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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birthplace of Chinese teaching in Thailand, the three provinces in Southern Thailand have mad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Chi-
nese teaching, promotion and training of Chinese professional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the volatile situation in this area has impacted 
Chinese teaching and the quality of it has declined. This paper takes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three universities in Southern Thailand 
as the object, through the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 interview and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comprehensively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teaching and the root causes of the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the solu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ers, teaching, curriculum,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local Chinese 
teaching situation and enhancing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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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南部三府高校汉语教学现状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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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泰南三府是泰国汉语教学的发源地，在从事汉语教学与推广、培养汉语专业人才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近些年该地局势
动荡不安，汉语教学受到冲击，质量出现下滑。论文以泰南三府三所高校的师生为对象，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实地考察的
方法，全面总结分析泰南三府的汉语教学现状及问题根源，并从师资、教学、课程、环境与资源等方面提出解决的思路与对策，
为改善当地汉语教学状况、提升汉语教学影响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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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1975 年中泰建交以来，两国交往的领域不断扩大，需

要更多的汉语人才。为顺应人才市场的需求，宋卡王子大学

北大年校区在 1977 年开设了中文专业，成为首个系统开展汉

语教学的全日制高校，一时在泰国南部掀起了学习汉语的热

潮。但是 20 世纪 80 年代起，泰国南部出现零星的民族纠纷，

2004 年矛盾加剧，穆斯林分离分子发起武装动乱，之后泰南

地区暴力事件有增无减。受到边境恐怖活动的影响，许多华

人移居到其他安全地区，素质好的外地生源越来越少，优秀

本土教师流失，中国志愿者教师缺乏等。种种情况导致当地

的汉语教学环境趋于恶化，汉语教学质量逐渐下滑，但是问

题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及有效的解决。外界普遍把汉语

教学质量下滑归咎于泰南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以及政府部

门应对危机的低效无能、处理不当。这种认识有失偏颇。只

有全面深入地考察当地汉语教学的现状，揭示问题产生的根

源，才有可能改善目前的局面。

泰国的汉语教学整体来说起步较早，发展至今具备了一

定的规模及影响。相关研究成果丰富，内容齐全：汉语教材

研究主要有冯芳（2009）[1]、吴峰（2012）[2]、陈艳艺（2014）[3]

等；师资现状及培训研究有杜雯（2012）[4]、陈艳艺（2013）[5]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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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改革有丁米（2011）[6]、黄平、吴修贤（2011）

[7]、杜悦莹（2013）[8] 等；汉语传播模式研究主要有吴应辉，

杨吉春（2008）[9]、吴应辉等（2012）[10] 等。泰国汉语教学历

史与现状、对策及展望的研究占主体，主要有严钰（2007）[11]、

孙晶（2009）[12]、李峰（2010）[13]、陈秀珍（2011）[14]、韩雪(2012)[15]、 

吴建平（2012）[16]、段方圆（2018）[17] 等。研究指出的问题

如下：①汉语教学体系及大纲不完善，缺乏规范性和系统性；

②师资匮乏，力量薄弱，素质良秀不齐；③教师主导课堂，

教学方法单一，课堂活动欠缺，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不高；

④缺乏本土教材，教材难度与学生水平不符，课文内容陈旧，

等等。笔者整理发现，现有文献中关于泰国南部三府恐怖主

义活动的研究较多，具体针对该地汉语教学情况的研究较少，

而且角度比较单一、片面，新近研究成果缺乏。

泰国汉语教学是一个不规则的多面体，泰南在社会，历史，

政治等方面都具有特殊性。在充满变数的情况下，泰南的汉

语教育情况既丰富多彩，又复杂多变，既有先进积极的一面，

也有落后消极的一面（易青媛，2012）[18]。只有综合考察、

全面分析泰南三府汉语教学的现状与问题，才能为当地汉语

教学提出具体有效的建议。为此，笔者利用在母校宋卡王子

大学北大年校区实习的便利条件，对当地三所高校的汉语教

学现状展开问卷、访谈、实地观察记录，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发现除了外部环境因素影响以外，该地区汉语教学暴露

