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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 have been working hard to explore how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n 

one hand, mini-course has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erseness and forcefulness, roles 

conversion, semi-structuredness, and so on. The author trie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how would the mini-class integrate with TCSOL.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se how mini-class bring great challenges and influences to Chinese teachers. 

Since both Informational Education and TCSOL are booming rapidly, whether they 

can be integrated, how to integrate them, and how to improve them after integration 

are important topics worthy of investigation and discussion by edu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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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微课”是教育信息化发展在当前时期的重要形式。对外汉语教师作

为工作在对外汉语教学第一线的主体，始终在努力探索如何提升对外汉语教学

质量。微课之微，是探究微课模式本身具有的短小精悍、主体转换、半结构化

等特点，以及其如何与对外汉语教学相融合。微课之巨，则是辨析微课模式及

其革新为对外汉语教师带来的巨大挑战和思考。教育信息化和对外汉语教学这

两种正在蓬勃发展的事物，是否可以融合、如何在当前潮流中融合，以及融合

以后需要如何作为，是值得教育工作者们讨论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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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微课模式的茁壮成长与对外汉语教学如火如荼的发

展相遇，使我们不禁开始思考如何让这两种趋势融合起来，以期使微课为对外

汉语教师开启新的思路，或者让对外汉语教学为微课模式的发展提供新方案。

学界对微课模式的发展和研究，为本文提供了理论依据。2014 年，刘锐和

王海燕在《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设计和实践》［1］一文中，对基于微

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做了基础论述和实践研究，初步验证了该模式的有效性。

2015 年，王竹立、李小玉和林津在《智能手机与互联网 + 课堂》［2］一文中，

讨论了“互联网 +”课堂模式对学校课程与教学改革的重要作用，为本文的论述

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此外，学界将两种趋势进行融合研究与可行性分析，也为笔者的研究提供

了重要借鉴。2016年，李欣在《远程教育技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3］

一文中，论述了将远程教育技术应用到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可操作性，提出了与

远程教育融合的教学模式和组织形式。2016 年，李雯静在《翻转课堂在对外汉

语教学中应用的可行性研究》［4］一文中，分析了翻转课堂模式应用在对外汉

语教学的实践可能性。2017年，侯婷在《微课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可行性分析》［5］

一文中，从学生、教师、教学法三个方面分析了对外汉语教学当前存在的问题，

并对微课与对外汉语教学的融合进行了可行性分析。

但是随着微课模式的逐渐成熟，以及对外汉语教学的深入发展，仅从理论

层面剖析二者的融合已经不能够满足现实发展的需求。以对外汉语教师的视角

认识微课模式并提出建设性意见，显得格外迫切和重要。笔者将以对外汉语教

师的视角，剖析微课模式的优缺点，及其与对外汉语教学的融合程度，以寻求

在未来教学实践中对外汉语教师应如何从自身出发、合理转型与发展的答案。

1.1  教育信息化与微课发展

21 世纪是以信息化为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付费、全民教育、个性化

学习、终身学习等从前难以实现的教育目标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当前，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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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平民化”的基本诉求。随着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和实施《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步入

最后一年，混合学习和移动学习日益盛行，微课逐渐成为当前我国教育信息化

资源建设的重点和研究热点。

微课作为教师进行教学活动的一种方式，以其短小、灵活、质优等特点出

现在教育信息化浪潮中，并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胡铁生等学者在 2013 年对微

