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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with the wide spread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language and culture compe-
tition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springing up continuously. Among these competitions, video 
program competition gains the popularity amo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due to its novelty and 
value. This paper,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survey and interview, case study and theory study, stu-
dies the video program competition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pecific contents are as follows: 1) 
the investigation of video program competition; 2) the case study of video program competition; 
3)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ideo program competition; 4) the meanings of video program competi-
tion and 5) the reflection and suggestions about hosting video competitions. This paper looks 
forward to offering some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s to improve video competitions of interna-
tion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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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际汉语事业的全面推进，国际学生语言文化赛事活动不断涌现。其中视频类比赛因其形式新颖、

内容丰富，获得了汉语教学机构及国际学生的青睐，而相关研究十分薄弱。本文运用调查访谈法、个案

分析法和理论提升法等研究方法，对国际学生视频类比赛展开研究。具体内容包括：1) 视频类赛事的调

查；2) 视频类赛事的个案分析；3) 视频类赛事的特点；4) 视频类赛事的意义；5) 对举办视频类赛事

的反思与建议。希望本文能为国际学生视频类赛事的不断完善与更新提供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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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国际汉语教育事业的不断推进，海内外学习汉语人数不断增加，面向来华国际学生(以下简称“国

际学生”)的赛事从数量和种类上都有所增加。此外，随着智能手机的迅速兴起，其自带的便捷的拍摄功

能为人们所关注并得到不断的开发[1]。在这一背景下，面向国际学生的视频类赛事近些年也逐渐增加，

这引起了笔者的关注。 
视频类赛事，即参赛的国际学生根据大赛主办方规定的主题，通过调查研究、访谈等手段，用手机

拍摄时长三到十分钟不等的视频，以反映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表达国际学生对中国的见解

及介绍自己在中国的生活。然而以往对于该领域的学术研究极少，多见于零星的新闻报道，缺少系统化

的学术角度的研究。 
本文运用调查访谈法、个案分析法和理论提升法等研究方法，对于国际学生视频类比赛进行调查与

思考，以期为今后相关机构提升视频类语言文化赛事的质量和国际学生培养的质量有所启示。 

2. 对视频类赛事的调查 

国际学生的比赛可以分为综合类赛事和单项类赛事两种[2]。综合类赛事是指考察国际学生听、说、

读、写及文化领悟能力等综合能力的一类赛事，如“汉语桥大赛”、“汉语之星大赛”1 等。单项类赛事

是考察学生某一技能或某一领域的能力的比赛，如汉字听写大赛、汉语歌曲比赛等。视频类赛事是单项

类赛事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如今，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以及智能拍摄手机和电子设备的普及，这类

赛事越来越受到汉语教学机构及国际学生的欢迎。 
视频类赛事最开始多出现在综合类赛事中，如北京市留学生汉语之星大赛的复试或半决赛的一个环

节。后来，由于现代多媒体技术的不断更新以及比赛的完善，单项类赛事的视频比赛逐渐脱颖而出，从

而成为独立的赛事，该类赛事为国际学生提高汉语水平、展现个人风采、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新的舞台。 
我们对近几年面向国际学生举办过的一些重要的视频类赛事进行了调查，详见表 1。 
从表 1 可以看出，该类赛事主办机构多元、题材较为广泛，对于学生综合能力有较高的要求。 

Open Access

 

 

1“汉语桥大赛”是由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面向来华留学生和海外国际学生举办的系列中文赛事。“留学生汉语之星大赛”是由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办的中文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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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Video program competition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表 1. 国际学生视频类赛事一览表 

 主办单位 比赛名称 内容主旨及基本要求 

1 山东省委 
宣传部 

国际学生中华

传统故事讲述

微视频比赛 

国际学生拍摄一段自己讲述中华传统故事的视频。故事可以是中华优秀传统故事，也可以是在中

国看到的、听到的或者亲身经历的故事。参赛视频应符合主题突出、情节生动感人、富有感染力

等要求，同时需要有较高的艺术性，并适合社会不同群体及大众需求。故事内容应积极向上，无

不当言论。 

2 
天津市公 
安局出入 
境管理局 

来华国际学生

“ 平 安 校 园

杯”微视频比

赛 

该赛事是天津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以深化平安校园建设为目的举办的活动。拍摄的微视频内容

涵盖外国留学生平安出行、证照办理、校外租住、电信诈骗等各类校园安全主题，以加强国际学

生的安全意识。比赛历时一年，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工业大学等三十余所高校参加了这次

