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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乌克兰南方师范大学孔子学院公派教师 

敖德萨，乌克兰 

 

乌克兰 117 中学汉语教学调查研究 

 

本文主要通过对 117 中学的学生进行调查，了解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需

求，学习情况以及课堂活动和课堂管理的有效性。并基于调查结果分析提出相

应对策以待改善我们的汉语教学状况，进一步提高教学效果。 

 

关键词：中小学，汉语教学，课堂活动，教学效果 

 

一、引言 

笔者在从事海外中小学汉语教学的实践中，切身了解到教学中存在的各种

问题，试图从最了解的教学对象中进行调查研究，以便可以找到改善目前教学

现状行之有效的办法。 

据北京语言大学的刘殉教授在他编著的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教学方

法 ”一节中指出 ：“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直接影响到

教学目标能否实现，以及实现教学目标所达到的程度和效率。”教学活动的设

计的成功与否也直接关乎到是否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及各项

语言能力的培养。因此本文重点调研课堂中进行过的教学活动，并进行深入分

析，为以后的教学提供一些可行性建议，期望能够提高 117 中学汉语教学质量，

同时也希望能为其他中小学校的汉语教学提供参考价值。 

二、调研范围及内容   

（一）调研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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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对 117中学五到八年级学生展开调研，其中五年级的学生年龄在 10-11

岁，六年级到八年级学生年龄在 11 岁以上。学生人数为 140 余人，收回有效问

卷 62 份。 

（二） 研究问题   

     1、为什么学生普遍学习积极性不高？ 

     2、怎样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如何提高汉语教学的有效性？ 

（三）问卷设计 

基于研究问题，并根据在 117 中学的教学经验，笔者从学生的学习动机，

学习需求，学习难点，习得情况，汉字学习方法，作业形式，课堂活动和课堂

管理的有效性等方面进行设计问卷。问卷全部采取客观选择题形式，并使用汉、

英、乌三种语言呈现。 

三、调研结果统计与分析 

（一）学习动机分析 

1.你为什么学习汉语？ 

 

 

2.你想多了解中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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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66.13%的学生是因为喜欢汉语、喜欢中国而学习汉语，以及有

93.55%的学生想要了解中国。由此我们得出 117 中学的学生对汉语以及中国的

兴趣很高。 

（二）学习需求分析 

     1.你想通过 YCT 考试吗？ 

      

2. 你想多长时间通过 YCT 考试？ 

 

如图所示，54.84%的学生想参加 YCT 考试，29.03%的学生坚决不想参加

YCT 考试；大部分学生希望一到两年内可以通过 YCT 1 考试。由此我们可以看

出 117 中学学生 YCT 考试需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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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习难点分析 

1、对你来说，学习汉语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如图所示，64.52%的学生觉得识记汉字最难，16.13%的学生觉得汉语发音

很难；其中这 4.84%听不懂老师说什么的学生全部为五年级学生。由此我们可

以发现 117 中学学生学习汉语的主要难点仍是汉字，其次是发音；对于年龄偏

小的学生还需更多借助母语中介语辅助教学。 

（四）习得情况分析 

1. 你对我们上学期的汉语课满意程度是多少？ 

     

 

 

2. 对于上学期学习的内容，你可以记住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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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50.00%的学生对上学期的汉语课的满意度在 80%-90%之间，

38.71%的学生的满意度在 70%-80%之间。而上学期的汉语习得情况，50%的学

生选择了 60%-80%，只有 14.52%学生选择了 80%-100%。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得

知学生对于通过不同游戏活动设计学习汉语非常认同，但上学期的课堂活动设

计还未实现一个高效学习的效果。 

（五）学习汉字方法分析 

 1.以下哪种方式可以帮助你记忆汉字 

       

