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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慕 课 是 一 种 基 于 开 放 、创 新 理 念 的 教 学 新 模 式 ，能 够 为 世 界 各 地 的  

汉 语 学 习 者 提 供 了 一 种 更 便 捷 、更 优 质 的 学 习 体 验 与 教 学 服 务 ，有 助 于 提 升 汉 语 国 际 教 育 质  

量 ，促 进 汉 语 更 好 地 走 向 世 界 。 本 文 从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慕 课 的 发 展 现 状 入 手 ，分 析 了 当 前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慕 课 的 发 展 特 征 ，然 后 从 国 家 、高 校 和 教 师 三 个 层 面 ，提 出 了 今 后 加 强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慕 课 建 设 的 三 点 建 议 ：国 家 应 加 大 政 策 支 持 力 度 ；高 校 应 着 力 推 进 对 外 汉 语 慕 课 建 设 ；慕 课 主  

讲 教 师 应 努 力 提 高 业 务 能 力 ，以 促 进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慕 课 的 健 康 可 持 续 发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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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慕课的内涵、特点与发展现状

(一）慕课的内涵

“慕课& MOOC或 MOOCs)—词音译于英语缩 

写，最早是由 DaveCormier 和 Bryan Alexander 在 

2008年提出，是指“大规模的网络开放课程”。 “ M” 

代 表 MaSSive(大规模），即慕课可以容纳数以万计的 

学生;第一个“O”代 表 Open，指不分国籍、地域、性 

别、年龄等，只要学习者有学习兴趣和需要，都可以 

进行课程的学习；第二 个“O”代 表 Online，即慕课在 

网上完成学习内容，不受时空限制；“C”代 表 Course， 
即从本质上讲，它是一门“课程”，有些慕课只要通过最 

终测试，就可以获得实体学校的学分或颁发结业证书。

(二）慕课的特点

与传统的课堂教学相比，慕课教学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课程人数方面，传统课堂一般是几十人或 

几百人，而慕课课堂以开放为理念，可同时容纳数以 

万计的学生；二是课时长度方面，一节传统课堂通常 

为 4 5分钟，而慕课课堂一般是10 — 1 5分钟的微课 

程 ；三是授课方式方面，传统课堂以师生面对面的交 

流方式授课，而慕课课堂则是采取视频播放、网上互 

动的学习方式；四是就上课时间地点而言：传统课堂 

受到时间、地点等因素影响，而慕课教学不受时空局 

限，学生可以随时随地在线学习；五是学习动机方 

面 ，传统课堂的学习者往往被动参加学校规定的相 

关课程，而在慕课教学中，学生可以根据自身需求 

和兴趣，主动选择课程；六是学习效果评估方面，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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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课 堂 以 教 师 评 价 为 主 ，而 慕 课 教 学 在 课 程 结 束 后  

由 电 脑 系 统 出 题 进 行 评 测 或 者 由 学 习 同 伴 进 行

互 评 。

(三）慕课的发展现状

慕 课 的 概 念 最 早 于 2 0 0 8 年 出 现 。2 0 1 1 年 美 国  

斯 坦 福 大 学 基 于 慕 课 理 念 在 网 上 推 出 的 一 门 免 费 课  

程 受 到 广 泛 欢 迎 ，慕 课 因 此 得 到 快 速 发 展 ，慕 课 领 域  

的 “三 大 平 台 ”—— U d a c i t y、C o u r s e r a 和 e d X 相 继 出  

现 。到 了  2 0 1 2 年 ，“三 大 平 台 ”吸 纳 了 众 多 美 国 顶 尖  

名 校 ，并 获 得 了 数 千 万 美 元 的 投 资 支 持 。同 时 ，不 论  

是 课 程 内 容 还 是 课 程 数 量 都 得 到 了 极 大 丰 富 ，世 界  

各 地 的 慕 课 平 台 及 课 程 如 雨 后 春 笋 般 出 现 ，《纽 约 时  

报 》因 此 将 2 0 1 2 年 称 为 “慕 课 元 年 ”。到 了  2 0 1 ! 年 ， 

慕 课 已 得 到 了 国 际 社 会 的 普 遍 关 注 ！。

2 0 1 3 年 初 中 国 大 学 开 始 了 慕 课 的 建 设 发 展 。 

2 0 1 3 年 5 月 ，北 京 大 学 和 清 华 大 学 率 先 加 人 e d X ，同 

年 清 华 大 学 推 出 了 第 一 个 中 文 慕 课 平 台 “学 堂 在  

线 ”，从 此 在 国 内 掀 起 了 建 设 中 文 慕 课 平 台 的 新 一 轮  

热 潮 ，因 此 有 人 把 这 一 年 称 为 “中 国 的 慕 课 元 年 ”。 

之 后 ，不 仅 出 现 了 果 壳 网 、果 实 网 、慕 课 网 和 华 文 慕  

课 等 中 文 慕 课 网 络 平 台 ，复 旦 大 学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等  

国 内 名 校 也 开 始 打 造 自 己 的 慕 课 平 台 ，将 本 校 的 精  

品 课 程 推 向 网 络 ，探 索 基 于 新 技 术 、新 理 念 的 教 育 教  

学 新 模 式 。

二、对外汉语教学慕课的现状与 

分析

慕 课 是 一 种 基 于 开 放 、创 新 理 念 的 教 学 新 模 式 ， 

正 在 触 发 传 统 的 教 学 形 态 ，使 其 发 生 根 本 性 改 变 。 

它 有 利 于 优 化 教 育 资 源 分 配 ，降 低 教 育 成 本 ，促 进 教  

育 公 平 ，对 于 提 升 教 育 教 学 质 量 、实 现 教 学 手 段 的 现  

代 化 具 有 重 要 的 意 义 。

将 慕 课 的 理 念 应 用 于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可 以 充 分  

发 挥 慕 课 自 身 的 优 势 ，如 大 规 模 、开 放 性 、网 络 化 等 ， 

打 破 时 空 限 制 ，为 世 界 各 地 的 汉 语 爱 好 者 提 供 便 利  

的 条 件 来 接 触 并 系 统 学 习 中 国 的 语 言 文 化 ，进 而 加  

大 了 汉 语 国 际 传 播 的 广 度 和 深 度 。

目 前 ，在 国 外 的 三 大 慕 课 平 台 及 国 内 的 果 壳 网 、 

果 实 网 、学 堂 在 线 等 知 名 慕 课 平 台 上 ，已 提 供 的 对 外  

汉 语 慕 课 课 程 数 量 在 1 0 个 左 右 ，本 文 将 对 这 些 课 程  

的 现 状 进 行 介 绍 和 分 析 。

(一） 清华大学对外汉语教学慕课的现状

T s i n g h u a X 是 清 华 大 学 建 立 的 慕 课 开 发 平 台 ，主

要 依 托 e d X 平 台 发 布 慕 课 课 程 ，已 发 布 的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慕 课 主 要 是 “清 华 汉 语 ”课 程 。

