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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教学设计类
学位论文撰写的调查研究

亓海峰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 上海 ２０００８３）

摘　要：本文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教师研修基地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通过答辩的４７
篇教学设计类学位论文为研究对象，对这种类型论文的特点、撰写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

究，指出应注重提高教学设计类论文的撰写质量，提倡问题解决式教学设计，加强教学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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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的培养是解决汉语国际教育中师资匮乏问题的关键，在培养过程中，具

有明确的职业导向、注重实践性，其学位论文撰写也有着不同于学术型硕士的特色和要求。

全国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在《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论文撰写指导意

见》（国家汉办，２０１１）中提出学位论文选题应紧密结合汉语国际教育实践，论文形式可以是专题研

究、调研报告、教学实验、案例分析、教学设计等五种类型。其中，教学设计类论文是汉语国际教育

专业硕士学位论文中的一种重要类型。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教师研修基地是第一批获批招收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的院ᔸറ⸹ㄮ㜷㌵㠷ㄮ㔲⸰ㄸ㠶㘠〠呄ന批⥔樍ㄮ〳㜷㌷‰ㅔ樍㜀 文
国东师告际学汉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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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类论文是将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相结合的有效途径，是我们应该大力提倡的教学应

用研究。汉语国际教育领域的教学设计论文，“以语言理论、文化传播理论、学习理论和教学理论

为基础，运用系统论观点和方法，分析教学中的问题和需求，从而找出最佳解决方案”（国家汉办，

２０１１）。

论文主要包括理论基础、设计方案、方案的实施过程和对实施效果的反思与评价四部分。

作为论文主体的设计方案部分包括学习者分析、教学目标设定、教学重点说明、教学流程分析。

它不是一般的教案撰写，而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解决教学实践中的问题或将新的理论应用到实

践中验证理论的过程，撰写教学设计论文既需要学生理解理论，又需要学生应用理论，撰写教学设

计论文的过程就是在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设立的目标是“培养适应汉语国际推广新形势需要的国内外从事汉语作为

第二语言／外语教学和传播中国文化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的专门人才”（国家汉办，２０１１），汉

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是应用型的高层次人才，应用型教师“虽然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但是大都停

留在实践层面，很少有人借鉴教育学的研究Ŕ䐍⠒茩呪റ⸰ㄸ㠶㤠〠㘹‖鐀 然⸍⠒䄩呪റ⸰ㄸ㠷ㄠ〠㤀留ᄱ⸰㌷㜳㔠〠呄ന势ㄶ㤠〠呄ന用⥔樍ㄮ〴㞨㎫⸹呄ന学⥔樍ㄮㄮ〱㠸㘷‰⁔䐍⠰⁔䐍⠙呪റ⸰ㄲ㸩呪ഠ呄ന研⥔樍ㄮ〱㠸㘷†呄ന研⥔樍ㄮ〱㠸㘹‰⁔䐍⠀⠘똩呪റ⸰ㄸ㠸㘷†呄നÊ㌱呪റ⸰ㄲ㸩呪ഠ呄ന鰩呪റ⸰㌷㜱樍ㄮ〱㠸㘹思⥔樍ㄮ〱㠸㘷‰⁔䐍⠘턩呪റ⸰ㄸ㠶㜠〠呄നㄴ樵눩呪റ⸰ㄸ㠶㜠〠呄ന㈵弩呪റ⸰ㄸ〱㠸㘷‰⁔䐍퀵눀㌲㈲茀合�㘴⁔䐍⠒㸹ㅪറ⸰ㄸ㠶㠠〠呄ന和⥔樍ㄮ〱㠸㘸‰⁔䐍⠀䀰鸩呪റ⸰ㄸ㠶㜠〠呄നɱゞ⥔樍ㄮ〱㠸㘷‰⁔䐍⠰〵呪ര⸰⸵㘶〳㠠ⴱ⸵ㄸ〱㝔⥔樍⸵㘶〳㠠ⴱ⸵ㄲ〧㖦播pゞ ã ä㠵㜱㐠〠〠⸲㠵㜱㐠〠ⴸ⸷㐲㠵㜠呭ഴ㐮㌴㐷㐶‵㈮㈸㜴㐹⁔䐱㌮㔵㈲㤱樴㜲⸲ㄮ」⠀〰㗥〮㈸㔷ㄱ趦语Õフ际>フ学ãフ士⠕䴩呪റ㐱⸷㜳㔸㌠ⴱ⸵㌰∀"㕍ӯ㖦 /㕍专 理的学夞 又⠕䴩呪റ⸰㔶㘰㘠〠呄ന樍ㄮ〴㞨㌮〱㠸㘷‰⁔䐍⠅呪ര⸰㔶㘰㘠〠呄ന养⥔樍ㄮ〵㘶〶‰⁔䐍⠀∵䴩呄ന语⥔樍ㄮ〱㠸㘸‰⁔䐍⠘ጩ呪റ⸰ㄸ㠶㠠〠吘㈩呪റ⸰㈸㠶㠠〠呄ന,』⥔樍ㄮ〱㠸㘸‰⁔ㄴ娵ꘀ䐍⠘䌩呪റ⸰ㄸ㠶㘠〠呄ന点⥔樍ㄮ〱㠸㘷‰⁔䐍⠀⠃呪ഭ㈵⸴㜳㔠〠呄ന学⥔樍ㄮ〱㠸㘸‰⁔䐍⠏蔩呪റ⸰ㄸ㠶㠠〠呄ന究⥔樍ㄮ〱㠸㘹‰⁔䐍⠁呄ന论⥔樍ㄮ〱㠸㘹㈳䀰呪റ⸰ㄸ㠶㤠〠呄ന提⥔樍ㄮ〱㠸㘸‰⁔䐍⠍⼩呪റ⸰ㄸ㠶㜠〠呄ന学⥔樍ㄮ〱㠸㘹‰⁔䐍⠕䴩呪റ⸰ㄸ㠶㜠〠呄ന思⥔樍ㄮ〱⸰ㄸ㠶㠠〠呄㕍⥔樍ㄮ〱㠸㘷‰⁔䐍⠏圩呪റ⸰ㄸ㠶㤠〠呄ന㈳䀰呪റ⸰ㄸ㠶㤠〠呄ന提⥔樍ㄮ〱㠰ㄠ〠呄ന但⥔樍ㄮ〴㜷㌹‰⁔䐍⠕㐩呪റ⸰㌷㜳㜠〠呄ന下⥔樍ㄮ〴㜵㜱‰⁔䐍⠨写⥔⸰㌷㜳㔠〠呄ന(教⥔樍ㄮ〳㜷㌵‰⁔䐍⠗턩呪റ⸰㌷㜳㜠〠呄ന实⥔樍ㄴㄮ㜷㌵㠳ㄮ㔱㠸㜱⁔樍ㄮ〴㜳ㄸ㠶㜠〠吒茩呪റ⸰㔶㘰㘠〠呄ന的⥔樍ㄮ〴㜱㜳‰⁔䐍⠘谩呪റ⸰㐷㌱㠸㘷‰⁔Ôれ⥔樍ㄮ〴㜳ㄸ㠶㜠〠吗猀ú㝳À㖦倡层语作际第育领士设学领思 ㈳䀰提很倡Ûワ 教 学 的 㠸㜱⁔樍ㄲㄲ㜴㌴‰⁔䐍⠒茩呪റ㈱㈷㜳㜠〠呄ന论⥔樍ㄲㄲ㜴㌴‰⁔䐍⠘谩呪റ㈱㈷㤸㈠〠呄ന教⥔樍ㄮ〲㜴㌴‰⁔䐍⠨写⥔㈱㈷㜳㜠〠呄ന(教⥔樍ㄲㄲ㜴㌴‰⁔䐍⠀䐰鸩呪റ⸰㈷㐳㐠〠呄ന⡔樍ㄮ〴‰‰‱〮㈸㔷ㄴ‰㠮㜴㈸㔷⁔洍㔮㜵㤸㌸‶㜮㐵㜲㘠呄ന教⥔樍㌸⸶ㄷ㘶㠠〠呄ന文⥔樍ㄮ〱㠸㘹‰⁔䐍⠀눩呪റ⸰ㄮ〱㠸㘸‰⁔䐍㸰呪റ⸰ㄸ㤶㤠〠呄നㄶ㈰㸩呪റ⸰ㄸ㠶㠠〠呄ന都⥔樍ㄮ〱㠸㘹‰⁔䐍⠕䴩呪റ⸰ㄸ㠶㠠〠呄ന际⥔樍ㄮ〱㠸㘸‰⁔䐍⠐鸩呪റ⸰ㄸ㠶㤠〠呄ന语⥔樍ㄮ〱㠸㘹‰⁔䐍⠏吩呪റ⸰ㄸ㠶㤠〠呄ന学⥔樍ㄮ〴㜱㠸㘸‰⁔䐍㸰呪റ㈲茩呪㤠〠呄ന究⥔樍ㄲ㊃⥔樹‰⁔䐍⠀ꨰ呪റ㈲茶〳㠠ⴱ⸵ㄲぜ〱㔥

