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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认知风格在教育心理学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 主要是指个体在解决问题时

从思维上偏好于选择某种方式 ， 在二语习得过程中 ， 最为常见的认知风格有 ： 场

依存型和场独立型这两种 。 由于认知风格的不同 ， 学生选择的学习策略也就不
一

致 ，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 ， 有必要针对不同的学生进行整体 、 完善 、 科学 、 有效的

课堂教学设计 。 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主要 问题是 ： 教师们教学时候

并不会关注学生如何学 ， 且课堂教学模式不完善 ， 亟待优化 。 如今的汉语教学研

宄 ， 从传统的
“

怎么教
”

向
“

怎么学
”

进行转变 ， 学者们研宄的视角也在向 以学

生为中心 、 关注学生的学习 心理以及认知风格等研宄方向进行转变 。 苏丹喀土穆

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实施过程中 ， 教师们对学生认知风格及学习策略的考虑

不够周全 ， 之前极少学者关注过这方面的研究 ， 因此该研究是
一

个较新的研宄命

题 ， 并且由于笔者是来 自苏丹的留学生 ， 在获取资料和数据方面有
一

定优势 。

因此 ， 本文以 Ｗｉｋｔｉｒｉ 的认知风格理论为基础 ， 对嘻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学生学习

策略及课堂上的表现进行研宄调查 ， 采用 Ｏｘｆｏｒｄ（ １ ９９０ ） 的
“

语言学习策略量表
”

（ Ｓ ＩＬＬ５ ． １ ） 进行问卷调查研究 ， 分析场认知风格对于学习策略的影响 ， 并通过访

谈来进
一

步佐证所研究的 内容 。 笔者通过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 ， 来探宄苏丹汉语

学习者的认知风格及学习策略 ， 这也是本文的中心 目标 。 本文主要包括下五个章

节 ：

第
一

章为绪论 。 主要探讨该课题的意义及相关的研宄成果 、 研究 目 的 、 研宄

对象 、 研宄方法 。

第二章主要通过测量工具判定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学生的认知风格 。 笔

者采用 目前常常用到镶嵌图形测验 （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Ｔｅｓｔ ） ， 以场独立型和场依

存型两个讳度为测试标准 。 通过实验发现 ， 被测试的 １ ２０ 名学生中 ， 有 ６ １ 人为场

依存型 ， 有 ５９ 人为场独立型 。 对于镶嵌图形的结果进行分析 ， 得到了性别差异并

不会影响场认知风格的划分 。 同时通过课堂观察实验 ， 重点观察其中 ６０ 位学员 的

行为 ， 佐证了镶嵌图形的结果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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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主要 内容是问卷和分析 ， 以喀土穆孔院的学生为研宄对象 ， 对其展开

问卷调查和访谈 。 问卷在设计时候分为两大部分 ， 第
一

个部分是学生基本信息的

调查 ， 第二个部分则是学生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 ， 统计学生的得分情况 ， 进而判

断其学习策略使用情况 ， 同时对四位学生进行访谈分析 ， 根据访谈的结果补充学

生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 。 分析了不同的认知风格对于学习策略选取的影响 ， 并分

别从场依存型和场独立型者两种认知风格方面分析了学生学习策略的使用特点 ，

得出 了相应的结论 。

第四章是根据调查及访谈结果分析 ， 对教师的教学策略提出建议 。

第五章为结语 ， 主要是对本文的研究结果 、 研宄展望与不足等进行总结 。

关键词 ： 苏丹学生 ； 认知风格 ； 学习策略 ； 场依存型 ； 场独立型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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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１ ． １ 选腰背景及意义

随着中 国经济实力的不断上升 ， 因为世界贸 易的需求 ， 汉语在国际上越来越

重要 ， 影响力可谓如 日 中天 ， 中 国文化在世界上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 对于苏丹

的影响深远 。 由于笔者是来 自苏丹的留学生 ， 研宄本课题有利于提升 自 己国家在

该领域的探索和研宄 ， 中苏两国友谊及文化交往历史源远流长 ， 政经合作密切 。

虽然两国经济发展水平有别 ， 但是两国 以
“

合作共赢
”

为核心框架开展了很多合

作型项 目 ， 涉及石油 、 矿业 、 农业、 医疗等行业 。

提高汉语教学和中华文化的传播
一直 以来是孔子学院发展的重要 目标 ， 苏丹

喀土穆大学于 １ ９９３ 年建立了全国第
一

个中文系 ， 苏丹也由此成为第二个开设中文

系的阿拉伯 国家 。 ２００８ 年 １ ０ 月 ， 苏丹喀士穆大学与中 国西北师范大学合建苏丹第

一

所孔子学院
？

， 至今已经有 １ ２ 年 。 在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正是挂牌成立之后 ，

其招生规模在不断地增长 ， 在 ２０２ １ 年 ， 孔院已经有 了２５００ 多在读学员 。 与此同

时 ， 为了更好的帮助苏丹学生学习汉语 ， 孔院和苏丹的好几所大学联合创建了 中

文系 ， 例如 ： 红海大学 、 卡拉里大学等等 ， 通过联合办学 ， 使得孔院的汉语教学

更具备多样性 ， 在汉语推广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

笔者有幸于 ２０２０ 年 ２
－

３ 月 在喀士穆孔院担任汉语教师 。 经过课堂观察发现 ，

存在
一

些阻碍教学 目标实现的问题 。 苏丹汉语学习者面临着不同的个体差异因素 ，

诸如个性 、 性别 、 学习策略 、 情感策略 、 社交策略 、 认知策略、 学习情景及其他

差异因素等 。 大多数喀士穆孔院的学生不能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对教师的

指导依赖性较强 、 教学形式单
一

、 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并没有去考虑学生认知风格

的异同 。

总的来说 ， 目 前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急切需要解决的 问题是如何通过改善汉

语课堂教学模式 ， 让更多的苏丹汉语学习者更好的学习汉语 ， 不断提升学生学习

汉语的兴趣 ， 实现苏丹汉语教学的持续发展 。 笔者在喀土穆孔院有过
一

段教学时

光 ， 其教学经历有助于笔者对其展开调查研宄 ， 由此笔者基于认知风格的理论调

①张军广．非洲孔子学院发展中 的本土汉语教师培养研究 ［
Ｄ

］
．浙江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６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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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了喀土穆孔院学生的教学策略的情况 ， 区分并界定 了学生的认知风格 ， 以便进

行更有效的开展汉语谋堂教学 。

１ ．２ 研究目的及研＿象

１ ．２ ． １ 研究目的

本研究结合喀士穆孔院学生的认知风格 ， 基于调查数据分析 ， 探讨更有效率

的教学方法 ， 以助于苏丹汉语学者学习策略的提升 。 研宄 旨在达成以下 目 的 ： （

一

）

揭示苏丹学生学习汉语过程中的认知风格特征 ， （二 ） 了解不同认知风格苏丹学

生的学习策略 ， （三 ） 为苏丹汉语教学提供有效的建议 。

１ ．２ ．２ 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瞎土穆大学孔子学院 ＨＳＫ２ 级到 ４ 级的 １ ２０ 名汉语学习者为调查研宄

对象 ， 以 ４ 名学习者为访谈对象 ， 调查喀士穆孔院学生的汉语学习策略及认知风

格 ， 并思考和探索教师需要就课堂教学进行哪些调整和改善 。

１ ．３研究方法

１ ．３ ． １ 文献研究法

笔者通过搜索中 国知网 、 维普等专业的网站 ， 浏览与之主题相关的期刊 、 博

硕论文等 ， 通过网站搜索与认知理论相关的知识点 ， 通过笔者的梳理和提炼 ， 得

到与认知理论相关的研宄现状 ， 奠定研究的理论基础。

１ ．３ ．２ 问卷调查法

采用 问卷调查法进行 了镶嵌实验的划分 ， 同时采用通用的 Ｏｘｆｏｒｄ（ １ ９９０ ） 的

“

语言学习策略量表
”

作为本次调查的基础 ， 调查学生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 ， 问

卷覆盖面广、 问题设计灵活 ， 问卷调查选择认知风格特征较为鲜明的 ６０ 名汉语学

习者进行调查结果分析 ， 得到真实可靠的信息 。

１ ．３ ＊３ 访谈法

为弥补问卷调查的局限 ， 采用访谈法进行更加深入的研宄 ， 以得到更具客观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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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实际性的答案 。 访谈过程主要包括三个阶段 ： 准备访谈 、 进行访谈、 访谈分

析 。 准备访谈又分为三个部分 ： 确定访谈对象 、 制定访谈计划和编写访谈问题 。

访谈对象确定为喀士穆孔院学生？

， 访谈计划依据节约时间 、 增强访谈有效性、

可被量化的原则 ， 将其定为结构性访谈 ， 并准备好相关工具及软件加以记录和分

析 ， 手机录音为记录工具 ， ＷｈａｔｓＡｐｐ
ｌ与微信聊天视频为访谈软件 。

１ ．４文

１ ． ４． １ 认知风格理论的研宄

Ａｌｌｐｏｒｔ（ １ ９３ ７ ） 首次提出 了 

“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ｓｔｙｌｅ
”

这个概念 ， Ｗｉｋｔｉｎ＆ Ａｓｃｈ发现学生

在执行某项视觉刺激任务之后 ， 视觉上出现延迟恢复的情况 ， 这种视觉上的习惯

性行为模式被定义为认知风格理论。后来对认知风格进行分类先有 Ｇａｒｄｎｅｒ（ １ ９５３ ） ，

接着美国心理学家 Ｗｉｔｋｉｎ（ １ ９６２ ） 提出场独立、 场依存的认知风格 。 他认为场独

立者在分析问题时 ， 不受环境因素影响 ， 但缺乏与他人合作的意识 ， 这
一

类人在

合作性的学习活动中 ，

一

般表现的不够积极 ； 而场依存型的学生在学习时候很难

从团体中脱离 ， 学习状态非常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 这类人有
一

个优点 ， 他们非

常擅于和人打交道。 因此 ， Ｗｉｔｋｉｎ（ １ ９Ｈ ） 认为场依存型认知风格在学习外语时具

有优势 。 Ｗｉｋｔｉｎ
，
Ｍｏｏｒｅ

，
Ｇｏｏｄｅｎｏｕｇｈ ，

＆ ＜：〇５〇
＞

．＼＾ （ １ ９７ ７ ） 使用镶嵌图形测试进行研宄 ，

以确定认知风格在学业发展中 的作用 ， 并使用调查问卷确定学生的专业和学术倾

向 ， 研宄对象由 １ ６００ 名 男女学生组成 。 此研宄发现在测试中选择艺术 、 音乐 、 科

学和数学领域的学生更倾向于场独立型 ， 而场依赖型学生则选择文学专业 ， 并在

文学教育课程中获得高分 。

阿拉伯学家对认知风格进行研宄及探讨的有 Ｊａｂ ｉｒ （ １９８６ ） ， 此研究对象由科威

特中学的 ２００ 名男女学生组成 ， 研究者使用镶嵌图形测试来判定学生的认知风格 ，

通过研宄发现女生更多 的偏 向 于场依存型 ， 而男生更多 的偏 向于场独立型 。

Ａｌ
－Ｓｈａｒｇａｗｉ ，Ａｎｗａｒ（ １９９２ ） 认为认知风格就是揭示个体差异的总和 ， 不仅体现在

概念 、 形成和处理信息的过程中 ， 而且体现在社会领域和人格研宄 。

马尔旦 ？ 曼苏尔 （２０ １ ７） 则提出 了学习风格即为认知风格的理念 ， 他认为学生

的认知风格主要是指学生在思考以及解决问题时会采用 的
一

种思维方式 ， 这也是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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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风格的
一

种表达模式 ， 而学习风格主要可以分为动作型 、 听觉型以及视觉型

这三种类型
？

。

综上所述 ， 认知风格理论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 ， 目前通常将认知风格分为场

独立型和场依存型两种 ， 这也是本文研究的基础 。

１ ． ４． ２ 二语习得中的认知风格研宄

二语习得跟认知风格有密切的关系 ， 在二语习得过程中 ， 认知风格是
一

个非

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 为 了更好的研宄学习者的认知风格 ， 首先要了解学习者的个

体差异及学习特点 。 围绕认知风格类型 ， 很多学者做了广泛的研宄 ， 如 Ｍｅｓｓ ｉｃｋ

（ １ ９８４ ） 曾将认知风格分为 １ ９ 类
？

， Ｒｉｄｉｎｇ
ａｎｄＲａｙｎｅｒ（ １ ９９５ ） 将其概括为 ３ 类

？
，

ＥｈｒｍａｎａｎｄＬｅａｖｅｒ（ ２００３ ） 在前人研宄的基础上 ， 提出 了１ ０ 个子类的超坐标认知

风格结构
？

， 目 前为止 ， 在二语习得的分类方法上 ， 这个结构是最新最复杂的分类

方式 。 每位研宄人员基于 自身的研宄 目 的提出 了不同 的分类方式 ， 上述的分类方

式较多 ， 但是每
一

种分类方式都有
一

个共同的理念 ， 场依存型和场独立型始终是

当下认知风格领域中不变的主体 。

在二语习得领域诞生后 ， 研宄者根据语言的交际功能和 内在结构 ， 就场依存

和场独立两个认知风格类型 ， 详细解释了二语学习与认知风格之间的关系 ： 如

Ｋａ－

ｇａｎ，
Ｊｅｒｏｍｅ

（
１ ９６５

） ；Ｇｏｏｄｍａｎ
，
Ｋｅｎｎｅｔｈ（ １ ９７０ ）；Ｄｏｒｏｎ，

Ｓａｎｄｒａ
（
１ ９７３

）
；ＨａｎｓｅｎＪ

，

Ｃ
，
Ｓ ｔａｎｓｆｉｅｌｄ ．

（ 

１ ９８ １
） ；Ａｂｒａｈａｍ

，
Ｒｏｂｅｒｔａ

（
１ ９８５

） ；ＡｌｐｔｅｋｉｎＣ
，
Ｓ Ａｔａｋａｎ

（
１ ９９０

）
证实了 

：

一

是场独立型的学生更擅长于二语学习 ， 因为他们善于分析 ， 模仿能力强 ；
二是

场依存型因为能够更好的融入到学习环境中 ， 因此在二语学习时也 占有优势 。

阿拉伯学家 Ａ ｌ
－

Ａｂｄａｎ （ １ ９９３ ） 证实了认知风格 （场独立／场依存型 ） 对第二语言

学习策略的使用有影响 ， 他使用镶嵌图形测试对 １ ７５ 名沙特国王大学英语专业的

学生进行认知风格判定 ， 并使用 问卷来衡量第二语言学习策略 。 结果表明 ， 认知

风格对第二语言策略的使用有影响 ， 尤其是在三个方面 ： 记忆策略 、 情感策略 、

学习策略 。

？
马 尔旦 ？ 曼苏尔 ． 新疆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之间的认知风格差异分析 ［Ｄ ］ ．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 ，

２０ １ ７ ．

？
Ｍｅｓｓ ｉｃｋ 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
ｇ
ｎ ｉ ｔ ｉｖｅ ｓｔｙ ｌ ｅｓ ： 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ｐ
ｒｏｍ ｉ ｓｅ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 ａ ｌ

ｐ
ｒａｃｔ ｉｃｅ

［
Ｊ
］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 ｔ
， 

１ ９８４
（
２ ９） ： ５９

－

７４ ．

？
Ｒｉｄｉｎｇ 

Ｒ Ｊ
， 
Ｓ Ｒａｙｎｅｒ ．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 ｓｕ

ｐ
ｅｒｈ ｉｇｈ

ｗａｙ 
ａｎｄ  ｉｎｄ ｉｖ ｉｄｕａ ｌ ｉｚｅｄ  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

Ｊ
］

．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

１ ９９５
（

１ ５
）

： ３６５
－

３ ７８ ．

＾
Ｅｈｒｍａｎ Ｍ Ｅ

， 
Ｂ Ｌ Ｌｅａｖｅｒ ．Ｃｏｇｎ ｉｔｉｖｅ ｓ ｔｙ 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ｏｆ  ｌａｎｇｕ

