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小学国际学生中文学习特点与规律探究 

姓名：张涵 

学校：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富力分校   

电话：18911905201 

邮箱：hanxiaocao0201@163.com 

摘要：本文聚焦中小学国际学生中文学习，深入剖析其在学习动机、语言基础、

认知风格和学习策略运用上的特点，以及语音、词汇、语法、文化学习的规律。

通过对这些方面的研究，提出了针对性的教学建议，旨在为中小学国际中文教学

提供有益参考，提升教学质量，促进国际中文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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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小学国际学生的中文学习需

求日益增长。了解这一群体的中文学习特点与规律，对于优化教学策略、提高教

学效果、推动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 

二、中小学国际学生中文学习特点 

（一）学习动机多元且不稳定 

中小学国际学生学习中文的动机呈现多样化。许多学生因对中国文化的浓厚

兴趣而开启学习之旅，如被中国武术、京剧、书法等独特文化元素所吸引（丁俊

玲，梁珍妮. 英国中小学中文学习者特点及教学探析[J]. 语文学刊, 2023(1): 117 ‐ 

124.）。部分学生出于学业考量，将中文学习作为进入优质学校或获取奖学金的

途径。还有不少学生着眼于未来社交与职业发展，期望与中国朋友交流或从事涉

华工作。然而，由于年龄较小，他们的学习动机不稳定。遇到学习困难、其他学

科压力或兴趣转移时，动机容易波动。例如，一些学生可能因汉语发音或汉字书

写困难而丧失最初的学习热情。 

（二）语言基础差异显著 

来自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学生，中文学习的语言基础差异较大。汉字文化圈

的学生，如日本、韩国学生，对汉字字形有一定认知基础，在初期认读和书写部

分汉字时相对轻松
【1】。但他们在发音和语法学习上可能受母语干扰，如日本学

生在汉语声调方面易出现偏误。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如欧美学生，面对全新的



汉字体系、拼音系统和语法规则，挑战巨大。他们在拼音发音、汉字记忆书写以

及语法理解运用上需投入更多精力。 

（三）认知风格各具特色 

中小学国际学生的认知风格存在差异。部分学生为视觉型学习者，对教材中

的图片、色彩、汉字形状等视觉信息敏感，常通过观察教师表情、肢体动作辅助

学习
【2】。听觉型学习者擅长通过聆听中文音频材料学习，能精准模仿语音语调。

动觉型学习者则在身体活动中学习效果更佳，如通过角色扮演、课堂游戏强化记

忆。在思维模式上，初期多以形象思维为主，借助具体事物理解抽象概念，如通

过图片联想记忆汉字。随着学习深入，抽象思维能力逐渐发展，开始理解复杂语

法和语义关系。 

（四）学习策略运用不均衡 

在学习策略运用方面，中小学国际学生表现出不均衡性。记忆策略上，他们

常用重复记忆和联想记忆，如反复书写汉字、背诵词汇，将中文词汇与母语词汇

关联记忆
【3】。社交策略也较为常用，学生积极与同学交流合作，主动请教问题。

然而，情感策略运用相对薄弱，面对学习困难和压力时，难以主动调整情感状态，

常需教师和家长引导，帮助其树立信心，克服挫折。 

三、中小学国际学生中文学习规律 

（一）语音学习规律 

中小学国际学生的语音学习以汉语拼音为基础逐步推进。先掌握声母、韵母

的发音方法，如准确发出“b、p、m、f”等声母和“a、o、e”等韵母【4】。随后

进行音节拼读练习，再重点学习声调。汉语声调具有区别语义的关键作用，学生

起初难以准确区分，需通过大量跟读教师示范、模仿音频材料，逐渐在日常表达

中运用正确声调，实现语音语调自然流畅。语言环境对语音语调内化影响显著，

良好的交流氛围有助于学生将语音知识转化为自然表达习惯。 

（二）词汇学习规律 

词汇学习遵循从简单到复杂、从具象到抽象的规律。初期着重学习日常生活

中的常见词汇，如“苹果”“跑”“大”等基础名词、动词、形容词
【3】。随着

学习深入，逐渐拓展到抽象词汇、文化词汇和专业词汇，如“友谊”“春节”“数

学公式”等。学生注重词汇记忆与运用结合，通过创设购物、问路等语言情境，



将词汇应用于实际表达，加深对语义、用法的理解和记忆，提升运用准确性与熟

练度。 

（三）语法学习规律 

语法学习按循序渐进的顺序进行。先学习简单句型结构，如“主语  + 谓语  + 

宾语”的陈述句（如“我吃饭”）、“这是什么”疑问句、“请坐”祈使句等
【5】。

之后逐步接触复杂句型，如含有多个修饰成分的长句、连动句、兼语句、把字句、

被字句等。例如从“我看书”到“我在教室里认真地看一本有趣的书”，再到“老

师把作业布置给我们”“作业被我们完成了”。学生在理解语法规则含义基础上，

经大量实例对比、练习巩固，将规则内化，在不同语境中准确运用。 

（四）文化学习规律 

文化学习与语言学习紧密相连。中国文化元素贯穿中文教学各环节，学习汉

字时可了解其起源演变蕴含的文化意义，如“福”字体现的文化寓意；学习词汇

时掌握相关文化背景知识，如“亲属称谓”反映的家族文化
【6】。文化体验活动

能深化中文学习，学生通过参与传统节日庆祝、文化习俗体验，如写春联、包饺

子、剪纸等，亲身感受文化魅力，更好地理解语言知识，促进语言学习。 

四、教学建议 

（一）基于特点的教学策略 