出的种种问题是导致泰南三府汉语教学水平下滑的内在因素，

进而提出改进当地汉语教学现状的建议及对策。希望论文能

够引起当地汉语教学机构的重视，充实泰国汉语教学的研究

成果，为泰南三府高校的汉语教学助力。

2 问卷调查分析

2.1 问卷设计说明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泰南三府地区宋卡王子大学北大年

校区、也拉皇家师范大学、娜拉偍瓦公主大学三所大学的中文

专业在读学生及毕业生，主要调查他们学习汉语的动机，影响

汉语学习的因素以及学生在汉语教学方面的需求。问卷一共

16 个大题，50 道小题。共发布问卷 130 份，回收 125 份，回

收率 96%，其中有效问卷 125 份，有效率达 96%。问卷分为三

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受调查者的基本信息（Q1-Q9），包括性别、

年龄、国籍、学习汉语的时间、是否参加过汉语水平考试（HSK）、

学生使用泰语与马来方言情况级别等。第二部分包括受调查者

学习汉语的动机、影响汉语教学的因素以及对汉语教学的需求

（Q10-Q12）。第三部分调查学生学习汉语的情况，最想提高

的方面，最后是对学校的汉语教学的意见与建议（Q13-Q16）。

2.2 问卷数据分析

通过对有效问卷的统计分析，得出三个部分的具体数据。

下面分别进行论述。

2.2.1 学生基本情况

问卷中的受调查对象者共有 125 人，女生有 104 人，占

总数 83.2%，男生有 21 人，占总数 16.8%。女生比男生多。

125 名调查对象中，25 岁以上者共有 45 人，占总数 36%，21-

24 岁的共有 54 人，占总数 43.2%，18-21 岁的共有 26 人，占

总数20.8%。125个人当中有87人，学习汉语的时间为 3 年以上，

占总数 69.6%，2-3 年共有 6 个人，占总数 4.8%，多数学生的

学习时间比较长。参加过 HSK 考试的学生共有 85 个人，占总

数 68%，没参加过 HSK 考试的学生共有 40 人，占总数 32%。

大多数的学生参加过 HSK 考试。泰国南部三府地区有一个特

点，这里是泰国文化，中国文化以及马来族文化的汇聚地，人

们使用的语言也不同，调查对象中以泰语为主进行交流的有

51 人，占总数的 40.8%，以马来方言为主进行交流的有 74 人，

占总数的 59.2%，可见说马来方言的人数多于说泰语的人数。

图 1 学生年龄比例

图 2 学习汉语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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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参加汉语水平考试 （HSK）情况

图 4 马来方言为主进行交流的情况

2.2.2 学生学习动机调查

问卷第 10 题（下设 11 个小题目，Q10.1-Q10.11）是针

对学生学习动机同意度的调查，动机分为三类：1-3 是他人

或条件动机；4-7 是环境与对自己未来发展动机；8-11 是学

生内在动机（见表 1）。

表 1 学生学习动机调查

选项 同意 不同意 不确定

10.1 父母要求我学习汉语。 52(41.6%) 41(32.8%) 32(25.6%)

10.2 学校规定必须学汉语。 41(32.8%) 52(41.6%) 32(25.6%)
10.3 因为很多同学学汉语，所以我也

学汉语。
12(9.6%) 97(77.6%) 16(12.8%)

10.4 为了毕业以后更容易找到工作。 111(88.8%) 5(4%) 9(7.2%)

10.5 为了以后有机会去中国留学。 97(77.6%) 7(5.6%) 21(16.8%)
10.6 因为中国对世界的经济影响越来
越大，所以掌握好汉语会有优势。

120(96%) 4(3.2%) 1(0.8%)

10.7 泰国有很多说汉语的游客，会说
汉语就可以跟他们交流。

122(97.6%) 2(1.6%) 1(0.8%)

10.8 自己对汉语言及文化感兴趣。 116(92.8%) 5(4%) 4(3.2%)

10.9 想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及社会。 100(80%) 13(10.4%) 12(9.6%)
10.10 喜欢中国的音乐、影视剧、娱乐

明星等。
86(68.8%) 18(14.4%) 21(16.8%)

10.11 我是华裔，想掌握祖先遗传下来
的语言。

29(23.2%) 74(59.2%) 22(17.6%)