ａ
ｇｅ  ｌ ｅａｒｎ ｉｎｇ  ［

Ｊ
Ｊ

．Ｓｙｓｔｅｍ ， 
２００３

（
３ １

）
： ３９３

－４ １ 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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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非 （ １ ９９８ ） 朱中都 （ ２００２ ） 介绍 了 国外的几种认知风格类型及特点 ， 总

结了 国 内外对场独立和依存型研宄结果以及它们对外语学习的影响 。 徐伟成 （ １ ９９９ ）

和史正永 （ ２００３ ） 比较了两种认知风格 ，

一

致认为场独立型的学生更加适合学习

二语 。 郝玫、 王涛 （ ２０ １ ２ ） 认为在二语习得的相关领域中 ， 目 前最为受到关注的

是场依存和场独立型 。 杨连瑞 、 张德禄 （ ２００７ ） 认为 ， 场依存者较易接受别人的

暗示 ， 学习 的努力程度往往来 自外来因素的影响 ， 他们学习时非常容易受到偶像

的影响 ， 这类人在学习时候 ， 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 ， 喜欢集体学习的氛围 ， 也需

要得到旁人的指点 ， 情绪波动较大 。

在二语学习过程中 ， 笔者认为场依存类型在学习二语时更有优势 。 众所周知 ，

语言学习 的 目 的在于沟通及交流 ， 学好
一

门语言离不开输出 ， 学习者想要掌握语

言技能 ， 首先要加强社交。 场依存学习者偏向于在课堂上跟同学们练习汉语 ， 积

极参加合作型活动 ， 并结交很多朋友 ； 而场独立性的学习者性格较内 向 、 不乐于

发言 ， 这样直接会影响到交际能力 。

１ ．４Ｊ 语言学习策略研究

近年来
．

， 已经有不少的学者对不同认知风格下的语言学习策略进行了研宄 ，

Ｃｈａｍｏｔ（ １ ９８７ ） 认为学习策略指的是学生在学习语言时 ， 为 了更为快捷的掌握这

门语言使用 的方法和技巧 。 秦晓晴 （ １ ９９６） 则认为学习策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促进

第二语言的 内化、 存储 、 提取而使用的具体的步骤、 行为或技巧
？

。

Ｏｘｆｏｒｄ（ １ ９８９ ） 通过研宄发现语言学习者在学习语言时候为了提高 自主学习能

力 ， 养成 良好的学习 习惯 ， 常常会使用学习策略让学习变得更有趣有效率 ， 更加

方便学生学习汉语。 随后她 （ １ ９９０ ） 又进
一

步定义了学习策略 ， 并将学习策略分

类 ， 分成 了所熟知的补偿策略 、 社交策略 、 认知策略、 元认知策略 、 记忆策略和

情感策略这六项 。 江新 （ ２０００ ） 认为
“

语言学习策略是学习者为促进信息的获得、

存储 、 提取和利用采取的行为 ， 学习者通过语言学习策略促进语言学习 ， 使语言

学习更高效 。 文秋芳 （２００３ ） 认为学习策略就是为 了达到有效的学习结果而采用 的

措施 ， 学习策略本身就是
一

种动态的外部活动或者是内部活动
？

。 钱玉莲 （２００６ ）

①秦晓晴 ． 第二语言习得中认知方式研宄的现状 ［
Ｊ
］

． 外语教学与研究 ，
１ ９９ ７

（
２

）
： ４０ ．

②文秋芳 ． 英语学习策略实证研宄 ［
Ｍ

］
．西安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３ ： １ ６２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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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认为人们常常在学习语言时采用某种学习方式的属性特点称之为学习策略 ，

一

般指的是某种技巧 ， 在学习时能够意识到的有 良好学习效果的方法 、 技巧 、 规则

及其调控
？

。

随着认知风格和学习策略研究的越来越深入 ， 不少学者开始研宄学生的认知

风格和学习策略之间的关系 。 徐子亮 （ ２０００ ） 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 ， 分析了不同

的汉语学习者在进行词汇和语音的练习时 ， 由于认知风格的不同 ， 采用 的学习策

略的差异 ， 表明 了认知风格影响记忆策略和元认知策略的使用 。 蔡文君 （ ２００７ ）

采用温斯坦标准化学习测量表 ， 分析了大学生的认知风格和学习策略之间的关系 ，

在分析过程中 ， 将不同的认知风格和不同 的学习方式进行比较 ， 结果表明大学生

主要是以独立型为主 ， 在学习策略的使用方面整体水平较低 ， 与其专业风格是不

匹配的 。 姚志敏 （ ２００８ ） 以认知风格为切入点研宄了不同个体差异对于数学学习

策略的影响 ， 采用 了数据统计和案例的方式进行直观的分析 ， 并得出 了相应的结

论 ， 提出 了相应的教学建议 。

不同的认知风格体现了不同的个体差异 ， 场依存型和场独立型学生对于信息

的反馈是不同的 ， 具有不同的学习方式和学习 习惯 。 在进行学生学习策略分析时 ，

需要综合分析学生的认知风格特点 ， 尊重学生的不同认知风格 。

１ ．４ ．４ 非洲汉语教学研究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
已经有 ６ １ 所孔院在非洲陆续被建立 ， 同时建立了４８ 个孔

子课堂 ， 成为非洲学生学习 中文的重要平台
？

。 苏丹在地域上属于非洲 ， 围绕苏丹

汉语教学的国别研宄成果相对较少 ， 但很多非洲汉语教学研究的成果 ， 对于本研

宄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和价值 。

高航 （ ２０ １ ２ ） 气 张军广 （ ２０ １ ６ ）
？
发现非洲孔子学院汉语教学主要问题在三

个方面 ：

一

是教学环境差 ， 主要体现在中非文化方面有冲突 ， 教学条件落后等方

面 ；
二是教师的数量过少 ， 主要体现在教师数量的严重缺 口 ， 本土教师极容易流

失 ， 教师的教学能力有待提高等方面 ；
三是教材方面的 问题 ， 主要体现在缺少针

①钱玉莲 ． 第二语言学习策略论析
［
Ｊ
］

． 南京师大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

２００６
（
５
）

： １ ５２ ．

②李明诚 ．非洲孔子学院发挥公共外交功能的 比较研宄 ［
Ｄ

］
．山 东大学 ，

２０２０ ．

③高航．喀麦隆孔子学院办学模式探宄 ［
Ｄ

］
．浙江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２ ．

④张军广 ．非洲孔子学院发展中 的本土汉语教师培养研究 ［
Ｄ

］
． 浙江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６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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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的教材 ， 教学模式较为单
一

等方面。

张笑贞 、 吴强 （ ２０ １ ８ ） 提出 中 国教师在非洲担任汉语教师时要注意的 问题及

建议有 ： 定期检查学生作业 、 最好能通晓该非洲国家的母语 、 不要过于注重学生

发音而忽略了汉字的重要性等 。

针对非洲学生的认知风格及学习策略 ， 赵佳 （ ２０ １ ２ ） 通过研宄得到 了非洲学

生使用的最为频繁的策略是社会 、 补偿 、 认知策略 ， 而记忆策略与感情策略用得 、

较少
？

。 张悦怡 （ ２０ １ ３ ） 提出非洲学习者的感情普遍较外露 ， 他们对教学 内容有任

何的疑问 ， 或者是对于汉语老师的教学 内容不解时都会主动在课堂上提出 ， 因此

这些学生在课堂上极为积极 。 叶隆威 （２０２０ ） 提出 了非洲来华留学生的认知风格以

场依存型为主 ， 对社交策略使用较多 。

针对苏丹汉语教学研究 ， 也出现了
一

些研宄成果 。 焦凡 （ ２０ １３ ） 提出孔子学

院的学员基本为社会人士 ， 因工作繁忙无法保证长时间稳定的学习 ， 针对这
一

类

人群 ， 孔子学院专门设置了短期汉语班 ， 有很多孔子学院 目 前还未设置长期汉语

班。 田静 （２０ １ ４ ） 提出教师与学生直接互动取得的教学效果更好 ， 也提出限制苏丹

学生的客观因素包括两个——学生的时间 问题 、 教师的课堂教学规范化问题 。

王亚玲 （ ２０ １ ６ ） 对喀土穆大学 ８０ 名学生进行调查 ， 结果表明 ， ６２ ．５％学生因

为有工作要做 ， 很少在课余时间去学习汉语 ，

一

般都是抓紧课上的时间去学习汉

语。 而教师没有充分考虑不同时间段上课学生的年龄 ， 往往为了在某
一

特定的时

间上课 ， 就将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安排到
一

起上课 ， 导致喀土穆孔院选择的教材

往往并不适合学生 。

张鲲鹏 （ ２０ １ ９ ） 认为喀士穆孔院的大多数学生在课堂上普遍活跃 ， 乐于发言 ，

乐于参与课堂上的互动及活动 ， 他们非常乐于在课堂上发表 自 己的看法并提出 自

己的建议 。

？

马小梦 （ ２０ １ ９ ） 从学生的基本信息入手 ， 调查 了苏丹喀士穆大学中文系的 ７９

名学生 。 同时也调查了学生的汉语学习动机 、 教师和教材在汉语教学过程中的作

用 ， 分析了 目 前喀土穆孔院汉语教学存在的 问题 ， 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 气

①赵佳 ．非洲 留学生汉语学习策略研宄 ［
Ｄ

］
．东北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２ ．

②张鲲鹏 ．苏丹汉语教学现状分析 、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实施对策 ［
Ｊ
］

．祖国
，
２０ １ ９

（
１ ９

）
： １ ３ ７ ．

③马小梦 ．苏丹大学生汉语学习动机调查研宄 ［
Ｄ

］
．陕西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９ ．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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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ｎａｂＢｕｓｈｒａＢａｄａｗｉＯｍｅｒ （２０２０ ） 提出 目 前嘻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在进行汉语

教学时存在
一

些问题 ， 主要包含了缺乏本土汉语教师 、 中方教师对苏丹语言文化

了解不够周全 、 本土汉语教师对汉语教学方法经验欠缺等 。

目 前 ， 关于苏丹地区的汉语教学情况主要的研宄中心是各个地区汉语教学现

状以及存在的 问题 ， 也有不少的学者研宄了 目 前学生在学习汉语时候所采用 的学

习策略 ， 但是针对认知风格理论的学习策略很少有学者进行研宄 。 因此 ， 本文基

于认知风格理论研究苏丹学生的学习策略及认知风格 ， 希望能够发掘新的研宄角

度 ， 提出有效的建议 ， 应用于具体的教学实施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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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于测试的苏丹学生认知风格调查

为了 了解苏丹学生的认知风格 ， 本文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进行镶嵌

图形测试 ， 通过测试了解学生的认知风格 ， 在测试之后 ， 根据成绩划分学生的认

知风格 ， 并选取 了３０ 名场依存型和 ３０ 名场独立型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 观察这些

学生的课堂表现 ， 以此检验学生的认知风格划分是否合理 。

２ ．１ 场认知风格测试

２丄１ 测试背景細试对象介绍

为了保证研究对象对汉语认知程度的
一

致性 ， 本文选取的测试对象为喀士穆

孔院汉语水平从 ＨＳＫ２ 级到 ＨＳＫ４ 级中级班的学生 ， 总计 １ ２０ 名学生 ， 其中男性

７ １ 名 ， 女性 ４９ 名 。 喀士穆孔院共有六个班级 ， 分别分为初级 、 中级和高级班 ，

一

周两节课 ，

一

节课 ９０ 分钟 ， 使用的教材为 《长城汉语 》 。

２ ． １ ．２ 镶嵌图形测试的设计与实施

在本次的测试中 ， 笔者采用集体施测 ， 使用北师大版的镶嵌图形测试作为区

分学生认知风格的工具 ， 该镶嵌图形校正后显示其信度为 ０ ． ９ 、 效度为 ０ ． ４９ ， 己

经是显著相关的水平 ， 被很多学者采纳使用 。

该测试采用纸和笔为测试工具 ， 主要分为 ３ 大部分 。 第
一

部分的作用是让测

试者了解该测试的标准和注意事项 。 第二部分为简单图形的辨认 ， 需要被测试者

从
一

些复杂的 图形中找出所对应的 ９ 个图形 。 第三部分为本测试的重点 ， 也就是

测试题部分 ， 该部分由三大块组成 ， 总共有 ２９ 个复杂的镶嵌式的图形 ， 在每个复

杂的镶嵌式图形下面标记了需要寻找出来的简单图形序号 。 第
一

大块为熟悉部分 ，

题 目 数量为 ９ 道 ， 该部分以熟练操作为主 ， 不得分也不扣分 。 从复杂图形中找出

一

个简单图形 。 第二和第三大块分别有 １ ０ 道题 ， 这 １ ０ 道题的分值分布分别是 １
－

２

题每题 ０ ． ５ 分 ， ３
－

４ 题每题 １ 分 ， ５
－

１ ０ 题每题 １ ． ５ 分 ， 学生们在图形中选择正确

的图案 ， 答对记相应的分数 ， 答错不扣分 。 两大块的总分为 ２４ 分 ， 每
一

大块的测

试时间都是 ６ 分钟 ， 第三部分测试题的总共测试时间为 １ ８ 分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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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

在计算分数时 ， 为了让测试的结果更为精准 ， 只有答题者找到的图形和原图

形是完全符合的时候才会得分 ， 并 以平均分作为区分场认知风格的区分点 。 当其

得分高于平均分时候 ， 该被测试对象被认为是场独立型的 ， 反之小于平均分则为

场依存型 。

２ ． １３ 测试过程

本次测试将需要观察的学生集中到
一

起 ， 由喀士穆孔院的另
一

位老师辅助笔

者向学生们介绍该项测试 。 首先是对该项测试进行详细的说明 ， 介绍该项测试的

注意事项以及操作步骤 ， 学生根据 自 己的实际情况填写个人基本信息 ， 随后在老

师发出开始的 口令之后开始做题 。 在被测试者做题过程中 ， 每隔 ６ 分钟发出停止

的 口令 ， 在学生听到停止的 口令后 ， 迅速停止答题 ， 向前传递答题纸 ， 笔者分发

另
一

部分的题 目 ， 经过三次测试后 ， 收回所有的答题纸 ， 进行分数统计 ， 并判断

出学生的认知风格类型 。

２ ．２ 苏丹学生场认知风格分布情况

２ ．２ ．１ 镶嵌图形测试的结果分析

在笔者分发的 １ ２０ 份 问卷中 ， 最＾ ■回收了１ ２０ 份问卷 ， 回收率为 １ ００％ ， 男生

的问卷有 ７ １ 份 ， 女生的 问卷有 ４９ 份 ， 统计分析得到以下结果 ：

表 ２
－

１ 苏丹孔院学生镶嵌图形测试结果统计
￣ ￣ ￣

中位数

￣

｜

最大值

＂＂＂

最小值

￣￣￣￣

标准差

̄

１ ２０ １ ６ ． １ １ ６ ２４ ２ ４ ．２４

从上述的表格中可以看到 ， 接受测试的苏丹孔院学生的镶嵌图形测试结果的

均值为 １ ６ ． １ ， 因此可以采用该值为划分场认知风格的临界点 ， 当其分值高于 １ ６ ． １

时候 ， 说明该学生属于场独立型 ， 当其分值小于 １ ６ ．１ 时候 ， 说明学生倾向于场依

存型 。

在上述测试中 ， 分性别对该测试结果进行统计后得出 以下结果 ：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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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

