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位代码：10231
学 号：2017300443

蟛椎急徽荡UN IVE太RSI T学Y

硕士学位论文

英国伦敦中医TL-T-学院汉语课堂教学媒介语

使用情况调查分析

学科专业：汉语国际教育

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育

作者姓名：马丽雯

指导教师：张晓涛教授

哈尔滨师范大学

二零一九年六月

万方数据



中图分类号：H195 单位代码：10231
学 号：2017300443

沏瞻HAR泵BIN绥NO～绎荡UNIVE太RSIT学Y

硕士学位论文

英国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课堂教学媒介语

使用情况调查分析

学科专业：

研究方向：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

汉语国际教育

汉语国际教育

马丽雯

张晓涛教授

哈尔滨师范大学

二零一九年六月

万方数据



中图分类号：H195

硕士学位论文

单位代码：10231
学 号：2017300443

英国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课堂教学媒介语

硕士研究生

导师

学科专业

答辩日期

授予学位单位

：马丽雯

：张晓涛教授

：汉语国际教育

：2019年5月

：哈尔滨师范大学

万方数据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Master

AN INVESTIGATIoN AND ANALISY oF THE USE

oF MEDIA IN CHINESE TEACHING A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LoNDoN，UK

Candidate：

Supervisor：

Speciality：

Date of Defenee：

De伊ee-Conferring-Institution：

Ma Liwen

Professor Xiaotao Zhang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May，2019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万方数据



目 录

目 录

摘要⋯⋯⋯⋯⋯⋯⋯⋯⋯⋯⋯⋯⋯⋯⋯⋯⋯⋯⋯⋯⋯⋯⋯⋯⋯⋯⋯⋯⋯⋯⋯⋯I

Abstract．．．．．．．．⋯⋯．．⋯．．．．．．．．．．．．．．．．．．．．．．．．．．．⋯．．．．．．．．．⋯．．．．．⋯．．⋯．．．．．．．．．．．．．．．．．．．．．．．．．．．．．．．．．．．．．．．．．．．．．．．．．II

第一章绪论⋯⋯⋯⋯⋯⋯⋯⋯⋯⋯⋯⋯⋯⋯⋯⋯⋯⋯⋯⋯⋯⋯⋯⋯⋯⋯⋯一l

一、选题缘起⋯⋯⋯⋯⋯⋯⋯⋯⋯⋯⋯⋯⋯⋯⋯⋯⋯⋯⋯⋯⋯⋯⋯⋯⋯⋯⋯l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2

三、相关文献综述⋯⋯⋯⋯⋯⋯⋯⋯⋯⋯⋯⋯⋯⋯⋯⋯⋯⋯⋯⋯⋯⋯⋯⋯⋯2

(一)关于国内对外汉语课堂教学媒介语使用情况的研究⋯⋯⋯⋯⋯⋯2

(二)关于国外汉语课堂教学媒介语使用情况的研究⋯⋯⋯⋯⋯⋯⋯⋯4

四、研究方法⋯⋯⋯⋯⋯⋯⋯⋯⋯⋯⋯⋯⋯⋯⋯⋯⋯⋯⋯⋯⋯⋯⋯⋯⋯⋯⋯6

五、英国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课堂教学基本情况⋯⋯⋯⋯⋯⋯⋯⋯⋯⋯⋯7

(一)英国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概况⋯⋯⋯⋯⋯⋯⋯⋯⋯⋯⋯⋯⋯⋯⋯⋯7

(二)汉语师资情况⋯⋯⋯⋯⋯⋯⋯⋯⋯⋯⋯⋯⋯⋯⋯⋯⋯⋯⋯⋯⋯⋯7

(三)学生整体情况⋯⋯⋯⋯⋯⋯⋯⋯⋯⋯⋯⋯⋯⋯⋯⋯⋯⋯⋯⋯⋯⋯7

(四)汉语教学情况⋯⋯⋯⋯⋯⋯⋯⋯⋯⋯⋯⋯⋯⋯⋯⋯⋯⋯⋯⋯⋯⋯7

第二章英国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课堂教学媒介语使用情况调查设计⋯⋯⋯．．9

一、调查目的⋯⋯⋯⋯⋯⋯⋯⋯⋯⋯⋯⋯⋯⋯⋯⋯⋯⋯⋯⋯⋯⋯⋯⋯⋯⋯⋯9

二、调查方法⋯⋯⋯⋯⋯⋯⋯⋯⋯⋯⋯⋯⋯⋯⋯⋯⋯⋯⋯⋯⋯⋯⋯⋯⋯⋯⋯9

(一)调查问卷法⋯⋯⋯⋯⋯⋯⋯⋯⋯⋯⋯⋯⋯⋯⋯⋯⋯⋯⋯⋯⋯⋯⋯9

(二)访谈法⋯⋯⋯⋯⋯⋯⋯⋯⋯⋯⋯⋯⋯⋯⋯⋯⋯⋯⋯⋯⋯⋯⋯⋯⋯⋯9

(三)课堂观察法⋯⋯⋯⋯⋯⋯⋯⋯⋯⋯⋯⋯⋯⋯⋯⋯⋯⋯⋯⋯⋯⋯．．10

三、调查设计⋯⋯⋯⋯⋯⋯⋯⋯⋯⋯⋯⋯⋯⋯⋯⋯⋯⋯⋯⋯⋯⋯⋯⋯⋯⋯．10

(一)调查问卷设计⋯⋯⋯⋯⋯⋯⋯⋯⋯⋯⋯⋯⋯⋯⋯⋯⋯⋯⋯⋯⋯．．10

(二)访谈内容设计⋯⋯⋯⋯⋯⋯⋯⋯⋯⋯⋯⋯⋯⋯⋯⋯⋯⋯⋯⋯⋯⋯11

(三)课堂观察设计⋯⋯⋯⋯⋯⋯⋯⋯⋯⋯⋯⋯⋯⋯⋯⋯⋯⋯⋯⋯⋯⋯11

四、调查重点及难点⋯⋯⋯⋯⋯⋯⋯⋯⋯⋯⋯⋯⋯⋯⋯⋯⋯⋯⋯⋯⋯⋯⋯．12

(一)调查重点⋯⋯⋯⋯⋯⋯⋯⋯⋯⋯⋯⋯⋯⋯⋯⋯⋯⋯⋯⋯⋯⋯⋯．．12

(二)调查难点⋯⋯⋯⋯⋯⋯⋯⋯⋯⋯⋯⋯⋯⋯⋯⋯⋯⋯⋯⋯⋯⋯⋯．．12

第三章英国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课堂教学媒介语使用情况调查统计与分析13

万方数据



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一、对问卷调查情况的统计与分析⋯⋯⋯⋯⋯⋯⋯⋯⋯⋯⋯⋯⋯⋯⋯⋯⋯．13

(一)对教师背景情况问卷调查的统计与分析⋯⋯⋯⋯⋯⋯⋯⋯⋯⋯．．13

(二)对教师教学情况问卷调查的统计与分析⋯⋯⋯⋯⋯⋯⋯⋯⋯⋯一15

(三)对教师在汉语课堂使用教学媒介语情况问卷调查的统计与分析一18

二、对访谈情况的统计与分析⋯⋯⋯⋯⋯⋯⋯⋯⋯⋯⋯⋯⋯⋯⋯⋯⋯⋯⋯．21

(一)对教师访谈情况的统计与分析⋯⋯⋯⋯⋯⋯⋯⋯⋯⋯⋯⋯⋯⋯一22

(二)对学生访谈情况的统计与分析⋯⋯⋯⋯⋯⋯⋯⋯⋯⋯⋯⋯⋯⋯一23

三、对课堂观察情况的分析⋯⋯⋯⋯⋯⋯⋯⋯⋯⋯⋯⋯⋯⋯⋯⋯⋯⋯⋯⋯．24

(一)对幼儿园课堂的教学观察情况分析⋯⋯⋯⋯⋯⋯⋯⋯⋯⋯⋯⋯一24

(二)对小学及中学课堂的教学观察情况分析⋯⋯⋯⋯⋯⋯⋯⋯⋯⋯．．26

第四章英国伦敦中医子L子学院汉语教师使用媒介语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28

一、英国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教师使用媒介语时存在的问题⋯⋯⋯⋯⋯．28

(一)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与目的语之间的语码转换存在误差⋯⋯⋯一28

(二)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使用方法及使用时机不够得当⋯⋯⋯⋯．．29

(三)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使用量偏大⋯⋯⋯⋯⋯⋯⋯⋯⋯⋯⋯⋯一29

二、针对英国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媒介语使用的可行性建议⋯⋯⋯．30

(一)在初级教学阶段，最大限度地利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优势为汉

语教学服务⋯⋯⋯⋯⋯⋯⋯⋯⋯⋯⋯⋯⋯⋯⋯⋯⋯⋯⋯⋯⋯⋯⋯⋯⋯一30

(二)在中级教学阶段，尽量以丰富的教学手法来替代英语作为教学媒介

语的使用⋯⋯⋯⋯⋯⋯⋯⋯⋯⋯⋯⋯⋯⋯⋯⋯⋯⋯⋯⋯⋯⋯⋯⋯⋯⋯一3 1

(三)科学地把控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使用量和使用时机⋯⋯⋯⋯一32

结j吾⋯⋯⋯⋯⋯⋯⋯⋯⋯⋯⋯⋯⋯⋯⋯⋯⋯⋯⋯⋯⋯⋯⋯⋯⋯⋯⋯⋯⋯⋯⋯⋯⋯⋯⋯⋯⋯⋯⋯⋯一34

参考文献⋯⋯⋯⋯⋯⋯⋯⋯⋯⋯⋯⋯⋯⋯⋯⋯⋯⋯⋯⋯⋯⋯⋯⋯⋯⋯⋯⋯⋯⋯36

附录一⋯⋯⋯⋯⋯⋯⋯⋯⋯⋯⋯⋯⋯⋯⋯⋯⋯⋯⋯⋯⋯⋯⋯⋯⋯⋯⋯⋯⋯⋯⋯40

附录二⋯⋯⋯⋯⋯⋯⋯⋯⋯⋯⋯⋯⋯⋯⋯⋯⋯⋯⋯⋯⋯⋯⋯⋯⋯⋯⋯⋯⋯⋯⋯43

附录三⋯⋯⋯⋯⋯⋯⋯⋯⋯⋯⋯⋯⋯⋯⋯⋯⋯⋯⋯⋯⋯⋯⋯⋯⋯⋯⋯⋯⋯⋯⋯44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45

哈尔滨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46

哈尔滨师范大学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46

致谢⋯⋯⋯⋯⋯⋯⋯⋯⋯⋯⋯⋯⋯⋯⋯⋯⋯⋯⋯⋯⋯⋯⋯⋯⋯⋯⋯⋯⋯⋯⋯⋯⋯⋯⋯⋯⋯⋯一47

万方数据



摘要

摘要

随着中国的飞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中国的话语权越来越重要，更

多的外国人主动学习汉语，渴望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英国伦敦中医孔子学院

(Confucius Institut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London)2008年

