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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国际中文学习特点与学习策略培养路径研究 

 

白花丽1 

（天津师范大学 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天津 300387） 

 

摘要：中小学生的国际中文学习是一项复杂的语言学习过程，涉及语言技能、文化理

解、思维发展等多个维度。随着全球中文教育的不断发展和中小学阶段外语学习需求的日

益增长，如何有效地培养学生的中文学习策略，提升其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已成为教育者

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为探索有效地培养中小学生的国际中文学习策略，首先，通过文

献研究，归纳出中小学阶段学习中文的典型特点，如学生的语言输入需求较大、学习内

容与方法呈现递进性和层次性等；其次，基于实际教学需求，探讨了中小学中文学习策

略培养的特点，低年龄段学生通常依赖直观的、具体的学习策略，如图像记忆、联想法

等；而高年级学生则逐渐过渡到抽象思维与策略的使用，如元认知策略和认知调控策略的

运用。最后，结合《国际中文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中小学段）的教学模式与策略，提出

了中小学生学习策略培养的路径建议：通过设计符合学生认知水平的教学任务、利用文

化背景与语言情境的结合以及鼓励情感投入等方式，可以更有效地促进学习策略的培养，

从而提升学生的中文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育；中小学生；学习策略；教学策略；《国际中文教学通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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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进程加速和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下，国际中文教育作为语言推广和

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已逐渐成为国际教育的热点领域。其中，中小学生作为语言学习的

关键阶段和重要群体，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和教育实践者的关注。中小学生的语言学习

具有独特的认知特点和情感需求，与成人语言学习有显著差异，这使得其学习策略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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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学策略的适配性成为国际中文教育中的重要课题。然而，如何将中小学生的学习特点

与适宜的教学策略相结合，探索一套科学、高效、适配的中文教学模式，仍是当前研究的

重点和难点。 

已有研究表明，学习策略对语言学习效果具有直接影响。Oxford（1990）将学习策略

定义为学生为提升学习效率而采取的具体行为或技巧，分类为元认知策略、认知策略、情

感策略和交际策略。这一理论框架广泛应用于第二语言学习的研究中，对不同阶段学习者

的策略培养提供了理论支持。然而，针对中小学生这一群体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在国

际中文教育领域，现有研究关注了中小学国际中文教师能力培养（史金生等，2024；康

国旗，2024）、教学现状（柳茜、李泉，2024；唐娟华，2024）等，关于如何在教学中有

效培养学习策略的研究仍显不足。此外，已有研究更多集中于成人或大学生学习者的学习

策略与教学方法，对于中小学生这一年龄跨度大、语言能力参差不齐的特殊群体，其学习

策略的设计与实施缺乏系统探讨。因此，在教学实践中如何根据中小学生的特点制定适配

的教学策略，依然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与此同时，《国际中文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中小学段）（以下简称“《大纲》”）（中外

语言交流合作中心，2024）的发布为中小学生国际中文教学提供了系统的课程设计框架

和科学的教学指导。《大纲》充分考虑了中小学生的年龄特征和认知水平，通过设定语言

理解、语言表达、人际沟通三大目标，以“能做”的方式描述了各等级的中文学习能力要求，

为教学策略设计提供了明确依据。《大纲》还提出五大课程内容模块，包括主题、语言知

识、语言技能、文化知识和学习策略，并推荐了多种教学模式，如主题式、沉浸式和任务

型教学，为培养学生的学习策略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支持。吴勇毅（2024）阐释了《大纲》

从目标、内容到教学法的内在逻辑。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如何将《大纲》的内容与中小

学生的学习特点相结合，探索适配的教学策略，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验证。 

研究将聚焦中小学生国际中文学习特点与教学策略的适配性分析，旨在通过文献研究

与案例分析，探讨以下问题：一是中小学生在国际中文学习中的特点表现，主要包括其语

言学习的动机、认知特点和文化接受度；二是学习策略在中小学生中文学习中的作用，结

合《大纲》提出的五大课程模块和推荐的教学模式，分析如何设计与实施适配的学习策略

培养的方案，并提出优化路径。 

一、中小学国际中文学习的特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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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作为国际中文学习的重要对象，其学习特点既体现出普遍的第二语言学习规

律，也具有因年龄阶段、认知特点及学习环境差异而形成的独特性。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

析与归纳，中小学国际中文学习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习动机多元且易受外部环境影响 

学习动机是驱动语言学习者参与学习活动的内在力量。研究表明，中小学生的国际中

文学习动机主要分为工具性和文化性两类（Gardner & Lambert, 1972）。工具性动机源于对

升学、就业等实际需求的考虑，例如学习中文以获得更好的学术机会或职业前景；文化性

动机则与学习者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和认同有关。然而，与成人学习者相比，中小学生的学

