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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外军学生所开展的汉语教学，是学生掌握基本会话和了解中国的平台，对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和对

外军事培训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国内某所国防大学所开展的对外汉语教学为例，讨论了军校零基

础成人国际中文教学情况，分析了军校国际中文教学的特点，发现了当前教学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

针对性建议和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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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for foreign military students is a platform to master basic conversation 
skills and understand China, which is of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students’ communicative ability 
and the effects of foreign military training. Taking Chinese teaching in a National Defense Univer-
s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for 
adults beginners in military academies,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n it identifies some 
major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teaching,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im-
pro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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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外军事培训是我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宣传中国特色国情、传播中国文化以及军队文

化对外的影响力具有重要作用。作为重要的语言媒介，国际中文教学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军校汉语教学不同于一般院校的汉语教学，其教学对象是各国军官，任务以语言交际能力为主，教学特

点是以技能训练为中心，与文化因素紧密结合，以基础知识和军事知识为重点的集中、强化、速成的教

学，目的是培养高技能、高素质的军事人才。然而，文献显示，国内针对军人这种特殊教育群体的国际

中文教学研究数量较少，而且研究话题和视角比较焦中，有的在跨文化交际视角下探讨军事留学生培养

[1] [2]，有的聚焦于军事留学生培养的特点、问题与对策[3] [4]。可以这样说，有关军人留学生国际中文

教学培训的研究才刚刚起步[5] [6]。 
基于军校对外汉语教学的特殊性、重要性以及当前军校国际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本文拟

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研究方法，着重探讨以下两个问题： 
1) 军队院校国际中文教学的现状如何？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2) 如何解决军队院校国际中文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的对象是国内某大学国际防务学院第 44 期防务与战略研究班英语班的学生，共计 70 人，

他们已经完成了一年的初级汉语课程学习，并且对该课程有较好地认识和体会。 

2.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使用了问卷调查和访谈两种方法。其中，问卷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学生对所学汉语课程的认

识、态度、遇到的问题以及教学建议等。该问卷要求被试使用英语作答，然后通过“问卷星”进行收集

和统计。访谈主要是针对国际防务学院任教的四位教师，其目的是系统了解他们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教学中所发现的问题，以及教学建议等。 

2.3. 研究内容 

本文在调查和访谈的基础上，详细探讨军队院校国际中文教学现状，包括学习者的基本情况，学习

动机和策略，课程内容与设置，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反思等。 

3. 研究结果和分析 

本次调查共收集了 60 份学生问卷，其中无效问卷 4 份。接下来，本文将在汇报调查数据的基础上，

从学习者、教学过程、课程内容与设置、教师和教材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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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学习者情况统计与分析 

首先是学习者的年龄和汉语学习情况。从表 1 可以看出，学习者的年龄普遍偏大，大部分在 41~50
岁之间，且有 78.33%的学生表示之前没有接触过汉语。 

 
Table 1. Students age and their learning of Chinese 
表 1. 学习者的年龄和汉语学习情况调查结果 

调查内容 
Q1：您的年龄？  Q2：您之前学过汉语吗？ 

选项/岁 人数/人 比例/%  选项 人数/人 比例/% 

调查结果 

20~30 0 0 没学过 47 78.33 

31~40 1 1.67 学过 1~3 个月 11 18.33 

41~50 41 68.33 学过半年以上 1 1.67 

51~60 18 30 学过一年以上 1 1.67 

 
第二是学习动机的统计情况。从调查问卷来看，大多数学生学习汉语是为了拓展语言知识，其学习

意识很强；其次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另外，一部分学生认为汉语本身非常有趣；还有少部分同学

认为学习汉语的原因在于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具体统计情况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A survey of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s 
图 1. 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情况 

 
第三是学习者的学习策略。这是影响国际中文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问卷专门对此进行了调查。

例如，针对问题“如果您在汉语学习过程中遇到了困难，您会怎么办？”，大部分学生表示自己会询问

老师或者中国朋友，也有一部分学生选择自己查阅或者询问同学。再如，对于“您觉得哪些方法会让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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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容易学汉语？”(该题为多选题)这一问题，超过一半的学生表示多使用汉语交流会有利于汉语学习；约

45%的学生认为看中文电影也有利于汉语学习；另有一部分学生认为做作业、看电视节目、课下在线辅

导、拓展课外知识有利于自己的汉语学习。 
本文还对学习者的学习效果和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例如，“如果您的汉语水平不好，您认为是哪