2月25日建成并正式运营，是全球第一所以中医为特色开展、以汉语言教育和中

医养生文化推广为主的孔子学院。

在该孔子学院担任汉语教师志愿者的过程中，我发现大多数汉语教师在课堂

上对教学媒介语的使用与国内汉语课堂上的使用情况有很大不同，因此，我利用

志愿者教师身份的便利条件深入到一线汉语课堂(事先征得所在学校同意)进行

观察，同时对孑L子学院的汉语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并对所得调查结果和数

据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总结出该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在使用教学媒介语时所出现的

问题，并就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提供了解决方案。

我们发现，英国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在媒介语的使用方面主要存在英

语作为教学媒介语与目的语之间的语码转换有误差、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使用

方法及使用时机不够得当、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使用量偏大等问题。针对这些

问题，我们提出了尽量以丰富的教学方法来代替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使用、最

大限度地利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优势为汉语教学服务、科学地把控英语作为

教学媒介语的使用量和使用时机等三个方面的可行性建议。我们希望此项研究能

对英国伦敦中医孔子学院，乃至全球的海外汉语教学工作者在媒介语的使用方面

有所启发，从而为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一些理论和实践上的帮助。

关键词伦敦中医孔子学院；媒介语；调查分析；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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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也China’S rapid development and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status，China’S right

to speak in the world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More foreigners are

actively learning Chinese and are eager to learn more about Chinese culture．The

Confucius Institut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f London was established and

officially opened on 25 February，2008．It is the first Confucius Institute in the world to

feature Chinese medicine and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both and TCM health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volunteering as a Chinese teacher a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I

found that most Chinese teachers use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during the class，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from the use of Chinese in China’S classroom．So I use the

convenience of volunteer status went deep into the first—line Chinese class(with prior

consent from the sch001)for observation，and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s with Chinese teachers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We made a de印analyze

and summarize of the survey of the results and the Chinese teachers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and the problems that arise when using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and put

forward their own views on these issues and provide solutions．

We found that Chinese teachers in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TCM in Lond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mainly have problems with the use of English as a medium of speech

between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and the target language、the use of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and the timing of its use are not sufficient and the problem for

use of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is too large．In response to these problems，we

have proposed three feasible recommendations，that is use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as much as possible、use the advantage of

maximizing the use of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is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use English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and the timing of use scientifically．We

hope that this research will inspire the use of media language by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TCM in London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and provide som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sist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Keywords：Confucius Institut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f London；media

language；survey analysis；feasibility suggestion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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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一、选题缘起一、达赵琢趋

第一章绪论弟一早硒记

在“一带一路”国家倡议的推动下，在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欧美国家

与中国的联系日益紧密，学习汉语也成为一种潮流和时尚，学习者包括上到年逾

古稀的商人学者，下至幼儿园咿呀学语的幼儿，教学场所也从学校课堂延伸到自

发性社会华文社团。像英国这类“老牌”发达国家，甚至有相当多的学校都已经

将汉语列为必修课，并将汉语考试纳入大学录取体系，越来越多的英国民众除了

自学中文外，还要求自己的孩子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甚至将孩子送到不远万里

的中国进行文化体验。

英国伦敦中医孔子学院于2008年2月25日建成并正式运营。该孔子学院教

学特色突出，师资力量雄厚，发展相对成熟，影响遍及全英，汉语学习者的学习

情况也有很大区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代表性。本人在伦敦中医孔子学院以汉

语教师志愿者的身份，进行着为期一年的汉语教学工作，虽然时间不长，但在任

教期间对该孔子学院汉语教师授课方式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发现所接触的课堂

教学情况与国内对外汉语课堂有很大不同。国内现有的研究及课堂教学主要遵循

“目的语原则”，强调沉浸式教学法，尽可能多地使用目的语即汉语进行教学，

力求为汉语学习者提供一个纯汉语的语言环境，避免媒介语或母语在目的语学习

中可能产生的负迁移；而这里的汉语课堂则相对看重英语作为媒介语的辅助功能，

英语作为媒介语在课堂教学中的使用较多。

我们知道在大多数海外汉语课堂中，学生缺乏大的语言环境来将所学汉语运

用于生活中，学生所接触的汉语也常常仅限于课堂。因此在英国，媒介语成为教

师和学生课上课下沟通的主要工具，目的语教学原则在初级阶段的课堂上运用会

有很大难度。但我们不难发现，使用英语作为媒介语在英汉语语码转换的过程中

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误差，造成语意传达的障碍，这样会给初级阶段学习者的

学习增添额外负担。因此，如何掌握媒介语的使用度，如何发挥媒介语的优势，

降低媒介语使用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

在以往的研究中，媒介语是指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尤其是在对外汉语教学的

初级阶段，教师为了方便教学以及与学生交流而使用的辅助性语言，它可以是学

生的母语，也可以是目的语，还可以是教师和学生之间都能普遍掌握的第三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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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媒介语属于教师课堂语言的范畴，教师的课堂语言包括指令性语言和教学语

言，本文所论述的教学媒介语，是指教师在进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过程中

所使用的以辅助教学为目的的媒介性语言。教学媒介语不在教师的指令性语言范

围内，而是单指教师在进行某一具体知识内容教学时所使用的教学语言。由于作

者是在英国进行的汉语教学，英式英语为英国的官方语言，所以本文所研究的教

学媒介语限定为英语。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本文以二语习得理论为主要理论基础，以英国伦敦中医孑L子学院的汉语教师

和汉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英国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课堂教师对教学媒

介语的使用情况，探讨了对外汉语课堂中教学媒介语的使用技巧，旨在从理论和

实践上为海外汉语教师的教学提供指导和帮助，进而为海外汉语教学的研究提供

数据和一手资料。

通过对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课堂教师对教学媒介语使用情况的研究，可以

促进伦敦地区乃至整个英国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方法的研究，促进已有理论

的实际应用价值。因此，本研究对促进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课堂的教学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

对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课堂教师对教学媒介语使用情况的调查研究，可以

使我们深入了解英国伦敦地区真实的汉语教学情况，了解海外汉语教学媒介语使

用的实际情况，这对提高英国乃至全球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学方法都有

所帮助，对促进教师更加有针对性地安排课堂教学、制定教学方案、保证教学质

量、提高教学水平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应用价值。

三、相关文献综述

关于教学媒介语相关内容的研究，学术界现有的研究大体分为国内对外汉语

课堂和海外汉语课堂两大方面。通过对所查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将从以下两个

方面加以综述。

(一)关于国内对外汉语课堂教学媒介语使用情况的研究

在国内，很多高校甚至中小学开设了对外汉语课程及对外汉语课堂，在国内

的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关于教学媒介语使用的看法和研究有很多相关文献。

在对外汉语发展之初，研究学者们认为对外汉语教师应单用目的语一一即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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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进行全部教学环节，而不使用学习者的母语，并且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

严格使用目的语进行教学，尽量避免使用学习者的母语，以避免对学习者产生不

必要的干扰，甚至产生母语负迁移现象。这种观点以北京语言大学为代表，主要

依据来源于“沉浸式教学法”，让学生“浸泡”在目的语的环境中，鼓励学生培

养语感，通过有效的目的语输入克服其他语种的媒介语对教学的阻碍。对此，王

汉卫(2007)对1999--2005年来华留学生人数及构成和留学生对英语作为媒介语

进行调查，分析得出“对外汉语教材以英语为通用媒介语的模式虽然为不同类别

的留学生都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服务，但它的主要适应对象是16％左右的英语母语

者，而并不是84％左右的非英语母语者。”而84％的非英语母语者在一定程度上对

英语作为媒介语是排斥的。因此，作者认为，英语不能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通用

媒介语，并提出了“无通用媒介语”的根本原则。梁宁辉(1998)在进行对无媒

介语教学的可行性分析时，认为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在教授语法时不同于语言教

学中的语法教学，在语言技能课上，教师要千方百计让学生多讲多练，教师的主

要作用就是组织操练。

但随着对外汉语专业发展的不断成熟，教学经验及典型案例的不断涌现，越

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在教学过程中提出，适当的使用非汉语媒介语会对汉语教

学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教师可以兼顾不同水平的学习者提高课堂有效时间的利

用率，缓解学生在学习汉语初期产生的焦虑心理，是对外汉语教学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是教学顺利进行的催化剂，并且在课堂管理方面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从

而促进学习者更好的理解课堂内容。

徐品香(2008)首先通过对教师在初级阶段的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英语作为

媒介语的使用情况及其对在教学中使用英语作为媒介语的看法的调查发现，教师

在初级阶段的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适当使用英语作为媒介语确实有助于教学，

但是对不懂英语的留学生来说，英语作为媒介语的使用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他

们的学习负担；同时通过对初级阶段的留学生对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使用英语作为

媒介语的态度的调查，分析得出，绝大多数初级阶段的学生或多或少都有英语基

础，并在学习过程中对英语的依赖性较大，需要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特别是在学

习汉语的初级阶段使用英语作为媒介语，但在具备一定的汉语基础后，学生希望

教师在课堂上逐渐减少英语作为媒介语的使用量，以减少英语对其学习汉语带来

干扰。最后总结并指出，教师在初级阶段的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有必要使用英

语作为媒介语，并建议在使用英语作为媒介语时应遵循适度的原则，要根据教学

对象、教学内容等实际情况，把握好媒介语的使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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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万娟(2015)调查了国际混合班教学媒介语使用的情况并指出，对于有一

定汉语水平的学习者，在课堂上尽量不要使用其他语言作为媒介语，应更多地创

造汉语语境，同时教学的开展应以语言习得理论和语言迁移理论为基础。郏晓龙

(2013)针对中亚留学生的汉语教学情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初级阶段的对外

汉语教学中要适当使用一定非汉语媒介语，主要使用学生的母语或师生共同掌握

的第三方语言，并要遵循尊重学生需求和意愿、掌握使用媒介与时机、使用媒介

语力度及随时调整使用媒介语的方法等建议。伍晨辰(2012)指出语言是教师的

“法宝”，是一堂课能否上成功的关键所在，提出在现阶段有关初级阶段教师语

言的研究成果还不是很丰富并存在着很多问题，并通过定量、定位及定性分析法，

对教师语言中词类运用、词汇密度、生词重现率、超纲词、评价性语言的使用、

指令性语言的使用、过渡性语言的使用、结束性语言的使用，以及语言代码的使

用和非语言手段的使用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量化考察，找出了初级阶段综合

课教师在课堂语言运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教学策略。邵鹏博(2014)