“清 华 汉 语 ”（丁 7 + 1 1 ) , 〇 0 1 6 3 6 : ：1 3 8丁 31 1 0 1 1 1  

w it h  1. 3 B i l l i o n P e o p l e )是 由 清 华 大 学 和 e d X 慕 课 平  

台 2 0 1 6 年 ！月 2 5 日 合 作 推 出 的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慕 课 。 

该 课 程 针 对 在 中 国 工 作 或 学 习 的 外 国 人 而 设 计 ，课  

程 讲 授 和 习 题 部 分 ，完 全 再 现 北 京 的 真 实 生 活 场 景 ， 

因 内 容 丰 富 且 实 用 性 强 而 备 受 好 评 。 课 程 每 周 更 新  

一 次 ，每 周 的 课 程 超 过 两 个 小 时 ，预 计 学 习 者 在 6 周 

内 完 成 课 程 。

“清 华 汉 语 ”每 周 的 课 程 主 题 包 括 问 候 、自 我 介  

绍 、交 通 、食 品 、住 宿 和 购 物 6 个 方 面 ，课 程 内 容 包 括  

拼 音 、对 话 、汉 字 、听 力 、下 午 茶 时 间 和 测 试 等 ，以 平  

时 成 绩 和 结 课 测 试 成 绩 之 和 为 最 终 成 绩 。 课 程 采 用  

创 新 的 游 戏 化 习 题 设 计 ，每 周 以 故 事 引 人 ，通 过 设 定  

具 体 任 务 场 景 ，对 学 习 者 来 说 具 有 一 定 的 吸 引 力 和  

挑 战 性 。 “清 华 汉 语 ”的 主 讲 教 师 多 数 有 3 0 年 以 上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经 验 ，对 不 同 文 化 背 景 下 的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有 丰 富 的 经 验 。 授 课 教 师 采 用 中 英 语 结 合 的 教 学  

方 式 ，简 单 的 句 子 采 用 汉 语 教 学 ，相 对 困 难 的 句 子 则  

用 英 语 教 学 。 课 程 视 频 采 用 混 合 式 录 制 方 式 ，每 个  

部 分 由 不 同 的 教 师 负 责 。 课 程 教 材 与 全 球 最 知 名 的  

汉 语 词 典 A P P  “P l e c o ”合 作 ，提 供 详 细 的 课 文 及 生 词  

例 句 ，并 由 课 程 开 发 者 将 课 程 内 容 整 理 成 书 籍 形 式 ， 

其 电 子 版 被 上 传 至 课 程 平 台 ，学 习 者 可 以 自 行 下 载  

使 用 。 该 课 程 曾 在 2 0 1 6 年 7 月 被 美 国 专 业 的 慕 课 测  

评 网 站 —— C l a s s C e n t a l 网 站 评 为 “史 上 最 佳 5 0 门 

在 线 课 程 ”之 一 。

(二）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学慕课的现状

作 为 国 内 最 具 影 响 力 的 高 等 学 府 之 一 ，北 京 大

①马芸，郑燕林，史慧姗.国内高校MOOC的 学 科 分 布 现 状 研 究 现 代 远 距 离 教 育 ，2017(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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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也 积 极 推 进 网 络 开 放 课 程 建 设 ，筹 建 自 身 的 慕 课  

开 发 平 台 P e k i n g X ，并 积 极 与 国 外 知 名 平 台 e d X 和  

C o u r e s a 开 展 合 作 ，共 同 开 发 了 中 级 汉 语 语 法 、中 级  

商 务 汉 语 人 职 与 营 销 篇 、汉 语 人 门 、汉 字 课 程 和 H S K  

课 程 等 慕 课 课 程 。

1 .  中级汉语语法（In t e r m e d ia t e C h in e s e G r a m m a r)

“中 级 汉 语 语 法 ”慕 课 从 2 0 1 4 年 9 月 1 5 日 开 始

借 助 e d X 平 台 上 线 ，每 个 视 频 授 课 时 间 平 均 为 1 5 分  

钟 左 右 ，为 期 1 3 周 。 本 课 程 主 要 讲 解 学 习 者 容 易 发  

生 偏 误 的 1 2 个 汉 语 语 法 项 目 ，帮 助 学 习 者 准 确 掌 握  

相 关 语 法 规 则 ，以 期 进 一 步 提 高 学 习 者 的 汉 语 实 际  

交 际 能 力 。

课 程 基 于 汉 语 语 法 的 特 点 ，聚 焦 于 时 点 与 时 量 、 

地 点 表 达 、离 合 词 、补 语 、把 字 句 、定 语 和 状 语 等 语 法  

项 目 。 每 周 的 课 程 以 知 识 点 的 讲 解 、练 习 、补 充 视 频  

和 作 业 与 讨 论 区 4 个 方 面 构 成 。 课 程 的 主 讲 教 师 采  

用 汉 语 教 学 ，并 在 课 程 中 配 上 中 英 文 双 语 字 幕 ；在 课  

程 录 制 全 程 采 用 内 录 和 外 录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使 录 制  

的 内 容 更 加 生 动 多 样 。 课 程 采 用 的 教 材 是 由 授 课 教  

师 编 写 的 《中 级 汉 语 语 法 讲 义 》。 课 程 在 语 法 教 学 上  

多 采 用 演 绎 法 和 归 纳 法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通 过 演 绎 法  

揭 示 语 法 规 则 ，在 大 量 练 习 之 后 ，再 做 归 纳 总 结 ，加  

深 对 规 则 的 理 解 ® 。 课 程 测 试 主 要 分 为 期 中 、期 末 两  

次 考 试 ，在 考 核 标 准 的 设 定 上 ，所 有 测 试 正 确 率 达 到  

6 0 % 即 为 通 过 " 。

2 .  中级商务汉语一 入 职 与营销篇（In t e r m e d ia t e  

b u s in e s s  C h in e s e一 R e c r u i t m e n t  a n d M a r k e t i n g )

