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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笔者作为一名实习汉语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发现阿拉伯国家零基础汉

语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有一定的特殊性，其学习动机的类型特点值得深究，本文采

用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对比分析法，以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阿

拉伯国家零基础汉语学习者为调查对象，从“学习动机调查、学习动机类型特点、

激发学习动机的教学策略”等三方面进行调查分析。

一是学习动机调查。笔者以阿拉伯国家零基础汉语学习者为例，基于 Dornyei

学习动机三层次理论，结合学习者的基本情况从语言层面、学习者层面、学习情

境层面、学生的学习情况、学生对教师、教材以及教学要求等方面设计问卷题目，

以整体调查加个体访谈的形式展开，最后对问卷数据与访谈结果进行分析统计。

二是学习动机类型特点。笔者通过问卷星以及 SPSS 等数据分析软件对问卷数

据进行分析统计，得出学习动机类型的动机强弱分布：学习者层面>学习情境层面>

语言层面。其特点分别是:1.语言层面：工具型动机强于融入型动机，通过了解其

原因是大部分学习者学成以后需要帮助家族打理生意。2.学习者层面：学习者对

有挑战性的事情怀有强大的自信心，阿拉伯学习者比较开朗、喜欢交际，对语言

有很大的欲望，而且语言使用焦虑感较低，一般成绩较好。3.学习情境层面：学

习者更喜欢有趣的教材、教师新颖的教学方式以及学习环境。最后年龄、性别等

因素在家庭、工作与生活、环境中也体现出学习动机的差异性。

三是激发学习动机的教学策略。根据学习动机的类型特点,教师层面包括“提

高教师综合能力、营造活泼的课堂环境、及时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反馈”；教学

法层面包括“非沉浸式教学与沉浸式教学、游戏教学法、工具辅助教学法”；教材

层面包括“针对性的选择教材、结合实际情况自编教材、选择辅助性教材，扩展

学生视野”；学习者层面包括“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合理分配时间、合适的学习

方法”等方面提出教学策略。

关键词：阿拉伯国家，学习动机，调查，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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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ntern Chinese teacher, the author found that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of
beginners from Arab countries have certain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The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learning motivations are worthy of further study. This article uses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he interview method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taking Yiwu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ollege Arab
beginners as the survey subjects, and conducted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from three
aspects: "investigation of learning motiv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earning motivation
types,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that stimulate learning motivation".

The first is the investigation of learning motivation. The author takes the beginners
from the Arab countries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three-level theory of Dornyei
learning motivation, combined with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learners, the
questionnaires are designed from the aspects of language level, learner level, learning
situation level, student learning situation, students' teachers,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eaching requirements. It is conducted in the form of an overall survey plus individual
interviews. Finally, the statistics and questionnaire data are analyzed.

The second is the type characteristics of learning motivation.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questionnaire data through questionnaire stars and SPSS and other data analysis
software, and the motivational distribution of learning motivation types is obtained:
learner level>learning situation level>language level. Their characteristics are: 1.
Language level: instrumental motivation is stronger than integration motivation, by
understanding the reason, most learners need to help the family to run their business
after they learn. 2. Learner level: Learners have strong self-confidence in challenging
things, Arab learners are more cheerful and communicative, they have a great desire for
language, and low anxiety in language use, and generally good grades. 3. Learning
situation level: learners prefer interesting textbooks, teachers' novel teaching methods,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Finally, factors such as age and gender also reflect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motivation in the family, work and life, and environment.

The third is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that stimulate learning motivation.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learning motivation, the teacher level includes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teachers, create a lively classroom environment, and timely feedback on the
learning of students”, the teaching method level includes “non-immersive teaching and
immersive teaching, game teaching method, tool-assisted teaching method ", the
textbook level includes" targeted selection of textbooks, self-compilation of textbooks
based on actual conditions, selection of supplementary textbooks, and expansion of
students' horizons ", The learner level includes teaching strategies such as "forming
good learning habits, allocating time reasonably, and suitable learning methods".

Keywords: Arab countries, learning motivation, survey, teach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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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缘由

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不断提高并推动国家快速发展，“汉语”成为世界上炙

手可热的语言。“一带一路”的发展也为“汉语”在世界上稳步发展提供了重要条

件，有很多外国友人来中国学习汉语用以满足自己的学业或事业。2011 年“中欧

班列”的开通更是推动了中国至欧洲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

笔者作为一名实习汉语教师，从 2018 年 9 月至 2020 年 1 月在义乌工商职业

技术学院任教，随着教学时间的增加、汉语教学的逐步深入，基于“世界贸易中

心”的地理环境，通过笔者对学习者的观察与了解，发现阿拉伯国家零基础学习

者学习动机具有特殊性，因此决定对阿拉伯国家零基础学习者的学习动机进行调

查，通过调查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并采取相应的教学策略，帮助学习者强化学习动

机，用来弥补先天学习环境的不足。本课题选择阿拉伯国家（摩洛哥、叙利亚、

也门、毛里塔尼亚）零基础（未通过 HSK 三级考试）汉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针

对学习动机的数据分析和个体访谈的调查结果提出相应教学策略，期望对阿拉伯

国家零基础汉语教学有一定参考与借鉴意义。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分析法

笔者通过文献分析法分析前人在二语学习动机调查方面所取得的理论成果，

对符合本课题的期刊论文进行分类统计并总结理论观点，夯实课题研究的理论基

础，为有效的教学策略提供理论指导。

1.2.2 访谈法

访谈法能简单并快速地收集到所需要的第一手资料，笔者通过线下非结构性

的访谈方式对 20 名阿拉伯国家零基础学习者进行个人访谈，在交流中以询问的方

式了解学习者学习汉语的原因、学习态度、以及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通过访

谈结果与平时作业的完成情况整合分类并分析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高频难点、学

习汉语的原因以及影响学习效果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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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问卷调查法

通过问卷调查法了解学习者的真实想法，根据学习者填写的各类信息进行统

计分析，总结归纳出学习者学习动机特点，并对其进行分析。对零基础学习者必

要的情况下增加阿拉伯语翻译，确保问卷的有效性。

1.2.4 对比分析法

对比分析法通过对个别研究对象进行平行比较，得出的数据与结果更加可靠

与真实。笔者对同一阶段零基础学习者的学习状态、学习特点与学习效果进行观

察并记录。对比发现阿拉伯学习者一般比较积极、能够主动与教师进行沟通交流，

属于主动型学习者，很擅长将学到的句式快速应用在生活中，学习效果也相对较

好。根据对比总结学习者的学习情况与自身特点，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学习者学习

特点与学习方式。

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本课题以“阿拉伯国家零基础汉语学习者学习动机调查”为题。

针对阿拉伯国家零基础汉语学习者进行学习动机的调查，本文主要是以义乌

工商职业技术学语的阿拉伯国家零基础汉语学习者为例，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学习

动机进行调查分析，针对学习者所遇到的困难提出最有效的解决方法，找出最适

合的教学策略，丰富教学模式，增加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汉语水平。

目前在国际上多是研究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学习动机，对于汉语学习者

学习动机的研究还处于发展阶段，且大多数是针对东南亚地区汉语学习者学习动

机的研究，对阿拉伯国家汉语学习者的研究比较欠缺，前人已有的研究以阿拉伯

国家的学习者为研究对象，也多是在非目的语的社会环境中所做的研究，因此笔

者对处于目的语的社会环境中的学习者进行调查研究，某种程度上是对国内汉语

教学以及阿拉伯国家汉语教学板块的填充；也为其他老师和研究者提供真实的数

据资料；为汉语教师提供相关教学策略；为来华阿拉伯国家汉语学习者学习动机

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希望对阿拉伯国家零基础汉语学习教学模式的创新有借鉴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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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通过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期刊论文库的查询及筛选，整理出有关阿拉伯

国家汉语学习者学习情况的研究有 57 篇，其中大多数是对于阿拉伯汉语学习者学

习偏误的研究，关于阿拉伯国家汉语学习者学习动机研究的文章有 4 篇，这 4 篇

都是学习者处于非目的语的社会环境中所进行的调查研究。

2.1 学习动机的定义

在不同的教学环境以及教学对象方面，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学习动机也

有不同的定义。刘珣（2000）认为动机是激励某个人做出某种行为的内在动力，

一般是为达到目的而付出的努力。动机会根据某个人的心理变化、思想情感的变

化而不断变化。并指出“学习动机是情感因素的一部分，学习动机也和心理学相

辅相成。西方的学者经常把动机看作是人类为满足需要而采取行动的欲望，包括

生理上和心理上。在不断地调查中得出，在影响第二语言学习的诸因素中，动机

占 33%，学能占 33%，智力占 20%，其他占 14%”
[1]
。

2.2 研究现状、发展状态

2.2.1 学习动机的分类

在第二语言学习动机分类方面最早的研究学习动机的学者是 Robert.Gardner

和 Lambert通过数据分析，将学习动机分为融入型动机和工具型动机。所谓融入型

动机是指为了和目的语群体直接进行交际，与目的语文化有更多的接触，希望能

够融入目的语的社会群体。比如一个阿拉伯学生因为喜欢中国的汉字和文化而来

到中国学习汉语，体验中国文化，反映出学习者对于交际的意愿和兴趣，在此背

景下，得到的学习效果也更明显。其次是工具型动机，是把第二语言当作工具来

达到自己的目标或愿望，工具型动机的学习者容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比如阿拉

伯学生为了在中国开展贸易事业或进入中国的企业工作而学习汉语，这就是典型

的工具型动机，通过学习达到自己的目的。

其次学习动机也分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内部动机是学习者内心对做事情

的兴趣并觉得做事情有意义，愿意主动付出努力并实现自己的目标，内部动机驱

使下所取得较长远的成功；而外部动机一般是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去做事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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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别人影响、奖惩制度等因素，外部动机影响下学习者一般只能取得短期的成功。

2.2.2 研究现状、发展状态

国外研究现状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Lado（1957）认为第二语言的获得是通过刺激—反应—强

化形成习惯所得到的，学习者在第二语言习得中会出现第一语言迁移的问题，学

习者经常用母语作为媒介语学习第二语言，两种语言结构中相似的成分会产生正

迁移，促进学习者的学习，但结构出现差异的成分会产生负迁移，而负迁移往往

会造成二语习得的困难和学习者的错误以及偏误。

从社会-教育模式角度来看，对第二语言学习动机的分类影响最大的是

Gardner 和 Lamber（1972）提出的融入型动机与工具型动机。融入型动机指的是

学习者对于语言有浓厚的兴趣，并希望能够在学习之后融入到当地的社会交际中，

有融入型动机的学习者更容易体会到外语的乐趣，更容易掌握语言。而工具型动

机指的是学习者通过学习语言达到某一目的或把语言当作工具实现某一目标。在

学习动机分类方面主要考虑到学习者的态度、愿望以及努力的程度，来分析学习

者的动机类型，在某种程度上，两种动机类型会同时存在于学习者身上。

早期的学习动机研究多是在大社会环境中研究学习者的学习动机类型，随着

研究的深入，研究的角度慢慢从大环境转换到具体的课堂环境中，因此二语学习

动机的研究方向有了一个大的转变，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是 Dornyei 的二语动机

