帮高皇家圣谕中学汉语教育情况    

 

邦高皇家圣谕中学（Ratwinitbangkeao school）于 2007 年(佛历 2550 年)

开始教授中文。除了最初的中文班，只有一门高级班，很少有学生选择上中文

班。当时只有一名当地教师和两名志愿者教师负责汉语教学，而且当时汉语课

没有那么多多媒体设备，教学设施也很简陋。他们的汉语教学经验和方法正在

积极探索中。在英语组的共享办公室里，语言教材比较简单。随着汉语教学的

缓慢发展，在当地汉语教师的不懈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汉语。同

时，为了更方便地举办与汉语相关的活动，促进汉语教学的快速发展，设立了

独立的办公室。二年级有两个中文班，三年级有三个中文班，还有三个志愿教

师。第一年只有一门综合课程。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英语听力、阅读和口语课

程逐渐增加。教学设备设施也越来越齐全，如中国象棋、太极服饰、中国结、

中国图书、灯笼、中国牌等，使汉语课堂的教学内容极为丰富。 

现阶段，邦高皇家圣谕中学。在邦高皇家圣谕中学，学校共有学生 3344

人，90个班级，女生1762人，男生1582人，分为初中和高中。年龄范围为13-

18岁。学习汉语分为选修班和必修班、选修班初一分为8班（1A1、1A2、1B1、

1B2、1C1、1C2、1D1、1D2），选修班初二分为 8 班（2A1、2A2、2B1、2B2、

2C1、2C2、2D1、2D2），选修班初三分为 8 班（3A1、3A2、3B1、3B2、3C1、

3C2、3D1、3D2），选修班高一分为 8 班（4A1、4A2、4B1、4B2、4C1、4C2、

4D1、4D2），选修班高二分为 9 班（5A1、5A2、5A3、5B1、5B2、5B3、5C1、

5C2、5C3），选修班高三分为 6 班（6A1、6A2、6B1、6B2、6C1、6C2），一共有

1538 个学生，必修班初中 1 个班有 1/9，必修班高中 3 个班有 4/10、5/10 和

6/10 班，一共有 143 个学生。有 5 名教授中文的老师，7 名是泰国人,5 名是中

国人。邦高皇家圣谕中学教中文 22 年了。每个教室都有投影仪、网络、音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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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风。 

每年三月份邦高皇家圣谕中学举办培训班。主要针对教中文的教师或主要

针对对汉语感兴趣的教师此时，不仅学校其他班级的老师会来培训，其他学校

的老师也会来这里进行相应的培训。经过调查,从 2008 年至今,学校的语文教育

和中国文化体系的推广力度较大。现在,学校将每年在这些领域开展活动。每年

中秋节和春节进行举办活动。中秋节时朱拉隆功大学孔子学院下属教学点——

邦高皇家圣谕中学举办了“大美中华”中秋文化活动，活动以传播中国中秋文

化为主题，以国画、书法、脸谱等视角展示了传统中华文化的魅力。活动当

天，朱拉隆功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缪蓉教授、朱拉隆功大学孔子学院高级顾

问傅增有教授、泰国邦高皇家圣谕中学。在活动现场，学生们不仅能感受到中

华文化之美，还能亲身体验中华传统工艺品的制作，学习中华文化知识。除此

之外，为了体验生活，丰富本次中秋文化活动，汉语班的部分学生还经营食品

摊位，出售他们自己动手制作的烧麦、烧烤、烧仙草牛奶等中泰特色小吃。整

个活动现场气氛十分活跃，学生和老师们不仅共同庆祝了中秋佳节，还一起感

受了中华文化的魅力。中秋节时邦高皇家圣谕中学举办了“春节晚会”有中国

歌唱比赛和中国文化体验,如饺子、京剧、答疑等。这些活动是对必修班学生发

挥能力，那一组的表演最完美就获得大奖。在三月，新的汉语水平测试被引

入。朱拉隆功大学孔子学院主考以及在邦高皇家圣谕中学考场，本活动适合在

校内外学习汉语的人学习新的汉语水平考试,这些活动是根据泰国教育部的规

定,进行统一的安排与组织。 

当前，在泰国新冠病毒疫情很严重，邦高皇家圣谕中学按照泰国政府的规

定，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都在网络上课不能来学校实际上课。教授中文的老师

大多依然是在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所以，在汉语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运用

新多媒体辅助教学，需要结合教材，采用良好的教学方法及合适的教学技巧，

使学生们能学习和增强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邦高皇家圣谕中学选修班和必修班

的教学内容不同。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泰国汉语网络教学概况泰国汉语网络教学概况泰国汉语网络教学概况泰国汉语网络教学概况    

    

一一一一、、、、邦高皇家圣谕中学汉语网络教学概况邦高皇家圣谕中学汉语网络教学概况邦高皇家圣谕中学汉语网络教学概况邦高皇家圣谕中学汉语网络教学概况    

邦高皇家圣谕中学开展汉语网络教学的基本情况，大部分的老师使用网站

Google meet 上课，上课之前先发教材或主要学的内容在 LINE 群里，为了学生

先预习，到上课的时间就分享屏幕视频、PPT、生词、课文、笔顺、练习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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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下课后在上传作业。教师使用多样化的教材在汉语网络教学，为了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汉语网络教学的优点就是节约老师的力量，在学校上课要换教

师，交换时间会退下节课的时间，因此，网络教学教师不要换教室而节约了上

课的时间。 

泰国汉语教育的网络授课的情况是提升学生学习的能力，在家上课也有积

极性，能够达到了教学目的，还能够提升学习力量。邦高皇家圣谕中学的汉语

网络教学情况，老师与学生都能够达到教学目的，邦高皇家圣谕中学开始实施

汉语网络教学是 2019 年 12 月，首先 2019 年新冠病毒非常严重，邦高皇家圣谕

中学第二学期从 2019 年 12 月分 A 组 B 组上课，分校色同时在家上课，而在学

校实地上课，一个星期换一次。到了 2020 年 2 月底都在学校上课。其次，2021

年 7 月至 2022 年 3 月全泰国学校都按照丈夫，都是在家上课，都是网络教学的

方面。这就邦高皇家圣谕中学是网络教学资源、疫情之前和疫情之后网络教学

在汉语教学的比重和地位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教学教材，不同的教学方法。 

 

二、二、二、二、泰国其他学校汉语网络教学概况泰国其他学校汉语网络教学概况泰国其他学校汉语网络教学概况泰国其他学校汉语网络教学概况    

虽然泰国政府积极与中国展开合作,使在疫情控制和防疫物资的引入中获得

帮助,但由于多种原因，泰国在 2020 年 12 月中旬至 2 月初经历了疫情传播的高

峰期 2021 年 1 月 26 日新增感染人数为 959 人，为泰国自 2021 年 4 月以来第三

次暴发，并呈现暴发趋势。虽然在泰国政府的努力和中国的帮助下，泰国成功

控制住了疫情的大规模蔓延，但现在疫情刚刚过去，毫无疑问，政府和民众会

更加关注为了防疫和人身安全。对此，相比线下教育机构需要亲自前往，与众

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陌生人一起学习，在线中文教育无疑更能满足防疫和自我保

护的需求。即使随着中国疫苗在泰国的引进，时间的流逝和疫情威胁的逐渐消

退，也会让这一优势逐渐减弱并最终消失，但是对于泰国的线上汉语教学来说,

无疑如今是一个极好的弯道超车机会。 

由于在线汉语教育的防疫优势也有助于社会整体疫情防控和减轻政府工作

压力，泰国政府在当前时期也会对在线汉语教育提供大量支持。因此，在线中

文教育的防疫优势，也能带来政策支持的优势。 

在这一情况下，在线汉语教学的出现就极大的缓解了师资力量不足的问

题。当线上汉语教学平台推出各类电子课程时，可以为数千甚至数万名学生提

供教学，而时间灵活的在线电子课程无疑将为众多学生提供极大的帮助。相对

于线下教育只能由生活在泰国的当地教师授课，电子课程可以由来自世界各地

的优秀教师制作，无疑将保证在线课程的制作水平。随着现代直播技术的发



12 

展，语言教育中极为重要的交流与学习也可以通过在线直播来满足，从而使在

线汉语教育在师资方面获得很大的发展优势。 

下面是泰国北榄府 4 所中学在线汉语课堂教学情况 

邦博中学 Bangbowittayakom School，在邦博中学有 6 个班级是数学-英语-

汉语特殊班,6个班级是数学--英语-汉语特殊班有1/9班、2/9班、3/9班、4/5

班、5/5 班和 6/5 班,一共 225 个人。教汉语的老师有四位,三位是泰国人,一位

是中国人。这里学校有教汉语课 9 年了。邦博中学在疫情的情况下，在线汉语

教学，中国老师和泰国老师都使用 Google meet 上课。而教师应用多样化的教

学方法。 

北榄府娜瓦蜜皇后中学 Nawamintharachinutit Triamudomsuksapattanakan 

School。在北榄府娜瓦蜜皇后中学有 3 个班级学习汉语,3 个班级有 4/11 班、

5/11 班和 6/10 班,一共 90 个人。教汉语的老师有 9 位,都是泰国老师。这里学

校有教汉语课 14 年了。北榄府娜瓦蜜皇后中学在疫情的情况下，教师都使用

Google meet 上课。而教师应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北榄府高预备中学 Triamudomsuksanomklao Samutprakan School。在北榄

府高预备中学有3个班级学习汉语,6个班级有 1/5 班、2/6、3/7班、4/7、5/7

和 6/7,一共 385个人。教汉语的老师有3位,都是泰国老师。这里学校有教汉语

课9年了。北榄府高预备中学在疫情的情况下，教师都使用Google meet上课。

而教师应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北榄府北揽女子中学 Streesmutprakan School。在北榄府北揽女子中学有

3 个班级学习汉语,3 个班级有 4/11 班、5/11 班和 6/10 班,一共 134 个人。有

3名教师教中文,是泰语教师。这里的学校已经教了11年汉语。北榄府北揽女子

中学在疫情的情况下，教师都使用 Google meet 上课。而教师应用多样化的教

学方法。 

虽然在线汉语课堂教学更方便，但您足不出户即可享受优质的教学资源。

但是如果网络教学过程中网络设备出现故障，就会错过教学时间和教师对难题

的解释。导致教学不足、旷课等现象的发生。而且，软件故障和病毒入侵在课

堂上也时有发生。这些不良的网络因素会打断正常的教学思维，影响课程的顺

利进行。因此，要使在线教学课堂顺利运行，是保证网络设施正常运行的基

础。 

在这样的当代教学模式下，自学能力多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而对于网

络教学来说，自学也是非常重要的。与传统的面授课堂相比在网络课堂中的网

络已成为唯一的交流方式。对于那些疑难问题，中国学习者不能亲自向老师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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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积累可能会打击他们的学习热情。这样一来，对于那些外国汉语学习者来

说，在线教学可能会有些枯燥，从而导致教学质量下降。 

学生在网上听老师讲解时，老师可以适当加入一些有趣的课堂活动或游

戏，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调动了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采取这样的措施，