ã㈶퐰谀

ä êャ à〱㠸‰‰‸⸸㌰ㄸ㠠㐠〠ⴸ⸷㐲㠵㜠呭ള⸶㤳㠠㘲⸹〰㘵㠠呄നخ〷ㄱ㕔樳㔮ゞ⤷㜠〠呄ന㈵锱呪റ⸰ㄸ㠶㠠〠呄ന⠗耩呪റ⸰ㄸ㠶㜠〠名⼩呪റ⸰ㄸ㠶㜠〠呄ന究⥔樍ㄮ〱㠸㘹‰⁔䐍⠐鸩吴‰‰‱〮㈸㔷ㄴ‰㠮㜴㈸㔷⁔洍㌮㘹㌸‶㈮㤰〶㔸⁔䐍⡜〲㌱㔩㘰㌴⸰㜹㤰㌠〠呄നjര⸵‰⁔䐍⠀呪ര⸵‰⁔䐍⠀呪传䘳‱⁔昍〠呲റ〮㔷ㄴ‰‰‱〮㈸㔷ㄴ‰㠮㜴㈸㔷⁔洍㐴⸳㐴㜴㘠㔲⸲㠷㐴㤠呄㠍ㄮ㐵㔵〳㐮〷㤹〳‰⁔䐍⠠㌸⸱㠸㐠〠〠⸲㠵㜱㐠〠ⴸ⸷㐲㠵㜠呭ള⸶㤳㠠㘲⸹〰㘵㠠呄ന㤮㈰鸩吷〳㐮〷㤹〳‰⁔䐍⠘ㄸ㠠〠〠㠮㠳〱㠸‴‰㠮㜴㈸㔷⁔洍㌮㘹㌸‶㈮㤰〶㔸⁔䐍⠈റ⸵㠠呄㌴⸰㜹㤰㌠〠呄ന⠘㴩呪റ⸰ㄸ㠶㤠〠呄ന文⥔樍ㄮ〱㠸㘹‰⁔䐍⠀눩呪റ⸰ㄮ㠶㜠〠呄ന在⥔樍ㄮ〱㠸㘸‰⁔ㄶ㈰㸩呪റ⸰ㄸ㠶㠠〠呄ന都⥔樍ㄮ〱㠸㘸‰⁔䐍⠏蔩呪റ⸰ㄸ㜳㜠〠呄ന文⥔樍ㄮ〱㠸㘹‰⁔䐍⠐鸩呪റ⸰ㄸ㠶㤠〠呄ന语⥔樍ㄮ〱㠸㘹‰⁔䐍⠏吩呪റ⸰㌷㜳㜠〠呄ന学⥔樍ㄮ〴㜱㜱‰⁔䐍⠙ḩ吮〴㜱㘹‰⁔䐍⠀嘆猩呪റ⸰㐸㠶㘠〠呄നªワ⥔樍ㄮ〴㜱㜱‰⁔䐍⠀⠘ꤩ呪റ⸰㐷ㄷ㌠〠呄ന基⥔⸰㔶㘰㘠〠呄നٚ㔥⥔樍ㄮ〵㘶〲‰⁔䐍⠀圵┩呪റ⸰㔶㘰㌸ㄮ㔱ㄵ琴呪റ⸰ㄸ㠶㜠〠呄നQ㔥⥔樍ㄮ〵㘶〳㠠ⴱ⸵ㄱ㖦㔥⥔樍ㄮ〵㘶〳㠠ⴱ⸵ㄑ�呪റ⸰㔶㘰㈠〠呄നۋワ⥔樍ㄮ〱㠸㘴‰⁔䐍⠃呪ര⸰㔶㘰㈠〠呄ന۔ワ⥔樍ㄮ〱㠸㘴‰⁔䐍⠗猩吴‰‰‱〮㈸㔷ㄴ‰㠮㜴㈸㔷⁔洍㌮㘹㌸‶㈮㤰〶㔸⁔䐍⠀㠮㌵㐱㜹〳㐮〷㤹〳‰⁔䐍⠀⽆㌠ㄠ呦ര⁔爍⻧〱㠸‰‰‸⸸㌰ㄸ㠠㐠〠ⴸ⸷㐲㠵㜠呭ള⸶㤳㠠㘲⸹〰㘵㠠呄ന9⸶㠴㌸㠶㌴⸰㜹㤰㌠〠呄ന″쨳ㇷ⥔樍ㄮ〹ㄶ㤠〠呄ന“⥔樍〮㘳㈶〲‰⁔䐍⠀⠃呪ഭ⸰㔶㘰㘠〠呄ന验⥔⸰ㄸ㠶㐠〠呄ന效⥔㐠〠〠⸲㠵㜱㐠〠ⴸ⸷㐲㠵㜠呭ള⸶㤳㠠㘲⸹〰㘵㠠呄ന㘶㔴㤷〳㐮〷㤹〳‰⁔䐍⠀ㄸ㠠