在对初级阶段汉语综合课教师课堂教学用语探究时发现，初级阶段教师的话语量

大，且有经验的教师在课堂用语的语速把握、媒介语的使用、超纲生词使用及生

词重现等方面优于无经验的教师，年轻教师在非语言手段使用及课堂话题选择上

表现出色，教师的课堂用语同时也受性别和教材差异的影响而有不同。王祖嫘

(2003)调查了在对外汉语课堂教学语言中词语和句子的使用情况，探究收集了

1 13288字的教师课堂教学语言的语料，并生成语料库，对语料库的词语和句子进

行了重点研究，总结出对外汉语课堂教学语言的六个特点，即：结构的特殊性、

受限性、启发性、设定性、表达方式的特殊性和双重性，并阐述了这些特点对教

学的启发。胡维丽(2015)认为对外汉语教师课堂语言是一门艺术，通过调查问

卷对教师课堂语言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细致的反馈，找出了对外汉语教师在课堂语

言运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二)关于国外汉语课堂教学媒介语使用情况的研究

由于汉语教学在海外的规模逐年扩大，发展相当迅速，关于海外汉语课堂教

学媒介语使用情况的研究相对丰富。

在英语作为媒介语的研究方面，相对于其他欧美国家，英国的第二语言教学

开展得早、发展得快，整个语言的教学体系也比较完善，从英语在世界范围的影

响上即可发现，因此国内外关于英语作为媒介语的研究比较丰富。李盼盼(2014)

以美国零起点汉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以教材《中文听说读写》为分析主体，把

媒介语的使用规则与教材媒介语相结合，分析了英语作为媒介语在初级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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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作用，提出了这本教材中的英译不准确，如语音、词汇释义、汉英语法意义

不对等，汉英文化意义、语境理解和词义变化未能翻译清楚等问题，并分析了在

课堂教学中应该如何准确使用媒介语的方法，如采用字、词、语素相结合、直译

和音译相结合、上下文语境相结合、注重阶段性教学等方法。都娟(2010)在美

国中小学汉语课堂用语研究中也提出，汉语作为目的语教学，在汉语作为外语的

海外教学环境中，教学媒介语使用过程中的合理性和实施的缺乏性之间的矛盾十

分明显，教师对使用媒介语教学产生疑问甚至是否定，认为可能会导致学生唯一

可以获得汉语输入的源泉缺失或者质量不足，同时也充分阐释了英语作为第一语

言的美国汉语课堂，教师对教学媒介语使用时应掌握的原则，还总结出美国中小

学汉语课堂用语的特点，即示范性、选择性、动态性、教授方法多样性等，并对

沉浸式教学法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在其他语言作为教学媒介语的研究中，闫晓宇(2016)对布隆迪大学孑L子学

院初级汉语课堂的教师语言输入问题进行了分析，并设定了一系列针对该大学的

汉语课堂教媒介语使用的方法，并对今后海外教学媒介语的使用情况给出了解决

策略及可行性建议，如：适当使用媒介语、教师语言输入要尽量贴近自然环境、

教师语言输入要符合各个教学环节等。王建转(2017)则探讨了汉字文化圈中汉

语课堂教学媒介语使用情况以及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汉语教学未来应朝着一

个什么样的道路发展，主要对泰国小学零基础汉语课堂媒介语使用情况进行了调

查，结果显示汉语教师志愿者在汉语教学中普遍使用媒介语，证明了媒介语在零

基础汉语课堂教学中有存在的现实性。廖海鹰(2012)也在研究泰语媒介语对汉

语基础课程教学的影响时，评价了媒介语对国际汉语教学影响力度大小的争论，

通过对泰国高校汉语基础课程实际教学调查，剖析了媒介语的使用范围、内容和

方式等，归纳出了媒介语在教学过程中的实际影响。为了验证灵活性在教学媒介

语使用中的重要性，常晓晋(2009)对泰国东北部的四所泰方私立学校的学生为

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并根据调查数据得出，泰语作为媒介语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是

必不可少的，应根据学生学习阶段的不同、掌握汉语程度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程度

的媒介语，调整目的语和媒介语在教学中所占的比例。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梳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媒介语的相关研究己越来越引起

学者的兴趣，国内有关对外汉语课堂中教师对教学媒介语使用情况文献的种类比

较多、内容比较丰富，并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分析方面已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为

我们的研究学习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关于海外汉语课堂教师对教学媒介语的使

用情况，尤其是通过问卷、访谈、课堂观察等手段对某一孑L子学院教师媒介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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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况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并不多见，因此，我们有必要再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与

探讨。

四、研究方法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了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和课堂观察法三种调查手段。

问卷调查法采用统一的设计问卷，尽可能大范围地对伦敦中医孔子学院全体汉语

教师进行调查研究。为了使问卷更加科学严谨，我们将设计的问卷分为问卷标题、

问卷说明、调查对象简况、调查对象对课堂教学媒介语使用情况、调查对象对教

学媒介语使用情况的反馈等。我们期望从对问卷调查结果数据的全面统计分析中，

能够清晰地呈现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教师整体的教学背景、教学水平、教学反

馈以及课堂教学媒介语的使用等情况，并针对研究结果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可行的

解决措施，争取达到问卷内部效度高、问卷外部样式正规的高质量和高标准。

访谈法即对伦敦中医孔子学院不同教学阶段的汉语教师和汉语学习者进行访谈

访谈内容还是围绕汉语教师上课时教学媒介语使用情况以及学生的课堂反馈

等方面，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更深入、更直观地了解调查对象的真实想法。访谈

的方式主要采取半结构式访谈，半结构式访谈指按照一个粗线条式的访谈提纲而

进行的非正式的访谈。该方法对访谈对象的条件、所要询问的问题等只有一个粗

略的基本要求，访谈者可以根据访谈时的实际情况灵活地做出必要的调整，至于

提问的方式和顺序、访谈对象回答的方式、访谈记录的方式和访谈的时间、地点

等没有具体的要求，由访谈者根据根据情况灵活处理。其优点为通过自然的聊天

方式，就中心问题进行讨论和交流，操作简单方便，所得数据更加直观高效。

课堂观察法是对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的补充。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具有主观

性的特点，而课堂观察法则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切入问题核心，客观的看待问

题，可以弥补以上两种调查方法主观性较强的不足。通过对其他汉语教师中文课

的课堂观察和对比分析，从对汉语教师志愿者及公派教师授课内容、授课方式、

使用媒介语的特点以及学生们对教师使用教学媒介语的反馈等方面，侧面了解伦

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在教学媒介语使用时存在的问题，从而对上述问题提出

可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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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英国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课堂教学基本情况

(一)英国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概况

英国伦敦中医孑L子学院(ConfIlcius Institut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ondon)基本概况：2007年5月24日，伦敦南岸大学与国家汉办签署合作协议，

由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为中方代表，与伦敦南岸大学合作建设伦

敦中医孔子学院，于2008年2月25日建成并正式运营，是全球第一所以中医为

特色开展汉语言教育和中医养生文化推广的孔子学院。自成立以来，伦敦中医孔

子学院由于其杰出的表现，经过合作三方的共同努力，伦敦中医孔子学院从2009

年至2014年连续五年获得全球年度先进孔子学院奖，2014年入选全球首批“示范

孔子学院”，于2009年和2010年两度获得“先进孔子学院年度奖"。

(二)汉语师资情况

伦敦中医孔子学院现任职教师员工120余名。其中：英方管理人员4名，汉

办派出中方教师30余名，志愿者80余名，分别在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和

大学任教，涵盖了各个教学阶段。其中，主讲教师主要集中在小学和大学，初高

中则以辅助语言教师的形式为主，并负责开展各类文化活动和中文俱乐部。

公派教师都来自于国内公办院校在编教师，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和课堂管理水

平，能独立完成课堂教学。汉语教师志愿者为在校或应届毕业本科生、硕士研究

生，多数为教学背景不同、教学经验不同的新手教师。

(三)学生整体情况

伦敦中医孔子学院目前为近30所英国中小学共5000余名中小学生开设汉语

课、武术课及中华文化课及幼儿语言培养项目，下属6所孔子课堂。此外，中医

孔子学院也为南岸大学全校25000名学生开设汉语、文化、历史及养生课程。伦

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学习者年龄涵盖范围很广，有成人也有幼儿，学习动机也不

尽相同，幼儿园主要以提供语言环境、培养语言感为主，小学主要以兴趣为主，

初高中至大学则主要以考试为主。

(四)汉语教学情况

在教学课程的设置方面，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课堂教学课程的设置遵循所

教学校的课程设置，一年中分为秋季学期、春季学期和夏季学期，汉语课为每周

20课时，每课时45分钟。在教材的选择方面，小学的汉语课堂大多以YCT和《快

乐汉语》为主，初高中则根据学校教学目的不同选择的教材也各具特色，大学中

HSK的教材则选用{HSK标准教程》，教师能根据自身所任教的学校和班级适当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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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教材中的内容，做到课本知识与生活实际相结合。同时，该孔子学院教学特色

突出，在教学活动方面，日常教学活动主要包括三个系列：一是课堂教学，二是

俱乐部活动，三是在当地中小学开设汉语、中医保健和中国文化课程。通过教学

与实践相结合、课堂与俱乐部相结合，不仅保证了学员们在课下得以实习巩固、

自我提高，而且使孔子学院常规教学活动对更大范围的公众保持开放性。在文化

活动方面，2019年(截止3月)，该院共举办文化推广活动11类两千余场次，

内容包括节庆活动、文化体验、中医养生、来华游学、展览巡演等，共有lO万

余人参加各类活动。其中，为期21天的”中华养生周”活动获得巨大成功，影响遍

及全英。该孔子学院还支持中小学汉语教学，在当地中小学开设汉语、中医保健

和中国文化课程，曾在16个城市的42所中小学及高等院校举办为期21天的“中

华养生周”活动，同时还支持伦敦中小学教师代表访华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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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英国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课堂教学媒介语
使用情况调查设计

我们将从调查目的、调查方法、调查设计以及调查重点和难点四个方面，分

别对英国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课堂教师教学媒介语使用情况进行调查设计。

一、调查目的

我们希望通过对英国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课堂教师教学媒介语使用情况的

研究，可以进一步了解海外汉语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特色、教学媒介语使用特

点以及教学经验与实际教学的冲突等情况，希望今后的学者能根据调查结果加深

对海外汉语课堂教学媒介语使用情况的了解，并且能够针对英国伦敦地区汉语教

学媒介语使用提出可行建议。

二、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是围绕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教师使用教学媒介语情况展开的，调

查过程中使用了三种调查方法，分别为：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和课堂观察法，这

三种方法的交替使用将有助于我们全面地了解影响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教师教

学媒介语使用情况的因素。

(一)调查问卷法

为了客观地了解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教师教学媒介语使用情况，我们对该

孔子学院的教师进行了书面问卷调查。问卷调查适用于在全孔子学院在职以及部

分离任的公派教师和汉语教师志愿者中进行大规模的调查，而且便于对结果进行

统计分析。

问卷调查的时间是2018年12月初，即英国秋季学期的期末。我们调查了伦

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课堂的全体汉语教师，包括离任回国教师。对教师的问卷采

用的是汉语编写，为了保证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和可信性，本次问卷调查采取的是

匿名制调查方法，在手机平台及网络上发放并由汉语教师网上填写，最后统一回

收。

(二)访谈法

访谈法是对问卷调查法的补充，通过对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及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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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访谈，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教师在汉语教学中对教学媒介语使用的情况和态度，