激发与维持学习动机：教师应挖掘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兴趣点，如在课堂上播

放中国传统音乐、展示艺术作品、讲述历史故事等，激发学习热情。同时，帮助

学生明确学习目标，阐述中文在国际交流、职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将学习与未来

联系起来，维持学习动机。此外，关注学生动机变化，及时鼓励支持，助其克服

困难，保持积极态度。 

弥补语言基础差异：针对汉字文化圈与非汉字文化圈学生的不同基础，采用

分层教学。对有汉字基础的学生，拓展汉字知识，如讲解部首、偏旁、构字法，

同时强化汉语发音和语法教学，纠正母语干扰错误。对无汉字基础的学生，加强

汉语拼音教学，从简单象形字开始逐步引入汉字教学，帮助其建立正确语音感知

和发音习惯。 

适配认知风格教学：根据学生认知风格差异，采用多元化教学方法。对于视

觉型学习者，使用色彩鲜艳、图片丰富的教材，制作生动的教学课件，利用图片、



图表讲解知识。听觉型学习者可多提供中文音频材料，如故事、歌曲、广播等，

让其通过聆听学习。动觉型学习者则安排角色扮演、课堂游戏、手工制作等活动，

使其在身体活动中学习。同时，注重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衔接，初期用形象事

物解释抽象概念，随着学习推进，引导学生发展抽象思维。 

强化学习策略指导：教师在教学中应加强对学习策略的指导。在记忆策略方面，

除学生常用的重复记忆和联想记忆外，可教授更多记忆技巧，如记忆宫殿法、口

诀记忆法等，帮助学生高效记忆汉字、词汇和语法规则。在社交策略上，组织更

多小组合作学习活动，鼓励学生交流互动，提高口语表达和合作能力。针对情感

策略运用薄弱的问题，教师要关注学生学习情绪，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学习困难，

培养积极心态，如通过分享成功案例、鼓励自我肯定等方式，增强学生学习信心。 

（二）遵循规律的教学实施 

语音教学优化：采用趣味拼音教学法，如制作拼音卡片游戏，让学生在游戏

中练习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发音。进行语音对比练习，将汉语语音与学生母语语

音对比，帮助学生清晰分辨差异，避免母语干扰。创设真实语言情境，如模拟商

店购物、餐厅点餐等场景，让学生在实际交流中运用正确语音语调，强化训练效

果。 

词汇教学创新：运用词汇情境教学，创设丰富多样的生活情境，如家庭生活、

校园生活、旅游等，将词汇融入情境中教学，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记忆。开展主

题词汇拓展活动，如以“节日”为主题，拓展春节、中秋、端午等节日相关词汇，

加深学生对词汇的系统性记忆。利用词汇游戏竞赛，如词汇接龙、猜词游戏等，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词汇运用能力。 

语法教学改进：采用情境导入语法规则，通过创设生动有趣的情境引出语法

点，让学生在情境中感受语法规则的运用。例如，以“旅游”情境导入“把字句”

和“被字句”，如“我把行李放在酒店”“行李被我放在酒店”。进行语法规则

对比归纳，将相似语法规则对比分析，如“的”“地”“得”的用法区别，帮助

学生清晰理解。设计语法实践任务驱动教学，如布置写作任务、口语表达任务，

让学生在完成任务过程中运用语法规则，加深理解和掌握。 

文化教学深化：将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有机融合，在讲解语言知识时自然渗

透文化元素。例如，讲解“筷子”一词时，介绍中国餐桌礼仪文化。设计系统的



文化体验活动方案，如定期举办中国传统节日庆祝活动、文化习俗体验工作坊等，

让学生亲身参与，深入感受文化内涵。规划文化知识测试与评估方式，如通过文

化知识问答、文化主题写作等方式，检测学生对文化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促

进文化学习效果提升。 

五、总结 

本研究全面剖析了中小学国际学生中文学习的特点与规律，并提出了相应的

教学策略。在学习特点上，学生的学习动机受多种因素影响且不稳定，语言基础

因文化背景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认知风格各具特色，学习策略运用不均衡。在

学习规律方面，语音学习从拼音起步逐步掌握声调与语调，词汇学习从简单到复

杂且注重情境运用，语法学习循序渐进并实现规则内化，文化学习与语言学习相

互促进且文化体验能深化理解。 

基于这些特点与规律的教学建议涵盖了动机激发、语言基础弥补、认知风格

适配、策略指导强化以及语音、词汇、语法、文化教学的优化创新等多方面。通

过实施这些教学策略，教育工作者能够更精准地满足中小学国际学生的中文学习

需求，有效提升教学质量，为国际中文教育在中小学领域的蓬勃发展奠定坚实基

础。同时，本研究也为后续相关研究与教学实践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有助于推

动国际中文教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培养出更多具有良好中文素养和跨文化交流

能力的国际人才。在未来的研究与教学实践中，还需进一步关注学生个体差异的

动态变化，不断探索和完善教学方法与策略，以适应国际中文教育不断发展的新

形势和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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