比赛。 

3 昆明都 
市时报 

国际学生说昆

明话比赛 
参赛的学生需要拍摄一段自己说昆明方言的视频。通过拍摄视频，学生能够加深对昆明的了解，

同时也能够帮助更多昆明市民了解当地国际学生的风采。 

4 
北京市留 
学生汉语 
之星大赛 

半决赛阶段的

微视频比赛环

节 

汉语之星大赛的半决赛阶段设置了“我看北京”环节，选手们通过自己亲自拍摄的短片，从城市

建筑、京味文化和在北京留学的个人感悟等多个角度诠释北京，并且表达了他们对北京的了解和

热爱。 

5 北京大学 

“有朋自远方

来”国际学生

幽默微视频大

赛 

赛事要求学生拍摄时长在三到十分钟的幽默微视频，以诙谐的方式展现自己眼中的中国或北京大

学。视频应富有创意，幽默风趣，积极向上。比赛规定视频中使用的语言以汉语为主，允许有少

量其他语言。 

6 中央民 
族大学 

国际学生“视

谈中国”视频

采访及讲说比

赛 

赛事安排每位国际学生与两位中国学生组队，确定话题后，让国际学生通过视频采访的方式去亲

身感知中国的社会现状以及优秀的传统文化。 

7 福建医 
科大学 

“i-Med 杯”来

华留学生医学

汉语视频大赛 

赛事要求参赛的国际学生围绕医学汉语课程教学内容，自编、自导、自演医学主题情景剧，拍摄

成视频作品。比赛历时两个月，共收到参赛作品 24 份。 

3. 对视频类赛事的个案分析——以“中央民族大学‘视谈中国’视频采访 
及讲说”比赛为例 

3.1. 比赛情况介绍 

中央民族大学国际学生“视谈中国”视频采访及讲说比赛(以下简称“视谈中国”)是国际教育学院在

2018 年为在校国际学生推出的重要文化体验类赛事。国际学生针对当前中国社会热点问题以及传统文化，

通过视频采访的方式去亲身感知中国的社会现状以及优秀的文化。这是中央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第二

次举办国际学生参加的视频拍摄类赛事。 
该赛事面向中央民族大学所有国际学生，包括在读语言生、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围决赛的十五位国

际学生分别来自十二个国家。赛前，每位国际学生选择一个感兴趣的话题，与两位中国学生组成一队完

成视频的采访和拍摄工作。比赛当天，选手观看完视频后回答评委提出的问题，评委根据视频拍摄质量

和选手现场表现进行打分。决赛视频主题详见表 2。 
 
Table 2. The topics of “Understanding China through Camera”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MUC 
表 2. 中央民族大学“视谈中国”视频拍摄及讲说比赛作品主题 

序号 主题 序号 主题 

1 中国的饮食文化 9 你是“宅男/宅女”吗？ 

2 中国人的业余生活 10 当今网络暴力问题 

3 中国学生军训生活 11 中国高中生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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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4 中国便利化生活 12 中国古代的特别文化 

5 中国共享单车的使用 13 中国的网红文化 

6 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问题 14 中国高校国际学生的生活 

7 中国最近五年的发展 15 国际学生的就业选择 

8 中国的环境情况   

 

从表 2 可以看出，该视频类赛事的主题涉及中国的社会现实、经济发展和网络文化等，以当代中国

文化为主，关注时事社会发展。 

3.2. 比赛访谈调查 

“视谈中国”比赛结束后，我们对三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参赛选手进行了访谈，以加深对赛事的了解。

三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印度的龙辉(Rahul)、来自埃及的文昊(Lotfy)和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尼克(Abdulloh)。 
龙辉同学于 2018 年 9 月来到中央民族大学进修汉语，此前他已经在印度学习了四年汉语。文昊同学

在埃及学习了两年汉语，并在埃及的汉语桥比赛中获得了冠军。尼克同学是本科一年级的学生，学习汉

语时间为一年。我们向这三位同学提问了以下三个问题。 
问题一：请问你为什么选择参加“视谈中国”视频拍摄及讲说比赛？ 
龙辉：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汉语类的比赛，我觉得拍摄视频、做采访这种形式非常新颖，同时还可以

认识很多中国和外国朋友，能提升自己的汉语水平。参加了这次比赛才知道，即使是自己的同班同学，

汉语水平也比自己好很多，所以我更加坚定了以后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哦，还有，我的朋友们把我们的

视频传到了网上，很多中国同学都觉得很新颖，很有意思。 
文昊：我喜欢参加各种比赛，之前也参加了各种汉语比赛，比如汉语桥大赛。视频比赛是个综合性

的比赛，我可以给自己留下一些录像，并且记录美好的学习时光。 
尼克：我参加“视谈中国”比赛有一些原因，简单的说我对比赛的主题很感兴趣。此外，我喜爱参

加这种活动和比赛。我可以通过视频把说不出来的心里话展现出来。 
问题二：请问通过参加这场比赛，你有什么收获？ 
龙辉：首先，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他们对我的汉语学习给了很多帮助和建议。我是一个很内向、

