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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伴随着“汉语热”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汉语，其中，海外儿童所占的比重也在不断

加大，儿童对外汉语教材应运而生。但是相比起成人对外汉语教材而言，儿童教材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

量上都存在不少问题，有些地方还在使用成人教材对儿童进行启蒙，而大多数地区的儿童教材质量参差

不齐。儿童由于其群体的特殊性，在教材与教学上都应遵循其身心发展规律，因此本文旨在对儿童对外

汉语教材近些年的发展进行小结，并结合其认知发展、生理心理的变化等因素，对儿童对外汉语教材的

编写给出相关建议，以期为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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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fever”, more and more people begin to learn Chi-
nese, among which, the proportion of overseas children is also increasing, so the teaching mate-
rials for children learn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ame into being. However, compared with 
adult teaching materials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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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s teaching materials. Some places still use adult teaching ma-
terials to enlighten children, while the quality of children’s teaching materials in most areas is 
uneven.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children as a group, the law of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
ment should be followed in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eaching.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sum-
marize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materials for children learn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 recent years, and give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the compil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for child-
ren learn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ir cognitive development, phy-
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s and other factors, so as t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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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软实力的提高，汉语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一大波海外学习者随之出现，近

些年来，对外汉语教学的低龄化现象极为明显，越来越多的海外儿童开始学习汉语，但到目前为止，市

面上的儿童教材良莠不齐，并不能真正适配儿童学习者。 
教材作为教育的三大基本要素之一，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共同客体，在两者之前起到的是举重若

轻的沟通作用。叶德明(2002)在《华语文教学规范与理论基础》提到优良第二语言教材的编写会领导教学

法，语言教学方法会随着教材编写的方式而有所变化[1]，因此，在语言习得过程中，一本优秀的教材是

必不可少的。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好的教材将成为教学成功的关键因素。 
国内外对该领域的研究尚少，对外汉语成人教材在不断优化的同时，儿童教材的编写情况却少有人

问津。一些海外地区还在使用成人教材对儿童进行教学，但由于儿童与成人在认知水平、注意力、动机

等方面的差异，对外汉语儿童教材应与成人教材有所区别，因此，儿童教材的编写应当受到重视。 
本文将对儿童对外汉语教材近年来的发展作小结，并结合前人经验，根据语言习得规律、儿童身心

发展规律、认知发展理论等，为儿童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提出相关建议。 

2. 研究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汉语教材建设成果显著，儿童对外汉语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教材的编写也应遵循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原则，但同时，儿童这一群体因为具有自身的特殊

性，所以为其安排的教学内容，应结合他们自身特点与成人有所区分。 

2.1. 儿童认知理论发展 

二十世纪的两位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和维果茨基对儿童认知发展分别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皮亚杰认

为认知是随着个体的成熟而不断发展的，而维果茨基则强调外在环境对个体认知的作用。 

2.1.1.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 
皮亚杰的认知理论将儿童的智力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感知运动阶段(0~2 岁)、前运算阶段(2~7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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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运算阶段(7~11岁)、形式运算阶段(11~15岁)。每一个阶段的儿童都具有不同的认知水平与性格特征，

同时前一个阶段为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打下基础。而在儿童早期的发展过程中，最普遍最典型的特点就是

以自我为中心，这一阶段的儿童只能从自我的角度考虑问题，与成人不同，因此，这一时期的教育需要

加倍重视。 
皮亚杰认为教育是帮助认识发展的过程，即创造条件促进儿童与外界相互作用，使认识结构不断成

熟和发展的过程。因此，根据皮亚杰的儿童发展认识理论，教育的目的并不在于掌握知识，学校应该根

据儿童已有的基础提供适当的教育，慎重对待学生的个别差异，避免传统教育中的死记硬背，提倡发现

式教育，发展学生的培养创造力和批判力[2]。 

2.1.2. 维果茨基的认知发展理论 
维果茨基的认知发展理论主要是两点，一是内化理论，二是著名的“最近发展区”理论。 
内化理论简而言之便是外界的环境会对个体产生较大影响，包括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面环境，因

此在学习过程中，要重视外界因素的影响，尽可能地为儿童营造一个积极向上的目的语环境或学习环境。 
维果茨基将“最近发展区”定义为“孩子实际发展水平和他与成年人合作所达到的表现水平之间的

差异”[3]，实际发展水平即儿童现有的认知水平。用通俗的话来说，该理论便是“跳一跳，摘桃子”，

学习者不能只局限于眼前的学习内容，也不能试图一步登天，学习过难的知识点。维果茨基认为，教学

者应立足学习者的现有水平，设计安排处于学习者潜在水平的内容，将其把控在学习者“跳一跳就能够

到”的范围内，以此调动学生潜力，激发其学习积极性。 
维果茨基提出，孩子在合作中比独立工作时更强壮、更有能力，能够解决一定的困难、完成比个人

独立完成时更多的任务[3]。因此，结合维果茨基的发展理论，社会互动对儿童来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学习过程中，与同学、老师之间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2.2. 儿童对外汉语教材发展 