①他人或条件动机

Q10.1调查显示，选择同意的人数高于选择不同意的人数，

说明父母对学生学习汉语动机有较大程度的影响。Q10.2 调查

显示，约 26% 的学生既非出自父母的要求，也非迫于学校的

规定，是自主选择的，因为意识到汉语对自己前途的重要性。

Q10.3 这一题选择不同意的学生最多，占总数 77.6%。这说明

虽然学汉语的人数较多，但并没有影响到学生的动机选择。

一般来说大学生有比较明确的目标，在选择课程时会考虑到

个人的需求、兴趣以及能力等因素，不会轻易受到周围同学

的影响。

②环境与未来发展动机

Q10.4 该项选择同意的人数最多，占总数 88.8%，选择不

确定的占总数 7.2%，只有 5 人选择不同意。大学生需要考虑

以后的人生，他们看到汉语人才的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加，而

且工作前景相当不错，因此选择了学习汉语。Q10.5 该项大

部分人选择同意，占总数 77.6%。其次选择不确定的人数共

有 21 人，占总数 16.8%。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都希望能够有

机会到中国留学，有的甚至想申请中国政府奖学金。如果学

习成绩优秀，汉语水平（HSK）获得高分在申请奖学金时就

会占有优势。Q10.6 调查结果显示选择同意的人最多，占总数

96%。说明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有决定性的

影响，掌握好汉语意味着给自己加分，扩大找工作的机会。

Q10.7 此选项选择同意的人数占总数 97.6%。因为来泰国的中

国游客较多，如果用英语与游客交流，可能会影响交际的顺

利进行。但是如果掌握了汉语，与中国人直接对话，就会达

到更好的效益。 

③学生内在动机

Q10.8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选 择 同 意 的 人 数 最 多， 占 总 数

92.8%。由于泰国华人众多，泰国人与华人共同生活，互相交流，

中国文化逐渐渗透到泰国人的生活娱乐中。华人商店的汉字

名称，华人名字或对亲戚的称呼等对当地泰国人很有吸引力，

这促使他们对中文与中国文化产生兴趣并想有更深入的了解。

Q10.9 此选项选择同意的人数最多，占总数 77.53%。众所周知，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古代文字甲骨文，中国

各个朝代的历史，中国优秀的经典文学作品，中国改革开放

后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都值得研究。只有学习、掌握了中文，

才可能走近中国、了解中国。Q10.10 调查中选择同意的占总

数的 80%。其次有 13 人选择不同意，占总数 10.4%。不少学

生因为接触到中国的娱乐明星而对汉语和中国文化产生了兴

趣。此外，学生学汉语以后能听懂电视剧里或自己喜欢的明

星说的汉语，会很有成就感，这样能够激励自己继续努力地

学习，掌握更多更好的汉语知识与能力。Q10.11 调查结果显示，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3.3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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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不同意的人数最多，总共有 74 人，占总数 59.2%。这是

因为泰南三府高校的汉语学生大部分是非华裔，此外，有些

华裔父母尊重孩子的意愿，没有强迫孩子学习汉语，因此有

的华裔子弟并不会说汉语。

综上对汉语学习动机的不同类型的同意度进行了对比分

析，发现对泰国学生而言，未来发展动机与内在动机占据比

较重要的地位。动机由弱到强的排序如下：（见图 5）

97.60%
96%

92.80%
88.80%

80%
77.60%

68.80%

0.00%10.00%20.00%30.00%40.00%50.00%60.00%70.00%80.00%90.00%100.00%

Q7会说汉语就可以跟中国游客交流

Q6掌握好汉语会有经济优势

Q8对汉语言及文化感兴趣

Q4为了毕业以后更容易找到工作

Q9想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及社会

Q5为了以后有机会去中国留学

Q10喜欢中国的音乐、影视剧、娱乐明星等

图 5 学生学习动机排序（占比）

2.2.3 影响汉语学习因素调查

根据泰国南部三府高校汉语教学情况的师生访谈，加上

笔者在该地区的学习经验及实习观察，我们在第 11 个问题中

设计了 15 个小题目（Q11.1-Q11.15），对影响泰国南部三府

高校汉语教学的主要因素进行调查，具体数据如下：（见表 2）

表 2 影响泰国南部三府高校汉语教学的因素

选项 同意 不同意 不确定

Q11.1 汉语系的师资力量不够。 87(69.6%) 15(12%) 23(18.4%)
Q11.2 中国教师少，与他们练习口语

的机会不多。
92(73.6%) 19(15.2%) 14(11.2%)

Q11.3 课堂上学生人数太多，练习的
机会较少。

34(27.2%) 60(48%) 31(24.8%)

Q11.4 上课时间紧张，学习内容多，
来不及消化。

63(50.4%) 37(29.6%) 25(20%)

Q11.5 所学外语较多，不同语言之间
有时会互相干扰，产生混乱。

52(41.6%) 48(38.4%) 25(20%)

Q.11.6 中国游客少，缺乏良好的语言
环境。

89(71.2%) 19(15.2%) 17(13.6%)

Q11.7 汉语的活动很少，学习动机较低。 72(57.6%) 30(24%) 23(18.4%)
Q11.8 学校离孔子学院很远，不方便

去参加活动。
74(59.2%) 31(24.8%) 20(16%)

Q11.9 课外没有练习汉语口语的伙伴，
所以汉语进步慢。

94(75.2%) 19(15.2%) 12(9.6%)

Q11.10 使用的教材内容陈旧，不贴近
平常的生活。

32(25.6%) 54(43.2%) 39(31.2%)

