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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线上教学适应性强,已逐渐成为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主导教学模式。线上教学相关机构和平台

呈现稳定发展态势,教学资源持续增长,教学系统逐步向智能化方向发展,取得明显成效。这一切都表明,

我国正在积极推进基于“互联网”的新型教学模式改革。但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在技术援助、教育资源

建设、教学思维方法创新、文化传播和价值观形成等方面仍面临一些重要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不仅

限制了国内高校的教学改革,也影响了国际中文学习的持续健康发展。为了更好地应对上述挑战,对国际

中文教育线上线下教学进行深入分析,希望为相关部门和从业者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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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line teaching has strong adaptability and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dominant teaching mode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Online education related institutions and platforms are showing a stable 

development trend, teaching resources continue to grow, and teaching systems are gradually moving towards 

intelligence, achieving significant results. All this shows that China is actively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the new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the "Internet". However, from a broader perspective, there are still some important 

issues and challenges to be faced in terms of technical assistance, educational resource construction, innovative 

teaching thinking methods,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nd value formation. These issues not only limit the teaching 

reform of domestic universities, but also affect the sustain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In order to better address the above challeng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is conducted, hoping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practit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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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习汉语的人数也在逐年增加。各大学纷纷积极开

设汉语课程,将其视为培养国际化人才、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机

遇。为保证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效率,不少学校采

取了线上教学方式,线上教学方式虽然有效解决了目前线下教

学无法实施的问题,但教学过程中仍存在很多环节需要改进和

完善,最重要的是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汉语发音和表达方

式。如今,中国流行文化受到国际学生的热烈欢迎,许多留学生

也深受中国音乐、影视作品等文化元素的影响。因此,考察国际

学生对中国流行语和文化的喜爱程度非常重要。在实践中,流行

文化与国际中文相融合的在线教育无疑会带来积极的效果。 

1 研究背景 

近年来,选择学习汉语的学生数量持续上升,高等教育机构

也在探索更具创新性、更适合留学生需求的教学策略。流行文

化是一种高影响力的亚文化,对不同国家或民族产生巨大而深

刻的影响,将流行文化融入线上教学中,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

习动机和实践技能,还可以鼓励教师运用多样化的教学策略。由

于视频窗口的限制,目前在线国际中文教育课程受到非语言交

流减少、时差过大导致学生听力状况不一致、缺乏目标语言环

境和目标等影响。同时,传统的教学方法由于其复杂性而难以应

用。希望通过榜样激励帮助学生克服各种困难,并在国内社交媒

体平台上推荐在线教育活动。同时,为教师利用视频资源便利课

堂活动、提高教学效果提供了新的途径。引入“直播与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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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国际中文在线教育中大

众文化教学的质量和效率,从而促进国际中文继续教育的繁荣。 

2 研究目的 

2.1促进中国文化传播 

互联网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能够突破时间和地域的限制,

从而为中文教育和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创造更加

有利的条件。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媒体技术,对中国教育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一些研究人员已经在这一领域开展工作。他们认为,

语言和文学中包含的文化内涵往往难以感知或影响,因此不太

可能引起学生的不满。同时,由于中文是一种特殊的文本媒介,

无法自动转换成计算机能做的事情理解形式已成为人们获取信

息的主要方式。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即时性为传播语言和文化提

供了更快、更灵活的手段,从而促进了汉语学习的大众化。 

2.2带来较高经济效益 

互联网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各行业的分类

体系。互联网对各个领域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中

国的国际教育领域。国际中文教育的主要目标是为热爱中国文

化的外国人提供服务,这与全日制在线度假市场所追求的目标

是一致的。因此,中国的国际教育也应该利用互联网来拓展传播

的可能性。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国际教育所需的网

络平台和软件也随之出现。越来越多的国外公司正在利用这个

平台来宣传他们的产品或项目,这些在线平台和软件的易用性

吸引了许多外国人在线学习汉语。近年来,百度、新浪等国内一

些知名网站也开始使用中文进行教学。 

3 研究综述 

李禄宁等指出,在疫情环境下,要努力缩小我国在线国际教

育差距,深入挖掘其潜在战略价值,为提高汉语交流水平而努

力。同时,要加强全球汉语教师培训,为外国学生提供更多优质

语言服务。国际中文教育对于讲述中国历史、传递中国观点、

展示中国形象、支撑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传播、增强

中国国际影响力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自疫情爆发以来,世界

各地纷纷采取“学封校不封城”的模式。然而,随着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开始消退,中国在线教育的出现使得这种教