〠〠㠮㠳〱㠸‴‰㠮㜴㈸㔷⁔洍㌮㘹㌸‶㈮㤰〶㔸⁔䐍⠄Ĺ㔶ㄸ〳㐮〷㤹〳‰⁔䐍⠠㏊㌱䐍⠘픩呪റ⸰樍ㄮ〱〠呄ന文⥔樍ㄮ〱㠸㘸‰⁔䐍⠕弩呪റ⸰ㄸ㠶㜠〠呄ന基⥔樍ㄮ〱㠸㘸‰⁔䐍㈷턩呪റ⸰ㄸ㠶㤠〠呄ന实⥔樍ㄮ〱㠸㘷‰⁔䐍⠑呪റ⸰ㄸ㠶㠠〠呄ന方⥔樍ㄮ〱㠸㘸‰⁔䐍⠏蔩呪റ⸰ㄸ㠶㤠〠呄ന既⥔樍ㄮ〱㠸㘹‰⁔䐍⠚ऩ呪റ⸰ㄸ㠶㜠〠呄ㅞ㙛⥔樍ㄮ〱㠸㘸‰⁔䐍⠏蔩呪റ⸰ㄸ㠶㤠〠呄ന既⥔樍ㄮ〱㠰ㄸ㠶㠠〠呄റ㙛⥔樍ㄮ〱㠸㘸‰⁔䐍⠅锱呪റ⸰ㄸ㠶㜠〠呄ന过⥔㐠〠〠⸲㠵㜱㐠〠ⴸ⸷㐲㠵㜠呭ള⸶㤳㠠㘲⸹〰㘵㠠呄ന吹㈮㈱㤷ㄷ㌲〵㜰㐶䐍⠀呪传䘳‱⁔昍〠呲റ〮呪ഹ〲㗲ㄷ㌠〠呄നÛ㠵㜱㐠〠〠⸲㠵㜱㐠〠ⴸ⸷㐲㠵㜠呭ഴ㐮㌴㐷㐶‵㈮㈸㜴㐹⁔䐲ㄮ㘶㔴㤹㜳㈰㔷〴㙄നâ⤰ㄵ贩呪റ樍ㄮ〱㠸㘷‰⁔쵲⥔樍ㄮ〱㠸㘶‰⁔䐍⠲は㕍⥔樍ㄮ〱㠸㘷‰⁔䐍⣅呪ര⸵〹㐳㐠〠呄നㄴ㈵∩呪റ⸰ㄸ㠶㤠〠呄ന〵猩吴‵〠㠮㠳〱㠸‰㜮㔰㔶㘠呭വ㈮㔶㘴〶‸ㄮ㠱㠳㔲⁔䐱㠓丩呪㌵⸰㐳㠲㔠〠呄നㄴ㈵∩吠〠〠㠮㠳〱㠸‰㜮㔰㔶㘠呭വ〮㌱㌶㘠㠱⸸ㄸ㌵㈠呄ൔ㤲㠱㤱㔩樳㔮〴㌸㈵‰⁔䐍⠩呪传䘳‱‱㘴㠠呦ര⁔爍⺂㔢⥔橔昍〠呲റ〮㔷ㅪ传䘳‱⁔䐍⠀呪ര⸵‰⽆㌠ㄠ呄നã⥔〰呪传䘳‱㝔昍〠呲റ〮㔷ㄴ‵〠㠮㠳〱㠸‰㜮㔰㔶㘠呭വ㈮㔶㘴〶‸ㄮ㠱㠳㔲⁔䐲㌮㔸㠳㠩樳㔮〴㌸㈵‰⁔䐍⠠㌸⸱㠸ㄸ㠮〲ㄶ㤠〠呄ന语⥔樍ㅆ㐠ㄠ呦ര⁔爍㠮㣕フ⥔樍ㅆ㐠ㄠ呦ര⁔爍㠖퐀教育ᣣ 㠸㜱⁔樍ㄲㄹ㠶㠠〠呄ന๛⥔樍ㅆ㐠ㄶ〴‰⁔䐍⠀찷ㄠ呪റ㈱㤸㘸‰⁔䐍⠍꘩呪റ㈱㈷㘰㈠〠呄ന㈶쬰呪റ㈱㤸㘸‰⁔䐍⠘谩呪റ㈱㈷㘰㈠〠呄ന㈶퐵∩吠〠〠㠮㠳〱㠸‰㜮㔰㔶㘠呭വ〮㌱㌶㘠㠱⸸ㄸ㌵㈠呄ശ㤹㐷ㄷ㌳⸲ㄳ㤵㔠〠呄ന⥔樍⽆㌠〠〠㠮㠳〱㠸‰㜮㔰㔶㘠呭വ㈮㔶㘴〶‸ㄮ㠱㠳㔲⁔䐹⸴ㄲ㔵㤷㌳⸲ㄳ㤵㔠〠呄ന㈵蘰呪യ䘴‱⁔昍〠呲സϺフ

