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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同伴辅导项目近些年在多个学校开展,对湖北工业大学汉教辅导者的调

查发现,该校的同伴辅导项目存在着预约形式不便利,辅导效果不显著,内容记录不详尽,缺少辅导反馈的

环节等问题。本文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HBUT·Tutoring小程序设计方案,以求通过数字化信息手段解

决上述问题,推动同伴辅导项目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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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er Tutoring Small Program Design 
--New Boost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Practice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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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er tutoring projects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have been implemented in various schools 

in recent years. A survey of Chinese teaching assistants at 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revealed several issues 

with the existing peer tutoring program, including inconvenient scheduling methods, limited effectiveness, 

incomplete session records, and the lack of a feedback mechanism. This paper proposes a targeted design for the 

HBUT·Tutoring mini program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rough digital solutions, aiming to enhance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peer tutoring initi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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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同伴辅导”的目的是促进辅导者和被辅导者学习相关技能,

这一教学模式可以远溯至古希腊。Topping(1996)对该模式的定

义为“来自相似的社会群体,但不是专业教师的人们互相帮助学

习和通过教学自学”。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同伴辅导”首先被

高芬(2011)引入研究,探析了该模式在教学中对提高学习者口语

交际能力的有效性。“同伴辅导”可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本科

生、国际中文教育的硕士生和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来华留学生

之间开展,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学生以课后辅导的方式帮助来华留

学生在互动过程中进一步学习汉语,实现提升来华留学生汉语学

习能力和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学生汉语教学能力的双重目的。 

近些年,不少设有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或国际中文教育专业

的学校对来华留学生开设了名称有异但实为“同伴辅导”的学

习项目,如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课后个别辅导(杨金华,2012)、浙

江师范大学的“汉语加油站”(陆书伟,2018)、中央民族大学的

留学生课后汉语辅导(麻佳妤,2019)等等。 

湖北工业大学作为湖北第一所首批通过全国高等学校来华

留学质量认证的高校,为促进来华留学生的汉语学习,于2023年3

月设立了留学生课后同伴辅导项目。项目实施一年以来,取得了

良好的辅导效果,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通过调

查分析该项目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数字化解决方案—

—设计微信小程序,希望将数字化手段融入项目建设中,提高项

目参与者获得感,提升同伴辅导项目的效能,推动项目长远发展。 

1 调查研究 

1.1同伴辅导项目的组织实施。湖北工业大学同伴辅导项目

一学期一组织,辅导地点为国际学院7A334茶艺室,开展时间通

常为周一、周四、周五的14：30至17：00。不同学期根据参与

者的空闲时间有略微变动,但目前频率稳定在工作日内三次以

上,留学生需要参加中文活动时会另外增加辅导安排。有意向辅

导者在每学期项目开始前向老师报名,国际学院老师组建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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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聊后安排其中一名辅导者为负责人,其在群内以群接龙的方

式发布报名,留学生自愿参与。接龙内容包括姓名、时间和期望

被辅导的内容三项；每次辅导会依据当天的预约人数对辅导者

进行排班,留学生到达后随机进行一对一辅导。 

李水(2016)曾指出固定“语伴”模式中会出现如下几种不

良的认知信息传递：第一,学生应付敷衍；第二,学生不遵守纪

律；第三,教师自主能力不足；第四,厌倦感,一再重复。本项目

的组织形式则有效规避了这些问题：每次辅导都由留学生自愿

参加、自主选择学习内容,保证了辅导时的积极性；采取排班制

平等地给予了每个辅导者更丰富的实践机会；随机一对一辅导

避免了辅导者的厌倦感；辅导者可以在学生要求的基础上自主

扩展辅导内容。而且项目的开展设定在大多数同学较为空闲的

时间,扩大了参与人数；开展频率为工作日三次以上,提供了充

裕的参与机会；辅导教室古色古香、富有中国味,能够给留学生

提供文化沉浸的环境。但是,一年多的实践发现,这样的组织形

式在提供自由度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混乱和不便,因此我们通

过调查法和描述性研究法开展了调查研究。 

1.2针对项目存在问题的问卷调查及结果分析。本文以担任

过项目辅导者的本校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学生为调查对象,针对

“辅导前”“辅导过程”“辅导后”三个环节存在的问题进行了

题目设计。采取网络问卷的调查形式,通过问卷星网站制作问卷

生成二维码,发布在往期项目组织联络群中收集问卷。历时两周,

收集到有效问卷数量29份。调查结果显示： 

辅导前的预约环节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不了解学生水平

(65.52%)>不清楚辅导内容(51.72%))>预约形式不便利/信息更

新不及时(20.69%)。辅导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学生迟到

或缺席(62.07%)>语言沟通存在问题(48.28%)>辅导准备不充分

(31.03%)>无法解决学生问题(24.14%)。辅导后存在的问题主要

是：无学生的课后反馈及评价(72.41%)>无法记录辅导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27.59%)>无法及时记录辅导内容(20.69%)。 

