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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得以线下教育为主的教育模式逐步转变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全新教学形

式。韩国语教育也是如此。对线上韩国语教育的研究值得关注。笔者试图通过对该研究现状的整理和总

结，预测未来线上韩国语教育研究的方向。从已有研究的方向来看，“教学过程研究”数量最多，其次

是“教学效果研究”。而在“教学过程研究”的相关研究中，关于“教学方法”的研究比重最大，其次

是对“教学设计”和“教学资料”的研究，而对“教学评价”的研究仍不够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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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20,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gradually transformed the offline education model into a new 
teaching form combining online and offline. The same is true for Korean language education. The 
research on online Korean language education deserves attention. The author tries to predict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online Korean education research by summari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is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isting research directions, the number of “teaching process 
research” is the largest, followed by “teaching effect research”. Among the relevant researches on 
the “teaching process”, the proportion of “teaching method” is the largest, followed by “teaching 
design” and “teaching materials”, while the research on “teaching evaluation” is still not per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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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进入 21 世纪以来，韩国流行文化在整个亚洲广泛传播，我国民众自主学习韩国语的人数激增，成为

小语种教育的新热点。全国高校朝鲜语(韩国语)专业数量也逐渐增多。然而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线

下教育受到冲击，面临着不得不线上授课的窘境。如今“慕课(MOOC)”的概念早已被人们接受，基于

MOOC 平台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改进了传统教学模式中存在的不足，将混合式教学模式引入韩国语教学，

进一步丰富完善了韩国语教学的模式[1]。但这些课程的设计和教学方法依旧不够成熟。 
因此各专业线上课程的设计和研究迫在眉睫。同样，针对韩国语专业的线上课程研究，即将成为韩

国语教育研究的新热点。相对于韩国本土，国内的相关研究依然处于初始阶段，那么如何开展线上韩国

语教育，提高线上韩国语教育质量，就要求我们对线上韩国语教育研究的现状有所了解，并深入下去。 

2. 韩国语线上教育研究现状 

线上韩国语教育在韩国的相关研究起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但未能有所深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

到硬件建设的限制。当时计算机的普及程度较低，且教学软件的开发尚不足以支持线上教育普及，更无

法支撑相关研究。另一方面，当时人们对线上教学的认知度不够，对线上教育的信任度较低。直至 2010
年前后，随着智能工具的普及和网络环境的建构，线上教育的相关研究才开始逐渐增多。2020 年，新冠

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得韩国的对外韩国语教育大规模转至线上。线上韩国语教育再次受到关注，韩国本土

的相关研究数量猛增。根据笔者统计，2019 年韩国语线上教育相关研究数量为 19 篇，2020 年为 68 篇，

到 2021 年增长至 109 篇。 
最近在韩国关于韩国语线上课程研究现状的文献综述类文章主要有김형민(2020)，방성원(2021)，

박지순(2022)等。김형민的研究较早，正处于新冠肺炎疫情刚刚开始的阶段，该文献综述未能涵盖新冠全

面暴发后数量激增的相关文献[2]。방성원(2021)则是以年度分析、关键词频率分析、话题建模等为研究

基础，从多方面分析线上韩国语教育动向[3]。最新的是박지순在 2022 年的研究[4]。可惜的是，该研究

未能涵盖当下最新的韩国语线上教育研究，也未对此类研究的整体倾向性进行分析，而是以 2020~2021
年间涉及教学实例的韩国语线上教育论文进行了文献考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效的在线授课方向。 

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对韩国语线上教育领域的相关研究进行整理，观察相关研究现状，并

推测在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线上教育环境中，韩国语教育研究的趋势，展望未来线上韩国语教育相关研

究的方向。本文的研究对象通过在“知网”、“RISS”以及“DBpia”等国内外文献网站搜索关键词并

进行筛选获得，其中在韩国发表的论文 346 篇，国内发表的论文 5 篇，共计 351 篇，并对其进行分类。

参考강승혜(2017)中对韩国语教育研究主题范畴的标准[5] (表 1)。 
我们发现这三百余篇文献中，从上述主题来看，“教学过程研究”(223 篇，占 63.5%)占比最多，其