࿀ᣕ

㠮㌰ㄸ㡪റ⸰㈱㤸㈠〠呄ന*ワ⥔樍ㄲㄹ㠶㠠〠呄ന᠓⥔⸰㈱㤷㠠〠呄ന֪フ⥔樍ㅆ㐠ㄠ呦ര⁔爍㠮㈹⸱㠸ㄸ㠮〲ㄶ㤠〠呄ന�〓⥔⸰㈱㤷㠠〠呄നϬ〱㠸樍ㄮ〲ㄹ㠲‰⁔䐍⠘呪യ䘴‸㘸‰⁔䐍⠍꘩呪റ㈱㈷ㄶ㤠〠呄ന㠸㜱⁔樍ㄲㄹ㜸㘸‰⁔䐍⠎嬩吠㜰㠮ㄱഷ㘴⁷⠆㠱㜳〰⸱㜵儍焍〴⸸㐶㜳〰⸱㜵儱⸶㌍⠆㠱㜳〰⸱㜵儍焍⠆㠱㜲㜷ፑㄮ㘳⸲㠵㜱㜷－㌰〮ㄷ㕑൱㜷－㈷㜓儱⸶㌱〷㘴⁷〴⸸㐵㜳〰⸱㜵儍焍〴⸸㐵ല㜷ፑㄮ㘳㘠牥ൗൂ名⽇匱猍〮㌲㜠眠⽆㌠ㄠ呦ര⁔爍㜶㐠眠‰‰‸⸸㌰ㄸ㠠〠ⴷ⸵〵㘶⁔洍㔰⸳ㄳ㘶‸ㄮ㠱㠳㔲⁔䐍㘹㧢⤴㜱㜲㠮〸㈰㠳‰⁔䐍⠀㔷ㄴ‰‰‱〮㈸㔷㜮㔰㔶㘠呭വ㈮㔶㘴〶‸ㄮ㠱㠳㔲⁔䐹⸴ㄲ㔵㤷㈸⸰㠲〸㌠〠呄നរ⥔樍ㅆ㐠ㄠ呦ര⁔爍㠀നᢩ⥔樍ㅆ㐠ㄠ呦ര⁔爍㠲ㆨぃ⥔樍ㅆ㐠ㄸ㘸‰⁔䐍⠇洷騩呪റ䘴‱⁔昍〠呲സඦ⥔樍ㄲㄲ㜱㘹‰⁔䐍⠘픩呪റ䘴‱㙔昍〠呲സ⸸픰픩呪റ䘴‱⁔昍〠呲സ㈲ⴷㄠ呪റ㈱㤸㘸‰⁔䐍⠀⠘ꤩ呪റ䘴‱⁔昍〠呲സϩ⥔樍〮〲ㄹ㠲‰⁔䐍⠘呪യ䘴‸㘸‰⁔䐍⠍꘩呪റ㈱㈷ㄶ㤠〠呄ന㠸㜱⁔樍ㄲㄹ㜸㘸‰⁔䐍⠎嬩吠㜰㠮ㄱമ㈸㔷ㄍ⠆㠱㜲㔴⸸㙑൱ര㐮㠴㘷㈵㐮㠶儱⸶㌱〷㘴⁷⠆㠱㜲㔴⸸㙑൱നظㄷ㈳㈰ㄵ⥪ㄮ㘳⸲㠵㜱㜷－㈵㐮㠶儍焷㟿ല㌲〱㔩樱⸶㌱〷㘴⁷〴⸸㐵㜲㔴⸸㙑൱ര㐮㠴㔍㈳㈰ㄵ⥪ㄮ㘳㘠牥ൗൂ名⽇匱猍〮㌲㜠眠⽆㌠ㄠ呦ര⁔爍㜶㐠眠‰‰‸⸸㌰ㄸ㠠〠ⴷ⸵〵㘶⁔洍㔰⸳ㄳ㘶‸ㄮ㠱㠳㔲⁔䐍㘹㧢⤴㜱㜲㔍ㄱ〶㔴‰⁔䐍⠀㔷ㄴ‰‰‱〮㈸㔷㜮㔰㔶㘠呭വ㈮㔶㘴〶‸ㄮ㠱㠳㔲⁔䐹⸴ㄲ㔵㤷㈵റ㘵㐠〠呄ന⸸픰픩呪റ䘴‱⁔昍〠呲സ⥔樍ㄮ〲ㄹ㜸㘸‰⁔䐍⠰㏷ヨ⥔樍㔶㘳㤸㘴‰⁔䐍⠀ന㠰䌩呪റ䘴‱㠶㠠〠呄ന〰㗡⥔樍〮〶㌹㠶㐠〠呄നㄵ┩呪റ㈱㤷㠶㠠〠呄ന㈱〳フ⥔樍ㅆ㐠㠶㠠〠呄നҗ⸍㌰ꤩ呪റ䘴‱⁔昍〠呲സ㈰㌰呪യ䘴‱⁔昍〠呲സඦ⥔樍ㄲㄲㄶ㤠〠呄ന㠸㜱⁔樍ㄲㄹ㜸㘸‰⁔䐍⠎嬩呪റ㈱㤷〷㘠〠呄നＤ㖍⥔樍ㅪ㔴㤷〹‰⁔䐍⠀贰픩呪റ䘴‱㙔昍〠呲സҗ⸍⠒䄩呆㐠ㄠ呦ര⁔爍㠀സ⸳〱㠸樍ㄮ〲㤸㈠〠