Q11.11 泰南三府有时会发生恐怖活动，
不能安心学习。

39(31.2%) 67(53.6%) 19(15.2%)

Q11.12 图书馆里很难找到需要的汉语
教材或资料。

70(56%) 23(18.4%) 32(25.6%)

Q11.13 学习汉语的动力不强。 38(30.4%) 63(50.4%) 24(19.2%)

Q11.14 时间管理意识和能力不强。 53(42.4%) 42(33.6%) 30(24%)
Q11.15 中国教师每年轮换，在适应老

师风格和上课方式上有困难。
53(42.4%) 45(36%) 27(21.6%)

我们对 15 个问题的同意率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前八位

数据，由低到高如图 6 所示。发现学生最看重的教学因素是

与口语练习相关的内容，位居前三位，其他因素对口语训练

也有间接的影响。

75.20%

73.60%
71.20%

69.60%

59.20%
57.65%

56%
50.4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Q9课外没有练习口语的伙伴，汉语进步慢

Q2中国教师少，与他们练习口语的机会不多

Q6中国游客少，缺乏良好的语言环境

Q1汉语系的师资力量不够

Q8学校离孔子学院很远，不方便去参加活动

Q7汉语的活动很少，学习动机较低

Q12图书馆里很难找到需要的学习资料

Q4上课时间紧张，学习内容多，来不及消化

图 6 汉语教学影响因素排序（占比）

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①师资问题

Q11.1 汉语系的师资力量不够。此选项选择同意的人数

最多共有 87，占总数 69.6%。由于泰国南部三府情况特殊，

该地区偶尔会发生恐怖活动，这里的人们缺乏安全感，不少

本地人搬到外地去居住，在该地区工作的人也纷纷离开，包

括一些优秀教师也申请调离，而外地优秀教师要到该地工作

需要再三考虑，最后可能因为不敢面对危险而选择放弃。这

种现象也影响到该地区的汉语教学。

Q11.2 中国教师少，与他们练习口语的机会不多。此选

项选择同意的人数最多，共有 92 人，占总数 73.6%。调查结

果显示，大部分学生需要中国教师给他们上课。中国教师对

促进学生的汉语水平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口语。泰国教师

虽然知识丰富，有足够的教学能力，但是为了保证学生口语

与发音的准确性，还是需要中国教师来亲自指导，这样学生

可以多一些模仿训练和与中国教师交流的机会。

Q11.15 中国教师每年轮换，学生在适应老师的风格和上

课方式上有困难。此选项有 43 人选择同意，占总数 48.31%。

有 27 人选择不同意，占总数 30.34%。最后有 27 人选择不确定，

占总数 21.6%。可见中国教师队伍的不稳定性对近半数学生的

学习带来影响，对学生来说每年都要适应新的老师，新的变化，

这是一种困难与挑战。 

②课堂教学与管理

Q11.3 课堂上学生人数太多，练习的机会较少。调查发

现有 60 人选择不同意，占总数 48%。选择同意共有 34 人，

占总数 27.2%。课堂人数多少没有影响到学生在课堂上练习的

机会。

Q11.4 上课时间紧张，学习内容多，来不及消化。此选

项有 63 人选择同意，占总数 50.4%。学习内容与学习时间如

果能够合理分配，学习效果会更加明显。该项还有 37 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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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占总数 29.6%，说明有一部分学生认为上课时间与上