可以使汉语学习更加生动有趣，学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学习困难，汉语学习的

效果也会更好。同时，学习者的效率也会大大提高。而且，与传统的教学方式

相比，在线课堂教学基本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以互联网为媒介，缩短了人

与人之间的交流距离。因此，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在线教学可以将我们的中国

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国。 

孟庆新(2013)在《发展在线教育面临的困难与对策》有人指出，如果没有

在网络教育的快速增长和普遍覆盖，网络教育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瓶颈。本

文试图对当前在线教育存在的问题及相应的对策进行一系列探索。他提出了，

在线课堂存在的问题是：一是教学质量没有达到或超过面授教育水平；二是教

学资源少、信息质量差、发展水平低；三是教育资源建设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规

范；四是网络基础设施不能满足要求；大多数在线教育课程的互动性都很差。

文章对在线教育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11]

 

从以上研究分析我们都可以看出，网络教学的存在的问题，多样化网络授

课的具体、系统、影响到课程的顺利进行。 

     

 
[11] 孟庆新.发展在线教育面临的困境与对策[J].科技创新导报,2013,(5):177-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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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邦高皇家圣谕中学学生学习情况的调查邦高皇家圣谕中学学生学习情况的调查邦高皇家圣谕中学学生学习情况的调查邦高皇家圣谕中学学生学习情况的调查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邦高皇家圣谕中学学生学习情况邦高皇家圣谕中学学生学习情况邦高皇家圣谕中学学生学习情况邦高皇家圣谕中学学生学习情况    

 

一、一、一、一、邦高皇家圣谕中学汉语网络课堂教学应用概况邦高皇家圣谕中学汉语网络课堂教学应用概况邦高皇家圣谕中学汉语网络课堂教学应用概况邦高皇家圣谕中学汉语网络课堂教学应用概况    

2022 年邦高皇家圣谕中学按照政府的规则，学校设计第一学期以及第二学

期都是基于混合学习算法的模糊神经网络控制系统 Hybrid learning, 虽然疫情

严重，但学生必须要学习。所以开学之前每一位老师都要交网络课堂教学的方

法，甚至交网络课堂教学的教案。外语部的老师包括英语老师、日语老师、汉

语老师等。邦高皇家圣谕中学每个教师里都有投影仪、网络、音频和麦克风。

教汉语的教师使用先进、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时间安排合适，可以吸引学生的

注意力，使他们乐在其中，从而产生学习兴趣，使学习更加轻松和认真，能够

帮助学生建立积极的学习态度。可以使学生更容易、更快地掌握和理解，帮助

学生提高听、说、读、写的能力。教汉语的老师分为泰国老师和中国老师。泰

国老师一共有 7 位老师，中国老师一共有 5 位老师。学习汉语的学生分为选修

班和必修班。选修班一共有 1538 个学生，学习汉语的学生分为选修班和必修班

一共有 143 个学生。 

    

二、二、二、二、邦高皇家圣谕中学汉语汉语网络课堂教学的应用方面的调查邦高皇家圣谕中学汉语汉语网络课堂教学的应用方面的调查邦高皇家圣谕中学汉语汉语网络课堂教学的应用方面的调查邦高皇家圣谕中学汉语汉语网络课堂教学的应用方面的调查    

该调查是在泰国邦高皇家圣谕中学 Ratwinitbangkeao school 的初一至高

三年级学生进行的。调查主要通过问卷调查进行。共发出 152 份问卷,回收有

效问卷 152 份。其中选修班学生 109 份，必修班初中生 20 份，必修班高中生

23 份。以上问卷可较全面地反映出帮高皇家圣谕中学汉语网络课堂教学的整体

情况和可能存在的问题,为今后的网络课堂教学改进建议与措施的提出提供客观

依据。 

    

三、三、三、三、邦高皇家圣谕中学教师汉语网络课堂教学情况的调查邦高皇家圣谕中学教师汉语网络课堂教学情况的调查邦高皇家圣谕中学教师汉语网络课堂教学情况的调查邦高皇家圣谕中学教师汉语网络课堂教学情况的调查    

根据泰国邦高皇家圣谕中学课程体系的设计特点，可将汉语教学的总体情

况概括如下： 

第一，选修班，帮高皇家圣谕中学初中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可分成各种

专业，如理科、数学、科学等，每个专业的课程都不一样。学生可以选修第二

语言，其中有汉语和日语。因此，汉语学习也是学生的一门选修课。汉语选修

班和汉语必修班的教学内容不一样。选修班的教学目的是听和说，其次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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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汉语课程所教授的都是汉语基础知识。按照零基础统一安排课程，从易到

难，循序渐进，使学生能够在较轻松的氛围之下接触汉语，学习汉语。 

第二，必修班。帮高皇家圣谕中学分为各种专业，语言方面可以分为英语

专业、日语专业、汉语专业等。学生又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专业。对汉语兴趣的

学生把中文作为他们的专业进行学习。因此，汉语是他们的必修课程和主修课

程，汉语的课程安排也比其他课程多。据调查统计，目前学校有初中一年级九

个班，高中一年级至三年级十个班。汉语班初中生每周一共上八节汉语课，包

括综合课四节、口语课一节、听力课一节、阅读课一节、HSK 汉语水平考试课

一节。另外，汉语专业班高中生每周一共上十六节汉语课，包括综合课六节、

口语课两节、听力课两节、阅读课两节、写作课两节、HSK 汉语水平考试两

节。所以学生的汉语水平比较高，汉语的成绩也比较好。 

第三，学生用书。帮高皇家圣谕中学汉语选修班和必修班在课程设置、教

学设计、所用教材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各班级所选用的教材如下： 

选修班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汉语口语速成入门篇上》（北京语言大学出

版社）； 

选修班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成功之路起步篇》（北京语言大学出版

社）； 

选修班初中三年级的学生——《汉语会话 301 句上册》（北京语言大学出版

社）； 

选修班高中一年级的学生——《汉语口语速成入门篇下》（北京语言大学出

版社）； 

选修班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初级汉语（一）》（任景文出版社）； 

选修班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快乐汉语第二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必修班初中一年级的学生综合课——《汉语教程一上》（北京语言大学出版

社）； 

必修班初中一年级的学生 HSK 课——《HSK1 标准教程》（北京语言大学出版

社）； 

必修班高中一年级的学生综合课——《汉语教程一下》（北京语言大学出版

社）； 

必修班高中一年级的学生 HSK 课——《HSK3 标准教程》（北京语言大学出版

社）； 

必修班高中二年级的学生综合课——《汉语教程二下》（北京语言大学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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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班高中二年级的学生 HSK 课——《HSK4 标准教程》（北京语言大学出版

社）； 

必修班高中三年级的学生综合课——《汉语教程三下》（北京语言大学出版

社）； 

必修班高中三年级的学生 HSK 课——《HSK5 标准教程》（北京语言大学出版

社）。 

只要针对汉语感兴趣的学生，应用有效的教学材料，能够吸引他们的注意

力让其乐在其中，从而产生学习的兴趣，学习起来会更加轻松认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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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帮高皇家圣谕中学汉语教师网络教学情况调查帮高皇家圣谕中学汉语教师网络教学情况调查帮高皇家圣谕中学汉语教师网络教学情况调查帮高皇家圣谕中学汉语教师网络教学情况调查    

 

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帮高皇家圣谕中学汉语教师汉语的网络课堂教

学情况展开调查,分别是：（1）对理论知识的了解程度；（2）教学活动的设计；

（3）网络课堂教学组织情况；（4）教学反思。本次共调查了汉语教师 12 位，

其中泰国老师 7 位，中国教师 5 位。 

    

一、一、一、一、针对帮高皇家圣谕中学教师汉语网络课堂教学的调查针对帮高皇家圣谕中学教师汉语网络课堂教学的调查针对帮高皇家圣谕中学教师汉语网络课堂教学的调查针对帮高皇家圣谕中学教师汉语网络课堂教学的调查    

（一）（一）（一）（一）教师理论教学的程度教师理论教学的程度教师理论教学的程度教师理论教学的程度    

图图图图 1111 教师对课堂理论教学的了解程度教师对课堂理论教学的了解程度教师对课堂理论教学的了解程度教师对课堂理论教学的了解程度    

 

根据相关的调查结果表明,有 80%的教师对理论知识有一个大致的认知与了

解,认为自身对课堂理论教学较为一般了解的教师占比 20%,由此可见,大多数教

师认为其对理论的掌握较为片面,如何将理论内容应用到实际的教学实践中，还

有待深入探索。而一些理论内容在具体实践中会被忽略或遗忘。接受采访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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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老师说：“这个理论可能家喻户晓，但教学中遇到的问题更难解决。”通过采

访，笔者认为大部分教师的专业理论素质和能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图图图图 2222 教师任教前是否接受过理论培训教师任教前是否接受过理论培训教师任教前是否接受过理论培训教师任教前是否接受过理论培训    

 

在教师任职之前,有 80%的教师接受过有关于教学方面的理论培训,仅有 20%

的教师未接受过专门的指导与理论培训。在接受调查的教师中，大部分是对外

汉语教师。在专业培训过程中，要学习语言知识、教学方法、课堂管理等一系

列课程，使教师掌握第二课堂相关的基础知识和汉语课堂教学的基础知识。同

时，泰国国家汉办培训机构也积极提供与汉语课堂活动相关的理论培训内容。 

（二）（二）（二）（二）网络课堂教学活动的设计网络课堂教学活动的设计网络课堂教学活动的设计网络课堂教学活动的设计    

    

表表表表 3333 教师设计网络课堂教学活动遵循的原则教师设计网络课堂教学活动遵循的原则教师设计网络课堂教学活动遵循的原则教师设计网络课堂教学活动遵循的原则    

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占比占比占比占比    

可操作性 40% 

学生主体性 100% 

目的性 60% 

趣味性 60% 

多样性 60% 

    

在网络课堂教学活动的设计原则方面,选择“学生主体性”的占比均达到了

100%,同时有“目的性”“趣味性”“多样性”占比为 60%,而教师选择了“可操

作性”占比均达到了 40%。而且网络课堂教学活动的设计首要考虑的是实现教

学目标,无目的性的课堂教学活动,很难取得成效的。同时，如果课堂教学活动

没有可操作性，可能会导致教学活动无法有效实施，或者在实施过程中被迫中

断，从而导致课堂问题时有发生。此外，为了激发学生积极参与汉语学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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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还需要高度重视兴趣原则。 

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可操作性”的占比相对不高。这表明有少数教师忽视

了学生的可操作性。在设计教学活动时，主要是站在教师的立场上，没有高度

重视学生的可操作性。在采访中，作者还了解到，教师往往更倾向于关注更好

或更活跃的学生的需求。“有些学生想参加，但他们的能力和水平非常有限，”

