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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留学生综合汉语线上课程存在的教学问题，运用OBE理念改进教学模式，并通过实证研究探索

OBE理念指导下综合汉语线上课改进的有效性。教学实验表明，基于OBE理念改进的教学模式推动了学

生的学习产出，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自主性，促进了师生互动与生生合作，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汉语

运用能力与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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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teaching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mprehensive Chinese online 
cours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using the OBE concept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mode, and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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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mproving the cours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OBE concept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Teaching experiments have shown that the improved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the OBE concept promotes students’ learning output, enhances their interest and autonomy in 
learning, promotes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student-student cooperation, and is conducive 
to cultivating students’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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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来华留学生被迫滞留在各生源国，无法返校学习，线上教学极大地保障了留学

生的学习需求，为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与便利，顺应了国家大力倡导“互联网+”新型教育模式改革的发

展趋势。国际汉语教学界开启了研讨线上教学和基于线上教学的学科建设新时代[1]，线上教学成为国际

中文教育的主流模式，并出现常态化倾向[2]。优化汉语线上教学设计、完善线上教学资源，提升线上教

学质量成为国际中文教育重要研究课题。 
留学生汉语综合课是集语音、词汇、语法、汉字四大语言要素为教学内容，旨在提高学生听、说、

读、写四项技能，培养留学生综合运用汉语语言能力的汉语课型，是留学生汉语教学的主体与核心课程。

OBE 教学理念坚持成果导向，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能力培养为目标，注重学生产出成果[3]。从理

论上看，留学生综合汉语的教学目标与 OBE 注重实用性的教育理念具有内在一致性。其次，线上教学对

学生学习积极性、参与性、师生互动性等提出了更高要求[4]，学生的学习成效是检测线上教学质量最直

观的手段，这一点也与 OBE 理念不谋而合。因此，笔者尝试运用 OBE 理念对留学生综合汉语课线上教

学进行改进，旨在增强学生学习动力，保障学习成效，提高教学质量。 

2. 综合汉语课线上教学现状 

笔者在综合汉语课线上教学实践中发现，学生普遍存在学习积极性低、课堂产出不足、学习效果不

佳等情况。为验证该问题，笔者对综合汉语在线课堂进行观察，发现教师主要采用讲授法，教师的讲解

约占课堂时间的三分之二。教师与学生互动时，学生反应不积极，甚至不愿打开麦克风，受学生消极反

馈影响，教学过程易出现环节拖沓，甚至无法完成既定教学目标的情况。 
就这种教学模式，笔者对参与线上学习的 49 名留学生展开教学情况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对学习目标、

教学方法、课程参与度、学习收获的看法[5]。问卷结果显示，38%的学生不清楚课程学习目标，27%的

学生知道学习内容，但不清楚能力目标。49%的学生认为教师的教学方法比较单调，学生只需要做简单

的机械练习。62%的学生认为自己与老师在课上的互动交流不足。就学习效果而言，27%的学生认为课上

学习内容并未完全理解吸收，43%的学生在理解学习内容的基础上，并未感到听说读写能力有明显提升。

笔者进一步对部分留学生进行访谈，学生承认线上学习的专注力不如线下，因为不会受到教师面对面“监

督”，只要在线上签到，不用打开摄像头与麦克风也可以保证出勤率，自己会做与学习无关的事，不会

主动与教师互动，教师讲得多，自己更容易走神，甚至有时借口网络不好，回避教师提问。另外，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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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学生表示，每个学生的语言水平不同，有的练习过于简单，没有挑战性，难以产生兴趣。 
综上，综合汉语线上教学现状存在以下问题：(一) 以教师为主，忽略学生的主体地位。在教学过程

中，教师是知识点的讲授者，学生被动接受知识输入，课堂参与度较低。(二) 教学过程以教师语言知识

输入为主，学生的语言输出明显不足，单一的机械性练习使学生缺乏语言输出兴趣与动力，导致学生学

习成果产出低。(三) 学习目标主要集中在语言要素学习，语言能力目标不明确，教学过程对学生语言技

能的训练不够，导致学生学习成效不明显。(四) 教学过程僵化，教师未能根据学生反馈及时调整教学模

式。(五) 学业评价方式单一，难以调动学生积极性。 

3. 基于 OBE 理念的综合汉语线上课教学设计 

OBE 理念主张“成果导向”，充分考虑学生特点与兴趣进行反向设计，明确教学目标，注重学习成

果输出，有利于整合课程内容，提升能力培养，提高教学成效[6]。其次，OBE 理念强调以学生为中心，

注重“学生成功习得了什么和是否能够成功习得”[7]，有利于解决在线汉语教学中教师单向输入、学生

积极性不高、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增强学生学习动力。另外，OBE 理念强调对学生产出成果进行全方