2 0 1 5 年 1 0 月 8 日 ，“中 级 商 务 汉 语 一 人 职 与 营  

销 篇 & 以 下 简 称 “中 级 商 务 汉 语 & 在 e d X 平 台 正 式  

上 线 。 这 是 针 对 具 有 一 定 汉 语 水 平 的 外 国 学 习 者 的  

商 务 汉 语 课 程 ，学 习 者 可 以 通 过 这 门 课 程 会 学 习 与  

商 务 有 关 的 汉 语 词 语 和 表 达 ，了 解 一 些 中 国 特 有 的  

商 务 文 化 。

课 程 共 分 为 两 篇 6 课 ，需 要 6 周 时 间 学 习 。 “两  

篇 ”是 公 司 人 职 篇 和 市 场 营 销 篇 。 公 司 人 职 篇 包 括

“招 聘 广 告 ”“应 聘 面 试 ”“人 职 第 一 天 ”三 个 主 题 ；市  

场 营 销 篇 包 括 “产 品 介 绍 ”“市 场 营 销 ”“售 后 服 务 ”三  

个 主 题 。 每 周 课 程 的 主 要 内 容 包 括 词 语 、课 文 或 对  

话 、相 关 文 化 、测 试 。 授 课 教 师 采 用 汉 语 进 行 教 学 ， 

保 证 了 学 习 者 在 汉 语 的 语 言 环 境 下 学 习 ，讲 解 时 同  

步 配 上 中 文 字 幕 ，便 于 学 生 理 解 课 程 的 内 容 ' 果 程 视  

频 均 采 用 外 录 的 方 式 ，对 于 交 际 目 标 较 高 的 汉 语 课  

程 来 说 ，能 够 保 证 教 师 和 学 习 者 的 互 动 效 果 。 课 程  

没 有 指 定 的 书 籍 教 材 ，教 学 内 容 以 平 台 上 传 的 课 件  

为 基 础 。 词 汇 教 学 主 要 采 用 直 接 法 、类 聚 法 、联 想  

法 ，根 据 词 汇 的 特 点 选 择 适 合 的 教 学 方 法 ' 吾 法 教 学  

均 采 用 演 绎 法 ，先 讲 解 后 练 习 。 课 程 总 时 长 约 为 两  

个 月 ，新 课 周 一 至 周 五 逐 天 公 布 ，共 发 布 6 周 课 程 。 

最 后 一 周 公 布 每 周 的 学 习 重 点 并 进 行 期 末 测 试 ，学  

习 者 凭 每 周 测 试 和 期 末 测 试 的 成 绩 申 请 课 程 证 书 。

3 • 汉 语 入 门 （ M o r e C h i n e s e  f o r B e g i n n e r )

“汉 语 人 门 ”是 2 0 1 4 年 9 月 由 北 京 大 学 与  

C o u r e s a 平 台 推 出 的 面 向 初 学 者 的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慕  

课 。 课 程 采 用 自 助 课 程 形 式 ，将 7 周 的 课 程 一 次 性 发  

布 在 C o u r e s a 平 台 上 ，让 学 习 者 自 行 安 排 学 习 进  

度 ③ 。 课 程 每 周 为 2  — 4 小 时 ，每 周 一 个 主 题 。 学 习  

者 通 过 这 门 课 程 可 以 提 高 听 力 和 口 语 能 力 ，并 了 解  

中 国 社 会 的 文 化 。 该 课 程 的 学 习 者 已 超 过 5 0 万 人 ， 

分 布 在 2 0 0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

这 门 课 程 主 要 包 括 拼 音 介 绍 和 日 常 表 达 两 大 方  

面 内 容 。 课 程 遵 循 汉 语 教 学 规 律 ，由 易 到 难 ，涵 盖 汉  

语 自 我 介 绍 ，介 绍 所 在 城 市 及 天 气 ，购 物 出 行 以 及 谈  

论 爱 好 、美 食 等 与 日 常 生 活 紧 密 相 关 的 内 容 。 授 课  

中 ，教 师 使 用 英 语 进 行 教 学 ，除 了 课 文 内 容 的 朗 读 外  

均 用 英 语 进 行 讲 解 ' 见 频 课 程 采 用 外 录 的 方 式 ，充 分  

满 足 学 习 者 对 与 教 师 互 动 的 需 要 。 在 教 学 方 法 的 使  

用 上 ，句 型 讲 解 的 方 法 通 常 使 用 演 绎 法 ，讲 解 句 型 使  

用 条 件 后 再 给 出 例 句 ' 吾 音 教 学 中 采 用 教 具 演 示 、夸  

张 发 音 声 调 组 合 等 教 学 方 法 ，而 词 汇 教 学 通 常 采 用  

翻 译 法 、直 接 法 来 讲 解 。

① 李泉.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研究综观+  , 语言文字应用，2007(4) #1.

② 徐晶凝.基于“中级汉语语法”慕 课 的 思 考 中 国 大 学 教 学 ，2016(4) #8.

③ 王添淼，裴伯杰•汉语慕课课程个案研究+ ] . 民族教育研究，2016(2)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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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课 程 需 要 & 周 时 间 学 习 ，每 周 包 括 4 个 单 元 ， 

共 2 8 个 单 元 。 每 个 单 元 包 括 微 视 频 讲 座 、在 线 小 测  

验 和 课 后 拓 展 训 练 三 部 分 内 容 。 学 习 者 只 有 通 过 单  

元 测 试 ，才 能 进 人 下 一 阶 段 学 习 。

4•汉字课程 （ C h i n e s e C h a r a c t e r s  f o r  b e g i n n e r )