周志愿者说。因为独立体的汉语水平和其他同学的差距很大。因此，为了满足

大部分学生的需求，教师主要根据课堂教学设计活动的整体水平进行有效实

施。学生在汉语学习的过程中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即使他们有很强的参与意

愿，但由于自身综合水平和能力的限制，也无法积极参与具体的教学实践活

动。因为学生的汉语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泰语教学有机会参与到这个不平等

的活动中来。在一个大班里，同学们没有时间、精力和兴趣学习中文。同样，

缺乏一致性和个体差异。对此，如何让每个学生积极参与具体的学习活动，提

高语言知识和技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反过来又从整体上体现了学生的

主观原则。这就要求教师找到符合学生能力水平要求的汉语教学方法。 

图图图图 4444 教师网络课堂教学活动的教师网络课堂教学活动的教师网络课堂教学活动的教师网络课堂教学活动的设计要设计要设计要设计要素素素素    

 

根据相关的调查结果表明,有 60%的教师选择“学生学习特征”，选择“教学

目标”的教师占比为 20%，选择“学生学人数”作为设计因素的教师占比 20%,

是教学活动设计需要考虑的因素。此外，调查数据显示，在线教学活动的设计

要素中，教师普遍注重教学内容的选择和设计，教学内容是教学活动有效实施

的基本前提。活动的设计将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同时，教学对象也是教师关

注的一个要素。具体来说，在设计教学活动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学生的汉

语学习水平、人数、年龄、学习特点等。根据数据调查的结果，教师们非常关

心学生汉语水平的分析。这是因为教学活动的内容、形式和难度与学生的汉语

水平密切相关。此外，泰国的大部分教师都负责在多个班级教授中文。根据个

人、班级、年级的不同，区分学生的汉语水平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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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一般来说，不同年龄的学生有不同的学习特点，也

存在一定的差异。初中（13-15 岁）阶段，学习非常活跃，活动能力和心理素

质强，但自控能力较弱，缺乏合作意识。高中（16-18 岁）学生思维活跃，学

习理解力强，善于探索和有效运用语言学习规律，自学能力较强。学习兴趣薄

弱。教师只有掌握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学习特点，才能有效实施“因材施教”的

教学方法，从而积极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让学生充分发挥他们

自己的积极因素，同时。克服诸多不利因素，班级汉语口语教学活动得以顺利

开展。每个班的学生人数通常在 35 到 40 个人之间，学生人数相对固定，这对

更好地开展汉语口语教学大有裨益。 

不同的班级规模会对教学活动类型的组织和设计产生很大的影响。通过研

究以往关于课堂教学活动设计原则的文献可以发现，少数教师意识到课堂教学

活动的设计需要符合目的性设计原则，但在实践过程中却非常容易忽视教学目

标。在具体教学活动的设计中，对其他设计元素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教师通常

不会考虑课程安排的影响。同时，大多数学校并没有系统地教授中文。教学过

程中缺乏详细而明确的规则。因此，大部分教师对课程的认识不够深入，存在

错误的思想观念，使他们在课程设计中忽视了课程安排的要素。 

（三）（三）（三）（三）课堂教学组织情况课堂教学组织情况课堂教学组织情况课堂教学组织情况    

图图图图 5555 教师对网络课堂教学的组织情况教师对网络课堂教学的组织情况教师对网络课堂教学的组织情况教师对网络课堂教学的组织情况    

 

根据相关的调查结果表明,有 60%的教师课堂教学的组织情况较为一般,认为

自身对课堂教学的组织情况较为比较好占比 40%,由此可见,大多数教师认为其

对网络课堂教学的组织情况的掌握较为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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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 6666 教师对网络教师对网络教师对网络教师对网络课堂教学的主要问课堂教学的主要问课堂教学的主要问课堂教学的主要问题题题题    

 

这表明网络课堂教学大部分学生仅是根据规则与秩序参与和教学活动,教师

在“学生不开麦克疯或不开像头”等方面,也维持着正常的课堂教学纪律。但同

时也存在着一些课堂问题。其中,最为突出当属课堂纪律的中断,选择这一点的

教师占比 80%。同时，有 20%的教师认为“学生不参与课程教学活动”,是一类

极为常见的课堂教学问题等这些问题，在泰国在线课堂的中文课中，这种情况

非常普遍。原因是学生性格比较活跃，自我管理能力不高，性很弱。另外，网

络线路也经常出现问题，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网络经常卡顿，尤其是老师让

学生回答问题时，学生会提到网络不好等问题。教师管理课堂的能力有待进一

步提高。因此，要加强对泰国文化和教育的认知和理解，不断丰富和积累教学

和管理经验，使泰语的基础应用能力显着提高，有利于汉语教学的顺利进行，

执行。 

同时，通过对一位老师的采访，我了解到老师之所以选择采用多种教学方

式给学生上网课，是因为这样可以节省大部分备课时间，而且只需要一个少量

时间即可完成课件制作。而且课件可以重复使用，重要的是通过多种教学方

式，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教师甲如是

说。 

“网络教学的过程中，若是突然发生了问题，教师会怎样去解决？”教师

乙回答道：“我使用多设备进行教学，如遇突发状况可用另一设备给学生说明情

况并布置作业。当问题解决后,“对于“网络课堂教学”您在教学过程中遇到哪

些问题？”教师丙回答道：“使用教室的多媒体设备播放听力，居家上课的同学

听不清，存在杂音。“您对 “网络课堂教学”有什么建议？”，教师乙回答道：

1.课前积极备课。2.课中应想办法激发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3.课后及时联

系不积极参与课堂活动的学生。通过访谈的结果了解到有半数以上的教师认为

学网络教学使用多设备进行教学对于学生的学习,有着重要的影响。由此可知,

当前帮高皇家圣谕中学的汉语网络课堂学习备课,还有着极大的上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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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帮高皇家圣谕中学泰国学生汉语网络课堂学习情况调查帮高皇家圣谕中学泰国学生汉语网络课堂学习情况调查帮高皇家圣谕中学泰国学生汉语网络课堂学习情况调查帮高皇家圣谕中学泰国学生汉语网络课堂学习情况调查    

 

对帮高皇家圣谕中学泰国学生汉语网络课堂学习情况的调查，包括以下四

个方面的内容：（1）对网络课堂学习的态度；（2）对网络课程设置和教材选用

情况的态度；（3）网络课堂教学对汉语水平提高的作用；（4）网络课堂教学更

适合哪些方面的学习。 

本次调查共发出调查问卷 152 份,回收有效问卷 152 份。其中选修班的学生

109 份，必修班初中 20 份，必修班高中 23 份。 

    

一、一、一、一、对网络课堂学习的态度对网络课堂学习的态度对网络课堂学习的态度对网络课堂学习的态度    

    

表表表表 1111 如果同时有汉语网络课程和课堂课程，学生选哪种（如果同时有汉语网络课程和课堂课程，学生选哪种（如果同时有汉语网络课程和课堂课程，学生选哪种（如果同时有汉语网络课程和课堂课程，学生选哪种（n=152n=152n=152n=152））））    

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网络课程网络课程网络课程网络课程    课堂课程课堂课程课堂课程课堂课程    

占比    28% 72% 

 

据上表可知，有 28%的学生选“网络课程”，有 72%的学生选“课堂课程”。

据此可以判断出网络课堂教学对学生则不选，学生对课堂课程收到了大部分学

生的认可。 

 

表表表表 2222 学生汉语学习的喜好情况（学生汉语学习的喜好情况（学生汉语学习的喜好情况（学生汉语学习的喜好情况（n=152n=152n=152n=152））））    

题项题项题项题项    占比占比占比占比    

汉语拼音 13% 

网页上问答题 18% 

生词 10% 

句型操练 9% 

写汉字 10% 

做练习题 10% 

网页上的游戏 30% 

  



22 

通过对上表的分析可知,学生尤其喜欢通过网页上的游戏的方式学习汉语,

所占的比重为 30%,而喜欢句型操练的学生占比最小,仅为 9%,其次为“生词”、

“写汉字”、“做练习题”,占比 10%。据此，能够判断出大部分学生喜欢通过

“游戏的方式”的学习汉语。 

    

表表表表 3333 对汉语表达方式难易程度的看法（对汉语表达方式难易程度的看法（对汉语表达方式难易程度的看法（对汉语表达方式难易程度的看法（n=152n=152n=152n=152））））    

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很难很难很难很难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不难不难不难不难    

占比    20% 55% 25% 

 

由表可知，当前有大部分的学生认为网络汉语课堂的表达方式很难，只有

25%的学生认为网络汉语课堂不难，进而反映出帮高皇家圣谕中学网络汉语课堂

教学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表表表表 4444 对网络课堂活动的满意度（对网络课堂活动的满意度（对网络课堂活动的满意度（对网络课堂活动的满意度（n=152n=152n=152n=152））））    

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非常满意非常满意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不满意不满意不满意不满意    

占比    50% 40% 10% 

 

根据对课堂活动满意度的调查发现，有 50%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未能达到

半数以上，有 10%的学生对课堂活动不满意，由此可以判断出当前课堂活动的

满意度较低，即教师所设计的网络课堂教学活动，依然无法获得良好的效果。 

    

二二二二、、、、对网络课程设置和教材选用情况的态度对网络课程设置和教材选用情况的态度对网络课程设置和教材选用情况的态度对网络课程设置和教材选用情况的态度    

    

表表表表 5555 在网络在网络在网络在网络课程设置和教材选用课程设置和教材选用课程设置和教材选用课程设置和教材选用是否适合（是否适合（是否适合（是否适合（n=152n=152n=152n=152））））    

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合适合适合适合适    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    

占比    85% 15% 

 

通过对学生的调查了解到有 85%的学生认为“在网络课程设置和教师选用教

材”非常合适，有 15%的学生认为不合适。据此可以判断出使用多样化的教学

法收到了大部分学生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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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6666 在网络在网络在网络在网络课堂课堂课堂课堂上教师使用软件（上教师使用软件（上教师使用软件（上教师使用软件（n=152n=152n=152n=152））））    

教材选教材选教材选教材选用用用用    占比占比占比占比    

LINE 13% 

Google Meet 80% 

Google Classroom 3% 

Google Site 2% 

Facebook 2% 

 

通过对上表的分析可知，有 80%的学生认为通过 Google Meet 软件的方式上

网络课堂学习汉语，所占的比重为 80%，有 13%的学生认为通过 LINE 软件的方

式上网络课堂学习汉语，有 3%的学生认为通过 Google Classroom 软件的方式上

网络课堂学习汉语，还有 2%的学生认为通过 Google Site 软件、Facebook 软件

的方式上网络课堂学习汉语。据此能够判断出,认为“Google Meet”的软件在

网络课堂的学生占大多数。 

    

表表表表 7777 在网络在网络在网络在网络课堂课堂课堂课堂上教师使用上教师使用上教师使用上教师使用教材教材教材教材（（（（n=152n=152n=152n=152））））    

教材选教材选教材选教材选用用用用    占比占比占比占比    

网页上的游戏 Wordwall 10% 

网页上问答题 Kahoot 5% 

网页上练习题 Live Worksheet 7% 

Powerpoint 16% 

教师编写练习 PDF 15% 

课本练习 40% 

抖音 Tiktok 2% 

油管 YouTube 5% 

 