位、过程性评价，坚持教学“持续改进”原则[7]，有利于不断优化教学设计与评价体系。可见，OBE 理

念对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汉语能力，提升教学质量具有借鉴作价值。基于 OBE 理念，笔者对综合汉

语线上课程进行教学设计，并以《HSK 标准教程(四下)》中的第 13 课《喝着茶看京剧》教学设计为例具

体展现 OBE 理念在教学中的运用。 
(一) 教学材料 
笔者选择留学生 2021 年秋季学期综合汉语课程进行为期 16 周的教学设计与实践。教学材料为《HSK

标准教程(四下)》，其中，该教材第 13 课《喝着茶看京剧》，由聊京剧表演的三个对话与介绍筷子、茶

文化的两段短文构成，根据课文内容，该课语言目标为掌握 32 个四级大纲词汇和语法点；交际目标是能

够用汉语介绍、谈论中国的文化元素。 
(二) 教学设计思路 
1) 产出目标设定 
教学目标设定首先以学生语言产出为主，产出能力主要体现为汉语运用能力与交际能力，再针对留

学生多国籍跨文化背景，设计学生感兴趣的产出目标。该课教学目标主要分为两项：一是语言要素目标，

要求学生掌握本课 32 个四级大纲词汇和语法点。二是语言技能目标，要求学生能听懂、读懂课文，能围

绕京剧、茶叶、筷子等文化符号与教师进行口头交流，能简单介绍、评论中国文化符号，能口头介绍中

国餐桌礼仪，能书面介绍自己国家的文化符号、对比中外文化。其次，产出目标充分考虑学生的个体差

异，保证每个学生都能实现产出目标。本课的产出目标呈难度递增特点，掌握语言要素是基本，其次是

能够正确运用语言要素，能够完成相应的交际任务，在语言能力基础上实现文化交流互鉴。该设定有利

于不同能力水平的学生取得学习成果。 
2) 教学任务设计  
基于 OBE 理念，教学任务围绕学生产出目标设计，按照教师语言输入–学生消化吸收–学生语言输

出的习得过程，分解教学内容，优化教学顺序，及时检测学生的产出效果，让学生享有成功习得的成就

感，从而提高学习兴趣与积极性。其次，教学任务在各项能力目标指导下，精细化设计听说读写技能训

练，使学生语言输出贯穿整个教学过程。例如以口语练习为主的问答互动任务可放在生词学习环节，教

师一边讲解词义和用法，一边运用生词向学生提问。听力理解任务可放在课文学习环节，让学生听对话，

再完成判断、问答练习。阅读理解任务适用于篇章阅读，让学生阅读课文，然后完成相关理解练习。书

写任务可用于回答课后问题、根据课文主题读后续写或主题写作，如“介绍中国的文化符号”等。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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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可设计综合性、交际性任务，如让学生 3~5 人一组策划一场毕业十年的同学聚会，说说自己在聚会

安排中负责什么任务，为什么这么安排。另外，教师可将文化学习融入任务设计，如让学生用汉语简要

介绍中外餐桌礼仪并进行讨论。总之，OBE 理念打破以自上而下的输入为主的教学方式，通过设计各种

类型的语言任务促进学生产出成果。 
3) 教学方法运用 
为保证学生成果产出，OBE 理念提倡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促进学生输出。该课教学设计综合运用多种

教学方法：在微课中运用讲授法、直观展示法、情景示例法讲解生词、语法，让学生口头做生成性练习；

运用视听法让学生观看《京剧》、《筷子》、《茶文化》、《贵妃醉酒》等文化视频；运用任务式教学

法，让学生围绕中国文化符号与教师进行互动交流任务，分小组合作了解中国人的餐桌礼仪，并做口头

汇报。多种教学方法的运用有利于加强师生互动、生生合作，训练学生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促进

学生语言学习产出成效。 
4) 教学资源建设 
线上教学可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与网络资源，加强教学资源建设。一方面，建设慕课、微课、