次是“教学效果研究(70 篇，占 20%)”和其他研究(58 篇 16.5%)。下面将针对数量最多的前两项研究进

行具体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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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tandard of subject category for Korean educational research 
表 1. 韩国语教育研究主题范畴标准 

主题 内部项目 

教学过程研究 

教学设计 教育课程开发、教学设计、内容选定等 

教学方法 教学法、教学模型、教学事例 

教学资料 教材与内容开发 

评价 与成就度、熟练程度等评价相关的标准和范畴设定 

教学效果 
课堂效果和满意度 课堂效果分析、影响课程满意度的因素、对课堂的认识等 

进度效果 进度及过程效果分析等 

其他 研究史、基础研究、教育现象及展望等 

2.1. 教学过程研究 

教学过程研究具体分为对教学设计、教学方法、教学资料和教学评价的研究。其中关于教学方法(教
学法、教学模型、教学事例)的研究有 135 篇(38.5%)，明显高于其他方向。接下来是教学设计(44 篇，占

12.5%)和教学资料(40 篇，占 11.3%)，二者比例相似。与教学评价相关的研究仅有 5 篇。 
从研究年限来看，最早在 2001 年开始有 2 篇与线上韩国语教学方法相关的论文出现，接下来直到

2010 年都几乎没有相关研究。自 2013 年开始，以每年三、四篇的数量出现，直到 2019 年 7 篇，2020 年

26 篇，2021 年 55 篇，到 9 月为止，2022 年有 15 篇。虽然 2022 年相关研究的数量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但依然保持一个可观的数量。可见教师们为了快速适应从线下到线上教育方式的转换，迫切需要更加成

熟有效的教育方法，这是此类研究可以蓬勃发展的客观动因。虽然线上教学过程的研究自 2020 年才开始

得到充分关注，至今也只有 3 年时间，但因为此类研究发展较快，我们仍可以将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的研究，如김시연(2020) [6]，김지현(2021) [7]，김혜민(2020) [8]，우보의(2021) [9]，조인옥(2020) 

[10]等研究都是在不平衡的教育状况中提出要从线上教育的事例中获得启示，提升线上教育水平。整体来

看，这部分研究的出发点是，通过线上资源的共享，解决教育资源不平衡，教育水平不平均的现状。但

这些研究把关注点放在了“教学过程研究”上，过分强调教学设计和教学方法，并没有真正关注到教学效

果。教学过程的研究最终目的仍是提升教学效果，而这一点在早期的研究中被一定程度的忽略掉了，实

有“本末倒置”之嫌。教学设计的雕琢和教学方法的丰富性是否真的可以提升线上教育水平，在这些研

究中缺少有力的佐证。 
而后期的一些研究，例如이은진(2021) [11]，최수현(2021) [12]等，则是详尽的展示了适用于线上教

学的事例和方法。具体的例子有，윤효승(2021) [13]展示了将 flip running 运用到课堂中来，김현주(2022) 
[14]则讲述了在课堂中采用“小组基础学习法”的方式提升学生兴趣的事例。这些研究以具体例证，证明

了该教学法的使用确实有助于提升线上教学质量。这也说明，到这一阶段，线上教学过程研究得到了一

定的完善，从研究方法上看也更加成熟。 

2.2. 教学效果研究 

在这 351 篇文献中，与教学效果相关的文献有 70 篇(20%)，而教学效果主要有“课堂效果和满意度”

和“进度效果”两个方面的内容。这两个部分分别占 17.4% (61 篇)和 2.5% (9 篇)。从整体比率来看，这

一比率较少。然而考虑到线上教学自 2020 年才开始全面进行，对教学效果的研究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和

数据积累才能够进行，因此对于教学效果的研究最早是从 2016 才刚刚开始受到关注，到 2019 年一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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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5 篇。2020 年强制性线上授课展开以来，海内外的韩国语教师和学生都逐步接触线上教学后，对线上

