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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lease reiterate the expected outcomes from your original proposal, and address if your 

workshop has achieved these outcomes. If not, please specify why.  

  

在 2019 年的 CLTA 会议上，我们组织了一个圆桌讨论“建设健康持续发展的中文项

目”，来自五所大学的 6 位老师就如何建设一个健康并能持续发展的中文项目从不同的角

度进行了探讨。报告最初设想的目标包括：  

1. 调查了解目前北美新兴中文项目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2. 以五所大学的成功经验为例，从不同角度谈如何建设和发展中文项目：1）如何吸

引和保持汉语学习人数；2）如何合理进行课程配置；3）如何激发学习者的中文学

习动机；4）如何有效利用海外留学项目；5）如何开展网络课程和传统课堂相结合

的混合型教学模式； 

3. 改变北美大学各个中文项目之间目前闭门造车各自为政的局面，就大家共同关心的

这些话题展开讨论，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4 月 6 日晚 7 点到 9 点半，6 位演讲人做了精彩的报告，并和在场的三四十位听众进行

了热烈的讨论，与会者纷纷表示从中获益良多，并会将一些新思路和好做法推广应用到自

己的项目中去。具体地说： 

1. 如何吸引和保持汉语学习者人数。在弥赛亚大学，10 年来不论是总共的中文学习

人数还是中文专业的人数都在稳步上升，到 2019 年中文专业人数为 18 人，这在仅

有 2800 名学生且只有一位全职中文教授的大学非常难得。中文项目的负责人叶丽



娟老师从校内和校外两个方向跟大家分享了如何有效推广中文项目。在全校范围内，

她亲自拜访和联系全校所有与中文项目相关的院系，比如商学院、国际关系、国际

研究等，介绍和推介中文项目，同时邀请这些院系以及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观摩并参

与中文课；并精心制作了 YOUTUBE 视频来详细介绍中文项目，让学生出镜来展

示中文项目的风采。校外，叶丽娟老师积极与附近高中的中文项目老师保持联系，

每年安排时间去各个高中做中国文化类讲座如茶艺讲座等等。她还为与会老师分享

了自己制作的一些宣传册。 

 

2. 如何合理进行课程配置。根据美国现代语言协会 MLA 调查，德州督教大学

（TCU）的中文项目注册人数从 2009 年以来一直稳步上升，和 TCU 其他外语项目

比较，最近六年也逐渐超过日文，德文，意大利文，法文，仅次于西班牙文。中文

作为辅修的人数也在逐年增加。陈广艳老师阐述了其中文项目以文化为目标的课程

设置的合理性，特别分析了各级语言课和各种内容课的学生学习成果，从而展示这

些课程是如何相结合系统地服务于这个中文课程总目标的。她的报告显示，美国很

多大学的校训，包括 TCU，反应了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那就是培养全球化人

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语言作为跨文化交际的载体，中英文之间的巨大语言

文化差异，以及作者 15 年在美国大学的教学经验和对中文教法学的研究，让作者

设置并实践了以培养跨文化元意识和跨文化交际为目标的中文课程。近十年 TCU

中文项目注册人数的快速增长说明这个项目取得了一定成功。 

 

3. 如何激发学习者的中文学习动机。在二语习得研究的领域中，学生的个体

差异一直被认为是影响学习者语言学习效果的最重要因素。而在各项个体差异中，



一个被广泛认同的有重要影响性的因素就是语言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以往的研究结

果显示，学习动机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语言学习者的学习成就高低以及学习时间

的长短 （Ushioda, 2009）。具体到中文教学领域，很多研究者也有相似的结论。

因此，深入研究中文学习者学习动机，对于提高中文项目的教学效果，特别是对扩

大招生人数和增加学生人数的保有率都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Wen, 1997; 2011）。

刘瑶老师在报告中，分享和讨论了她自己对于南佛罗里达大学中文项目学生的学习

动机的研究结果。在此项研究中，刘瑶使用了二语习得界最前沿的二语动机研究的

理论框架---二语学习动机的自我体系 （L2MSS, proposed by Dörnyei, 2009），根据

学生在中文学习中对于自我的认识的发展，来分析中文学生学习动机的构成，以及

学习动机的建立和发展。通过对问卷数据的分析，作者发现在中文学习的初期，教

师在教学中应该特别注重帮助学生构建他们心中能够使用中文的“完美自我”的形象，

以及对使用中文的场景的想象能力。“完美自我”是众多学习动机中最强大的因素，

一旦这一自我建立起来，学生们会有充足的学习动力来支持他们付出更多的学习时

间，并且更有信心克服学习中的困难。在这一动机的驱使下，学生也会不断地调整

自己的学习目标，自动地延长中文学习的过程。报告同时讨论了“完美自我”和学生

对于课堂活动有效性的认知之间的联系。具有更强的“完美自我”的学生，对于课堂

活动的认可度和重视度也更高。这就更加说明了要使课堂活动达到更好的效果，教

师要特别注意对学生的“完美自我”的培养。在讲座中，刘瑶老师也分享了学生对于

教师在课堂使用的教学活动和教学材料的感想，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其他学者的研

究结论 （Qin, 2013）讨论了行之有效的课堂活动设计和教学材料的选择。 



4. 有效利用海外留学项目。朱嘉老师分享了她自 2011 年秋季学期加入中阿肯色大学

(UCA)以来发展中文项目中遇到的各项实际问题以及如何整合海外留学项目资源来发展中

文项目，填补本土师资严重不足现状的相关举措。 中阿肯色大学在 2016 年秋季成功建立

了阿肯色州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中文本科专业。截止报告时的最新统计， UCA 中文