呄ന*ワ⥔樍ㄲㄹㄹ㜸‰⁔䐍⠘픩呪റ䘴‱⁔昍〠呲സ⸸픰픩呪റ䘴‱㘹‰⁔䐍⠸ꐷㄠ呪റ㈱㤷㠶㠠〠呄നϝフ⥔樍ㅆ㐠ㄶ㤠〠呄നㄵ┩呪റ㈱㤷㠶㠠〠呄നㄷ挰픩呪റ䘴‱⁔昍〠呲സᛔ⥔樍ㄮ〲ㄶ呦ര⁔爍㠮〳〓⥔⸰㈸㘸‰⁔䐍⠃丶퐩呪റ⸰㈱㙔昍〠呲സ㈳瀰ጩ吮〲㠰ㄸ㠶㜠〠吇ꀶ嬩吠㜰㠮ㄱമ㈸㔷ㄍ⠆㠱㜲㌲〱㔩樍焍〴⸸㐶㜲㌲〱㔩樱⸶㌱〷㘴⁷⠆㠱㜲㌲〱㔩樍焍⠆㠱㜲〹⸰㐵樱⸶㌱〮㈸㔷ㄷ㟿ല㌲〱㔩樍焷㟿ല〹⸰㐵樱⸶㌱〷㘴⁷〴⸸㐵㜲㌲〱㔩樍焍〴⸸㐵ല〹⸰㐵樱⸶㌶攍圠渍䉔യ䝓ㄠ杳ര⸳㈷⁷ 䘳‱⁔昍〠呲റ〷㘴⁷†〠〠㠮㠳〱㠸‰㜮㔰㔶㘠呭വ〮㌱㌶㘠㠱⸸ㄸ㌵㈠呄ശ㤹㐷ㄷ㈲⸹㕔⸰㐠〠呄ന５〱㠸‰‰‸⸸㌰ㄸ㠠〠ⴷ⸵〵㘶⁔洍㔲⸵㘶㐰㘠㠱⸸ㄸ㌵㈠呄㤮㐱㈵㔹㜲㈮㤵吮〴‰⁔䐍⠀贰픩呪റ䘴‱⁔昍〠呲സҗ⸍⠒䄩呆㐠ㄱ㘹‰⁔䐍⠸مش䌩呪റ䘴‱㠶㠠〠呄നᛔ⥔樍ㄮ〲ㄠ呦ര⁔爍㠀洷騩呪റ䘴‱⁔昍〠呲സඦㄷ㈵㐮㠵㤷ㄮ㘳⸲㠵㜱㜷－㈷㜕儍焷㟿ല㔴⸸㔹㜱⸶㌱〷㘴⁷〴⸸㐵㜲㜷ᕑ൱ര㐮㠴㔍㈵㐮㠵㤷ㄮ㘳㘠牥ൗൂ名⽇匱ظ猍〮㌲㜠眠⽆㌠ㄠ呦ര⁔爍㜶㐠眠‰‰‸⸸㌰ㄸ㠠〠ⴷ⸵〵㘶⁔洍㔰⸳ㄳ㘶‸ㄮ㠱㠳㔲⁔䐍㘹㧢⤴㜱㜳〮㘵㌵ㄱ‰⁔䐍⠩哤㠵㜱㐠〠〠⸲㠵㜱〠ⴷ⸵〵㘶⁔洍㔲⸵㘶㐰㘠㠱⸸ㄸ㌵㈠呄㤮㐱㈵㔹㜳〮㘵㌵ㄱ‰⁔䐍⠀⠘ꤩ呪റ䘴‱⁔昍〠呲സ⸸㈶퐩呪റ⸰㈱㤸㈠〠呄നㄷ⠘䌩呪റ䘴‱㠶㠠〠呄ന̀ワ⥔樍ㄲㄹ㜸㘸‰⁔䐍⠁�呪റ㈱㤷㠶㠠〠呄നᢌ⥔樍ㄲㄲ㜶〲‰⁔䐍⠱㖦㔥⥔樍ㄲㄹ㜸㘸‰⁔䐍⠰㏽ヨ⥔樍㔶㘳㤸㘹‰⁔䐍⠀�呪റ㈱㤷㠶㠠〠呄നӷ㖦⥔樍ㄲㄲ㜱㘹‰⁔䐍⠸⠘㴩呪റ㈱㤷㠶㠠〠呄നk⸱㠸ㄸ㠮〲ㄶ㤠〠呄നᣕ⥔樍ㅆ㐠ㄠ呦ര⁔爍㠮㣕フ⥔樍ㅆ㐠ㄠ呦ര⁔爍㠲㕮⸱㠸ㄸ㠮〲ㄶ㤠〠呄നҩフ⥔樍ㅆ㐠ㄳ㘷‰⁔䐍⠰㏾ヨ⥔樍㔶㘳㤷㌹‰⁔䐍⠗턩呪റ⸰㈱㤸㈠〠呄നㄴ谵꘩呪റ㈱㈷ㄶ㤠〠呄ന㠸㜱⁔樍ㄲㄹ㜸㘸‰⁔䐍⠎嬩吠㜰㠮ㄱമ㈸㔷ㄍ⠆㠱㜲㜷ᕑ൱ര㐮㠴㘷㈷㜕儱⸶㌱〷㘴⁷⠆㠱㜲㜷ᕑ൱ന 㠨ቁ⥔䘴‱⁔昍〠呲സ¦フ