其中 A 为拼汉字活动 B 为图画汉字 C 为汉字字源解释 D为笔画教学。如图

所示：35.48%的学生选择了拼汉字，33.87%的学生选择了笔画学习，由此我们

发现图画汉字以及字源解释对 117 中学的学生识记汉字帮助不是很大，汉字教

学活动应更多地从汉字的笔画、部件，拆分、组合这些方面进行设计。 

（六）作业情况分析 

1.你喜欢哪一种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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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 为汉字字帖书写，B 为世界地图标注+句子书写（20 年后你家在哪

儿），C 为练习题 ，D 为 kahoot。如图所示：38.71%的学生选择了练习题，

25.81%的学生选择了汉字字帖书写。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相对于网络游戏

kahoot 和创意性的作业，学生对练习题以及汉字书写的作业更感兴趣。 

（七）课堂管理分析 

1.你会为了赢得课堂活动中的比赛而更努力学习汉语吗？ 

 

2.我们现在的奖品制度会激励你更好地学习吗？ 

 

如图所示：41.94%的学生明确表示竞争机制会对他们学习汉语有帮助，

51.61%的学生明确表示现有的奖励制度可以激励他们学习汉语。由此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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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奖励机制以及竞争机制对激励学生学习汉语存在一定效果，但汉语教学不

能依赖于他们。 

（八）教学活动有效性分析 

本问卷选取了上学期课堂中使用的 16项教学活动进行调查。他们分别是练

习题(如选择、连线)，PPT 动画游戏，歌曲，实物教学，全身反应法活动，蒙

眼猜一猜，木头人，抢椅子，抢答，传话筒，传娃娃，牌卡游戏，大富翁，用

筷子夹豆子，棋牌游戏（如五子棋），Kahoot；每项活动的分值是从 1 到 4。 

从调查结果我们发现不同的课堂活动对五年级和六到八年级学生的有效性

出现差异。五年级学生的各项活动得分（平均分）排名如下：实物教学 3.3，唱

歌 3.08，练习题 3.08，木头人 3.19，抢椅子 3.08，抢答 3.08，牌卡游戏 2.75，

传娃娃 2.75，夹豆子 2.75，PPT 游戏 2.64，传话筒 2.64，蒙眼猜一猜 2.53，全

身反应法 2.42，kahoot2.42，大富翁 2.2，棋牌游戏 2.09。六到八年级的学生的

各项活动得分（平均分）排名如下：kahoot3.57，实物教学 3.25，传娃娃 3.1，

PPT游戏 3.05，传话筒 3.03，唱歌 3.02，抢答 3.02，大富翁 2.97，练习题 2.96，

牌卡游戏 2.91，蒙眼猜一猜 2.9，木头人 2.82，夹豆子 2.8，抢椅子 2.73，全身

反应法 2.69，棋牌游戏 2.67。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实物教学、唱歌、抢答活动

对五到八年级的学生学习汉语都有很好的帮助；而中国文化元素比较浓厚的棋

牌游戏（五子棋）对他们的帮助都不大。对于年龄偏小的五年级学生来说，简

单易操作的“练习题”，可以“动起来”的“木头人”、“抢椅子”、“抢答”等活动让

他们学习更有效；而网络游戏“Kahoot”、“PPT 游戏”、“大富翁”等规则稍复杂

的活动不能很好地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对于年龄偏大一些的六到八年级孩子

却是很热衷“kahoot”，“PPT 游戏”，“大富翁”等挑战系数较高的活动；对于比较

简单的“动起来”的“抢椅子”不是很感兴趣。由此我们可以得出：117中学的学生

普遍喜欢实物教学，唱歌学汉语以及竞争系数较强的活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

元素较为浓厚且他们较为陌生的活动兴趣不高；对于年龄偏小的学生，简单直

接、可以“动起来”的活动对他们帮助更大；对于年龄偏大的学生，需要设计更

为复杂、挑战系数更高的课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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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建议 

（一）增强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虽然我们发现参与调研的 117 中学的学生大多数对汉语以及中国的兴趣很

高，但是 117 中学存在普遍学习汉语积极性不高，出勤率较低的情况，参与调

研的学生集中在平时经常来上课的学生，且只占学生总数的一半左右。而且在

这部分经常来上课的学生中，也只有个别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很高。

鉴于调查结果和在 117 中学的教学经验，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增强

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 找准学生对中国的兴趣点。因未精准把握学生的兴趣点，他们学习