教学效果的分析才正式开始。如此说来，这一研究十分具有研究前景，在未来将逐渐受到关注。关于教

学效果的研究，前期的数量激增与“教学方法研究”的数量变化走向十分相似，不同的是，教学方法的

相关研究数量在 2022 年有滑坡似减少，而对线上韩国语教学效果的研究则是数量保持平稳。 
其中对线上韩国语教学效果的研究主要有김해령(2020) [15]，이은성(2020) [16]，조윤경(2021) [17]，

최봉환(2021) [18]等。区别于对教学过程的研究，教学效果研究是针对某一种教学方法，测试其取得的教

学效果，或将几种线上教学方法的教学效果进行数据上的比较，从而获得提升教学质量的具体方法。其

中김현주(2020) [19]，노채환(2020) [20]，노채환(2021) [21]，민경아(2020) [22]，박선희(2020) [23]，
정희연(2020) [24]等对“教师和学生对线上课程的认识”进行了调查研究，且进一步分析了采用多种教学

方法的线上课堂取得的不同效果。김강희(2020) [25]以中国留学生为对象，分析了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的教

学效果，이은진(2021) [11]分析了翻转课堂的效果。不难发现，韩国语线上教育效果相关研究的数量虽少，

但实用性较强。以提升教学效果为目的，考察教育方法。 
美中不足的是，以何种数据作为有效的教学效果评定标准，尚未得到统一。因线上线下教学的巨大

差异性，以线下教学效果的评定方法，是否能完全适用于线上教学效果评定，这一问题仍值得商榷。这

也可能需要我们关注“教学评价”的相关研究，然而此类研究从数量和质量上看仍存在不足。但这并不

影响我们未来持续关注线上教育效果的研究。 

3. 结论 

本文为分析线上韩国语教育相关研究的内容和动向，对 351 篇国内文献以及韩国文献进行整理和分

类研究。虽然相关研究起始的时间较早，但真正开始全面的研究是从 2010 年前后开始，到 2020 年数量

直线上升。其中主题内容丰富多样，“教学方法”相关研究数量最多。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在线上课程

最初之时，教师也尝试过在课堂上保留线下教学的教学方法，却发现并不适用。于是迫切的需要新的教

学方法，来适应全新的课堂。接着，随着各种新方法在线上课堂的使用和一段时间的试用，对于这些方

法教学效果的研究又逐渐增多。 
尽管对于线上韩国语教学相关研究的数量有三百余篇之多，且还在增长，但总的看来，其研究内容

和方向依然十分有限。仍有一些内容和问题未能得到充分 的研究和探索。根据前文对线上韩国语教学相

关研究的整理和分类，笔者试提出未来线上韩国语教育相关研究的发展趋势和发展需求。 
第一，虽然随着 2022 年末国内疫情封控政策的开放，线下教学势必会得到逐步恢复，但线上教育的

形式已然被逐步接受，在未来的教育生活中，还会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尤其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

方法研究，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第二，要补充以往未能关注到的“教学评价”研究。针对笔者前文提出的，以何种数据作为线上教

学效果的评定标准的问题，其实可以从教学评价入手，重新为线上教学制定新的、不同于线下教学效果

评定的评定方法。 
第三，继续进行线上韩国语教学效果的研究。教学效果的研究能为我们更好地验证现有教学方法的

实用性，在线上教学普及初期，这一项研究十分关键。 
最后，随着各大高校和教学单位开始逐渐关注教师的线上教学培训，针对这些教学培训的机制和内

容的研究也将成为未来线上教学研究的新热点。 
自 2020 年以来，人们对线上教育的认知已然有所加深。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各学科线上教育的

使用频率和发展速度依旧会保持一定速度的提升，而针对不同学科线上教育研究的学科化、差异化也会

更进一步的得到体现。细化到每个学科、每个科目，乃至某个教学环节的有效线上教学方法，都可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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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充分的研究。当然，这仍需要线上教学更长时间的实践与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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