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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国际中文教育教学方法发生了变化，据此对比分析了疫情前的教学方法的历时演变，并对疫情后

的教学案例进行讨论总结出其教学理念。疫情前后教学法的变化趋势从体系化发展更多地转变为实例体

系，且实际教学中大都是教学方法综合使用而非单一教学法贯穿到底。对外汉语教师面对教学实践课堂

的差异性应根据实际需要综合运用各教学法因材施教，发挥出综合优势并逐渐形成适合自己的教学风格。

通过对疫情背景下线上教学的现状进行的总结分析，以此倡导引入新学科，设计符合大脑语言学习规律

的教学方法，为后期开展相关的教学和研究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 

国际中文教育，教学方法，线上教学 

 
 

The Change of Teaching Approaches in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 

Yuxuan Wang1, Dehang Yu1, Lu Ding1, Yaoyu Lu1, Jincheng Pan1, Xueping Hu2,3* 
1School of Linguistic Sciences and Arts,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College of Education,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 
3Anhui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Intelligent Computing and Application on Cognitive Behavior (ICACB), 
Huaibei Anhui 
 
Received: Dec. 5th, 2023; accepted: Jan. 5th, 2024; published: Jan. 12th, 2024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060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060
https://www.hanspub.org/


王雨轩 等 
 

 

DOI: 10.12677/ae.2024.141060 384 教育进展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teaching approaches of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 have 
changed.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the teaching ap-
proaches before the epidemic, the teaching ideas are summarized by discussing the teaching cases 
after the epidemic. The change trend of teaching approaches before and after the epidemic is more 
from systematic development to case system, and the actual teaching is mostly the comprehensive 
use of teaching approaches rather than a single teaching method through to the end. In the face of 
the differences in teaching practice, teachers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should comprehen-
sively apply different teaching approaches according to actual needs,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com-
prehensive advantages and gradually form their own teaching style. Based on the summary and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eaching in the offline background of the epidemic, this paper 
advocates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disciplines, designs teaching approaches that conform to the 
rules of bra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provides new ideas for related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the 
later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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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中文教育领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在世界范围掀起热潮。国际中文

教育学科地位渐显化，学科研究也逐步精细化，学科体系国际化，教学理论模式化，教材、教学方法变

得多元化[1]。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相比，有许多的特别之处，文化交流能促进世界其他国家

人民理解中国文化的特别之处。国际中文教育作为目前全球范围最广的语言交流活动，有着促进中外文

化交流的使命，将向世界介绍中国人所使用的语言，也将展示中国的特色文化，更将在世界人民友好交

流中发挥作用。同时，国际中文教育依托语言学和教育学，它的相关研究将促进汉语研究和语言习得研

究的发展，也将为世界各国的语言教师带来新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受全球性疫情影响，线下对外汉语教学受到影响，国际中文教育课堂由线下转至线上。由于教学环

境产生了变化，有关教师及研究人员针对性的对国际中文教育的教学模式进行了发展与革新，教学方法

也在原有基础上有了新变化。但是，教学模式及教学方法等在疫情前后存在何种差异，变化体现了什么，

以及对当前国际中文教育有何启发等，缺乏比较直观和系统的梳理与论述。因此，本文围绕上述问题，

结合教学案例，对比分析了国际中文教学线上、线下课堂的教学法差异。以期为后续两种教学环境的教

学法选择提供思路。 

2. 对外汉语教育教学方法的历时演变 

2.1. 第二语言教学法 

对外汉语教学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第二语言教学法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了教学思路。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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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教学历史悠久，而第二语言教学法的研究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2]。三百多年来，二语教学法研究领

域不断出现新兴流派、新兴理念。不同时期的社会背景下，产生了不同教学法以满足社会需求，且不同

教学法各有特点，反映了各个时代的社会发展进程。本文选取四种主要二语教学法，进行了综述总结，

见下表 1。 
 
Table 1.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 the ma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s 
表 1. 主要二语教学法历时发展 

教学法 产生时间 特点 

语法翻译法 
[2] [3] [4] [5]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 

1、最古老的二语教学法 
2、以母语和目的语互译作为重要教学手段 
3、注重语法教学 
4、注重阅读和写作能力培养 

直接法 
[2] [3] [4]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1、以模仿操练为主要教学手段 
2、不使用母语，直接用目的语教学 
3、仿照幼儿学习母语的自然过程进行外语教学 
4、主要教学目标是听力和口语，句本位原则 

听说法 
[2] [3] [4] 

20 世纪 
40 年代 

1、听说领先，听说是一切言语活动的基础 
2、强调句型结构操练 
3、短期、强化、速成 
4、通过语言结构对比分析，不排斥母语 

交际法 
[2] [3] [4] 