由上表可知,有 40%的学生认为教师在网络课堂上通过“课本练习”的教

材，有 16%的学生认为教师在网络课堂上通过“Powerpoint”的教材，有 15%的

学生认为教师在网络课堂上通过“教师编写练习 PDF”的教材，有 10%的学生认

为教师在网络课堂上通过“网页上的游戏 Wordwall”的教材，有 7%的学生认为

教师在网络课堂上通过“网页上练习题 Live Worksheet”的教材，有 5%的学生

认为教师在网络课堂上通过“网页上问答题 Kahoot”、“YouTube 油管”的教

材，还有 2%的学生认为教师在网络课堂上通过“Tiktok 抖音”的教材。据此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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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判断出,认为“Powerpoint”的教材在网络课堂的学生占大多数。 

    

表表表表 8888 网络课堂教学应该增加的内容网络课堂教学应该增加的内容网络课堂教学应该增加的内容网络课堂教学应该增加的内容    （（（（n=152n=152n=152n=152））））    

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占比占比占比占比    

复习以前学过的内容 20% 

多听读 10% 

多做练习 25% 

多做游戏 37% 

其他 8% 

 

由表 5 可知,有 37%的学生希望教师可以在网络课堂上增加“多做游戏”，

有 25%的学生希望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增加“多做练习”的内容，有 20%的学生希

望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增加“复习以前学过的内容”，有 10%的学生希望增加

“多听读”的内容，还有 8%的学生选择了增加其他内容。据此，能够判断出大

部分学生喜欢增加“多做游戏”的内容。 

    

三三三三、、、、网络课堂教学对汉语水平提高的作用网络课堂教学对汉语水平提高的作用网络课堂教学对汉语水平提高的作用网络课堂教学对汉语水平提高的作用    

    

表表表表 9999 网络网络网络网络课堂教学课堂教学课堂教学课堂教学对汉语课表达水平提高是否有用（对汉语课表达水平提高是否有用（对汉语课表达水平提高是否有用（对汉语课表达水平提高是否有用（n=152n=152n=152n=152））））    

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有用有用有用有用    否否否否    

占比    80% 20% 

 

据上表可知，有 80%的学生认为“网络课堂教学对汉语课表达水平提高有

用”，有 20%的学生则不这样认为。据此可以判断出网络课堂教学对汉语课并末

得到了大部分学生的认可。 

    

表表表表 11110000 学生对自己的汉语水平是否有进步（学生对自己的汉语水平是否有进步（学生对自己的汉语水平是否有进步（学生对自己的汉语水平是否有进步（n=152n=152n=152n=152））））    

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很有进步很有进步很有进步很有进步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没有进步没有进步没有进步没有进步    

占比    70% 18% 12% 

 

通过对学生的调查了解到，有 70%的学生认为自己的汉语水平有了极大的进

步，有 18%的学生认为没什么进步，还有 12%的学生并不知道自己进步与否。据

此,说明大多数学生都认为自己的汉语水平很有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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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1111111 是否能够提升自身价值（是否能够提升自身价值（是否能够提升自身价值（是否能够提升自身价值（n=152n=152n=152n=152））））    

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是是是是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否否否否    

占比    80% 14% 6% 

 

在接受调查的 152 名学生当中，有 80%的学生认为能够提升自身价值，对于

汉语的学习非常重要，表明学生在网络课堂学习当中主动性与积极性,同时，为

了使网络课程顺利进行，教师会将学生的注意力，向学生充满了解内容。 

    

表表表表 11112222 在网络在网络在网络在网络课堂课堂课堂课堂上使用多样化的教学法对哪些方面有帮助（上使用多样化的教学法对哪些方面有帮助（上使用多样化的教学法对哪些方面有帮助（上使用多样化的教学法对哪些方面有帮助（n=152n=152n=152n=152））））    

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占比占比占比占比    

提高学习趣 23% 

提高学习积性 25% 

集学习注意力 20% 

增加课堂乐趣 22% 

提高学习成绩 10% 

 

通过表 10 可知，25%的学生认为使用多样化的教学法对提高学习积性有帮

助，23%的学生认为有助于提高学习趣，22%的学生认为使用多样化的教学法增

加课堂乐趣有帮助，20%的学生认为可以帮助他们集中学习注意力，有着极大的

帮助，而有 10%的学生认为有助于提高其学习成绩。据此能够判断出，认为提

高学习积极性的学生占大多数。 

    

表表表表 11113333 在提高自身学习积极性方面的重要性（在提高自身学习积极性方面的重要性（在提高自身学习积极性方面的重要性（在提高自身学习积极性方面的重要性（n=152n=152n=152n=152））））    

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    

占比 56% 34% 10% 

 

在接受调查的 152 名学生当中，有 56%的学生认为自身学习积极性，对于汉

语的学习非常重要，表明教师在网络课堂教学当中，应该充分的激发出学生的

学习主动性与积极性，从而提升课堂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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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网络课堂教学更适合哪些方面的学习网络课堂教学更适合哪些方面的学习网络课堂教学更适合哪些方面的学习网络课堂教学更适合哪些方面的学习    

    

表表表表 14141414 网络课堂教学更适合哪些方面的学习网络课堂教学更适合哪些方面的学习网络课堂教学更适合哪些方面的学习网络课堂教学更适合哪些方面的学习    （（（（n=152n=152n=152n=152））））    

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占比占比占比占比    

听力 40% 

口语 28% 

阅读 22% 

书写 10% 

 

通过对上表的分析可知，学生尤其喜欢通过听力的方式网络课堂学习汉

语，所占的比重为 40%，有 28%的学生喜欢通过口语的方式，有 22%的学生喜欢

通过阅读的方式,还有 10%的学生认为书写的方式不合适网络课堂教学。据此可

以判断出大部分的学生网络课堂喜欢听力的方式。 

    

表表表表 15151515 网络课堂教学的学习效果网络课堂教学的学习效果网络课堂教学的学习效果网络课堂教学的学习效果    （（（（n=152n=152n=152n=152））））    

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占比占比占比占比    

效果提升 78% 

效果一般 14% 

效果较低 8% 

 

通过表 15 可知，78%的学生认为网络课堂的教学法对效果提升，14%的学生

认为有效果一般，而有 8%的学生认为有效果较低。据此能够判断出，认为效果

提升的学生占大多数。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泰国学生在网络学习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未能有效利用时间。帮高皇家圣谕中学网络课程每周安排 45 分钟的

课程，因此泰国中学生回家后仍可学习中文。在该校的152名学生中，有50%的

学生表示非常满意，未能达到半数以上，有 10%的学生在回家以后没有自觉地

充分利用课余时间进行预习和复习、据此能够判断出网络学习方法效果提升的

学生占大多数。 

第二，学生对汉语缺乏兴趣。研究结果表明，有些汉语学习的学生不真正

想学汉语。在网络课程上，学生进入课堂但是去做别的事情，不听课，而学生

懒散，在网络上但不回答问题。学生不预习复习。网络上课无法很好的监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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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解决方案教师在网络上教学，学生能按照老师要求预习和复习，家长也能

参与监督孩子的学习，如果只靠老师，学生的学习效果不会很好。学生要做出

相应的决定，即是否把汉语作为一门课来学习。如果你对学习汉语不感兴趣或

对汉语兴趣不大，可以转学其他课程。而那些喜欢学习中文、对中文感兴趣的

人，会更加渴望学习中文。课程还需要积极鼓励学习者对学习汉语的兴趣，教

师要鼓励学习者继续学习汉语。 

第三，课外接触汉语的机会很少。可知，这个问题更难解决，因为学习者

并不生活在目标语言国家，也没有相应的学习环境。教师可以组织更多的学习

者接触汉语，比如组织学习者与汉语教师进行有效的交流，或者在中国组织夏

令营。 

第四, 是学生的汉语水平低，所以不能很好地适应网络课堂教学的这种教学

模式，并导致学习效果不好。汉语水平的提高来自多方面的因素。如果学习者

非常喜欢学习中文，他们会非常努力地学习。合理安排教学环境，选择合适的

教材尤为重要。同时，教师还需要具备较强的综合素质。 

泰国政府教育改革的创新是学习改革。西方学习模式提倡快乐学习，追求

智力与综合素质的平衡。传统的“听说”教学模式不是一味追求学业成绩，而

是向新的学习成果转化。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的特点是不

以学生个体为学习单位，而是以学生为学习单位。与学业成绩相比，学习过程

更为重要。中文教师真正的责任是引导学生，让他们充分体现自己的学习兴

趣。课堂气氛有趣、友好、令人兴奋。在某种程度上，它侧重于教学的有趣方

面。这与严格的学习环境息息相关，教师需要转变教学模式，营造轻松愉悦的

学习环境，轻松愉悦的学习环境。这种模式是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崇尚自由和

快乐，更重要的是，把学生的能力放在首位。然而，由于泰国一直是传统的教

学模式，学习方式的突然转变，导致很多泰国学生失去了学习的压力和动力，

学习第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下降。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学生找不到合适的学

习方法，进而影响整体的学习效果。另外，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合适网络教育，

应用多样化教材（网页上，PPT，游戏）进行教学对学生的学习很有效果，使学

生对课堂内容的口头表达和反馈，作业，测试和考试。鼓励学生提高回答问题

积极性。最终的结果就是学生对学习中文失去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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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帮高皇家圣俞中学汉语网络课堂教学的帮高皇家圣俞中学汉语网络课堂教学的帮高皇家圣俞中学汉语网络课堂教学的帮高皇家圣俞中学汉语网络课堂教学的    

特点与问题分析特点与问题分析特点与问题分析特点与问题分析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中心网络教育的功能中心网络教育的功能中心网络教育的功能中心网络教育的功能    

    

一、一、一、一、教师力量优势教师力量优势教师力量优势教师力量优势    

在这一情况下,线上汉语教学的出现，极大地缓解了师资不足的问题。一个

老师，再怎么能干，一天只能工作几个小时，一个班只能教几十个学生。然

而，当在线汉语教学平台推出各类电子课程时，可以为数千甚至数万名学生提

供教学，而时间灵活的在线电子课程无疑将为众多学生提供极大的帮助。相对

于线下教育只能由生活在泰国的当地教师授课，电子课程可以由来自世界各地

的优秀教师制作，无疑将保证在线课程的制作水平。随着现代直播技术的发

展，语言教育中极为重要的交流和学习也可以通过在线直播来满足，从而使在

线汉语教育在师资方面获得很大的发展优势。例如：教师直接使用 Google Meet

平台展示的功能共享屏幕，将知识点生词进行可视化的外理。利用媒体技术,可

以提供有关科学现象、事物形态、物质结构等事实,使学生获得真实的直观经，

再如教师应用多媒体课件，对生词及课文进行展示： 

图图图图 7 7 7 7 GoogleGoogleGoogleGoogle    MeetMeetMeetMeet 平台展示生词的内容平台展示生词的内容平台展示生词的内容平台展示生词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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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 8 8 8 8 GoogleGoogleGoogleGoogle    MeetMeetMeetMeet 平台展示课文的内容平台展示课文的内容平台展示课文的内容平台展示课文的内容    