三层次理论，该理论包括学习者层面、语言层面、学习情境层面，其中学习情境

层面是具体并详细的课堂环境，能够从真实的环境中研究学习者的动机类型及特

点。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第二语言学习动机的研究开始于 1980 年，前期多是对英语学习者学习动

机的研究，随着汉语教学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于汉语教学也有了一定

的研究。第二语言学习动机的研究综述主要是针对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汉语学习

者的学习动机研究，其中针对少数民族学习动机研究的有 18 篇，对于汉语学习者

学习动机的研究有 80 多篇。以下从学习环境方面进行分类。

目的语环境

比如：张奕（2016）《波兰来华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调查研究》以波兰籍来华

学生为调查对象，把融入型动机、工具型动机、成就型动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

机融合在问卷设计中，通过问卷分析其学习动机。结果表明，波兰籍留学生学习

动机很强，分析出教师、教材、学习者本身这三种因素会影响学习者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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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学习者克服障碍、适应中国的生活并掌握语言知识；建议汉语教师提高自身

的专业素养，灵活组织设计课堂；选择通俗易懂、符合语言规范的教材。

吴思娜、王童瑶（2019）《东亚及东南亚本科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削弱的调查

研究》以 327 名东亚及东南亚的本科生作为调查对象，其中有 138 人出现了动机

削弱的现象，认为削弱学习动机的因素是学习者的汉语交际、问题解决、情感认

知的能力等内部因素。调查结果显示高年级学生在情感认知能力、交流意愿、课

堂活动等方面影响显著大于低年级学生，并提出要增加课堂活动的有效性和趣味

性等策略激发学习兴趣。

钱慈航、孙宜学（2019）《马来西亚华裔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类型调查及汉语

课程设置研究》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华裔留学生为调查对象进行学习动机类型

调查，通过问卷分析得出结果：马来西亚华裔学生的需求主要是日常沟通及自身

成就感与自信心的满足，针对学生的特点提出“课程内容贴近实际；创造真实的

语料，能够为学生提供合适的表达环境；调整汉语课上课形式”等建议。

从以上文献我们可以看出，在目的语的社会环境中，前人对于学习者学习动

机的研究多是以亚洲或其他非阿拉伯国家学习者学习动机的调查研究。在目的语

环境中主要是从“学习动机类型、影响学生学习动机的内部因素”这两方面对调

查对象进行调查并分析，最终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

非目的语环境

郭亚萍（2009）《印尼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调查研究》在印尼留学生汉语学习

动机的调查研究中，从性别、年龄、是否为华裔三个维度出发设计问卷，结合学

生学习汉语不同类型动机进行研究，其研究表明学习动机可分为静态学习动机与

动态学习动机，并针对学习动机类型提出利用“课外活动、课堂环境、教材、以

及教师的教学与评价”等激发学习者学习动机的教学策略。

詹文芳（2011）《泰国学生汉语学习动机调查研究》中结合自身经历对泰国学

生发放调查问卷，通过 SPSS 软件对统计结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学习情景层面的

学习动机最高，其次是语言层面学习动机，最后是学习者层面学习动机。针对其

类型提出相应的建议，如：了解学生的心理及学习特点、选择合适的教材、制定

合理的教学内容、采取合适的教学方式。

苏菲努尔•赛福丁（2018）《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国立师范大学汉语专业学生学

习动机调查研究》结合二语学习动机理论，综合应用了文献研究、调查问卷、数

据分析、比较等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对比分析，分析研究归类为“现实型、兴趣

型、融入型、强迫型、学习情境型、态度型”。并结合自己的实习经历，并提出：

教师方面：建设稳定的教师队伍、课堂教学灵活；教学方面：优化课程设置、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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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地选择教材、组织更多的课外活动；学生方面：端正学习态度、树立正确

的目标等激发学习动机的策略。

晏丽洁（2018）《韩国汉语学习者学习动机调查分析与个案研究》通过对调查

问卷与个案研究的方式对韩国四类人员汉语学习动机的异同。韩国学习者学习动

机普遍都比较强烈，其中中小学生类和大学生类学习动机较强，社会工作者的学

习动机相对较弱，但个体差异较明显。进而提出相应的激发韩国汉语学习者学习

动机的教学策略，如：较强的师资力量、根据学习者的情况选择教学方式；以学

习者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用以丰富课堂内容。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在非目的语环境中，调查对象主要是亚洲地区的汉语

学习者，并分析得出学习动机类型主要有静态动机类型、动态动机类型；语言层

面、学习者层面、学习情景层面；现实型、兴趣型、融入型、强迫型、学习情境

型、态度型等，并从学生角度、教师的教学方式角度、教材角度提出相应的教学

策略，但比较缺乏对学习情境方面的探讨以及针对教学策略。

2.3 阿拉伯国家汉语学习者学习动机研究综述

通过从知网上查找，筛选出有关于阿拉伯汉语学习者学习情况的相关研究共

57 篇文章，主要分为习得偏误类、汉语教学情况调查类、学习动机类，其中仅包

括 4 篇阿拉伯汉语学习者学习动机的研究，可查到的文章多是针对某个阿拉伯国

家汉语学习者学习动机进行调查研究。以下按照这三个方面进行分类综述。

习得偏误类：

冉晓丽（2013）《零起点班阿拉伯国家留学生汉字习得问题分析及教学策略》

以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零基础阿拉伯学生为研究对象，指出字形、字音、字义

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其偏误的原因是过于追求汉语听、说的目的，母语的负迁移

等。最后从教师方面（深入研究汉字、教学方式多样化）与学校方面（重视汉字

教学）提出教学策略。

甜甜（HANAN YASSIR）（2017）《阿拉伯国家学生汉语介词“在”、“从”、“对”、

“向”习得偏误分析》以阿拉伯国家学生学习汉语过程中介词偏误为例，分析总

结出“遗漏、冗余、误代、错序”等偏误类型，经过分析这几类偏误类型从教材

（举例多样化、强调注释的重要性）与教师方面（多采用对比教学法、合理安排

练习题）提出相关的建议。

张丹阳（2015）《苏丹学生学习汉语拼音的语音偏误分析及教学策略研究》通

过分析声母、韵母、声调中出现的偏误，针对出现的偏误类型提出吹纸法、本音

与呼读音、夸张演示法；从易到难、以旧带新；单韵母衔接法、演示并强化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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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发音、定调法；手势法等教学策略。

汉语教学情况调查类：

艾瑞海（2016）《阿拉伯国家汉语教学的现状、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对约旦大

学中文系的课程设置，教材，师资队伍，教学内容等进行了一系列调查，调查结

果表明约旦汉语教学的发展保持良好的状态，但教学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如：

“学生对教材的编写不满意，如何编写一套适合约旦地区的教材？学生对课程设

置和教师的课堂组织能力的满意度”等问题都需要解决。

陈欣悦（2017）《摩洛哥哈桑二世大学孔子学院初级汉语学习者课堂需求分析》

对于摩洛哥哈桑二世大学孔子学院初级汉语学习者进行调查研究，通过问卷调查

结果表明当前学生对于孔子学院的满意度较高，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学生需

求与教师建议并不是完全匹配的、教学时间不够灵活，在教学中，教师与学生缺

乏有效的沟通。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提出建议，如：建设师生沟通平台、教学时间

应该调整为 1-2 小时；并调整班级规模，提倡小班教学；应加强教师的课堂的管

理能力，应树立教师威信，及时采取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加强课堂管理。为今后孔

子学院的进一步教学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与指导。这些相关的期刊文献无疑是为

本课题提供了可靠的参考资料。

金玹旨（2018）《突尼斯汉语教育情况调查研究》通过对学习情况、教师、培

训机构等各方面进行了调查，其研究结果总结出突尼斯汉语教学情况的个别问题：

如：突尼斯汉语培训机构教育体系不够成熟、文化教育不足、教学用具及相应设

施都比较欠缺，针对问题也提出“激发学生对语言学习的兴趣、培养突尼斯本土

汉语教师、根据不同的学习要求编制不同的教材、预备多彩的学习工具以及活动、

确认汉字课程方案”等建议。

邢蜜蜜（2019）《黎巴嫩汉语教学发展及研究》主要从教学规模、学生情况、

师资状态、教学研究等方面整理汉语教学的现状，提出申请办理孔子课堂、加强

教师团队建设，合理选择教材、使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多样化等近期建议。其次

是优化整合教师资源，建立科研团队，培养本土化的汉语教师等长远发展建议。

阿拉伯国家学习者学习动机方面：

周凯峰（2016）在《苏丹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的调查研究》中利用自身有利条

件对喀土穆大学的 120 名学习者发放调查问卷，使用 SPSS 软件对“性别、年龄、

学习汉语时间、级别、汉语掌握情况、专业和是否复习”7个基本变量以及动机量

表进行分析，其研究结果分为：兴趣型动机、被动型动机、出国动机、文化交流

动机、学习情境动机、获取信息型动机、个人发展动机和可行性动机，结合自身

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提出教师应该加强自身专业素养、创造轻松愉悦的课堂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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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教材方面：无指定教材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尝试自编教材，多加入一些

课外读物，增加学习者的阅读量；教学环境方面：多采用多媒体教学、为学习者

提供自习场地。

曾小弯（2017）《埃及大学生汉语学习动机调查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在语言层

面、学习者层面、学习情境层面中，语言层面的学习动机最强，其中工具型动机

比融入型动机更强，其次是学习者层面，大多数学习者认为汉语较难，但学习者

对于汉语语言的焦虑感较低；学习情境层面学习动机最弱，在教师方面，教师动

机最强、课程因素次之、小组因素最低。结合动机类型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比

如：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降低学生的语言使用焦虑、实现趣味课堂；选择适合

学习者的教材；教师加强基础知识的掌握、提高课堂应变及管理能力，自觉培养

教师自我的专业素养。

章碧云（2019）《摩洛哥汉语学习学习动机调查与研究》对摩洛哥孔子学院的

183 名学习者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学习者的学习动机类型分为：融入型动

机、成就型动机、工具型动机、机遇动机、内在兴趣动机等，通过分析动机类型

得出性别、学习类型对学生学习动机影响较大，首先男生的总体动机强于女生，

其次汉语专业班的动机强于兴趣班。最后从顶级类型、影响因素、学校与教师方

面提出教学建议。

MAYADA ALISAAD ALFAKI（马小梦）（2019）《苏丹大学生学习动机调查》对苏

丹喀士穆大学中文系的 79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问卷主要是由基本信息和动机表

量类的题目组成。调查结果显示教师的作用、学校的教材等因素会影响学习者的

学习动机，最后从教师、教材与课程、教学方法与环境、学生层面分别提出建议。

综上所述，在文献筛选过程中发现前人的研究多以偏误分析、汉语教学情况

调查为主，仅有 4 篇是针对阿拉伯国家学习者学习动机的调查研究。这 4 篇是针

对阿拉伯地区某个国家学习汉语的大学生所做出的学习动机调查，对零基础汉语

学习者学习动机的调查比较欠缺，且这些调查都是处于非目的语环境中所进行的。

由于近几年有大量的阿拉伯国家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教师应该更重视学习者的

学习动机，以帮助学习者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因此本课题对阿拉伯国家（摩洛

哥、叙利亚、也门、毛里塔尼亚）零基础汉语学习者学习动机类型进行调查分析，

并从学生层面、教材层面、教师层面、学习情境层面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帮助

教师更好地“教”、学生更好地“学”，为阿拉伯国家零基础阶段汉语教学提供一

定的参考，也希望能对阿拉伯国家汉语教学起到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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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阿拉伯国家零基础汉语学习者学习动机调查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是以培养工商贸易学科人才为特色的公办全日制普通