20 世纪 
70 年代 

1、二语教学目标为语言交际能力 
2、以语言功能项目为纲，选取自然真实的语言材料 
3、以学生为中心 
4、单项技能训练与综合性训练相结合，综合式训练为主 

 
理论体系化的教学法最早出现于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语法翻译，其最初用于欧洲中世纪的希腊语

和拉丁语教学，以母语和目的语互译作为重要教学手段，注重语法教学与阅读和写作能力培养[4]。十九

世纪下半叶，产生于欧洲的直接法作为语法翻译法的对立面，仿照幼儿学习母语的自然过程进行外语教

学，以模仿操练为主要教学手段，不使用母语，直接用目的语教学，主要教学目标是听力和口语[4]。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上，产生了听说法，利用现代化教学

技术手段，通过短期强化班培养出大量具有外语口语能力人才[3]。20 世纪 70 年代，欧洲各国合作日益

密切，欧共体诞生，国家间人员流动增加，人们需要特定的社会语言交际能力，满足工作生活需要，交

际法(也称功能法)产生。交际以学生为中心，语言功能项目为纲，选取自然真实的语言材料，将单项技能

与综合性技能训练相结合，致力于培养具有外语交际能力的人才。后产生的任务型教学法是对交际法的

进一步发展[4]。二语教学法发展期间，除上述教学法之外，还有认知法、人本派等多种教学法产生并投

入使用，此后也有 CBI、POA 等多种教学法陆续产生[6] [7] [8] [9]。 

2.2.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学法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张骞开通“丝绸之路”之后，此时的汉语教学和学习

行为不是一种学校教育范围内的教学活动，而是为满足贸易需求的自发性语言学习。但此后的汉语作为

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学活动在我国古代得到保留并长时间进行，而国际中文教育教学方法的研究，则开始

于 20 世纪二十年代[10] [11]。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第二语言教学法为其提供了大量的方法参考，但对

外汉语教学法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将多种二语教学法融会贯通，根据实际情况综合使用，产生了具有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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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教学特色的二语教学法。 
1925 年，赵元任先生所著的《汉语留声机教程》出版，是一次国际中文教育教学法的有效尝试[10]。

此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期间，中国大批学者在海外从事汉语教学工作，此时对外汉语教学法已经呈现

出一种“汉语综合教学法”的倾向。新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是从 1950 年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

修班接受第一批留学生开始的[11]。这时使用汉语第二语言教学，受到了第二语言教学法影响，既使用了

翻译法，也采取直接法和听说法训练，从教学初期就重视学生的口语练习[3]。70 年代末，对外汉语教学

明确了“以‘结构’为纲兼顾传统的教学法原则”；80 年代以后，对外汉语教学界开始从二语教学法中

引进“功能意念”概念和交际概念，改变了“结构为纲”的单一局面，综合产生了“结构–功能法”，

成为对外汉语教学法的主流方法[12]。这与世界二语教学法发展潮流相符合，体现了我国对外汉语教学法

的与时俱进。 
1994 年，Kumaravadivelu 首次提出“后方法(Post-method)”概念，主张一线二语教师在教学实践活

动中“自下而上”形成自己的教学法，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教学法之中，即“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

在得法”[13] [14]。此后，仍有体系化的教学方法不断出现。如 2015 年，文秋芳教授团队首次构建的 POA
理论体系(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POA 教学法提出了“驱动–促成–评价”的教学流程，在课堂

中教师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完成产出，通过产出使学生发现不足，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最后通

过评价体系，对教学内容进行复习、巩固、强化[7]。 
综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学法通过近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多种不同的教学观念和教学体系，

但我们认为不论是翻译法还是功能法，甚至后方法概念，期间也有多名学者对不同的二语教学法进行综

述研究，而大家似乎都不约而同地在总结了教学法之后，指出教学法不存在“万金油”，对外汉语教学

法指向综合或者说是“因材施教”，这也同国际中文教育事业从诞生以来理念吻合。如上文所述，没有

一种教学法是完美的，在实际教学中是多种方法的综合使用。这要求一线二语教师在实际教学活动中，

根据学生的文化背景、受教育水平、认知能力等各方面因素，采取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 

3. 疫情后对外汉语教育教学方法的转变 

COVID-19 全球爆发后，线上教学变为一种主要的教学模式，这与疫情前线下教学模式产生差异。

因此国际中文教育领域中，对外汉语教学法将以往各种教学理念转换运用于线上教学，并在期间发现提

高线上教学互动效率、线上教学效果的教学方法，甚至开发高新技术将其运用于线上教学，持续性国际

中文教育事业进步。 
由于网络时空的限制，相对于线下，线上课堂互动程度大大降低，互动式教学开展困难，因此许多

学者提出了提高线上课堂互动度的方法。巴丹提出“多元互动”，强调互动的层次性，分课前、课中、

课后三方面，提出了多层次的互动方法，且要求教师设置真实的互动场景，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15]。
邵明明和白乐桑提出“口头互动模式”、“任务互动模式”和“文字互动模式”，通过不同的模式，培