害羞的人，但是这个比赛需要我去采访中国学生。第一次采访时我紧张得一直说错话，但是我的队友不

断鼓励我，指导我该怎么说，后来的采访我就不紧张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最大的收获。 
文昊：我的汉语水平又一次获得了提高。在拍摄视频的过程中，我需要跟中国同学就文化问题进行

商量，就拍摄和剪接的问题进行协调，我从中学习了很多新的表达方式。而且我也看到了其他同学制作

的视频，都很棒，也了解了很多中国当代文化。 
尼克：我通过这次比赛收获了经验，还有更了解了自己，比如自己的缺点在哪，还学会了不少设计

制作视频的事情。 
问题三：请问在参加比赛的过程中，你遇到了哪些困难？ 
龙辉：我最大的困难肯定是我的语言问题，因为我的汉语声调有些问题，采访的中国学生有的时候

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和他们解释，所以很影响拍摄进度。然后我不会剪辑视频，有很多

想法不知道应该怎么加入到视频中，我的团队一直一起学习剪辑视频、一起摸索着制作，最后也解决了

这个困难。 
文昊：我不太擅长拍摄和制作视频，幸好有中国同学帮助我。尽管我在埃及获得了汉语桥比赛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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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但是用汉语表达如此深入的内容，仍然有很多困难，这也使得我今后更加努力学习汉语。 
尼克：我们组抽到的题目是“中国高中生的生活”。找到高中生进行采访，对我来说最难的问题之

一了，因为我平时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到这些人，幸好有中国朋友帮忙。拍摄后，也认识了一些中国高中

生。当然，剪视频也是，需要从头学起。 

4. 国际学生视频类赛事的特点 

通过对目前各类国际学生视频类赛事的调查，以及对中央民族大学国际学生“视谈中国”视频采访

及讲说比赛的个案分析，可以看出国际学生视频类赛事呈现出以下三方面的特点。 

4.1. 主办方类型多样 

我们发现，近几年国际学生视频类赛事的主办方不仅有高等教育机构，还包括省委、报社、教育局、

大使馆和公安局等机构。主办方的多元化能够丰富视频类赛事的主题，同时也表现出社会各界对国际学

生文化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视。 

4.2. 赛事普及面越来越大 

在拍摄访谈类视频的过程中，国际学生会针对中国的社会热点问题深入中国人社区进行采访，因此

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会引起中国人的关注。比赛结束后，一些国际学生会把自己拍摄的作品发布到网络上，

其中不乏受到广泛关注的热门视频在网络上引起广泛反响，激发了不少人对这些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和

讨论。以往留学生参与的语言文化赛事很少在电视或网络上播出，因此中国社会对这一群体的语言文化

活动的关注度较低，但参加视频类比赛的国际学生可以将拍摄的视频自行上传到各个社交平台、视频网

站或者手机短视频软件上，因此流传度大大提高，从而使得国际学生的风采得以展现，让更多人群都能

够对来华国际学生有所了解和关注。 

4.3. 主题不断得以拓展 

现在各高校对于国际学生的文化教育一般局限于中国传统文化，通常是讲解中国文化中历史悠久的

艺术和风俗。但我们通过对国际学生的访谈了解到，许多国际学生来到中国学习，除了想了解传统文化

之外，更想了解的是当今中国发生的种种变化，因此环境问题、新型交通工具、留守儿童、教育制度等

主题被纳入到拍摄中来。此外，随着国际学生视频类赛事的不断成熟，不同的机构纷纷开始关注这一比

赛形式，充分利用视频类赛事开展与本机构相关的一些活动，因此从社会文化类到安全类、医学类主题，

再到幽默类，主题不断拓展。 

5. 国际学生视频类赛事的意义 

通过观察与分析，我们认为面向国际学生的视频类赛事具有如下几点意义： 

5.1. 可以激发国际学生学习汉语的热情 

国际学生通过参加比赛走出了课堂和校园，深入到了中国的社区和当地居民的生活当中，使用的汉

语不再局限于教科书上的语言，而是要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沟通交流。这不仅锻炼了他们的语言文化实

践能力，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审视自己的语言能力，这将有助于提高语言能力和文化意识[3]，使用汉语