 

图图图图 9 9 9 9 GoogleGoogleGoogleGoogle    MeetMeetMeetMeet 平台展示平台展示平台展示平台展示 YouTubeYouTubeYouTubeYouTube 的音视频的音视频的音视频的音视频    

 

网络教育平台的呈现功能,减少了课堂上的重复作业,为教师节省了珍贵的

课堂教学时间，而网络。多媒体课件比书本内容更加生动，进而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帮助汉语学习者牢记各项知识点,帮助汉语学习者牢记各种知识点，同时对

内容有更好的理解。 

 

二、二、二、二、政策支持优势政策支持优势政策支持优势政策支持优势    

对于线上中文机构而言，泰国已有大量发展水平较高的线下培训机构，无

疑是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虽然这些培训机构的业务在过去的疫情中受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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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的冲击，但总的来说，这些机构仍然拥有比较庞大和稳定的客户群和在

泰国经营的主场优势。但疫情前后“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以及泰国政府推出

相关在线教育系统，使得在线中文教育机构获得了更为全面的政策支持。“一带

一路”的推进，让中国相关企业在外贸方面获得了更多国内政策支持。为在疫

情期间保持国内教育发展，泰国大力引进与中国相关的在线教育平台，这将有

助于获得泰国的政策支持。    

    

三、三、三、三、提供示提供示提供示提供示范范范范,,,,便于模仿便于模仿便于模仿便于模仿    

网络教学媒体可以提供一系列标准的行为模式供学习者练习和模仿。以软

件的视频教程为例，它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标准的操作模式。使用这些教程和老

师的课堂指导，既可以避免老师的重复性工作，又可以带来更好的教学效果。

如果网络课程设置得当，能够全面覆盖实践需要的方方面面，听、说、读、

写、读的教学效果相当于课堂教学，但不如课堂教学效率高。 

    

四、四、四、四、呈现过程呈现过程呈现过程呈现过程,,,,解释原理解释原理解释原理解释原理    

网络教学媒体可以呈现完整的运动过程。共同事物的生长和发展，帮助学

习者了解共同事物的本质规律和发展过程的规律。尤其是电视、视频、计算机

等教学媒体，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些特别典型的视频资料，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

我们的教学过程。对于汉语课程的学习，初中阶段的学习者可能更喜欢使用课

堂学习的方式，而不是在线课程。未来的中文在线课程应该更多考虑语言的人

性化、自然设计与交互、沟通问题以及如何及时反馈。 

    

五、五、五、五、深化对中国的了解深化对中国的了解深化对中国的了解深化对中国的了解    

对于选择在泰国学习中文的人来说，他们的学习目的主要是专注于与中国

相关的业务。虽然少数人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与新加坡等华语国家和地区的游客

或商人建立联系，但绝大多数人仍然是为了更好地与中国游客到泰国或中国电

子商务和企业交流。因此，相比泰国本土教师，在线中文教育平台无疑对中国

的了解更深，能够有效帮助提高学生对中国文化、当前网络热门内容、中国国

内情况、相关中国游客的喜好和购物等方面的了解。对倾向等各种信息的掌握

程度，无疑比线下中文教育更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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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补充功能补充功能补充功能补充功能    

多媒体汉语教学可以弥补传统汉语教学中信息外延的不足，为学生提供多

元化的语言学习环境，创造更多的语言交流机会和场合，从而加深学生课堂的

开放性，或应用图片、视频等工具可以提高学生对汉语学习的兴趣，以及对抽

象文化概念的理解，使他们同时具备对外汉语学习的能力。PPT 和各种与汉语

学习相关的应用，如百度、微信、微博等，是实现多媒体技术教学和辅助功能

的重要媒介。如当教师在网络汉语课堂上解释“重”和“轻”的反义词，就可

以应用 Google Meet 平台分享 PPT 图文的内容，帮助学生在课前初步了解词的

概念。 

图图图图 10 10 10 10 GoogleGoogleGoogleGoogle    MeetMeetMeetMeet 平台分享平台分享平台分享平台分享 PPTPPTPPTPPT 图文的内容图文的内容图文的内容图文的内容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中心网络教育的主要特点中心网络教育的主要特点中心网络教育的主要特点中心网络教育的主要特点    

    

一、一、一、一、教学方式灵活多样教学方式灵活多样教学方式灵活多样教学方式灵活多样    

网络教育的主要特点是可交互互动，是主动的、交互性、互动式的教学，

更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有助于学生更主动地思考问

题、使理解问题并解决问题。教师可以通过卫星、互联网和视频会议系统等进

行双向或单向的实时授课教学。 

此外，目前许多网络教育平台都有带有类似的系统功能，可以支持学生方

便地进行通信，共享空间、应用软件和协同工作等。网络教育平台还能够在网

络课堂上实现语音、图片展示、音频播放、等多样化文件的共享，并成为网络

课件补充内容。正是这些丰富的推广形式。使网络教学方面的研究，愈加的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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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多彩，通过网络教育平台进行双向或单向的实时授课教学，从而激发出学生

学习汉语的兴趣。 

    

二、二、二、二、跨时空跨地域跨时空跨地域跨时空跨地域跨时空跨地域    

网络教学方面使对外汉语教学变得简单易懂。利用多媒体技术或多样化技

术，我们可以联系国内外教师。师生可以通过多媒体在线课程观察和分享汉语

学习心得。例如，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观察北京语言大学的语言。在示范课

上，还可以通过网络教育平台与学习者进行视频词汇教学。教师将通过软件发

送预先准备好的图像和视频，并使用多媒体创建虚拟在线课堂。甚至家庭作业

的形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传统的英语口语教学任务要求学生在课堂上练

习对话。在课堂上，教师随机挑选一组学生进行对话练习。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通过网络教育平台等在线讨论，减少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拓宽学习者的学

习思路，提高汉语学习的效率。多媒体倡导的新教学方法打破了传统汉语教学

在学习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并且通过多媒体教学，学生的学习不必完全按照

课程时间来安排。外国留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相对自由地选择学习时间

和地点，安排学习内容，或者利用碎片时间巩固学习，这也符合汉语教学的实

时更新和变化。 

    

三、三、三、三、多次重复使用多次重复使用多次重复使用多次重复使用    

与传统汉语教学的开发内容不同，教学资源的多媒体技术大部分是可以重

复使用的。这些资源的主要包括教师课前设计的多元化平台课件、教师在课堂

中布置的小组讨论作业、教师教室公共邮箱上的学习辅助工具，以及学生根据

自己的需要录制的作业视频和音频文件。丰富的多媒体资源让学习者随时随地

发现和学习，方便学生在课后或考前进行自我评价。同时，多媒体资源具有小

型化的特点，便于学生携带和管理。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需要，利用碎

片化的时间来完成，方便学生在课后或考前进行自我评价。此外，多样化的平

台资源具有小型化的主要特点，便于学生携带和管理。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

学习需要，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完成课程预习有利于教学活动的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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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分析网络教育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分析网络教育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分析网络教育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分析网络教育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一、一、一、学习的效率问题学习的效率问题学习的效率问题学习的效率问题    

许多学生还报告说，他们在在线课程上花费的时间比在课堂上花费的时间

更多，因为许多可以在课堂教学中集体完成的练习必须由每个学生在在线课程

中单独完成。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学生更喜欢选择面对面课堂学习的原因。在

Stepp-Greany (2002)的研究中也发现出了这一点。此外，课堂教学让学生可以

随时与同学和老师交流，随时解决问题，无需等待。这也是在线教学无法企及

的。而且从老师的角度来看，在线教学所花费的时间远比单纯的面对面课堂教

学要多得多。从在网络课程的设计到教学，教师完成的时间是课程教学的 2-3 

倍。由于学生的学习时间不同，相同的练习必须分开重复；学生的问题的答案

往往针对不同的对象重复多次，更何况老师有时会花时间帮助学生解决一些设

备和技术问题。由此可见，虽然在线教学最终能达到与课堂教学相同的教学效

果，达到教学目的，但它是以花费更多的教学时间为基础，不如课堂教学效率

高。 

 

二、二、二、二、学习的自觉性问题学习的自觉性问题学习的自觉性问题学习的自觉性问题    

在线课程的目的是为学习者提供时间和地点上的便利。然而，这种便利并

不一定会带来有效的学习成果。研究表明，远程网络语言教学要求学生具有高

度的自我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否则容易半途而废，导致辍学（Carr，2000；

Dreyer，Bangeni & Nel，2005）。这种现象在笔者的中文在线课程中也有所体

现。每个学期都有学生未能按时完成作业和学习内容，导致他们无法跟上进

度，最终不得不中断课程作业。在问卷调查中，3 名学生表示，避免偷懒、按

时学习、跟上课程进度也是他们学习网课的难点。因此，网络教学虽然由学习

者自己安排，但也必须对学生有严格的监督和要求，随时为学生提供帮助和指

导。在学习这门在线课程的过程中，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非常不充分。虽然

老师每学期都会在课程网页上发布学生的邮件，但方便学生互相帮助和交流。

学生也可以使用 WebCT Vista 中的讨论板进行交流，但无需教师监督。几乎没

有学生这样做。Beauvois (1998) 发现，在在线课程中，学生之间的互动比在

课堂教学课程中更多。这种现象在笔者的在线课程中并未出现。一方面，这可

能是由于学生的汉语水平和时间限制所致。另一方面，教师需要对他们进行进

一步的监督和指导，比如将他们加入到教学大纲的要求中，给予一定的分数。

让学生决定是否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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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多媒体应用方式单一多媒体应用方式单一多媒体应用方式单一多媒体应用方式单一    

以邦高皇家圣谕中学为例，部分教师对多媒体教学形式缺乏正确认识，片

面使用这种教学方式无法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价值。少数教师，尤其是青年

教师，过分重视多媒体课件的功能，认为每一门课都应该有多媒体课件。现在

邦高皇家圣谕中学非常重视多媒体教学的使用。学校不惜重金投入多媒体教室

和校园内网建设，鼓励教师精心制作多媒体课件，甚至选择优质课程作为应用

网络课件的关键指标，从而导致更多教师对多媒体讲座的有效性、学生的满意

度以及在教育课程和拥挤的多媒体教室中使用多媒体技术的不满，无论是否需

要。近年来，学校建立了 43 个多媒体教室。但每学期申请教师人数过多，无法

正常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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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 11 11 11 11 邦高皇家圣谕中学建立了邦高皇家圣谕中学建立了邦高皇家圣谕中学建立了邦高皇家圣谕中学建立了 43434343 个多媒体教室作为应用网络课件的关键指标个多媒体教室作为应用网络课件的关键指标个多媒体教室作为应用网络课件的关键指标个多媒体教室作为应用网络课件的关键指标    

    