ㄵസ⸳〱㠸樍ㄮ〲ㄹ㠲‰⁔䐍⠀⨰呪റ㈱㤱㤷㠠〠呄നᣕ⥔樍ㅆ㐠⁔昍〠呲സ⸸픰픀 킞ҹ㖦 ᠱ㠸‰‰‸⸸㌰ㄸ㠠〠ⴷ⸵〵㘶⁔洍㔲⸵㘶㐰㘠㠱⸸ㄸ㌵㈠呄㤮㐱㈵㔹㜲⸷㠷㠶‰⁔䐍⠄霮നቁ⥔䘴‱ㄶ㤠〠呄നұቁ⥔䘴‱⁔昍〠呲സ㠮㌰ㄸ㡪റ⸰㈱㠶㠠〠呄ന*ワ⥔樍ㄲㄹㄹ㜸‰⁔䐍⠲ォフ⥔樍ㅆ㐠ㄠ呦ര⁔爍㠄霮ㄶ㖦⥔樍ㄲㄲ㜴㌴‰⁔䐍⡪朰呪റ⸰㈱㤸㈠〠呄ന(ᡃ⥔樍ㅆ㐠㤸㈠〠呄നㄴ脰呪റ⸰㈱㤸㈠〠呄ന⸸픰픩呪റ䘴‱⁔昍〠呲സ㈱〳フ⥔樍ㅆ㐠㠶㠠〠呄നҗ⸍㌰ꤩ呪റ䘴‱⁔昍〠呲സ㈰㌰ 㠸㜱⁔樍ㄲㄹ㜸㘸‰⁔䐍⠎嬩吠㜰㠮ㄱമ㈸㔷ㄍ⠆㠱㜱㠶⸩呪焍〴⸸㐶㜱㠶⸀ظㄷㄸ㘮ظㄷㄶ㐮ㄳ㈍ㄮ㘳⸲㠵㜱㜷－ㄸ㘮

җ⸍⠒䄩呆㐠ㄱ㘹‰⁔䐍⠏쀩呪റ⸰㈱㤷㠠〠呄ന语⥔樍ㅆ㐠ㄸ㘹‰⁔䐍⡄ന流⥔䘴‱ㄶ㤠〠呄ന㡜〳ザ⥔樍ㅆ㐠ㄠ呦ര⁔爍㠄㤵꘩呪റ㈱㈷㐳㐠〠呄ന㠮㌰ㄸ㡪റ⸰㈱㤸㈠〠呄ന*ワ⥔樍ㄲㄹ㠶㠠〠呄ന㈰ꤰ픩呪റ䘴‱⁔昍〠呲创җ⸱㘵꘩呪റ㈱㈷㤸㈠〠呄ന育⥔樍⽆㐠㠶㠠〠呄ന的⥔樍ㄲㄲ㜱㘹‰⁔䐍⠸㠷ㄠ呪റ㈱㤷㠶㠠〠呄ന方⥔樍ㄲㄹ㜱㘵‰⁔䐍⠀贩呪റ樵㐹㌱㠸㘷‰⁔̰픩呪റ䘴‷㐳㐠〠呄ന㣿⸱㠸ㄸ㠮〲ㄶ㤠〠呄ന¶㟀⥔樍ㄮ〲ㄹ㜸‰⁔䐍⠖퐩呪റ⸰㈱⁔昍〠呲创教⥔樍ㄮ〲㠶㠠〠呄ന的⥔樍ㄲㄲ㜱㘹‰⁔䐍⠇漰ㄸ㠠〠〠㠮㠳〱㠸‰㜮㔰㔶㘠呭വ〮㌱㌶㘠㠱⸸ㄸ㌵㈠呄ള猍〮㈳㐱㜱㜮㠰㌰픩‰⁔䐍⠀Ｕ贩呪റ㤳㐰㤹㘠〠呄നæ㠵㜱㐠〠〠⸲㠵㜱〠ⴷ⸵〵㘶⁔洍㔰⸳ㄳ㘶‸ㄮ㠱㠳㔲⁔䐍㌲⸹㤴㈸㘱㜮㠰㌰픩‰⁔䐍⠀创⸳〱㠸樍ㄮ〲ㄶ㠲‰⁔䐍⠀⨰呪റ㈱㤸㘸‰⁔䐍⠃ㄸ㡪റ⸰㈱㘰㈠〠呄ന㈶먰鸩呪റ⸰㈸㘸‰⁔䐍⠐鸩吠㜰㠮ㄱമ㈸㔷ㄍ⠆㠱㜱㘴⸱㌲焍〴⸸㐶㜱㘴⸱㌲റ⸶㌱〷㘴⁷⠆㠱㜱㘴⸱㌲焍⠆㠱㜱㐱⸰㈳റ⸶㌱〮㈸㔷ㄷ㟿റ㘴⸱㌲焷㟿റ㐱⸰㈳റ⸶㌱〷㘴⁷〴⸸㐵㜱㘴⸱㌲焍〴⸸㐵റ㐱⸰㈳റ⸶㌶攍圠渍䉔传䝓ㄠ杳ര⸳㈷⁷ 䘳‱⁔昍〠呲റ〷㘴⁷†〠〠㠮㠳〱㠸‰㜮㔰㔶㘠呭വ〮㌱㌶㘠㠱⸸ㄸ㌵㈠呄ശ㤹㐷ㄷㄵ⸲㐶㤱⤠〠呄നê〱㠸‰‰‸⸸㌰ㄸ㠠〠ⴷ⸵〵㘶⁔洍㔲⸵㘶㐰㘠㠱⸸ㄸ㌵㈠呄㤮㐱㈵㔹㜱㔮㈴㘹ㄩ‰⁔䐍⠘ꤩ呪റ⸰㈱㤸㈠〠呄ന⸸ꤰ픩呪റ䘴‱⁔昍〠呲创䐍눵䴩呪റ䘴‱㠶㠠〠呄ന¼㟀⥔樍ㄮ〲ㄹ㜸‰⁔䐍⡘呪传䘴‱⁔昍〠呲创ٮ㖦⥔樍ㄲㄲ㜴㌴‰⁔䐍⠀┩呪റ㈱㤷㠶㠠〠呄ന㈰⠘ꤩ呪റ䘴†呦ര⁔爍㠃呪ര⸰㈱㤸㈠〠呄ന语⥔樍ㅆ㐠ㄠ呦ര⁔爍㠮㣕フ⥔樍ㅆ㐠ㄶ㤠〠呄നㄵ丳呪ര⸰㈱㤸㈠〠呄നù㏩⥔樍〮〲ㄹ㠲‰⁔䐍⠘呪传䘴‸㘸‰⁔䐍⠍꘩呪റ㈱㈷ㄶ㤠〠呄ന㠸㜱⁔樍ㄲㄹ㜸㘸‰⁔䐍⠎嬩吠㜰㠮ㄱമ㈸㔷ㄍ⠆㠱㜱㐱⸰㈳焍〴⸸㐶㜱㐱⸰㈳റ⸶㌱〷㘴⁷⠆㠱㜱㐱⸰㈳焍⠆㠱㜱ㄍ㔲ㄳ儱⸶㌱〮㈸㔷ㄷ㟿റ㐱⸰㈳焷㟿റㄍ㔲ㄳ儱⸶㌱〷㘴⁷〴⸸㐵㜱㐱⸰㈳焍〴⸸㐵റㄍ㔲ㄳ儱⸶㌶攍圠渍䉔传䝓ㄠ杳ര⸳㈷⁷ 䘳‱⁔昍〠呲റ〷㘴⁷†〠〠㠮㠳〱㠸‰㜮㔰㔶㘠呭വ〮㌱㌶㘠㠱⸸ㄸ㌵㈠呄ശ㤹㐷ㄷㄲ⸶㜵㐸䐍⠀哫〱㠸‰‰‸⸸㌰ㄸ㠠〠ⴷ⸵〵㘶⁔洍㔲⸵㘶㐰㘠㠱⸸ㄸ㌵㈠呄㤮㐱㈵㔹㜱㈮㘷㔴㡄നâ语⥔樍ㅆ㐠ㄠ呦ര⁔爍㠮㣕フ⥔樍ㅆ㐠ㄠ呦ര⁔爍㠲㌰픩呪റ䘴‱㠶㠠〠呄ന�⸍㌰ꤩ呪റ䘴‱⁔昍〠呲创㌰㈱�呪റ㈱㈷ㄶ㤠〠呄നܥ〱㠸樍ㄮ〲ㄶ㠲‰⁔䐍⠀⠃呪ഭ⸰㈱㤷㠠〠呄നׯャ⥔樍⽆㐠㠶㠠〠呄ന育⥔樍⽆㐠ㄠ呦ര⁔爍㠍꘩呪റ㈱㈷ㄶ㤠〠呄ന㠸㜱⁔樍ㄲㄹ㠶㠠〠呄ന方⥔樍ㄲㄹ㜱㘵‰⁔䐍⠀贩呪റ樵㐹〱㠸㘴‰⁔䐍⠃呪ര⸰㈱㤸㈠〠呄നcフ⥔樍ㅆ㐠ㄠ呦ര⁔爍㠖퐩呪റ⸰㈱⁔昍〠呲创�フ⥔樍ㅆ㐠ㄶ㤠〠呄നㄳ呪ഭ⸰㈱㤷㠠〠呄നԍ㠮㌰ㄸ㡪റ⸰㈱㤸㈠〠呄ന⸰㌰ጩ吮〲㠶㠠〠呄ന语⥔樍ㅆ㐠ㄠ呦ര⁔爍㠮㣕フ⥔樍ㅆ㐠ㄠ呦ര⁔爍㠲〳ャ文ց㛔ںゞ