多媒体课件资源，将重要的知识点讲解录制成微课，方便学生课前、课下反复观看学习，做好预习与复

习巩固。该课教学设计里，教师将生词、语法点教学录制成 4 个微课，每个微课约 10 分钟，要求学生课

前自学，并在微课后设置相关练习以检测学生学习效果。另一方面，根据教学内容，适当引入网络优质

课程或相关的多媒体资源，为学生做听力理解、阅读理解、交际任务等提供多样化汉语视听资源，解决

课程资源单一问题，满足不同能力水平学生的学习需求。该课主题是中国的文化符号，教师引入了介绍

中国京剧、茶文化、筷子的网络短视频，同时，还和学生一起欣赏了京剧《贵妃醉酒》的片段，直观的

视频资源让教材里的文化词语瞬间变得栩栩如生，有利于学生理解学习内容。另外，利用网络平台加强

习题库、试卷库建设，围绕学习目标，创建听说读写多种训练题型，进一步促进学生产出，形成较为完

整的教、学、评估体系。教师可以在线跟踪学生的练习情况，批阅并给予反馈，及时掌握学生学习情况，

从而有针对性地答疑解惑，灵活调整教学安排。 
5) 产出成果评价 
改革线上课程学业评估方式，尊重学生个体差异，兼顾过程性与终结性评估，同时加强引导学生自

主学习，避免唯教师主导的评价方式。首先，学生的成果产出是评价的重点。学生的成果产出包括课上

产出与课下产出。课上产出主要是学生语言要素掌握情况与语言任务完成情况，课下产出主要是作业与

测试成绩。成果产出考核以教师评价为主。教师可以利用线上平台建立学生学习档案，记录与跟踪学生

的课堂表现与成绩。其次，可增加学生评价。学生评价主要包括自评与互评。每课结束以后，学生可以

对自己的学习完成情况、学习态度、学习方法等进行自评打分，对班级同学的课堂表现、任务完成情况、

小组合作情况等进行评价打分，以此促进自我监督与同僚监督，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与积极性。教师

根据综合评价结果，及时掌握学生学习情况，反思教学活动，调整教学设计，持续改进教学质量。  

4. 基于 OBE 理念的综合汉语线上教学实验研究 

(一) 实验材料 
以我校 2018 级临床医学专业两个班的留学生为研究对象，实验时间为 2021 年秋季学期(共 16 周)。

实验开始之前，两个班留学生都已学完《HSK 标准教程(四上)》。实验期间的教学任务是完成《HSK 标

准教程(四下)》的教学内容。 
(二) 实验方法 
教学实验为期 16 周。留学生 1 班为实验组(25 人)，留学生 2 班为对照组(24 人)。教师对 1 班进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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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OBE 理念改进的教学模式，对 2 班进行常规讲授式教学，对比两组学生的学习成果产出情况。学生的

学习成果产出主要以教师对学生课上任务完成情况与课后作业、考试成绩的评价为主。同时，在实验前

后对学生展开学习满意度调查，以期更全面地反映学生态度。 
(三) 实验结果分析 
1) 两组学生实验前成绩对比 
笔者取两个班学生 2021 年春季学期综合汉语的期末平均成绩进行对比，实验组平均成绩 85.6 分，

对照组平均成绩 86.1 分，实验开始前两组学生汉语成绩差别较小。 
2) 两组学生学习产出对比 
在同一个学期，两组学生都上了 16 次线上汉语综合课。每次课结束后，教师都对学生课上、课下产

出情况进行打分。其中，课上产出总分为 100 分，其中发音情况 10 分，对生词、语法的理解与运用情况

30 分，完成语言任务情况 40 分，师生互动交流情况 20 分。教师记录每个学生的课上产出分数，得出每

个学生的平均得分，进而统计两个班级的平均得分。 
① 学生课上产出对比 
从表 1 可见，实验组学生平均课上产出总分(87.2)显著高于对照组(79.15) (P < 0.01)。实验组学生的语言

要素理解与运用(P < 0.01)、语言任务完成情况(P < 0.01)、师生互动(P < 0.01)的平均得分明显优于对照组。 
 
Table 1. Comparison of classroom outputs between two groups of students after the experiment 
表 1. 实验后两组学生课上产出对比 