四、四、四、四、体系并不完善体系并不完善体系并不完善体系并不完善    

对于在线汉语教学的发展而言，不完善的制度无疑会导致其无法满足部分

学生的独特需求。目前的在线汉语教材仍以常规教学课程为主，缺乏针对词

汇、语法或文化知识等特定类型课程的专门实践课程，以及为即将到来的考试

专门设计的突击训练课程等，女导致无法满足一些有更特殊要求的学生的需

求。此外，泰国目前的线下培训机构往往没有统一的教材标准，在线教育机构

无法在短时间内与不同的线下培训机构对接，在这些线下学习的人可以参考他

们的教材。机构。为学生提供专门的无缝课程。这使得原本在线下机构就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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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以留在原机构继续学习。这些机构还将利用现有的教师和学生资源，推

动自己的在线教育平台的发展，从而导致来自其他专业在线教育平台的竞争更

加激烈。    

    

五、五、五、五、教师缺少多媒体教室网络教育设备的教学操作经验教师缺少多媒体教室网络教育设备的教学操作经验教师缺少多媒体教室网络教育设备的教学操作经验教师缺少多媒体教室网络教育设备的教学操作经验    

多媒体教学，网络教育与培训必须成为每位新聘教师必须学习的课程内

容。同时，积极组织全校教师定期参加相应的课程培训非常重要。以邦高皇家

圣谕中学为例，由于教师的不合理操作，多媒体设备经常出现不同程度的损

坏，网络教育经常出现问题网络上课无法很好的监督学生，从而影响正常的教

学秩序。近 70%的设备维修统计是由于教师的操作。不当和操作错误。 

多媒体教学，网络教育与培训必须成为每位新聘教师的必修课，并定期组

织全校教师参加培训课程。包括多媒体软件和设备的操作。设备的运行是关

键。由于教师操作不当或操作不当，造成多媒体设备损坏，影响正常教学情

况。近 65%的设备维修统计是教师操作不当、操作失误造成的。 

21 世纪是多媒体信息的时代。以互联网技术为主要载体的多媒体教学具有

综合互动性和可视性的特点，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对汉语学习的兴趣，提高汉语

课堂教学水平。活动质量。但在使用多媒体设备进行教学的过程中，也会出现

各种问题，如使用不当，导致计算机死机或投影机损坏等。也有少数老师喜欢

在多媒体本体上放东西，这样设备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和影响。还有一些老

师不知道多媒体设备的具体操作。这些问题大多发生在老教授之间，也有少数

新教师对学校的多媒体设备不熟悉。此外，他们也不了解这些设备的具体操作

流程。对设备缺乏了解也是设备疑虑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会对设备造成很大

的损坏，还会影响教学质量。很多老师对设备的操作不熟悉，习惯于反复按键

或者直接重启，容易出现设备事故，但也有可能直接导致设备损坏，属于设备

硬件问题。同时，少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了解常用软件，不使用常用软件指

导教学。在课堂上很容易打开教材失败，也影响了正常的教学。此外，部分教

师使用设备后离开时未关闭设备，往往需要等待管理员检查，造成了资源的浪

费，极大的缩短了设备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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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帮高皇家圣俞中学汉语网络课堂教学的建议帮高皇家圣俞中学汉语网络课堂教学的建议帮高皇家圣俞中学汉语网络课堂教学的建议帮高皇家圣俞中学汉语网络课堂教学的建议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对帮高皇家圣谕中学教师进行汉语网络教学的建议和措施对帮高皇家圣谕中学教师进行汉语网络教学的建议和措施对帮高皇家圣谕中学教师进行汉语网络教学的建议和措施对帮高皇家圣谕中学教师进行汉语网络教学的建议和措施    

    

一、一、一、一、全面完善网络教学系统全面完善网络教学系统全面完善网络教学系统全面完善网络教学系统    

标准多媒体教学设备应包括计算机系统、投影展示系统、视听系统、环境

设备和集中控制。通过这些系统，可以实现多媒体互动教学系统。计算机系统

能够直接进行计算机教学、培训和演示，也可以通过许多各种软件制作不同学

科的教材。计算机系统可以使用台式计算机或膝上型计算机。投影显示系统由

高亮度、高分辨率的多媒体技术液晶投影机、视频展示架、投影屏幕等组成，

完成许多种图形信息的大屏幕显示。音视频系统主要包括 VCD、DVD、录像机、

音视频播放设备，如录像机、麦克风等声音传输设备、无线麦克风系统、功

放、音箱等扩声设备，部分学校也有调音台、混音器配备大屏幕投影系统，提

供出色的视听效果。环保设备主要是指能调灯、电动窗帘等，保证良好的学习

环境。 

 

二、二、二、二、努力提升网络教育的效率努力提升网络教育的效率努力提升网络教育的效率努力提升网络教育的效率    

以新的学习方式网络教育是任何其他学习方法都无法替代的。并且有自己

独特的优势因为它不同于教育模式许多刚接触网络教育的学生不知道如何学

习。而且很多学生成绩很差。往往是由于学习效率低下造成的。学习效率低往

往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学习爱好学习习惯和身体特征影响学习并非所有学生

都了解在线教育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果你想提高学习效率你必须掌握事

半功倍的方法。教师不时进行自我评估是很重要的。 

此外，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保证了良好的网络课程。教师必须选择一个易于

使用和有效的教学平台。熟悉平台的合理使用。并培训学生指导他们学习平

台，如何与老师进行有效、互动的交流，如何避免计算机界面中的随机视觉干

扰等。网络课程不同于面对面课程。教师很难本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并

且因为学生与屏幕分开因此很难感受到课堂的真实性。老师一直都在提高课堂

效率教师应在在线学习后实施适当的监测和评估措施。并及时向相关家长提出

建议，实现真正的家校融合。 

网络教学是一种新的教学模式。这就需要教师逐步提高核心素养，充分利

用优质网络资源。不断研究反思和改进自己的教学和教学方法。并致力于为学

生和家长改编和创作适合在线课程的艺术性和有效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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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努力提高网络学习的积极性努力提高网络学习的积极性努力提高网络学习的积极性努力提高网络学习的积极性    

在网络教学中，老师和学生之间有一个电脑屏幕或手机屏幕。学生可以看

到老师，但学生有时不开像头老师看不到学生。老师和同学可以通过连接麦克

风、打字等方式与老师和学生进行互动，但总的来说，网络教学仍以老师讲课

为主。如果学生在课堂上稍有不注意，溜走了，老师没办法告诉学生的重点

了，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网络课堂学习是针对学生的家庭学习。在没有

教师监督的情况下，对学生的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要增强学习的自觉性

和自律性。学习的自觉性和自律性是提高在线学习效果的最重要的一点。网络

教学中,教师一般使用课件。教师将课件的形式向学生展示本课的重点内容。 

因此，课后，学生要及时下载老师的课件，根据课件的内容重新组织知识

并结合自己的课堂笔记，然后好好消化理解。这项工作说起来容易，但坚持下

去却很难。所以，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有毅力。在网络教学的背景下，学

生要注意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合理安排时间，独立完成各种课文练

习。在完成练习的过程中，要注意多总结，多反思，寻找规律和公式，不断提

高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水平。 

    

四、四、四、四、充分发挥网络教育的优势充分发挥网络教育的优势充分发挥网络教育的优势充分发挥网络教育的优势    

在传统的教学为主的教学模式中，多媒体主要用于有效呈现教学内容。所

谓教学示范，是指按照教学计划和大纲的要求，对教学计划的主要内容、材料

和资料进行展示。在特定的显示设备上呈现，辅助教师讲解，实现高质量的知

识传播。在人多的多媒体教室里，教师会通过多媒体与电子投影仪的结合，重

点突出教学内容，并用图片或自制动画来呈现，方便学生理解和接受，从而实

现知识的合理传播。 

由于多媒体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融合，学生可以在多媒体课件

的作用下完成自主学习，也可以通过网络资源进行自学。这两类学习方法具有

共同的特点，是双向交互的学习方法。这种互动学习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发展认知能力，从而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得到显着提高。 

此外，现代远程教学是指基于计算机网络的开放式教学系统。随着网络通

信方式的出现，多媒体课件在计算机中的应用可以释放到网络空间中，从而完

成在线课程教学活动。通过开设在线课程，学生可以根据年龄按需学习，不限

于固定的时间和空间，即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当前水平，选择不同的学校和老

师，在自己的范围内完成合适的时间。因此，基于计算机网络的传播应该更加

便捷，能够为师生提供更广泛的学习、交流和互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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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注重对教师多媒体应用的培训注重对教师多媒体应用的培训注重对教师多媒体应用的培训注重对教师多媒体应用的培训    

提高教师使用多媒体的能力，以邦高皇家圣谕中学为例，主要是培养教师

使用多媒体相关的操作和教学技能，如课件制作、教学视频制作等，以便更好

地开展教学；此外，教师还需要不断学习更多的教学技巧。比如，如何在课堂

上应用多媒体技术，有效解决汉语教学中的难点知识，让学生在汉语教学课堂

中发挥主体作用，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有效掌握汉语。学习习

惯，充分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另外，2022年 3月 18日上午，朱拉隆

功大学孔子学院下属教学点邦高皇家圣谕中学举行本土中文教师线上教学法培

训，由于疫情影响，本次培训通过 zoom 线上会议的方式进行，朱大孔子学院高

级顾问兼中方代理院长傅增有教授、公派教师张彩云、江昊宇以及邦高皇家圣

谕中学全体本土中文教师参加了这次培训。傅增有教授在致辞中指出邦高皇家

圣谕中学作为朱大孔子学院下属教学点，在中文教学方面做了很多积极的探

索，取得了可喜成绩，目前泰国疫情形势依旧严峻，许多课程仍旧采用线上授

课，举行线上教学法培训，让老师们互相交流，提高教学质量是十分有必要

的，预祝本次培训圆满成功，各位老师们都能有所收获；邦高皇家圣谕中学中

文部主任胡慧心老师在发言中对朱大孔子学院表示感谢，为了提高本土中文教

师的教学水平，邦高皇家圣谕中学每年都与朱大孔子学院合作举行本土中文教

学培训，本期培训邀请到了朱大孔子学院公派教师张彩云、江昊宇两位老师，

张彩云老师的发言题目是《汉语教学语法的特点与实践》，张老师重点给老师们

介绍了教学语法的特点，并从汉语教学实践、语法讲解原则、有效练习方式等

方面做了详细的分享；江昊宇老师的发言题目是《文化教学经验分享》，从音

乐、舞蹈、武术、美食、旅游、电影等方面分享了一系列线上文化视频、音频

资源。江老师认为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要坚持适度原则，应该将知识性与趣

味性结合，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中国文化，避免加深刻板印象。培训中，邦高皇

家圣谕中学中文部的本土老师与培训老师进行了积极互动，本次本土中文教学

培训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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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 12121212    邦高皇家圣谕中学圆满举办本土中文教师线上教学法培训邦高皇家圣谕中学圆满举办本土中文教师线上教学法培训邦高皇家圣谕中学圆满举办本土中文教师线上教学法培训邦高皇家圣谕中学圆满举办本土中文教师线上教学法培训    

泰国朱大孔子学院泰国朱大孔子学院泰国朱大孔子学院泰国朱大孔子学院    

     



41 

结结结结    论论论论    

    