习动机往往更加多元且易受外部环境影响（Dörnyei, 2005）。例如，教师的教学方式、家

长的期望、同伴的学习态度和文化背景都会显著影响中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投入程度

（Li, 2018）。此外，由于中小学生的认知能力尚未完全成熟，其对学习目标和意义的认知

可能较模糊，这进一步凸显了教师在激发和引导学习动机中的关键作用（Wang & Curdt-

Christiansen, 2016）。 

（二）认知特点决定学习策略的选择 

中小学生的认知特点对其语言学习策略的选择和使用具有重要影响。Piaget（1971）

提出，儿童和青少年的认知发展阶段性决定了他们处理信息的方式。小学阶段的学生处于

具体运算阶段，学习偏重于直观感受和具体经验，因此在中文学习中对图片、声音和实物

的直观支持需求较大，更倾向于记忆具体词汇和句型（Yuan & Zhang, 2021）。而中学阶段

的学生逐渐进入形式运算阶段，能够在更高层次上理解和分析语言规则，开始主动探索语

法结构和文化背景，但仍需要教师提供明确的学习策略指导。研究还发现，中小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更依赖外部反馈和即时成就感，这种特点要求教学内容和策略能够提供适时、积

极的反馈机制（Goh, 2014）。 

（三）语言输入和输出能力发展不平衡 

Krashen（1985）的“输入假设”理论强调，语言学习需要足量的可理解性输入。然而，

中小学生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往往存在输入与输出能力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尤其是在初

学阶段，学生更容易接受语言输入，如听和阅读活动，但在输出方面（说和写）可能因语

言焦虑或表达能力不足而表现较弱（Zhao & Baldauf, 2012）。这种不平衡的原因既与中小学

生的语言习得规律有关，也与教学环境中缺乏足够的互动机会相关。因此，在教学中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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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输入和输出的比例，通过设计互动性强的任务型活动促进语言能力的全面发展（Ellis, 

2003）。 

（四）文化接受度具有阶段性变化 

文化知识是中文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小学生的学习效果具有深远影响（Byram, 

1997）。研究表明，小学阶段的学生对中国文化多表现出感性兴趣，例如对中国传统故事、

节日和动画形象的喜爱（Li, 2018）。而中学生对文化内容的接受度则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变

化，既可能因兴趣而进一步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也可能因青春期对外部文化的反抗心

理而产生一定的疏离感（Curdt-Christiansen & Maguire, 2021）。所以，文化内容的引入需要

与学生的心理发展阶段和兴趣点相契合，避免单向度的文化灌输，更多采用互动式和体验

式的教学方式。 

（五）学习习惯与外部支持息息相关 

中小学生的学习习惯较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支持系统

（Zhang & Liu, 2019）。家庭是影响中小学生语言学习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以中文为非主

要语言的国家，家长的态度和支持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起着关键作用（Wang, 2018）。学校

环境和教师的专业能力则直接影响学生的课堂表现和学习兴趣。另外，随着数字化技术的

普及，在线学习资源和数字工具的使用也逐渐成为支持中小学生中文学习的重要手段

（He & Sun, 2020）。 

二、中小学中文学习中的学习策略培养的特点 

在中小学中文学习过程中，学习策略的培养是促进学生语言能力发展的重要途径。根

据学习策略理论，学习策略是指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自觉使用的、有助于提高学习效果的

各种活动和方法（O'Malley & Chamot, 1990）。这些策略不仅帮助学生掌握知识，还能促进

他们的自主学习和批判性思维的发展。由于中小学生的认知发展和心理特点存在差异，因

此他们在学习中文时所使用的学习策略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以下将结合学习策略理论，

探讨中小学中文学习中的策略培养的特点。 

（一）低年龄段学生的具体性学习策略 

在低年龄段的中文学习中，学生的认知水平处于具体操作阶段（Piaget, 1952）。此时，

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尚未完全发展，因此更倾向于使用具体、直观的学习策略。这些策略

通常是通过感官（视觉、听觉等）和具体操作来增强记忆和理解。例如，学生学习拼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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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图像记忆法将拼音字母与物品或图片建立联想，这种联想帮助他们提高记忆的效

率（Brown, 2007）。同时，学生也可以通过听觉和视觉的结合来记忆新词汇，如通过歌曲、

视频和绘本等多感官刺激方式，增强对语言的印象和记忆效果。 

联想法和情境法是低年级学生常用的学习策略。根据 Vygotsky（1978）的社会文化理

论，学习是一种社会互动过程，学生在与教师和同伴的互动中，通过模仿和协作，能更好

地掌握语言知识。通过角色扮演、情景模拟等活动，学生在实际情境中学习和使用新词汇

和句型。这种教学模式不仅帮助学生理解语言的实际运用，还能促进他们情感和认知的同

步发展（Tharp & Gallimore, 1988）。因此，低年级学生更依赖这些具象和互动性的策略，

这些策略可以帮助他们在实践中体验语言，增强语言学习的有效性。 

（二）高年龄段学生的抽象性学习策略 

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认知能力逐渐向抽象思维过渡（Piaget, 1952）。在此阶