育停滞状态得到明显改善。同时,在线教育也融合了创新的教学

策略、理念和工具,为国际中文教育向其他领域拓展开辟了新的

机遇。 

郑泽亚指出为更好适应汉语学生特点和社会发展需求,需

要加强国际中文教育的资金支持和数字化应用技术的研发,构

建基于信息化的智慧教育教学平台建设。各类汉语学习网站、应

用等网络平台重点开发适应汉语学生特点和社会发展需求的数

字教材和数字教材资源,更好地满足汉语学生的需要和要求。结

合线上教学的特点,提高线上课程的灵活性。 

4 研究假设 

在文章的研究过程中,假设国际中文教育线上教学的发展

模式采用了合作式教学模式以及小组式教学模式。 

5 研究方法 

5.1调查法 

本研究主要针对新时期国际中文教育线上教学的发展模式,

利用数据采集技术进行深入分析,收集了大量有关新时期国际

中文教育线上教学的发展模式的信息。在此过程中,通过文献查

阅和实地调研,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随后进行了深入的数

据对比、分析、综合、综合,揭示新时期国际中文教育线上教

学的发展模式状况,并深入探讨了如何改善新时期国际中文

教育线上教学的发展模式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今后相关研究奠

定基础。 

5.2文献研究法 

为了检索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选取“国际中文教育”、“线

上教学”、“新时期”等关键词进行文献检索,提取全文并使用作

为丰富的理论基础。 

5.3归纳分析法 

经过对各种相关理论的深入研究,结合新时期国际中文教

育线上教学的发展模式,总结了新时期国际中文教育线上教学

的发展模式的优化措施等相关问题。以新时期国际中文教育线

上教学的发展模式作为参考,为今后改善新时期国际中文教育

线上教学的发展模式奠定基础。 

6 研究结论 

6.1深度融合先进技术与线上教学,丰富线上教学支撑手段 

从广阔视角看,应高度重视现代信息技术与中国线上线下

国际教育的深度融合,充分利用5G技术改善网络环境,加强教育

资源平台建设,为各级学校提供必要的网络支撑。在微观层面,

需加强教师发展,利用国际中文教育资源提升学生自主选材能

力及教师信息素养,实现教育的有效发展。通过人工智能与大数

据技术,如文本识别、语音识别等,推动国际在线中文教育发展,

提升师生沟通能力,促进国际教育信息化。利用虚拟现实等技术,

打造智能化在线课堂,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同时,需关注用户

体验,考虑系统稳定性、界面友好性等问题,并充分利用大数据

技术处理和存储大量学习数据,科学评估与设计培训计划,以更

精准地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 

6.2优化各类教学资源建设,加强优质师资力量建设 

目前,我国在线教育已达到一定发展水平,但仍存在一些问

题。第一,个人因国家、职业道路、教育水平和社会背景的不同

而有不同的学习需求。因此,相关教育平台和机构应在国家和地

方政策的引导下,加大资金投入,设计和制作更高质量的在线课

程。同时,要建立全面有效的评估机制和标准,衡量这些资源的

质量,确保这些资源真正成为让学生受益终生的重要内容。第二,

为了更好地整合国际中文教育线上教学资源和平台,需要对相

关企业、大学和在线教育机构的资源进行分类整理,并通过这些

平台为学生提供必要的资源,以便他们能够根据您的实际需求

进行选择。第三,在线教育质量有待多方面提升。教师可以根据

具体的教学需要,选择合适的教材,更好地优化、拓展和提高教

学内容质量,并积极利用各种网络平台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活

动,让学生在网上自由交流、互动。第四,要加强高素质教育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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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设,帮助教师完成角色转变。在“互联网”时代,教师需要