些原因造成的？”(多选题)这一问题，大部分学生将原因归咎于自身基础太差；近一半学生认为原因在于

课后没有认真复习；有 21.67%的学生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足够的时间进行练习以及课上教师复习环节

不充分。具体结果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s and related factors 
图 2. 学生者的学习效果及其影响因素 

 
另外，在统计“您觉得在国际防务学院学习汉语之后，汉语水平有进步吗？”这一题目时，我们发

现，有 50%的学生表示有很大进步，另有 50%的学生表示进步不大。由此可以看出，学生对当前汉语教

学的满意度不高，目前国际中文教学仍存在很多问题，教学效果仍需要提高。 
综上可以看出，学习者的主要特点是年龄偏大，而且大部分处于零基础阶段，学习目标主要是日常

基本对话。大部分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互动，但是课下学习时间有限，遇到问题，学生会通过多种途径解

决，大部分学生倾向于多样化的学习方式。值得关注的是，问卷显示经过一年的学习，有进步和进步不

大的学生各占一半，这说明当前的汉语教学还是存在很多问题。 

3.2. 对教学过程的调查与分析 

这里主要调查了学习者的学习目标和对教学语言的期待。从表 2 可以看出，73.33%的学生表示最想

提高汉语“说”的技能，而对于“写”的技能，选择人数最少，原因是大部分学生认为汉字是汉语学习

当中的最大障碍。 
在教学中我们也发现，很多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使用母语或者拼音代替汉字，对汉字学习采取规避

策略。为此，我们也对汉字学习目标进行了调查。例如，对于“您学习汉语的目标是什么？”这一问题

回答的统计结果显示，66.67%的学生认为认识简单的汉字即可，另有 23.33%的学生认为汉字很重要，需

要识记常用汉字；其他人则认为不需要进行任何汉字学习。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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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tudents learning objectives 
表 2. 学习者的学习目标情况调查结果 

调查内容 
Q4：你最想学习哪一方面的汉语技能？  Q6：您认为汉语学习时，哪个部分最困难？ 

选项 人数/人 比例/%  选项 人数/人 比例/% 

调查结果 

听 11 18.33 发音 11 18.33 

说 44 73.33 词汇 3 5 

读 1 1.67 语法 1 1.67 

写 4 6.67 汉字 45 75 

 

 
Figure 3. Learning objects of Chinese Characters 
图 3. 学习者对于汉字学习的认识 

 
此外，笔者还对教学语言的期待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学生希望教师使用汉语和

中介语两种语言教学，只有 10%的学生表示自己更喜欢纯汉语教学。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学生的语言背景

复杂，中介语在教学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同时，有 60%的学生表示更乐意接受多媒体 PPT 教学，且

包括大量图片、音频、视频。也有部分学生表示自己更喜欢以学生练习或者教师讲解为主的教学方式。

因此，对于教师而言，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十分重要。最后，有 61.67%的学生表示教师平时布置的作业

不多，难度不大，要求提升作业的数量和难度。 
综上，学生最想提高的是语言表达能力，大部分的学生认为汉字是汉语学习过程中的最大阻碍，只

需要认识简单的汉字即可，在上课时，学生更加倾向于让教师使用中介语和汉语进行教学，大部分学生

更乐意接受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其次，作业，作为巩固学习的重要方式，存在过少、难度不够的问题。 

3.3. 课程内容与设置情况 

首先是课程安排和课程内容情况。调查结果显示，71.67%的学生觉得教学安排很合理，18.33%的学

生觉得内容太多，另外一部分觉得内容太少。关于课程内容，78.33%的学生认为对自己日常生活有帮助。

对于军校学生来说，军事汉语是汉语学习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针对汉语课程中与学生专业相关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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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相关内容笔者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63.33%的学生认为相关内容设置较为充分，但也有 36.67%的学

生认为数量不足，需要增加。可以看出，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认为军事相关内容不够。调查中还发现，军

事相关内容是以辅助教学内容出现在课堂当中的，而且相关内容不够专业、全面，无法满足学生需求。

具体内容，详见表 3。 
 

Table 3. Students attitudes on course contents and schedules 
表 3. 学习者对课程内容和安排情况的态度 