2 0 1 5 年 1 0 月 ，“汉 字 ”慕 课 在 C o u r e s a 平 台 正 式  

上 线 。 在 学 习 该 课 程 之 前 ，学 生 需 要 掌 握 汉 语 拼 音 ， 

开 发 者 建 议 学 习 者 先 完 成 “汉 语 人 门 ”的 课 程 后 再 进  

行 该 门 课 程 的 学 习 。

“汉 字 ”慕 课 课 程 根 据 部 件 将 汉 字 归 类 ，授 课 内  

容 包 括 笔 画 、部 件 和 整 字 的 读 音 、书 写 笔 顺 和 字 形 、 

字 义 和 字 词 搭 配 ，并 辅 以 相 应 的 练 习 测 试 。 授 课 教  

师 主 要 以 中 文 讲 授 为 主 ，只 有 在 字 词 的 注 释 部 分 采  

用 英 文 教 学 ; 视 频 采 用 内 录 的 方 式 ，画 面 中 没 有 教 师  

讲 课 的 镜 头 只 显 示 讲 课 的 内 容 ，因 此 只 通 过 录 屏 软  

件 即 可 完 成 。 课 程 没 有 统 一 的 书 籍 和 教 材 ，教 学 内  

容 以 课 堂 上 展 示 的 字 词 为 准 。 教 学 方 法 上 ，采 用 直  

观 演 示 的 方 式 进 行 教 学 ，学 习 者 可 以 更 好 地 学 习 汉  

形 。

课 程 共 需 要 1 0 周 时 间 学 习 。 课 程 每 周 更 新 一  

次 ，时 长 为 5 — 7 个 小 时 ，通 过 所 有 计 分 作 业 ，即 可 被  

认 定 为 完 成 课 程 ，并 允 许 申 请 课 程 证 书 。

5. H S K  课程 （ C h in e s e  F o r  H S K )

2 0 1 6 年 1 0 月 ，北 京 大 学 在 C o u r s e r a 平 台 推 出 全  

球 首 个 H S K 慕 课 课 程 。 这 门 课 程 涵 盖 所 有 H S K 6 

级 内 容 ，目 前 只 上 线 了  1 一 3 级 课 程 ，4 一 6 级 课 程 将  

于 2 0 1 7 年 年 底 前 全 部 上 线 。 每 个 级 别 的 课 程 需 要 7 

周 时 间 学 习 ，由 6 周 的 新 课 和 一 周 的 测 试 构 成 ，课 程  

一 次 性 更 新 所 有 课 程 ，方 便 学 习 者 有 效 规 划 时 间 。 

目 前 ，1 一 3 级 课 程 面 向 零 起 点 和 略 有 汉 语 基 础 的 学  

员 ，旨 在 系 统 地 提 高 学 习 者 的 汉 语 语 言 技 能 ，提 升 学  

习 者 在 中 国 的 日 常 交 际 水 平 ，帮 助 汉 语 学 习 者 顺 利  

通 过 H S K 等 级 考 试 。

“H S K 课 程 ”每 周 课 程 主 要 有 语 音 、生 词 和 课 文 、 

汉 字 、互 动 作 业 和 测 验 几 大 部 分 组 成 。 该 慕 课 没 有  

统 一 的 教 材 ，授 课 内 容 将 会 通 过 平 台 上 传 到 学 习 者  

手 中 。 主 讲 教 师 采 用 英 文 授 课 ，除 了 课 文 内 容 的 朗  

读 外 均 用 英 语 进 行 教 学 ；视 频 课 程 采 用 外 录 的 方 式 ，

便 于 更 好 地 调 动 学 习 者 的 互 动 积 极 性 。 语 音 教 学 采  

用 教 具 演 示 、声 调 组 合 等 方 法 ，而 词 汇 教 学 通 常 采 用  

翻 译 法 、直 接 法 来 讲 解 ，语 法 点 的 讲 解 通 常 使 用 演 绎  

法 ，讲 解 语 法 点 的 意 义 和 功 能 后 再 给 出 例 句 。 该 慕  

课 的 每 节 课 词 语 及 课 文 均 配 有 录 音 以 供 学 习 者 下  

载 ，课 后 练 习 题 和 测 验 题 形 式 多 样 ，因 此 深 受 汉 语 学  

习 者 的 好 评 。

(三） 上海交通大学对外汉语教学慕课的现状

“好 大 学 在 线 & C N M 0 0 C )是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拥 有  

的 慕 课 平 台 。 依 托 该 平 台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与 C o u r e s a  

慕 课 平 台 开 展 战 略 合 作 ，推 出 了  “你 好 ，中 文 ！”系 列  

课 程 。

“你 好 ，中 文 ！ ” （ L e a r n  M a n d a r in  C h i n e s e ) 是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和 C o u r e s a 平 台 于 2 0 1 6 年 1 0 月 合 作 推  

出 的 面 向 初 学 者 的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慕 课 课 程 ，目 的 是  

通 过 丰 富 的 教 学 形 式 ，教 会 学 生 进 行 日 常 对 话 交 流 ， 

并 且 通 过 扩 展 阅 读 材 料 帮 助 学 习 者 了 解 中 国 的 风 土  

人 情 。 该 课 程 目 前 更 新 了  3 个 级 别 ，每 个 级 别 各 有 5 

周 的 课 程 ，每 周 更 新 一 次 ，系 列 课 程 计 划 于 2 0 1 7 年 暑  

期 全 部 建 成 。 学 完 整 个 系 列 教 程 的 学 习 者 相 当 于  

H S K 2 级 的 汉 语 水 平 ，不 仅 能 够 获 得 课 程 结 业 证 书 ，还  

能 够 直 接 在 线 参 加 H S K 考 试 并 获 得 汉 语 水 平 证 书 。

课 程 为 学 习 者 构 建 了 自 我 介 绍 、表 达 时 间 、方  

位 、爱 好 、约 会 、购 物 等 场 景 ，通 过 教 学 视 频 、情 景 短  

剧 、在 线 互 动 式 习 题 、文 化 讲 座 、音 频 和 文 本 下 载 、互  

动 论 坛 等 多 种 形 式 ，帮 助 学 习 者 有 效 提 高 汉 语 日 常  

交 际 能 力 。 “你 好 ，中 文 ！”课 程 选 用 的 教 材 是 上 海 交  

大 人 文 学 院 自 主 开 发 的 汉 语 教 材 《你 好 ，中 文 ！》，教  

材 与 教 学 视 频 、课 程 专 用 A P P 结 合 ，形 成 了 立 体 化 的  

教 学 资 源 。 录 制 的 视 频 采 用 外 录 的 方 式 ，课 程 视 频  

为 录 像 式 授 课 课 程 ；教 师 采 用 中 英 文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授 课 ，便 于 学 习 者 理 解 。 词 汇 主 要 采 用 翻 译 法 、话 语  

