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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学模式也随之不断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中也融入了越来越多的新方法。在教学过

程中，一种好的教学方式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更有利于学习者的进步。“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

学模式是通过多种有效的教学方式，挖掘学生的学习潜力。本文从“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提出、与传统

教学模式的对比以及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如何融入“以学习者为中心”三方面进行分析与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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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mode of teaching has also changed, and the traditional teach-
ing methods have been integrated into more and more new method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a 
good teaching method can play a multiplier effect, more conducive to the progress of learners. The 
“learner-centered” teaching model is through a variety of effective teaching methods, to explore 
the learning potential of stud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elaborates on the proposal of “learn-
er-centered”, the comparison with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and how to integrate “learner-centered” 
into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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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全世界学习中文的人数日益

增加。第二语言的教学法的研究自上世纪以来层出不穷，许多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也意识到不能仅用

单一的教学法，多种教学法混合使用更有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和学生的学习进步。在研究过程中，学者

们的关注点往往都在教师发展上，而忽视了教学对象——学生的重要性。对于“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汉

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课堂该如何做呢？下文将从是什么，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的对比以及怎么做三个方

面进行分析。 

2. 什么是“以学习者为中心” 

上世纪 60 年代，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把他“以患者为中心”的心理咨询疗法推广到教育学

领域，提出了“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理念[1]。他首先创造了“以患者为中心”非指导性心理咨询疗

法，然后将其推广到了教育学领域中，最终产生了“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理念[2]。 
该教学理念强调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教师应相信学生能够挖掘出自己的潜在能力，注重

充分发挥每个学习者的学习能力。在第二语言教学活动应该把学习者放在首位，从学习者的需求出发，

教学内容不要过于复杂，要教学生所需要的知识。还需考虑到学习者应尽可能地参与到课堂活动中，让

学习者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有输入有输出，才能成为有意义的教学。除此之外，教师还应尽可能给予学生

正面引导，同学生建立起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减少负面批评，真正做到了解与接纳学生，从而创造出

良好的教学氛围。 

3.“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方式的对比 

只有对两种教学模式的具体内容有所把握，找出两者之间的差异与相同部分，认识其中的优点并进

行借鉴，我们才能“对症下药”，针对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改进，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3.1.“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该教学模式由“教”与“学”两方面组成。教师和学生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最根本的一对关系，如

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对于教学的成与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教和学的关系上看，“教”是为“学”

服务的，“教”所要达到的目标和结果必然要由“学”体现出来。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是对人本主义的理性回归，是在对传统教学模式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这一模式要求教学活动以学生为中心而展开，充分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信心，要尽量让学生自己控制学习内容和方法，鼓励学生参与到教学活

动的各个环节中来，鼓励学生更多地负责自己的学习。教育过程中，教师的主要任务不是“传授”，而

是“促进”学习者自我实现其潜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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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着眼点在于“学习者”的“学”上，注重学习者的学习效果，教师

通过将有效的教学手段和丰富的教学内容结合起来运用在课堂上，关注学生的学习行为，设计合理的教

学过程，为学习者提供良好的自主学习的课堂环境，对于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 

3.2. 传统的教学模式 

该教学模式对于已有汉语文化基础的学生来说，并不会得到排斥，国内中小学教学也多采用此种模

式，教师讲，学生听，学生将不用花费更多时间在查阅知识上，这种教学模式可以说是“站在巨人的肩

膀上看世界”。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以教师为中心的填鸭式教学，学生参与课堂教学主动学习

的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调动，导致课堂沉闷、师生互动少，这是传统教学模式的主要问题[4]。其次，课

堂形式比较单一，主要是以教师讲授，学生属于绝对服从和从属的地位，学生接受知识的方式是被动的，

许多知识学生在课上来不及消化，更没时间思考“为什么”。这种教学模式虽对于教师来说比较轻松，

教师占有决定权，对于讲什么，怎么讲，课程设计如何做，但是学生能否吸收知识等考虑的则不多。 
此外，对于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课堂来说，此种模式并不是那么合适。教师所教授的学生通常

不具备深层次的中国文化知识，更多的是以学习语言为主。教学的目的不仅仅是对知识的传授，还包括

维持且想办法增强学习者的学习动机。采用传统教学模式的话可能会减少学生对语言学习的兴趣，要想

学生在语言学习中有收获，那么必然需要课本教学与课堂活动结合的方式，要有讲有练，讲练结合。 
通过对两种教学模式的概述，我们可以看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在国际中文教育中才是

大势所趋，将其融入第二语言教学也是很有必要的，这符合学习者的学习特点。 

4. 在中文教学中营造“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 

一节课的顺利开展，需要师生的共同努力与相互配合。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22)：“截至 2021 年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 10 个联合国下属专门机构将中文作为官方语言，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育，

76 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外国正在学习中文人数超 2500 万，累计学习和使用中文人数近 2
亿”[5]。由此可见全世界学习中文的人数之多，国外的孔子课堂如火如荼的发展着，这对从事国际中文