课进行了概念界定：微课又名微课程，它是以微型教学视频为主要载体，针对

某个学科知识点（如重点、难点、疑点、考点等）或教学环节（如学习活动、

主题、实验、任务等）而设计开发的一种情景化、支持多种学习方式的新型在

线网络视频课程［6］。这是在国内首次提出“微课”概念并加以分析研究，为

微课发展划分了主要阶段，即关注微课资源构成阶段、关注微课教学活动阶段、

关注微型网络课程（微型视频课程）建设阶段。笔者认为这一阶段划分可以概

括过去十年间的微课发展，但是在未来，微课恐怕仍将以其独特的生命力变换

新的形式、为教育信息化贡献新的活力。

在传统课堂中，教师、学生和知识三者之间的关系极为重要。教师传授知

识给学生，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习知识。而微课之所以区别于其他课堂，正

是由于其在形式上，将知识和教师两者合二为一，从而将课堂中的主体精简为“教

师 + 知识”和“学生”两个。这从本质上讲，是“去中心化”在教学层面的体现。

微课通过建立“知识”和“学生”之间的直接联系，减少了“教师”这一中间

媒介的作用。这是当前教育信息化的一个重要尝试，但是能否取得期待的效果，

还是一个值得探讨和论证的问题。

1.2  对外汉语教学与教师队伍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世界范围内的汉语学生

持续增多。由于文化背景、语言系统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文化和语

言的教学难度较大，且已成为每个对外汉语教师必须探究并尝试解决的重要问

题。各高校对外汉语专业的开展，为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其中不乏许多优秀的汉语教师，为介绍和传播中华语言文化持续贡献力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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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汉语教师是针对母语非汉语的学习者进行汉语语言和文化教学的职业。在海

外，他们通过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的平台和各种华文教育机构等进行汉语言

教学；在中国，各大高校针对外国留学生开设的语言进修班、学位班、研究生

专业等，也由这些汉语教师们分担着部分授课任务。

对外汉语教师的职业具有涉外性、复杂性、融合性的特点。“涉外性”来

自其目标人群，对外汉语教师的教学对象为来自各个国家的汉语学习者，学生

在国别背景、宗教文化等方面差异较大。“民间的外交官”，正说明了对外汉

语教师工作具有“涉外性”的特点。“复杂性”来自其教学内容，对外汉语教

师的教学内容除了语言本体知识，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地理、历史、音乐、

美术、文学等方方面面，在课堂交流中需要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融

合性”来自其特殊的工作场景，对外汉语教师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要求汉语

教师应该拥有国际化的世界观和处理各类文化冲突和语言问题的能力，需要将

学生们活跃的思想融合起来。

目前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势头迅猛，却仍然具有发展不协调、资源不系统、

方式不恰当等诸多问题。具体说来，包括教材种类众多，却缺乏经典、适用范

围广泛的教材；教学方式多因循守旧，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多变的课堂需求［7］；

教师队伍人员不充足、能力差异大、管理不规范等。其中对外汉语教师作为汉

语课堂的重要主体，有着强有力的主观能动性，因此也成为解决当前对外汉语

教学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如果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把当前的对外汉语行业比作市场，其中汉语学习

者为需求方，汉语教师为供给方，那么在当前供小于求、卖方市场的状况下，“如

何规范教师队伍”就成了一个重要难题。

2  就对外汉语教师而言的微课之“微”

微课从其发展过程而言，经历了“微资源构成”“微教学过程”“微网络课程”

的三阶段探索历程，也决定了微课具有“短小精悍”“主体转化”“半结构化”

等特点，这些特点刚好可以适应对外汉语教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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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微课之短小精悍

微课之微，顾名思义，来自其“短”“小”“精”“悍”。

“短”是指视频长度较短，基本在 6 ～ 10 分钟。视频教学成型已久，但曾

因其冗长繁杂，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灵活作用，并没有达到

预期的教学效果。爱迪生曾期待用电影代替学校进行教学［8］，但最终以失败

收场。而在流量成本越来越低的今天，短视频已经超越了文本和图片，在娱乐

层面占领了“首席地位”。由此我们可以期待以“短视频”为主要形式的微课，

已经迎来了最合适的黄金发展期。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课堂面对的学生拥

有非中国的教育背景，不熟悉中国的“应试教育”。外国在比较重视“素质教育”、

重视学生个性发展的同时，却忽略了对学生注意力的系统性训练。对于对外汉

语教师而言，面对注意力更分散、思维更跳跃的国际学生，短视频更符合学生

学习的实际需求。对外汉语教师如能因材施教、“投其所好”，便更容易达到

有效教学的目标。

“小”是指微课的选题切入点较小。由于篇幅时长的限制，在一节微课中

能够实现的教学目标往往很细小，因此要求微课的选题切入点不能过大。可以

将大问题分解成小问题，再逐个解决。对外汉语教学区别于传统语文教学的最

大特点，就在于针对外国学生的基础汉语知识点非常细碎。对于非母语学生来

说，在没有汉语语言环境背景熏陶的情况下，他们会对很多细小的语音、词汇、

语法问题产生疑惑。对外汉语教师常常需要通过对比语言之间的不同，来对不

同语言背景下学生的问题进行答疑。这种并不简单却重复性强的工作，更加需

要资源的整合、融合。由此看来，将知识点细碎化、从众多小切入点入手制作

的微课视频，将更适合对外汉语教学的实际。

“精”是指微课的设计，期待可以依托教育信息化、使用前沿的科技产品

制作出精良优质的教学视频。虽然微课视频的制作目前仍停留在简单的编辑和

整理阶段，并不是所有的任课教师都能够独立完成微课的“讲、录、制”，但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全社会对科技应用能力的提高，这将不再成为一个问题。特