以及学生对教师使用媒介语的反馈。本次访谈采用的是半结构式访谈法，在对该

校的汉语教师进行访谈时，内容主要围绕着海外汉语课堂教学情况与国内对外汉

语课堂教学情况的主要区别、学生的汉语水平及学习汉语的动机、教师在课堂教

学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在教学媒介语使用时会出现的问题及阻力、针对不同授课对

象对海外汉语课堂教学媒介语使用原则的建议等情况布置了访谈提纲；在对学生

的访谈中，我们主要是围绕学生对教师在汉语课堂教学中使用媒介语的看法和对

媒介语的需求情况布置了访谈提纲。所有访谈采取的是边访谈边记录的方法，在

访谈结束后再统一整理、分析访谈结果。

(三)课堂观察法

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都具有被调查者的主观性特点，所以为了弥补这一不足，

我们进行了课堂观察。这一方法具有客观性，可以在观察之后得出相对客观的结

论。通过对该孑L子学院合作院校的本土教师中文课的课堂观察和对伦敦中医孔子

学院汉语教师的课堂观察，着重对汉语教师授课时媒介语使用情况及学生的反应

情况方面进行观察，从侧面了解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在课堂中使用教学媒

介语时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可行建议。

本次课堂观察分别选取了中学中文必修综合课、小学中文综合课、中文俱乐

部以及三语幼儿园。其中，该孑L子学院的中小学的汉语教学发展最完善，所能观

察到的问题最具代表性，分析得出的结论也更具科学性。我们认真观察学生在课

堂上的反应以及教师的教学方式，并在课堂观察时做好记录，观察结束后对课堂

记录进行整理，总结出汉语教师使用教学媒介语的情况以及学生在课堂中所给的

反馈。

三、调查设计

基于以上三种调查方法，我们将分别进行调查问卷的设计、访谈内容的设计

和课堂观察重点的设计。

(一)调查问卷设计

此次问卷调查的教师问卷设计全部为中文，问卷的题目由简单到复杂。在教

师调查问卷的设计上，我们首先对教师的基本情况进行简单了解，包括学历、教

龄、任教年级和科目以及英语水平，然后围绕着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教学媒介语

使用情况，以及汉语教师在使用教学媒介语时的难点、重点和建议等方面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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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问卷设计。针对被调查者的特点和问卷的准确性，我们为每个问题设立了

多种选项，力求涵盖能考虑到所有情况的所有回答。

(二)访谈内容设计

访谈法可以更深入、更准确地了解教师和学生的观点，在访谈中主要使用的

是半结构式访谈，以了解汉语教师在课堂上教学媒介语的使用情况为主线，有些

问题会在访谈时边谈边形成。访谈是不定时的，在访谈时会对问题及回答进行记

录，访谈结束后再进行统一整理。

在教师访谈中，话题主要围绕教师的授课对象情况、汉语教师对海外汉语课

堂的感受方面以及影响课堂中教学媒介语使用的因素，还针对教师的授课经验，

对其在教学中使用媒介语的建议上进行了访谈。这样的访谈不仅可以得到这一批

教师的信息反馈，还可以综合其他汉语课堂的情况得出结论。

在学生的访谈中，话题主要是针对学习者看待汉语教师在授课时使用教学媒

介语的态度，进一步探究汉语教师的教学方法及教学重点，在轻松的访谈过程中

可以走进学习者的内心，真正直面了解学习者的心声，避免了问卷调查的固定模

式带来的弊端，并且可以追加询问汉语教师在课堂上运用教学媒介语时，学习者

产生这些态度及看法的原因。

(三)课堂观察设计

课堂是一个教师与学生共同创建的有机整体，课堂观察可以使我们更加客观

地分析该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在汉语课堂中教学媒介语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通过

观察师生在课堂上的对话、表现以及学生的状态来了解学生的汉语学习情况，我

们选取了三语幼儿园、九年级和十年级汉语综合及中文俱乐部进行了观察。课堂

观察法主要采取的方式是不主动参与课堂，以学生的视角观察教师，以教师的视

角观察学生。

通过对学生课堂反馈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看汉语教师的教学媒介语

使用情况的效果，例如哪些中文教学语言学生已经能完全听得懂、哪些种类的英

语教学媒介语是需要教师必须在课堂上使用的、哪些教学媒介语使用方法是在汉

语课堂中欠缺而学生又十分需要的等等。通过对学生的课堂表现、问题回答、课

堂参与度来客观地分析汉语教师在教学媒介语使用等方面的问题，例如教师在用

汉语教学媒介语讲授哪些知识点时学生听得最认真或者反应强烈。我们可以通过

对这一系列现象的观察得出结论，从而丰富、完善这次调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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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查重点及难点

(一)调查重点

本次的调查重点就是在这三种调查手段中捕捉到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教师

在汉语课堂上使用教学媒介语时普遍存在的问题，包括何时使用英语作为教学媒

介语、使用频率以及使用效果等方面，并分别找出上述问题的解决办法，从而分

析出海外汉语课堂教学中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进而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行建

议。

(二)调查难点

本次调查是围绕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课堂教师对教学媒介语使用情况展开

的，调查的困难之处一方面在于本次调查主要对象多为汉语教师志愿者，无论是

国内还是国外的教学经验相对匮乏，并不能代表全体教师的教学水平。另一方面，

英国的学校普遍对进入校园的外来人员有很严格的管理制度，每次进入不同的学

校需要提前预约，办理临时校园卡，在专人带领下才能进入校园，还有一部分教

师不习惯被听课，课堂观察调查遇到了一定的阻碍，而且有时观察的课程内容是

复习或讲解习题，会浪费观察者很多时间，课堂观察所需的时间与本人的任教授

课时间相重合，我们只能通过请假来进行课堂观察的调查，并在进行完课谈观察

后把所占用的工作时间补回来。所以本次调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调查的问题无

法涵盖所有关于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教师教学媒介语使用情况的所有问题，调

查的结果无法达到百分之百的全面和完整，只能尽我们所能达到最真实最有代表

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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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英国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课堂教学媒介语
使用情况调查统计与分析

本章从三个方面对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课堂教师对教学媒介语的使用情况

进行了统计与分析，分别是：对问卷调查情况的统计与分析、对访谈情况的统计

与分析、对课堂观察情况的分析。其中对以教师为主体的调查是本次调查的重点。

一、对问卷调查情况的统计与分析

在进行问卷调查的过程中，我们一共对伦敦中医孔子学院现任的80余名汉语

教师(包括公派教师和汉语教师志愿者)以及该孔子学院往届汉语教师120余名

发放了200份问卷，经过为期两周的回收与统计，所回收的有效问卷数量为141

份。

(一)对教师背景情况问卷调查的统计与分析

作为教学行为的主体之一的教师，其自身的背景因素对课堂教学效果有着很

大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教师自身在教学过程中对媒介语的使用情况。为了使调

查结果更严谨、更具有针对性，我们对教师背景情况的调查一共设置了简短的五

个基本问题，分别是：教师的任教身份、教师所学的专业是否与对外汉语专业相

关、教师在国内是否有过对外汉语教学经验、教师的英文水平以及是否获得相应

等级的英语证书。

在教师任教身份的调查中，结果显示该孔子学院目前汉语教师志愿者所占比

例为76．6％、公派教师所占比例是23．4％，汉语教师志愿者的人数远超公派教师人

数的三倍还多。调查结果显示如图3—1：

23．4 汉语教师志

愿者

一公派教师

图3-1教师的任教身份

在对教师是否具有对外汉语专业背景的调查中，有59．57％的教师所学专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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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专业相关，40．43％的教师所学专业与对外汉语专业不相关，该孔子学院

一半以上汉语教师都具有专业的学术背景，接受过对外汉语的专业教育。调查结

果显示如图3—2：

59．57 是

-否

图3-2教师所学专业是否与对外汉语专业相关

同时，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其中55．32％的教师在国内曾有过对外汉语教学经

验，剩余44．68％的教师则没有，大多数教师都能够在课堂上运用自身教学经验组

织教学活动，进行完整的教学。调查结果显示如图3-3：

·是

否

图3-3教师在国内是否有过对外汉语教学经验

由于英语作为该孔子学院主要教学媒介语，我们还对教师的英语水平进行了

简单调查。我们了解到，英文水平在大学英语六级的教师所占人数较多，英语水

平在专业四级及专业八级的教师所占比例仅次于大学英语六级的教师人数，并且

有少部分教师获得雅思成绩6．5及以上的证书，极少数教师的英语水平仅限于日

常交流。

通过以上调查数据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伦敦中医孔子学院师资力量庞大，

在所有汉语教师中，汉语教师志愿者所占比例是公派教师比例的三倍多，一半以

上的教师所学专业与对外汉语专业相关，虽然有一部分教师对外汉语教育专业背

景相对欠缺，但是大部分教师都有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经验，在英语水平方面，绝

大多数教师都有能力运用英语进行日常交流。

在调查分析后我们得出：伦敦中医孔子学院多数汉语教师志愿者在国内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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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教学的时间并不长，有的汉语教师甚至没有在真正课堂上的教学经验，

同时，也不是全部汉语教师都具有对外汉语专业教育背景，教师队伍的专业基础

略显薄弱，在专业理论的掌握方面也略欠缺，导致对教学媒介语相关理论掌握不

充分，有些教师甚至对其没有概念。因此，不同教学背景、不同教学经验的教师

在汉语课堂上对教学媒介语的使用情况也会存在较大差异，并且此种情况同样大

量出现在其他国家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师当中，这对我们国家今后向海外输送汉语

教师的选拔方面会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通过对教师英语水平的调查我们发现，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教师的英语水

平普遍较好，大多数教师都能够用英语进行日常会话，这对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

的汉语课堂有很大程度的积极影响，但与英语在课堂上作为媒介语的作用相比，

教师所掌握的生活用语并不能完全涵盖教学用语，有些专业性较强的词语在生活

中出现的频率较低，教师在课堂上使用时就会存在一些风险。而且该孔子学院汉

语教师在教学中对媒介语的依赖过高，甚至有教师全程使用媒介语，这种情况完

全违背了目的语原则。在一些教师海外教学经验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媒介语的使

用不当会使课堂氛围尴尬，也会对汉语辅助教师的工作及教学带来很大的负面影

响。

(二)对教师教学情况问卷调查的统计与分析

由于伦敦中医孔子学院开设的汉语课堂涵盖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学

习者的年龄范围跨度较大、学习能力、学习动机和对汉语掌握的情况也存在较大

差异，我们在问卷中设置了教师教学情况的调查，以便更有层次、更加立体地分

析数据。在对教师教学情况的调查中，我们设置了以下几个问题，这些问题分别

是：教师在孔子学院任教的时长、教师所任教的学校类型、教师的教学身份、教

师在该孔子学院所教汉语课程类别、教师所任教的学校是否有本土教师等。

在该部分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有72．34％的教师在该孔子学院任教时间为一年

以内、19．15％的教师教学经验为一年以上两年以内、8．15％的教师则有两年以上的

教学经验，任教时间为一年以内的教师占大多数。调查结果显示如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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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l
—．__■●

