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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在发展中越来越注意到学习者主体地位的重要性，“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原

则对学习者成功掌握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已成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重

点方向。本文将围绕教师、教材选择与课程设计、教学活动以及教学环境四个方面出发，来探讨“以学

习者为中心”在对外汉语课堂中的应用研究，营造更好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汉语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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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on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FL) teaching in China has been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the learner’s main position, and the principle of “learner- 
centered” teaching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learners to successfully master the ability of com-
municating in Chinese, and it has become the key direction of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as a 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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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CFL) teaching. In this paper, we will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of learner-centeredness in 
the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ers, selection of teach-
ing materials and curriculum design,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the teaching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create a better learner-centered Chines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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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以学习者为中心”教学原则的提出是基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理论。1952 年美国心理学家卡尔罗杰

斯在哈佛大学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首次提出教育应该遵循“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1]。认为在教学过程

中应该强调发挥学习者的主动性、积极性，重视学生的主体作用。这一教学理念在对外汉语教学发展中

有着极大的引导作用。特别是在我国传统的教师主宰课堂的教学模式下，探究调动学习者的主体作用更

是成为教学研究的重点。但时至今日，出于教学对象的复杂性、师生语言互动的受限性等原因，“以学

习者为中心”的教学原则在课堂中的实践仍然具有较大的困难和挑战性。因此，从当前的对外汉语教学

现状出发，对“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营造更需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实现。 

2. 教师的引导作用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并不意味着要将课堂的控制权和决定权全部交给学生，而是对教师有了更

高的要求。教师不仅仅要做到专业知识和教学技能的熟悉，更重要的是要在教学中起到引导作用，引导

学习者的学习方法，激发学习者的积极主动性。 
第一，要做到对课堂教学的引导。课堂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习者的汉语运用能力，“教”必须为了

“学”而服务[2]。因此，一方面教师要从学习者的角度出发，根据学习者的个性特点来进行定位，了解

到学习者在想什么，想学什么以及想怎么学，从而按照学习者各自不同的需求设计学习计划，决定教学

内容和教学安排选择合适的输入材料。比如班级学生的汉语水平差异明显，教师则有必要针对学生的水

平差异，将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在同样的汉语材料阅读活动中，给不同水平的小组布置不同的任务，

完成后进行互相评价，以实现各种水平的学生都有机会得到锻炼；另一方面要根据学生的实际表现和主

观意愿来适当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安排。统一性的教学安排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学习者，在教学过程中也

会遇到各种非预设事件干涉到教学进程。比如课堂进度对于学习者来说过快或过慢；活动设计没有与学

习者的特性相对于而达不到好的教学效果；教学设计的话题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那么这种情况下，

教师就应该及时根据反馈对教学内容和教学安排进行调整，保证教学活动适应学生的学习特点和需要，

从而确保对课堂教学的把控和引导。 
第二，要做到对学生学习风格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引导。“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中，学生具有什

么样的素养、什么样的能力很大程度是由老师引导的结果[3]。首先，教师需要注重对学习者情感因素的

调控，激发和提高学习者良好的学习动机。其次要培养学习者的自我管控和自主学习的能力。“以学生

为中心”的教育理论基础主要是建构主义的理论，其核心是要求学生能够依据个人的情况积极进行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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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知识结构体系的构建。因此老师在课堂中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进行体系的构建，引导学生培养自

主的能力。在对外汉语教学课堂中，教师应该尽可能多在前测环节给学生布置探索任务，让学生在问题

引导下去自主发现自己在语音、词汇以及语法上的问题。发现问题后，引导学生构建解决语音、词汇、

语法问题的思路。接着也可以通过自主展示的环节，给学习者展示自己优势的机会。通过这种方式，来

实现对学生学习风格和自我管控能力的引导。 

3. 教材选择和课程设计的针对性 

在第二语言教学中，教材和课程设计起着纽带的重要作用，将教师的引导和学习者的主体地位连接

起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4]。好的教材与课程设计就相当于制作精良的剧本，演员和导演

只有凭借好的剧本才能演出有声有色的好戏来。因此，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材选择和课程设计，最重要

的就是针对学习者来进行的。 
首先，以学习者特点分析而论。随着汉语影响力的提高，汉语学习者的人数和规模也逐渐扩大，学

习者的来自不同的母语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语言水平也有较大的差异，因此，教材的选择和课

程的设计就应当根据这些差异来进行针对性的运用。比如对于来自汉字文化圈的韩国、日本等国的汉语

学习者来说，汉字并不陌生，那么在教材的选择和课程的设计上就倾向于对汉字读写技能的培养，重视

日韩语言中的“汉字词”的部分，重视词汇部分；而对于来自非汉字文化圈的英美等国的汉语学习者，

则可以更多地将重点放在口语和书面语，以及汉字文化的部分进行教学，以降低学习难度，避免畏难心

理的产生。 
其次，以需求分析而论。教材的选择和课程的设计要针对社会对学习者的需求和学习者本身的需求

[5]。社会的需求主要表现在对学习者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的要求，在教材选择与课程设计上，则需要更