２ 男女生认知风格的分布情况

｜

标准误差平
性别认知风格倾向人数总人数均值标准差

均值

场独立型 （ ＞ １ ６ ． １ ） ３ ８

男生７ １ １ ６ ． ３ ８４ ． ０６．４ ８ ２ ８

场依存型 （ ＜ １ ６ ． １ ） ３ ３

场独立型 （ ＞ １ ６ ． １ ） ２ １

女生４９ １ ５ ． ７ ４ ．４６． ６４３ ７０

场依存型 （
＜ １ ６ ． １ ）２ ８

从上述表格的数据可 以看出 ， 被测试者中 ， 场独立型的男生有 ３８ 人 ， 场依存

型的男生有 ３ ３ 人 ， 分别 占 了 男生总人数的 ５ ３ ．５％以及 ４６ ．５％ ， 男生平均分为 １ ６ ．３８ ，

标准差为 ４ ．０６ 。 场独立型 的女生有 ２ １ 人 ， 场依存型的女生有 ２ ８ 人 ， 分别 占据 了

女生总人数的 ４２ ．８ ６％及 ５ ７ ．１ ４％ ， 女生平均分为 １ ５ ．７ ， 标准差为 ４ ．４６ 。 从平均分

以及被测试者的人数 比例来看 ， 男生 比女生更加倾向于场独立型 的认知风格 ， 为

了进
一

步检验性别因素是否会影响其在认知风格上的差异 ， 采用 ＳＰＳＳ２ ２ ．０ 软件进

行 Ｔ 检验 ， 其结果如下所示 ：

表 ２
－

３ 场认知风格的独立样本 Ｔ 检验

Ｌｅｖｅｎｅ Ｔ

｜

差分 ９５％的置
显著显著性 平均 标准

Ｆ ＴＤＦ 信期间
性 （双尾 ） 差误差 

下限上限

｜

假设方差
． ８０２ １ １ ８．４２４． ６ ３ ５． ７ ９３－

．９３４２ ． ２０５

检测相等


． ２ １ ０ ． ６４８

成绩 假设方差
． ７８ ８９ ６ ． ８ ．４３ ３． ６ ３ ５ ． ８ ０６－

． ９ ６６２ ． ２３ ７

不相等

从 以上的 Ｔ 检测结果可 以看到 ，
Ｆ 的显著性为 ０ ． ６ ４８ ， 其值大于 ０ ． ０５ ， 因此 ，

需要参考第
一

行数据 ， 从方差检验的结果可 以看 出其显著性为 ０ ． ４２４
， 其值大于

０ ． ０ ５ ， 因此可 以得出 ， 性别在场认知风格的认定是不存在差异的 ， 也就是性别并

不会影响场认知风格的划分结果 。

为 了 保证本次划分 的科学性 ， 本次测试采用 的样本数据为风格较为突 出 的场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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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存型和场独立型学生 ， 研宄过程中选择排名靠前的 ３０ 名学生以及相应的后 ３０

名学生作为本次的研宄对象 。

２ ．２ ．２课堂观察实验

场认知风格由赫尔曼． 威特金提出 ， 认为人在认知过程中需要依赖于外界的环

境 ， 则说明该行为方式为场依存型 ， 若在行为过程中常常去依靠 自 身 内部的线索 ，

则说明其认知方式为场独立型 。 目 前 己经有很多学者对场认知风格进行了划分和

检验 ， 认为场独立型的人在进行实物分析时候 ， 可以很好的排除干扰 ， 将研宄的

部分单独提取出来 ， 但是场依存型的学生巧合相反 ， 他们很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

影响 ， 并不擅长于提取 问题 ， 反而 比较喜欢和人类沟通 ， 喜欢从整体上去查看并

分析数据 。 两者在二语习得有很多 区别 ， 包括知觉 、 思维、 学习 、 问题解决等方

面都有明显差异 ， 场依存型的学生独立性较弱 ， 并且容易受外 内 因素的影响 ， 学习

中喜欢参加课堂活动 ， 在课堂上是 比较活跃的
一

类人 ； 场独立性的人 ， 学习有明

显的独立性 ， 并且不易受外在因素的影响 ， 性格较内 向 ， 对课堂活动没有兴趣 ，

喜欢 自 己去做练习 ， 探宄问题寻求答案 。

笔者为了确定以上镶嵌试验的精准性 ， 将选取的 ６０ 名研究对象进行混合编班 ，

在
一

个教室中将两种不同认知风格的学生划分成两大组进行教学 ， 对这 ６０ 名研究

对象进行 了课堂的随机观察 。 采用 目 前学院使用 的 《长城汉语 》 进行教学 ， 教学

设计如下 ：

表 ２
－

４教学设计示例

教学对象 ｜

喀士穆孔院中级班 ， 学生人数为 ６０ 名 ， 汉语水平为 ＨＳＫ 二级到 ＨＳＫ 四

级 。

教学 目标？ 知识与技能 ： 理解课文的 内容 ， 熟悉语法点 ， 掌握新的词汇 ，

完成课后的习题 。

？ 情感 目标 ： 课堂上与老师达成 良好的合作 ， 理解老师的意图 ，

和同学使用刚习得的知识点进行交际 。

？ 语法知识点 ： 掌握动词重叠
“

辅导辅导
”

的用法 。

教学方法讲解法 ， 情景法 ， 听说法 ， 认知法 。

视频 、 ｐｐｔ 、 黑板 、 图片

教材及教学内吞 ？ 书名 ： 《长城汉语 》 生存交际课本 （ 四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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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单兀
“

现在开始上课
”

（ Ｎ ｏｗ  ｌ ｅ ｔ

＇

ｓ ｂｅｇｉｎｏｕｒ ｃ ｌａｓ ｓ ）

第
一

节课？

￣

（ １ ０分钟 ） 复习环节 ： 听写 ， 巩固和复习上节课的知识 。

（ ４ ５ 分钟 ） 讲解．
（ ５ 分钟 ） 导入环节 （设计思路 ）

老师 ： 你们想不想当老师 ？

学生 ： 想

老师 ： 假如说你是
一

个汉语老师 ， 那你是怎么开始你的课 ？

学生 １ ： 我跟学生说大家好

学生 ２ ： 我看看他们 的作业

学生 ３ ： 我让他们打开书 ．

老师 ： 很好 ， 你们都回答得非常好

老师 ： 那我们今天学习怎么开始新课的课 。 我们题 目 是
“

现在

开始上课
”

。

？ （ １ 〇 分钟 ） 讲解环节 ： 用 ＰＰＴ 展示课文生词 ， 学生 了解生词 的

意思 ， 然后通过造句方法拓展生词 。

作业 ｚｕｏｙｅ

例句
’

：熟 扇 轉 纖
？

作业很重要？

Ｉｐ
１

？！
＊ 我蹈同学们

一＾写作业．

；

－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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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

ｌｌ

预习 ｙ
ｉｘｉ

＾ｊ
ｉ ｌ

？ 预习較

备儀．

课獅 ， ａｓｓ习 ．
＊

ｘ ｙ＾？ 在自己预ｇ ，
在孔子学院１同

１ Ｍ
，

及格

■ｗ＿
－ 没有及格考芝

１ｙ 努力的学生可以及掐考ｉｔ

、

、＾ 

＾ ｒ

＇

—

？（ ２０ 分钟 ） 课文理解环节 （ 附录
一

） ： 学生小组合作 自编 自演

课文 ， 学生分角 色读或分组读 。 尊重学生的不 同年龄 ， 年龄大

的学生扮演老师的角 色 ， 年龄小 的扮演学生角色 。

休息 （ １ ０ 分钟 ）

第二节课 ＾

￣

（ １ ５ 分钟 ） 课文
一

游戏活动 ： 将课文写在黑板上 ， 关键词擦掉 ，

（ ４５ 分钟 ） 讲解让学生补充填写 。 如

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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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 ｒ

Ｔ 耐伽们隨縦＾＾咖皆川以 ｒ ｒ ｒ 邝 士

Ｉ

？ （ １ ０ 分钟 ） 课文二 ： 第二课以练习 口 语为主 ， 使用情景教学法 ，

请学生们讨论参加 Ｈ ＳＫ 考试的亲身经验 。 讨论过程中 ， 用到新

学的关键词 ， 如
“

没想到
”

、

“

没考好
”

和
“

及格
”“

辅导
”

。

男学生 １ ： 大家好 ， 我叫大龙 ， 苏丹人 ， 三十
一

岁 ， 在公司工作 ，

我参加 了ＨＳＫ３ 级 ， 我跟李泽
一起复习 ＨＳＫ 词汇 ， 我及格考试了 ，

因为我没有复习好 ， 所 以没想到我的分数是 ２ ４０ 分 ， 谢谢大家 。

女学生 ２ ： 大家好 ， 我叫 白 领 ， 我是
一

名 医生 ， 很喜欢汉语 ， 我还

是没有参加 ＨＳＫ 考试 ， 我想及格考试 ， 然后去 中 国留学 。

男学生 ３ ： 大家好 ， 我叫丽丽 ， 我今年三十五岁 ， 我是
一

个家庭主

妇 ， 我参加过两次 ＨＳ Ｋ ３ 级考试了 ， 第
一

次没考好 ， 因为汉字很难 ，

但是第二次我没想到及格考试 ， 很开心 ， 谢谢大家 。

女学生 ４ ： 大家好 ， 我叫李泽 ， 是大学生 ， 我参加 Ｈ ＳＫ ３ 级 ， 我跟

大龙
一

起复习 Ｈ ＳＫ 词汇 ， 我的分数是 ２ ３ ６ 分 ， 谢谢老师的辅导 。

？ （ ５ 分钟 ） 语法点 ： 教师从课文 中找 出关键的语法点 ， 并简单

的解释句法结构和例句 ， 让学生练习造句 。 如在第
一

课课文 内

容 中 出现
“

辅导辅导
”

：

李东生 ： 你平时学习 很努力 ， 应该没 问题 。

金太成 ： 老师 ， 您还是给我辅导辅导吧 。

句子格式 ： 用动词 的重叠形式 Ｖ＋Ｖ 扩展句子 。

辅导辅导学生 ， 给我辅导辅导 。

？ （ １ ５ 分钟 ） 作业环节 ： 以操练为主 ， 老师辅导学生在课堂上完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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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课后练习 。

作业 （

一

） 填空题

Ｉ

安静 准备 辅导 及格 还是

￣̄

只有 不过 以上 水平 努力

１ ． 我今天没有时间 ， 我们 （还是 ） 明天去吧 。

２ ． 图书馆里很 （ 安静 ） 。

３ ． 下星期我要参加 ＨＳＫ 考试 ， 您给我 （辅导 ）

一

下吧 。

４ ． 明天我们去郊游 ， 你 （准备 ） 好 了 吗 ？

５ ． 这次考试他不 （及格 ） 。

６ ． 这个菜很漂亮 ， （ 不过 ） 不好吃 。

７ ． 我们班 （ 只有 ） 玛丽是美 国人 。

８ ． 赵汉学习 很 （ 努力 ） ， 考试得 了９ ８ 分 。

９ ． 现在我的汉语 （ 水平 ） 还不太高 。

１ ０ ． 我们需要
一

个身高在 １ 米 ７ （ 以上 ） 的人 。

作业 （二 ） 写汉字

业 ， 文 ， 读 ， 安 ， 静 ， 考 ， 准 ， 备 ， 努 ， 力 ， 辅 ， 导 。 教学过程

中 ， 教师需要重视学生汉字练习 时候容 易 出现的笔画顺序错

误 ， 纠正错误 。

采用
一

问
一

答的方式 回顾知识点 。

首先从第
一

节 的课文 的讲解过程以及分组讨论环节 中 ， 该过程中学生的表现

如下 ：

表 ２
－

５ 第
一

节课学生的表现

课程环节场独立型学生的表现场依存型学生的表现

学生课上总体不太活跃 ， 上课时候 学生表现很活跃 ， 但听课时候并不太认
讲解

能够 自 觉做笔记 。真 ， 注意力不集 中 。

在分小组进行课文理解时 ， 学生很 在分小组进行课文理解环节 ， 小组成员

、 ，少与其他学生交流 ， 有的小组甚至 都表现 出极大的兴趣 ， 认真练 习 会话 ，

出现冷场 的现象 ， 简单做 了
一

遍练 每个人都说 出 自 己的看法 ’ 自 行设置 了

理解环节
习之后 ， 就开始做 自 己 的事情 ， ｉ果

很多情景 ， 主动和老师提 问 ， 但也有小

，

组在练 习 完 毕 后 开始和其他 的 同 学聊
上有个别 问学直接做课后的练 习 。


｜


丨

天 。



２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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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课上的讲解部分以及对话练习部分可以明显的看出 ， 场独立型的学生表现

出沉稳 、 独立型较强 、 不依赖同学和老师的特征 ， 而场依存型的学生在学习时候

更擅长与学生们进行讨论学习 ， 注意力并不够集中 。

从第二节课的活动 内容来看 ， 学生的表现如下所示 ：

表 ２
－

６ 第二节课学生的表现

雕环节
￣￣

场脏型学生的额
￣￣

场依存型学生的表现

多数学生表现并不积极 ， 只是看 表现很积极 ， 多数学生上台去填写 了 自

着其他学生上台去填写单词 ， 只 己知道的单词 ， 还有部分学生在私下互
游戏环节

有少数的学生希望上台去填写单 相讨论空着的地方需要填什么样的单

词 。 词 。

按要求每个学生造句完成后停止 在讨论完毕后发散思维 ， 继续说着
一些

讨论环节
讨论 。 与课题相关的事。

很多学生喜欢交头接耳 ， 讨论该空需要

作业环节很快独立完成作业 ， 错误率较少 。 填写什么 ， 用时较长 ， 错误率较场独立

型学生的高 。

从上课的情况来看 ， 场依存型的学生在课上的积极性都较高 ， 小组作业可以

很快完成 ， 但是注意力不够集中 ， 而场独立型的学生独立思维较强 ， 小组配合程

度差 ， 很少进行合作 ， 是符合场独立型学生的特点的 。 在两节课堂观察结束后 ，

可以确定其结果是和认知风格划分的结果相
一

致的 。

２ ．３ 本章小结

本章节重点利用镶嵌实验对喀士穆孔院学生的场认知风格进行了划分 ， 结果

表明在被测试的 １ ２０ 名学生中 ， 场独立型的学生有 ５９ 人 ， 场依存型的学生有 ６ １

人 ， 并检验了性别因素与认知风格的划分没有显著相关性 ， 通过课堂观察实验验

证了镶嵌实验结果的可靠性 。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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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苏丹学生汉语学习策略的调查与分析

场认知风格划分之后的最重要的步骤是去探索不同认知风格的学生采取的学

习策略异同 ， 采用 了Ｏｘｆｏｒｄ（ １ ９９０ ） 的
“

语言学习策略量表
”

作为本次调查的基

础 ， 选择 ３０ 名场独立和 ３０ 名场依存学生作为本次的研宄对象 ， 本节针对被选出

来的 ６０ 名学生进行汉语学习策略的调查研宄 ， 统计其个人基本信息 ， 同时分析出

两种认知风格的学生在学习策略的选择上有何差异 。

３ ． １ 调查问卷的设计与实施

３ ．１ ．１ 汉语学习策略问卷的设计

在本次研宄过程中 ， 分类工具为有着广泛认可度的
“

学习策略量表
”

（ ＳＩＬＬ５ ．１ ） ，

该量表是由 Ｏｘｆｏｒｄ 在 １ ９９０ 年开发的 。

本文主要是针对苏丹孔院的学生做的调查研宄 ， 由于苏丹地区是欠发达地区 ，

通讯设施不发达 ， 苏丹学生学习汉语的渠道很有限 ， 同时孔院的课程量较少 ，

一

周 只有两节课 ， 这就给苏丹的汉语学习者带来巨大的挑战 ， 苏丹孔院的大多数学

生都是
一

边工作
一

边学习 的 ， 学习时间有限 ， 使他们表现的心有余而力不足 ， 因

而经常会依赖课堂来学习汉语和获得知识 。 因此非常有必要根据他们的不同的认

知风格制定相应的学习策略 ， 让其在学习汉语过程中事半功倍 。

苏丹学生学习汉语的时间较少 ， 因此很多学生没有定期复习汉语的习惯 ， 下

课后没有多余的时间去认真的完成课后练习 ， 因此本文根据苏丹学生学习汉语的

特点 ， 针对性地对原量表做了
一

些修改 ， 删减了
一

些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较少使

用 的点 ， 例如与课后练习 ， 课后复习相关的策略 ， 在
一

些分项中根据汉语学习 的

特点做适当的调整 。 本问卷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调查 ， 包含直接策略 以及间接策