高等专科学校。国际教育是该校的三大教学特色之一，2007 年招生以来累计培养

了来自 90 多个国家的国际学生 8400 余人次，2018 年招收了来自 50 多个国家的国

际学生 1451 人，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比例约占总人数的 70%，年招生

总人数位列浙江省高校第八位，同类院校中排名第一。

3.1 研究对象

本课题以阿拉伯国家（叙利亚、摩洛哥、也门、毛里塔尼亚）零基础汉语学

习者为研究对象。2018-2019 学年第二学期注册学习人数是 430，另有 120 个左右

的社会培训生。该校提倡小班教学，要求老师关注每一个学习者，其中零基础 4

个班、初级 3 个班、中级 3 个班、高级 4 个班，社会培训生结合自身水平进入相

应班级学习。零基础班与初级班是学习时间不足一学年、并且是没有通过 HSK 三

级的学生；中级班是通过 HSK 三级、少部分学生通过 HSK 四级、学习时间不足两

学年；高级班是大部分已经通过 HSK 四级、少数学生通过五级、并且学习时间不

足三学年。

本课题结合学习者的学习时间以及 HSK 水平确定研究对象，确定以没有通过

HSK 三级的学习者为研究对象，学生总人数是 185，其中阿拉伯国家的学生人数是

100 个，没有通过三级考试的学生是 75 个，笔者以这 75 位汉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

结合学习者自身情况设计调查问卷，确保问卷的真实性与有效性，同时也要求学

生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完成问卷的内容。

3.2 问卷设计

在问卷设计方面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直接套用国外其他语言习得的问卷

题目，对不同背景的学习者完全套用这个方法一般会导致研究结果出现偏差；另

一种是以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为基础重新编排问卷题目，重新编排问卷内容需要

有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但现在国内对于问卷编排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或者模式。

20 世纪 90 年代，Dornyei（1994）从学习者层面、语言层面、学习情景层面

来研究外语学习动机的模式。学习者层面包括：学习者的个体因素，自信心以及

自身需求。语言层面包括：融入型动机与工具型动机。学习情境层面是指三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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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动机，包括：课程、教师与学习群体，其中学习情境层面是最完备最详细的一

部分，也可以看出该研究者对于学习情境层面的重视性，也提醒了各位教师与学

习者之间的紧密联系。

本课题问卷题目以 Dornyei 提出的学习动机三层次理论为支撑，在前期以线

下访谈的方式尽可能多地收集学习者“为什么来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习汉

语？为何学习者对于汉字书写的要求远低于汉语听说？影响阿拉伯国家零基础汉

语学习者学习动机的因素是什么？如何激发阿拉伯国家零基础汉语学习者的学习

动机？”的原因。结合学习者的回答从学习者层面、语言层面、学习情境层面进

行问卷设计。首先该问卷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个人信息，其中包括：性别、

年龄、签证类型、来中国以前是否学过汉语、除了阿拉伯语还会哪种语言等；第

二部分主要是根据 Dornyei 学习动机三层次理论从学习者层面、语言层面、学习

情境层面进行问卷设计，共有 30 道题目，要求学生参考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回答，

答案中的“5、4、3、2、1”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确定、同意、非

常同意”，答案中分值越大，说明学习者对该题目认同感越弱，动机强度越弱；分

值越小，说明学习者对该题目认同感越强，动机强度越强；第三部分是调查学生

的学习情况（共 8道单选题）；第四部分是为了调查学生对课堂、教师以及教学的

要求（共 5道多选题）。该问卷主要是调查阿拉伯国家零基础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者

层面、语言层面、学习情境层面的学习动机特点以及要求。在问卷展开调查之前，

为了保证问卷的有效性与准确性，笔者对问卷题目进行信度与效度的检测。

3.2.1 信度

信度分析用于研究定量数

据（尤其是态度量表题）的回答

可靠准确性。笔者使用 SPSS 软

件对问卷量表题进行信度分析，

具体的分析数据结果见表 3.1。

对于量表题的分析，首先分

析α系数，如果此值高于 0.8，

则说明信度高；如果此值介于

0.7~0.8 之间，则说明信度良好;

如果此值介于 0.6~0.7，则说明

表 3.1 问卷信度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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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较好；如果此值小于 0.6，说明信度不佳。由表 3.1 可知，本问卷的信度系数

值为 0.771，大于 0.7，综合说明数据信度质量高，可用于进一步分析。

3.2.2 效度

效度分析用于研究定量数据

（尤其是态度量表题）的设计合

理性。为了确保调查的顺利进行，

笔者对问卷进行详细地效度分

析，具体的分析结果见表 3.2。

对于量表题的效度分析，首

先分析 KMO 值； 如果此值高于

0.8，则说明效度高；如果此值介

于 0.7~0.8 之间，则说明效度良

好；如果此值介于 0.6~0.7，则说明效度较好；如果此值小于 0.6，说明效度不佳；

使用 KMO 和 Bartlett 检验进行效度验证，从表 3-2 可以看出：KMO 值为 0.703，

介于 0.7~0.8 之间，说明研究数据良好。

问卷量表效度与信度检测结果证明，此问卷具有可操作性，能够准确有效地

对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情况展开调查。

3.3 数据收集与处理

此次问卷以纸质发放，方便回收与处理数据。由于 5名同学因个人原因退学，

所以本次发放问卷 70 份，回收 69 份，其中无效问卷 3份，有效问卷 66 份。笔者

通过问卷星、EXCEL 以及 SPSS 等数据分析软件对有效问卷的结果进行分析统计，

具体问卷题目分类如下：

表 3.2 问卷效度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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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动机三层次理论 题目分类

4.我喜欢中国的语言文化。

6.我想交中国朋友，能够更好的交流。

学习者层面 8.我想和中国人做生意。

9.汉语很难，我想挑战自己。

16.学会汉语，别人会觉得我很厉害。

7.我觉得汉语很有趣，所以想学习汉语。

11.我很喜欢汉语课的课堂氛围。

学习情境层面 12.我觉得汉语教材很有趣。

13.我很喜欢老师的讲课方式。

14.我不喜欢老师用英语讲课。

15．我有很好的学习环境，所以我有信心学好汉语。

1.父母要求我学习汉语。

2.为了在中国读大学，所以学习汉语。

语言层面 3.为了在中国工作或者帮助家人与中国人合作。

5．公司派你来开拓中国市场。

10.中国在世界上地位很高，所以学习汉语。

17.学习汉语回国之后我可以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根据 Dornyei 学习动机理论将问卷题目进行分类，主要分为学习者层面、语

言层面、学习情境层面，分析计算出各个层面的均值，见表 3.3。

表 3.3 学习动机三层次题目分类对应均值



湖 北 工 业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13

根据这幅图表学习动机三个层面均值来看，学习者层面学习动机最强、学习

情境层面学习动机次之、语言层面学习动机最弱，因此笔者在此重点探究学习者

层面，同时兼论学习情境层面以及语言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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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学习者学习动机数据分析与统计

由于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生源比例不平衡，男生的数量是女生的一倍还多，

在笔者回收的问卷中男生占大多数，而女生较少。男女比例具体分布见表 4.1。

性别 人数 百分比

男 54 81.82%

女 12 18.18%

在本文中，笔者把研究对象的年龄分为五段，分别是 14-18 岁、19-23 岁、

24-30 岁、31-35 岁、35 岁以上，其中大多数处于 19-23 岁，笔者访谈过 20 名左

右该年龄段的学生，他们回答说，是因为 19 岁是成人的开始，可以按照自己的想

法生活，父母也很支持自己的决定。这也是为什么被研究对象大多数处于 19-23

岁这个年龄段。具体分布见表 4.2。

年龄 人数 百分比

14-18 岁 8 12.12%

19-23 岁 34 51.52%

24-30 岁 19 28.79%

31-35 岁 3 4.55%

35 岁以上 2 3.03%

4.1 学习动机类型分析

根据表 3.3 可以得出阿拉伯国家零基础汉语学习者学习动机强度较强，尤其

是学习者层面、其次是学习情境层面。现在笔者将各道题均值统计如下，详见表

4.3。

表 4.1 男女比例分布表

表 4.2 各年龄段比例分布表



湖 北 工 业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15

根据表 4.3 来看，被研究对象在题 4“我喜欢中国的语言文化”、题 6“我想

交中国朋友，能够更好地交流”、题 8“我想和中国人做生意”这三道题均值介于

1-2 之间，说明被研究对象同意题 4、题 6、题 8 的观点；被研究对象在题 1“父

母要求我学习汉语”、题 3“为了在中国工作或者帮助家人与中国人合作”、题 5“公

司派你来开拓中国市场”这三道题均值处于 2.5-4 之间，其中题 5 的均值取得高

值，说明被研究对象不同意题 1、题 3、题 5的观点，这也就说明学习者层面的学

习动机最强，语言层面的学习动机最弱，该数据结果与表 3-1 的结论一致。笔者

在平时与学生的交流中发现，有很多影响学习动机的因素，比如“家庭、工作、

环境、升学”等都会对汉语学习者学习动机产生一定的影响，接下来笔者会具体

分析各个因素对学习动机的影响。

4.2 语言层面的动机特点

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是影响二语习得的重要因素，随着二语习得研究发展得越

来越快，20 世纪末 Dornyei 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教育心理学的理论基础提

出一个较为全面的学习动机理论框架，其中包括三个层面：语言层面、学习者层

面和学习情境层面。语言层面包括工具型动机与融入型动机。所谓工具型动机，

其特点是学习者为了达到目的或实现目标所需要的语言工具，如“求职、上大学、

工作”等；而融入型动机是学习者想要深入了解并希望融入目的语群体的社会生

活，能够有能力与目的与群体进行交际。笔者将语言层面各题均值整理统计如表

4.4。

表 4.3 各题均值统计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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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4.4 来看，被研究对象在题 2“为了在中国读大学，所以学习汉语”、

