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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汉语教学从实体教学转向虚拟教学是当代科技发展与汉语热的共同作用，汉语的线上

教学在实践中发展，有优势，也存在问题。本文分析了我校胡志明市师范大学汉语线上教

学的现状，指出其优点与不足，并提出改善教学效果的建议。 

关键词: 汉语；现状及建议；网络教学 

 

1. 引言 

随着汉语教育事业的发展，汉语的教学手段也丰富多样起来，在使用传统的课

堂教学外，多媒体、网络视频、线上自主学习等教学也日益发展起来。当前进行汉

语教学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实体课堂，达到面对面的教学，一种是线上教学。

线上教学自从 COVID-19 发生以后，就越来越普遍了。在疫情期间，线上教学主要

是通过网络视频来进行，把实体课堂搬到了网络平台上。疫情过后，我校实行两年

一度的课改，要求线上教学从网络视频改成线上自主学习，每个专业要有 15% 的线

上教学课时。原因是能避免如发生之前疫情或者其他情况的原因，学生的学习也不

间断。在新冠疫情之前与之后，我校汉语线上教学迅速发展。线上教学具有节省时

间、灵活安排等优势，但也面临许多挑战，尤其是在汉字教学和中国文化传授方面。

本文将探讨这些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2. 汉语线上教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2.1. 汉语线上教学的理论基础 

线上教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学模式，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混

合学习理论以及远程教育理论。 

（1）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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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一个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学生通过与环境的

互动，主动构建知识体系。线上教学通过丰富的多媒体资源和互动平台，为学生提

供了多样化的学习材料和学习环境，促进了学生自主学习和知识建构。 

（2） 混合学习理论 

混合学习理论主张将传统的课堂教学与现代的网络教学相结合，发挥两者的优

势。线上教学与实体课堂的结合，可以实现资源共享、灵活安排学习时间，提高学

习效率和效果。 

（3） 远程教育理论 

远程教育理论强调通过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远程教学，实现跨时空的教学互动。

线上教学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学生能够随时随地进行学习，极大地方便了

学习者。 

2.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了定性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综述和访谈法。 

（1） 文献综述：通过查阅国内外关于汉语线上教学的相关文献，了解当前研

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2） 访谈：选取了部分汉语教师和学生进行深度访谈，了解他们在实际教学

和学习中的具体体验和遇到的问题，收集他们对改进线上教学的建议。 

3. 汉语线上教学的现状 

线上教学之所以成为汉语学习者学习的重要参考，是因为其有着强大的优势，

不过也暴露出相应的局限性。本研究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访谈结果分析以及所收集

文献综合结果，总结以下几点： 

3.1.  汉语线上教学的优势 

（1） 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只要有网络，学生就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

安排上课时间。这样一来，不管你在哪儿都不会耽误自己的学习。 

（2） 调动学生积极性和互动性：人机网页任务，主要是制作的网页、软件、

音频、视频等上传于网络，供学生下载下来自我学习。这种模式给学生提供了自主

学习的宽阔平台，更能够调动学习者的兴趣和积极性。 

（3） 网络资源的共享：汉语的线上教学使用大部分的视频、音频等教学资源。

学习者可通过视频、音频等文件进行自学，使优秀的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共享使用。

在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线上教学不论是在传统的学科还是新兴学科上都有着强

劲的势头，主要是网络资源提供的线上自主学习。 

根据统计，2021 年全球在线教育市场规模达到了 2500 亿美元，预计到 2027 年

将达到 1 万亿美元。在中国，根据教育部的数据，2020 年中国高校共开设了超过 3 

万门在线课程，累计选课人数超过 7 千万人次。在越南，尤其是胡志明市，汉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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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目前，胡志明市的多所大学都开设了汉语课程和专业，

包括胡志明市师范大学、胡志明市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外贸大学胡志明市分校等。

根据小组从各校公布的招生信息和汉语专业入学学生数量的调查结果显示，2022 年，

胡志明市约有超过 2 万名学生在各类高等教育机构中学习汉语。根据我校胡志明市

师范大学的数据统计，2020 年疫情期间，参加汉语线上课程的学生人数比疫情前增

加了 50%。 

网络资源越来越丰富多样，有些国外的汉语学习网站已经日益成熟，如 

Chinesepod.com、Tutoring.com、乘风汉语等，这些网站有的是收费，有的是半收费，

聚集了一大批汉语爱好者。学习者通过注册，可进行论坛讨论。另外，也有一些录

成的视频与音频供广大学习者重复下载学习。我校胡志明市师范大学实施了线上教

学在本校的 VLE 平台上开发了汉语学习网页，除了发布配套的教材外，还提供了中

国音乐库、习语谚语库、介绍中国文化，学生还可在社区就某一话题进行讨论、交

流。 

3.2. 线上教学的局限 

（1） 网络基础设施不完善:尽管线上教学提供了灵活的学习环境，但在一些地

区，尤其是网络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地方，网络连接问题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网络不