略这两个方面。 直接策略分为记忆、 认知和补偿这三个部分 ， 分别为 ９ 项 、 １ １ 项

和 ６ 项 ， 间接策略分为元认知 、 情感和社交三个方面 ， 分别有 ７ 项 、 ６ 项和 ６ 项 。

通过记忆策略的使用 ， 可以使信息从短时间记忆转化为长时间记忆的快速提

取 ， 主要的过程是经过反复的操练 ， 在学习过程中 ， 运用声音 、 形体或者是动作 ，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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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自 身建立
一

定的联系 ， 并将相关的语言知识储存到脑海中 ， 需要运用时可 以及

时的运用 ， 简单的说 ， 该项策略是与记忆和 回想有关的策略 。 认知策略则是与 内

部的心理模式相关的 ， 简单地说 ， 就是在分析和推断数据 、 在接收信息并转送信

息时 ， 建立
一

定的规则 。 补偿策略
一

般是 由于掌握的语言不足 以表达 目 前所需的

状态而产生的 ，

一

般通过猜测和替代等方法完成信号的传递和输送 ， 为 了争取更

多 的交际机会采用各种策略 （例如 ： 手势 、 猜测等 ） ， 并积极的查字典 ， 推断其

意义来争取更多 的交际机会 ， 主动的去学习汉语 。 元认知策略主要是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 的
一

个反思 ， 反思 自 身的学习状态和方法 ，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 的调整 ，

一

般包含 了学 习重点 的 明确 、 学 习计划 的制定和对 自我学习状态的评估等 。 情感

策略主要是控制与语言学习 相关的情感 ， 主要包括控制学习 的态度和观念 ， 在学

习过程中 ， 通过采用 自 我激励 、 缓解压力 以及控制焦虑等形式进行 。 社交策略主

要是通过与他人社交来进行语言 的学 习 ，

一

般 出现在对话状况中 ， 常用来减少交

际过程 出现的 问题和 困难 ，

一

般情况下包含 了询 问和合作等情况 。

评价分为 ５ 个等级 ： １ ． 不 曾做过 ；
２ ． 很少做 ；

３ ． 偶尔会做 ；
４ ． 经常做 ；

５ ．

—

直在做 。 基于 Ｏｘｆｏｒｄ（ １ ９９ ０ ） 的积分标准 ， 将各个选项的分数进行平均 ， 则可 以

得到各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对应的分值区 间 。

表 ３
－

１ 学习策略使用情况的分值区间

学习策略使用情况 分值区间

基本不是 使用 该项策略 ［ １ ． ０
，
１ ．４ １

很少使用 该项策略 【 １ ． ５
，

２ ．４ 】

有时候会使用该项策略 【 ２ ． ５
，
３ ．４ 】

常常会使用该项策略 ［ ３ ． ５
，

４ ．４ １

总是使用 该项策略 ［ ４ ． ５
，

５ ． ０ １

３ ． １ ．２ 问卷调查的实施与信度分析

苏丹是非洲 国家 ， 母语为阿拉伯语 ， 英语是官方语言 ， 很多苏丹学生汉语水

平不
一

致 ， 英语水平不高 ， 因此 ， 笔者在每
一

道题会配上阿拉伯语翻译 ， 以确保

这些被调查的学生能够明 白所要调查的 问题 。 在问卷实施过程中 ， 对 ６ ０ 名苏丹喀

士穆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进行 问卷调查 ， 其中 ， 场依存型学生有 ３ ０ 人 ， 场独立型

学生有 ３０ 人 。 共发放问卷 ６ ０ 份 ， 回收有效 问卷 ６０ 份 ， 有效率为 １ ０ ０％ 。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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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 问卷第
一

部分调查 了 学生的基本信息 ， 主要包括 ： 年龄 、 汉语学 习

时 间 、 学习 动机等 。 第二部分 由 Ｏｘｆｏｒｄ（ １ ９９０ ） 量表构成 ， 涉及到学 习 者 的汉语

学习 策略的各个方面 。 在 问卷回收后 ， 采用 ｓｐ ｓ ｓ 软件分析该 问卷的信度 。

根据数据的结果 ， 笔者采用 了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

ｓ Ａ ｌｐｈａ 来分析数据的可信度 ， 当数据

指标在 ０ ．６ 以下时 ， 说 明可信度不高 ， 当指标在 ０ ．７ 到 ０ ．８ 之间时 ， 说 明信度较

好 ， 当指标在 ０ ． ８ 以上时 ， 说明统计数据的信度很好 ， 在 问卷回收后 ， 本文分析

了本次调查 问卷的可信度 ， 在该 问卷 中 ， 认知策略的可信度指标为 ０ ． ８ ７４ ， 元认知

策略的可信度指标为 ０ ． ８ ４２ ， 记忆策略的可信度指标为 ０ ． ８０４ ， 补偿策略的可信度

指标为 ０ ． ７ ２ ３ ， 情感策略的值为 ０ ． ７ １ ５ ， 社会策略的值为 ０ ． ７ １ ９ ， 证 明本次调查的

结果
一

致性较高 。 从各项调查的 内 容来看 ， 各个策略的信度系数都在 ０ ． ７ 以上 ，

说明本次调查的结果是真实可靠的 ， 适用于本研宄 。

表 ３ －２ 学习策略的信度分析

名称研究对象个数題 目个数Ｃ ｒｏ ｎｂａｃｈ
’

ｓＡ ｌ
ｐ
ｈａ 值

记忆策略 ６０ ９ ０ ． ８０４

认知策略 ６０Ｈ ０ ． ８ ７４

补偿策略 ６０ ６０ ７２３

元认知策略 ７ ０ ８４２

情感策略 ６０ ６
＂＇

０ ７ １ ５

社交策略 ６０
＇￣ ￣

６ ０Ｊ １ ９

３ ．２ 苏丹学生汉语学习策略使用情况与分析

３ ． ２ ． １ 个人信息的统计与分析

首先是对学 习者基本信息的 了解 ， 由于测试的班级为孔子学院的汉语中级班 ，

其 ＨＳＫ 水平基本保持在 ２ ４ 级 ， 汉语等级相差不大 ， 因此在进行个人信息统计时 ，

并没有统计学生的汉语等级 ， 统计的信息包括年龄 、 学习汉语时长 以及学习动机

等 。 通过对苏丹学生基本信息的 了解 ， 有助于进行学 习策略的分析 。

首先统计的是这 ６０ 名学生的年龄因素 ， 年龄分布如下图所示 ：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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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Ｌ
：

：

巨

图 ３ ． １ 年龄分布

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 ， 有 ８ １ ．６ ７％的汉语学习者的年龄区 间为 ２ ０
－

２９ 岁 ， 只有

５％的学习 者的年龄区 间为 １ ０
－

１ ９ 岁 ， 可 以看 出苏丹汉语学习者的学习 年龄普遍偏

大 ， 很少有年纪小的学生去学习汉语 。 有 １ ３ ．３％的汉语学习者的年龄在 ３ ０ 岁 以上 ，

己经超过学习语言最佳年龄 。 苏丹孔子学院学生年龄差异很明显 ， 成年人参加课

堂活动时或者回答问题时 ， 比较爱面子 ， 自 尊心容易受到影响 。 很多成年人在学

习时倾向于选择 自 学的方式 ， 这些成年学生多数是场独立型 的学生 ， 很少去参与

团体讨论或者是寻求帮助 ， 年龄较小的学生则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 他们喜欢团队

作战 ， 爱好和大家
一

起学习 ， 喜欢比较活跃的学习氛围 ，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没有

考虑到不 同年龄的学 习策略及认知风格 ， 主要原 因在于年龄是属于生理因素 。 因

此 ， 笔者认为教师在课堂上要根据不 同 的年龄阶段采取不同 的教学方法和提 问方

式 。 结合学习者需要的教学实践活动和实际操练 ， 让学习者 自 然而然地学好第二

语言 。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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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 学习 时长

从以上调查可 以看到 ， 有 ７０％以上的学生学习汉语的时间为 ２ 年以上 ， 学习时

长在 ２ 年以下的学生 占 比为 ３０％ ， 说明这些被测试者 己经有 了
一

定的汉语基础 ， 只

有少数学生是刚接触汉语不久 。 结合学生的实际汉语水平 ， 不难发现在孔子学院

学习汉语的效率较低 ， 主要原因在于 ：

一

方面孔子学院是非学历的教学场点 ， 课

时较少 ， 课程单
一

， 这导致学生很难在短期 内提高 自 己的汉语水平 ； 另
一

方面 ，

由于 同
一

个班级里的学生水平不
一

致 ， 导致教师很难做到
“

ｉ ＋ １

”

的教学理论 （

“

ｉ
＋ １

”

中 的 ｉ 表示学生当前的水平 ， １ 表示的则为略高于学生当前水平的 区域 ， 即语言 的

就近发展区 ） 。

随后调查了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 ， 通过调查 ， 其结果如 图 ３ ．３ 所示 ：

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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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３ 学习动机

从上图 中可 以看到 ， 在喀土穆孔院学习 的学生有 ６６ ．６ ７％是 出于专业需求学习

汉语 ， 这也是学生到喀土穆孔院学习汉语的主要 目 的 ， １ ３ ．３％的学生学习汉语的主

要原因是对汉语感兴趣 ， 喀土穆孔院也有 ３ ．３ ３％的学生表示学习汉语出于工作的需

要 ， 同时 ， 应父母的要求去学习汉语的人群 占据 了５％的 比例 ， 还有 １ １ ．６ ７％的学生

出 自 于 自 身其他的原因去学习汉语 。 学生大多都是学习 与 中文相关的专业 ， 希望

通过孔子学院的汉语学习 ， 汉语水平可 以更上
一

个台阶 。

为 了排除年龄因素对于学习策略的影响 ， 统计 ２０
－

２９ 岁年龄区间段的 ４９ 名学

生的学习时长和学习动机 ， 统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３
－

３ 测试对象的学习动机与时长
￣

｜

专业需求
｜

对中文感兴趣
｜

工作需求
｜

父母要求
｜

其他

６个月 及 以下０ ２ ０ ０ ２

６个月 －

１年２ Ｉ ０ ０
̄

１
－２年 ５ ０ ０ ０ １

２年及 以上３ ０ ０ ０ ３ １

从表格中可 以看出 ， 在这 ４９ 名学生中 ， 有 ３０ 名学生是因为专业需求到孔院

学习汉语 ， 且学习 时长达到 了２ 年 以上 ， 占总人数的 ５０％ ， 占据 比例较高 。 为 了排

除学习 时长 以及专业需求对于学习策略研究的影响 ， 故选择这 ３０ 名汉语学习者作

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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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对象 ， 这些学生中 ， 场依存型 的学生有 １ ７ 名 ， 场独立型的学生有 １ ３ 名 。

３ ．２ ．２ 苏丹学生汉语学习策略的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将上述条件
一

致的 ３ ０ 名学生的 问卷结果抽取 出来进行分析 ， 其结果如下表所

示 ：

表３
－

４ 苏丹学生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
￣

策略类型
＾

Ｎ
｜

极小值极大值？
｜

标准差

记忆策略 ３ ０ １ ５ ２ ． ８３ ５０ ． ７３

认知策略 ３ ０ １ ５ ３ ． ０３ １０ ．４ ８４

补偿策略 ３ ０ １ ５ ３ ． ２ １ ９０ ． ５ ３ ９

元认知策略 ３ ０ １ ５ ２ ． ９５ ００ ．４９ ７

情感策略 ３ ０ １ ５ ２ ． ８４９０ ． ５ ３ ９

社交策略 ３０ Ｉ ５
￣

３ ． １ ３ ２０ ． ６ ７３

３ ． ３

｜｜｜｜｜｜
２ ４ｒａＨＨＢＨＢＷｍｍｍ

记忆策略认知策略补偿策略元认知策略情感策略社交策略

國 均值

图 ３ ． ４ 苏丹学习者汉语学习策略总体情况

从表 中数据可 以看出 ， 孔院学生最长使用 的学 习 策略为补偿策略 ， 该项策略

的均值为 ３ ．２ １ ９ 。 对于苏丹的汉语学习者 ， 由于他们本身处于非 目 的语环境中 ， 在

社交方面相 比身在 中 国 留学的学生是处于劣势 的 ， 因此学习过程 中 他们会采用更

多 的手段去争取交际的机会 。 这些学生本身有
一

定的汉语基础 ， 基本可 以独 自 阅

读简单的 中文文献 ， 正是处于对汉语非常好奇的阶段 ， 因此在学 习 时喜欢通过上

下文猜测词语的意思 ， 采用迂回 的方式争取较多 的交际机会 。 这种策略有较多 的

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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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愿意去接受并应用 。

排名第二的是社交策略 ， 均值为 ３ ． １ ３２
， 这些到孔子学院学习汉语的学生出于

对专业的需求 ， 其学习动机非常强烈 ， 喜欢主动的去接触中 国的食物 、 语言 、 影

视歌曲等 。 在这过程中 ， 他们会主动或者被动地学习到汉语知识 ， 这些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也非常喜欢和 中 国的志愿者老师交流 ， 经常会
一

起吃饭并做简单的汉语

交流 ， 汉语大赛等活动的参与积极性高 ， 通过这些方式 ， 学生学到了很多课本上

学不到的知识点 。

排名第三的为认知策略 ， 均值为 ３ ．０ １ ３ 。 苏丹孔院的学生己经有
一

定的汉语基

础 ， 本身为汉语中级班的学生 ， 和初级的学习者不
一

样 ， 不再停留在语音和简单

汉字认识上 ， 而是已经具备了
一

定的 自主学习意识 ， 学习 内容的选择上有
一

定的

自 主权 ， 能够理解基础的语言知识 ， 学习 中常常使用诸如看电影、 看电视剧等 自

己喜欢的方式去习得汉语知识 ， 并喜欢和他人交流汉语 ， 也喜欢阅读汉语方面的

书籍 。

排名第四的为元认知策略 ， 孔子学院的汉语学习者会充分利用这种策略去学

习汉语 。 在学习过程中 ， 当遇到困难时 ， 会采用慢慢审题或者是寻找其他解决办

法的策略 ， 例如画图等 ， 解决后还需要看结果是否正确 ， 并据此进行检验 。 苏丹

学生对于汉语学习 的热情是非常高的 ， 他们有着强烈的学习欲望 ， 其学习 的 目标

也特别 明确 ， 因此 ， 在汉语学习过程中常常主动学习 ， 并且主动去反思 自 身的策

略问题 。

排名第五的是情感策略 ， 情感策略的均值为 ２ ．８４９ 。 由于这些被调查的学生基

础都较为扎实 ， 汉语有
一

定的基础 ， 但是中 国与阿拉伯文化之间 的巨大差异 ， 使

得汉语学习更具复杂性 ， 这些也会使得学生产生
一

定的学习焦虑 ， 尤其遇到不会

的知识点时会让他们过于焦虑 。 因此 ， 老师在授课过程中要根据学生的情况多多

鼓励学生 ， 让学生更愿意学习 。

排名最后的是记忆策略 ， 均值只有 ２ ．８３５ ， 说明苏丹孔院学生很少使用到这
一

学习策略 。 宄其原因主要是被调查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喜欢死记硬背 ， 很多人

学习汉语时因为 自 身处于兴趣来学习汉语 ， 若过于强调死记硬背 ， 则汉语就失去

了原本的吸引 力 。 同时 ， 他们学习汉语的时间相对较少 ， 对于汉语的重视程度也

不够 ， 这就导致了学生在学习汉语过程中 ， 喜欢在有限的时间 内去尝试使用 自 己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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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的策略 ， 获取 自 己想要的知识点 。