第４期 亓海峰：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教学设计类学位论文撰写的调查研究

表２　２０１３年汉语国际教育教学设计类学位论文

１ 针对初中级日本汉语学习者的商务汉语口语任务型教学设计

２ 智能白板环境下的《新实用汉语课本》第二册教学活动设计

３ 基于５Ｃ标准的汉字教学活动设计

４ 国际学校对外汉语综合课语法教学设计

６ 语段视角下的国际学校汉语课教学设计———以小学生为例

７ 意大利学生汉语二字组连调偏误分析和声调教学设计

８ 电影作为短期汉语教学辅助手段的教学设计

９ 象形字部首汉字教学法之课堂教学设计

１０ 以蒙台梭利教学法为基础的韩国初中生初级汉语课程教学设计

１１ 国际汉语课程中针对欧美学生的颜色词教学设计———以汉语课程为例

１２ 在华美国项目中级汉语综合课课文教学设计———以ＣＩＥＥ为例

１３ 非汉字文化圈零起点学生的汉字教学设计———以基础汉语四十课为例

１４ 以多元智能理论为指导的汉语课堂活动设计

１５ 基于主题式教学法的初级汉语综合课教学设计———以新西兰中小学汉语教学为例

１６ 零起点泰国学生高偏误率汉语声母调查及教学方法设计

１７ 基于任务型教学法越南中高级汉语报刊阅读课的任务设计

１８ 越南大学生汉语综合课的复合趋向补语教学设计

１９ 基于有效输出的对外汉语中级听力课的教学设计

２０ 基于二语习得序向研究的对日汉语中级教材编写设计

２０１４年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教师研修基地通过答辩的学位论文有５５篇，其中有１７篇论文