别是在市场化运营的背景下，短视频的迅猛发展也为微课质量提升创造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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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技术铺垫。在教学实践中，对外汉语教师往往面对具有很大文化差异的

学生。特别是在海外，许多学生对中国并没有直观的体会和了解，单凭新闻媒

体和教师的描述很难让学生形成对中国的整体认知。因此精心制作的优质微课，

可以充分反映当前中国在科技、教育和经济等方面的发展，让学生在学习的同

时亲身感受当代中国，并从深层次激发起学生研究中国、学习中文的内在诉求，

真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悍”可指立竿见影的学习效果。微课在创立之初，承载着研发人员饱满

的期待：希望这小巧、精致、方便的课程可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特别是在

全球共同抗击“新冠”疫情期间，微课的需求度和使用率获得了极大的提升。

然而，微课的实际效果与开发者们的期待相去甚远。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与传

统教学模式的固化分不开。千百年来形成的传授教育模式，培养了我们一代代

为人师表的教师。教师的形象，与面对面口传心授的教学方式，本已固化在公

众心中。但在“新冠”疫情背景下，许多教师“不得不”采用微课录制的形式

进行教学，却由于缺乏网络教学经验而使微课质量良莠不齐，并没有发挥出微

课短小精致的长处，由此更是为我们提出了新的思考。微课与翻转课堂的普及，

需要改变教学过程、转变教学方式、调整教学思路等。这些转变在面临我国如

此大的人口基数、学生如此大的升学压力的情况下，有如精卫填海、愚公移山，

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达成的。但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情况则完全不同。系

统化的对外汉语教学实践在整个教育史上尚属新鲜事物。从一线教师到教研团

队，从学法到教法，从体系到内容，一切都还处于探索期、发展期。同属于“新

鲜事物”的对外汉语教学和微课，更有理由在当前剧烈变化的时代风暴中“抱

团取暖”、合作双赢。

2.2  微课之主体转换

微课录制结束以后，除了在线“待人点播”，更多地应用在教学实际中则

是以翻转课堂的形式出现。翻转课堂是利用现有信息技术手段，构建信息化教

学环境，重新规划课前、课内、课后的教学安排，通过知识传递、知识内化、

知识巩固的颠倒安排，实现传统教学中师生角色的翻转，达到对传统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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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革新的教学设计方法［9］。这就意味着，学生在接触知识时的“黄金第一次”，

是来自微课视频的。在具体操作层面，没有了传统课堂的规范，使得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的自主性显著加强：什么时候学习、先学哪个知识点、后学哪个知识

点——甚至不学哪个知识点，都在失去了教师和课堂的规范引导后，增加了“不

可控”性。课程主体从教师引导变成了学生选择，课程内容从“教师教什么”

部分地转换为“学生学什么”，进行了颠覆式的主体转换［10］。

这样的主体转换堪称一柄双刃剑。从其积极的方面看，可以充分利用学生

的学习时间，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从而充

分刺激和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并非所有的学生都能够

充分了解自己需要学习什么、不需要学习什么。没有了课堂和教师的约束，过

高的学习自主权是对学生学习能力的极大考验。这样的学习方式更加适合拥有

学习自主性的成年学生，而在要求升学率的基础教育领域则需要另外寻求新的

解决方案。

对外汉语教学针对的学生群体，理论上包含所有母语非汉语的学生。但我

们了解到的实际情况是，汉语并未与大多数学生的“升学”“前景”建立直接

关系。在幼儿期开始学习汉语的，往往是培养兴趣和语言能力，且仅占少数。

更多的学生学习汉语都是出于极强的自我意愿，且为具有一定学习能力的青少

年和成年人。因此在使用微课进行教学时，多数学生具有较高的学习主动性，

更适应微课教学和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此外，在海外的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因学生的学习时间、地点、水平、

