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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影响留学生汉语教学质量的若干因素,其中包括留学生长期网

络学习产生倦怠感,持续学习的动力不足,各国网络技术发展不均衡以及新的教学模式尚未成型等,并从

教师发展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提升对策：教师要提升专业技能、信息化水平和职业技能,要拓展国际视

野,跟进时代进行教学改革等,以期促进汉语教学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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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som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quality of Chinese teaching for overseas stud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including the burnout of overseas students in 

long-term online learning, the lack of motivation for continuous learning,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in various countries and the new teaching model that has not yet taken sha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ers'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promotion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teachers should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skills, informatization level and vocational skills, expand their 

international vision, follow the times and carry out teaching reform, etc.,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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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我国提出了

教育信息化的目标,要求把信息技术手

段有效应用于教学与科研,注重教育信

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传统教育面临着

越来越大的冲击,国际中文教育亦如此。

然而,挑战中往往孕育着新机,在过去的

二十多年里,基于信息化教学的教学改

革逐步展开,2020年在国家“停课不停

学”的倡导下,在线教学如火如荼地全面

开展,保证了在公共应急事件发生期间

教育教学的平稳运行,充分凸显了信息

化教学的优势,也暴露了一些问题。现在,

在线教学所承担的使命也不再是简单的

教学辅助措施或应急措施,因此各类教

育教学都应抓住此新机,顺应形势的变

化深化课堂教学的变革。 

2 影响留学生汉语教学质量因

素的分析 

2.1长时间的网络教学使学生产生

了倦怠感,教学效果的持续稳定离不开

学生自身的高度自律和强烈的学习动

机。至今,留学生的网络教学已近两年,

从对新事物的接触、适应、接受,到现在

的新鲜感渐无的持续阶段,如果没有学

生强大的学习动力和自律性支撑,很难

继续取得应有的学习效果。 

2.2国际汉语教学属于语言教学的

范畴,语言教学离不开面对面的情感交

流和人文环境,仅通过冰冷的屏幕很难

实现人与人之间真正的情感触碰和交流,

不容易与学生建立起真实的情感,吸引

学生长期学习。 

2.3国际汉语教学由线下教学转变

为线上教学,原有的课程教学模式已不

能适应线上教学,而新的教学模式还未

成型,影响了教学效果。 

2.4各国的网络技术条件不同,现在

我们的教学对象大多数是“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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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网络发展水平不

均衡,甚至落后,影响了学习效果。 

2.5各类教学平台应运而生,教师需

要比较、选择、接受和学习新的技术手

段,同时还要指导学生使用,师生使用信

息化手段的熟练程度会影响教学效果。 

3 国际中文教师的培养和提升

对策 

3.1国际中文教师要付出更多的工

作热情和责任心 

线上教学打破了传统课堂的界限,

除了直播课上的师生互动,师生间的互动

也很自然地延伸到了课下,通过网络平台

学生提问教师答疑,教师实时地督促学生

完成课业任务,关注学生的动态等,师生

间的互动变得更加频繁和深入。教师除

了准备课中的课程内容外,还需要准备

更加细致并具有可操作性的课前和课后

任务提供给学生自主学习,这些都需要

教师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同时教师

由传统课堂的课中管理,到线上教学的

课前、课中、课后综合管理,这些都加大

了教师的工作量,需要巨大的责任心和

工作热情,使得教学顺利推进。教师是教

学的主导者,因此,对教师的肯定和激励

是非常必要的,教师的工作热情和高度

责任感将会带动学生持续学习的热情。 

3.2国际中文教师要加强对汉语语

言知识的研究 

新兴的信息技术不断地被运用到现

代教学中,使得教学形式丰富多样。然而,

技术手段都是为内容服务的,教师不能

因为过度地追求技术手段而放松对语言

教学基本功的锤炼,特别是在在线教学

的情况下,直播课堂的课程可以回放,方

便了学生课后的反复观看,但是线上课

程中的一个微小的失误,都会被记录下

来,因此教师在备课时需要更加严格地

对待授课语言和教学内容,精益求精,在

出现错误时,要及时纠正,避免经常性的

出错,影响学生对教师的信任感。作为教

学主体可以多为教师提供业务培训机会,

提升教师的业务能力。 

3.3要提升国际中文教师的信息化

水平,进行教学改革 

师生都需要提升信息技术使用的技

能。教师要综合运用信息化手段指导学

生进行课前预习、实现课中互动、完成

课后作业和答疑,通过教学平台掌握学

生的学习情况,调整教学重难点,以实现

教学目标。同时,线上教学的教学平台能

客观地记录了学生学习的轨迹,留存学

生提交的课业数据,进行学习资源共享,

有利于教师监控教学和积累教学研究的

基础数据。教师应该充分利用好信息技

术的优势,进行教学研究,在实践中摸索

构建适合本校学生的教学模式。 

3.4要拓展国际中文教师的国际化

视野和素养 

张旺熹在《后疫情时代的国际中文

教师培养》一文提出了要增加教师培养

的国际性内容,本人深以为然。国际中文

教育从一定程度上说是国际关系的“晴

雨表”,需要紧跟国家的对外政策做出相

应的调整。作为国际中文教师要关注各

国的历史文化、国别特点、国际形势变

化等,才能在教学中有的放矢。 

国际中文教师面对面地接触来自各

国的学习者,从大的方面说是中国语言

文化的“传播者”,从小的方面说普通中

国人的“形象代言人”,很多从未接触过

中国和中国人的外国学习者往往会以中

文教师的言谈举止来评判中国及中国

人。因此,国际中文教师应当提升自己的

各方面的综合素养,从外在形象、言谈方

式、处世态度、为人师表等方面严格要

求自己,对待学生亲切友好但不随便,包

容但不失原则。要培养知华、友华、爱

华的留学生,不能只靠空洞直白的语言

去赞美、强加于人,而要在语言教学中

“润物细无声”地潜移默化,言传身教。

现在各国都存在出国留学动力受到抑制

的现象,教师与学生接触 多,受学生信

赖,容易被接受,因此教师在与学生的交

流中可以介绍现在的生活和一些身边

的故事,描绘出中国现在的面貌,宣传

中国的正面形象,吸引学生继续学习和

树立来华留学的目标。以往各类教师培

训和教学研究中很少涉及此方面的内

容,可以加大研究这方面内容和言语技

巧,提升国际中文教师的国际交流形象

和能力。 

3.5要提升国际中文教师的职业技能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纵深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既有职业技能又有

中文语言文化技能的复合型人才需求与

日俱增。根据2019年全国工商联正式对

外发布《“一带一路”沿线中国民营企业

现状调查研究报告》显示：“一带一路”

沿线中资企业人才瓶颈已经成为制约企

业发展不可忽视的短板问题,半数企业

存在“中外员工之间因文化习俗方面的

差异造成相处与沟通方面障碍”等问题。

2019年国际中文教育大会提出了国际中

文教育要谋求转型升级发展,要更好地

服务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2021年4月12

日至13日全国职业教育大会提出了深化

职业教育改革,探索“中文＋职业技能”

的国际化发展模式。在这样的时代背景

下,国际中文教师自身也要储备职业技

能的知识,并在中文教学中加以应用。研

究如何让语言教学更加职业化,在教授

汉语语言的同时,服务于学习者未来的

职业活动。 

4 结束语 

未来的国际汉语教育将面临着升级

和转型,国际汉语教师要顺应时代浪潮,

积极关注变化,主动学习,更新知识,与

时代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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