根据祝嘉敏(2022)的文章，截止 2022 年，知网中题名涉及“幼儿”的对外汉语教材研究文献有 12
篇、涉及“儿童”的有 79 篇、涉及“青少年”的有 9 篇、“少儿”的有 52 篇，题名中有“学前”“小

学”“中学”等字眼的对外汉语教材类文献约有 266 篇，知网数据库中有关非成人(1~20 岁)对外汉语教

材研究的文献在 400 篇左右[4]。由于概念的交叉，我们无法精准判断各篇文献对“儿童”这一阶段的年

龄定位是否相同，但即便是通过对非成人阶段在该领域的研究总和，也不难看出与成人对外汉语教材研

究在数量上有相当明显的差别。针对这一现象，不少学者指出对这一部分应该加大重视程度，并为儿童

教材的编写提出了合理建议。 
陈曦(2005)根据国内外少儿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现状，紧密结合少儿生理、心理的特点，从教材的针

对性和趣味性两个原则入手，探讨了少儿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5]。 
徐子亮(2009)从语言认知和儿童心理特点的角度，分析了自然习得和教学获得的语言所存在的差异，

探寻了教材内容与学习兴趣相结合的儿童心里依据，提出少儿汉语教材的编写要适应少儿心智发展，要

与学生学习兴趣相结合[6]。 
刘振平(2010)分析了儿童对外汉语教材繁荣发展的一些表现，以及现有的儿童对外汉语教材的一些优

势与不足，并且提出了中外教师合作编写国别化教材、优先发展听说读能力、先认后写汉字、运用汉语

拼音辅助阅读及以词、词组和常见短句为基本输入单位等创新编写策略。他还强调要合理地安排知识点，

让儿童循序渐进地从中学习汉语[7]。 
尚文婧(2011)以三套学龄前儿童对外汉语教材为研究对象，并且从编写理念、体例框架、语言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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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要素、插画和配图、练习和课外活动等六个方面来进行分析，总结了这三套教材具有的不同编写特

色，为教材的编写创新提供借鉴[8]。 
鲍佳丽(2012)从教材简介、编写结构、课文内容、练习系统、使用情况、不足六个方面较为详细地分

析了《快乐汉语》这一教材。并且提出中外合作编写，分国别、分国情、分级别编写儿童教材等建议[9]。 
王红斐(2012)选取五套少儿对外汉语教材为研究对象，从教材的编写原则入手，指出了这五套教材在

科学性、系统性、针对性、趣味性、实用性等五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改进的建议[10]。 
陈燕秋(2012)在儿童学习基础理论、凯勒的动机理论、美国二语习得“5C”理论、儿童华语教材编

辑要领、儿童学习模式、有意义的学习方式等六项理论基础上，对《海外小学中文课本》和《汉语乐园》

这两本教材进行了对比，总结了近些年来中国儿童教材编写风格的变化，并提出了未来教材编辑的走向

和发展趋势[11]。 
姚靓(2013)通过对两套少儿汉语教材做统计分析，从而了解教材对课文话题的编排处理情况，并通过

相关兴趣问卷的调查，从教材的话题选择和课文内容编排角度去探究少儿对外汉语教材，以期望为少儿

对外汉语教材编写提供一些参考意见[12]。 
纪晓慧(2014)从少儿学习第二语言的规律出发，将以汉语为第二语言进行学习的少儿与成人对比总结

归纳了年龄、心理发展、认知水平以及母语习得等因素对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学习的影响，并以少儿汉

语教材编写基本原则为指导，结合自己的对外汉语教学经验，调查了在天津国际学校和塞尔维亚少儿汉

语教材的使用情况，进而提出了少儿汉语教材编写的一些建议[13]。 
周圆(2014)总结了韩国儿童汉语教材编写的现状以及教材的使用情况，对《好棒儿童中国语》与《我

爱汉语》两部教材内容、结构及趣味性进行对比分析，并为相关教材的编写提出了建议。她认为儿童汉

语教材的编写除了要遵循基本编写原则之外，更要注意儿童心理特点和儿童语言习得规律，还指出一部

好的教材在注重语言教学的科学性、准确性的同时，还要兼顾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功能及文化教学[14]。 
孙慧莉(2017)指出了新世纪以来国内出版的对外儿童汉语教材的特点和存在的一些普遍问题，并明确

了在教材编写的过程中，要更加突出学习对象的年龄分布特点，主张编写团队的多元化。从儿童的个体

特点出发，结合海外教学环境，提出了针对儿童汉语教材编写的原则和策略。此外，还强调了儿童汉语

教材是对外汉语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汉语国际的推广与传播有着重要的意义[15]。 
谢雨馨(2019)选取了对外汉语教材在口语方面的教材编写进行研究，从课文、语法、生词和练习四个