能力等存在着很强的不确定性和不平衡性，以教师为主体的传统课堂在很多情

况下难以适应学生“碎片化”的学习方式。而转换了课堂主体的微课形式，则

可以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出发，为学习者提供恰当、合适的学习资源。“边

际效应递减理论”表明，决定资源应用的效益不在于其数量的多寡、容量的大小、

类型的多样，而在于能否被最有效地使用，及能否满足用户“适需使用、适时使用、

适量使用”的需求［11］。因此，转换了教学主体的微课形式，因其能够从学

生需求的角度出发，更能够适应学生的学习实际，并将解决传统汉语课堂存在

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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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微课之半结构化

微课在建设过程中需要将传统的“课时”观念打破，原本在1课时（45分钟）

内完成的导入、讲授、操练、总结等环节，需要拆分成 4 ～ 6 个小课程，彼此

独立又相互统一。这对教师来说，需要对知识体系重新整合的过程。在微课探

索初期，仍会根据教师的知识储备和教学方式不同，体现出不可避免的任意性、

随意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在制作和设计微课的过程中可以闭门造车、单打

独斗，而更需要在结构化的标准范式内进行有限度的创新。比如配套的微教案、

微课件、微练习、微反思、微点评、微反馈等，都是缺一不可、互为补充的［6］。

微课的资源整合，既不是多种类型资源的简单堆砌，也不同于以往“教学

资源包”的概念。微课所具有的这种“半结构化”开放性优点，具有很强的生

成性和动态性，其中的资源要素（微课视频、教学设计、素材课件、教学反思、

教师点评等）都可以修改、拓展和生成，并可以随着教学需求不断生长充实，

进行动态更新［12］。

在对外汉语的教学实践中，这种半结构化框架的教学模式，更有利于对外

汉语教师对于课堂的整体把控。一方面，可以通过微课视频为学生提供最基本

的要点知识，让学生能够完成基础识记的学习目标。另一方面，可以适应对外

汉语课堂中的涉外性、复杂性、融合性，以微课“开放性”的优点，灵活地解

决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掌握其兴趣点，

在保证学生能够准确识记基础知识的前提下，进行有限度的补充和延伸，完成

课程的动态更新和整体生成。这种结合了现代科技和大数据资源整合的视频型

学习资料，可以将对外汉语教师群体性智慧有地机融合在一起，更方便教师们

总结交流教学经验，提升整体教学水平。

由此可见，微课的“短小精悍”“主体转换”“半结构化”都为对外汉语

教师的教学实践提供了利好条件，为对外汉语教师适应国际化、现代化的教育

模式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二者的深度融合创造了可能。下面笔者将从对外汉

语教师的角度出发，讨论在微课和教育信息化融合的实践中，对外汉语教师应

该如何从自身出发，通过革新和探索以获得更好的教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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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就对外汉语教师而言的微课之“巨”

针对微课短小精悍的特点，对外汉语教师首先要拒绝“程式化”、警惕“为

了微课而微课”。近年来，“微课之火”在各种微课大赛的渲染和烘托下愈燃愈烈。

这是促进微课发展的有利形势，但在教师没有明确自身定位和具体如何作为的

情况下，往往容易为了参加比赛而突击制作微课，但在比赛结束后，曾精心设

计的微课视频便鲜有人问津。

针对微课主体转换的特点，对外汉语教师首先要明晰自己的位置：教师让

位不等于教师失位。教学是一个生成性过程，而不是一个预成性过程，这也是

课堂魅力之所在。好的课堂是师生共同创建的。微课是一个预先定制的产品，

大量使用会让课堂变得沉闷无聊［8］。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微课的形式会

削弱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即时沟通，教师无法在学生学习知识的“黄金第一次”