一年以内

-一年以上

7z．34
两年以内

、-两年以上

图3-4教师在该子L子学院任教的时长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在所有教师所任教的学校中，有21．28％的教师在幼儿园

任教、65．96％的教师在小学任教、25．53％的教师在中学任教、12．7796的教师在大

学任教、8．51％的教师为其他岗位(行政教师、中华传统才艺表演团队或其他)，

同一名教师可能同时在几所不同类型的学校任教，但总体来说，在小学任教的教

师占所有学校类型的大多数。调查结果显示如图3-5：

70一—— 一65．9fi——————————

6n

◇◇≯≯

教师所任教的学
校

图3-5教师所任教的学校类型

同时，在以上不同的学校类型中，有72．21％的教师是汉语课的主讲教师，需

要独立承担完整的教学工作，有21．2896的教师担任汉语课助教，主要承担汉语课

堂的教学辅助工作，配合主讲教师完成完整的课堂教学，有21．28％的教师是中华

传统才艺教师，包括音乐、体育、书法绘画等中华传统才艺，同一名教师可能身

兼数类教学身份，所有教学身份的教学性质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调查结果显

示如图3—6：

图3-5教师的教学身份

焉二!

一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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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孔子学院开设的汉语课程类型也丰富多彩，种类繁多，其中担任综合课教

学的教师所占比例为70．21％，担任口语课教学的教师所占比例为12．77％，担任阅

读课和写作课教师人数相同，所占比例均为4．26％，听力课教师所占比例为6．38％，

才艺课教师所占比例为19．15％，开设中文俱乐部的教师所占比例为19．15％，其他

工作类型(如行政岗位教师)比例为17．02％，同一名教师所教汉语课程类别可能

至少在一种以上，但仍以综合课为主要课程类型。调查结果显示如图3-7：

6_38

70．2l

2．77

综合课

一口语课

蕊阅读课

_写作课

：1听力课

一才艺课

图3—7教师在孔子学院所教汉语课程类别

同时根据我们调查了解，很多汉语课助教所辅助的主讲教师为本土教师(英

国教育体制内教师)，其中有本土教师的学校所占比例为34．04％，剩余65．96％的

学校则没有本土教师，虽然本土教师的教学媒介语使用情况不作为本文研究对象，

但本土教师对该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的影响是存在的，进而也影响着汉语课辅助教

师在教学辅助过程中对教学媒介语的使用情况。

其中有62．50％的本土教师在课堂中使用目的语(汉语)授课的比例在20％以

下，有21．88％的本土教师使用目的语(汉语)授课的比例达到20％-50％，9．38％的

本土教师使用目的语(汉语)授课的比例为50％一70％，仅有6．25％的本土教师使用

目的语(汉语)授课的比例达到70％-100％。调查结果显示如图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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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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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一20％ 20％一50％50％．70％70％．100％

图3-8本土教师在课堂中使用目的语(汉语)授课的比例

通过以上调查数据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在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所有汉语教师

中，高于三分之二的教师海外教学经验相对欠缺，所任教学校从幼儿园到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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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覆盖学习者的年龄跨度较大，并且小学开设汉语课堂的数量远高于其他教学

阶段的学校，低龄学习者占大多数。面对国内国外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学情况，教

学媒介语的使用特点显得尤为复杂，且该孔子学院汉语课主讲教师占据所有教师

数量的近四分之三，大多数英国本土汉语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基本上摒弃了“目

的语教学原则”，课堂上的大多数时间是在用英语解释汉语，类似于国内的英语

课堂。面对如此情况，教学媒介语在不同的汉语课堂中的使用效果将在下文进行

具体阐述。

(三)对教师在汉语课堂使用教学媒介语情况问卷调查的统计与分析

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在课堂教学时对教学媒介语的使用情况是教师调

查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为了全面了解该部分的真实情况，我们设置了以下六个详

细的问题，包括：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使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频率、教师在汉

语教学中使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授课与使用目的语(汉语)作为媒介语授课的

比例、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使用英语作为媒介语的教学内容、在汉语课堂中教

师进行教学时使用英语作为媒介语的一般情况、学生不能明白教师所使用目的语

(汉语)以及英语作为媒介语的意思时教师的做法、教师认为在汉语课堂教学中

应使用英语作为媒介语的比率。

在教师课堂教学中使用英语作为媒介语的频率情况的调查中，仅有2．13％的教

师从不使用和17．20％的教师全程使用英语作为媒介语，有55．3296的教师使用较多，

剩余25．53％的教师使用较少，由此可见，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在该孔子学院汉语

教师中使用频率很高，有的教师甚至达到了依赖的程度。调查结果显示如图3-9：

60．00％． ～ ～55．32％

50．00％l

40．00％。

30．00％ 25．53％
教师课堂教学中

20．00％．
17．20％

使用媒介语(英：

10．00％7 1弧 ⋯． ⋯⋯ 语)的频率

0．00％}， 一一r 一

≯梦≯萝
。

图3-9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使用英语作为媒介语的频率

同时我们在教师在汉语教学中使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授课与使用目的语

(汉语)授课的比例的调查中了解到，大部分教师在教学中使用英语作为教学媒

介语的比例远远高于目的语(汉语)的使用，占教师总体人数的69％，只有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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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部分教师在教学中使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比例小于使用目的语(汉语)，

所占比例为教师总人数的31％。

通过调查我们还发现，教师在课堂中在进行不同部分的知识内容讲解时使用

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情况也不同。其中，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使用率最高的一

部分是人文风俗的介绍，所占比率高达63．83％，词义解释使用媒介语的比例仅次

之，所占比例为59．57％，其次依次为语法讲解部分占51．06％，作业、练习和考试

的讲解占40．4396，课文段落解释占27．66％，其他部分占23．40％，英语作为教学媒

介语的使用大部分使用时间出现在对基础知识和对化部分的讲解上。调查结果显

示如图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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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使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教学内容

我们在接下来在教师进行教学时使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一般情况的调查

中了解到，大多数的教师是通过对课堂中学生的反应状况的观察来确定是否需要

使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包括文化、生词、语法等新知识点方面的讲解，也

有教师在需要进行有效的课堂管理时使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有一部分教师会

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对学生发出指令性语言，极个别教师会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全程使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

关于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目的语(汉语)和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都不能使学

生清晰的理解教学内容的问题解决方法上，教师的做法也不尽相同。其中，运用

其他教学法使学生理解是大多是教师会采用的方法，占所调查教师比例的80．8596，

继续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讲解的教师占所调查教师总数的48．94％，还有23．4％

的教师选择使用简单的目的语(汉语)作为媒介语进行讲解，最后8．51％的教师会

采取其他不同的办法维持课堂管理与教师的威严。调查结果显示如图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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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用媒介语(

英语)讲解

使用简单的目的

语(汉语)讲解

*运用其他皱学法
使学生理解

其他

图3-1 1学生既不能理解教9币用目的语(汉语)作为媒介语也不理解教师用英语作为教学

媒介语讲解的意思时教师的做法

我们在教师运用其他教学手段使学生理解教学内容的调查中了解到，有

63．95％的教师会选择使用以图片或者视频等图像的形式呈现一些直观的知识内

容，56．32％的教师会选择使用肢体语言或相应的动作让学生理解与动作有关的教

学内容，有33．86％的教师会选择利用d,N场等情景模拟的方式来让学生理解一些

含有特殊含义的词语内容，还有19．74％的教师会使用公式法来向学生讲解语法部

分某些固定搭配或特殊搭配的用法。以上调查结果说明，该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师

了解并且可以合理运用除媒介语以外的其他教学手段辅助教学，并能够根据不同

的知识内容相应的使用不同的教学手段。调查结果显示如图3-12：

图3-12教师运用其他教学手段使学生理解教学内容的手段

在教师对汉语课堂教学中使用英语作为媒介语的态度调查中，其中主张在课

堂上应使用较多，方便学生理解教学内容的教师占总人数的20．74％；赞同在课堂

上应适当使用，因材施教的教师占总人数的38．65％：支持在课堂上应使用较少，

尽量利用简单的汉语解释教学内容的教师占总人数的22．28％；认为在课堂上应避

免使用，全程汉语授课得教师占总人数的18．33％。调查结果显示如图3—13：

万方数据



第三章英国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课堂教学媒介语使用情况调查统计与分析

应使用较多

应适当使用

应使用较少

应避免使用

图3—13教师对汉语课堂教学中使用英语作为媒介语的态度

对教师关于汉语课堂中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使用比率情况调查后发现，有

34．04％的教师认为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使用比率应在O％一～20％之间，有48．94％

的教师认为该比率应为20％_一50％，还有10．64％的教师认为应占比率为

50％一一80％，只有6．38％的教师支持80％一一100％的比率。本题的调查结果与前几

道调查题目结果相吻合，由统计可看出，该孑L子学院绝大多数汉语教师认为英语

作为教学媒介语的使用率应在50％以下。调查结果显示如图3一14：

60·00％¨一4⋯8．9百旷⋯ ⋯一

40 00％-34．04％一 一一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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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r一一——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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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4教师认为在汉语课堂教学中使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比率

我们还对教师对教学媒介语使用方面的看法和对教学媒介语使用原则的建议

这两方面进行了调查，我们发现调查结果与国内现有媒介语使用方法的两种看法

基本吻合，大部分汉语教师对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使用持支持态度，他们认为

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使用在海外汉语课堂教学中，尤其是对于汉语初学者来说

很有必要，特别是在学习者对教学内容产生疑惑的时候，但使用时机和使用情况

要根据不同学生的水平来决定，教师应尽量给学生创造更多接触目的语的机会；

还有少数教师认为必须遵循目的语原则，不支持任何媒介语在海外汉语课堂教学

当中使用。

二、对访谈情况的统计与分析

在进行访谈的过程中，我们一共对伦敦中医孔子学院22名汉语教师(包括公

派教师及汉语教师志愿者)进行了访谈，并在下文所述的进行课堂观察部分的学

校中的118名学生随机进行了访谈。对教师的访谈在生活中即可进行，访谈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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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明确，访谈氛围轻松；对学生的访谈则全部在学校进行，我们利用课间休息及