课内容的安排是合理的。因此，除了学校上课时间与内容的

安排以外，学生的自身管理也是一个影响他们学习的主要因

素。Q11.14 没有安排好自己的时间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三

分之一的学生认为具备良好的时间和自身管理能力，其他学

生这方面存在问题。

③学习动机

Q11.13 学习汉语的动力不强。笔者认为学生汉语学得好

坏与否与他们学习的动力有很大的关系。调查结果显示，选

择不同意的人数最多，共有 63 人，占总数 50.4%。半数学生

具有比较积极、良好的学习动力，但是也有 30% 多点的学生

认为自己学习汉语的动力不足。这应该引起教师的注意，如

何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明确的学习目标，增强学习动力。

Q11.7 关于汉语的活动很少，所以学习动机较低。此选

项选择同意的人数共有 72 人，占总数 57.6%。选择同意的人

数最多。此数据说明除了在课堂上学习汉语以外，举办关于

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活动也是一个有益的学习方式。有不少学

生觉得学校应该增加汉语方面的活动，提高学生学习汉语的

动机。虽然孔院定期举办活动，但是泰南学校离孔院较远，

不方便参加，而且参加活动涉及到向学院申请，派车与师生

饮食费用等问题，学生人数超标的话需要自理。这样可能导

致条件不好的学生失去参加活动的机会。

④语言学习环境

Q11.6 到泰国南部三府旅游的中国人不多，所以缺乏良

好的语言环境。此选项选择同意的人数最多，共有 89 人，占

总数 71.2%。因为语言学习得益于真实、自然、充分的输入和

输出的训练。在泰国南部三府学汉语的学生缺乏这样的学习

环境，要采取其他办法来替代。

Q11.9 课外没有练习汉语口语的伙伴，所以汉语进步很慢。

此选项共有 94 人选择同意，占总数 75.2%，选择不同意的占

比 15.2%。结果显示，大多数的学生认为缺乏练习伙伴导致他

们的汉语口语进步很慢。事实证明，在泰国学习汉语的学生，

口语方面远没有达到在中国留学的学生的汉语水平。

Q11.11 泰国南部三府有时会发生恐怖活动，使我不能安

心学习。调查结果显示，选择不同意的共有 67 人，占总数

53.6%，说明大部分的学生觉得泰国南部三府的恐怖活动没有

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及学习状态。

⑤汉语教材与资源

Q11.10 使用的教材内容陈旧，不贴近平常的生活。此选

项选择不同意的人数最多，共有 54 人，占总数 43.2%。从调

查结果来看，目前学校使用的教材基本合适，近一半学生可

以接受。其次有 32 人选择同意，占总数 25.6%，他们对教材

情况并不满意。这个数据不可忽略，我们需要考察现在使用

教材的不足之处，选择更好的更能满足学生需求的教材。

Q11.12 图书馆里的汉语教材很少，很难找到需要的内容。

此选项选择同意的人数共有 70 人，占总数 56%。选择同意的

人数最多，其次有 32 人选择不确定，占总数 25.6%。调查显

示学校的汉语教学资源比较缺乏，现有的图书资料也不能满

足学生的需要。如果学生不能及时找到或借到需要的资源，

自学就比较困难，学习动力也会随之降低。再加上泰国学生

比较缺乏学习毅力，一旦遇到困难就很容易放弃，不太愿意

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

2.2.4 学习需求及情况调查

除了探索影响该地区汉语教学的因素之外，我们也对该

地区学生汉语学习需求及情况进行了调查。问卷 12 题设计了 

6 项内容，考察学生各方面的需求，问卷 13-15 题主要了解

校园学习条件及学生最想提高的汉语技能项。问卷内容与数

据分析如下：

表 3 学生学好汉语的需求

选项 同意 不同意 不确定

12.1学校多举办关于汉语教学的活动。 122(97.6%) 1(0.8%) 2(1.6%)

12.2 需要更好更多的语言习得环境。 121(96.8%) 2(1.6%) 2(1.6%)
12.3 需要教师在学习方面多给一些启

发和指导。
121(96.8%) 4(3.2%) 1(0.8%)

12.4 希望泰南三府恐怖活动减少，中
国志愿者可以来这个地区进行教学。

118(94.4%) 2(1.6%) 6(4.8%)

12.5 希望图书馆能增加汉语方面的教
学材料和资源。

121(96.8%) 2(1.6%) 4(3.2%)

12.6 课后需要多学多练，加强自学的
效果。

124(99.2%) 1(0.8%) 0(0%)

Q12.1 学校多举办关于汉语教学的活动。此选项大多数

的人选择同意，共有 122 人，占总数 97.6%, 占最多的人数。

调查数据比较明显目前学校举办关于汉语教学的活动不够多

学校可以考虑再举办更多的汉语教学活动，这也是一种课外

学习方式，此外，活动可以加强学生的学习动机，同时给学

生带来启发与思考。

Q12.2 需要更好更多的语言习得环境。此选项同意的人

数共有 121 人，占总数 96.8%，此选项选择不同意和不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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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 2 人，各占总数 1.6%。数据显示该地区的语言习得环境