稳定可能导致学生无法顺利参与课程，影响学习效果和教学连续性。 

（2） 互动性不足: 线上教学中，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有限，特别是在一些需

要即时反馈的教学环节，如语言练习和讨论。这种互动的缺乏使学生在遇到问题时无

法及时得到解答，影响了学习的积极性和效果。学生在没有足够互动的情况下容易感

到孤立，缺乏参与感 

（3） 教师技术水平有限: 线上教学对教师的技术应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部分教师对新技术不够熟悉，难以充分利用线上教学工具来提高教学质量。这导致

线上课程的互动性和多样性降低，学生的学习效果也因此受到影响。 

（4） 学习自律性要求高: 线上教学对学生的自律性要求较高，很多学生在缺乏

监督的情况下难以保持专注和积极性。没有面对面的课堂管理和学习氛围，学生容易

分心或拖延学习任务，这使得学习效果大打折扣。 

（5） 考核与评估的挑战: 线上教学的考核和评估也面临不少挑战，尤其是在公

平性和真实性方面。线上考试可能存在作弊风险，且难以完全避免学生使用外部资源。

这使得考试结果无法真实反映学生的实际水平，影响了评估的有效性和公正性。 

4. 汉语线上教学的建议 

（1） 搜集整理，开发出更多的教学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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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搜集与汉语教学相关的各种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多媒体课件、ppt 制作以

及文化视频等。对这些教学资源进行精心整理和分类，使其更具系统性和针对性，

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 

邀请专业的教学设计人员和教育专家参与教学资源的开发，确保其质量和有性。

定期更新和补充教学资源库，以跟上汉语教学的发展趋势和学生的学习需求化。增

加互动性教学资源，如在线测试、模拟对话等，以提高学习者的参与度和学习兴趣。 

（2） 对教师进行培训： 

组织定期的教师培训课程，包括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技术等方面的培训。

邀请教育技术专家为教师讲解如何有效使用线上教学工具和软件，提高教师的信息

技术素养。 

开展教学经验分享和交流活动，让教师们互相学习和借鉴优秀的教学案例。提

供实践机会，让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应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并及时给予指导和反馈。

鼓励教师参与教学研究，探索适合线上教学的新模式和新方法，不断提升教学质量。 

（3） 增强互动性和参与感： 

设计多样化的互动式教学活动，如小组讨论、在线辩论、角色扮演等，让学生

积极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利用在线平台的互动功能，如实时聊天、弹幕评论等，促

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及时回应学生的提问和反馈，给予积极的鼓励和评价，增强学生的学习信心。

引入竞争机制，如开展在线竞赛、评选优秀作品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鼓励学

生自主创作和展示学习成果，如制作视频、撰写文章等，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4） 改进网络基础设施： 

加大对网络基础设施的投资，升级校园网络设备，提高网络带宽和稳定性。建

立网络监控和维护机制，及时发现和解决网络故障，确保线上教学的顺利进行。提

供多种网络接入方式，如无线网络、有线网络等，以满足学生在不同场景下的学习

需求。 

加强与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合作，争取获得更好的网络服务质量和技术支持。对

学生进行网络使用培训，提高他们的网络素养和解决网络问题的能力。 

（5） 整合文化教学资源： 

广泛收集与中国文化相关的各种资源，如历史文献、传统艺术、民俗风情等。

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新技术，打造沉浸式的文化教学体验，

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 

开设专门的文化课程或讲座，邀请专家学者进行讲解和分享，加深学生对中国

文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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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文化体验活动，如在线参观博物馆、观看文艺演出等，丰富学生的文化生

活。建立文化教学资源库，方便学生随时查阅和学习相关的文化知识。 

（6） 加强学生反馈机制： 

建立多种渠道的学生反馈机制，如在线问卷、邮件反馈、面对面交流等，确保

学生能够方便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定期对学生进行满意度调查，了解学生对线上教学的评价和需求，及时发现问

题并进行改进。 

对学生的反馈进行认真分析和总结，制定相应的改进措施，并及时向学生反馈

改进情况。 

鼓励学生参与教学决策，如课程设置、教学方法选择等，增强学生的主人翁意

识。 

建立学生学习档案，跟踪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发展情况，为个性化教学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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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nsi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from physical methods to virtual methods is a 

result of contemporary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the growing global interest in Chinese. 

Online Chinese education has been developing, demonstrating both advantages and challenge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e of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t Ho Chi Minh City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highlighting its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and proposes solutions to 

enhanc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in the context of rapidly advancing technology. 

Keywords: Chinese; current state and suggestions; online teach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