上述问题可总结如下：辅导前,留学生需要手动输入预约信

息,格式容易出错,发出后无法再次修改。预约信息对于学生水

平和辅导内容的描述非常模糊,因此目前仍是学生身份的辅导

者无法提前做好准备,影响了辅导过程,降低了辅导效率。辅导

后,辅导者自主填写辅导内容存在不及时和不充分的问题,不利

于项目进行的完整性；同时也缺少学生对辅导者的反馈,不利于

实现同伴辅导模式的双重目的。 

这些问题其实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尤其是在21世纪信息时

代的今天,完全可借助数字化的信息手段来加以改进。虽然目前

项目组织借助了微信平台,但仅利用了其最基本的功能,加大微

信作为数字工具在项目组织中的参与度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希

望设计一个课后同伴辅导的微信小程序HBUT•Tutoring作为解

决方案,并为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带来保障、为日后项目内容的

扩展提供实施的空间。 

问卷的最后部分从辅导者对小程序使用意愿和建议出发设

计了一道单选题和一道多选题。100%的辅导者表示愿意使用小

程序,期望小程序包含的内容和上一部分的“问题”相呼应。 

2 同伴辅导小程序——HBUT•Tutoring 功能设计 

针对辅导各环节存在的不足,我们提出一份基于微信平台

的课后同伴辅导小程序的设计方案,以期规范辅导前期、中期和

后期各个流程,全面优化留学生的学习体验和助教的辅导体验。

页面设计使用专业的“墨刀——MOCKINGBOT”原型设计软件进

行初步制作,经过反复测试形成最终效果图。 

微信小程序无需经历繁琐的下载、注册、卸载过程,也不给

手机存储空间带来压力,其便利性对于用户而言是显而易见的。

尤其对于不熟悉中国软件市场的留学生而言,小程序依托他们

日常最频繁使用的微信平台,不仅易于获取和使用,还为他们提

供了便捷的服务和丰富的体验。 

2.1小程序的运行逻辑。小程序名称为HBUT Tutoring,分为

学生端和助教端。学生端共有四个主页面,包括首页、预约页、

反馈页、个人中心(我的)页。助教端共有四个主页面,包括首页、

预约页、记录页、个人中心(我的)页。每个主页面下包含几个

子页面,可以进入相应的界面。 

打开小程序会直接进入首页,首次登录的新用户,需要注

册；已经注册过的老用户,可直接登录。同时,还支持找回密码

和切换语言。 

在首页完成注册或登录后,会跳转至预约页。在这个页面,

用户可以查看当日值班表和已预约信息卡片。学生端的用户当

日如果还未预约,可以通过“点击预约”按钮跳转至信息填写页

面进行预约。助教端可以通过“一键提醒”按钮给已预约的学

生推送辅导即将开始的通知。 

点击反馈页,学生端的用户可以在辅导结束后进行打分评

估,并填写自己参加辅导的感受,也可以留下课后疑问或辅导建

议。助教端的用户可以在辅导结束后,通过“点击签到”按钮为

学生进行签到,并跳转至辅导信息上传页面。在反馈页,助教端

还可以通过反馈列表看到学生对辅导的打分与评价。 

点击个人中心(我的)页,分别可以选择查看预约记录、进入

系统设置、反馈意见、联系开发者等功能。其中,系统设置中可

以对字体大小、消息通知等进行调整。 

2.2主要功能模块页面设计。 

2.2.1学生端。(1)预约界面设计。预约页面布局清晰(如图

1),分为“今日助教信息”和“我的预约”两大模块。页面上半

部分,用户可通过直观的日历视图快速浏览当日有无辅导安排

及值班的助教信息。而在下半部分,若用户已有预约,则能直接

查看当日的预约详情。如果预约信息有变,可以点击“修改”进

行实时更新；如有特殊原因需请假,可点击“请假”按钮向助教

提出申请。这两个按钮可以很好地解决目前“信息更新不及时”