段，学生的学习策略逐渐由具体的策略转向抽象的策略，如元认知策略和认知调控策略。

根据 Flavell（1979）的元认知理论，元认知是指学习者对自己认知过程的意识和调节能力。

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高年级学生往往通过元认知策略来监控和调整自己的学习过程，例

如通过自我评估和反思来发现学习中的不足，进而采取措施进行改进。学生还会通过认知

调控策略，如调整学习方法和资源，以适应更复杂的语言学习任务（Schraw & Dennison, 

1994）。 

在学习策略的选择上，高年级学生倾向于使用分析性和归纳性的策略。根据 Sweller

的认知负荷理论（Sweller, 1988），学生在学习时，如果能够减少认知负荷，就能更有效地

掌握知识。高年级学生通常能够通过归纳法总结语言规则，或通过类比法将新知识与已知

知识进行联系，减轻学习过程中的认知负担。批判性思维策略的运用也是高年级学生常用

的学习策略。学生通过对所学内容的深入思考，能够辨析不同语法规则的适用范围，从而

提高语言运用能力。这一阶段的学生不再满足于表面记忆，而是注重语言的深层理解与灵

活运用。 

（三）情感因素与社交互动对学习策略的影响 

情感因素和社交互动是学习策略有效性的重要影响因素。根据 Schunk（1990）提出

的社会认知理论，学生的情感态度、动机和社会互动会显著影响他们的学习策略使用和学

习效果。在中文学习过程中，学生的情感投入决定了他们是否能够积极主动地使用学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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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尤其是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积极的情感态度不仅能提升学习动机，还能促进学生对

学习策略的灵活运用（Dörnyei, 2005）。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通过创设积极的学

习环境，激发学生的情感兴趣，从而促进其使用有效的学习策略。 

社交互动也是学习策略有效性的关键因素。Vygotsky（1978）认为，社会互动是学习

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通过与同伴和教师的互动，能够获得更多的语言输入和学习策略。

在中文学习过程中，合作学习和任务型教学能够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动，从而帮助学生在语

言使用中不断调整自己的学习策略。任务型教学的核心是通过实际任务的完成，促进学生

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不仅能学会如何使用语言表达自己，还能通过

与同伴的协作，掌握更多的学习策略，提高学习效率（Long, 1985）。 

（四）个体差异与学习策略的个性化需求 

中小学阶段的学生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尤其在学习中文时，学生的语言能力、认知

风格和情感需求各不相同。因此，学习策略的培养必须考虑到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根据

Gardner（1985）的多元智能理论，不同学生在语言学习中展现出不同的学习方式。有些

学生可能更偏向视觉学习，通过图片、视频等方式来记忆词汇和句型；而另一些学生可能

倾向于通过听觉或动手操作来增强记忆。这些个性化的差异要求教师在教学中采用灵活多

样的策略，满足每个学生的学习需求。 

此外，个体差异还体现在学生的学习进度和语言能力上。根据 Zimmerman（2002）

提出的自我调节学习理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进行自我监控和调节，这种能力的差异

也会影响学习策略的使用。在中文学习中，基础较弱的学生可能需要更多的直接指导和具

体的学习策略，如词汇记忆法和语法总结；而语言能力较强的学生则可以采用更具挑战性

的策略，如批判性思维和深度分析策略。教师应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为学生提供个性化

的学习策略，以促进其语言能力的提升。 

三、基于《大纲》的中小学生国际中文学习策略培养路径建议 

在《大纲》中，课程目标和教学内容的设计考虑到了中小学生在中文学习过程中面临

的挑战与特点。《大纲》为中小学中文教学提供了具体的教学模式和策略要求，这些内容

不仅关注语言技能的培养，还特别强调学习策略的培养。为了更好地提升中小学生的中文

学习效果，基于《大纲》中的教学理念与要求，以下提出几个中文学习策略的培养路径建

议，以帮助教师更好地规划和实施中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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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过任务型教学促进语言实践与学习策略整合 

任务型教学（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TBLT）作为《大纲》推荐的重要教学模

式之一，对于中文学习策略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任务型教学通过实际任务驱动学生的语

言输出和互动，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并帮助他们在实践中掌握语言和文化知识。

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语言学习策略，教师应从任务设计入手，通过情境化的任务让学生