汉语的积极性并未充分激发出来。充分了解学生，了解乌克兰教育、文化，挖

掘我们共通的地方，以兴趣带动学生。 

2. 多途径打造展示中国的窗口。通过参加中国夏令营或冬令营的乌克

兰中学生，举办有关中国的摄影作品大赛，通过他们的视角向自己同胞展示中

国。 

3. 正确定位汉语课程，明确学习目标。虽然 117中学对参加 YCT 考试

的需求较大，但学生学习汉语的心态不够端正，并未付出实际行动学习汉语。

老师需要帮助学生理清每学期的学习目标，每个月的学习进度，每周的学习计

划；坚定学生学习信念，正确定位汉语课程，获得不断进步的成就感。 

（二）提高汉语教学有效性 

1.各语言要素的教学 

刘殉教授在《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中说：“第二语言的获得，是规则的

学习加习惯 (技能)的养成。规则的学习主要靠理解和记忆，而习惯(技能)的养

成则需要反复地操练。”而 “说”是语言操练的重点，所以我们要自始至终强调 

“说”——培养学生的口语能力。我们从调查结果中也可得知发音是学生学习汉

语的难点，由此可见语音教学、口语能力的培养应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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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小学生的汉语教学，语音、词汇、汉字是教学重点；而汉字又是学

生学习的最大难点。除了采用笔画、部件拆分组拼的方法帮助学生识记汉字，

也要增加汉字作业的布置。 

2.教学活动设计 

每个教学活动的设计都是为我们的教学目标服务的，我们设计每个教学活

动时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这个活动是否有助于实现我的教学目标；这个活动

主要锻炼学生哪方面的技能；这个活动的难易程度是否适合；这个活动开展之

前我需要带领学生做哪些语言上的准备；我如何才能清楚明了地介绍活动规则；

这个活动是否能最大程度调动全体学生的参与；这个活动需要占用多长时间；

应该在教学的哪个环节实施这个活动。再根据自己学生特点设计出最有效的课

堂活动。比如：歌曲教学、实物教学、竞争游戏在中小学普遍教学效果较好；

简单易操作的练习题和“动起来”的活动对年龄偏小的中学生更有效；稍有挑

战性的网络游戏等活动对年龄稍大的中学生更有帮助。  

3.强化课堂管理 

Emmer & Stough 指出，课堂管理包含两个基本指向，即确定良好行为和预

防不良行为，这就要求教师制定清晰的规则，持续观察和监控学生行为，避免

出现学生扰乱课堂秩序或者心不在焉的情况。所以形成一个有效的课堂管理体

系对培养学生对汉语课的良好态度，提高学生对汉语的兴趣非常重要。目前我

们课堂使用的直接赠与奖品的奖励措施起到一定作用，但仍需不断完善、进化。

对学生的每个学习活动都进行量化评分，获得“人民币”，在由教师开设“中国超

市”里，使用自己“挣”到的“人民币”在超市里买东西；还可增设评选每周之星；

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改善、调整课堂管理手段，逐步构建一个较为实用的、系统

性的中学汉语课堂管理策略。 

4. 探寻最优乌、中汉语老师合作模式 

乌方老师可以进行最有效的课堂管理，可以深入了解学生喜好；中方老师

可以输入最纯正的汉语，可以使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乌方老师与中方老师

各有优势和短板，但却能力互补。如果乌方老师可以和中方老师一起备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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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最适合乌克兰中小学学生的教学方法，设计最高效的教学活动将大大提高教

学质量。 

五、结语 

总之，高效的汉语教学应该是学习者在快乐中自然习得汉语听、说、读、

写各项技能；好的汉语课堂应该是能够调动学习者积极性，应该是让学生的身

体和大脑“动”起来，课堂的内容和形式“活”起来；好的教学活动应该是服务于

教学目标的，具有趣味性的，能够促进学生多元智能开发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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