教学活动期间随机对学生进行访谈。绝大多数教师和学生配合良好，所得数据真

实可靠。

(一)对教师访谈情况的统计与分析

为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教师授课对象的具体情况，我们

通过对教师采取访谈的方式进行了调查，我们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教师所教

学生的汉语水平、教师所教学生的学习动机、教师对汉语课堂教学媒介语使用方

面的看法以及教师针对不同授课对象对海外汉语课堂教学媒介语使用原则的建议

等。

通过访谈我们发现，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水平零基础的学习者占大多数，

为学习者总数的80．85％，初级水平的学习者占总数的48．94％，中级水平学习者和

高级水平学习者所占人数基本相同，都为学习者总人数的8．51％，部分教师所教学

对象有所交叉，一名教师可能会至少承担一种等级以上的教学对象。

在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方面，汉语启蒙及兴趣培养占大部分比例，分别为61．70％

和53．19％，而学习者的考试动机所占比例则相对较少，为27．66％，其他动机所占

比例为21．28％。由此可见，伦敦地区汉语学习势头虽好，但并没有受到普遍重视，

学习目的以基本的启蒙和兴趣为主，还没有达到法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在英国的

普及效果。调查结果显示如图3-15：

_汉语启蒙

兴趣培养

窿考试

其他

图3—15学习者的动机

我们通过对教师对汉语课堂教学媒介语使用方面的看法以及教师针对不同授

课对象对海外汉语课堂教学媒介语使用原则的建议的访谈了解到，绝大部分承担

汉语零基础学习者、学习动机为兴趣培养的教学工作的教师认为，在教学的初期

会不可避免地使用很大比例的英语作为媒介语来进行课堂教学以及课堂管理。但

随着师生情感的建立和学生汉语水平的不断提高，学习者或多或少都有了一定的

汉语基础，教师使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比例会逐渐下降，教师会逐渐过渡到

汉语作为教学媒介语，尽可能多地为学习者提供汉语语言环境，既可以做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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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复现，又可以充分地进行教学内容的讲解。

相对于学习动机为考试的学习者的教学来说，承担这类学习者教学工作的教

师认为其的教学重点不在于语言交际技能的培养而在于语言应用技能的培养，更

多地使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可以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率，使学习者快速掌握考

点内容，更有利于学习者学习动机的实现。

(二)对学生访谈情况的统计与分析

我们通过对学生的访谈，主要了解了以下几个方面：学生对汉语教师授课方

式是否满意、学生希望上什么样的汉语课、学生对待汉语课堂及汉语教师的态度、

学生对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使用英语作为媒介语的反应，以及学生对教师在课堂教

学中使用英语媒介语的态度。

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大多数学生对汉语教师的授课方式是可接受的，占接受

访谈学生人数的83％，对教师授课方式不太满意的学生人数极少，仅占5％，对教师

授课方式没有任何态度的学生占12％。

关于学生对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使用英语作为媒介语的反应，我们得到的信息

是：学生表现恍然大悟的比例占93．62，％；完全听不懂教师使用英语作为媒介语的

学生比例为2．13％，还有4．26％的学生对教师使用英语作为媒介语并没有什么想法，

大部分学生对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接受程度效果理想。调查结果显示如图3-16：

恍然大悟

_不知所云

。表情木然

图3-1 6学生对您在课堂教学中使用媒介语(英语)的反应

同时，我们还从学生对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使用媒介语(英语)的态度的访谈

中了解到，有68．09％的学生持无所谓态度，只有1l％的学生对教师使用媒介语持

赞同态度，极少部分学生会指出教师在使用媒介语时出现的错误甚至持嫌弃态度，

整体来说，教师在课堂中使用教学媒介语对学生在心理上影响并不大，并且普遍

都能接受。

在对学生希望上什么样的汉语课的话题访谈中，我们发现大部分学生喜爱课

堂氛围活跃、教师与学生互动充分、学生参与度较高的的汉语课堂，其中包括汉

语歌曲、汉字游戏、以及文化体验等类型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则对英语作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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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语的使用需求较小。

我们通过以上内容的访谈得出，绝大多数学习者在学习汉语初期对教师使用

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反馈效果较好，他们认为教师使用英语作为媒介语对教学

内容进行讲解可以使学习氛围轻松愉快，同时觉得教师具有亲和力和亲切感，他

们会主动与教师进行沟通，向教师了解汉语语言之外的比如中国文化的情况。还

有一部分学习者对教师在教学媒介语使用过程中的改变没什么看法，他们觉得教

师无论是使用英语还是汉语作为教学媒介语对其学习没有什么影响，只有小部分

学习者对教师使用英语作为媒介语表示不接受。

以上访谈结果说明汉语初学者的语言能力有很高的可塑性，汉语教师要掌握

好教学媒介语的使用方法，积极引导学习者，尽量以学生为主体，在教学过程中

应因材施教，使媒介语最大限限度地辅助汉语教学。

对课堂观察情况的分析

为了获得更加直观和客观的调查数据，我们还深入伦敦中医孔子学院的汉语

课堂进行了课堂观察，我们分别随机选择了幼儿园、小学、中学和中文俱乐部进

行观察。由于英国教育体制的特殊性和教学内容的私密性，加上学生上课时间与

我们授课时间上的冲突，不同学校之间的距离也相对较远，我们只能利用零散的

课余时间请假去观察，一共观察了三所中小学，一所幼儿园，包括十二位汉语教

师和两位本土教师，所观察班级数量为七个，学生总数为1 18人，所观察课时达到

28节，每节课时长45分钟，尤其是对幼儿园汉语教学情况的观察期长达八个月余。

我们同时会在后文的论述中，把英国本土教师和中国教师使用教学媒介语的情况

进行简单的比较。

(一)对幼儿园课堂的教学观察情况分析

在幼儿园的汉语教学中，我们主要是强调“沉浸式教学法”，即儿童在校(园)

的全部或一半时间内，被“浸泡”在第二语言环境中，教师只用第二语言面对学

生，不但用第二语言教授第二语言，而且用第二语言讲授部分学科课程。也就是

说，第二语言不仅是学习的内容，而且是学习的工具，对语言的学习更加偏向习

得的过程。幼儿园的汉语教学主要是以培养汉语兴趣和掌握基本生活常用的口语

为主，并不涉及到升学和考试压力，教学形式丰富多样，形式主要以活动和游戏

为主。

我们选择调查的幼儿园是一家与伦敦中孔医子学院合作的英、法、中三语私

立幼儿园，我们对幼儿园的汉语教学情况进行了长达八个月以上的观察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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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幼儿园有成熟的语言政策“One person one language”，即一个教师只能对幼

儿使用一种语言进行交流，在这种情况下，汉语充当了全部的教学媒介语。据我

们仔细观察发现，由于学习者年龄尚小，其心智发展尚未成熟，没有建立起系统

的语言学习意识，注意力也不能长时间集中，很多学生连其母语也并不能表达的

很清楚，甚至不能说出完整的句子，并且绝大多数学生都是汉语零基础，更没有

接触过汉语语言环境，对汉语教师的教学只能保持短时间的注意力。在此种情况

下，如果教师这时还坚持目的语(汉语)作为教学媒介语原则，由于语言的不同

会导致课堂教学任务很难进行下去，学生们由于完全不懂教师在说什么，不会理

会教师，甚至会产生排斥的心理，拒绝接受教师对其进行的任何汉语交流。此时

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作用就充分凸显出来了一一当教师在教学初期使用英语作

为媒介语时，我们发现教师与学生们的沟通效果较为良好，师生之间逐渐建立起

了情感联系，教师在使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解释完教学内容后，马上又用汉语

把所讲内容重复几遍，并且大量结合肢体语言及学生们都普遍掌握的手势语同时

使用，经过不断的重复，学生会明白教师所表达的汉语的意思，并在脑海中不断

复现，直到学生自己能模仿说出教师的语音和语调。

此种方法在幼儿汉语教学初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大部分学生与汉语教师关

系密切，能听懂教师的简单指令性语言，并按照教师的语言完成简单的动作，比

如“坐下”“过来’’“你好"“再见”，逐渐便能听懂“把纸扔到垃圾桶里”的

指令，并且能把句子完整复述下来，在平时与其他教师的交流中，学生也会不自

觉地使用汉语。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对“还要”这个词的教学。

有一天在所有学生吃下午茶时，其中一个学生边做手势语边对汉语教师说

“More”，汉语教师马上用汉语重复了一遍“还要"，并且边重复边做手势语，

教师这样反复重复了几次，直到学生清晰响亮的说出了“还要”这个词，教师才

把饼干作为奖励给了该学生，其他学生看到教师的做法，也都争先恐后的说出了

“还要”这个词，从而使全部学生快速掌握了“还要"这个词，并且印象非常深

刻，手势语在这里充当了教学媒介语的作用。在第二天的下午茶中，学生清晰的

说出了“还要”这个词，汉语教师随即拿着饼干走到学生身边，指着饼干告诉学

生这是饼干，学生模仿教师“饼干”的发音，教师继续说“还要饼干”，并鼓励

学生大胆尝试模仿，学生从小声跟读到大声表达仅重复了三遍，教师在全班面前

表扬了该学生，给了该学生饼干，对其他学生进行了鼓励，并不断重复“还要饼

干”这个句子，其他学生也都争先恐后地说出了“还要饼干。”

这个成功的案例还被幼儿园汉语教师运用于其他教学环节中，都取得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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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此种方法大量运用于生活物品类生词的日常教学中，学生通过此种方法

顺利掌握了水果类名词，例如：苹果、香蕉、橘子、梨等，类似的成功案例也出

现在颜色词的教学中。随着学生对汉语的适应性越来越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

英语作为媒介语的使用量也越来越少，同时也会加入一些中文游戏和中文歌曲教

学，并且在中文歌曲教学时尽量选择歌词简单、韵律单欢快、有英文版本的儿歌，

如《两只老虎》《小星星》《幸福拍手歌》《铃儿响叮当》等，这种学生熟悉的

旋律更利于学生产生兴趣并主动模仿，甚至还加入了中文歌谣的教学，如“小白

兔，白又白”“小老鼠，上灯台”等简单押韵的歌谣，教师在边说歌谣的同时边

用动作法和图片法向学生展示歌谣的意思，以其他形式的辅助教学的手段代替媒

介语的使用，这样既简单又有趣，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浓厚，在以后的教学中，教

师在完全没有使用媒介语的情况下，无论是从学生在课堂的反映，还是从家长方

面的反馈，得到的效果都非常好。

可见，在零基础汉语教学及初级汉语教学中，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使用是

必不可少的，对教学初期起到的积极作用非常大，但随着教学程度的不断加深，

适当地改变教学媒介语的使用策略更有利于汉语的教学。

(二)对小学及中学课堂的教学观察情况分析

由于学生在接受小学教育之前普遍还接受过幼儿园及学前班的教育，有些学

生掌握了一定的汉语基础，但是对汉语的学习仍然缺乏一个系统的体系的认知，

在语法知识方面的掌握尤其欠缺，而且随着学习者年龄的不断增长，学习能力和

自我认知力越来越强，教师课堂管理和师生情感的建立与幼儿园的方法既有相同

的地方又有不同之处，学生学习汉语的目的己不仅仅是培养兴趣。由此，在汉语

教学的方法上更需要专业性和技巧性，才能满足不同学习程度学习者的需求，在

教学媒介语的使用方面对教师能力的要求也愈加严格。我们在调查期间走访了三

所中小学，观察了二十余节汉语课，其中包括汉语综合课、汉语复习课和中文俱

乐部，为了对比分析的结果更具有说服力，我们还观察了包括英国本土教师所上

的两节综合课、两节复习课。

在对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教师的课堂观察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汉语教师