多地考虑对学习者专业知识与能力的提升和专业目标的可到达性。比如对商务管理专业学习的第二语言

学习者来说，教材和课程的设计必须围绕着商务管理专业的知识和能力结构来设置，培养学生运用汉语

在商务管理专业领域进行交流和工作的能力；学习者的需求包括学习者对未来使用目的语的场景、方式、

交往对象、以及目的语的语域与语体等的期望和要求。比如学习者期望自己未来专业工作是偏向文书性

的岗位，对书面语的学习有着较高的兴趣。那么课程的设计和教材的选择则最好围绕学习者的兴趣和目

的来进行，以便学习者技能的快速提高。 

4. 教学活动的交际互动性 

对外汉语教学课堂的交际互动性一直是教学研究的重点关注项。一个课堂“活不活”，教学效果高

不高，与教学活动的交际互动性有着很大的关系[6]。在课堂观察研究中，教学活动的互动性也是重点的

观察项之一，对提高教师教学技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活动，需要注意的

是师生之间，以及生生之间的交际互动性。 
首先，教学活动应实现师生互动。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活动中的师生关系应该是双向的，不是单

向的。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无论是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知识的学习还是听、说、读、写言语技能的

操练都不可能是教师或学生一方的活动。除此之外，教师的态度在师生互动中更容易被学习者所接收，

学习者在活动过程中接收到被肯定或者被引导的讯息，其学习积极性更容易被激发。因此，在教学活动

的设计中，需要注重提高教师和学生的互动性，以带动学习者的主动性。比如在汉语综合课的语法教学

中，可以在操练环节设置教师提问–学生个人回答–学生按顺序展示–小组代表回答–全班同学一起互

动，这种具有顺序性且问题难易度依次递增的操练活动。 
其次，教学活动应实现生生互动。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做到汉语知识与技能的融会贯通，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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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就是能够对知识进行主动的输出。而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是学习者主动调动记忆里的汉语知

识，实在知识复现，并运用技能进行交际的积极性行为，十分有利于课堂学习者主体氛围的形成。因此，

教学活动的设置需要考虑生生之间的互动，比如在课堂进行小组讨论；课后布置小组实践任务；小组进

行角色扮演来更好地融入课堂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实际上也起到教师的作用，发挥了自我教育的

效果，推动了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5. 教学环境的辅助意义 

教学环境对于教学来说具有重要的辅助性意义，良好的教学环境对于营造学习氛围、提高学习者学

习效率、发挥学习者积极主动性同样有着重要作用[7]。在第二语言教学法中，暗示法、自然法和视听法

等教学法都提到了对教学环境的重视，从不同角度说明了良好的教学环境对第二语言的学习有着积极的

促进作用。因此，“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环境需要营造良好的教学语言环境、教学设施环境、以及

学习氛围。 
从教学语言环境来看。根据成功的第二语言习得的自然原则，第二语言学习者在自然的语言材料中

更容易掌握目的语的语言规则。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需要大量输入目的语语言材料，并且是自然

的、社会使用度高的目的语语言材料[8]。使学习者在接触到大量语言材料的基础上，总结形成并掌握系

统的目的语语言规则。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以习得的姿态，主动进行对目的语语言规则的总结，有利

于主动性的发挥。其次，这些语言材料需要是可理解的，并有一定难度的，满足“i + 1”的输入法则，

这样才能达到真正有效的学习输入，在保证学习者能够学习到新内容的同时，不打击其积极性，达到学

习成就的最大化。 
从教学设施环境来看。目前的对外汉语教学课堂中，对新型教学手段以及教学设施的重视度都比较

高。PPT、影音、图片等现代化技术手段的运用，推动了教学设施的更新和改进，通过声光电技术来展

示语言材料，更有利于学习者对语言知识的理解与吸收，也更有利于学习者提高学习兴趣，实现主动性

学习[9]。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教师应该积极利用环境，创造教学需求，改进教学条件，以此来更

好地实现学习者的主体地位的发挥。 
良好的学习氛围也是教学环境的一部分，轻松愉快、有节奏的学习氛围有利于优化学习者情绪，缓

解学习者紧张的心理状态，降低情感过滤，从而使学习者能够更好地发挥无意识的作用，达到更近一层

次的学习效果。 

6. 结语 

“以学习者为中心”进行的教学研究，是对外汉语教师出于能够让第二语言学习者更好地掌握和运

用汉语知识、培养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而进行的教学探索，也是近年来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重心。

本文从教师的引导作用、教材选择和课程设计的针对性、教学活动的交际互动性以及教学环境的辅助作

用四个方面出发来探讨如何更好地营造“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对外汉语课堂，对学生的主体地位有了更

深刻的了解，进一步加深了对教学研究的认识，以期能够对对外汉语教学课堂有更深层次的把握，从而

推动自身教学实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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