教育事业的教师来说，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要想做好中国文化传播的使者，教师可以通过以

下几点提升自己的能力： 

4.1. 改变教学观念 

国际中文教育不同于国内传统课堂的教学，国内课堂教学通常是用学习者的母语进行教学，而国际

中文教育则是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或者其他语言的教学。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我国对外汉语

教师在进行中文教学时，一定要注意第二语言教学的特点。在教学活动中，不能局限于“教师讲，学生

听”的教学模式，要安排一定的时间给学生进行语言的操练，只由教师单方面给学生灌输知识，并不能

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更有可能造成学生在学习上出现某一方面技能突出，而其他技能薄弱现象。因此，

对外汉语教师应突破传统的教学思维，要将课堂的舞台“转让”给学生，教师要起积极地引导作用，让

学生变成课堂展示的“主角”。例如：在课堂中，教师可以采取少讲，多设置一些与课堂有关的活动，

教师讲完后，由学生进行分组练习或竞赛的方式组织课堂活动，将课堂形式丰富起来。 

4.2. 完善教学设计 

在进行教学设计时，教师应充分考虑到学习者的年龄、国别、汉语水平、文化背景，学习动机等基

础信息，再根据上课内容设计出完整的教学方案。“以学习者为中心”强调学习者的主体作用，因此在

教学设计中不妨可以多设计一些课堂活动。同时课堂上要有讲有练，教师要做到精讲多练，尽可能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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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提供多种学习方式，可以加入生生互动，师生互动的环节，通过多种互动方式不断强化学习者的

学习兴趣。例如:对课文部分进行情景演绎，词汇部分做游戏，造句子等多方面的互动来激发学习者的学

习汉语的兴趣。 

4.3. 做到因材施教，以人为本 

重视学习者的主体作用，教师要引导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在汉语课

堂中，教师应该尽力做到因材施教，选取的教学内容要符合学习者的学习特征，针对学生的特点进行教

学。在教学过程中，应当及时观察到学习者的学习状态，帮助学习者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要经常

鼓励学生，帮助学生克服学习路上的苦难，培养学生积极向上、健康的心态。例如：在听说课的教学中，

要鼓励学生开口说，对于学生的错误要选择适当的方式帮助其改正，不可有错必究，也不可有错不究，

不能打击到学生的自信心，极大限度地开发学习者学习汉语的兴趣。 
在以人为本方面，刘瑞芝(2012)提到：“注重学习者个人参与教学实践。在实践中，应帮助学生克服

畏难情绪，培养学生积极、健康的情感。”[6]教师还要为学生的学习做考虑，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

多方面的为学习者搜集学习资料，尽力精简学习材料，合理的运用教学资源，使学生在学习汉语的过程

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教师也应该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知识能力，扩宽自己的知识面，面对学生

的疑问能及时回应并给予有效的指导。 

4.4. 注重学生反馈以及自我评价 

注意学习者的学习情况，及时获取学生自我反馈以及自我评价。教师可采用观察法、调查问卷、考

试、课堂提问等多种方法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教师还需注重与学习者沟通，可

以与学习者共同商讨教学内容，尽可能地给予学习者选择学习内容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更加促进学

习者对学习中文的积极性。同时，教师也需要引导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情况做一个评价，学生只有对自己

设定了一定的学习准则，拥有学习目标时，才会对自己的学习更负责任。例如：在汉语课堂中，我们不

妨在第一节课就让学生为自己制定学习目标，教师在后期的教学过程中则作为监督，在学生达到一定成

果时，及时给予奖励，不断地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 

4.5. 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维持学习动机 

“教材是给学生编的，不是给专家编的，因此要充分重视学生的兴趣”[7]。教师应在不断地教学实

践中摸清学生的兴趣点，或是每节课以什么样的形式上课更能激发学生的兴趣。通过找学生的兴趣点，

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过程中，可以结合时事热点进行导入，这方面知识符合当时所处环境

的背景，也更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同时培养学生关心周围事物，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教学内容要

尽量贴近实际生活，在课堂上可以进行模拟活动。例如：在“买”和“卖”的教学中，就可以让学生准

备好钱和物品作为学习用具，在课堂上模拟生活中我们常见的场景，不仅能让学习者学习中文知识，也

更能体验到中国的文化。丰富的课堂活动也有利于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从而维持学习动机。 

5. 结语 

教师在教学中要担当好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帮助学生学习更多的中文知识以及中国文化，合理安排

课堂教学内容与课堂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在教学过程中虽然“以学习者为中心”，但是我们不能忽视

教师的至关重要的指导和引导作用，教师要提出问题，让学生去思考，同时，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学生

如有疑惑也要积极指导，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总而言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冲击了传统的教育方式，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思维，在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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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教学中也越来越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状态，该教学模式值得我们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运用到实践

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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