在课堂教学中对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使用有很大程度的依赖性，甚至会出现整

堂课下来都在使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进行教学的情况，然而课堂效果并没有预

期效果好，教学媒介语的运用方式也略为单一，学生能听懂但是很多都不怎么愿

意与教师互动；还有一些教师上课时会使用汉语作为教学媒介语，英语作为教学

媒介语的使用频率相比较低，但有时的课堂氛围略显尴尬，学生显得没有生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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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部分学生精力不能够很好地集中，课堂效果反馈相对较差。

在对中小学汉语课堂教学的观察中，我们发现在本土教师的汉语课堂中，无

论是综合课还是复习课，本土教师基本全程都在使用英语作为媒介语授课，只有

在讲到具体的某个词语时才会说汉语。例如，本土教师在讲解生词“厨房”一词

时，本土教师只有在语音部分教学部分时才会出现汉语的声音，但在教学环节中

进行的活动和游戏的比例很高。据我们观察，即使本土教师授课时承担绝大部分

教学媒介语的语言为英语，但课堂氛围较好，学生大多数时间都能紧跟教师的引

导，积极踊跃回答问题，参与教学游戏，紧跟教师的思路，与教师一起探讨，并

向教师展示自己的想法，师生关系特别融洽，并没有影响学生对知识内容的理解

和正常的教学进度。本土教师在讲解“厨房”一词时为了让学生加深记忆，会与

学生一起思考在英语中是否有单词与汉语的“厨房”的语音相似并且语义相关，

最后大家共同想出了“chew(咀嚼)”这个词，因为“chew”的国际音标为／tyu：／，

与“厨房”的“厨”发音方法一样，并编出“Chew in the厨房”的顺口溜，便

于学生理解和掌握，同时发学习现汉语的乐趣，使学生更加喜爱汉语课堂。可见，

在本土教师的汉语教学中充分使用了丰富的课堂活动这一方法，从而在很大程度

上弥补了全程使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对我们孔子学院汉

语教师的教学媒介语使用方法和使用技巧方面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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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英国伦敦中医孑L子学院汉语教师使用媒介语
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在前文调查统计的基础上，我们将对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在使用教学

媒介语时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并给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一、英国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教师使用媒介语时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以上问卷调查、访谈和课堂观察这三部分调查结果的分析，我们结合

伦敦中医孔子学院的教学现状，发现该孔子学院汉语课堂教师使用媒介语时存在

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与目的语之间的语码转换存在误差

语码指的是人们用于交际的任何符号系统，它可以是一种语言，也可以是一种

方言、语体或语域。冉永平(2006)认为：“某一种语言可视为一种语码，某一种

语言的特殊变体也可视为一种语码。”英语作为伦敦中医孑L子学院汉语教师在课

堂中普遍使用的教学媒介语，虽然大部分教师的英文水平已达到中高级水平，但

由于语言本身的差异性，使得教师在对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使用过程中或多或

少都存在着一定的信息传达的不对称性，在语码转换的过程中英汉语义不能百分

之百对等，主要体现在语义的扩大和缩小、引申和语用义的偏离等，这些都是由

于语言事实和语言的特点所导致的，是不可避免的。这就使得传信的效度被打折

扣，从而导致学生在语言知识输入的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些理解上的偏差，给学生

的学习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或是目的语规则的过度泛化，或是由于母语的负

迁移而武断地在两种语言之间划上等号等。

如在讲解词语时，很多汉语和英语的词汇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例如

英语中比较常用的“make”一词，与之对应的对汉语解释为“使得”、“进行”、

“布置”、“准备”、“整理”、“制造”、“认为”、“获得”、“形成”、

“安排”、“引起"、“构成”等多达20个意思，教师在使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

语向学生解释以上词语的过程中会使学生产生一定的误解，从而导致词语的误用；

同时在中英文中，有些相同的词语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也蕴含着不同的感情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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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也会产生语义的偏差，如英文中的“That’S sounds interesting!”中文

意思为“听起来很有趣!”，在中文的表达习惯中，该句子多用于褒义，但在英

文中常常表示说话人并不觉得对方所说的话有趣，甚至还夹带一丝尴尬和想结束

对话的含义。因此教师在使用英语作为媒介语来进行教学时一定要慎重选择词语

的使用，认真思考所选词语和句子是否妥当贴切。

(二)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使用方法及使用时机不够得当

在上文的调查结果中我们发现，并非所有汉语教师都经过了科学且扎实的汉

语国际教育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的系统培养，部分教师在教学方面的经验相对欠

缺，对媒介语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缺乏科学的认识，在课堂教学中对媒介语

的使用方法及使用时机掌握不够充分，不能有的放矢地针对不同教学对象和教学

内容制定不同的科学地选用媒介语。

比如，教师在讲述一些较为直观的语言知识时，应该尽量采用实物展示法或

者情景模拟法让学生在自然的环境中直接感受认知，而并非是一概依赖英语作为

媒介语进行翻译，先不论教学效果，就表示具体事物名称等性质的知识点而言尚

可，而当表示一些特别抽象的名词或动词以及牵扯到语用机制方面的差异时，是

很难用英语作为媒介语翻译过来而解释清楚的，必须用具体的语境来帮助学生认

知，这样不仅能够保障教学效果，还有助于学生培养正确的语感，也尽可能地为

学生创造沉浸式的目的语学习环境等。部分教师会在开学第一堂汉语课上使用英

语作为媒介语进行讲解，但自始至终并没有根据学生的学习进程和所学内容相应

的调整其媒介语的使用方法，有些教师甚至到任期结束的最后一节课都是如此，

整个教学过程中对媒介语的使用方法没有任何改进，这种情况不利于学生学习汉

语及学习兴趣的培养和保持，甚至会严重影响教学和教师在学生心中的威信。还

有些教师没有抓住英语作为媒介语的有效使用时机，在应该使用英语作为教学媒

介语进行知识点的讲解的阶段没有使用英语，在可以使用汉语作为教学媒介语讲

解的阶段没有使用汉语，导致在教学中出现学生的汉语语言系统建立不完善等负

面情况。

(三)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使用量偏大

除此之外，在调查中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受到了我们的关注，那就是教

师在教学中过分依赖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部分教师会在一节汉语课的开始直至

结束的整个教学中全程使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进行教学，使得学生的课堂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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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不理想，教学进度和效果都深受影响，同时学生所能接触的汉语语言环境有

限，也很难使学生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找到成就感，甚至会导致学生在一定程度

上过度依赖英语作为学习汉语的媒介语，不利于汉语语感的培养。

显然，无论是受本土汉语教师亦或是英国这个大的语言环境的影响，汉语教

师在课堂教学中对媒介语的使用都存在着语码转换、使用方法和时机以及依赖程

度过大等方面的问题。我们认为，除非在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的指引下遇到非教

不可的复杂性的语法规则，学生的汉语水平还不够高，又由于过多的术语和抽象

的规则很难用简单的汉语讲述清楚的情况下，我们不建议在对外汉语的课堂上使

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

二、针对英国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媒介语使用的可行性建

议

(一)在初级教学阶段，最大限度地利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优势

为汉语教学服务

一定的教学理论阐释一定的教学原则，而一定的教学原则又产生相应的教学

方法、手段和技巧。教师对于自己关于媒介语相关理论的掌握程度应有一个客观

的认识，在掌握了丰富的对外汉语教学法的同时，应加强自身对媒介语相关理论

的学习。同时在使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与时尽量做到发音标准，语义表述明确，

对于教师本身掌握不明确的英文尽量不要出现在课堂中，否则教师还要花费大量

的时间去解释，会导致课堂有效时间的流失。同时教师还应善于寻找汉语和英语

之间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在对知识点进行讲解时，最好能将英语与汉语进行

对比分析，将两种语言建立起联系，以深化学习者对汉语的学习，降低学习的难

度，缩小学习者与汉语之间的距离感。

例如在讲解语法初期，我们可以告诉学生汉语和英语一样，为“SVO”型语言，

如汉语说“I love you”的语序与英语完全相同，可对应为“我爱你”，学生会

觉得汉语并不难学。又如“I loved you before”要说成“我以前爱过你”，这

时教师就可以用媒介语告诉学生：英语的语序是习惯把时间状语放在句子的末尾，

而汉语当中则习惯把时间状语放在句首或句中。再如，在进行汉字教学时，我们

同样可以在汉语与英语之间寻找联系，我们可以将汉英的合成词进行比较，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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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词“黑板”，在英文中对应的是“blackboard”，同样是“black”(黑色)和

“board”(木板)的结合等等。

(二)在中级教学阶段，尽量以丰富的教学手法来替代英语作为教学

媒介语的使用。

对外汉语教学发展至今专家和学者己总结出了很多既有效又实用的教学方

法，作为海外汉语教师，我们可以因地制宜地充分使用这些现成的教学方法，同

时结合实际，再不断加以充实和完善，使其充当教学媒介语进行辅助教学，尽量

利用其它教学方法或教学手段来替代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使用。

比如，在解释复杂难懂的语言点时我们可以尝试不使用媒介语，取而代之的

是一些通俗易懂的解释方法，如图片法、实物法、情景法，或通过肢体语言、播

放小视频以及小剧场表演的方式让学生理解，并且根据教学内容，设置不同的小

游戏和活动环节，不但能增加趣味性，活跃课堂氛围，充分调动学习者的积极性

和参与度，还能加深学生的理解和记忆，使学生产生强烈的成就感，从而促进其

对汉语学习甚至对中华文化的热爱。

再如，教师在教学初期进行语音教学时，如果教师单纯使用汉语作为教学媒

介语进行讲解，学习者会由于语言能力的制约不能充分理解四声的含义及发音方

法，从而导致某些语音发音不标准；如果教师单纯使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来进

行讲解，由于汉语中此类知识点在英语中很难找到语义完全对等的词语，这对教

师的英语水平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如果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使用不当会导致学