就通过眼神和学生沟通交流，一旦微课的时长得不到精准控制，课堂便会陷入

无趣。无趣的课堂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意味着无效，没有即时沟通的语言教学尤

其容易滑向“一言堂”的深渊。

针对微课半结构化的特点，对外汉语教师要更加合理地设计教学过程，同

时利用好平台进行交流学习、横向对比。根据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法，在使用

微课和翻转课堂进行教学设计时，可以把识记、理解等难度比较小的环节放在

家里，而把应用、分析、评价、创造这些难度大的环节放在教室中进行［13］。

这种全新的教学模式与多数教师以往的经验有很大不同，因此更需要对外汉语

教师有勇气和决心，结合教学实际进行灵活运用。此外，如何利用云平台、大

数据完成自我学习、自我发展和自我提升，也是值得教师们认真思考和谦谨实

践的课题［14］。

为此，对外汉语教师在融合教学实践与微课模式的过程中，更应该重新思

考自身的定位。笔者下面从教学过程出发，尝试讨论对外汉语教师在教育信息

化浪潮乃至未来的教育实践中，应努力求索的自身定位。

对外汉语教师在录制微课时，要重视“内容为王”［15］。作为知识点的

传授者，教师在制作微课的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内容建设。同互联网经济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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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微潮流”一致，微博、微信、微视频越来越强调“内容至上”，微课亦

然。教学使用的微课应该学习“TED 讲座”“哈佛公开课”、综艺节目《开讲

了》等内容 IP，将优质内容输出，以改变当前微课视频的生硬死板所造成的点

击率低的局面［16］。这需要教师脱离共性、集成个性、充分调动多方面的学养，

从而设计出既具有普适性又可以照顾到个性发展的优质微课［17］。

对外汉语教师在课前准备时，要具有“全知视角”［18］。除了作为汉语

知识点的传授者，教师更是对外汉语课堂的设计者。面对微课模式带来的教学

过程调整，教师的视角要更宏观。作为汉语课堂的设计者，教师在设计和制作

微课的过程中，要更多地借鉴市场经济思维，从受众的角度出发，充分思考“学

生想要学什么”“学生想要怎么学”，而不仅仅是“教师能够教什么”“教师

能够怎么教”［19］。可能有人会问，即使教师提前了解了学生的需求，但教

师本身对此并不擅长，那应该怎么办？笔者认为，这就需要发挥互联网时代的

大数据整合功能。教师如遇到自身并不擅长的内容和领域，可以借鉴其他教师

的优秀成果和经验，从而丰富课堂、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对外汉语教师在课堂上，要具有“书橱品格”［20］。教师是对外汉语课

堂的指导者和促进者。微课的“半结构化”特点使得课程内容不再拘泥于课程

或者课件本身，反而由于加入了学生的思考和提问，课堂上出现更多“不可控”

因素。在对外汉语课堂中，学生所提的问题更容易把文化和语言结合起来，或

者把语音、词汇、语法知识结合起来。这要求教师拥有足够的积淀、拥有“书橱”

一般的品质，才能尽可能完善地回答学生提出的疑问。同时，学生活跃发散的

思维容易使课堂气氛过于松散，教师还应该提高课堂把控能力，对于学生的引

导做到收放自如。

对外汉语教师在课堂结束后，要具有“公仆心态”［21］。教师是掌握教

学情况第一手材料的人，是课堂效果的检验者和总结者。微课模式虽然会有一

部分程式化的授课内容，但“不失位”的教师仍然可以通过批改学生练习题的

作答情况来了解教学效果，也可以通过答疑课堂中和学生的交流（语言交流和

眼神交流）了解教学效果。教学效果的检验标准，不仅在于学生是否学会，更

在于是否会学。教师在总结过程中，应该具有“公仆”心态，将学生的反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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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起来，认真分析，据此修订、调整、完善教学设计。

4  结论

当对外汉语教学遇上教育信息化变革，当对外汉语教师遇上微课模式，唯

有携手并肩、互相协助，才能在时代潮流中互相促进、勇立潮头。无疑，微课

的发展和成熟给予了对外汉语教学巨大的机遇和挑战。而在我国国际影响力越

来越强的今天，对外汉语教学的蓬勃发展，也给予了微课模式良好的应用前景。

因时而动、因势而变。对外汉语教师们所能做的，除了要加强使用各种信

息化设备的能力，更要勇敢、积极地进行全方位的角色转化。这种角色上的更

新换代，是代际的、递进的，也是全球信息化浪潮所迫切要求和积极促进的。

如何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推动对外汉语教学和微课模式的发展，需要更加广

泛深刻的群体性、制度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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