联 结 法 进 行 教 学 ，不 是 孤 立 地 讲 解 生 词 的 意 思 ；句 型  

采 用 演 绎 法 ，配 合 上 机 械 性 练 习 和 交 际 性 练 习 ，让 学  

生 可 以 快 速 地 掌 握 句 型 ；语 音 教 学 采 用 教 具 展 示 和  

夸 张 发 音 法 ，便 于 学 生 学 习 发 音 。

(四） 台湾政治大学对外汉语教学慕课的现状

M a n d a r i n X 是 由 台 湾 政 治 大 学 开 发 的 汉 语 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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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台 。 目 前 ，M a n d a r i n X 与 e d X 平 台 合 作 推 出 了 基  

础 汉 语 和 商 务 汉 语 两 门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慕 课 。

1• 基 袖 汉 语 （B a s i c M a n d a r i n C h i n e s e )

“基 础 汉 语 ”是 台 湾 政 治 大 学 和 e d X 平 台 于 2 0 1 6  

年 5 月 开 发 推 出 的 汉 语 基 础 课 程 。 一 共 有 1 6 周 的 课  

程 ，每 周 更 新 一 次 。

在 教 学 内 容 方 面 ，“基 础 汉 语 ”目 前 包 括 3 个 级 别  

的 课 程 ，基 础 汉 语 1 - 级 别 各 有 6 节 课 ，基 础 汉 语 3 

级 有 4 节 课 。 级 别 1 包 括 介 绍 自 己 、过 海 关 、搭 计 程  

车 、酒 店 登 记 等 ；级 别 2 包 括 逛 老 街 、家 人 、买 东 西 等 ； 

级 别 3 则 包 括 看 电 影 、学 中 文 、做 健 康 检 查 和 去 运 动  

4 节 内 容 。 在 每 周 4 个 小 时 的 学 习 中 ，课 程 通 常 包 括  

简 介 、词 汇 、语 法 、对 话 、阅 读 资 料 、文 化 介 绍 和 测 试 7 

个 部 分 。 课 程 录 制 基 本 上 采 用 外 录 的 方 式 ！ ，给 学 习  

者 模 拟 真 实 课 堂 的 互 动 。 课 程 全 程 采 用 全 英 文 教  

学 ，在 视 频 中 配 有 拼 音 和 英 文 字 幕 。 课 程 没 有 规 定  

统 一 的 书 籍 教 材 ，教 学 材 料 是 课 程 开 发 者 提 供 的 文  

本 和 资 料 。 基 础 汉 语 在 语 音 教 学 时 采 用 图 片 展 示 、 

重 复 模 仿 等 方 法 ，学 习 者 通 过 多 次 重 复 练 习 学 会 发  

音 ；词 汇 教 学 时 运 用 了 直 观 法 、翻 译 法 来 讲 解 ，方 便  

零 基 础 的 学 习 者 理 解 词 汇 意 义 ；语 法 教 学 则 采 用 演  

绎 法 ，先 讲 解 后 练 习 。

2• 商 务 汉 语 （ M a n d a r i n C h i n e s e  f o r B u s i n e s s )

商 务 汉 语 慕 课 开 课 于 2 0 1 6 年 8 月 2 2 日 ，专 门 为  

想 要 在 中 国 开 展 商 业 活 动 的 外 国 商 务 人 士 而 设 立 。 

这 门 课 程 除 了 教 授 必 要 的 商 务 词 汇 和 句 型 之 外 ，还  

会 为 学 习 者 展 示 中 国 的 商 业 文 化 和 教 学 实 践 ，帮 助  

学 习 者 更 好 地 发 展 与 中 国 合 作 伙 伴 的 关 系 。 课 程 依  

托 e d X 平 台 运 行 ，每 两 周 发 布 一 次 。

该 课 程 共 有 6 节 课 内 容 ，分 别 围 绕 寻 找 合 作 伙  

伴 、参 加 展 会 、商 务 聚 餐 、商 务 谈 判 、签 署 合 同 和 维 护  

合 作 关 系 6 大 主 题 展 开 ，每 节 课 分 为 简 介 、生 词 、语  

法 、对 话 、文 化 和 测 试 6 个 部 分 ，并 在 课 程 后 提 供 测  

试 ，以 检 验 学 习 效 果 。 课 程 采 用 全 英 文 教 学 ，并 在 课  

程 中 配 上 中 英 文 双 语 字 幕 ；教 学 视 频 全 程 采 用 外 录  

的 方 式 ，教 师 和 学 生 进 行 直 面 互 动 。 课 程 没 有 提 供

统 一 的 教 材 ，每 周 授 课 内 容 均 以 对 话 视 频 为 基 础 进  

行 教 学 。 课 程 语 音 教 学 采 用 夸 张 发 音 、声 调 组 合 的  

教 学 方 法 ；词 汇 教 学 中 主 要 采 用 翻 译 法 和 语 素 义 法 ； 

语 法 教 学 则 绝 大 多 数 采 用 演 绎 法 。 在 开 始 学 习 这 门  

课 程 前 ，课 程 开 发 者 建 议 学 习 者 先 完 成 由 M a n d a r i n X  

开 发 的 “基 础 汉 语 ”级 别 1 和 2 为 佳 。

三、对外汉语教学慕课的特点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慕 课 作 为 一 门 语 言 类 教 学 慕 课 ， 

与 其 他 学 科 的 慕 课 相 比 既 有 相 同 之 处 ，也 有 自 身 独  

具 的 特 征 ，其 特 点 体 现 在 以 下 4 个 方 面 #

(一） 教学设计立足日常交际

世 界 各 地 的 学 习 者 学 习 汉 语 的 目 的 不 尽 相 同 ， 

近 年 来 呈 现 出 多 元 化 的 趋 向 。 但 无 论 是 出 于 工 作 、 

学 习 需 要 ，还 是 在 中 国 生 活 、旅 游 需 要 ，都 离 不 开 将  

汉 语 作 为 一 种 交 际 工 具 来 使 用 。 因 此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慕 课 的 教 学 设 计 应 立 足 于 语 言 作 为 日 常 交 际 工 具  