总体来看 ， 学生在学习汉语时 ， 只是偶尔会使用各种学习策略去帮助 自 己习

得知识点 ， 主要的原因是学生的汉语水平并不高 ， 学习汉语的时间也相对较少 ，

对于汉语的学习也不够重视。

为了研究六大学习策略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 ， 笔者采用 ｓｐｓ ｓ２ ．０ 对

这些学习策略进行相关性分析 。

表 ３－５ 六大学习策略的相关性

记忆策略 认知策略 补偿策略 元认知策略 情感策略 社交策略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 １ ＊１ ６５ ． ２３ ３ ． １ ７３
－

． ０９３＇ ２６ ７

ＳＳ显著性． ３８ ３ ． ２ １ ５ ． ３６ １ ． ６２５． １ ５ ４

策略


Ｎ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 ０ ３０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 １ ６５ １． ４５８＊． ２６０
－

． ０ ７４
－

． １ ４７

－

｜
ｉ

ＺＺ显著性 ． ３８３． ０ １ １． １ ６５． ６９６． ４３ ７

策略


Ｎ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 ２３３ ． ４５８＊ １ ． ２ ２６
－

． ０５９
－

． ２００

显著性 ． ２ １ ５． ０ １ １ ． ２３０． ７５６ ． ２９０

策略


Ｎ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１ ７ ３ ． ２６０． ２２６ １ ． ３０６． ０６０

元认

知策显著性 ． ３６ １ ．１ ６５． ２３０． １ ００． ７ ５２

略


Ｎ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 ０ ３０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

． ０９３
－

． ０ ７ ４
－

． ０５９ ． ３０６ １． １ ５ ７

倩咸
显著性． ６２５． ６９６． ７ ５６ ． １ ００． ４０６

策略


Ｎ ３０ ３０ ３ ０ ３ ０ ３０ ３ ０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
－

？２６ ７
－

． １ ４ ７
－

２００ ． ０６０．１ ５ ７ １

＾显著性． １ ５４ ． ４３ ７． ２９０． ７５２ ． ４０６

策略


Ｎ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通过 Ｐ 值分析可 以看到 ， 六大学习策略之间并没有显著相关的特性 ， 其 Ｐ 值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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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大于 ０ ． １ 的 ， 只有补偿策略和认知策略的 Ｐ 值为 ０ ． ０ １ ， 因此 ， 这两个学习策

略存在相关性 。

３ ．２ ＊３ 关于苏丹学生学习策輅的访谈与分析

（ １ ） 访谈的实施

为弥补 问卷调查的局限 ， 笔者采用访谈法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 以得到更有

客观性和实际性的答案 。 访谈使用相关工具及软件加 以记录和分析 ， 如录音笔 、

ＷｈａｔｓＡｐｐ 和微信视频 。 本研宄的访谈对象为 ４ 位汉语学习者 （ ２ 名场独立型 、 ２

名场依存型 ） ， 笔者通过 ＷｈａｔｓＡｐｐ 语音及视频的方式进行了访谈 。

表３
－

６ 参加访谈的学员的基本信息

编号
｜

性别
｜

汉语水平
丨

年龄
｜

访谈时间
｜

学习汉语时间
｜

访谈工具
｜

认知风格

￣

Ｍ ｌＩＨＳＫ３２８２０２ １ ／２ ／９？ＷｈａｔｓＡｐｐ 场独立型

￣

Ｍ２勇ＨＳＫ４２６２０２ １ ／２／ １ １两年半ＷｈａｔｓＡｐｐ场依存型

￣

Ｆ １５ＨＳＫ４２３２０２ １ ／２／ １ ３两年半ＷｈａｔｓＡｐｐ

＂ ＂

场依存型

￣

Ｆ２５ＨＳＫ４２５２０２ １ ／２／ １ ３Ｓｉ场独立型

为了进
一

步了解苏丹汉语学习者在使用各种学习策略时的倾向 ， 细化他们学

习策略使用情况 ， 在对苏丹孔院的 ３０ 名接受汉语学习者总体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

上 ， 针对抽取的被访谈者提出 了 以下三个问题 ：

①在学习汉语中 ， 你经常使用哪些学习策略 ？

②你认为课堂上的互动式学习对你的汉语成绩提高有效果吗 ？

③你在学习汉语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 采用什么解决方式 ？

（ ２ ） 访谈结果

四名被访谈者都从 自 己的情况出发 ， 针对性地回答了 以上三个问题 ， 每个 问

题都可以概括成不同的方面 ， 笔者根据他们的答案 ， 将其访谈结果进行整理概括 ，

主要访谈结果如下 ：

问题
一

： 在学习汉语中 ， 你经常使用哪些学习策略 ？

当被问到学习汉语的方法时 ， 被访谈的四个人都从不同的方面回答了该问题 。

从他们的回答方式来看 ， 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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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 ｌ 采用反复背诵 、 记忆的方法夯实汉语基础 ：

“

汉语和我的母语完全不一样 ，
说实在的 ，

这些语言学 习和数学完全不一样 ，

没啥逻辑性 ， 我只 能通过反 复的记忆来夯实基础 。

”

Ｆ２ 认为需要在生活中熟练的去应用汉语 ， 并结合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去学习汉

语 ：

“

学 习 汉语这 门语言挺让我痛苦的 ，
太难 了

，
小时候学 习 时喜欢死记硬背 ，

但随着词汇的掌握量越来越 多 ，
发现这个方式不行 ，

一些记住的词语在实 际生活

中 用 不到 ，
过 了

一段时间 ，
又忘光 了

，
后来 ， 我学会 了 在实 际生活 中去记忆他们 ，

我常 常去看一些 中 文的书籍 ，
这样的方式可 以让我温故 而知新 ，

在 书籍上学 习 新

的单词 ， 掌握原来单词的 用 法 ，
这样 ， 我积 累 的词汇越来越多 ！

”

Ｈ 和 Ｍ２ 喜欢和他人交流 ， 在交流过程中采用造句的方式去学习汉语 ， 掌握汉

语的用法和词汇 ：

“

学汉语其实也不是太难 ， 我学 习 汉语就是喜欢接触到每一个词汇后就喜欢和

其他人交流 ，
想方设法地造 句 子 ，

将一些奇奇怪怪的词汇组成一些 句 子
，
这样不

仅仅可以 了 解他的 用 法 ，
还可以记住一些其他的 句子 ！

”

“

学汉语就是学
一

门和阿拉伯语完全不 同 的语言 ， 最终的 目 的是能听能说能写 ，

又不是一个一个单词 ， 所以特别喜欢课堂上的 交流环节 ，
这样可 以和很 多 人

一起

说汉语
， 我也能学到汉语知识 ！

”

问题二 ： 你认为课堂上的互动式学习对你的汉语成绩提高有效果么 ？

当被问到课堂上的互动式学习对汉语成绩提高是否有效时 ， Ｍ ｌ 和 Ｆ １ 认为该方

式有助于汉语成绩的提高 ， 其他两名学生表示 自 己对这样的方式不太适应 ， 认为

这样的方式比较浪费时间 。

Ｍ ｌ ： 本来学 习 汉语的时 间就少 ，
课堂交流真没必要 ， 用这个时 间去好好练 习

不好 么 ？

Ｍ２ ： 每天的汉语交流时 间是我学 习 最快 乐 的时 间 ， 平时可以说汉语的时间太

少 了 ， 难得在课堂上可以练 习 汉语
，
对我的帮助很大 。

Ｆ １ ： 挺好的
，
这个时候老师可 以及时地纠正我的错误 ，

做到有错误及时发现 ，

也可以练 习 我的 口 语和听力 ，
是一个非 常好的机会。

Ｆ２ ： 不太适应和这些学生去交流 ，
怕 自 己开 口 就 出错 ， 我喜欢 自 己慢慢地去

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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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
学 习 汉语。

问题三 ： 你在学习汉语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 采用什么解决方式 ？

当被询 问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时 ， 学生的主要问题是学习时间少 ， 没有练

习汉语的环境 ， 汉语练习 内容较难以及学习方法不恰当的问题 。

当被间到如何去解决汉语学习时遇到的困难时 ， 这些学生的 回答主要分为两

种情况。 ：

Ｆ ｌ 、 Ｆ２ 以及 Ｍ ｌ 认为遇到困难需要不惧怕困难 ， 向老师同学们提问解决问题。

Ｆ １ ： 学 习 汉语的 时 间太少 了 ，
这样我只 能在有限的上课时间 内提 出 问题 ，

使

问题得到及时解答 ，
不仅仅锻炼 了 我的 口 语

，
还解决 了 我学 习 上的 困 惑 。 ，

Ｆ２ ： 平时生活 中 ， 我周边很少 有人说汉语 ， 我的汉语得不到锻炼 ，
而解决方

法 当 然是向老师 同 学提问 ， 课堂学 习 时 间就成 了 我最珍贵的学 习 时 间 ， 我喜欢在

课堂上向老师 同 学提问
， 寻求解决 问题的 办法 ，

这样可以起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Ｍ ｌ ： 我认 为 汉语的练 习 内 容太难 了 ， 很 多题 目 我都不会做 ，
遇到 困 难时候我

习 惯性地去寻求老师和 同 学的帮助 。

Ｍ２ 认为学习时候需要认识 自身存在的 问题 ， 积极调整 自 身的学习方法以解决

问题 ：

“

我学汉语的主要问题是感觉我的学 习 方式不太适合 ， 我原来喜欢去询 问老师

同 学 ，
但问 的 问题多 了 ， 很多 时候也找不 到人 ， 问题也就积 累得 多 了

， 所以我现

在调整学 习 方式 了
，
不再去依赖他人 ，

主要靠 自 己去学 习 汉语 ，
现在的信息技术

发达 了 ，
在遇到 困 难后

，
也不仅仅只 有通过老师 同 学去答疑这一条途径 了 ， 我常

常会使 用
一些工具书 ，

若还是找不到答案
， 我会采 用信息 网 络的技术

，
通过网上

搜寻查找解决 问题 。

”

通过上述访谈可以知道 ， 苏丹汉语学习者 ， 无论是场依存型学生还是场独立

型的学生 ， 在学习汉语时候非常重视基础知识的学习 ， 常常会使用反复的抄写以

达到巩固基础的功效 ， 抄写重复原来学过的知识点 ， 重视新老知识点的对比 ， 也

会经常将所学到的生词进行造句 ， 应用到实际生活中 ， 针对重点难点会进行简单

的归纳总结 。

这些汉语学习者 ， 尤其是场依存型的汉语学习者认为课堂的学习是常重要的 ，

同时部分学生很喜欢课堂上的互动式教学 ， 认为这样的方式可以帮助彼此更好的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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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交流汉语 ； 但是场独立型的学生喜欢 自 己独立的去学习汉语 ， 并不适应这

样的教学方式。

在学习遇到困难时 ， 都会选择适合 自 己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 不惧怕语言学习

带来的
一

时的困难 ， 场依存型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 发现了错误之后 ， 主要是通

过老师和同学的提醒得到及时的纠正 ； 而场独立型的学生除了依靠老师的纠正之

外 ， 还会 自 己去寻求帮助 ， 借助网络方式 ， 采取 自我纠正的过程去学习汉语。

这些学习者的汉语学习也是存在
一

定的 问题的 ， 主要的 问题有学习环境的 问

题 ， 也有 自 身学习策略选择的 问题 。 苏丹很少有人说汉语 ， 因此孔院的汉语课程

是他们唯
一

去练习汉语 、 接触汉语的时间 ， 这样学生的练习时间大大缩减 ， 练习

的频率也较小 ， 汉语水平迟迟难以提高 。 很多学生对于老师以及课堂的依赖性较

高 ， 很多 问题都希望可 以得到老师和学生的帮助 ， 只有少部分的学生 自 己去解决

问题 、 寻找答案 。

３ ＊３ 不同认知风格对汉语学习策略的影响

３ ．３ ．１ 场依存型学生汉语学习策略使用特点

从上述的对比可以看出 ， 场依存型学生相较于场独立型学生更加倾向于选择

情感策略和社交策略 ， 但是并没有单独对于场独立型的学生进行学习策略选择的

分析 ， 现单独对 １ ７ 名场依存型的学生进行汉语学习策略的分析 ， 其结果如下所示 ：



表 ３
－

９ 场依存型学生学习策略均值情况
ｉ

｜

认知触Ｎ
￣￣ ￣￣

｜

标准偏差
￣

记忆策略场依存型 １ ７１６ １ ９＾６５

￣

认知策略场依存型 １ ７Ｚ９０３Ｊ４８

￣

补偿策略场依存型 １ ７１〇９７ ＾５ １ ９

元认知策略场依存型 １ ７ ２Ｍ５１６２
￣

情感策略场依存型 １ ７ ３ Ｊ ０４ ＾４５４

￣

社交策略场依存型 １ ７Ｉｉ〇０ ＾５ ５８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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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６

；：

“Ｈ１

；：
｜■■■ＩＩ

记忆策略认知策略补偿策略元认知策略情感策略社交策略

■ 场依存型学 习策略均值

图 ３ ．６ 场依存型学生学习策略情况

从 以上学生的选择可 以看到 ，
１ ７ 名场依存型 的学生更加 习惯于选择社交策略

来辅助 自 己去学习汉语 ， 使用频率较次的策略为情感策略和补偿策略 ， 使用频率

一

般的策略为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 ， 使用频率最少的策略为记忆策略 ， 说明 了

苏丹的场依存型学生更喜欢采用社交策略学习汉语 ， 而不喜欢采用记忆策略去学

习 ， 主要原因是因为场依存型的学生社交基础好 ， 喜欢在课上和老师学生进行交

流 ， 进而得到 自 己想要 的知识 ， 但是不喜欢枯燥无味的独立学习 ， 而记忆策略强

调 了 学生对于知识点 的记忆 ， 更多时候需要学生独立去记忆 ， 这种学习策略让场

依存型学生并不喜欢 。

场依存型的相关性分析如下表所示 ：

表 ３
－

１ ０ 场依存型学生学习策略的相关性

｜

记忆策略
｜

认知策略
｜

补偿策略
｜

元认知策略
｜

情感策略
｜

社交策略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 １． １ ８ ６－

． ０９９ ． １ ３ ６－

． ０４２－

． ０９ ７

ＪＰ 忆


策“显著性


．４ １５



． １０５


． ６０２


． Ｓ １２


． ７ １ ０



Ｎ １ ７ １ ７ １ ７ １ ７


１ ７


１ ７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 ． １ ８ ６ １． ６ ８ ７
＊ ＊ ．４ ５ ４． ３ ４ ８ ． ２ １ ３

ｉ人 知


＾显著性．４ ７５


． ００２


． ０６１


． １ ７ １



． ４ １ １

Ｎ １ ７ １ ７ １ ７ １ ７ １ ７ １ ７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

． ０ ９ ９． ６ ８ ７
＊ ＊ １ ． ０００ ． ２ １ ０ ． ０９４

补偿


显著性． ７０ ５ ． ００２ １ ． ０００ ．４２０ ． ７２０

Ｍｍ

Ｎ ｜ １ ７ ｜ １ ７ ｜ １ ７ ｜ １ ７ ｜ １ ７ Ｉ １ ７

３ ５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元认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 １ ３６


．４５４


．０００ １



． ７４７
＊＊． １ ８７

知策显著性 ．６０２ ．０６７


ＬＯＯＯ
＾ ．４７３

略


Ｎ


１ ７


１ ７


１ ７


１ ７


１ ７


１ ７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

．０４２．３４８


．２ １ ０


．７４７
＊ ＊



１



－

．２６９

篇雰显著性


． ８７２． １ ７ １

＾＾．２９６



Ｎ


１ ７


１ ７


１ ７



Ｈ


１ ７


１ ７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

．０９７．２ １ ３ ．０９４ ． １ ８７－

．２６９ １

社交


显著性


．７ １ ０．４ １ １



．１２０


４７３


．２９６


Ｎ １ ７ １ ７ １ ７ １ ７ １ ７ １ ７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 ， 场依存型的学生在使用学习策略时 ， 其学习策略之间的