题 10“中国在世界上地位很高，所以学习汉语”、题 17“学习汉语回国之后我可

以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这三道题中均值处于 1-2 之间，说明被研究对象同意题 2、

题 10、题 17 的观点；在题 1“父母要求我学习汉语”、题 3“为了在中国工作或者

帮助家人与中国人合作”这两道题均值在 2.5 左右，说明在这些方面学习动机强

度中等；在题 5“公司派你来开拓中国市场”中，该题均值接近 4，说明被研究对

象不同意此观点。以表 4.4 来看，总体上可以看出阿拉伯国家零基础汉语学习者

在二语习得中工具型动机较强。

课下笔者在与学生的交流互动中发现，大多数学生希望学成以后能当汉语翻

译或中国企业在国外的代理商。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2014 年开通“义新欧

中欧班列”，从中国义乌出发，由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出境，途径哈萨克斯坦、俄罗

斯、波兰、德国、法国，最后到达巴西首都马德里。这条线路使中国与欧洲的联

系更加密切，创造更多的商机，吸引更多的人来这里学习与工作。很多学生也利

用语言的优势在课余时间兼职一些汉语相关的工作。

调查结果显示被研究对象的工具型动机强于融入型动机，在与学生交流过程

中得知，大部分学生都希望以后从事国际贸易工作或者帮助家人处理贸易业务，

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工具型动机会更加突出，并希望能够将学习结果投入实践中

检验，从而使自己在中国的工作更加得心应手。学生在课下也会观看中国电影、

电视剧等，能够在情境中了解中国的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在工具型动机突出的同

时也会激发融入型动机。

表 4.4 各题均值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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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学习者层面的动机特点

学习者层面主要是学习者个人特征对二语习得产生的影响，Dornyei 认为学

习者层面主要包括成就需要与自信心，其中成就需要是指学习者想要获得别人的

夸奖、有较高的地位、得到大家的尊重、满足；自信心是指学习者的学能与学习

者的语言焦虑以及自我评价。笔者将学习者层面的题目均值整理统计如表 4.5。

根据表 4.5 来看，被研究对象在题 4“我喜欢中国的语言文化”、题 6“我想

交中国朋友，能够更好地交流”、题 8“我想和中国人做生意”这三道题均值处于

1-2 之间，说明被研究对象非常同意题 4、题 6、题 8 的观点，被研究对象有信心

学好汉语，并且在此基础上满足个体的需要；被研究对象在题 9“汉语很难，我想

挑战自己”这道题均值是 2.136，说明被研究对象比较同意题 9的观点；被研究对

象在题 16“学会汉语，别人会觉得我很厉害”这道题均值 2.061，说明别研究对

象比较同意题 16 的观点，从此数据上可以看出来被研究对象总体喜欢有挑战的事

情、而且有很强的自信心。

在与学生交流过程中得知，大部分学习者学习汉语的原因是家中有亲戚朋友

在中国开公司或者有中国的客户源，需要会汉语的人帮忙经营管理。在这样的条

件背景下，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更加强烈，笔者采访过几位学习者，其中来自叙利

亚的被采访者说到“我 13 岁的时候，爸爸送哥哥来中国学习汉语，五年过后，哥

哥回叙利亚接管总公司，而我又来中国学习汉语，为了更好地工作与生活，一般

从第三年开始才会帮爸爸做一些与汉语相关的工作。”另一个来自伊拉克的被采访

者说到“我爸爸在中国成立了贸易公司，做进出口贸易工作，我们一家人都在中

国居住。我很喜欢中国的文化，我从 14 岁开始学习汉语，我希望学习汉语之后别

表 4.5 学习者层面各题均值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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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会觉得我很厉害，想得到别人的赞美。”很多零基础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很喜欢

得到老师与同学的赞美，笔者在教学过程中一般采取鼓励式教学，让学习者更有

自信心与成就感。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习者的总体特点是，零基础班的学习者学习动机强

于中高级班的学习者，零基础学习者对于汉语的需要更强烈，想要适应并尽量融

入这个社会群体或用汉语作为工具赚钱，也可以通过学习汉语来解决生活中遇到

的困难。但随着学习年限的延长，学习者对语言方面的需求会逐渐减少，学习者

层面的学习动机变弱。

在课堂反馈方面，阿拉伯国家学习者在课堂上很活跃，且使用语言焦虑较低，

汉语成绩较好或进步较大，而性格内向的学习者容易出现语言焦虑，口语表达能

力较弱，学习成绩不明显等现象。另外笔者在调查中发现 90%左右的阿拉伯国家学

习者能够用英语表达自己的想法，会说英语的汉语学习者成绩高于不会说英语的

汉语学习者，对于会说英语的学习者来说，能够随时与老师、同学沟通交流，出

现文化冲突、语言焦虑、无参与感等困扰的几率也更低。在一定程度上学习者的

个人特征以及性格特点会影响学习成绩。

4.4 学习情境层面的动机特点

在 Dornyei 学习动机理论中，学习情境层面包括教师、教材、教学方式以及

学习伙伴等因素。教师能力的强弱会影响学习者学习效果，有趣的教材和新颖的

教学方式会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力，学习者群体也会互相影响，出现共同进步或

退步的情况。笔者将学习情境层面各题目均值整理统计如下表 4.6。

表 4.6 学习情境层面各题目均值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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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6 来看，被研究对象在题 7“我觉得汉语很有趣，所以学习汉语”、题

11“我很喜欢汉语课的课堂氛围”这两道题的均值都处于 1-2 之间，说明被研究

对象比较同意题 7、题 11 的观点；被研究对象在题 12“我觉得汉语教材很有趣”、

题 13“我很喜欢老师的讲课方式”、题 15“我有很好的学习环境，所以我能学好

汉语”这三道题上均值都小于 2，说明被研究对象比较同意题 12、题 13、题 15 的

观点；被研究对象在题 14“我不喜欢老师用英语讲课”这道题上均值是 3.273，

说明被研究对象对题 14 的观点认同倾向是中等，说明学习者对于教师讲课的媒介

语要求不高，笔者在教学过程中一般是中英双语教学，随着时间增加减少媒介语

的使用，让学习者慢慢习惯沉浸式教学。

4.5 影响学习动机的相关因素

在学习过程中，影响学习者学习动机的因素有很多，笔者主要从家庭、工作

与生活、升学、环境等与研究对象的性别与年龄等因素进行交叉分析，整理统计

分析结果，分析不同因素对学习动机强度的影响。

4.5.1 家庭

在本次问卷题目中，笔者将题 1“父母要求我学习汉语”与题 3“为了在中国

工作或帮助家人与中国人合作”归为家庭因素，从年龄、性别方面进行分析整理。

笔者将年龄、性别这两个变量分别与题 1 和题 3 进行交叉比较分析，用交叉（卡

方）来描述，具体的分析结果如下表 4.7、表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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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表 4.7 来看，笔者利用卡方检验(交叉分析)去分析年龄对于题 1.父母

要求我学习汉语、题 3.为了在中国工作或者帮助家人与中国人合作。共 2 项的差

异关系，从上表可以看出：年龄对于题 3.为了在中国工作或者帮助家人与中国人

合作。这 1 项没有表现出显著性(p>0.05)，意味着年龄对于题 3 并没有差异性。

另外年龄对于题 1.父母要求我学习汉语。这 1项呈现出显著性(p<0.05)，通过百

分比对比差异可知，14 岁-18 岁选择完全同意的比例 50.00%，会明显高于平均水

平 34.85%。19 岁~23 岁选择完全同意的比例 44.12%，会明显高于平均水平 34.85%。

14 岁-18 岁选择同意的比例 50.00%，会明显高于平均水平 25.76%。31 岁~35 岁选

择同意的比例 33.33%，会明显高于平均水平 25.76%。35 岁以上选择不同意的比例

50.00%，会明显高于平均水平 10.61%。19 岁~23 岁选择不同意的比例 17.65%，会

明显高于平均水平 10.61%。31 岁~35 岁选择完全不同意的比例 66.67%，会明显高

于平均水平 21.21%。35 岁以上选择完全不同意的比例 50.00%，会明显高于平均水

平 21.21%。由此可得，小于 23 岁的学习者比较容易受家庭因素的影响，按照父母

表 4.7 家庭因素：年龄对学习动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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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要求学习汉语，在学习过程中，学习动机可能会根据学习者的学习效果而发生

变化，而大于 23 岁的学习者，父母一般不会安排，会更加让学习者遵循本身的需

要，学习动机类型会更加明确。

根据表 4.8 来看，笔者利用卡方检验(交叉分析)去研究性别对于题 1.父母要

求我学习汉语、题 3.为了在中国工作或者帮助家人与中国人合作。这 2项的差异

关系，从上表可以看出：不同性别对于题 1与题 3并没有显著的差异性(p>0.05)。

但通过分析百分比来看，男生的受父母的影响比女生受父母的影响比例高，由于

女生研究对象较少，对于分析结果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4.5.2 工作与生活

笔者将题 6“我想交中国朋友，能够更好地交流”与题 8“我想和中国人做生

意”归类为工作与生活，针对题 6 与题 8 结合年龄与性别进行交叉分析，并用交

叉（卡方）来描述，具体分析见下表 4.9：

表 4.8 家庭因素：性别对学习动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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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4.9 来看，笔者利用卡方检验(交叉分析)去分析年龄、性别对于题 8

这 2 项的差异关系，从上表可以看出：年龄、性别对于题 8 这 2 项没有表现出显

著性(p>0.05)，意味着题 8在年龄、性别方面没有显示出差异性。但从数据来看，

在题 8“我想和中国人做生意”的性别方面，男生的动机明显强于女生的动机，这

也是受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教传统文化的影响，婚后女生一般不工作，在家里料理

家务，男生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中国人俗称的“男主外、女主内”，这也

就是男生在工作方面动机更强的原因。

表 4.9 工作：年龄与性别对学习动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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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4.10 来看，笔者利用卡方检验(交叉分析)去分析年龄、性别对于题 6

这 2 项的差异关系，从上表可以看出：年龄（这 1 项）不同并不会表现出显著的

差异性(p>0.05)，意味着年龄在题 6 上均表现出一致性，并没有差异性。另外性

别对于题 6 这 1 项呈现出显著性(p<0.05)，意味着性别在题 6 上表现出显著的差

异性 。通过百分比对比差异可知，同意选择男的比例 100.00%，会明显高于平均

水平 81.82%。不同意选择女的比例 100.00%，会明显高于平均水平 18.18%。完全

同意选择女的比例 23.26%，会明显高于平均水平 18.18%。男生的生活动机强于女

生，男生更容易交朋友，女生则比较困难，这样的倾向是受伊斯兰教传统文化的

影响，在阿拉伯国家，女生不可以随便跟别人讲话，因此对于女生来说这项动机

就会比较薄弱。在阿拉伯国家，男性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就没有这些限制，

基于这样的文化背景，所以阿拉伯国家的女生工作与生活动机是不明显的。

4.5.3 升学

笔者将题 2“为了在中国读大学，所以学习汉语”作为典型，以用来分析学习

者的升学因素对于学习动机的影响，具体的分析见下表 4.11。

表 4.10 生活：年龄与性别对学习动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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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4.11 来看，笔者利用卡方检验(交叉分析)去分析性别、年龄对于题 2