调查内容 
Q11：您认为汉语课每学期的教学安排如何？  Q12：你觉得课程内容对您的日常生活是否有用？ 

选项 人数/人 比例/%  选项 人数/人 比例/% 

调查结果 

很合理 43 71.67 有很大用处 47 78.33 

内容太多 11 18.33 有一点用处 13 21.67 

内容太少 6 10 没有用 0 0 

 
最后是关于课程进度的调查。问卷统计显示，有 75%的学生认为课程进度比较合理；有约 13.33%的

学生认为课程进度较快，建议减少教学内容；另有 11.67%的学生则认为课程进度较慢，应该适当增加教

学内容。 
综上，课程衔接不连贯影响了学生学习效率，从教学内容来看，大部分内容贴合学生生活实际，但

是军事相关知识仍需适当增加且需提高其专业性。教学安排和课程进度大体来说比较合理。 

3.4. 教师队伍情况 

这一部分主要是通过访谈进行的。在访谈中我们发现，所有授课教师均为女性，年龄在 25~30 岁的

居多，大部分教师都是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出身，英语水平为大学英语六级或英语专业八级。近一半老师

有两年以上的海外教学经历。但是，所有老师均没有军校教育背景或者军校教学经历，这就容易导致教

学中出现指令语发音不标准、报告语使用不当、武器设备及军衔名称不明晰等问题。例如，军事指令语

中的“立正”、“向前看”、“齐步走”等要求发音铿锵有力、长短音不断变化，与其他发音有很大不

同。但是在教学中学的是本音，容易导致教学和实践出现偏差。 

3.5. 教材使用情况 

这一部分也是通过访谈的形式进行的。鉴于目前没有专门针对军校汉语教学的短期培训教材，所以

该学校以短期培训教材《边走边学中国话》(孔丽君编)为主，以针对军校学生的辅助教学材料为辅，教师

可根据这两者进行设计和安排教学内容。 

3.6. 对研究结果的讨论 

通过以上的调查和访谈，我们发现，目前国内军事院校的国际中文教学仍存在许多问题和挑战。首

先是学生自身情况。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学习策略、学习需求和学习能力也有差异，因此学生的水平参

差不齐。此外，大部分学生虽生活在中国，但由于军事化管理，与外界接触时间有限，课下学生之间也

多用英语沟通，导致学生缺乏真实汉语学习环境和机会。其次是课程设置。课时安排持续性不强，学生

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们经常需要参加军事类活动，造成学习时间有限、课时安排持续性不强的问题；由于

教师、辅助教学材料自身的问题，导致课程内军事相关内容缺乏专业性。第三，教师的专业素养有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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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由于缺乏军校教学经历，导致学科基础薄弱，对军事汉语的教授不够突出。大部分教师没有经过专

门的训练，对军队了解不够，缺乏应有的军事素养。此外，教师只注重语言知识讲授、语言技能训练，

忽略了文化传播。第四，教学方式单一。教学多以教师讲解，学生听课为主，师生互动较少。教师对多

媒体利用程度不够，无法从感觉、视觉、听觉等多方面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带来更加新鲜刺激、生动活

泼的教学效果。最后，教材的针对性和专业性不能满足学生需求。《边走边学中国话》是一本短期培训

教材，适用于普通汉语学习者，与军校学生实际需求存在差异，不具针对性，且作为辅助手段的教学材

料不太明晰、不够系统。 

4. 军事院校国际中文教学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对军校国际中文教学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在课程设置方面，学校要充分结合学生的汉语学习需求和军校特殊要求，适当增加汉语课时

量。同时，适当加大与军事类相关内容的比例。 
第二，要提升教师专业能力和军事素养。军校要针对教师进行相关专业课的培训，要合理安排教师

到部队相关岗位进行学习，参与教材编写和学术交流，提高其专业知识和军事文化知识。 
第三，在教学方法方面，教师要提高多媒体等现代技术的应用能力，改革教学方法。教学过程中尽

可能使用汉语，为学生提供良好的语言环境。此外，教学不仅仅局限于课堂，要突破空间限制，进行广

泛的社会实践，给学生提供语言实践的机会。 
第四，学校应合理使用课外时间，组织军事类教学实践活动，为学员提供更加真实的汉语学习语境，

进而将语言与文化传播融入到实践活动中。 
最后，建议在现有教材的基础上，结合军校汉语教学实际编写一本具有针对性、实用性和趣味性的

军校培训教材。 

5. 结语 

本文以国内某所军事院校为例，在调查和访谈的基础上，探讨了军校国际中文教学的特点，存在的

问题和挑战，并从课程设置、教师素养、教学方法和教材建设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但是，受样本限

制和研究者经验影响，本文的研究还不够系统，相关建议还不够充分和完善。未来，我们还会持续关注

和跟踪军校留学生汉语学习效果反馈，同时扩大需求调查范围，并对结果做量化对比分析，得出更为科

学的结论，以此军校留学生国际中国教学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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