相关性并不大 ， 除了补偿策略和认知策略的相关性系数为 ０ ． ００２ ， 元认知策略和情

感策略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为 ０ ． ００ １ ， 其 Ｐ 值是小于 ０ ． １ 的之外 ， 其他的相关性系数

均大于 ０ ． １ ， 因此 ， 除开补偿策略和认知策略 ， 元认知策略和情感策略之间存在明

显的相关性 ， 其他策略的相关性并不显著 。

３ ．３ ．２场独立型学生汉语学习策略使用特点

针对 １ ３ 名场独立型的学生去进行分析时 ， 其统计结果如下所示 ：

表 ３－１ １ 场独立型学生学习策略统计结果

｜

认知祕ｎ
￣￣

５５ ｜

标准偏差

记忆策略场独立型 １ ３ ３ ． １ １ ６． ７６９

认知策略场独立型 １ ３ ３ ． １ ９９ ．３６４

补偿策略场独立型 １ ３ ３ ．３ ７８．５６５

元认知策略场独立型 １ ３ ３ ．０８６ ．４０ １

情感策略场独立型 １ ３ ２ ．５ １ ６．４９ １

社交策略场独立型 １ ３ ２ ．６５ １ ．５４４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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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６

记忆策略认知策略补偿策略 元认知策略 情感策略社交策略

＿ 场独立型学习策略均值

图 ３ ． ７ 场独立型学生学习策略情况

从上图 中可 以看到 ， 针对场独立型的学生 ， 使用频次最高的策略为补偿策略 ，

其次是认知策略 、 记忆策略 以及元认知策略 ， 使用频次最低 的为社交策略和情感

策略 ， 说明 了场独立型的学生独立性较强 ， 有着明确的学习 目 标 ， 学习 遇到困难

会 自 己想办法去解决 ， 对 自 己的学习 能力有着较强的认知 ， 可以借助很多程序去

完成 自 身的学习 目 标 。

表 ３

：

１ ２ 场独立
巧
学生学习策略的相关性

记忆策略 认知策略 补偿策略 元认知策略 情感策略 社交策略

Ｐｅａ ｒ ｓｏｎ相关 １－

． １ ２４．４３ ５． ０５ ０．２ ７ ８－

．２ ８ ７

＾显著性． ８６８． １ ３ ７ ． ８ ７ １ ． ３ ５ ８ ． ３４ １

Ｎ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

． １ ２４ １－

． ０６２－

． ５ ０６ ． ３ １ ８． ２ ７ ０

ｊ 
Ｉ

欠口

显著性． ８ ６ ８ ． ８４０ ． ０ ７ ８ ． ２９０ ． ３ ７２

Ｍｍ


Ｎ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Ｐｅａ ｒ ｓｏｎ相关．４３ ５－

．０６２ １ ．４ ８ ５－

． ０２６－

． ２３ ５

＾显著性． １ ３ ７ ． ８４０． ０９ ３ ． ９３２ ．４ ３ ９

Ｎ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 ． ０５ ０－

． ５ ０６．４８ ５ １ ． １ ９４ ． ０ １ ６

元认

知策显著性 ． ８ ７ １． ０ ７ ８． ０９ ３ ． ５２６ ． ９ ５ ９

略


Ｎ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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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２７８ ．３ １ ８－

．０２６． １ ９４ １－

．２６８

情咸
ＺＺ显著性 ．３５ ８ ．２９０．９３２．５２６．３ ７５

策略


Ｎ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

．２８ ７．２７０－

．２３ ５．０ １ ６－

．２６８ １

显著性 ．３４ １ ． ３ ７２．４３９．９５９ ．３ ７５

Ｎ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从上表的结果可以看到 ， 对于场独立型的学生来说 ， 各个学习策略之间是没

有显著的相关性的 。

３ ．３ ＊３ 不同认知风格在汉语学习策略上的使用差异

学生由于认知风格的不同 ， 学习策略的使用上也是有差异的 ， 为了探讨不同

认知风格学生学习策略的使用差异 ， 需要对这六大策略进行差异性分析以及 Ｔ 检

验 。

首先对于不同的认知风格的苏丹学生对于各策略的使用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

得到 以下的结果 ：
＇

表 ３－７ 不同认知风格学生学习策略的统计

｜

认知风格Ｎ
￣￣

丨

标准偏差
｜

标准误均值

场依存型 １ ７ ２ ． ６ １ ９ ＾６６５１６ １

记忆策略
场独立型 １ ３ ３ ． １ １ ６． ７６９．２ １ ３

￣

场依存型 １ ７ ２ ．９０３ＭＳＪ３ ３

认知策略
场独立型 １ ３ ３ ． １ ９９．３６４． １ ０ １

场依存型 １ ７ ３ ．０９ ７ ＾５ １ ９ ． １ ２６０

补偿策略
场独立型 １ ３ ３ ．３ ７８．５６５． １ ５ ７

￣

场依存型 １ ７ ２ ． ８４５Ｊ６２＾ ３６

元认知策略

场独立型 １ ３ ３ ．０８６．４０ １ ． １ １ １

场依存型 １ ７ ３ ． １ ０４＾５４ ｊｉ ｌ Ｏ

情感策略
场独立型 １ ３ ２ ．５ １ ６ ．４９ １． １ ３６

场依存型 １ ７ ３ ．５００Ｊ５ ８Ａ ３５

社交策略
场独立型 １ ３ ２ ．６５ １ ．５４４． １ ５ ７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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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６

：：１３ ‘２．

丨

；

：

ＪｉＩ ： ｌｉ，

记忆策略认知策略补偿策略 元认知策略 情感策略社交策略

議 场依存型 ＿ 场独立型

图 ３ ． ５ 场认知风格学习策略情况

从上面显示出 的数据可 以看 出 ， 认知风格不同 的学生对于不同学 习策略的偏

好是不
一

致的 。 场独立型的学生偏 向于选择认知策略 、 补偿策略 、 记忆策略 以及

情感策略 ， 由此可 以看出此类学生有着独立分析的能力 ， 学习过程中有明确 的 目

标 ， 可 以不断地更正并调整 自 己的学习计划 ， 有
一

定的 自我学习 能力 。 同时 ， 遇

到困难时 ， 由于交际能力不够 ， 会采用
一

些补偿手段去跨越语言造成的障碍 ， 能

够总结 自 己学习 的得与失 。 但是场依存型的学生相 比较于场独立型的学生更加倾

向情感策略和社交策略 ， 这样也就意味着这些学生对于 自 身非常 自 信 ， 喜欢采用

和其他人交流的方式去学 习汉语 ， 并不害怕犯错 ， 对于汉语学习
一

直有着乐观的

态度 。

因此 ， 认知风格不
一

致 ， 学习 策略的选择也不相 同 ， 但是上述的分析时基于

各种策略使用均值来进行分析解读的 ， 需要进
一

步分析认知风格是否会明显其学

习策略的选择 ， 需要进行 Ｔ 检验 ， 从而去判定在不 同 的认知风格下六个学习策略

的使用差异 ， 其检验的结果如下 ：

３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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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８ 不同认知风格学生学习策略的 Ｔ检驗

｜
Ｌｅｖｅｎｅ检驗 Ｔ检验

丨

显著
丨
￣

｜ 碰 ｜

差分 ９５％的置信

Ｆ＾ＴＤＦ 性（双 平均差 ＝期间

？Ｍ ）


ｍＴＲ
 ｜

±ｊ

̄

ｊ
？

假
２２

差－

１ － ８９６２８．０６８－

．４９７ ．２６２－

１ ．０３４ ．４００

ｆ乙
 ６４６４２８

２－

１ ． ８５ ８２３ ． ８ １ ．０７６＇４９７ ．２６７－

１ ．０４９ ． ５５２

略小和等


认假设方差
＾－

１ ．６８７２８． １ ０３－

．２９７ ． １ ７６＇６５ ７０ ．６３ ７

知


和
ｆｆｌ０

７４３ ３２

＾假设方差
…４

．

．

 １ Ａ
＿

略不相等
－

１ ．７ ／９２７ ．５５５ ． ０８６－

．２９７ ． １ ６７－

．６３９ ．０４５

＂＂ ＂

假设方差
ＩＬ－

１ ．４ １ ６２８ ． １ ６８－

．２８ １． １ ９８－

．６８９ ． １ ２６

偿艘咖

策假设方差
二－

１ ．４００２４ ．７６０ ， １ ７４－

．２８ １．２０ １－

．６９６ ． １ ３３

崎个相寺
￣￣

假设太差

＾Ｕ
－

１ ．３０８２８＊２０２－

．２４ １ ． １ ８４－

．６ １ ８ ． １ ３６

知
罐鮮３ ．９８６．０５６ ：

Ｍ－

１ ．３ ６７２７ ．９０８ ． １ ８２－

．２４ １ ． １ ７６－

．６０ １ ． １ ２０

略
不相胃

￣

ｍ 假设方差
＂

Ｓ＝ ３ －３９６２８．００２ ． ５８８ ． １ ７３．２３３ ．９４２

｜假Ｈ
．００５．９４６

Ｓ ３ ．３５９２４ ．８４８．００３ ． ５ ８８． １ ７４．２２７ ．９４８

痕知差
殳 ４ ． １ ７８２８．０００．８４９ ．４３ ３ ．４３３ １ ．２６６

交相等 １ Ａ
．

ｎ Ａ ｎ

策 假设方差
１ ０６ ＿ ７４７

＾ ４ ． １ ９３２６ ．３ １ ４．０００． ８４９．４３３．４３３ １ ．３６６

略
丨
不相等

丨 ｜
…一

 Ｉ

从上述分析的数据可以看出 ， 在六大策略中 ， 前四项策略的显著性都是大于

０ ． ０５ 的 ， 也就是说认知风格对于这四项学习策略的影响并不显著 ， 而针对情感策

略以及社交策略 ， 其显著性分别为 Ｐ＝〇 ．００２ 以及 Ｐ＝０ ．００ ， 都是小于 ０ ． ０５ 的 ， 说明

场认知风格对于情感策略和社交策略的使用是有着显著差异的 。

３ ．４ 本章小结

本章总结并分析了喀土穆孔院的学生认知风格对于学习策略选择情况 ， 主要

从问卷调查和访谈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

从调查 问卷的结果来看 ， 喀土穆孔院的学生喜欢使用补偿策略和社交策略去

学习汉语 ， 不经常用 的策略为记忆策略和情感策略 ， 也就说明 了孔院的学生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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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汉语时候喜欢通过和其他人交流来实现学习 的 目 的 ， 在学习汉语遇到困难时候 ，

都会想办法去解决存在的 问题 ， 例如遇到
一

些没有学习过的词汇时候采用肢体语

言去描述 ， 或者用近义词去表示。 从整体上看 ， 学生只是偶尔会使用各种学习策

略去帮助语言学习 ， 说明苏丹孔院的学生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对于汉语的重视度

并不够 ， 喜欢课堂教学而忽略了课后的
一

些 自主练习等 。

从访谈的结果可 以看出 ， 苏丹孔院的学生都有 自 己的学习策略 ， 明确 自 己的

学习 目 标 。 由于很多学生都是出于专业需求在孔院进行深造的 ， 在平时的生活中

接触汉语的机会并不多 ， 所以学生们比较喜欢在课堂上学习汉语 ， 对教师的指导

和辅导依赖性较强 。 尤其是场依存型的学生 ， 会积极参加活动 ， 他们乐于发言 ，

也愿意跟其他同学们分享 自 己的想法和意见 ， 愿意向别人学习并采用他人的学习

方法和意见 。 而场独立型的学生比较喜欢 自 己思考 ， 借助
一

些网络或者其他的手

段去解决出现的 问题 。

总体而言 ， 认知风格不 同 ， 学习策略的选择也不
一

样 ， 场依存型的学生喜欢

使用社交策略和情感策略辅助语言学习 ， 场独立型学生喜欢使用认知策略 、 记忆

策略、 情感策略以及补偿策略辅助语言学习 。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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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不同认知风格及学习策略对汉语教学的启示

从上
一

章的研宄可以看出 ， 学生在选择学习策略时都会按照 自身的性格特点

去选择相应的学习策略 ， 因此 ， 认知风格也会影响学生学习策略的选择 。 在教学

过程中 ， 将学生根据认知风格的不同进行划分 ， 可以让学生了解自身认知风格的

特点 ， 同时也可以辅助老师的汉语教学 ， 便于老师因材施教 。 本章节基于上
一

章

节的研宄 ， 进
一

步聚焦学生的学习状态以及教师的汉语教学 ， 针对教师的教学实

践提出
一

些参考性建议。

４ ． １ 引导学生学习策略的使用

学生在汉语学习过程中 ， 尤其在学习策略的使用过程中 ， 都是
一

些下意识的

行为 ， 并不了解 自身的性格特点 。 而汉语教学是需要学生和老师共同努力完成的 ，

在教学过程中 ， 学生是主体 ， 在学习过程中 ， 学生由于个体差异导致了不同的学

习策略的选择 ， 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有必要引 导学生去发现 自 身的学习特点 ， 有意

识的去发扬 自 己的长处 ， 进而去弥补 自 身存在的 问题 。 在教学实践过程中 ， 可以

从以下三个步骤出发 ， 弓 丨 导学生进行 自我认知 ， 使用各种学习策略。

首先 ， 了解学生特点 。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深入了解学生的特点 ， 主要包

含了解其文化背景 、 汉语水平 、 学习策略 、 认知风格分析等 ， 教师要考虑到对象

的具体学习 需求 ， 在教学中要扬长避短 ， 才能促进他们的学习 。 教师应该对学生

的心理状态有
一

定的把握 ， 才能设计出更有效率的课堂教学 。 汉语教学的策略和

方法与学习者的学习风格相匹配时 ， 汉语学习者的输入和输出可能获得更好的成

效 。

其次 ， 进行集中式的教学 ， 引导全体学生了解学习策略 。 通过开设学习策略

培训课或者讲座的形式去详细地将各种学习策略介绍给学生 ， 采用
一

定的课堂案

例直观地向学生展示学习策略的有效性 ， 让学生对不同的学习策略感到兴趣 ， 让

学生去对照 自 身的学习特点 ， 反思 自 己使用过哪些学习策略 ， 还可以使用哪些学

习策略达到学习 目 的 ， 并鼓励学生根据 自 身情况选择合适的策略 。 同时在课堂教

学中 ， 也需要加强观察 ， 尤其是对于 自我认知较差的学生 ， 需要进行针对性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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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

最后 ， 可 以将这些学生按照认知风格的不 同进行分班管理 ， 对不 同认知风格

的学生采用不 同教育方式 。 对于场独立型 的学生 ， 这类学生很少受到周 围 因素的

影响 ， 并不擅长于使用情感策略和社交策略 ， 老师需要 引 导这类学生去 自 主学习 ，

让他们认识到学习是
一

个互助的过程 ， 在学 习过程中 多和他人交流可 以起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 。 而针对场依存型 的学生 ， 这些学生主要在独立能力上稍有劣势 ， 遇

到
一

些需要独立完成分析的作业时会显得不知所措 ， 老师在教导这些学生时 ， 需

要加强学生的认知策略和元认知策略的训练 ， 给这些学生安排布置作业 ， 训练学

生 自我管理的能力 ， 有更为 明确的学习 目 标 。

４ ．２ 针对不同场认知风格的汉语课堂教学策略

研究结果表明 ， 喀土穆孔院的学生使用 学习 策略的频次处于 中等 ， 这
一

数据

也表 明 了这些学生并不能充分地使用学 习 策略去弥补汉语学 习 的不足 。 通过 问卷

和访谈的结果表明 了这些学生学习 时喜欢采用补偿策略和社交策略 ， 对于情感策

略和记忆策略是不太喜欢的 ， 在笔者调查期 间发现这些学生并没有意识到学习策

略和学习 内 容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 ， 也没有形成适合于 自 己的学 习策略 ， 这就要