这 2 项的差异关系，从上表可以看出：性别、年龄不同对于题 2 并不会表现出显

著性(p>0.05)，意味着年龄、性别不同对于题 2 均表现出一致性，并没有显著差

异性。但通过分析数据百分比可知 19-23 岁的男性学习者在升学因素方面学习动

机更强，说明男性学习者的工具型动机更强。

4.5.4 环境

环境主要有：学习环境，包括教师、教材、组别等因素，笔者将题 11“我很

喜欢汉语课的课堂氛围”、题 12“我觉得汉语教材很有趣”、题 13“我很喜欢老师

的讲课方式”、题 15“我有很好的学习环境，所以我有信心学好汉语”作为标本，

分析环境对学习动机的影响，由于在环境方面不同年龄并没有显示出显著的差异

性，笔者在这里就不再赘述，本节主要以不同性别在环境方面对于学习动机的影

响，利用变量交叉（卡方）的分析方法对其进行描述，具体数据见下表 4.12。

表 4.11 升学对学习动机的影响



湖 北 工 业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25

根据表 4.12 来看，笔者利用卡方检验(交叉分析)去研究性别对于题 11、题

12、题 13、题 15 共 4 项的差异关系，从上表可以看出：不同性别对于题 11、题

13、题 15 共 3 项不会表现出显著性(p>0.05)，意味着不同性别对于题 11、题 13、

题 15 共 3 项均表现出一致性，并没有差异性。

另外性别对于题 12 共 1 项呈现出显著性(p<0.05)，说明性别在环境方面对学

习动机有影响，以具体的百分比来描述性别之间的差异性，通过百分比对比差异

可知，男生选择完全同意的比例 48.15%，明显高于女生的选择比例 8.33%。女生

选择同意的比例 58.33%，明显高于男的选择比例 22.22%，由此可见女生更喜欢有

趣的教材，所以在环境方面动机要强于男生。

总结可知：不同性别对于题 11、题 13、题 15 共 3 项不会表现出显著性差异，

另外，性别对于题 12 共 1 项呈现出显著性差异性。

综上所述，影响学习动机的因素有很多，包括语言层面、学习者层面、学习

情境层面，在以上分析中，环境、生活、家庭等因素都在年龄、性别方面体现出

了显著的差异性，通过数据分析总结影响学习者学习动机的因素的差异性。

表 4.12 环境对学习动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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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经过数据分析已总结出学习者学习动机的类型以及各层面的特点，语言

层面工具型动机较突出，学习者层面学习者在自信心方面的学习动机较强，学习

情境层面学习者对于教师使用媒介语的要求不高。其次在家庭、工作与生活、升

学、环境等因素受性别、年龄方面的影响，分析得出年龄在家庭因素方面表现出

显著性，而性别在工作与生活、环境方面表现出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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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激发学习者学习动机的教学策略

笔者根据动机量表对学习动机类型与特点进行分析整理，本章根据问卷数据

分析的结果，针对以上特点及影响因素并结合学习者的学习特点、学习情况以及

对教师、教材、教学方法的要求，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结合 Zoltan Dornyei 和

Kata Csizer（1998）
[2]
通过访谈 200 位匈牙利教师的教学实践编制出一套激励学

习动机的策略，被称为“激励语言学习者的十诫”，其中包括“以身作则、展示榜

样力量；创造轻松、愉快的课堂环境；正确地展示学习任务；与学习者建立友好

关系；增强学习者的语言自信心；使课堂用语更有趣；提高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

个性化的学习过程；提高学习者的目标导向力；使学习者熟悉目标语言文化”等

十条策略。运用 Dornyei 和 Kata 提出的“十诫策略”及笔者的教学实践，从教师

层面、教材层面、教学法层面、学习者层面提出教学策略，以期对目的语社会环

境中阿拉伯国家零基础汉语学习者的汉语教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5.1 教师层面

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对教师有很强的依赖性，对于学习者来说，教师的指示

就是风向标，因此教师可采用以下方法用于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

5.1.1 营造活泼的课堂环境

笔者将学习者对于课堂活动的要求融入问卷调查内，以题 27 作为体现，针对

数据分析结果提出合理的教学策略。具体数据见下表 5.1。

根据表 5.1 中可看出，学习者更喜欢“情景模拟、练习交际”、“小组成员用

中文讨论问题”这两项，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以学习者为中心，结合课

表 5.1 各类课堂活动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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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所学知识给学习者设置不同生活情景用于练习，让学习者能够更容易地理解并

运用相关理论知识。笔者在教学过程中为了减少学习者抱团使用母语的情况，要

求学习者一般在课堂上只能说汉语，笔者下课以后跟学习者交流时也是尽量说汉

语，这个方法是笔者在教学中结合学习者的特点以及课堂环境所提出的策略。在

教学过程中发现，阿拉伯国家的学生总体来说属于开朗型、适应更轻松的学习环

境，笔者针对这一点并在尊重阿拉伯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一般会在学习者自身找

合适的例子来讲解，让学习者更容易地理解。

教师在课堂上可以设置有竞技性的课堂活动，在活动中设置奖惩制度，这样

可以刺激学习者更好地掌握教学内容，也更能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优秀的课

堂活动能够帮助学习者更好的吸收与接纳新知识。

5.1.2 提高教师综合能力

学习者学习成绩的高低与教师有直接的关系，笔者将学习者对教师的要求融入

题 29 中，根据表 5.2 的分析结果进行描述并提出教学策略。

根据表 5.2 来看，从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学习者更希望教师拥有“能够解决

课堂上的所有问题”、“知识丰富、讲解清楚”的能力。对教学来说，教师要有足

够的知识储备、包括汉字、文化、语言方面的知识，才能在课堂上顺利的解决学

习者的所有问题。现阶段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师趋于年轻化，尤其是在汉字的教学

中缺乏系统的教学内容与教学程序，导致学习者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不断出现偏

误，无法将汉字的形、音、义三方面联系起来，因此学习者在汉字方面的学习效

果不够明显。虽然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不同于别的高校，开设了单独的汉字课

堂，但担任汉字教学的大部分都是新手教师，而新手教师的汉字知识比较薄弱并

且缺乏经验，影响了教学环节的顺利开展，也一定程度上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

表 5.2 教师能力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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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想要提高教学质量首先要建设稳定的教师团队，提高教师的综合能力，

在开始教学活动之前对汉语教师进行系统的培训、试讲与磨课；在教学过程中采

取集体备课，互相学习、快速提升的方式。立于贸易背景的城市进行汉语教学时，

教师除了需要掌握教授的内容之外，还需要掌握一些商务类、贸易类的基础汉语

知识，教师能够及时解决学习者的问题，也会提高教师在学习者心中的地位、更

好地树立教师形象。

5.1.3 及时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反馈

学习者与教师是两个互相影响的个体，教师针对学习者的水平循序渐进地进

行授课，每堂课结束设置小测试或布置书面作业检查学习者的学习情况，根据学

习情况不断地调整教学的内容，并且将学习情况反馈给学习者本人，学习者调整

学习方法、教师调整教学内容，确保学习者得到最佳的学习效果。

5.2 教学法层面

笔者将学习者对于教学法的要求融入问卷的题 25、题 28 中，根据问卷调查结

果来看，笔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教学策略。

5.2.1 非沉浸式教学与沉浸式教学

首先是非沉浸式教学与沉浸式教学，沉浸式教学是指用第二语言进行教学与

交流的全封闭的教学模式，让学习者完全沉浸在目的语的环境中。非沉浸式教学

法则相反，会使用学习者的母语或英语作为媒介语进行教学，而对于零基础的汉

语学习者来说，更适合采用非沉浸式教学法与沉浸式教学法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

效果会更加明显。此次在对学习者的调查中得出，大部分学习者更希望教师在课

堂上采用沉浸式教学法，具体的结果见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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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5.3 来看，超过一半以上的学习者更喜欢教师上课“全用汉语，个别

词语用阿拉伯语或英语翻译”。根据笔者调查得出，95%的阿拉伯学习者都会说英

语，因此在教学中一般以英语作为媒介语。在零基础学习者学习初期，笔者使用

沉浸式教学法进行教学活动，但效果并不理想，针对这种现象笔者做出改变，前

期上课使用非沉浸式教学法，用英语和汉语交替进行，随着学习时长的延长，慢

慢减少媒介语的使用，这样更能让学习者平稳的进入沉浸式的教学环境，减少学

习者的语言焦虑。因此笔者建议对于零基础的汉语学习者，可以实行三-四个星期

的媒介语与目的语交替使用的教学方式，然后再转向沉浸式教学法，这样会达到

理想的教学效果，并帮助学习者夯实基础。

5.2.2 游戏教学法

笔者利用问卷中题 25 调查学习者对于游戏教学法的喜爱度，具体的调查结果

见下表 5.4。

根据表5.4可以看出，60%左右的学习者对游戏教学法是喜欢或很喜欢的程度。

在教学中，适当的采用游戏教学法能够调节课堂氛围，增加学习者学习兴趣，提

表 5.3 教学法百分比分布表

表 5.4 游戏教学法喜爱值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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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习效果。笔者在教学过程中一般采用团队战的方式对教学内容进行设计，比

如在复习词语的时候，可以通过“你演我猜”的游戏方式分组进行，通过游戏的

方式也可以了解学习者的特点并进行教学调整。笔者采用游戏教学法，制定比赛

规则、决定比赛顺序、设置比赛奖惩制度等，适当的游戏教学能够降低课堂的枯

燥感、激起学习者的学习动力，帮助学习者最大程度上吸收并掌握所学的内容，

实现最佳的学习效果。针对口语课可以采取“击鼓传花”的游戏方式进行句式操

练，借用某种物品作为花，在音乐声停下的时候，该物品停留在哪位学生手上，

这个学生只能用汉语描述并解释词语，让其他同学猜词，也一定程度上锻炼了学

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5.2.3 工具辅助教学法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授课模式是半天制，笔者通过对外汉语教研室主任

了解到，学校这样设置是因为，语言生每天上课时长超过 4 个小时，会容易出现

懈怠的现象，所以学校实行半天制的上课模式。因此布置作业就成为教学过程中

必不可少的环节，布置任务有很多形式，笔者在布置作业环节常用社交软件辅助

完成教学环节，每天下午在班级群组发送练习任务，然后学习者通过口头讲述的

形式通过社交软件进行反馈；分享课外的学习资料给学习者，类似于“看图说话”