方面进行研究，总结两套教材的优缺点，进而提出教材编写方面的建设性意见[16]。 
卢俊亚(2022)以五套代表性教材为例，从语音、汉字、语法、插画、话题等八个方面分析了优缺点，

并提出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注重趣味性、循序渐进等编写策略及相关内容的编写建议[17]。 
这些研究都强调了儿童教材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中的重要性，结合儿童成长过程中的认知发展特点、

语言习得规律、教学定位等，或对对外汉语儿童教材的发展现状作出总结，或为教材的编写提出建议。

其中大多数研究都指出了儿童对外汉语教材应注重趣味性，可见其在该年龄段的重要性。 

3. 编写建议 

对海外儿童的汉语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因此教材的编写与选择都起着

关键的作用，本文在阅读大量文献后，立足实际，结合儿童自身的特点与语言学习的规律，对海外儿童

汉语教材的编写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3.1. 尊重并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 

儿童本身对汉语的掌控力便弱于成人，海外儿童在汉语上的薄弱更甚，由于语系之间的差异及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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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特点，学习汉语对海外人士来说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 
根据 Lenneberg 最先提出的“关键期”假说，从两岁到青春期都是语言习得的黄金期，在这段时间

内，儿童会在潜移默化中高质量地习得母语，而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是否存在“关键期”一直是国内学

者在探究的问题。虽还未能有结果，但辛柯、周淑莉在《年龄因素对二语习得的影响：临界期假说实证》

一文中通过研究生的英语水平和他们小学英语课程设置之间关系的研究，得出了儿童语言习得的最佳年

龄是在两岁至九岁间的结论。因为这一阶段，他们的母语习得基本已经完成，为后续的二语习得打下了

基础，而此时，他们仍处于语言习得的关键期，自然习得语言的优势依然存在。因此，我们可以鼓励儿

童在这一年龄段接触汉语并对基本的词汇语法等进行系统的学习。 
另外，儿童二语习得研究还发现，与成人二语习得相比，低龄儿童的优势更多集中在语音方面。成

人受母语的影响较多，在学习新的语言时，会不自觉地和母语进行比较，用与母语相似的发音来代替或

与之混淆，而低龄儿童由于口腔发育还未定型，对母语的掌握也不如成人根深蒂固，因此能够更容易地

发出标准的二语语音[18]。 
由此可见，在儿童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方面，可以考虑语音习得的关键期，尽可能地发挥儿童在这

一阶段的优势，为以后的二语学习奠定基础。 

3.2. 注重趣味性 

几乎所有研究儿童对外汉语教材的文献都提及了趣味性，儿童阶段，孩子们注意力容易分散，不能

保持长时间集中，所以课本的内容要足够有趣。比如在单元选题上，可以选取更贴近生活的、与自然科

学先关的等等，儿童正处于好奇心旺盛的阶段，对外界的一切都充满了求知欲，因此，对小动物的介绍、

对故事的讲述，远比一个道理或一个枯燥的知识点更具有吸引力。 
除了课文内容以外，在呈现方式以及授课方法上也可以作出相应改变。插画以及情景对话可以有效

激发学生的兴趣，通过卡通人物或动画角色呈现课文更能吸引学生，课堂上的角色扮演也能加深印象，

帮助他们进一步理解。 
儿童学习汉语的目的是为了使用汉语进行交际，因此在教材设计时应重视第二语言的输出，可以设

计情境，让学生模拟生活场景，用汉语进行交流，也可以由教师带领学生进行游戏，全员参与，以便学

生更加专注地探索汉语知识。 

3.3. 注重国别化 

面向海外的儿童汉语教材编写应当深入分析不同儿童的语言基础与学习习惯，不同国家的儿童受各

自母语影响的程度不同，因而，教材的编写在关注儿童共性的同时也应重视其差异性。在编写教材时不

能只采用汉英两种语言，而应该根据当地的语言习惯，分国别编写教材。同时，也要注意不同年龄段儿

童的不同认知水平与学习能力，可以结合“最近发展区”理论，调整教材的难度。 
通过丰富教材的语言表达形式，降低海外儿童学习汉语的难度，可以调动其学习积极性，提高学习

汉语的效率，针对性编写教材有利于满足不同儿童的个性化需求[19]。 

4. 结语 

学习汉语在现在与未来都将成为一种主流趋势，在成人对外汉语教学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儿童对

外汉语教学的重要性也不容小觑。 
面向海外儿童的汉语教材应立足学习者本身，结合儿童的认知水平、学习能力、个人主观能动性、

身心发展规律及二语习得的相关理论，有针对性地进行编写。教材的编写团队也要多元化，结合教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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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加强中外合作，增强教材适用性，推动儿童汉语教材的本土化、国别化发展[20]。只有这样，才能为

海外儿童的汉语学习奠定基础，才能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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