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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更新应对需求变化

近日，几家国际中文教育机构的负责人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海外中文学习者的学习
需求在不断变化并引发教学层面的连锁反
应，包括中文学习平台、线下中文课堂等都
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漫中文的创始人窦敬壹还记得，漫中文
创办初期时的侧重点放在漫画交互形式上，
为的是让学习者更轻松地学习中文。“具体而
言，即用漫画呈现课文内容，以降低海外中文
学习者认读汉字的难度，让他们在连续的情
境中，可以推测词义和句意。”

随着海外中文学习者人数的持续增长，
越来越多的学习者开始追求系统化、科学化
的中文学习。顺应需求，漫中文也作出了改
变。“我们开始在漫画界面上拓展各类功
能，比如单击漫画中的对白气泡可以听到非
常标准的普通话配音；点击句子中出现的
词汇，可以弹出汉语词典等。”窦敬壹说，

“之后，随着汉语水平考试 （HSK） 和《国
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 的推广以
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
系，有考试需求的学习者逐渐增多，我们
开始在 App 中加入了前测、练习、趣配音
等功能。”

漫中文顺应中文学习者的需求不断作出
改变，正是不少主打国际中文教育的机构所
走过的路。

正如窦敬壹所言，中文学习用户需求的
增加以及用户的多元性，推动了中文学习产
品功能的多元性。“既要兼顾学习规律，又
要符合多国别用户的使用习惯，这就需要我

们不断更新产品。”
在河南大学国际汉学院副教授吴琼看

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是导致国际中文教
学和海外中文学习者学习模式改变的因素
之一。“疫情使线上中文教学发展迅速，成
为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她说。

哪类中文课程受青睐

究竟什么样的课程才受海外中文学习者

的青睐？
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教学副教授刘刚

的女儿已学中文多年，他坦言：“好的中文
课程应该能紧紧抓住学习者的兴趣点，内
容也需不断更新，跟上时代的发展。对年
龄小的学习者来说，学习内容以什么方式
呈现比较重要，如果学起来轻松有趣，自
然就能调动积极性；如果学起来觉得枯
燥，就很难坚持。”

家住英国的时女士认为，虽然现在新
技术加持下的线上中文教学机构很多，但
还是需要根据学习者的个体特点进行选
择。她说：“我很重视两个孩子的中文学
习，在他们上幼儿园前，在家中，我们都
讲中文。他们的语感还不错，如何保持对
中文的兴趣是挑战，所以我为小女儿选择
的是学习内容相对简单、形式符合儿童学
习特点的线上中文课，比如，她很喜欢有
固定的动画人物一直穿插在学习内容中。
但我为大儿子选的是学习内容难度稍高、
课后挑战颇多的线上中文课，比如，他喜
欢为中文语句配音，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来自埃及、正在中国传媒大学就读的
刘正曦 表 示 ， 随 着 自 己 中 文 水 平 的 变
化 ， 学 习 方 法 也 相 应 地 在 不 断 进 行 调
整，“如今，我主要通过学绕口令、学新
闻播报以及朗诵等方式学中文”。但他同
时强调，在自己学习中文的过程中，与
中国老师及同学面对面的交流起到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

吴琼持类似看法，她举例说，身边有些
中文基础不太好的同学，到中国生活一段
后，中文水平突飞猛进。他们在课堂上学了
怎么询问商品价钱后，马上能运用到实践
中，课堂所学转变成了真实场景中与店员

“有温度的交流”，这种真实感和获得感是线
上教学机构难以实现的。

在吴琼看来，趣味性课程对于活跃课
堂气氛、提高学生参与度、丰富课堂内容
都具有积极意义，但替代不了师生面对面
的传统线下学习，二者的体验不同。

在实践中探索未来方向

从国际中文教学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
线上中文教学和线下中文教学相辅相成是国
际中文教育从业者的共识。但如何做到这
一点，需要大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新东方比邻中文总经理乔蕾表示，吸引
学习者的核心在于教学本身，相对于教学和
教材，技术是锦上添花。“比如，一个好老
师可以让学生爱上学习就是很好的例证。未
来，比邻中文拟建交流社区，在社区中，不
同国家的中文学习者可以相互交流，发布学
习内容，分享学习感受，甚至可以结成学习
小组互相帮助。”