这样的题目，利用社交软件检查学习者的口语水平、并锻炼学习者的口头表达能

力以及语言组织能力。在教学中，工具辅助的方式并不只限于微信，可以用任何

适合学习者水平和要求的学习软件，帮助学习者在课余时间能够自主学习，提高

学习效率。

5.3 教材层面

教材是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材料，选教材不难、但选到适合学习者的教材

却不容易，笔者在了解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国际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得知，在教

学前期也选择了很多汉语教材，比如“博雅汉语、轻松学汉语、长城汉语”等，

但都有不少弊端，比如“教材内容较难、不符合日常生活交流、词语选用不够日

常化”等导致教学效果都差强人意。随着教学的发展，经过学校的选教材、实施

教学、对比效果，最终确定使用北京语言出版社所出版的“发展汉语”系列丛书。

5.3.1 有针对性地选择教材

笔者针对教材使用度的调查体现在问卷中的题 12“我觉得汉语教材很有趣”，

以了解学习者对于教材的要求，详细的数据见表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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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5.5 来看，调查结果显示 60%左右的学习者都认为汉语教材有意思，

其中 40%左右的学习者认为很有意思，而笔者调查的汉语教材针对于发展汉语系列

丛书，该系列丛书内容设置更贴合日常生活，学习者能够学以致用。笔者在教学

过程中针对学习者的特点以及汉语水平也会再调整教学的顺序，阿拉伯国家学习

者性格开朗、活跃、更适合教师引导、学生主导的教学模式，这样也能够激发学

习者的学习动机，针对学习者的学习特点选择更优的教材，这样才能够在教材方

面强化学习者的学习动机。

5.3.2 结合实际情况自编教材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零基础班的课程包括综合课、口语课、听力课、读写

课，其中前三门课使用的是发展汉语系列丛书，由于阿拉伯国家学习者都受伊斯

兰教文化的影响，教材中涉及到宗教忌讳的内容也要重新编辑。但对于读写课来

说，并没有系统的教材可供使用，因此需要教师结合 HSK 词汇以及综合课教材自

编读写教材。读写课的主旨是讲解汉字的发展；基本汉字的结构、部件；汉字的

书写方式，对于基础班的学习者来说，教学的侧重点应该放在后面两个部分，循

序渐进地增加一些汉字发展史的基础知识，因此笔者在进行读写课教学期间，先

简单讲授汉字的发展历程，然后配合综合课的词语进行讲解。在此基础上，也会

减少零基础学习者的焦虑以及对汉字学习的消极情绪，也能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

趣、增加学习者的学习动机。

5.3.3 选择辅助材料，扩展学生知识面

在教学中仅依靠课程教材是不够的，在学习者基本掌握所学教材内容之后，

选择辅助材料可以多方面补充学习者的知识面，拓宽视野。选择辅助材料不能太

表 5.5 教材喜爱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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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学习者看不懂、不理解、没有成就感，就会容易产生畏难情绪，也不能太简

单，学习者都已经掌握的内容，重复出现，会很大程度上降低学习者的效率，浪

费学习者的时间，因此在教辅材料的选择上，要结合学习者的特点，用补短板的

方式对学习者的知识层面进行补充与拓展。

5.4 学习者层面

根据笔者对于阿拉伯国家零基础汉语学习者学习动机的调查可得出，在学习

动机的三个层面里，学习者层面的动机最强。笔者将学习者学习语言的时间分配

以及学习特点等方面融入问卷调查的题目中，通过分析学习者的调查结果，针对

调查结果提出相应的学习建议，帮助学习者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提高学习者的

学习效率。

5.4.1 合理的分配时间

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学习者只有在学校才学习，下课以后就不看

书了；也有少数学习者下课以后会在学校图书馆自主学习；针对于学习者学习时

间分配的情况，笔者将此类调查内容融入在问卷题目中，针对学习者具体的时间

分配提出具体的策略，具体的数据分析见表 5.6。

根据表 5.6 来看，57%左右的学习者学习时长是 2-3 个小时，30%的学习者学

习时长在 3-5 个小时或 5 个小时以上，由此可见大部分学习者的学习时间分配并

不均衡，学习时长较短会导致学习者对于学习内容理解得不够透彻，掌握得不够

扎实；学习时长较长一方面会帮助学习者能够理解并掌握学习内容，但会影响学

习者的学习效率，可能会导致学习态度比较懒散。笔者通过对个别学习者课下采

访了解后得知，学习时长较短的学习者掌握的内容不如学习时长较长的学习者，

表 5.6 学习者学习时长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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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学习效果而言，学习时长较长的学习者对于新知识所花费的时间远高出学习

时长较短的学习者，这也就说明，对于语言生来说，学习时长较短的学习者学习

效率更高，因此笔者建议学习者每天的学习时长不超过四个小时，在学校老师的

帮助下尽可能多理解新内容，下课以后自己梳理一下学习内容的框架，这对于学

习者来说是更有效的方式。

在学习语言中，“复习”也是学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学习过程中能够帮

助学习者接受新知识，那“复习”就是帮助学习者巩固并掌握学习内容，能够形

成知识体系，不断填充新的知识。因此笔者对于学习者课后的复习时长也做了相

对的调查分析，具体的数据结果见下表 5.7。

根据表 5.7 来看，45%左右的学习者每天的复习时长为 2-3 个小时，37%左右

的学习者复习时长为 0.5-2 个小时，而复习 3 个小时以上的学习者比例最少，由

此可知，大部分学习者的复习时长处于中等阶段。笔者认为在学习过程中“预习、

学习、复习”这三个环节缺一不可，其中学习者的学习时间所占比例应最高，其

次是“预习、复习”环节，“复习”是为了学习上的查漏补缺，检查学习成果，帮

助学习者梳理并巩固所学内容。根据笔者对学习者课下了解得知，大部分学习者

下课以后会去图书馆学习或复习，在学习者的范围中，有很多学习者会选择和中

国学生组合，与中国学生作为语言伙伴并组成练习的模式，而且这种方法能够快

速帮助学习者进入目的语环境，并熟悉目的语社会环境中的交际方式。作为语言

伙伴能够随时纠正学习者的发音错误，促使学习者得到更好的复习效果。对于学

习者的复习时长来说，笔者建议复习时长应根据本人的学习情况做出调整，如果

在学校里学习效果并不理想，可以适当加长复习时间；如果在学校学习效果较理

想，则可以适当缩短复习时间，做到有效率的复习并达到理想的复习效果，学习

者都应该利用有限的时间达到最好的复习效果，而不是一直在复习，但却没有明

表 5.7 学习者复习时长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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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效果，这也是需要教师作为引导人去指导学习者如何进行有效的复习并达到

预期的效果。

5.4.2 合适的学习方法

合适的学习方法能帮助学习者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同特征的学习者针对自

身的学习特点采取不同的学习方法，笔者将学习者常用的学习方式通过问卷题目

显示，统计分析学习者的学习方法，具体的数据见表 5.8。

根据表 5.8 来看，53%的学习者和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候经常说汉语，有 39%左

右的学习者有时候说汉语，阿拉伯国家学习者性格很开朗，喜欢交际、喜欢聊天

儿、喜欢接受新内容，结合阿拉伯国家学习者的学习特点，开口说汉语是最直接

有效的学习方式，前期不断输入词语、句子、日常交际内容，经过一段时期的积

累，由被动输入变为主动输出，在输入过程中不断修改错误的语法与句式，达到

学习的效果。仅有 7%左右的学习者不说汉语，在笔者课下与学习者的交流中得知，

这一类学习者不愿意说汉语的原因主要是“担心说错、被别人取笑、觉得跟同学

说汉语很奇怪”等，因为不自信导致害怕开口说汉语，所产生的学习效果也就差

强人意。基于上一节笔者所调查学习者学习与复习时长的数据来看，上课前的预

习与下课后的复习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在学习语言中利用目的语的社会环境

进行交际，培养语感，提高汉语水平。语言生的课程设置一般是综合课、口语课、

听力课、读写课等课型，不同课型之间的知识内容有串联性，学习者通过学习复

习的方式建立属于自己的知识板块，如“打招呼、问路、点餐、去医院”等板块，

使用分块学习的方式，能够让学习者根据不同的生活场景使用所学到的知识进行

交际，达到预期的学习效果。

表 5.8 学习者说汉语几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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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良好的学习习惯能够督促学习者进行有效的学习，比如在学习中不懂就问、

敢于提出疑问；愿意开口用语言交际；在课堂上跟随教师写笔记、抄写重要的知

识点。笔者针对学习者部分学习习惯进行调查，将相关内容融入问卷题 23“你经

常写笔记吗？”、题 24“你上课经常回答问题吗？”，根据学习者的调查结果分析

并提出教学策略。具体数据见下表 5.9 和表 5.10。

根据表 5.9 来看，40%左右的学习者上课会经常写课堂笔记，能够跟上教师的

节奏完成教学过程，22%左右的学习者遵循教师的指令，18%的学习者一般会写课

堂笔记，因此从以上数据可知，80%左右的学习者都可以写课堂笔记，能够及时把

教师所讲的重点记下来，以用来加深记忆。在学习过程中随时将教师讲的内容写

下来，并且遇到不认识、不理解的词语能够及时写下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学习

词语，也不失为一种好习惯。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你的记忆力再好也

不如动笔写汉字，学习语言就是不断积累的过程，随笔记不认识的词语，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达到复现率，帮助学习者巩固所学知识。笔者根据调查数据可以看出

学习者的学习态度很积极，能够主动地学习、吸收新内容，能够听从教师的安排，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学习水平。

学习语言最重要的是多看、多听、多说、多写。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大

部分学习者上课会主动回答问题，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学习者上课回答问题的态

度进行了调查分析，具体数据见下表 5.10。

表 5.9 学习者课堂笔记书写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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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5.10 来看，36%左右的学习者经常回答教师的问题，40%左右的学习者

次之，偶尔回答或不回答的学习者占少数。从大数据上来看，学习者的学习动机

很强，基于学习者自身的动机强度，学习者基本上都能够主动并配合教师的教学

环节。在笔者教学过程中，学习者在课堂上通过回答教师问题，不断地修正自己

的说法方式，尽量使用能融入目的语的社会环境的语言句式，更加能够体验到目

的语社会环境群体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文化。

表 5-10 学习者回答问题态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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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 论