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来提高自身素养和专业水平,应鼓励教师主

动掌握教育信息技术,更深层次地认识和认识线上教学的基本

规律。同时,要加强教师专业培训和支持,帮助教师不断提高线

上教学技能,鼓励教师不断积累教学经验,创新教学模式和方

法。在在线教育环境中,教师不仅是知识经纪人,也是学习服务

的提供者。教学团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学生参与学习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获得更多的信息,更好地掌握相关知识

点。师资队伍规模化、综合化的工作作风,帮助教育机构和平台

根据学生的实际需求,全面配置双向师资网络,从而促进师资资

源的合理利用。 

6.3创新线上教学形式,提升线上教学管理水平 

线上教学方法的优劣直接决定课堂教学效果。目前,我国多

所高校正在将新教学模式作为课程改革的一部分,教育机构应

通过竞争和奖励机制,鼓励教师在教学方法和内容上主动创新。

根据教学内容的独特性和学生的学习情况,如文化背景和学习

基础,精心设计教学策略,以提高教学效果。许多在线教育机构

正在推广在线课程的新方式,例如,一些机构尝试游戏化教学,

将游戏融入语言交流和课堂教学,并委托专业公司开发带有故

事元素的游戏。同时,一些机构开始使用卡通形象帮助学生组织

课程和练习,营造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学习氛围,让学生在多

样化场景中学习汉语技能。这些学校还引入了“中国式”教学

模式以提高效率,并采用“可爱牛”、“小龙”、“长龙守护者”等

卡通形象,使课程更加生动有趣。同时,建立了完善的线上教学

管理系统,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定制和良好的互动体验。在管理在

线教育时,可以利用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实时收集教育质量数

据,并建立多角度的质量监控模型。通过大数据技术,深入分析

当前线上教学质量,并及时向管理部门和教师反馈,以帮助教师

提升教学水平,实现教学质量的闭环管理,从而持续提高在线教

育质量。此外,可以将这些数据与其他部门整合,构建教育云平

台,成为学校管理的工具,还可以开发调查问卷,收集学生意见,

展示优质教学案例,帮助教师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6.4建设文化主题课程,实现知识教育与价值塑造的双重

引领 

国际中文教学的在线课程设计应注重语言、文化和学科知

识的紧密结合。以“大中华愿景”为指导,建立多语种教学法,

根据不同学科特点采取适当的教学策略,达到母语和外语教学

的双重目标。这种教学体系应将语言教学与国情和文化知识紧

密结合,融合专业知识,确保学生在中国的发展环境中有效学

习。目前,国立大学的课程设置仍以传统学科为主,对跨文化教

育的重视不足。为此,需要结合中国的具体环境和文化背景,深

入分析语言现象、社会问题和专业知识,消除语言、文化和专业

学习之间的障碍,提升语言技能。此外,学习汉语作为第二语言

的学生需要掌握多种技能和方法,这些要素应巧妙融入课程结

构中,发挥知识传递和价值形成的作用。教师还可以从类型学角

度比较汉语与其他语言,深入探讨中国文化和东方思维对语言

的影响,并通过比较研究分析中西语言差异,帮助学生更好理解

汉语的独特性,并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7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全球对中文学习需求的不断增加,国际中文

教育线上教学的发展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趋势。本文探讨了当

前线上教学模式所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通过技术融合、资源优

化、教学创新及文化课程建设等多维度的改进策略。未来,进一

步完善教学系统的智能化水平、加强优质教育资源的建设、提

高课堂管理的效率,将成为推动国际中文教育线上教学质量提

升的重要方向。只有通过不断创新与改进,才能在全球范围内更

有效地传播中国语言与文化,满足不同背景学生的多样化需求,

助力国际中文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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