在窦敬壹看来，打造内容丰富、维度多
元、技术前沿的中文课堂是未来努力的方
向。“我们希望将漫中文的交互式学习模式
打磨成可持续、可复制的模式，让更多的海
外中文学习者获益。”

吴琼通过观察发现，有些中文学习软
件提供的课程虽然有趣味性，但缺少对于
知识点的深入讲解。“从线上中文学习资源
来看，我了解到的情况是，目前针对汉语
水平考试 （HSK） 四级以下的学习资源较
多，针对四级以上的学习资源相对少一
些。如果想系统学习中文并将其作为未来
职业的一部分，比如从事中文教师、翻译
等工作，还是需要找到适合的学习渠道。”
吴琼说，“新技术的发展会推动国际中文教
育行业的变化，未来一段时间，线上线下
深度融合的混合式学习将成为趋势，中文
学习方式也会朝着更高效、更智慧的方向
发展。”

相关专家表示，一线国际中文教师需
要正视技术带来的变化，需要培养人工智
能相关产品的运用能力、数据读取和使用
能力等。

近期，东南欧国家波黑创建了
第二个汉学系——巴尼亚卢卡大学
（巴大） 汉学系。今年 10 月初，该
汉学系首届新生将正式入学。

回首来时路，汉学系主任吉嘉
娜·斯特维奇感慨万千。她说，自己
对汉学系能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
成立，格外欣慰。

“必须承认，疫情带来的挑战很
大，很多必要的筹备工作，包括与
中方的联系，都是通过线上进行
的，但不是所有问题都能通过线上
解决。”斯特维奇说，幸运的是，巴
尼亚卢卡大学校长拉多斯拉夫·加亚
林教授意志坚定，克服了种种困
难，推动了汉学系的诞生。

新生的汉学系，给多年来致力
于中国问题研究、传播中国文化的
斯特维奇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1999 年，斯特维奇从贝尔格莱
德大学哲学院中文系毕业，获得中
国教育部的奖学金，到北京语言大
学深造，实地感受她热爱的中国与
中国文化。在中国的学习生活给她
留下了美好记忆。回国后，她从
事中国问题研究，成为巴尔干地
区活跃的中国问题专家，也见证
了中国的发展，深刻体会到认知
中国的意义。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任何
想要跟上时代进步的人都需要了解
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几年前接受当
地媒体采访时，她这样评论学习中
国语言和文化的价值与意义。

现实有力地佐证着这一判断。
近年来，伴随中国影响力的提升与
两国经贸关系的深化，学习中文的
热度在波黑不断升高。在一些中

学，中文被列为第二外语。东萨拉
热窝大学汉学系被誉为该校最知名
的系之一。

2018 年，在斯特维奇的积极努
力和中国驻波黑大使馆的支持下，
巴尼亚卢卡大学孔子学院正式挂牌
成立。几年来，因其活动形式丰富
多彩，该孔子学院被誉为欧洲地区
推广中国语言与文化最有活力的基
地之一。

斯特维奇认为，波黑第二个汉
学系的创立是中国语言与文化在波
黑传播的一座里程碑，也为波黑青
年人打开一扇制胜未来的大门。

“我们的学生毕业后有着广阔
的前景。波黑对中文翻译的需求越
来越大，我们的政府需要了解中国
的专家和顾问。2018年，中国与波
黑之间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协

议生效后，到访波黑的中国游客数
量猛增，给旅游业带来巨大的商
机，我们需要更多中文教师。”斯特
维奇说。

为此，巴大汉学系在课程设置
上做了相应准备。据斯特维奇介
绍，巴大汉学系学制为 4 年，除了
现代汉语和文言文课程外，还开设
了中国历史、地理、哲学、文学、
外交、经济等课程。

斯特维奇堪称中国的“铁粉”。
在她的微信、推特上，介绍中国语
言和文化几乎是唯一的内容。她也
是参与各种有关中国话题讨论与中
国文化活动的常客。比如近日，斯
特维奇在推特上发了一条中文俗语
词条“铁饭碗”，生动活泼的讲述方
式引起很多网友关注。