笔者以阿拉伯国家（叙利亚、也门、摩洛哥、毛里塔尼亚）零基础汉语学习

者为调查对象，基于 Dornyei 提出的学习动机理论框架，主要从语言层面、学习

者层面、学习情境层面，通过调查问卷的结果数据分析学习动机三个层面的特点，

首先语言层面动机特点表明，学习者在语言层面的特点是工具型动机强于融入型

动机，其中男性的工具型更强。从学习者层面来说，学习者在学习中能够得到更

高的成就感，能够培养语言自信，有信心在学习过程中满足自身的需求并得到奖

励。学习情境层面表明学习者更注重教师、教材、教学方式等因素，合适的学习

情境能够激发学习者积极的学习态度，主动地接受并吸收新知识。通过线下访谈

了解到阿拉伯学生喜欢轻松的课堂环境、能够主动与教师交流、属于主动型学习

者。结合问卷分析结果，主要从教师层面、教材层面、教学法层面及学习者层面

提出教学策略。希望所提出的教学策略能帮助学习者建立学习体系，培养学习者

自主学习能力，也期望以上教学策略对汉语教师在以后的阿拉伯学习者的汉语教

学中有借鉴意义。

对于目的语社会环境中学习动机研究，阿拉伯国家零基础学习者学习动机的

研究是比较空缺的一部分，因此本文对于阿拉伯国家零基础汉语教学在一定程度

上有所填充，针对学习者学习动机特点所提出的教学策略也能够解决来华留学生

的教学问题，有较强的操作性。

本文的研究也有不足之处。首先研究对象只选择了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

阿拉伯国家零基础学习者，所得出的调查结果比较局限于义乌地区或有相同背景

的贸易城市。首先由于调查对象男女比例不均衡，导致在影响学习动机相关因素

方面分析结果可能出现细微偏差。其次笔者所提出的教学策略主要是在教学中通

过观察、了解学习者的特点并将部分策略调查融入问卷中对研究对象进行调查分

析，在教学中通过学习、摸索最终整理并通过实践总结出以上教学策略，就以上

这些策略来讲，有一定程度上的主观性，需要经历更长时间测试与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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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零基础汉语学习者学习动机调查问卷

��� �oreign �i �㙼�ъrᢰign ���⺁g �i㙼⺁�rgn ����gn �o� ��㙼ᢰren

亲爱的同学们：

该调查问卷是为了了解阿拉伯国家零基础汉语学习者学习动机的概况，请大家按照实际
情况填写，我们承诺对所有的信息严格保密，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

���gn ��n�䙲n

.�㙼ᢰ��gn �oъgn �� ��� �oreign �㙼䁡㙼�gn �煨⺁gn �i⺁�rig �⺁�rgn ��noъg ���gn ��ogn ��� �gᤴ ��㙼ᢰre䁐n n洈ᤴ �ъ�㙼
�䁡�i �Ϡ䁡o��ro �Ϡi��rg n�Ϡ⺁ .�i�r �㙼�eᢰ ��io⺁�ign �Ϡ ���ᢰ �Ϡъ�䁡 ��䁡 . �g��gn ��o⺁g ���o �g洈 ��i ���㙼

第一部分

�戨⤨� �����

性别：A.男 B.女

�ᦙ䁪⺁(2) ��� (1) � �䁡�gn

国籍：

_________ : ��g �ir䁡r �rgn ъ⺁ᢰgn

年龄：A.14 岁—18 岁 B.19 岁—23 岁 C.24 岁—30 岁 D.30 岁—35 岁
E.35 岁以上

��i�gn

�䁡e 18 �gᤴ 14 �i �1)

�䁡e 23 �gᤴ 19 �i (2)

��䙲 30 �gᤴ 24 �i(3)

��䙲 35 �gᤴ 30 �i (4)

�o� �io �䁡e 35(5)

你的签证是什么类型？

A 学习签证 B 工作签证 C 其他签证

��ᢰ ���Ѹgn ��㙼⺁�rgn �o䁡 �i

��Ѹ� ��㙼⺁�r �3� �i䙲 ��㙼⺁�r �2� �en�ъ ��㙼⺁�r �1�

来中国以前是否学过汉语？ A.否 B.是，学了多长时间：
_________。

��㙼�gn �gᤴ ���ign �ᢰ� �㙼䁡㙼�gn �煨⺁gn �i⺁�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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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BBBBBB �e�ъ �ri �gᤴ : � �2� ��䁪 �1�

除了阿拉伯语，还会哪种语言？________。

.䑓䑓䑓䑓䑓䑓䑓䑓 ��㙼䁡㙼�gn �煨⺁gn �䁡�� �gᤴ �煨g ��

第二部分

�䁡�ϳgn ���gn
该部分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

�g��gn ���o �⺁䙲 ���䁡ᢰ ���gn n洈ᤴ ъ㙼ъ�r �r㙼.

5= 完全不同意 4= 不同意 3= 不确定 2= 同意 1= 完全同意

��noi � �i�ir(2) ��noi (3) �㙼మ ъϠ�ri (4) �㙼మ ��noi (5) �㙼మ
��noi（1）

我学习汉语的动机是 1完全同
意

2同
意

3不确
定

4不同意 5完全不同

意

1. 父母要求我学习汉语。

. �㙼䁡㙼�gn �煨⺁gn �⺁�r �ъgno �䁡i���⺁�.-

2. 为了在中国读大学，所以学习汉语

�煨⺁gn �⺁�rn �Ϡg �㙼�gn �� ��i��g�ᢰ ���rgn
�㙼䁡㙼�gn

3. 为了在中国工作或者帮助家人和中
国人合作。

. ъn��� �ъ䙲�eig o� �㙼�gn �� �i�⺁g �oъ�gn
�䁡㙼�gn ��⺁gn �i �i�gno �o��rgn o ��eꘀn

4. 我喜欢中国的语言文化。

. �㙼䁡㙼�gn ����ϳgno �煨⺁gn ���

5. 公司派你来开拓中国市场。

. �䁡㙼�gn �oegn ��⺁Ϡre䁐 �Ϡ�⺁gn �⺁e�r

6. 我想交中国朋友，能够更好地交流。

. n ��ъ�� �oϠ� ��o �㙼䁡㙼� ���nъ� �㙼oϠr ъ㙼��
���� �Ϡ⺁ᢰ ��norgn �⺁䙲

7. 我觉得汉语很有趣，所以想学习汉
语。

. �g洈g � �㙼�煨⺁g ��㙼ϳi �㙼䁡㙼�gn �煨⺁gn �� ъ�r䙲�
�㙼䁡㙼�gn �⺁�r� �� ъ㙼��

8. 我想和中国人做生意。

. �䁡㙼�gn ��⺁gn �i �i䙲n �� ъ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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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汉语很难，我想挑战自己。

. �e�䁡 �ъ�r� �� ъ㙼�� .�ᢰ�� �㙼䁡㙼�gn

10. 中国在世界上地位很高，所以学习
汉语。

. �⺁�r� �g洈g ��g��gn �� �㙼g�䙲 �䁡�Ϡi ��g �㙼�gn
�㙼䁡㙼�gn �煨⺁gn

11. 我很喜欢汉语课的课堂氛围。

. �㙼䁡㙼�gn �o�ъ⺁g �㙼en�ъgn �no�ꘀn ���
n ��㙼ϳϠ

12. 我觉得汉语教材很有趣。

. nъ� ��㙼ϳi �㙼䁡㙼�gn �㙼e�ъign �rϠgn ъ��
��irᤴ�g

13. 我很喜欢老师的讲课方式。

. �⺁�ign ��ᢰ �⺁�㙼o ��⺁㙼 �rgn ��㙼��gn ���

14. 我不喜欢老师用英语讲课。

. no��⺁㙼o noi⺁�㙼 ��ᢰ �㙼i⺁�ign ��� 䁐 �䁡�
�㙼�㙼⺁�䁡ān �煨⺁g�ᢰ

15. 我有很好的学习环境，所以我有信
心学好汉语。

. �⺁�r �� ��ϳ �ъg �g洈g ��ъ㙼� �㙼i㙼⺁�r ��㙼ᢰ �ъg
n�ъ㙼� �㙼䁡㙼�gn �煨⺁gn

16. 学会汉语，别人会觉得我很厉害。

. �䁡� ��䁡gn ��㙼e �㙼䁡㙼�gn �煨⺁g �i⺁�r ъ��i
�㙼�煨⺁g ���ᢰ䙲o ъ㙼�

17. 学习汉语回国之后我可以找到一个
更好的工作。

. �⺁䙲 �oϳ�gn �䁡Ϡi㙼 ��㙼䁡㙼�gn �煨⺁gn �⺁�r ъ�ᢰ
�ъ⺁ᢰ �gn �䙲o�� ъ䁡䙲 ���� ��㙼�o

第三部分

�g�ϳgn ���gn

18.你每天用多长时间学习汉语？

. ��o㙼 �Ϡ �㙼䁡㙼�gn �煨⺁gn �⺁�r �� ��㙼��r �rgn �ъign �i

A. 0.5 小时-2 个小时 B. 2 个小时-3 个小时 C .3-5 个小时 D.5 个小时以上

�ᦙ�⺁ �⺁ ����� 5 �4� ����� 5-3 �3� ��䙲�e 3 � 2 �2� ����� 0.5 (1)

19.你每天下课以后用多长时间复习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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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ъgn ъ�ᢰ �o㙼 �Ϡ �㙼䁡㙼�gn �煨⺁gn ���n�iᢰ �o�r ��i �Ϡ

A. 0.5 小时-2 个小时 B. 2 个小时-3 个小时 C.3-5 个小时 D.5 个小时以上

�ᦙ�⺁ �⺁ ����� 5 �4� ����� 5-3 �3� ��䙲�e 3 � 2 �2� ����� 0.5 (1)

20.你和同学们在一起说汉语吗？

. ��en�ъgn �� ���i� �i �㙼䁡㙼�gn �ъ�rr �ᤴ

A. 常常说汉语 B. 有时候说汉语 C.不说汉语

�댳䁡댳㸀㌳⺁ ���⺁⺁ � �3� ��댳�砀⺁ ��� �� �댳䁡댳㸀㌳⺁ ���⺁⺁ �2� ��댳�砀⺁ �⺁ �댳ᦙ� �� �댳䁡댳㸀㌳⺁ ���⺁⺁ �1�

21.你觉得自己的汉语怎么样？

. ��ᢰ ���Ѹgn �㙼䁡㙼�gn �r煨g �� �㙼�� �i

A. 很好 B .还不错 C .一般 D .不太好 E. 不好

�ъ㙼� �㙼g. �5� n �ъ� n�ъ㙼� �㙼g. �4� �oᢰ�i. �3� n �ъ� ъ㙼�. �2� ���rii. �1�

22.你觉得汉语难吗？

. ��ᢰ�� �㙼䁡㙼�gn ъ�r �ᤴ

A. 很难 B .有点难 C .一般 D. 不太难 E.不难

��ᢰ�� �e㙼g. �5� �㙼�煨⺁g ��ᢰ�� �e㙼g. �4� �㙼ъ�䙲. �3� ��㙼⺁� �ᢰ��. �2��nъ� �ᢰ��1

23.你上课会写笔记吗？

. ����gn �� �����i �rϠr �ᤴ

A. 经常写 B. 一般会写 C. 老师要求写就写 D.不经常写 E. 不写

� ����ᤴ �rϠ� 䁐 .�5� n ��㙼ϳϠ �rϠ� 䁐 .�4� �⺁�ign ��e㙼 �iъ䁡䙲 �rϠ� .�3� �rϠ� �i ��ъ�䙲 .�2� �rϠ� �i � �ᢰg�మ .�1�

24.你上课会回答问题吗？

. ����gn �� �⺁�eꘀn �⺁䙲 �㙼�r �ᤴ

A. 经常回答 B. 有时候会回答 C.老师点名才回答 D. 偶尔回答

�no�l� 䁐 ��䁡�㙼�� .�4� �e䁐�ᢰ �o⺁�e㙼 �oi⺁�ign .�3� ��㙼�䁐n ��ᢰ �� �o��l� .�2� �n�ire答ᢰ �o��l� �1�

25.你喜欢用玩游戏的方式学习汉语吗？

. ����gꘀn �e��ii ��Ѹ �i �㙼䁡㙼�gn �煨⺁gn �⺁�r �� �మ�r �ᤴ

A .很喜欢 B. 喜欢 C .一般 D.不太喜欢 E . 不喜欢

� ����ᤴ ��ᢰ�� 䁐 �䁡�. �5� � n�㙼ϳϠ ��ᢰ�� 䁐 �䁡�. �4� �i ъ� �gᤴ. �3� ��ᢰ��. �2� � n�㙼ϳϠ ��ᢰ�� ��1�

第四部分（可多选）

��ъъ�ri �n��㙼Ѹ� 4 ���gn

26.你认为汉语哪方面最难?

. ��ᢰo�� �ϳϠꘀn �䁡� ъ�r�r �洈gn �䁡㙼�gn �䁡��gn oᤴ �i

A. 声调 B.汉字 C.语法

�㙼o�䁡gn ъ䙲no�gn (3). �㙼䁡㙼�gn �o��gn( 2). ��i煨䁡g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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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你喜欢什么样的课堂活动？

. ���ᢰ�r �rgn ���gn ��⺁䁡� �o䁡 �i

A.情景模拟，练习交际 B.老师提问，学生回答

C. 看汉语短视频辅助教学 D.小组成员用中文讨论问题

�oᢰ㙼�㙼 ���gno �⺁�eꘀn ���㙼 �⺁�ign. � 2� ��norgn �e��ii � �o�ъ⺁g ��irᢰ �e�nъgno �Ϡ��ign.� 1�

�㙼䁡㙼�gn �煨⺁g�ᢰ �⺁�eꘀn ��o ���䁡⺁g ��䙲oi�i �㙼oϠr �4� ��㙼��gn �㙼䁡㙼�gn ����ign �ъᤴ�⺁io ��䙲 �3�

28.你喜欢老师用什么样的方式讲课？

. ��r ��㙼�� ��ᢰ
���⺁㙼 �� �⺁�ign

A.全部用阿拉伯语或英语讲课

B. 多用阿拉伯语或英语，日常简单交际用汉语

C. 上课汉语和阿拉伯语、英语交替使用

D. 全用汉语，个别词语用阿拉伯语或英语翻译

�㙼�㙼⺁�䁡ān o� �㙼ᢰ��gn �煨⺁g�ᢰ �n����ign �㙼i� �1�

�㙼䁡㙼�gn �煨⺁g�ᢰ �㙼eᢰgn �io㙼gn ��norgn �3� ��㙼�㙼⺁�䁡ān o� �㙼ᢰ��gn �i �Ϡg �ϳϠ� �nъѸren �2�

��� �nъ��igno ��i⺁Ϡgn �i��rg �㙼�㙼⺁�䁡䁐n on �㙼ᢰ��gn �i �㙼⺁� �i ��⺁⺁g �㙼䁡㙼�gn �煨⺁gn �ъѸrer �4�

29.你希望老师具有哪些能力？

. ��i⺁�i ��㙼⺁䙲 ���㙼 �� ъ㙼�r �rgn �n�ъ�gn �ᤴ �i -29

A.会说流利的阿拉伯语 B.汉字写得很漂亮

C.能活跃课堂气氛 D.能够解决课堂上的所有问题

E.知识丰富，讲解清楚

��noo �㙼i� �Ϡ⺁ᢰ �㙼䁡㙼�gn �o��gn �rϠ㙼 .�2� �㙼ᢰ��gn ъ㙼�㙼 �1�

��⺁䁡䁐n �㙼�� �䙲 ���gn �i �no�� �⺁Ѹ㙼o �䙲��r㙼 . �4�. ���gn �� �⺁�eꘀn �㙼i� �� �⺁䙲 �ъ�� �3�
�en�ъgn

��nogn ��⺁gno �㙼䁡煨gn ����ign �5�

30.为什么学习汉语？

. ��㙼䁡㙼�gn �煨⺁gn �⺁�rr n洈�ig -30

A. 在中国工作/生活需要 B. 对中国文化感兴趣

C. 以后要帮助家人工作/找工作有优势 D. 在中国读大学 E. 喜欢学习语
言

�㙼䁡㙼�gn ����ϳg�ᢰ ��irᤴ䁐n .�2� �㙼�gn �� �i�gn � ��㙼�gn ����㙼r�n �1�

�㙼�gn �� ��i��g�ᢰ ���rg䁐n �4� �㙼n�io ���䁡i �㙼ъg �i䙲 �⺁䙲 �oϳ�gn � �i�gn �� ����䁐no �ᤴ䁐n �ъ䙲�eig .�3�
��煨⺁gn �⺁�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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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零基础汉语学习者学习动机调查问卷（中文版）

亲爱的同学们：

该调查问卷是为了了解阿拉伯国家零基础汉语学习者学习动机的概况，请

大家按照实际情况填写，我们承诺对所有的信息严格保密，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

第一部分

性别：A.男 B.女

年龄：A.14 岁—18 岁 B.19 岁—23 岁

C.24 岁—30 岁 D.30 岁—35 岁

E.35 岁以上

你的签证是什么类型？

A 学习签证 B 工作签证 C 其他签证

来中国以前是否学过汉语？

A.否 B.是 ，学了多长时间：_________。

除了阿拉伯语，还会哪种语言？________。

第二部分

该部分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

5= 非常不同意 4= 不同意 3= 不确定 2= 同意 1= 非常同意

1.父母要求我学习汉语。

5= 非常不同意 4= 不同意 3= 不确定 2= 同意 1= 非常同意

2.为了在中国的大学读书，所以学习汉语。

5= 非常不同意 4= 不同意 3= 不确定 2= 同意 1= 非常同意

3.为了在中国工作或者帮助家人与中国人合作。

5= 非常不同意 4= 不同意 3= 不确定 2= 同意 1= 非常同意

4.我喜欢中国的语言文化。

5= 非常不同意 4= 不同意 3= 不确定 2= 同意 1= 非常同意

5.公司派你来开拓中国市场。

5= 非常不同意 4= 不同意 3= 不确定 2= 同意 1= 非常同意

6.我想交中国朋友，能够更好地交流。

5= 非常不同意 4= 不同意 3= 不确定 2= 同意 1= 非常同意

7.我觉得汉语很有趣，所以想学习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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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非常不同意 4= 不同意 3= 不确定 2= 同意 1= 非常同意

8.我想和中国人做生意。

5= 非常不同意 4= 不同意 3= 不确定 2= 同意 1= 非常同意

9.汉语很难，我想挑战自己。

5= 非常不同意 4= 不同意 3= 不确定 2= 同意 1= 非常同意

10.中国在世界上地位很高，所以学习汉语。

5= 非常不同意 4= 不同意 3= 不确定 2= 同意 1= 非常同意

11.我很喜欢汉语课的课堂氛围。

5= 非常不同意 4= 不同意 3= 不确定 2= 同意 1= 非常同意

12.我觉得汉语教材很有趣。

5= 非常不同意 4= 不同意 3= 不确定 2= 同意 1= 非常同意

13.我很喜欢老师的讲课方式。

5= 非常不同意 4= 不同意 3= 不确定 2= 同意 1= 非常同意

14.我不喜欢老师用英语讲课。

5= 非常不同意 4= 不同意 3= 不确定 2= 同意 1= 非常同意

15.我有很好的学习环境，所以我有信心学好汉语。

5= 非常不同意 4= 不同意 3= 不确定 2= 同意 1= 非常同意

16.学会汉语，别人会觉得我很厉害。

5= 非常不同意 4= 不同意 3= 不确定 2= 同意 1= 非常同意

17.学习汉语回国之后我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

5= 非常不同意 4= 不同意 3= 不确定 2= 同意 1= 非常同意

第三部分

18.你每天花多长时间学习汉语？

A0.5 小时-2 个小时 B 2 个小时-3 个小时 C3-5 个小时 D5 个小时以上

19.你每天下课以后花多长时间复习汉语？

A0.5 小时-2 个小时 B 2 个小时-3 个小时 C3-5 个小时 D5 个小时以上

20.你和你的同学在一起会说汉语吗？

A 常常说汉语 B 有时候说汉语 C 偶尔说汉语 D 不说汉语

21.你觉得自己的汉语怎么样？

A 很好 B 还不错 C 一般 D 不太好 E 不好

22.你觉得汉语难吗？

A 很难 B 有点难 C 一般 D 不太难 E、不难

23.你上课会写笔记吗？



湖 北 工 业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50

A 经常写 B 一般会写 C 老师要求写就写 D 不经常写 E 不写

24.你上课会回答问题吗？

A 经常回答 B 有时候会回答 C 老师点名才回答 D偶尔回答

25.你喜欢用玩游戏的方式学习汉语吗？

A 很喜欢 B 喜欢 C 一般 D 不太喜欢 不喜欢

第四部分（可多选）

26.你认为汉语哪方面最难？

A 声调 B 汉字 C 语法

27.你喜欢什么样的课堂活动？

A 情景模拟，练习交际 B 老师提问，学生回答

C 看汉语短视频辅助教学 D 小组成员用中文讨论问题 E 其他_____

28.你喜欢老师用什么样的方式讲课？

A 全用阿拉伯语或英语授课 B 多用阿拉伯语或英语，日常简单交际用汉语

C 课堂上汉语与阿拉伯语或英语交替使用 D 全用汉语，个别词语用阿拉伯语或英语解释

29.你希望你的老师具有哪些能力？

A 会说流利的阿拉伯语 B 汉字写得很漂亮 C 能够活跃课堂气氛 D 能够解决课堂上

的所有问题

E 知识丰富，讲解清楚

30.为什么学习汉语？

A 在中国工作/生活需要

B 对中国文化感兴趣

C 以后要帮助家人工作/找工作有优势

D 在中国读大学

E 喜欢学习不同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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