综上所述，随着中泰两国的活动的日益密切，以及汉语在国际上的地位越

来越高，在泰国的新冠病毒疫情很严重，泰国学校要按照泰国政府的规定，所

以世界各国都加强网络教育对汉语方面的教学研究。汉语有其自身的特点，无

论是在单词，语法和发音上，都与泰语有很大的不同，如果学习者不能正确、

彻底的理解，在网络课堂上就会觉得吃力以至于最后选择放弃。运用先进和多

样化的多媒体技术作为教学和学习的媒介，甚至选择优质课程作为应用网络课

件的关键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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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课件与多样

化的多媒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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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本文以邦高皇家圣谕中学为例，对网络课堂教学在对外汉语，

汉语教学中的应用，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论述，那么在线课程的教学效果应该和

课堂教学一样，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但效率不如面对面课堂教学，学生的学

习时间和教师的教学时间更多比课堂教学。由于在线教学主要是学生面对计算

机进行的，语言教学有其特殊性。口语练习需要一个轻松自然的交流环境，不

仅针对机器；汉字的书写练习也是电脑打字无法替代的。这些都造成了在线汉

语教学的局限性。本论文的研究虽然是基于本学期的实际教学，但还是以汉语

选修课和汉语必修课的学习为主。由于学生人数的限制，可用于研究的材料并

不充足，有些意见不能作为结论。和本次在线课程的设计和教学也存在一些缺

陷和片面性，所得结果不能一概而论对于一些在线课程，仍然需要越来越深入

的系统相关研究。从而促进泰国邦高皇家圣谕中学汉语教学水平的提高,同时

加强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使汉语逐渐成为国际化的语言,成为

连通各个国家之间的桥梁。为此，本文对泰国的汉语教育,进行深入的研究与

论述,并阐述过媒体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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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疫情期间，中国的线上汉语教育机构无疑有帮助于加强对泰国语言方面的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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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致致致    谢谢谢谢    

 

两年的研究生生活转眼即逝，特别是在泰国华侨崇圣大学读书的期间得到

了老师的关心以及朋友们很多无私的帮助，在此，对他们表示真心的感谢。 

首先，感谢我的家人，我的父母以及我的姐姐，每当我遇到困难与挫折

时，他们总是给予我鼓励，这次又机会认识泰国朋友和中国朋友，有不明白的

地方中国朋友一直帮助，有家人和朋友的鼓励我的论文才能得以顺利完成。 

再次，感谢我的导师覃东升老师，虽然我与导师不在同一个国家，但导师

总能给我及时的帮助，无论是开题报告，还是到论文的写作，导师都像那茫茫

大海中的灯塔随时为我指引着前进的方向。最后，感谢帮高皇家圣谕中学的老

师以及学生的合作，让我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依然现阶段，在泰国的新冠病毒

疫情很严重，本次论文又做出了网络课堂教育，可以静下心来反省自己以及提

升自身价值。 

在此，还要感谢各位答辩老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评议我的文章，由于

本人能力有限，在拙文中一定还存在着不少的漏洞和不足，望各位老师指正、

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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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    录录录录    

    

附录一附录一附录一附录一：：：：网络课程文字声音共显讲解样本示意网络课程文字声音共显讲解样本示意网络课程文字声音共显讲解样本示意网络课程文字声音共显讲解样本示意    

1.词汇讲解(用 PPT 与课文电子版的文字、声音显示) 

 

 
 

 

 

2.语法讲解(用 PPT 的文字、声音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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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话讲解(用 PPT 与课文电子版的文字、声音显示) 

 

 
 

 

 

4.课堂活动(用 Wordwall 网页上的游戏、声音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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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堂活动(用 Mentimeter 网页上的游戏、声音显示) 

 

    

    

6.课堂活动(用 YouTube 网页上的游戏、声音显示) 

 

 

 

 

 

 

 

 

 

    



48 

附录二附录二附录二附录二：：：：帮高皇家圣谕中学泰国学生汉语网络课堂学习情况调查帮高皇家圣谕中学泰国学生汉语网络课堂学习情况调查帮高皇家圣谕中学泰国学生汉语网络课堂学习情况调查帮高皇家圣谕中学泰国学生汉语网络课堂学习情况调查    

    

学生问卷调查学生问卷调查学生问卷调查学生问卷调查 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สำหรับนักเรียน    
泰国北榄府邦高皇家圣谕中学泰国学生汉语网络课堂学习情况调查 

การสำรวจ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ออนไลน์วิชาภาษาจีนของนักเรียนโรงเรียนราชวินิตบางแก้ว  
จ.สมุทรปราการ 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对网络课堂学习的态度；（2）对网络课

程设置和教材选用情况的态度；（3）网络课堂教学对汉语水平提高的作用；

（4）网络课堂教学更适合哪些方面的学习。 

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มีทั้งหมด 4 ด้าน ดังนี้ 1.ทัศนคติที่มีต่อการเรียนออนไลน์ 2.ทัศนคติที่มีต่อ
หลักสูตร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และการประยุกต์ใช้สื่อการสอน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แบบออนไลน์ 3.การ
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ออนไลน์สามารถพัฒนาระดับความรู้ภาษาจีนของนักเรียน 4.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รูปแบบ
ใดเหมาะกับ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ออนไลน์มากกว่า 

性别性别性别性别 เพศ：：：：� 男 ชาย � 女 หญิง  

年级年级年级年级 ระดับช้ัน：：：：� 初 1 ม.1  � 初 2 ม.2  � 初 3 ม.3  � 高 1 ม.4  � 高 2 ม.5  � 高 3 ม.6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 ประเภทห้องเรียน：：：：�  选修班  วิชาเลือกเพ่ิมเติมภาษาท่ี 2  
  �  必修班   ห้องเรียนพิเศษด้านภาษาจีน  

1.1.1.1. 对网络课堂学习的态度对网络课堂学习的态度对网络课堂学习的态度对网络课堂学习的态度 ทัศนคติท่ีมีต่อการเรียนออนไลน์ 
1）如果同时有汉语网络课程和课堂课程，你会选哪种？ 

 ให้นักเรียนเลือกเรียนระหว่าง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รูปแบบออนไลน์กับ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ใน
ห้องเรียน นักเรียนเลือกรูปแบบใด 

� 网络课程 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รูปแบบออนไลน์ 
� 课堂课程 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ในห้องเรียน 

2）下列选项当中，你最喜欢学习的是——。ให้นักเรียนเลือก 

A. 汉语拼音 สัทธอักษรภาษาจีน 

B. 网页上问答题 การตอบคำถามผ่าน Kahoot หรือเว็บไซต์อ่ืนๆ 

C. 生词 คำศัพท์ 
D. 句型操练 แบบฝึกหัด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ค 
E. 写汉字 เขียนตัวอักษจีน 
F. 做练习题 ทำแบบฝึกหัด 
G. 网页上的游戏 เล่นเกมส์ผ่าน Word wall หรือเว็บไซต์อ่ืน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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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列选对汉语表达方式难易程度的看法。 

นักเรียนรู้สึกอย่างไรกับระดับของความยากภาษาจีนท่ีเรียน 

� 很难 ยากมาก   � 一般 ปกติ 
� 不难 ไม่ยาก 

4）下列选网络课堂活动的满意度。 

 นักเรียนมีวามพึงพอใจต่อการเรียนออนไลน์อยู่ในระดับใด 
� 非常满意 พึงพอใจมาก  � 一般 ปกติ 
� 不满意 ไม่พึงพอใจ 

2.2.2.2. 对网络课程设置和教材选用情况的态度对网络课程设置和教材选用情况的态度对网络课程设置和教材选用情况的态度对网络课程设置和教材选用情况的态度     

     ทัศนคติท่ีมีต่อหลักสูตร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และการประยุกต์ใช้สื่อการสอน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
แบบออนไลน์ 

5）在网络课程设置和教材选用是否适合？ 

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ออนไลน์เมีความเหมาะสมกับหลักสูตร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และการประยุกต์ใช้
สื่อการสอนหรือไม่? 

� 合适 เหมาะสม   � 不合适 ไม่เหมาะสม 
6）下列选在网络课堂上教师使用软件。 

      ให้นักเรียนเลือกรูปแบบ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ออนไลน์ท่ีครูใช้สอนผ่านช่องทางใด 
A. LINE 

B. Google Meet  

C. Google Classroom 

D. Google Site 

E. Facebook 

7）下列选在网络课堂上教师使用教材。 

      ให้นักเรียนเลือกสื่อการสอนท่ีครูใช้สอน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แบบออนไลน์ 
A. 网页上的游戏 Wordwall  

B. 网页上问答题 Kahoot 

C. 网页上练习题 Live Worksheet  

D. Powerpoint  

E. 教师编写练习 PDF 

F. 课本练习 

G. 抖音 Tiktok 

H. 油管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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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你觉得网络课堂教学应该增加的内容是什么？ 

      นักเรียนคิดว่าควรเพ่ิมเติมอะไร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แบบออนไลน์ 
A. 复习以前学过的内容 ทบทวนเนื้อหาบทเรียนท่ีเรียนรู้มาก่อน 

B. 多听读 ฟังและอ่านให้มาก 

C. 多做练习 ทำแบบฝึกหัดให้มาก 
D. 多做游戏 เล่นเกมส์ให้มาก 
E. 其他 อ่ืนๆ  ____________________ 

3.3.3.3. 网络课堂教学对汉语水平提高的作用网络课堂教学对汉语水平提高的作用网络课堂教学对汉语水平提高的作用网络课堂教学对汉语水平提高的作用    

    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ออนไลน์สามารถพัฒนาระดับความรู้ภาษาจีนของนักเรียน 
9）网络课堂教学对汉语课表达水平提高是否有用？ 

    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ออนไลน์สามารถพัฒนาระดับความรู้ภาษาจีนของนักเรียนได้หรือไม่ 
� 有用 มี    � 否 ไม่มี 

10）学生对自己的汉语水平是否有进步？ 

       นักเรียนคิดว่าตนเองมีพัฒนาการเพ่ิมข้ึนในด้านภาษาจีนหรือไม่? 

� 很有进步 มีความพัฒนามาก  � 一般 ปกติ 
� 没有进步 ไม่มีความพัฒนา 

11）网络课堂教学是否能够提升自身价值？ 

       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แบบออนไลน์สามารถเพ่ิมพูนความรู้ให้กับตัวนักเรียนได้หรือไม่? 