的问题,大大方便了有突发情况的学生。对于尚未预约的用户,

通过“点击预约”按钮,即可进入预约信息填写页面。该页面会

自动导入用户账号已绑定的学生姓名与学号,用户仅需选择自

己的汉语水平,详细描述辅导需求,并选定合适的预约时段,最

后点击上传,即可轻松完成一次辅导预约的操作。整个流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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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畅简单,提升了用户的预约体验,无需像以往群内接龙一样重

复填写过多信息,极大地减少了留学生的负担,也让辅导预约变

得更有效率。(2)反馈界面设计。反馈界面旨在全面收集留学生

对课后辅导的宝贵意见。在该页面,用户首先要对辅导的整体效

果做出选择,他们的问题是被有效解决了？还是仍有疑问？如

果用户选择“仍有疑问”,则会弹出填写框,供用户留下还未解

决的疑惑。这种半封闭半开放式回答可以直观、快速地反映出

他们对课后辅导的感受。接着,学生还需要对其助教进行星级打

分,对助教的专业度进行评估。最后,他们还可以分享自己具体

的感受或收获,也可以提出对项目的建议或意见,这个开放式的

部分可供学生畅所欲言。这些反馈内容对于助教团队了解学生

们的满意度、识别潜在问题以及优化辅导质量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最后,学生只需通过“点击上传”按钮,即可将完整的反

馈意见迅速传递至助教端,为课后辅导的持续改进提供有力支

持。(3)个人中心界面设计。个人中心界面是用户查看个人以及

系统设置的功能模块。“预约记录”可以查看自己的历史预约记

录,包括已参加的辅导记录和请假记录；“系统设置”中可以修

改个人信息、更改密码、设置通知偏好等,这为用户提供了个性

化的使用体验；“联系我们”可以通过电子邮箱联系应用开发者

反馈使用过程中的问题,以便得到及时的解决；“意见反馈”可

以发邮件的方式向小程序提供宝贵的意见与建议,包括想要使

用的功能以及需要改进的功能,帮助该程序不断改进和优化。 

 

图1  学生端预约界面与反馈界面 

2.2.2助教端。(1)预约界面设计。助教端的预约页面分为

上下两个模块(如图2)。预约页面的上半部分是以日历视图展示

的助教排班表,标明了具体年月和周次,助教可以自行查阅,醒

目简明。页面的下半部分是以卡片形式展示的待辅导信息,可以

使助教清晰直观地了解待辅导学生的汉语水平和辅导内容等各

种信息,以便提前做好备课,减少“辅导准备不充分”“无法解决

学生问题”等一系列辅导中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如果学生汉语

水平较低,则可以提前安排英语水平更高的助教为其辅导,减少

语言沟通障碍,提升辅导质量和效率。此外,助教还可以通过点

击“一键提醒”,为待辅导学生推送辅导即将开始的通知,以防

学生忘记或错过辅导时间,增强学生的出勤率,优化时间管理。

(2)记录界面设计。记录页面主要用于辅导结束后的记录与反馈

环节。页面的上半部分布局是待辅导学生的信息卡片,在辅导结

束后,助教通过“点击签到”按钮为已参加的相应学生进行签到,

点击后将会跳转至信息上传页面,如图所示。学生的姓名、学号、

汉语水平、助教、辅导内容和预约时间根据卡片信息自动填入,

助教只需要具体填写学生问题、处理结果和“是否体现跨文化

交际因素”三部分内容。只要学生已完成辅导,助教当天就须及

时签到,从而上传辅导记录,这一流畅的环节能够很大程度改善

助教“无法及时记录”的问题。预约页的下半部分布局是一个

可滚动查看的反馈列表,展示了已参加辅导的学生对于助教、辅

导效果和辅导项目的评价与反馈,这些反馈内容对于助教团队

而言,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它不仅能够帮助助教团队深入了解

学生们对于辅导服务的满意度,还能够揭示潜在的问题所在,从

而引导助教团队进行有针对性的优化和改进,以进一步提升辅

导质量。这些反馈是助教团队优化教学策略、提升教学效果的

重要依据,有助于构建更加符合学生需求的辅导环境。 

 

图2  助教端预约界面与记录界面 

3 结语 

本文通过项目实践和问卷调查,找到了湖北工业大学国际

中文同伴辅导项目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创新性地提出了开发

HBUT·Tutoring微信小程序的设计方案。希望该微信小程序能

早日投入应用,促进国际中文同伴辅导项目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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