表达个人意愿的能力也随之增强，学习汉语的热情也因此得到了提升。 

5.2. 可以拓展课堂教学的深度和广度 

尽管各高等教育机构学生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但以往国际学生的影响力仍然十分有限，一些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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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参与的活动和赛事大多处于封闭状态。随着各大高校和其他机构举办的活动和赛事不断增多，中国

学生也逐步参与其中，各类赛事所涉及的话题深度有所增加。传统的教学都是在课堂上进行，但国际学

生为了完成视频的拍摄，必须深入广大中国的社区、校园和当地人的生活当中，与中国社会的联系变得

更加紧密，因此拓展了课堂教学的深度和广度。教育人类学认为，文化实践活动可以拓展教育空间，有

助于建立完整的教育生态体系[4]。 

5.3. 为教学提供思路注入生机 

有学者研究发现，使用视频可以帮助外语学习者显著地提高外语学习的兴趣[3]。将立体的氛围带入

课堂，因此视频拍摄是一项具有革新性质的学习方式[5]。 
各大高校通过举办视频类赛事，给国际学生提供了一个锻炼和展示自己汉语能力的舞台。在准备比

赛的过程中，指导教师需要发现每位学生的个性化特征，为他们制定个性化的汉语表达内容。同时，汉

语教师也可以利用学生们拍摄的较为完整清晰的视频作为口语课或文化课的教学资源，为丰富教学形式

提供新思路，为教学注入活力和生机。当然，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这种竞争性质的课外体验活动，激发学

生的学习动机，对于教师来说，从而达到“以赛促教促学”的目的。 

5.4. 可以促进国际学生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 

国际学生通过参加视频类比赛，可以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热点问题有所了解，如一些社会热点问题：

中国学生的军训、中国的网红文化以及中国近几年的发展等，从而使国际学生可以对中国社会有一个更

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并加快其适应并融入中国文化社会的脚步[6]。 

6. 反思与建议 

我们通过对面向国际学生的视频类赛事的调查和访谈，对未来该类赛事的举办提出了一些建议。 

6.1. 进一步加强中外学生合作 

以往国际学生的比赛都是由专业的汉语教师指导，随着高校中中外学生联系的日益密切以及汉语国

际教育专业学生的大量增加，在各类国际学生的语言文化赛事中，中外学生合作的形式将更为普遍，汉

语国际教育硕士和本科生逐渐在国际学生的赛事中发挥作用。中外学生的合作交流可以加深国际学生对

中国文化和社会现实的理解。同时，国际学生和中国学生从不同的视角对同一个主题进行分析，在讨论

中交换意见，可以加深双方对对方国家文化的理解，从而全面提高跨文化交际意识。 

6.2. 继续拓展视频主题内容 

通过对视频类赛事主题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尽管现在该类赛事的主题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拓展，

但仍较为单一，没有全面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后视频类赛事的主题应关注更多的中国社会问

题，如就业问题、婚恋观念、养老问题、购房政策等。主题的拓展既可以加快国际学生对中国社会的融

入和适应，也可以为中国社会增加新的思维和视角。 

6.3. 加强对参赛者视频拍摄和制作的赛前培训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参赛者尽管对于某些社会问题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想法，但是在视

频技术方面较为欠缺。他们对于视频拍摄的知识、视频制作的方法都所知甚少，这一点从视频作品的完

成质量也可以看出来。如视频作品良莠不齐，有的作品在画质、拍摄稳定性、剪接的流畅性等方面还存

在不小的缺欠。因此有必要在这类赛事之前，主办方针对参赛者存在的视频技术方面的问题进行强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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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以保证拍摄作品的质量。 

6.4. 主动吸纳专业媒体和机构的介入 

通过对视频类赛事的调查和个案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国际学生的汉语水平尚未达到中国学生

一样的流利程度，但国际学生具有丰富的资源以及独特的国际化视角，这些优势和中国学生合作后便会

凸显出来，如果能对此加以利用，将会对社会热点话题提出非常好的建议。此外，如今的视频类赛事已

经从萌芽状态进入稳步发展阶段，比赛的流程和安排日趋成熟。 
在这一情况下，如果有专业的媒体机构介入，可以扩大国际学生的影响力，使中国社会增加国际化

的视角，从而促进首都北京乃至全国各城市教育的国际化、文化的国际化以及人口来源的国际化。同时，

专业媒体的介入可以提供技术上的支持和保障，因此视频的制作及播放效果都能得到保证。 
随着国际学生语言文化赛事的日益完善以及当今各类视频类应用程序的兴起，以往被认为是小众的

自娱自乐的视频拍摄将被更加广泛地运用于国际学生的语言文化及教学等活动中，有关国际学生的视频

类赛事一定会得到更大层面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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