极少，学生缺乏良好的语言环境。除了在课堂上接触到汉语，

学生课外几乎没有什么机会练习汉语。研究表明，语言环境

对学习者来说有很大的影响，学生的外语能力能否快速提高，

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语言环境。

Q12.3 需要教师在学习方面多给一些启发和指导。此选

项有 120 人选择同意，占总数 96%。调查结果说明，教师给

学生的启发与指导对学生的学习过程相当重要，这种现象与

学生的心理有关。教师给学生的启发与指导有助于加强学生

的学习动机，有些学生正是因为受到教师的启发与指导而有

动力克服困难，继续学习汉语的。

Q12.4 希望泰南三府恐怖活动减少，中国志愿者可以来

这个地区进行教学。此选项共有 118 人选择同意，占总数

94.4%。其次有 6 人选择不确定。泰国南部三府的恐怖情况至

今已经持续多年，影响到该地区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汉语

教学也受到了影响，中国教师志愿者不敢到该地区来。该地

区的高校只有一所学校有中国教师，是学校自己招聘的中国

教师，如果恐怖活动减少，中国教师方面的问题就比较容易

解决。

Q12.5 希望图书馆能增加汉语方面的教学材料和资源。

此选项选择同意的人数共有 121 人，占总数 96.8%。其次选择

不同意的人数有 4 人，占总数 3.2%，此选项选择同意的人数

最多。说明学校的图书馆里的中文教材和资源还远不能满足

学生的需求。笔者认为图书馆里的教材与资源应该齐全多样，

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由于泰国南部三府的特殊情况，汉语

教学方面与其他地区的条件也不一样，所以相关机构应该积

极落实，解决学生学习资源短缺的具体问题。

Q12.6 课后需要多学多练，加强自学的效果。此选项除 1

人外其余所有人都选择同意，占总数 99.2%。调查结果显示学

生自己也很明确课后要加强练习的重要性及必要性。自己要

多学多练，加强自学效果。笔者认为学生意识到这个问题特

别好，会对汉语学习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Q13-16 题调查学生学习汉语的情况，以及对学校汉语

教学的意见与建议。学生最想提高的听说读写技能是什么，

第一是汉语口语，有 72 人，占总数 57.6%。其次是听力，有

14 人，占总数 11.2%。选择写作与翻译的都是 13 人，各占总

数 10.4%，选择发音的有 10 人，占总数 8%，选择阅读技能的

共有 3 人，占总数 2.4%。（见图 7）

图 7 汉语技能的学习倾向

调查显示选择提高口语能力的学生最多。这与前面的动

机调查结果一致，对学生来说，环境与发展动机最为重要。

随着中泰两国经贸交流与合作的发展，掌握流利的汉语口语

能力会增加自身的竞争实力，成为求职面试的优势条件。其

次是听力能力，听力与口语是互相依赖的关系，会说但是听

不懂，或者听得懂但是不会说，这两种情况都会让学生在与

中国人交流过程中遇到困难。

3 师生访谈分析

除了开展问卷调查外，我们还对泰国南部三府的三所高

校的师生进行了访谈，目的是更加深入地了解泰国南部三府

高校汉语教学的实际情况。笔者从汉语学生中随机选出 7 名

进行采访，其中男生三名，女生四名。大二生一名，大三大

四各两名，毕业生两名，其他为在读生。学生平均年龄 23 岁（见

表 4）。访谈内容包括学习汉语的动机，学习策略，对自身汉

语水平的满意度，影响汉语学习的因素及学习需求等问题。

表 4 受访者的基本信息

3.1 学生访谈结果

3.1.1 学习动机

笔者通过访谈发现，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有以下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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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外在动机， A 和 C 选择学习汉语是为了以后能够从事汉