的 本 质 特 点 ，把 培 养 学 习 者 的 汉 语 交 际 能 力 作 为 首  

要 目 标 ，体 现 “学 以 致 用 ”的 初 衷 。 第 一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慕 课 中 选 择 的 语 言 材 料 都 与 日 常 生 活 息 息 相 关  

的 ，它 能 够 满 足 学 习 者 用 汉 语 进 行 交 际 的 需 求 ，体 现  

出 了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慕 课 培 养 学 习 者 交 际 能 力 的 最 根  

本 的 教 学 目 的 。 第 二 ，选 择 有 丰 富 教 学 经 验 的 教 师  

授 课 ，让 教 师 通 过 适 当 的 教 学 方 法 和 言 语 技 能 训 练 ， 

帮 助 学 习 者 掌 握 用 汉 语 进 行 日 常 沟 通 的 能 力 。 第  

三 ，通 过 设 置 真 实 的 日 常 交 际 情 境 ，让 学 生 在 语 境 中  

真 正 学 会 如 何 使 用 汉 语 ，进 而 有 效 提 高 学 习 者 的 汉  

交 际  力 。

(二） 教材编写适应慕课教学

教 材 是 教 师 组 织 教 学 、学 生 课 堂 学 习 的 基 础 和  

依 据 ，是 连 接 教 和 学 的 桥 梁 。 教 材 编 写 要 体 现 便 学  

利 教 的 原 则 ，应 在 把 握 本 课 程 的 教 学 要 求 与 教 学 特  

点 及 对 学 习 者 充 分 了 解 的 基 础 上 ，选 取 最 合 适 的 材  

料 ，做 出 合 理 的 安 排 。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涵 盖 了 汉 语 的  

语 音 、词 汇 、语 法 、汉 字 等 要 素 ，教 材 的 编 写 只 有 适 应  

本 门 课 程 的 教 学 特 点 ，才 能 更 好 地 与 课 程 搭 配 ，从 而

①陈江 .慕课的建设与实施策略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1) :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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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学 习 者 的 汉 语 能 力 提 高 起 到 推 动 作 用 。 因 此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慕 课 的 教 材 编 写 应 体 现 汉 语 的 语 言 特 点  

及 其 教 学 规 律 ，同 时 适 应 慕 课 课 堂 的 教 学 特 殊 性 。 

首 先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慕 课 的 教 材 并 不 是 选 用 现 成 的  

教 材 ，以 教 材 内 容 来 确 定 授 课 内 容 ，而 是 根 据 课 程 视  

频 编 写 ，将 视 频 内 容 以 文 字 形 式 汇 总 成 教 材 。 形 成  

的 教 材 通 常 只 是 符 合 本 门 慕 课 课 程 ，并 不 能 与 其 他  

慕 课 共 同 使 用 。 其 次 ，慕 课 课 程 中 教 师 大 多 用 英 文  

进 行 讲 解 ，并 在 视 频 字 幕 中 标 注 拼 音 ，所 以 现 有 教 材  

都 是 汉 字 与 拼 音 共 同 出 现 ，并 用 英 文 注 释 。 第 三 ，因 

为 慕 课 课 堂 的 教 学 需 要 学 习 者 在 每 节 课 结 束 后 马 上  

进 行 本 课 练 习 ，所 以 相 比 于 传 统 课 堂 的 对 外 汉 语 教  

材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慕 课 的 教 材 一 般 没 有 或 者 只 有 少  

量 练 习 。

(三） 课堂教学体现因材施教

在 第 二 语 言 教 学 中 ，课 堂 教 学 是 帮 助 学 习 者 学  

习 和 掌 握 目 的 语 的 主 要 场 所 。 与 其 他 学 科 的 慕 课 相  

比 ，对 外 汉 语 慕 课 的 学 习 者 往 往 来 自 不 同 的 文 化 背  

景 ，情 况 千 差 万 别 。 这 就 要 求 课 堂 教 学 过 程 中 要 充  

分 考 虑 学 习 者 的 个 体 因 素 差 异 和 多 元 化 需 求 ，针 对  

不 同 类 型 的 学 生 特 点 ，采 取 行 之 有 效 的 教 学 措 施 。 

首 先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慕 课 的 学 习 者 可 以 从 自 身 的 汉  

语 水 平 和 学 习 兴 趣 出 发 ，选 择 难 度 适 合 的 慕 课 课 程  

进 行 学 习 ，这 样 可 以 有 效 避 免 传 统 课 堂 “一 刀 切 ”的 

弊 端 ，体 现 教 学 分 层 原 则 。 其 次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慕 课  