项目 组别 得分(X ± S) t P 

发音情况 
实验组 6.60 ± 0.77 

1.105 0.284 
对照组 6.25 ± 0.63 

语言要素理解与运用 
实验组 26.70 ± 0.92 

4.700 0.000 
对照组 24.65 ± 1.03 

语言任务 
实验组 36.85 ± 1.03 

5.335 0.000 
对照组 34.15 ± 1.23 

师生互动 
实验组 17.05 ± 0.69 

6.969 0.000 
对照组 14.10 ± 1.15 

总分 
实验组 87.20 ± 3.04 

5.598 0.000 
对照组 79.15 ± 3.38 

 
② 学生课下产出对比 
教师统计两组学生 16 周课后作业平均得分(满分 100 分)，并选择期中、期末两次考试成绩(满分均为

100 分)进行对比。从表 2 可见，实验组的课后作业平均得分(87.95)、期中平均成绩(88.5)、期末平均成绩

(90.75)均高于对照组，且差异性显著(P < 0.01)。 
 

Table 2. Comparison of extracurricular outputs between two groups of students after the experiment 
表 2. 实验后两组学生课下产出对比 

项目 组别 得分(X ± S) t P 

课后作业 
实验组 87.95 ± 2.64 

3.857 0.001 
对照组 83.30 ± 2.75 

期中考试 
实验组 88.50 ± 4.18 

3.453 0.003 
对照组 82.55 ± 3.49 

期末考试 
实验组 90.75 ± 3.70 

3.989 0.001 
对照组 84.35 ± 3.74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21633


陈春红 
 

 

DOI: 10.12677/ae.2023.13121633 10596 教育进展 
 

3) 学生学习满意度对比分析 
大学生学习满意度调查与反馈对学校的持续发展和提高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为改进教学质量、

强化学生体验、优化课程设置、改善学习环境提供参考。同时，学生的学习满意度也是评估教育政策和

措施有效性的重要指标之一，为教研教改提供依据。本次研究采用天津师范大学李洪玉等研制的《大学

生学习满意度量表》[8]作为测评工具，该量表共三个维度即学习满意度、教学满意度和硬件设施满意度(在
本次研究中，硬件设施含教学资源、线上数据平台等)，采用李克特 5 分法计数，分数越高表示满意度越

高。 
 
Table 3. Comparison of learning satisfaction between two groups of stude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 
表 3. 实验前后两组学生学习满意度对比 

项目 组别 
得分(X ± S) 

t P 
实验前 实验后 

学业满意度 

实验组 12.60 ± 1.34 17.00 ± 1.00 −5.416 0.006 
对照组 12.40 ± 1.14 13.6 ± 1.82 −2.058 0.109 

t 0.254 3.666   
P 0.806 0.006   

教学满意度 

实验组 10.60 ± 2.51 16.00 ± 1.58 −3.038 0.038 
对照组 10.00 ± 308 12.8 ± 0.84 −2.333 0.080 

t 0.338 4.000   
P 0.744 0.004   

硬件设施满意度 

实验组 12.20 ± 1.10 16.2 ± 1.10 −6.325 0.003 
对照组 12.40 ± 1.67 13.8 ± 1.10 −1.829 0.135 

t −0.224 3.464   
P 0.829 0.009   

总分 

实验组 35.20 ± 2.17 49.20 ± 3.03 −6.081 0.004 
对照组 36.20 ± 4.66 40.20 ± 3.11 −1.826 0.142 

t −0.435 4.629   
P 0.675 0.002   

 
从表 3 可见，实验前两组学生的学习满意度无显著性差异(P > 0.05)，实验后，实验组的学业满意度、

教学满意度、硬件设施满意度及总分平均值均大于对照组(P < 0.05)。同组间，实验组实验后四项指标平

均值均大于实验前(P < 0.05)，对照组四项指标平均值在实验前后无显著性差异(P > 0.05)。实验结果表明

学生对改进教学模式的学习满意度高，对于未改进教学模式的学习满意度低，一方面说明 OBE 理念有利

于促进学生提高学习满意度，另一方面说明教学模式持续改进的重要性。 

5. 结语 

针对留学生综合汉语线上课出现的问题，本文将 OBE 理念运用于综合汉语线上教学模式改进之

中，并对教学效果进行实证检验。实验结果表明，基于 OBE 理念改进的教学模式推动了学生的学习

产出，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自主性，促进了师生互动与生生合作，学生的汉语运用能力与交际能

力得以提高，说明 OBE 理念对综合汉语线上教学改进产生了积极有效的影响，值得进一步推进与深

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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