养学生的不同语言能力[15]。史艳岚所述的“文化专题讨论课”是通过“阅读+讨论”和“翻转课堂+网
络课堂”的方式，给学生增加课堂真实感，提高互动效率[15]。杨箐也提到汉语技能课主要是通过“精讲

多练”的方式培养交际能力，而即使线上教学过程中互动效率会下降，但点读、提问、反馈等常用的语

言交互是可以实现的，因此人际言语交互也是可以实现的[16]。课堂有效互动的目的是教学内容的有效表

达，通过互动反馈，教师可以判断学生的接收程度。而在上述方法中，我们不难发现，汉语教学都很重

视语言交际能力，重视学生的反馈，重视多种语言技能综合培养。 
在疫情后的国际中文教育中，授课教师及专家们提出了各种教学法来开展有关教学活动。如，杨一

飞提出的“经贸汉语阅读课混合式教学模式”，课堂讲授专业词汇和句型，运用任务型教学，让学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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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单人或多人阅读任务[15]。在史艳岚的“文化专题讨论课”种也有提到控制阅读量，生词量[15]。人本

派的教学理念也在影响对外汉语教学。由此可见，大家提出的教学法中越来越重视学生的反馈和体验。

孟凡壁的线上共享写作课，教师与学生一同学习，师生关系趋于协商。在大部分的线上教学中，都提到

了分小组协商讨论完成教学任务[15]。闫健楠在对翻转课堂的阐述中提到翻转课堂以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

为基础开展教学活动[17]。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更加注意 PPT 的美观、形象，除了内容之外，通过图片、

字体颜色方式吸引学生注意力[18]。这些都反映了教学中学生越来越被重视，人本派的思想被采纳。 
同时，疫情后的国际中文教育更多地采取了现代教育技术。线上汉语课堂的发展为众多网课平台提

供了大量学生资源，促使各家平台发展更加完善，如网上北语 eBLCU、网络孔子学院、TutorMing 都是

成熟的汉语学习平台，提供了众多汉语教学资源[19]。在实践过程中，录播教学模式保留了大量教师上课

资源，为学生提供了实时复习资源的同时，也为众多新手教师提供了学习素材，可以很大程度上推动教

学法的相互交流与学习。此外，还推动了众多新兴技术，如 VR、TTS、ASR 等投入教学，拓展了国际中

文教育教学法的发展空间[19] [20]。 

4. 总结与展望 

国际中文教育教学方法应紧跟新潮流，在教学大纲的基础下根据学生具体情况和教学目的设计产生

更为有效的教学方法。疫情前的教学法呈体系发展，疫情后更多的是实例体系教学法，且实际教学中大

都是教学方法综合使用而非单一教学法贯穿到底。疫情后教学法更贴合实际，满足不同教学需求而走向

综合，实际教学过程中，对外汉语教师面对教学实践课堂的差异性应根据实际需要综合运用各教学法因

材施教，发挥出综合优势并逐渐形成适合自己的教学方法。 
无论是哪一种教学或语言的学习，都离不开教育有关理论的指导，汉语国际教育作为一种对外交流

的语言教学活动，更是如此。因此，我们针对海外汉语学习者开展的汉语教学工作，也应遵循教育学的

基本原理、个体语言学习的基本心理认知过程和大脑活动规律。我们可以尝试在汉语国际教育过程中，

试探性的引入教育神经科学、脑神经科学等有关知识体系，探索出汉语国际教育的一般性脑神经规律和

特点，并深入挖掘不同国家和地区汉语教学、汉语学习的特异性教育、认知及大脑活动规律，以一般性

规律和特异性规律为引导，设计并研发更加符合海外汉语学习者学习特点及规律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此外，教师是以人育人的事业，其中师德师风是教育之魂。在国内，教师直接担负起培养新时代接

班人的历史重任，在汉语国际教育事业中，教师更是承担着教授中华知识和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伟大责

任。因此，作为汉语国际教育的老师，其一言一行都代表中国的形象，所以培养注重自身文化大使形象、

具备良好师德师风的对外汉语教师尤为重要，学者们应尝试研究并形成师德师风的有效机制，并结合海

外汉语教学的实际特性针对性的设计师德师风的建设及评价机制，为汉语国际教育事业蒸蒸日上的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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