的 课 堂 中 学 习 者 人 数 较 多 且 学 习 者 接 受 知 识 的 能 力  

有 差 异 ，所 以 慕 课 主 讲 教 师 把 重 点 放 在 基 础 知 识 上  

的 同 时 ，也 会 兼 顾 基 础 好 的 学 习 者 ，对 教 学 内 容 进 行  

适 当 扩 展 ，使 每 个 学 生 都 学 有 所 得 ，体 现 因 材 施 教 原  

则 。 第 三 ，在 课 堂 练 习 的 设 置 中 也 是 由 易 到 难 、层 次  

分 明 ，满 足 不 同 程 度 学 习 者 的 学 习 需 求 。

(四） 测试评估采用成绩测验

对 外 汉 语 测 试 的 目 的 是 为 了 考 察 学 习 者 是 否 掌  

握 课 程  识 点  汉  力 。 对 外 汉  教 学 慕 课

常 采 用 人 机 交 互 的 方 式 进 行 成 绩 测 验 ，其 具 有 以 下  

特 点 ：一 是 采 用 客 观 性 测 试 。 相 比 传 统 课 堂 而 言 ，慕

课 课 堂 因 为 受 到 条 件 和 技 术 的 限 制 ，课 后 测 试 部 分  

多 以 选 择 和 填 空 等 客 观 性 试 题 为 主 ，采 用 电 脑 评 分  

的 方 式 ，检 测 学 习 者 对 课 程 内 容 的 掌 握 程 度 。 二 是  

利 用 大 数 据 的 优 势 对 课 程 的 教 学 效 果 进 行 评 估 。 教  

师 可 根 据 测 试 反 馈 的 数 据 推 测 出 学 习 者 的 学 习 效  

果 ，以 便 集 中 解 答 学 生 存 在 的 共 性 问 题 ，同 时 ，对 慕  

课 课 程 的 教 学 方 法 和 教 学 内 容 进 行 及 时 地 调 整 ，改  

进 用 户 体 验 ，更 好 地 满 足 学 习 者 的 个 性 化 教 育 需 求 。

四、针对对外汉语教学慕课的几点 

思考

2 0 1 3 年 1 2 月 ，第 8 届 全 球 孔 子 学 院 大 会 召 开 ， 

时 任 孔 子 学 院 总 部 理 事 会 主 席 的 刘 延 东 副 总 理 在 会  

上 提 出 ，要 大 力 提 倡 和 推 动 孔 子 学 院 引 人 慕 课 教 学  

模 式 ① 。 时 至 今 日 ，对 外 汉 语 慕 课 建 设 已 经 走 过 了  ！ 

年 。 慕 课 作 为 一 种 新 兴 的 技 术 手 段 和 教 学 模 式 ，为  

世 界 各 地 的 汉 语 学 习 者 提 供 了 一 种 更 便 捷 、更 优 质  

的 学 习 体 验 与 教 学 服 务 ，有 力 提 升 了 汉 语 传 播 的 广  

。

对 外 汉 语 和 慕 课 结 合 之 初 ，许 多 学 者 对 慕 课 是  

否 适 合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产 生 过 疑 问 。 尽 管 慕 课 课 程 可  

以 让 参 与 者 通 过 网 络 互 动 ，如 同 伴 互 评 或 小 组 活 动  

等 模 式 ; 但 对 于 外 语 学 习 而 言 ，与 同 伴 和 教 师 的 口 语  

交 流 及 反 馈 是 至 关 重 要 的 ，其 功 能 是 很 难 通 过 书 面  

沟 通 的 方 式 实 现 " 。 这 也 是 慕 课 在 外 语 教 学 领 域 发  

展 面 临 的 重 大 挑 战 之 一 。 从 近 几 年 的 实 践 来 看 ，利  

用 慕 课 发 展 汉 语 国 际 教 育 事 业 ，不 仅 符 合 我 国 当 前  

的 国 际 战 略 ，还 可 以 在 解 决 汉 语 教 师 资 源 短 缺 、扩 大  

汉 语 国 际 传 播 影 响 力 等 方 面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 。 因 

此 ，大 力 推 广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慕 课 ，仍 然 是 当 前 汉 语 国  

际 教 育 学 科 建 设 的 重 要 途 径 之 一 。 今 后 应 突 出 抓 好  

下  个  作 。

(一）国家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对 外 汉  教 学 慕 课  统 汉  课 堂 在 时 空

上 的 局 限 ，为 世 界 各 地 的 汉 语 爱 好 者 提 供 了 一 种 更

① 刘菲.中文慕课来了[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06-30(05).

② 杨帆 .慕课在外语教学中的发展和挑战海外英语，2016(15)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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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便 捷 有 效 的 语 言 学 习 途 径 ，这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扩 宽  

了 中 国 语 言 文 化 向 海 外 传 播 的 渠 道 ，有 助 于 加 强 我  

国 国 际 传 播 能 力 建 设 ，提 升 中 华 文 化 的 国 际 影 响 力 。 

因 此 ，国 家 应 加 大 政 策 支 持 力 度 ，促 进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慕 课 良 性 发 展 。 一 要 加 强 顶 层 设 计 ，制 定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的 慕 课 建 设 规 划 。 应 根 据 教 育 部 2 0 1 5 年 4 月 发  

布 的 《关 于 加 强 高 等 学 校 在 线 开 放 课 程 建 设 应 用 与  

管 理 的 意 见 》！ 制 定 汉 语 国 际 教 育 学 科 的 慕 课 建 设  

中 长 期 战 略 规 划 ，鼓 励 高 校 通 过 协 同 创 新 的 方 式 ，有  

组 织 地 建 设 一 批 优 质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慕 课 课 程 ，进 而  

构 建 满 足 海 外 多 元 化 汉 语 学 习 需 求 和 不 同 层 次 汉 语  

教 学 需 要 的 在 线 开 放 课 程 体 系 和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 二  

要 完 善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慕 课 开 发 中 的 多 方 协 作 参 与 机  

制 。 明 确 高 校 和 慕 课 平 台 运 行 机 构 的 主 体 责 任 ，规  

范 慕 课 课 程 建 设 、应 用 和 对 外 推 广 的 工 作 程 序 ，加 强  

教 学 过 程 和 平 台 运 行 监 管 ，保 障 慕 课 平 台 运 行 稳 定  

以 及 用 户 、资 源 的 信 息 安 全 。 三 要 健 全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慕 课 的 课 程 评 价 体 系 。 国 家 相 关 教 育 部 门 应 完 善  

慕 课 课 程 的 长 效 评 价 机 制 建 设 ，通 过 引 人 专 业 的 第  

三 方 评 价 机 构 对 慕 课 课 程 进 行 评 估 ，遴 选 出 一 批 能  

够 弘 扬 中 华 传 统 语 言 文 化 、具 有 国 际 竞 争 力 的 优 质  

对 外 汉 语 慕 课 课 程 。 通 过 加 强 慕 课 课 程 评 价 体 系 建  

设 ，为 国 家 推 进 文 化 软 实 力 建 设 提 供 抓 手 ，为 高 校 改  

进 慕 课 教 学 提 供 反 馈 ，为 世 界 各 地 的 学 习 者 选 择 课  

程 提 供 依 据 。

(二）高校应着力推进对外汉语慕课建设

高 校 是 慕 课 课 程 建 设 的 主 导 者 ，应 充 分 发 挥 我  

国 高 等 教 育 教 学 传 统 优 势 ，同 时 借 鉴 国 际 先 进 技 术  

经 验 ，加 强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慕 课 的 精 品 课 程 建 设 ，构 建  

适 应 国 内 外 不 同 层 次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需 要 的 在 线 开 放  