语有关的职业，考虑到就业前途。二是内在动机，受采访学

生 B、 D、 E 和 G 选择学习汉语的原因是个人对汉语和中国

文化感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汉语与中国文化的知识，于是

选择学习汉语。 

3.1.2 学习策略

访谈结果显示学生比较喜欢课后练习，加强自己对所

学内容的把握。受访学生 A、 B、 C 、D 、E 和 G 都以课

后多练习为自己学习汉语的主要策略，练习方式有背生词，

反复练习书写。受访学生 F 的学习策略跟前者不一样，他

选择提前预习课文，以便上课的时候容易理解消化老师的授

课内容。

3.1.3 学习收获

受访学生 A 表示毕业以后准备用汉语提升自己，受访学

生 C 和 E 打算用汉语做兼职。受访学生 B、 D、 F 和 G 觉得

当自己能够用汉语与中国人交流，或者看懂有关汉语的材料

时，都会让他们感到有成就感，会继续学习汉语。

3.1.4 对恐怖活动的看法

学生对泰国南部三府的恐怖情况的看法与感受有两种观

点。一是对汉语教学质量表示担心。受访学生 A C D E G 比

较注重汉语教学质量，认为恐怖情况导致他们失去良好的语

言学习环境，中国教师也不敢来泰南三府地区进行汉语教学，

难以获得好的教学资源。二是学生较注重自身的心理感受。

受访学生 B 和 F 认为心理上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因为经常发

生混乱的区域并不在学校所在地，而且他们觉得恐怖情况并

没有像媒体宣传得那么严重，对汉语教学的影响也不算大。

3.1.5 汉语活动形式

通过访谈显示学生对活动形式的需求有以下两种方式。

一是能够增加语言环境的活动，受访学生 A B C D E G 希望

有更多的语言环境。二是能够给学生启发的活动，受访学生 

F 希望学校能够举办一些给学生启发或提高学生学习动机的

活动。

3.1.6 汉语学习的优劣势

受访学生 E 、F 和 G 反映，课外没有语言环境，几乎用

不到汉语，他们希望能够多在日常生活实际情况中运用汉语。

受访学生 D 遇到的问题是虽然在学习过程中学到很多词汇，

但是在实际交流时却发现自己听不懂中国人说的话。 

3.2 教师访谈结果分析

笔者从三所高校中选取了 5 名教师进行访谈，三名男教

师，两名女教师，平均年龄约32岁，其中4名有5年以上的教龄，

1 名是新手教师（见表 5）。访谈内容包括采用的教学方法，

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如何创造适当的语言环境，影响教师汉

语教学的因素，以及教师对学生的预期。

表 5 受访谈教师的基本信息

受采访者 性别 年龄 教龄

受采访教师 A 男 32 岁 7

受采访教师 B 女 27 岁 2

受采访教师 C 女 32 岁 7

受采访教师 D 男 33 岁 8

受采访教师 E 女 34 岁 8

3.2.1 有效的教学方法

访谈发现，教师常用的教学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

强化学习动机，教师经常提到运用汉语取得成功的例子，让

学生意识到学好汉语的重要性以及对人生的益处，产生学习

的动力。二是增加情感共鸣，跟学生讨论有趣的话题，或分

享自己在中国留学的经验，活跃课堂气氛，拉近师生距离；

三是鼓励学生多说汉语，参加汉语比赛，当学生的表现获得

肯定、表扬时，他们会为自己取得的进步与成绩感到自豪，

从而增强自信，更加努力地学习汉语。

3.2.2 遇到的教学问题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班级学生的汉语水

平有差别，教学难易度很难把握。授课内容如果太简单，汉

语基础好的学生没有收获，会觉得无聊，浪费时间；如果教

学内容比较深奥，汉语水平差的学生会觉得难以接受，有可

能产生放弃的想法。

3.2.3 创造语言环境的方法

教师给学生创造语言环境的方法主要是课堂上使用汉语

授课，跟学生交流，课外也尽量跟学生说汉语，让学生有良

好的语言环境，并要求学生每天观察记录自己使用汉语的情

况，一天能掌握多少汉语词汇。课堂活动的设计考虑学生的

学习兴趣，选择具有参与性及合作性的活动类型。

3.2.4 教师对学生的预期

接受采访的教师基本认同学生学习有进步，比较符合自

己的预期。但也有个别教师反映学生中文学习缺少积极性，

对自己的要求不高，还没达到老师的预期，希望学生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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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力促进汉语学习。笔者认为这一点也值得考虑。学生的

