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7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4 卷·第 17 期·2021 年 9月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来华留学生人数呈逐

年上升的态势。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9年公布的相关统计数据

来看，2018年在来自全球 196个国家的外国留学人员中，

接受学历教育的留学生共有约 25万人，占来华留学生总数

的 52.44%，比 2017年同比增加了 6.86%。其中，硕博研究

生共约 8.5万人。《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

中规定，来华留学的学历生如果要在中国获得相应的本科、

硕士与博士学位，就需要用中文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通过

毕业论文答辩。此外，中国众多高校也设置了相应针对留学

生的论文写作课程作为必修或选修课以及包含 28所高校在

内的“留学生中国预科联盟”也设置了研究方法论课程，提

供相应的学术汉语写作课程，以便让留学学历生学习科研方

法与研究计划的写作。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汉语教学面临着转型与变革，

为了保证“停课不停学”，众多高校针对留学生的语言课及

来华预科课程均转为网络授课的形式进行，罗青松（2002）

提出汉语言专业留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的目标和具体教学

方法进行了具体说明，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思路；亓

华（2006）从选题、写作标准、语言表达等角度针对留学

生的毕业论文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针对留学生的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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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郭涵宁（2016）利用任务型教

学理论与研究性教学理论开展本科留学生的论文写作实践，

为留学生的汉语写作教学提供了参考。高增霞（2020）针对

留学生的论文写作学习需求及能力情况进行了调查，张全真

（2020）分析了汉硕学生毕业论文写作中存在的格式、内容、

语言等问题，并提出导师在指导留学生论文时应注意的问

题。总体上看，此前有关来华留学生学术汉语写作及毕业论

文写作研究已有一定基础，但针对学术汉语写作课程教学中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还较为薄弱，如何在网络上开展来华

留学生学术汉语写作教学更需要教师们的关注与重视。

学生应能对中国大学的学术研究知识与要求有基本的

认知，初步拥有在中国大学进行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的能

力，并初步具备在中国大学的学术研究场景中进行书面和口

头表达的能力。

学生需要了解一般意义上学术研究与汉语论文写作的

概念与常识；了解中国大学硕士研究生阶段中学术研究和论

文写作的特点与要求；初步了解个人在硕士研究生阶段专业

研究方向的表达。

学生需要了解如何确定研究主题；能初步在中国大学

学术环境中进行文献综述；能借助汉语运用一些常见的研究

方法或技术，相关方法和技术运用正确合理；能对学术研究

和论文写作的过程进行初步管理。

学生能依据学术研究规范与规则，用汉语撰写简单的

报告；能针对学术研究的成果和实践，用汉语进行简单的口

头陈述。表达正确，易于理解。

预科教育项目的教师主要来自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本

科生、硕士生以及高校的汉语教师，虽然汉语教师具备一定

的语言教学能力，但是并非全部汉语教师均具有能够提供有

利的学术汉语写作指导的能力。另外，教师对于计算机辅助

语言学习的了解不足，在进行在线汉语教学时无法把握围绕

在线语言学习的特点进行教学设计，缺乏网络汉语教学相关

经验。此外，对于教学系统及软件的运用不够熟练，在网络

授课时缺少师生互动，易忽略以学生为中心展开教学，讲授

部分占比较多。

在教材开发方面，有关留学生毕业论文写作与学术汉

语写作的教材较少，目前中国仅有一本 2012年由北京大学

出版社出版的《留学生毕业论文写作教程》，而来华预科项

目缺少配套的学术汉语写作教材，相关教材的开发与建设十

分欠缺，内容具有滞后性与重复性，所选取的教材为外文研

究方法论书籍的译本，内容重点集中在研究方法等学术研究

知识，缺乏针对汉语学术表达的规则及写作练习。当前对于

学术汉语写作方面还缺乏足够的重视，现阶段的专业用途汉

语教学急需教材的开发与编写。

在进行网络学术汉语写作教学时，由于网络环境存在

不稳定的情况，师生实时互动效率与技能训练效率受到一定

程度影响，教师讲解时学生端网络会出现网络卡顿、延时等

现象。教学平台的局限性也会影响到教学效果。部分软件的

教学平台无法进行分组讨论与练习，教师点名及提问需要等

待一段时间，并且由于教学平台技术限制，分享屏幕时无法

看到学生的学习状态。网络不流畅与摄像头、麦克风等问题，

也会使学生学习状态和学习质量难以把控。此外，在进行线

上学术汉语写作练习时，教师无法监控到每一个学生的写

作过程与写作情况，有时对于积极性较高的同学关注较多，

而较少关注甚至忽视了需要监督和帮助的学生，忽略了教育

公平。

从宏观上看，高校在进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的培

养过程中，可通过设置相关的学术汉语教学及网络汉语教学

等选修课或培训等，提高学生的专业用途汉语教学能力与在

线汉语教学能力，加强相关人才的培养力度。同时，各高校

及预科项目在汉语教师招聘环节也应提高准入门槛，并定期

展开相应的经验分享、教学培训、小组备课等活动。

从微观上看，教师在进行网络学术汉语写作课教学时，

也应积极引入多元教学模式，避免大量枯燥的知识讲解，同

时也要注重互动与讲评，做到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体，

注重培养学生的在线自主学习能力。

加强学术汉语写作教材的开发与编写，在编写教材时

也以提高学生的二语学术写作能力为主要目标，并且要注意

教材的实用性、趣味性及科学性，同时也能够为教师教授学

术汉语写作课程服务。

网络汉语教学并非线下教学的网络翻印版。相对线下

汉语教学而言，网络教学更需要汉语教师合理拆分教学目

标、设计教学内容、选取教学手段。因此，汉语教师应了解

教学对象学习特点以及影响学术汉语写作的因素，充分利用

网络的教育资源，提高学生的自我调控学习能力、学术研究

（下转第 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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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中期规划实施、后期意见反馈等具体实施过程，实现复

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管理模式的整体改革和专业持续性

的改进。

第一，通过调研走进各个企业、融入各个行业，开展

深入综合调研，对群内区域主要产业结构以及劳动基本就业

结构、岗位职业技能培养结构等问题进行深入综合调查分

析，制订并提出区域专业群人才建设的培养总体方案，并根

据群内各区域专业具体发展特点，科学合理制定各区域专业

人才建设培养总体方案和人才培养考核标准。

第二，根据群内各专业的不同特点，在部分职业院校

专业试点开展一岗双证职业教育，落实职业技能资格鉴定和

中级职业技术资格证等专业相关优惠政策，进一步加强提升

在校学生的就业岗位市场适应能力和社会就业服务能力。

第三，建立较为完备的校企科研合作人才育人教学体

系。例如，在专业人才培养教学过程中，打破专业培养壁垒，

跨年级、跨学科、跨专业，重点创建职业院校科技成果创新

管理实验班。

第四，加强职业院校专业群内开放课程对外开放和资

源共享，并通过专业开放课程选课共享机制，实施专业人才

的及时有效和针对性定向培养。例如，重点创建科技成果创

新管理实验班、优势专业实验班、实践实训团队等，提升复

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教学质量 [4]。

综上所述，新技术环境下产教融合专业群教学资源共

享尤为重要。因此应加强和相关专业职业院校的合作联系，

遴选一些特色专业，开展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共建和联合人才

培养，不断入群取经，并及时反馈到群内，实现专业人才培

养管理模式逐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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