求老师在教学过程中 需要为学生提供有效的教学 。 Ｒｅ ｉ ｄ 认为 ， 学 习风格是理解和

吸收新信息的基础 ， 学 习 风格 中最根本的
一

点就是学习者要学会如何学习 （ ｌ ｅａｒｎ

ｔ ｏｌ ｅａｒｎ ） 。 因此 ， 在教学理念上 ， 教师要充分考虑到学生在认知风格方面的个体

差异 ， 实行个性化教学 ， 促进不同个体的思维发展 ， 努力为不 同认知风格的学生

提供多元化的教学 ， 特别是在课程设置和教材 内 容上 ， 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 风

格倾 向 ， 通过精讲多练 ， 巩固 句型和语法点 。 另
一

方面 ， 建议学生主动去 了解他

们 自 己的风格 ， 因势利导
？

。

笔者在研宄过程 中将学生划分为两种不 同认知风格 ， 学生有着不 同 的认知误

区和 困难 ， 也因为 自 身 的认知风格 ， 有着适合他们学习 的方法 ， 老师在汉语课堂

教学过程中就需要根据 问题采用不 同 的方式 ， 查缺补漏 。 比如在 阅读教学中 ， 场

依存型的学生可把握文章 的总体思想 ， 但是很难去区分
一

些具体的细节 ， 而场独

？Ｒｃ ｉ ｄＪ ．Ｍ ．Ｌｅａｒｎ ｉ ｎ ｇ
Ｓ ｔｙ

ｌ ｅ ｓ ｉ ｎｔｈ ｅＥＳＬ／ＥＦＬＣ ｌ ａｓ ｓｒｏｏｎｉ
 ［
Ｍ

］
．Ｂ ｏ ｓ ｔｏｎ ：Ｈｏ ｉ ｎ ｌ ｃ＆Ｈ ｅ ｉｎ ｌ ｃ

Ｐｕｂ ｌ ｉ ｓｈｅ ｒ ｓ
，

１ ９ ９ ５ ：４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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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型 的学生却可 以分析细节 ， 对于主题的把握并不是十分 了 解 ， 因此在汉语教学

中 ， 对于场依存型的学生 ， 需要锻炼他们理清文章脉络的能力 ， 重点针对他们难

以掌握细节劣势 ， 引 导这些学生去列提纲 ， 而场独立型 的学生对于细节的把控是

可 以 的 ， 但是难 以全面地去理解文章 的 中心思想 ， 因此教学时候需要 引 导这些学

生去 了解文章的主题 。

４ ．２ ． １ 针对场依存型学生的教学建议

场依存型的学生在汉语学习 的课堂上是表现最为积极的那
一

群人 ， 他们喜欢

表现 自 己 ， 很喜欢使用社交策略 ， 抓紧利用课堂时间学 习 知识 ， 但是课外的 自 主

性较低 ， 离开老师的帮助后 ， 在汉语学 习方面略显吃力 ， 因此 ， 对于场依存型 的

学生 ， 需要采用 以下的教学方式 。

一

是改善教学方式 ， 紧抓课堂教学 。 场依存型的学生更喜欢在集体范围 内进

行学习 ， 喜欢和老师 同学们在课堂上
一

起学习 ， 部分苏丹孔子学院的学生找不到

更多 的时间学习汉语 ， 练习汉语的机会较少 ， 笔者建议教师增加学生输出 的时间 ，

多采用分层教学形式 。 组织课堂活动时 ， 要注意
“

组 内异质 、 组间 同质
”

或
“

组

内 同质
”

的原则 ， 有助于做到合作学习 的可比性 （王静 ，
２ ０ １ １

） 。 老师在教学过程中 ，

尽量按照不同学生的学习 差异分小组学习 ， 做到优中差的结合 ， 尊重学生的个性

发展 ， 让学生充分发挥 自 身 的优势 ， 保证学生在
一

个 良性竞争的环境中学习 。 由

于场依存型的学生学习 时会过度依赖老师 ， 遇到不感兴趣的知识点时常常会注意

力不集 中 的 问题 ， 采用这样的教学方式 ， 可 以激发他们的学习 的兴趣 ， 让其注意

力集中到学习 中 ， 增强 了其情感策略和补偿策略的使用频率 。

二是调节学习 情绪 ， 克服学生的畏难情绪 。 场依存型的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 很

容 易 受到 自 身情绪 的影响 ， 尤其是在进行汉字学 习 时 ， 由于苏丹 国家的官方语言

是阿拉伯语 ， 而阿拉伯语独特的书写方 向是从右往左 ， 和汉字截然相反 ， 这些学

生对汉字练习 会 出现畏惧的心理 ， 特别害怕上汉字课 ， 因此针对这些学生 ， 教师

要注意 引 导学生摆正 自 己的学 习态度 ， 克服畏难情绪 ， 用简单的语言 向学生介绍

中文是发音 、 文字两套体系配合的
一

种语言 ， 汉字是表意的 ， 多数汉字时形声字 ，

汉字的偏旁可 以帮助学生去认识汉字 ， 同时 ， 汉字也是象形文字 ， 比如说
“

山
”

，

和大 自 然的 山 形状类似 ， 由此带领学生去寻找汉字学 习上的潜在逻辑关系 ， 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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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生使用记忆策略的 习惯 。

三是组织课外活动 ， 激发学生课外学习 的兴趣 。 教师要根据不 同学习者的特

点 ， 选择更适合学生的学习 策略 ， 许燕 （ １ ９８８ ） 认为在设计教学活动时 ， 需要和

场依存型的学生的认知相匹配 ， 这样的教学活动才有利于学生去开发探讨 ， 减少

这类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展现 出 的
“

劣势
”

。 场依存型学生的探宄能力远远达不到

场独立型学生的能力水平 ， 对于场依存型学生来说 ， 课堂上的
一

些课外延伸的练

习通常是他们 的弱项 ， 常常是在课堂上等着老师或者是其他的 同学去揭晓答案 ，

老师在教学时候需要选择
一

些有趣味的 问题让学生们 自 己去探宄 ， 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 ， 消除其对此项活动 的排斥 ， 激发学生的学 习欲望 。 同时 ， 由于场依存型学

生特别喜欢使用社交策略 ， 因此在教学时候 ， 可 以多组织
一

些课外的活动 ， 目 前

常常会举办的汉语活动有汉语演讲比赛 、 汉语文化节 、 汉语夏令营等等 ， 这些活

动有益于扩展学生的视线 ， 让这些学生在课外时间段主动地去学习汉语 。

总 的来说 ， 对于场依存型的学生 ， 需要充分发挥其喜欢社交策略的特征 ， 从

课堂教学到课外活动都需要锻炼学生 自 主学习 的 习惯 ， 改善教学方式 ， 让学生对

汉语学习感兴趣 ， 不断的去 引 导学生独立完成汉语学习 。

４ ．２ ．２ 针对
“

场独立型
”

的学生教学的建议

场独立型 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展现 出来了 非常好的独立 自 主的能力 ， 但是在

学习 过程 中 ， 往往并不能很好的去表现 自 己 ，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 容易被教师遗

忘 。 教师作为教学设计者 ， 不能忽略场独立型学生的存在 ， 要具备心理分析 、 行

为观察的知识和能力 ， 善于 了 解不 同学习者的认知风格 ， 熟悉其学习 习惯 ， 考察

各种教学策略与不 同学 习 风格的适应程度 ， 创设适应每个学习 者特点 的学习环境

和条件 ， 教学过程需要重视控制教学速度和教学方法 ， 保障师生
一

起努力达到某

个教学 目 标 。

首先 ， 鼓励学生多参加集体活动 。 教师要 了解场独立型学生的认知风格及学

习策略 ， 这种类型 的学生更偏 向于在独立的环境进行学 习 ， 教师要鼓励场独立型

学生利用孔子学院开设汉语课外活动 的机会 ， 积极参加各项集体及社会活动 ， 并

鼓励场独立型学生跟其他同学们分享学 习经验 ， 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 多使用社交

策略去学习 汉语 。 场独立型学生的学习策略表现在强调概念细节 、 个人钻研 、 喜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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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发现式学习 。 教师要注意鼓励场独立型学生去发扬这些特性 ， 协调 自 身 的学习

步骤 ， 达到教师的教学要求 ， 将 自 己的做法与外界相辅相成 。

其次 ， 采用合适的教学方式 。 场独立者 的心理分化水平高 ， 喜欢独立的思考

问题 ， 这些学生有着鲜明 的学习特征 ， 建议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多采用布鲁纳的发

现学习法进行教学 ， 以学习过程为主 ， 教师不会把教学 内容直接展现 出来给学生

看 ， 而会要求学生依靠 自 己去独立思考 ， 让学生 自 己去发现相关 内容及知识 。 在

具体实施 中 ， 可 以提出
一

个话题或者是
一

个 问题 ， 让学生利用老师提供的
一

些材

料去探寻解决 问题的方式 ， 并通过实践去解决所提出 的 问题 ， 从而获得结果 。 这

样的方式特别适合于汉语阅读课和写作课程的教学 ， 充分挖掘学生的探索能力 。

最后 ， 和学生建立链接 。 由于场独立型 的学生 自 主性很强 ， 习惯于依靠 自 己

去解决 问题 ， 和老师的交流较少 ， 很多老师无法从这些学生的平时活动 中 了解学

生对于知识的掌握程度 ， 对这类学生的 了解较少 。 在教学过程中 ， 需要主动的和

这些学生建立链接 ， 多给他们
一些交流发言 的机会 ， 并对这些学生的进步提 出表

扬 ， 让学生更有 自 信 ， 在课后多关心这些学生的学习 ， 鼓励他们主动 向老师提出

问题 ， 可以课堂上当场提问 ， 也可以课后去老师办公室请教 问题 。

总之 ， 对于场独立型的学生 ， 需要多调动学生参与 到集体学习 中 ， 采用适合

的教学方式 ， 挖掘学生的学习兴趣 ， 更好地进行汉语学习 。

４ ．３ 调整教师的教学风格

老师除 了要 了解学生的认知风格之外 ， 对于 自 己的教学风格也需要有
一

定的

了解 。 不 同认知风格的学生喜欢的教学风格是不
一

样的 。 场独立型 的学生喜欢的

老师是较为理智 的 ， 尤其喜爱老师在教学时候传授
一

些干货 ， 课堂氛围可 以不用

太过于活跃 ， 但是老师需要 了解学生的 需求 ， 多讲解
一

些重点和难点知识 。 场依

存型 的学生更加喜欢教学有激情的老师 ， 这种类型的学生需要使用更多 的教学活

动去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 只 有老师的教学风格和学生的认知风格相
一

致时候 ，

学生们能够快速掌握知识点 ， 当其风格不
一

致时 ， 矛盾就出现 了 。 在实践过程中 ，

由于两者的风格并不是总是
一

致的 ， 因而总会 出现
一

些学生不喜欢某些老师的教

学的现象 。 这就需要教师重视该 问题 ， 根据学生的需求去调整 自 身 的教学风格 ，

４ ６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 。 因此 ， 苏丹孔院可 以将教师按照其授课的风格进行调整 ，

让有激情的老师去教授场依存型的班级 ， 让较为理智型的老师去教授场独立型的

班级 ， 做到因材施教 。

４ ．４ 本章小结

总体而言 ，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 需要清楚不同认知风格学生的特性 ， 尊重不

同类型的学习 需求 ， 引 导学生了解 自 身的认知风格 ， 找到适合 自 己语言学习 的策

略 ， 才能让不同认知风格的学生在汉语学习上各有所获。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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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语

本文的研宄对象为苏丹喀士穆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 ， 首先使用镶嵌图形实验

将这些学生进行场认知风格的划分 ， 采用课堂观察的方式了解这些学生的学习方

式 ， 并针对研宄对象进行分析和研宄 ， 采用 ＳＰＳＳ２ ． ０ 进行了数据分析 。 随后通过

问卷调查和访谈法分析了苏丹孔子学院学生的学习策略 ， 发现苏丹孔院学生最常

用 的为补偿策略和社交策略 ， 最不常用 的为情感策略和记忆策略 。 不同认知风格

的学生在学习策略的选择上是有所偏好的 ， 场独立型的学生更加倾向于选择记忆

策略、 认知策略、 补偿策略以及元认知策略 ， 使用频率最多的为补偿策略 ， 相对

而言 ， 场依存型的学生喜欢使用社交策略以及情感策略辅助学习 ， 使用频率最高

的为社交策略 。 最后根据学生的特点 ， 对苏丹喀士穆大学孔院的汉语教学提出 了

相应的建议 。

就 目 前的研究而言 ， 本文还是存在
一

些不足 ：

一

是 由于作者是
一

名 留学生 ，

汉语水平有限 ， 阅读文献还存在
一

定 问题 ， 研宄对象不够 ， 数据的科学严谨性还

不够 ；
二是笔者由于实践经验少 ， 很多细节方面都没有考虑的很全面 ， 需要进行

进
一

步的改善 ；
三是笔者仅仅只是研宄 了常认知风格对于学习策略的影响 ， 对于

其他因素对学生学习策略的选择方面并没有进行研究 ， 同时本文的研宄对象仅仅

为汉语中级班的学生 ， 对于其他汉语等级的学生没有关注 ， 需要在 日 后的研宄中

进
一

步去考证 。

笔者希望本论文的研究 内容可以为孔子学院提供有用和可靠的信息 ， 也希望

为今后的研宄者提供借鉴 ， 也希望学术界更多地关注非洲的汉语教学和学习策略

研宄 ， 为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提供绵薄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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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ｄｉｎｇ

ＲＪ
，ＳＲａｙｎｅｒ．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ｕｐｅｒｈｉｇｈｗａｙａｎｄｉｎｄｉｖ ｉｄｕａｌ ｉｚ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Ｊ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ｙ，
１ ９９５

（
７
）

：３６５ －

３ ７８ ．

［
２３

］Ｃｈａｍｏｔ
＾
Ａ － ．Ｕ．＆ＥＩ

－Ｄｎｉａｒｙ，Ｐ．Ｂ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ｓ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ｉｎｉｍｍｅｒｓ ｉｏｎ

ｃ 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ｓ ．ＴｈｅＭｏｄｅｍ Ｌ＾ｉｇｕａｇ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
１ ９９９

（
３
）

：３ １ ９－３４ １ ．

［
２４

］
ＥｈｒｍａｎＭＥ

，
ＢＬＬｅａｖｅ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ｓｔｙｌ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ｆ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Ｊ
］

．

Ｓｙｓｔｅｍ ，
２００３

（
３ １

）
：３９３ －４ １ ５ ．

［
２５

］
．ｊ

ｊ ｉ ．．
（ｊ ｊ

ＵＭｉａＪ Ｉ

ＱＡ （Ｊ
ｊＩｕｉａＩ Ｉ

ｊ
ｉ—ｌｌｉＪｌＪ ｌ

ｊ （ＪＬｉｌａＶ ｌ

ｃｓ
ＪｊｊＶ

Ｉ ^

＾
［
Ｊ

］
． １９８５ｊ

ｌ＾Ｓｆ ｌ

＾  ：
ｓ＞ＵＪ Ｉ

（
４

）
： １ ３

－８９

［
２６

］Ａｘｌｌ ｔ

＾
Ｌｕ ／（ＪｓＳｕｋ

Ｉ Ｉ

０ ！

＾ ＇

．１９９３ （４８ ） ： ５６
－

５８

三、 学位论文

［ １ ］ 王静 ． 认知风格对泰国大学生汉语合作学习 的影响 ［Ｄ ］ ． 山东大学 ，
２０ １ １ ．

［２ ］ 赵佳 ． 非洲留学生汉语学习策略研宄 ［Ｄ ］ ． 东北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２ ．

［ ３ ］ 高航 ． 嗜麦隆孔子学院办学模式探宄 ［Ｄ］ ． 浙江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２ ．

［４ ］ 焦凡． 孔子学院汉语教学模式的思考与研究 ［Ｄ ］ ． 西北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３ ．

［ ５ ］ 田静 ． 初级阶段苏丹学生的汉字教学探讨 ［Ｄ ］ ． 西北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４ ．