习者产生误解，对今后的学习也会产生不必要的麻烦。为了便于学生区分和记忆

四声，教师可以通过手势等肢体语言，一边画出声调，一边帮助学生朗读出声调；

在讲解具体名词时，教师可以选择实物教学或者利用图片向学生展示生词，以此

来替代媒介语的辅助功能，学生看到实物或图片就可以清晰直观地理解其意义，

教师也不需要做过多的解释，节省教学时间，最大限度提高课堂有效时间的利用

率，比如“饼干”“苹果”“笔”等名词：在讲解具体动词时，教师可以边做动

作边让学生理解，如“跑”“笑”“扔”等，同时也可以设置一些小游戏，让学

习者充分参与到教学环节中来，不仅提高学习者的课堂参与度，还可以促进师生

情感的建立与培养；而在解释抽象名词或音译外来词等词语时，这类词语由于汉

语和英语的发音相似，教师则可以适当地使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来使学生快速

理解和掌握其语义；在语法部分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充分利用板书或固定公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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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来进行讲解，把抽象的语法术语换成公式呈现在黑板上或PPT上，让学生能够

直观地发现规律并利用规律，举一反三，不但可以逐渐培养学生对汉语的语感，

而且可以节约课堂时间，提高课堂利用率。

(三)科学地把控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使用量和使用时机

通过以上调查结果我们得出，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在初级汉语教学中对学生

的学习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外汉语教学是第二语言教学，第二语言教学往往

是从零起点开始的，以基础阶段为重点，带有短期、速成、集中、强化的特点，

必须强调把知识转化为技能，以技能训练为中心，以培养运用目的语进行交际的

能力为目标”(刘殉，2013)。那么在这种强调对语言技能掌握的要求下，教学

媒介语的使用方法也需要根据不同的教学阶段进行不同的调整，以适应学习者在

不同学习阶段对汉语学习的需求，把媒介语的使用融入到教学中，使媒介语在扮

演“媒介”的角色的同时还能充当知识内容的角色，以便媒介语更好地为教学服

务。

由于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对媒介语的需求呈阶段性特征，汉语教师应根据不

同的教学对象以及不同教学阶段的教学对象，尊重学生对教学媒介语的需求，把

握好使用媒介语的“度’’和范围，在教学初期适当加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但

随着学习者对汉语掌握情况的变化，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在教学中的使用应酌情

减少，尽量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汉语语言环境，而不是无时无刻的滥用媒介语。

通过对伦敦中医孔子学院幼儿园的课堂观察分析得出的结论，我们可以在零

基础学习者学习的初级阶段的教学中适当加入英语作为媒介语，但在使用英语作

为教学媒介语之后要马上用汉语重复一遍，使学习者加深印象，为日后少用或不

使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给学习者一个心理适应期，逐渐培养学习者对汉语的语

感；而在学习者的水平有所提高，教师应根据学习者之前所学过的知识和己掌握

的汉语词汇，调整媒介语的使用情况，逐渐减少英语作为媒介语的使用量，尽可

能多地用汉语复现已学内容，强化学习者的记忆，强化汉语学习环境，加大学习

者的汉语输入，使学习者可以把自觉学习与自然习得相结合。

综合上述建议，我们认为汉语教师还应该更多地借鉴心理学、教育学、社会

学等理论和方法，更多地关注对学习者的语言习得过程和习得规律的研究和学习

者个体因素的研究，建立与学习者的情感连接，使学习者发自内心的认可和接纳

汉语；应当提倡教学模式的多样化，不同教学模式适应不同的教育阶段，不同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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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也应有不同的模式，防止媒介语使用时出现片面性和绝对化。要吸取各派之长，

同时也要克服其局限性，充分利用媒介语为学习者提供的语言环境，最大限度地

提高学习者的汉语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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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相对于其他欧美国家，英国人对汉语的学习热情相对较高，伦敦地区尤其如

此。因此对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教师教学媒介语使用情况的研究显得十分有必

要。我们是利用本人在英国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担任汉语教师志愿者的便利条件，

并结合问卷调查、课堂观察和访谈三种调查方法，完成了本调查研究的写作。在

调查中，我们对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所有汉语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为保证调查结

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我们还同时采用了课堂观察和访谈法。在对伦敦中医孔子

学院汉语教师对教学媒介语使用情况的调查研究中，我们围绕教师的自身背景、

教师的教学情况、教师在课堂中使用教学媒介语的情况以及学生的课堂反馈情况

等几个主要方面进行了统计与分析，从中找出了教师在使用教学媒介语时存在的

问题，并针对每一项问题提出了解决途径和可行性建议。

在撰写论文之前，我们阅读了大量关于教学媒介语的相关文献及学术研究报

告，包括国内对外汉语课堂的研究，还包括海外汉语课堂的研究，这些为本文的

撰写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但是我们发现，涉及伦敦地区的汉语教学方面的文献并

不多，针对英国某一特定的孔子学院的教学媒介语使用情况的参考文献更少，这

在一定程度上也曾加了本研究的难度。因此，这也是对英国伦敦地区汉语教学媒

介语的使用做了一次有意义的尝试性的研究。我们希望本文能为赴英从事汉语教

学的汉语教师及对外汉语教学相关研究人员提供参考和借鉴，也希望能为英国的

海外汉语教学事业的推广贡献一份力量。

由于教学经验和教学能力的欠缺，本文同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第一，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伦敦中医孑L子学院的所有汉语教师，但由于海外汉语教师的师

资流动较大，我们不能将所有在职和离任教师都划入调查的范围内，所以本次的

调查研究范围并未达到预期，调查所得结论也不一定十分全面；第二，由于英国

国情和教学具有私密性的特点，部分学校和教师不接受被课堂观察，所以我们本

着尊重国情和尊重文化差异的原则，只对接受课堂观察的学校和教师进行了观察

和记录，所以我们的课堂观察部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覆盖与孔子学院

合作的全部学校；第三，在对课堂观察进行分析时，由于难以进行量化，因此未

作数据统计，分析所得结论缺乏一定的数据支撑：第四，由于受到语言和文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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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的限制，在与学生进行访谈调查时会存在一些交流上的障碍，这都会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调查研究的结论。这几个方面的不足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改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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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课堂教学媒介语使用情况调查问卷

第1题您任教的身份是 [单选题]

汉语教师志愿者

公派教师

第2题您所学的专业是否与对外汉语专业相关 [单选题]

是

否

第3题 您在国内是否有过对外汉语教学经验 [单选题]

是

否

第4题您的英文水平是 [填空题]

第5题是否获得相应的英文等级证书 [单选题]

是

否

第6题您在孔子学院任教的时长 [单选题]

一年以内

一年以上两年以内

两年以上

第7题您所任教的学校是 [多选题]

幼儿园

小学

中学

大学

其他

第8题您的教学身份是 [多选题]

汉语课主讲教师

汉语课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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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才艺教师

第9题您在孔子学院所教汉语课程类别 [多选题]

综合课

口语课

阅读课

写作课

听力课

才艺课

中文俱乐部

其他

第10题您所任教的学校是否有本土教师[单选题]

是

否

第11题您认为所任教学校的本土教师在汉语课堂中使用目的语(汉语)教

学的比例是[单选题]

0％一20％

20％一5096

50％一70％

70％-100％

第12题您在课堂教学中使用英语作为媒介语的频率是 [单选题]

从不使用

使用较少

使用较多

全程使用

第13题您在汉语教学中使用英语作为媒介语授课与使用目的语(汉语)作

为媒介语授课的比例是[单选题]

2：8

4：6

6：4

8：2

第14题您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讲解哪个部分时会使用英语作为媒介语[多

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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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义解释

语法解释

课文段落解释

人文风俗介绍

作业、练习、考试讲解

其他

第15题在课堂教学中，如果学生不能明白您所用的目的语(汉语)以及英

语作为媒介语的意思，您会怎么做 [多选题]

继续用英语作为媒介语讲解

使用简单的目的语(汉语)讲解

运用其他教学法使学生理解

第16题在教学过程中，除了使用媒介语进行知识点的讲解，您还运用过那

些教学手段使学生理解教学内容

第17题您在对汉语课堂教学中使用英语作为媒介语的态度是

在课堂上应使用较多，方便学生理解教学内容

在课堂上应适当使用，因材施教

在课堂上应使用较少，尽量利用简单的汉语解释教学内容

在课堂上应避免使用，全程汉语授课

第18题您认为在汉语课堂教学中使用媒介语(英语)的比例应为 [单选题]

0％-20％

20％-50％

50％——80％

8070——100％

第19题您对在汉语课堂教学中教学媒介语使用方面的看法是 [填空题]

第20题您对海外汉语课堂教学媒介语使用原则的建议是 [填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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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课堂教学媒介语使用情况课堂观察要点

1．英国本土汉语教师在课堂中使用教学媒介语的情况，以及课堂氛围和学生

反馈。

2．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在课堂中使用教学媒介语的情况，以及课堂氛

围和学生反馈。

3．不同学习阶段的学习者对媒介语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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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伦敦中医孔子学院师生访谈提纲

一、对教师访谈内容提纲

1．学生的汉语水平。

2．学生的学习动机。

3．对在汉语课堂教学中教学媒介语使用方面的看法。

4．针对不同授课对象对海外汉语课堂教学媒介语使用原则的建议。

二、对学生访谈内容提纲

1．对汉语教师授课方式是否满意。

2．希望上什么样的汉语课。

3．教师是否应该使用媒介语进行教学。

4．教师的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使用量是否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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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1．马丽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探析．科教导刊．2018(9)．

2．马丽雯．浅析零媒介语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问题及解决对策．戏剧之家．2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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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

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

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己

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因本学位论文引起的法律后果完全由本人承担。

论文题目：故柒闽燃行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与甬雯
签字日期幽f心月胡

哈尔滨师范大学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哈尔滨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

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纸质版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

和借阅。本人授权哈尔滨师范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中国

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知识资源总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

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可以公开学位论文的全部或

部分内容。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马两‘妻
签字日期：函盯罗年石月g日

⋯名：弓墨吒哆、
签字日期文雳6月cf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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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论文的撰写己经接近尾声，回想起选题之初，与导师

反复讨论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论文相关工作的进行确实

遇到了一些不可预料的困难。

在这个过程中，我最该感谢的人就是我最尊敬的导师张晓涛教授，张老师充

分理解我在海外教学与研究的难处，是他的鼓励和教导，帮助我克服了焦虑，给

了我研究继续下去的勇气和动力。此外，我还要感谢对我们的研究给予全力支持

的伦敦中医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许亦农教授和刘晓新教授，是他们在我研究过程

中遇到困难时鼎力相助，替我排除万难，感谢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所有协助调查研

究的教师们，是他们的全力配合，使我完成了本次完整的调查。同时我也要感谢

国际教育学院培养过我的老师们，程书秋、李国慧、曲风荣、戴云、李唐、邵华

等各位老师，感谢恩师们对我的教诲和栽培!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

他们是我永远最坚强的后盾，真心感谢!

学海无涯，我愿做最勤奋的那一朵浪花，在对外汉语的浪潮中绽放出绚丽的

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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