项目目前已有 10 名中文专业学生和 22 名中文辅修学生， 每学年的项目注册人数从 2011

年的 37 人增至 2019 年的 108 人。 作为中文项目唯一的全职教授，针对远离目标语言文

化环境，本土教育资源有限且师资短缺的实际情况， UCA 整合了海外留学项目资源进行

课程设置和调整，鼓励学生在 UCA 学完一定科目后留学中国，达到在快速提升学生的语

言文化能力的同时，促进本土中文项目持续发展的目标。 朱老师同时分享了如何宣传海

外留学项目的相关举措，从与学校国际交流处紧密合作设计相关的留学宣传小册和精美海

报，到对全校开放的留学信息咨询见面会，亲力亲为到各个目标班级进行宣传并邀请已经

参加了海外留学项目的学生分享经历，整理更新面向留学申请的各类奖学金信息等。考虑

到目前北美中文项目发展受到大环境影响，中文学习者的注册人数总体呈逐年递减的严峻

现实，朱老师同时分享了接下来她在学校范围内扩大中文项目影响力|、增加中文学习者

注册人数的新思路，通过加强院系之间的合作，与其他专业的老师合作设计海外留学项目

(Faculty-led Study Abroad Programs)，以进一步促进中文项目的健康持续发展。截止发稿

时间，中阿肯色大学已与国内三所高校签订了留学交流合作协议，朱老师会在接下来的几

年里与这三所国内高校通力合作，结合各所高校留学项目的特点和中文项目留学生的具体

学习需求，调整美国本土中文项目的相关课程设置，以进一步推动中文项目的健康持续发

展。 



5. 如何开展网络课程和传统课堂相结合的混合型教学模式。王彦琳老师以德州理工

大学中文项目为例，介绍了初级中文班混合型教学模式的改革尝试，以及对中文项目发展

的影响和作用。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知识传授和学习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王老师结

合文献研究介绍了网上自学和课堂面授相结合的混合型外语课的优势，如降低教育成本投

入、增强学生学习动机、无差异的教学效果、以及对小语种的裨益。在介绍了混合型教学

模式的影响因素后，王老师简单介绍了德州理工大学中文项目的基本情况。 德州理工大

学作为美国中南部公立研究型大学，中文项目起步于 2007 年。近 3 年在王老师入职后，

中文项目发展迅速，生源不断增加，并于 2019 年春申请成立了中文本科专业方向。2019

年春季中文选课学生近 90 人，其中中文本科专业方向学生 3 名，辅修中文学生 30 多名。

随后王老师详细介绍了该校初级中文班的混合型教学模式。该校使用《中文天地》以及配

套的 MyChineseLab 网络学习管理平台。在课程学分仍为 5 分的情况下，学生每周接受三

个课时的传统课堂教学，两个课时的 MyChineseLab 网络自学。在网络学习环境中，学生

需按照老师安排，在规定时间内学习生词、汉字、语法、课文、文化知识、并完成网上语

法练习题、录音口语练习题、以及自测考试题，网络管理平台会自动对学生的表现进行评

分。在课堂学习环境中，教师则帮助学生快速复习生词、语法，对重点语法进行操练、纠

音正音，设计交际型口语活动提高学生口语输出能力，设计汉字游戏活动提高汉字辨识和

书写能力。王老师还详细展示了 MyChineseLab 网络学习管理平台，介绍了老师如何进行

教学管理，学生如何进行网络学习。为了检测混合型教学模式的成效，王老师对传统课堂

教学和混合型教学进行了学习效果及态度的对比分析研究。王老师总结到，在德州理工大

学，目前看来初级中文班的混合型教学模式探索是成功的，学生网络自学时间显著增加了，

有效弥补了减少的课堂教学时间，尽管课堂教学时间缩短了，然而并没有减少学生的语言



输入，学生的学习信心并没有降低，学习效果和面授班一样。更有益的是，学生的保有率

反而大幅提高了，相对面授班，混合型班的学生认为学习中文并不那么难。基于上述分析，

王老师建议老师们，混合型模式在中文初级教学中是可行的，对增加生源是有帮助的，老

师们可以根据各校的实际情况，参考德州理工大学中文初级班的混合型教学模式对本校的

中文项目进行改革，以适应当前的科技发展大趋势，健康持续的发展中文项目。 

2. Please provide any resources (books, websites, strategies, etc.), as a product of your effort. 

These resources will be shared with the larger CLTA memb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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