� 是 ใช่   � 一般 ปกติ   � 否 ไม่ใช่ 
12）你觉得在网络课堂上使用多样化的教学法对哪些方面有帮助？ 

       นักเรียนคิดว่าการใช้วิธีการสอนท่ีหลากหลายในชั้นเรียนออนไลน์มีประโยชน์ต่อการเรียนรู้
ในด้านใด 

A. 提高学习趣 พัฒนาการ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มากยิ่งข้ึน 

B. 提高学习积性 พัฒนาแรงจูงใจ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มากยิ่งข้ึน 

C. 集学习注意力 เน้นการพัฒนา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รู้มากยิ่งข้ึน 
D. 增加课堂乐趣 เพ่ิมความสนุกในชั้นเรียน ชั้นเรียนดูน่าสนใจ 
E. 提高学习成绩 พัฒนาผลสัมฤทธิ์ทางการเรียนวิชาภาษาจีนเพ่ิมมากข้ึน 

13）下列选网络课堂教学在提高自身学习积极性方面的重要性。 

        ให้นักเรียนเลือกระดับ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แบบออนไลน์มีการพัฒนาความ
กระตือรือร้น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รู้ของตนเองรใด 

� 非常重要 สำคัญมาก 
� 一般 ปกติ 
� 不重要 ไม่สำคั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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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网络课堂教学更适合哪些方面的学习网络课堂教学更适合哪些方面的学习网络课堂教学更适合哪些方面的学习网络课堂教学更适合哪些方面的学习    

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รูปแบบใดเหมาะกับ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ออนไลน์มากกว่า 
14）你觉得网络课堂教学更适合哪些方面的学习? 

       นักเรียนคิดว่าการสอนในห้องเรียนออนไลน์เหมาะกับทักษะ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แบบใด
มากกว่ากัน? 

A. 听力 ทักษะการฟัง   B. 口语 ทักษะการสนทนา 

C. 阅读 ทักษะการอ่าน   D. 书写 ทักษะการเขียน 
15）下列选网络课堂教学的学习效果。 

        ให้นักเรียนเลือกผลลัพธ์ของ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แบบออนไลน์ 
� 效果提升 ผลลัพธ์เพ่ิมข้ึน 
� 效果一般 ผลลัพธ์เพ่ิมข้ึนปกติ 
� 效果较低 ผลลัพธ์ไม่เพ่ิมข้ึน 
 

提出相关的建提出相关的建提出相关的建提出相关的建

ข้อเสนอแน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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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附录三附录三附录三：：：：帮高皇家圣谕中学汉语教师网络教学情况调查帮高皇家圣谕中学汉语教师网络教学情况调查帮高皇家圣谕中学汉语教师网络教学情况调查帮高皇家圣谕中学汉语教师网络教学情况调查    

    

教师问卷调查教师问卷调查教师问卷调查教师问卷调查 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สำหรับครูผู้สอน    
泰国北榄府邦高皇家圣谕中学汉语教师汉语的网络课堂教学情况展开调

查, 

การสำรวจ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ออนไลน์วิชาภาษาจีนของครูผู้สอนวิชาภาษาจีนโรงเรียนราช
วินิตบางแก้ว จ.สมุทรปราการ 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对理论知识的了解程度；（2）教学活动的设

计；（3）网络课堂教学组织情况；（4）教学反思。 

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มีท้ังหมด 4  ด้าน ดังนี้ 1.ความเข้าใจในทฤษฎีการสอนท่ีมีต่อ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
ออนไลน์ 2.หลักการท่ีใช้ในการออกแบบและประยุกต์ใช้สื่อการสอน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แบบออนไลน์3.
การจัด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ในชั้นเรียนออนไลน์ 4.การสะท้อนผลการจัด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รูปแบบออนไลน์ 

教师背景调查教师背景调查教师背景调查教师背景调查 ประวัติครู 
1.您的姓名为：ชื่อของคุณคือ________________ 
2.您的年龄为：อายุของคุณคือ________________ 
3.您的教龄为：อายุการสอนของคุณคือ________________ 
4.您的学位为：วุฒิการศึกษาของคุณคือ________________ 
5.您的国籍是哪里？สัญชาติของคุณคืออะไร（     ） 

A.中国 จีน          B.  泰国 ไทย 

1.1.1.1. 对理论知识的了解程度对理论知识的了解程度对理论知识的了解程度对理论知识的了解程度    

ความเข้าใจในทฤษฎีการสอนท่ีมีต่อ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ออนไลน์ 
1）下列选教师对课堂理论教学的了解程度 

               ครูผู้สอนมีความเข้าใจในทฤษฎีการสอนท่ีมีต่อ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ออนไลน์ระดับใด 

A. 非常了解 เข้าใจมาก  B. 较为了解 ค่อนข้างเข้าใจ 
C. 一般 ปกติ    D. 不太了解 ไม่ค่อยเข้าใจ 
E. 不了解 ไม่เข้าใจ 

2）教师任教前是否接受过理论培训 

              ครูผู้สอนได้รับการอบรมความรู้เก่ียวกับทฤษฎีการสอนท่ีมีต่อ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ออนไลน์
หรือไม่ 

� 是 ใช่   � 否 ไม่ใ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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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教学活动的设计教学活动的设计教学活动的设计教学活动的设计    

หลักการท่ีใช้ในการออกแบบและประยุกต์ใช้สื่อการสอน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แบบออนไลน์ 
3）教师设计网络课堂教学活动遵循的原则 

      ครูผู้สอนใช้หลักการใดในการออกแบบกิจกรรม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ของคุณ 

A. 可操作性 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ในกิจกรมของนักเรียน 

B. 学生主体性 ลักษณะสำคัญของนักเรียน 

C. 目的性 จุดประสงค์ 
D. 趣味性 ความสนุกสนาน 
E. 多样性 คามหลากหลาย 

4）教师认为哪类教学活动设计要素非常关键 

     ครูผู้สอนคิดว่าองค์ประกอบการออกแบบกิจกรรมการสอนประเภทใดถือเป็นกุญแจสำคัญ 
A. 教学内容 เนื�อหาการสอน 

B. 教学目标 จุดประสงคก์ารเรียนรู้ 

C. 课程安排 จดัทาํหลกัสูตร 

D. 学习汉语的水平 ระดบัของการเรียนรู้ภาษาจีน 

E. 学生年龄 อายขุองนกัเรียน 

F. 学生人数 จาํนวนของนกัเรียน 

G. 学生学习特征 ลกัษณะการเรียนรู้ของนกัเรียน 

3. 网络课堂教学组织情况网络课堂教学组织情况网络课堂教学组织情况网络课堂教学组织情况 การจัด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ในชั้นเรียนออนไลน์ 
5）教师对网络课堂教学的组织情况 

              ครูผู้สอนคิดอย่างไรกับการจัดระบบการจัด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ในชั้นเรียนออนไลน์ของคุณ 

� 非常好 ดีมาก   � 较好 ค่อนข้างดี 
� 一般 ปกติ    � 不太好 ไม่ค่อยดี 
� 不好 ไม่ดี 

6）教师对网络课堂教学的主要问题 

             ครูผู้สอนคิดว่าปัญหาหลักของการจัด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ในชั้นเรียนคือะไร 

A. 外部因素 ปัจจัยภายนอก 
B. 不遵守活动规则 นักเรียนไม่ปฏิบัติตามกฎของกิจกรรม 
C. 迟到、早退、旷课 นักเรียนมาสาย ออกก่อนเวลา โดดเรียน 
D. 不参与课程教学活动 นักเรียนไม่เข้าร่วมกิจกรรมในชั้นเรียน 
E. 学生聊天、走动 นักเรียนพูดคุยกันและเดินไปรอบๆห้อง 
F. 不开麦、不开像头 นักเรียนไม่เปิดไมค์ ไม่เปิดกล้อง 

 



54 

4.4.4.4. 教学反思教学反思教学反思教学反思    การสะท้อนผลการจัด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รูปแบบออนไลน์    
1）在学校上课或网络课堂的学习环境是否会对学生产生影响？ 

      สภาพแวดล้อมการเรียนรู้ในโรงเรียนหรือห้องเรียนออนไลน์จะมีผลกระทบต่อนักเรียนหรือไม่? 
..........................................................................................................................................

..........................................................................................................................................

..........................................................................................................................................

..........................................................................................................................................

.......................................................................................................................................... 

2）对于“网络课堂教学”您主要采用哪些途径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评估？ 

     สำหรับ "การจัด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ออนไลน์" คุณใช้วิธีการใดในการประเมิ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รู้ของ
นักเรียนเป็นหลัก? 

..........................................................................................................................................

..........................................................................................................................................

..........................................................................................................................................

..........................................................................................................................................

.......................................................................................................................................... 

3）网络课堂教学的过程中，若是突然发生了问题，教师会怎样去解决？ 

      การจัด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ในชั้นเรียนออนไลน์ของคุณ หากจู่ๆ เกิดปัญหาข้ึน ครูจะแก้ไข
ปัญหาท่ีเกิดข้ึนอย่างไร ? 
..........................................................................................................................................

..........................................................................................................................................

..........................................................................................................................................

..........................................................................................................................................

.......................................................................................................................................... 

4）对于“网络课堂教学”您在教学过程中遇到哪些问题？ 

         สำหรับ "การจัด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ออนไลน์" คุณพบปัญหาใดบ้าง?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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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您对“网络课堂教学”有什么建议？请提出相关的建 

 คุณมีเสนอแนะเก่ียวกับ"การจัด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ออนไลน์"อย่างไร?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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หนังสือยินยอมการเผยแพร่ผลงานวิจัย 
论文发表同意书论文发表同意书论文发表同意书论文发表同意书    

 

เขียนท่ี 写于写于写于写于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วัเฉียวเฉลิมพระเกียรติ 

วันท่ี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9 มิถุนายน 2565 
 
ข้าพเจ้า นาย/นาง/นางสาว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ขวัญเรือน  สิงห์โต รหัสนักศึกษา 学号学号学号学号   636031-815 

ระดับ 学位学位学位学位  ปริญญาโท 硕士  ปริญญาเอก 博士 หลักสูตร 专业专业专业专业 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มหาบัณฑิต 
สาขาวิชา 系系系系 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   คณะ 学院学院学院学院 วิทยาลัยจีนศึกษา 
Email 电子邮件电子邮件电子邮件电子邮件: gapper22@gmail.com 
ช่ือเรื่อง 论文题目论文题目论文题目论文题目 (ดุษฎีนพินธ์博士论文/วิทยานิพนธ์硕士论文/การศึกษาอิสระ自由研究) 
(ช่ือภาษาไทย) (泰文题目泰文题目泰文题目泰文题目) การศึกษาวิจัยเก่ียวกับ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ในห้องเรียนออนไลน์ของไทย :  
กรณีศึกษา โรงเรียนราชวินิตบางแก้ว 
(ช่ือภาษาอังกฤษ) (英文题目英文题目英文题目英文题目)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Online Classroom 
Teaching of Chinese in Thailand : Taking Ratwinit Bangkaeo School as an Example in 
Samutprakarn 
(ช่ือภาษาจีน) (中中中中文题目文题目文题目文题目) 泰国汉语网络课堂教学调查研究—以邦高皇家圣谕中学

为例 

  อนุญาต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ให้ศูนย์บรรณสารสนเทศ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วเฉียวเฉลิมพระเกียรติ เผยแพร่
งานวิจัยของข้าพเจ้าสู่สาธารณะ เพ่ือเป็นผลงานทางวิชาการ ผ่านระบบฐานข้อมูลงานวิจัย ThaiLIS  

   同意华侨崇圣大学信息管理中心通过泰国文献数据库 ThaiLIS 面向社会公

开发表本人论文 

  ไม่อนุญาต 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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