（据新华社电）

日前，由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支持、华东师范大学承办
的“2022 年英国大学生暑期中文学校夏令营”结营。营员中，
除了来自英国诺丁汉大学、杜伦大学、兰卡斯特大学、中央兰
开夏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伦敦国王学院等英国院校的中
文专业大学生之外，还包括来自英国的诺丁山伊令中学、玛丽
皇后中学，以及立陶宛维尔纽斯大学孔子学院的中文学习者。

去年，华东师大开启线上沉浸式中文学习的新模式——
实境直播，跳出以往的线上课程框架，将教室搬入上海的大
街小巷。英国大学生暑期中文学校是华东师大首个采用实境
直播开展的线上中文教学项目，去年学生们围绕“上海中
心”“校园探索”“市民生活”“行在中国”等主题，通过镜头
与当地市民交流互动，沉浸式、立体化地学习中文。

今年，“英国大学生暑期中文学校夏令营”的主题为“游
学沪上”，教学以“1主讲+4助教”的形式展开。

在为期两周的实境直播课上，实境直播团队设计了“上
海中心”“校园之旅”“风味之旅”“周末生活”“古镇之旅”

“健康生活”“传统文化”“流行文化”等多元主题课程，探访
外滩、华东师大校园、南翔古镇等地以及火锅店、大型商
场，让学生体验上海人的“衣食住行”等，旨在让他们通过
镜头领略上海城市魅力，与居民、游客交流，学习地道中文
交际用语。

此外，学员还跟随镜头了解上海市民的健康生活方式，
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在现代都市的生命力，探索最受年轻人
欢迎的创意工坊，领略海派文化的别样魅力。

学员们记录下了每个学习交流的瞬间：一笔一画书写汉
字，一词一句和上海市民对话，线上互动沉浸式点餐，师生
合作设计手机壳……

来自中央兰开夏大学的学员杨萌萌说：“两周时间对我来
说很有意义，我们学了中文，了解了中国文化，体验了中国
生活，还感受了上海之美。通过实境直播的方式，我们不仅
探索了上海，还能和上海人说话，获得了非常难得的了解中
国的机会。”

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员马克表示，虽然自己从未
到过中国，但通过参加这次夏令营，对中国有了新的了解并
学会了新的知识。

老师们表示，希望在海外学生与中国文化、真实语料之
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云”上
中文课堂。

（本文配图均由华东师范大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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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星期日，我们一家到海边游玩。海边的风景特别
美，吸引了很多游客。

阳光照在海水上，反射出美丽的光，好看极了；沙滩
的沙子柔软而细腻，舒服极了。我和妹妹还在海边发现
了一块巨大的石头，因为很是好奇站在石头顶上看到的
风景是什么样的，就爬了上去。站在高处极目远眺，风
景果然独特。美中不足的是风实在是太大了，我的帽子
差点被吹走，只好牵着妹妹的手从石头上下来，回到了
爸爸妈妈身边。

让我感到幸运的是，在柔软的沙子中，我和妹妹还找
到了几颗美丽的珠子，真
是意外的收获。

太阳西斜，玩得尽兴
的我们准备回家。在返家
的车上，看着海和沙子，
在海边玩耍的一幕幕又浮
现在我的脑海中，真是美
好的一天。

（寄自葡萄牙）

学好中文 制胜未来
——访波黑巴尼亚卢卡大学汉学系主任吉嘉娜·斯特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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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刘刚在“美国外语教
学委员会 2019 年年会”上就“如何为华
裔孩子选择真正适合的分级读物”话题进
行分享。

2021年1月，吴琼通过中文联盟平台，为参加“汉语桥”线上团组交流项目
的海外中文学习者，讲授武术汉语课。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2019 年 10
月，在中国传媒
大学就读的刘正
曦 （右一） 和同
学一起使用相关
学习软件进行中
文朗读测试。

在科技赋能之下，中文学习方式和中文教学模式等，都
变得多样化。对学生和教师来说，多了新的选择，但也面临
新的挑战。

在科技赋能之下，中文学习方式和中文教学模式等，都
变得多样化。对学生和教师来说，多了新的选择，但也面临
新的挑战。 实境直播课堂上，老师们走进上海豫园，请皮影戏

老师通过镜头为学生讲解相关知识。
实境直播课堂上，老师们走进上海豫园，请皮影戏

老师通过镜头为学生讲解相关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