在实际使用中掌握中文，逐步提高他们的语言应用能力。 

在任务型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设定多样化的任务类型（如角色扮演、合作学习、小

组讨论等），来提升学生的认知策略和元认知策略。通过任务驱动，学生需要进行信息的

处理、分析和整合，这样的过程有助于培养他们在语言学习中的自我调控能力。例如，在

进行“买东西”的角色扮演任务时，学生不仅要运用中文进行表达，还需根据具体情境调

整语言策略，优化交际策略和应对策略。这种互动式学习不仅提升了学生的中文能力，也

促进了他们对学习过程的深度思考和自我反思。 

（二）沉浸式教学增强语言输入与自主学习策略 

沉浸式教学（Immersion Teaching）是一种通过让学生身处中文环境中进行学习的模

式，其核心在于大量的语言输入和持续的语言使用。在《大纲》中，沉浸式教学被视为一

种重要的教学策略，适用于帮助中小学生在语言输入和输出的循环中加深对中文的理解和

应用。对于中文学习策略的培养，沉浸式教学提供了丰富的输入资源，使学生能够通过不

断的语言接触来培养其听力理解和语言输出能力，同时提高其自主学习策略。 

沉浸式教学为学生提供了充足的语言输入，通过模拟生活情境、故事讲述等多种形式，

帮助学生建立对中文的直觉理解。在此过程中，学生不仅要依赖语境进行推理和理解，还

需要通过自主学习和自我反思来增强语言的掌握。教师可以通过创设真实的语言环境来强

化学生的交际策略，例如组织集体活动和互动讨论，鼓励学生通过语言实践主动解决问题。

在沉浸式环境中，学生能够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和策略，进一步提升其自主学习的能力，培

养其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三）PPP 模式结构化教学强化语言技能与策略应用 

PPP 模式（Presentation, Practice, Production）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教学模式，它通过三

个明确的阶段（呈现、练习、生成）帮助学生从语言的理解到实际运用进行全面训练。

《大纲》在教学策略中推荐了 PPP 模式作为一种有效的语言学习路径，它能够帮助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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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系统地掌握语言知识，同时培养他们的学习策略。对于中文学习策略的培养，PPP 模式

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学习进程，使学生能够在逐步深化的过程中掌握各种学习技巧，尤其是

语法、词汇和语言表达能力。 

在 PPP 模式的教学中，教师首先通过呈现阶段引导学生理解和记忆新的语言点，接着

通过练习阶段让学生在模拟情境中加深对知识的运用。最后，在生成阶段，学生通过实际

的语言输出，巩固和应用所学知识。通过这一过程，学生能够培养较强的认知策略和交际

策略。在练习和生成阶段，教师可以鼓励学生主动使用所学语言进行表达，促进他们的语

言输出能力。此外，PPP 模式中的反复练习能够帮助学生有效记忆语言知识，培养其长时

记忆的学习策略，提高其语言自动化水平。 

（四）根据学习者个体差异提供差异化学习策略 

中小学生的认知发展差异较大，这意味着在中文学习过程中，教师需要根据学生的不

同需求制定差异化的教学策略。《大纲》强调了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学习特点，建议教师应

根据学生的语言水平、学习风格和文化背景提供个性化的学习策略。教师可以通过课堂活

动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进一步促进他们语言学习的全面发展。 

在实际教学中，差异化教学可以通过调整任务难度、提供不同形式的学习资源和活动

来实现。例如，对于初学者，教师可以通过图像、简易的语言材料来帮助他们理解和记忆

新词汇；而对于较高水平的学生，则可以通过复杂的语言任务和跨文化讨论来挑战他们的

语言应用能力。在这种差异化教学中，教师需要关注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展，并根据其实际

情况调整教学策略，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和个性化的学习方法。这一过程中，学生能够根

据自身的需求和兴趣选择最适合的学习方式，培养其灵活的学习策略，增强学习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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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earning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Learning Strategies 

 
Baihua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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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s a complex language learning process that involves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language skills,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cognitive developmen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global 
Chinese education and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how to effectively cultivate students' Chinese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enhance 
their comprehensive language proficiency has become one of the core issues faced by educators. 
To explore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cultivating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firstly,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learning Chinese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re summarized, such as high language input 
needs of students, progressive and hierarchical learning content and methods, etc; Secondly, 
based on actual teaching need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ivating Chinese learning strategie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were explored. Younger students usually rely on intuitive and 
specific learning strategies, such as image memory and associative methods; And senior students 
gradually transition to the use of abstract thinking and strategies, such as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and cognitive regulation strategies. Finally, based on the teaching mode and strateg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General Curriculum Outlin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ages), suggestions for cultivating learning strategie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re proposed: by designing teaching tasks that meet students' cognitive levels, 
combining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language contexts, and encouraging emotional engagement, 
the cultivation of learning strategies can be more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reby enhancing 
students'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Learning strategies; Teaching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General Curriculum Outline for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