汉语学习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符合教师的预期，教师的判

断标准恐怕较难统一。 

3.2.5 多元文化对汉语教学的影响

访谈结果发现，泰国南部三府地区的多元文化对汉语教

学也有影响。学生多数是本地人，日常生活以马来方言为主。

教师的授课语言会造成师生间交流与理解上的障碍，有些泰

语词汇教师要进行仔细的解释。学生想要表达自己的观点或

者向教师提问时不能准确到位。此外，有不少学生信伊斯兰教，

教师要适当补充伊斯兰教里面的专有名词，同时要避免比较

敏感的宗教话题。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教学效果。

4 建议及对策

综合以上调查访谈的分析结果，以及意见和建议反馈，

笔者尝试从师资、教与学、课程要求、教学环境、教学资源

等几个方面提出改进的建议和对策。

4.1 严格招聘制度，保证师资来源，提升教师素质

研究发现，教学师资专业背景不统一，流动性大，数量

不足，综合素质有待提高。建议完善教师资质审查，制定严

格的招聘制度，签署稳定协议，保证本土教师队伍的稳定性

与连续性。适当增加中国教师的数量，虽然泰国教师够资质，

但对语音课或口语课这样的课程，由中国教师授课会取得更

佳的教学效果，毕竟这种课对汉语语感、发音能力及表达方

式的要求更加严苛，泰国教师较难达到。如果汉办派遣的中

国志愿者教师不能满足教学需求，应拓宽招聘渠道，与中国

大学建立合作交流项目，获得必要的师资来源与支持，目前

有些学校已经做出了有效的尝试。同时各高校应注重教师队

伍的素质建设，定期进行教学与管理能力的培训，为本土教

师和中国志愿者教师提供互相学习、交流切磋、共同进步的

机会。可能的话中国教师应主动学习了解当地的语言文化，

为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顺利开展教学工作做好准备。

4.2 针对学生特点，丰富教学手段，促进学习效率

泰南地区是泰国文化，中国文化以及马来族文化的汇

聚地，人们的语言背景不同。学生中说泰语的仅占 40%，约

60% 的学生用马来方言交流，而且马来方言说得比泰语还流

利。教师方面也存在差异，本土教师习惯用泰语授课，这给

以马来方言为主交流的学生带来理解上的困难和不便；中国

教师上课时以汉语为主，而学生的汉语水平有限，他们不能

完全听懂老师所讲的内容，学习压力大，容易产生焦虑情绪

和挫败心理。为此，提倡中国教师与本土教师联合教学，优

势互补。教师要认真备课，善于观察，了解学生的汉语水平、

学习策略、性格特点等因材施教。要注意控制授课语言的生

词量和话语的难易度，讲解时启发引导，多举例子帮助学生

理解，让学生造句，检查他们对学习内容的掌握程度。有效

组织活动，将游戏、表演、辩论融入课堂，通过合作学习，

完成教学任务。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通过播放中国新闻，

介绍电视节目，观看日常交际情景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促进学生的学习效率。

4.3 提高考核标准，制定激励措施，强化学习动机

动机是影响学生学习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教学过

程中值得关注的部分。研究发现，泰国南部三府高校学生的

学习动机中环境与未来发展动机最强，内在兴趣动机次之。

30% 的学生认为自身的学习动力不足，20% 的学生表示不确定。

泰南三府华裔学生较少，对汉语言文化的认同感普遍较低。

有的学生在课堂上有心理负担，他们不敢开口说汉语，担心

说错会当众出丑或被人取笑。教师认为学生缺乏学习目标和

动力，对自己要求不严，学习只是完成课程，走过场而已，

对学生的学习态度不甚满意。为了改善这种情况，首先要加

强汉语教学管理，提高考核标准。在汉语专业的课程中选出

几门课，做好相应的规定。如：选择中级汉语课的学生除了

学业考试外还要通过 HSK 4 级，选择高级汉语的学生要通过 

HSK 5 级，如果通不过就必须重修。此外，要制定一些激励

措施，学生的学习态度和汉语水平要和中奖、孔奖等各类奖

学金的申请评选、汉语活动或相关比赛的资格挂钩，做到公

开选拔，择优录取，体现公平竞争的原则。这样的措施会敦

促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产生较强的学习动机。

4.4 创设语言环境，组织交流活动，提高口语能力

语言环境对学习者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学语言必须通过

多说多练才能掌握。调查发现缺少语言环境是当地学生面临

的较大的问题。由于受恐怖活动的影响，到泰国南部三府来

玩的中国游客人数锐减，学生在课外缺少良好的语言环境和

伙伴，很少能够在实际情境中使用汉语。有的学生虽然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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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多用汉语，但是又存在顾虑，比如，主动和同

学用汉语交流会不会尴尬，自己的汉语水平能否准确地进行

表达，用汉语交际是否太麻烦等等，于是就放弃了说汉语的

念头。有的学生反映课堂上学到的汉语无法适应真实的语言

情景。教师要设法创造更多真实的语言环境，增加学生在日

常生活中操练汉语的机会。比如，规定每个星期有两天时间

师生或生生之间必须用汉语交流，根据学生完成的情况进行

适当的奖惩。每个周末布置一份主题作业，让学生网上搜集

资材料，观摩学习，周一回来做简要汇报。有条件的学校可

以组织语伴、汉语角等语言实践和中国语言文化的宣传活动，

为中泰两国学生提供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让学生在真实的语

言环境中去接触感知不同的语音，通过交流合作共同完成任

务。教师也可以带领学生定期参加孔院举办的活动，让他们

亲身体验中国文化，分享活动成果。这些都是帮助学生开阔

眼界、增长见识、提高交际能力的好方法。也可以通过问卷

调查了解学生对活动内容与类型的喜好，以便设计更加符合

学生意愿的具有针对性的活动。

4.5 更新教材内容，改进教学设施，保障教学资源

调查显示，约 43% 的学生认为学校使用的教材基本合适，

约 26% 的学生对教材情况并不满意，另外有 31% 的学生不确

定。目前使用的部分教材是复印件，既不方便归档整理，又

经常丢失损坏，学生希望提供专用教材，内容与版面设计方

面突出趣味性，图文并茂，色彩丰富。学生也希望教材能够

与时俱进，及时增加中国热门话题、网络新词新语、中国人

语言运用实况、文化知识及习俗等新鲜内容。建议根据实际

情况选用汉语教材，或编写本土化自用教材，也可共同使用。

学校可向汉推中心申请，保障赠书的精准化，或通过互联网

购买汉语教具以促进资源更新。图书馆应适当增加汉语教材

及参考资料的种类与数量，更好地满足各个年级学生的学习

和研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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