为教学设计论文，占论文的总数的３０％，论文详见下表：

表３　２０１４年汉语国际教育教学设计类学位论文

１ 基于主题式的汉语教学资源设计———以新西兰小学为例

２ 面向新西兰小学生的网络汉语课教学设计———以奥克兰孔子学院网络汉语课为例

３ 中文歌曲的分层教学设计

４ 意大利儿童初级汉语教材设计———以都灵ＳＰＩＮＥＬＬＩ小学为例

５ 针对“毕竟、到底、终究、终归”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与设计

６ 新西兰ＰＩＧＥＯ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小学混合班级汉语教学设计

７ 国际汉语课堂教师提问设计———以美国ＡＬＬＩＡＮＣＥ大班课为例

８ 基于ＴＰＲＳ教学法的意大利汉语教材编写设计

９ 越南大学汉语综合课的“了”字教学设计

１０ 从零基础到通过新ＨＳＫ四级教学设计———以韩国成人学习者为例研究

１１ 对哈中高级阶段汉语动物词汇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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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小学教学设计》在美国麦迪逊小学汉语课堂中实施了暗示教学法，通过问卷调查对教学效果

进行了评估。《非汉字文化圈零起点学生的汉字教学设计———以＜基础汉语４０课＞上册为例》中设

计和实施了分析－导入－实施－评估四个模块的汉字教学，并通过行动研究法验证了设计方案的教

学效果。

四、分析及反思

华东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教学设计类的论文逐年上升，这些论文从选题、研究思路和研

究内容等方面具有很多共同的优点。

首先，具有创新性，体现出了不同于传统的新的研究视角。论文的研究领域涉及到汉语教学的

各个方面，不少是过去研究较少的领域，比如对海外中小学汉语教学的研究在论文中占了近３０％，

使论文的研究对象呈现出低龄化、多元化的特点，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法的研究也具有新的研究角

度，比如尝试将歌曲、游戏、影视作品引入到汉语课堂中，尝试运用新的理论和教学方法解决课堂教

学问题，使论文具有创新性，比如《基于学生反馈的话题式课堂活动设计———以澳大利亚的一所小

学为例》、《暗示教学法指导下的美国普通公立小学教学设计》。

其次，形成了有别于学术型硕士学位论文的新的研究范式。这些论文不少来自于汉语国际教

育硕士学习期间海内外的教学实习、实践，论文的撰写一般是在发现教学问题的基础上通过设计和

实施教学方案而形成的，比如《新西兰ＰＩＧＥＯ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小学混合班级汉语教学设计》是作者在

新西兰实习期间针对当地小学不同层次的学生混班上汉语课的问题撰写的教学设计论文。这些论

文按照发现问题－尝试解决－结果分析的思路进行研究，体现出了在新的研究范式下对汉语教学模

式、教学方法的积极探索。

第三，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论文选题来源于教学实践，分析材料取自于课堂观察，研究结论也

力图应用于汉语课堂，这些特点使论文具有鲜明的应用性。

我们在进行论文分析时也发现，虽然目前教学设计类论文数量在不断增加，但是获得优秀等级

的论文却比较少。华东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三年的学位论文中，共有１６
篇论文在评阅和答辩中获得优秀，其中，教学设计类论文获得优秀的只有２篇，占优秀论文总数的

１２％。

可见，目前的教学设计类论文虽然在应用性研究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是质量仍有待进一步

提高。我们发现教学设计类论文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比较普遍的问题是对教学方案的分析和评

估比较欠缺，论文缺少理论的提升。不少论文虽然提出了详细的设计方案，但是对课堂实施过程的

观察和分析却一带而过，对实施效果的评估也比较浅显、粗略。比如《语段视角下的国际学校汉语

课教学设计》一文对国际学校的汉语课进行了设计，论文共四章，分别为：研究背景、设计依据、教

学设计、评估和反思，其中设计方案的描述是论文的主体，在第三章论文详细地展示了设计的方案，

但是第四章对方案实施过程的分析却很笼统，对教学效果的评估和反思也只停留于授课教师自己

对教学方案的思考，没有有关学生反馈的实证性研究。这样的设计就会使论文仅停留于对方案的

描述和介绍，缺少分析，会降低设计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五、结　语

提倡汉语国际教育硕士撰写教学设计类论文、加强教学应用研究是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的需

要，为了提高教学设计类论文的撰写质量，进一步加强应用性和科学性，我们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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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提倡“问题解决式的教学设计”。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培养应以提高在实际教学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目

标，在“问题导向”的培养模式下，在其学位论文写作中也应大力提倡“问题解决式的教学设计”。

问题教学式的教学设计以目标导向教学理论为基础，设计中着力于解决三个问题“我要去哪

里”、“我如何去那里？”、“我怎么知道我已经到了那里”（Ｒ．Ｍａｇｅｒ，１９６８）。在进行教学设计时首先

要发现问题、明确要达到的教学目标，分析教学环境、教学对象的特点，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分析

教学任务，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然后实施设计，评价教学效果（梁平，２０００）。

海内外汉语教学在迅速发展，在教学对象、教学方法上都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就对教材、

教师、教法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在汉语教学实践、实习过程中会遇到不少新问题

和新挑战，提倡问题解决式教学设计可以使学生为解决问题而进行教学研究和论文撰写，使教学设

计的目标更加明确，方案的设计更具针对性，论文将更科学、更实用性，有助于强化汉语国际教育硕

士的问题意识，提高其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二，加强对教学效果的评估和分析，提高教育反思能力。

如前所述，目前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教学设计类论文多以设计方案为主体，分析性不强，教学

评估比较粗略，应引导学生在论文写作中加强对教学任务的分析、对教学过程的记录和对教学效果

的评估，特别是教学效果的评估应该是教学设计类论文不可缺少的部分，这样才能变介绍和描述为

主体的论文为分析和论证为主体的论文。同时，通过教学效果的评估提高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教

育反思能力。

第三，在突出应用性的同时，注意理论的提升。

目前，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教学设计类学位论文实践性很强，是突出的优点，但是在注重应用

性的同时，并不是要摒弃理论性，“汉语国际教育的实践必须在理论的指导下展开，而以汉语国际

教育实践作为主题的论文，最终也必须将实践的内容上升到理论的层面进行分析和归纳”（叶军，

２０１１），论文应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依据理论进行设计，同时，也通过实施设计，完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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