课 程 体 系 。 一 是 要 推 进 精 品 课 程 战 略 。 课 程 微 视 频  

是 慕 课 教 学 的 核 心 所 在 ，与 传 统 课 堂 相 比 具 有 可 重  

复 观 看 学 习 的 特 性 ，因 此 ，应 通 过 丰 富 教 学 案 例 、练  

习 题 库 等 方 式 ，不 断 对 现 有 慕 课 微 视 频 进 行 完 善 ，以 

求 “打 磨 ”精 品 课 程 ，更 好 地 激 发 学 习 者 对 汉 语 和 中  

国 文 化 的 学 习 兴 趣 。 同 时 ，应 根 据 汉 语 学 习 者 多 元

化 需 求 ，开 发 出 适 应 不 同 层 次 汉 语 教 学 需 要 的 新 课  

程 ，提 供 更 加 便 捷 优 质 的 教 学 服 务 。 二 是 应 加 强 与  

国 内 外 慕 课 平 台 运 营 机 构 的 合 作 。 要 实 现 慕 课 平 台  

上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慕 课 的 多 层 次 性 和 中 国 文 化 内 容 的  

丰 富 性 ，离 不 开 专 业 的 设 计 和 制 作 团 队 。 因 此 ，我 国  

高 校 应 积 极 与 国 内 外 的 慕 课 平 台 开 展 进 一 步 合 作 ， 

推 动 课 程 资 源 和 应 用 数 据 的 对 接 与 共 享 ，充 分 利 用  

大 慕 课  资 源  技 术  开 发  汉  课

程 ，营 造 开 放 合 作 的 网 络 教 学 空 间 。 三 是 完 善 与 慕  

课 学 习 配 套 的 大 数 据 分 析 系 统 。 基 于 慕 课 运 行 机  

制 ，学 习 者 在 参 与 慕 课 课 程 学 习 的 过 程 中 能 够 生 成  

大 量 的 学 习 行 为 数 据 ，通 过 对 这 些 数 据 的 系 统 分 析  

不 仅 可 以 对 慕 课 课 程 本 身 进 行 客 观 评 价 ，还 可 以 对  

学 习 者 的 个 性 化 学 习 需 求 进 行 “把 脉 ”。 然 而 ，目 前  

对 外 汉 语 慕 课 课 程 的 数 据 分 析 技 术 发 展 滞 后 ，不 利  

于 慕 课 课 程 的 评 估 反 馈 。 今 后 ，亟 需 加 大 对 在 线 课  

程 大 数 据 的 采 集 和 分 析 ，为 慕 课 开 发 者 和 教 师 提 供  

有 力 的 数 据 支 撑 ，从 而 有 效 促 进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模 式  

的 改 进 和 教 师 教 学 水 平 的 不 断 提 升 。

(三）慕课主讲教师应努力提高业务能力

教 师 是 慕 课 教 学 的 实 施 主 体 。 近 年 来 ，随 着 慕  

课 的 爆 发 式 增 长 ，不 仅 传 统 的 教 学 模 式 受 到 冲 击 ， 

也 对 教 师 的 职 业 能 力 提 出 了 新 挑 战 。 慕 课 的 一 大  

特 色 在 于 将 一 节 传 统 课 程 分 成 若 干 个 微 视 频 ，这 就  

要 求 教 师 的 授 课 内 容 更 加 精 炼 、集 中 。 除 了 汉 语 基  

础 知 识 和 教 学 方 法 外 ，还 需 要 教 师 了 解 慕 课 平 台 的  

授 课 模 式 ，教 学 视 频 的 录 制 流 程 及 方 法 等 内 容 ，这  

也 对 教 师 的 业 务 能 力 提 出 了 更 高 要 求 。 今 后 ，对 外  

汉 语 教 师 需 努 力 提 高 自 身 业 务 水 平 ，积 极 面 对 和 引  

领 慕 课 带 来 的 教 学 转 变 。 一 是 要 更 新 教 育 理 念 。 

通 过 学 习 先 进 的 教 育 理 念 ，着 力 提 升 将 现 代 信 息 技  

术 与 汉 语 国 际 教 育 深 度 融 合 的 意 识 、水 平 和 能 力 ， 

以 适 应 新 时 期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发 展 的 需 要 。 二 是 要  

不 断 改 进 慕 课 教 学 方 法 。 慕 课 的 视 频 授 课 通 常 控  

制 在 10  — 1 5 分 钟 左 右 ，与 传 统 的 课 堂 教 学 相 比 短

①教育部网站.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EB/OL]. http://www. 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 
htmlfiles/moe/s7056/201504/186490. html.

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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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精悍，讲授的信息量也更大。针对慕课的这一特 

点 ，教师一方面要加强教学设计，精心组织内容和 

语言，以最精练的语言将知识点讲授清楚。另一方 

面 ，要充分利用多媒体信息技术，在讲解中配以图 

片、视频等素材，使之与授课内容紧密结合，以激发 

学生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学习兴趣，有效提升对外 

汉语慕课的教学质量。三是要积极参加慕课培训。 

对外汉语教师应根据学习者的需求变化和技术发 

展 ，定期参加与“慕课课程开发与制作”相关的教师 

培训活动，通过学习及时掌握慕课课程的设计与制 

作的前沿资讯，了解慕课教学平台和录屏软件的使 

用技巧以及拍摄微视频的注意事项等内容，提升慕 

课教学业务水平，积极投身对外汉语教学慕课的建 

设 ，推 进 现 代 信 息 技 术 与 汉 语 国 际 教 育 的 有 机  

合 。

五、结 语

综上所述，对外汉语教学慕课是一种基于开放、 

创新理念的教学新模式，能够为世界各地的汉语学 

习者提供了一种更便捷、更优质的学习体验与教学 

服务，有助于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与汉语国际教育深 

度融合，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应用与共享，全面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近年来，对外汉语教学慕课发展迅速， 

涌现出一批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但总体而言尚未形 

成体系，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看，都还有不小的提 

升空间。今后，应继续将对外汉语教学慕课作为传 

统对外汉语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形式大力推广，开 

发出满足外国学习者多元化学习需求的汉语慕课课 

程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促进汉语国际 

教育更好地走向世界。

Present Situation and Reflections of MOOC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aoRu， LiuSiyuan
{College o 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0 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9China)

Abstract：MOOC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s a new teaching mode based on the con
cept of opening and innovation， and can provide a more convenient and better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teaching service for Chinese learners all over the world. It will help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hinese inter
national education and promote Chinese to the world better. Beginning with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MOOC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features of MOOC in Chi
nese teaching. And then from three aspects of the state，the universities and the teachers，it puts forward
three suggestions for strengthening the MOOC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 the future： the 
state should increase its policy support； universities should strive to advance MOOC curriculum construc
tion and teachers should make great efforts to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abilities so a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OOC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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