［６ ］ 姚梦晔 ． 场认知风格对不同课堂环境下汉语习得的影响一以韩国 留学生为例

［Ｄ］ ． 上海交通大学 ，
２０ １ ４ ．

［ ７ ］ 周凯峰 ． 苏丹学生汉语学习动机调查研宄一以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学生为例

［Ｄ］ ． 西北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６ ．

［８ ］ 王亚玲． 喀土穆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调查报告 ［Ｄ ］ ． 西北师范大学 ，
２０ １６ ．

［９ ］ 张军广 ． 非洲孔子学院发展 中 的本土汉语教师培养研 究 ［Ｄ］ ． 浙江师范大

学 ，

２０ １ ６ ．

［ １ ０ ］ 陈璐 ． 基于认知 风格 的韩 国 高 中 生汉语学 习 策略研 宄 ［Ｄ ］ ． 洛 阳师范大

学 ，
２０ １ ６ ．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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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１ ］ 魏智 慧 ． 国 际汉语教学背景下 的学习 者认知分析 ［Ｄ］ ． 厦 门 大学人文学

院 ，
２０ １ ７ ．

［ １ ２ ］ 布柴伯 ． 阿拉伯国家汉语教学简论一以摩洛哥为例 ［Ｄ ］ ． 浙江大学 ，
２０ １ ７ ．

［ １ ３ ］ 张 宁 ． 不 同认知风格 的 中 亚汉语学 习 者学 习 需求调查分析 ［Ｄ ］ ． 新疆大

学 ，
２０ １ ７ ．

［ １４ ］ 马尔旦 ？ 曼苏尔《新疆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之间 的认知风格差异分析 ［Ｄ ］ ． 乌

鲁木齐职业大学 ，
２０ １ ７ ．

［ １ ５ ］ 李秀婷 ． 坦桑尼亚多多马大学孔子学院汉语课堂教学现状调查 ．

一一

以初级

汉语综合课为例 ［Ｄ］ ． 郑州大学 ，
２０ １ ８ ．

［ １ ６ ］ 马小梦 ． 苏丹大学生汉语学习动机调查研宄 ［Ｄ］ ． 陕西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９ ．

［ １ ７ ］ 李明诚 ． 非洲孔子学院发挥公共外交功能的比较研宄 ［Ｄ ］ ． 山东大学 ，
２０２０ ．

［ １ ８ ］ 叶隆威 ． 来华留学生认知风格与汉语学习策略的相关性研宄 ［Ｄ ］ ． 华中师范大

学 ，
２０２０ ．

［ １ ９ ］ＯＮＮＡＢ ＢＵＳＨＲＡ ＢＡＤＡＷＩ ＯＭＥＲ（王月 明 ） ． 苏丹嘻土穆地区汉语教学现

状问题及师资培训研究 ［Ｄ ］ ． 河北大学 ，
２０２０ ．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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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致 谢

中 国是
一

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 ， 我的好奇心驱使我去了解神秘

的她 。 我 曾在苏丹石油科技大学学习石油工程专业 ， 获得专科学历 。 毕业后才发

现对汉语的热爱 ， 我就开始在孔子学院学习汉语 ，

一

年后 ， 获得孔子学院的学年

奖学金赴扬州大学学习 。 回苏丹后为了攻读汉语硕士专业 ， 选择在巴哈利学院中

文系学习 四年汉语 ， 为以后的研究生深造打好基础 ， 当时很多人觉得我年龄大了 ，

但是对我来说年龄只是
一

个数字 。 我还记得 申请山东大学的那
一

天 ， ？Ｌ子学院奖

学金有合作学校 ， 而山东大学不属于孔子学院奖学金合作学校 ， 这对我来说是
一

个大大挑战 ， 当时我下决心坚持申请我心 目 中的
“

山大
”

， 没想到录取结果很快

就出来了 。

通过不断地了解中 国的历史和文化 ， 更多地接触了身边友好的人们 ， 现在的

我已经爱上了这个古代文化和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国家 。 在山大研宄生阶段 ， 是

培养独立思考、 解决问题的关键时期 ， 我的学习方式更多的 由被动式学习变为主

动式学习 ， 我学到 了丰富的汉语言和中 国文化知识 。 闲暇时约上几个好友 ， 或畅

游济南 ， 或球场竞技 ， 或茶厅闲聊 ， 或肆意张扬在有想法就行动的路上 。 不懂就

问 ， 不会就学 ， 不知道就向别人请教 。 如今 ， 我也算是个中 国通了 。 我还去过山

东孔子的故乡 ， 了解到了正宗的儒家思想 。 我参加了喀土穆孔院组织的各种文化

活动 ， 被选２０ １ ９届 山东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留学生班级班长 ， 也获得了

２０ １ ９
－

２０２０学年山东大学校园
“

风采之星
”

， 也被聘任为山东大学２０２ １届校友班级

理事 ， 这是我最大的荣幸 。

两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 虽然疫情对大家有严重的影响 ， 可是在山大老师们

的帮助下 ， 我克服了种种困难、 学会感恩 。 首先我想感谢真主给的能力和保佑 。

我也特别想感谢杜文倩副教授的指导和支持 ， 从参加课题报告 ， 到写完论文 ， 她

一

直鼓励我 ， 并给我提出有用 的建议。 在导师指导下 ， 本人收获匪浅 ， 写作能力

和研宄能力提高了不少 ， 语言没法表达我对杜老师的感恩和谢意 。

除此之外 ， 我想感谢我的母亲和家人 ， 我妈妈每次对我说 ，

一

定要坚持到底 ，

不要半途而废 。 我很欣赏中 国的
一

句话叫
“

路漫漫其修远兮 ， 吾将上下而求索
”

。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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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老师们的爱护和同学们的陪伴 ， 都是我永远忘不了

的回忆 ， 希望我能够在汉语的路上走得更远 ， 并在苏丹做好汉语教师代表 ， 把我

在山大学到的知识和文化 ， 跟苏丹汉语学生分享 ， 让更多苏丹汉语学生热爱汉语 ，

提高汉语水平 ， 希望我们能够获得幸福圆满的生活 ， 天天向上 。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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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１ ： 镶嵌图形测试

说明 ：

这是
一

ｔ 简单的测验 《 它测Ｍ您从笈 汆图形中 发现某神简单 圈形的能力 ？ 如 Ｆ面左 图 是

一 个叫 緻 Ｘ 的简单图形 ， Ｆ面的中 图是
一

个 复杂图形 ， 其中隐藏卷图形 Ｘ ？ 请您在这个复杂

阉形 中找到 Ｘ ， 并用笔把它描 出来 ？ （ 答案在右 Ｆ 围 〉

Ｋ＞

（ ｘ ） （ 复杂罔形 ） （答案 ）

在 Ｆ面的 ｉＨ式漏验中有
一些題 ０  ？ 每

一

道題 Ｕ 是
一

个 ｇ杂 图形 ． 其 中包含钶
一

神简单围

形 ： 要求 您尽快地把这 个蔺攀圈形找出 来 ？ 并用笔描出 ． 如上例 － 在每一个阁形的 下边都标

有
一

个要您找的简单躅形的号码 ． 您可 以到附录 去蓋看这 个圈形 ？

？注意 ：

（ １ ） 根据您的荔要可 以随时翻 简 单图形
”

－

（ ２ ） 每
一

道題 ｎ 描绘一 ｔ简 单 围形 ， 您可能 ｆ
？

到不 出
一

个 ． 但是 只要求您描绘 出它们

中间 的
一

个 Ｂ

（ ３ ） 在 Ｓ杂圈 形中您指 出的简单 围形 ， 在大小 、 比 餺和指 向方面 都 ．？该与所表现的相

同 。

（ ４ ） 擦掉所有描绘错误的地方 ．

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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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图像测试第一部分

函 也＃
Ｕ ） 找出 ＿单＿形 ７

‘

 ＜ ２ ） 找出 ＿ 笮＿形 １ （ ３ ） 找出＿ 单■形 ４

找？ ＿ 鱗＿彤 ５ ＜ ５ ） 找街 简单顯形 Ｓ ＜ ６ ） 找出？ 单 １１１形 §

ｔｈｊｒ３
（ ７ ） 找出 简单＿彤 ２ ＜ ８ ＞ 找出 简 单獨形 ３ （ ９ ） 找出 简 举＿形 ８

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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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图型测试第二部分

日Ｓ
Ｕ ） 找 ＿单＿彤 ６ｍ找＿单＿形 ５

ｉ羅
—
魏

（ ３ ） 找＿ 单＿彤 ９ 《
＇〇 找 簡单＿彤 ６ ＜ ５ ） 找簡单图 影 ２

＿■ 画
＜ ６ ） 找簡 单國形 ３ （ ７ ＞ 找＿单躅彤 ８ （ ８ ＞ 找＿单閱＿４

＜ ９ ＞ 找 简 举函形 １ ＜ ！ ０ ） 找简 柴Ｈ形 ７

５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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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图型第三部分

Ａ

Ｘ Ｘ 回
＜ １ ） 找出 简单獨彤 ６ ＜ ２ ） 找出 簡单圈形 １

^

４ 圆 卿
＜ ３ ） 找出 ＿单＿形 ＳＵ ） 找出 簕单 ＿形 ｉ 《 ５ ） 找出擁单 图瑢 Ｓ

嫌 ＃ 圖
＜ ６ ） 找出 韵单陳形 ２ ＜ ７ ） 找 出漪 荦揮形 ７ （ Ｓ ） 找出 篼 单阁形 ３

＇＾義
找出 简 单图彤 ５Ｕ ０ ） 找 出 简 单躅形 ７

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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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图型

』 妇 Ａ
１ ２ ３

Ｔ 凸 ？
４ ５ ６

＾＝３

ＣＰ Ｉ￣̄

７ ８ ９

５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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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２ ： 教学设计 《长城汉语》 第一单元课文内容

？ 第
一

课

李东生 ．

？ 现在开始上课 。

金太成 ： 上课了 ！上课了 ！

李东生 ： 作业都做完了吗 ？

金太成 ： 做完了 。

李东生 ： 课文呢 ？ 预习 了吗 ？

金太成 ： 已经预习好了 。

李东生 ： 同学们有什么 问题 ？

金太成 ： 没有问题 ， 不过生词我还没记住 。

李东生 ： 请大家打开书 ， 翻到 １ ２０ 页 。 跟我读生词 。

金太成 ．

？ 别说话了 ， 安静 ！ 安静 ！

？ 第二课

金太成 ： 李老师 ， 下个月我要参加 ＨＳＫ考试 。

李东生 ： 你准备好了吗 ？

金太成 ： 还可以吧 ， 但是我想考七级以上 。

李东生 ： 你平时学习很努力 ， 应该没问题 。

金太成 ： 老师 ， 您还是给我辅导辅导吧 。

李东生 ．

？ 怎么辅导 ？

金太成 ：

一

个星期辅导四次 ，

一

次两个小时可以吗 ？

李东生 ： 这么多次 ？ 那你得找三个辅导老师 。

？ 第三课

菲雅 ： 怎么 了 ， 和子 ？

山 口 ： 上午的考试没考好。

菲雅 ： 不会吧 ？ 你的汉语水平那么高 。

山 口 ： 我答错了三道题 ， 只能得八十多分 。

菲雅 ： 没关系 ， 我觉得及格就行了 ！

山 口 ： 我复习 了好几天 ， 没想到还是答错了 。

菲雅 ： 别再想考试了 ， 我们出去逛逛吧 。

山 口 ： 看样子 ， 你的成绩不错 。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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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雅 ： 我 ？ 答对的题可能只有三四道 ！

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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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３ ： 苏丹孔子学院学生汉语学习认知风格及学习策略调查问

卷

您好 ： 本问卷是为 了调查您的在平时学习过程中常常会使用 的学习策略 ， 调查结果将会严格

保密 ， 不会对您产生任何负面影响 。 感谢您的配合 。

第
一

部分 ： 基本信息

１ ． 您的性别？

Ａ ． 男

Ｂ ？ 女

２ ． 您的年龄 ？

Ａ．１ ０

￣

２０

Ｂ ．２０
？

２９

Ｃ ．３０
？

３９

Ｄ ．４０岁 以上

３ ． 您学习 了 多长时间汉语 ？

Ａ ． 三个月 ？六个月

Ｂ ． 六个月年

Ｃ ．

一

年？两年

Ｄ ． 两年 以上

４ ． 你为什么到孔院来学习汉语 ？

Ａ ． 专业需求

Ｂ ． 对汉语感兴趣

Ｃ ． 工作需求

Ｄ ． 父母要求

Ｅ ． 其他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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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 学习策略选择


第
一

部分 记忆策略

１ ．在汉语学习过程中 ， 我会联系我已经学到的知识点和新知识点 。 １２３４５

２ ．我常常会使用生词造句的形式去记住新的词汇 。 １２３４５

３ ．在记忆汉字时候常常会结合汉字的形 、 音 、 义 。 １２３４５
＇

４ ．我会常常想象这些生词应该在何种情景之下使用 。 １２３４５ ．

５ ．我会将意义 、 发音 、 书写相近的生词进行归类总结 。 １２３４５

６ ．我将生词写在小本子上以便更好地记生词 。 １２３４５

７ ．我借助肢体语言来记生词 。 １２３４５

８ ．我每天早上起床就立刻复习头天学过的汉语词汇和句子 。 １２３４５

９ ．我在生活中养成随时随地记汉语生词或短语的习惯 。 １２３４５

第二部分 认知策略

１ ０ ．我会通过反复读写来记生词 。 １２３４５

１ １ ．在交谈时候 ， 我会常常模仿中 国人说话的语调 。 １２３４５

１ ２ ．为了锻炼我的汉语发音 ， 我经常通过大声朗读的方式 。 １２３４５

１ ３ ．我经常用汉语与他人交流 。 １２３４５

１４ ．我经常看汉语类的节 目 、 电影 、 电视剧 ， 听中文歌曲 。 １２３４５

１ ５ ．我经常阅读汉语类书籍 ， 并以此为休闲活动 。 １２３４５

１ ６ ．我常常使用汉语发电子邮件 。 １２３４５

１ ７ ．我遇到
一

些新的单词时 ， 经常会将这个单词和母语对应单词联系 。 １２３４５

１ ８ ．阅读汉语文章时候我习惯于全文浏览后再仔细阅读 。 １２３４５

１ Ｉ Ｉ

 ｜ ｜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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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 ．我经常使用汉语词典这类工具书辅助学习 。 １２３４５

２０ ？ 我会注意总结汉语的句型和语法结构 。 １２３４５

第三部分 补偿策略

２ １ ．阅读汉语文章时 ， 我并不会遇到
一

个生词就去查词典 。 １２３４５

２２ ．当在汉语学习 中不知道应该用哪个词语时 ， 就选择我最熟悉词语来造
￣￣￣ ￣￣ ￣

７
̄

句或者进行解释 。

 ；＿＿

２３ ．跟别人交谈时 ， 我常常使用手势来补充说明 。 １２３４５

２４ ． 在阅读文章时 ， 我常常会使用上下文去理解记忆 。 １２３４５

２５ ． 使用汉语进行交谈时 ， 我常常会猜测他下
一

步会说些什么 。 １２３４５

２６ ． 如果我想不起来该用什么词汇时 ， 常常使用近义词替代的方法 。 １２３４５

第四部分 元认知策略

２７ ． 我会寻找
一

切可能的方式去学习汉语 。 １２３４５

２８ ． 我常常能够在汉语学习 中发现 自 身的错误并及时改正 。 １２３４５

２９ ． 我很喜欢有人在我身边讲汉语。 １２３４５

３０ ． 我我会常常反思 自 己学习汉语过程中常使用 的方法并总结 。 １２３４５

３ １ ． 我学习汉语喜欢提前预习 、 制定时间表 ， 保证学习汉语的时间 。

 １ ２３４５

３２ ． 我会尽量地找机会去学习汉语 、 阅读汉语文章 。 １２３４５

３３ ． 我有非常明确的学习汉语的 目 标 ， 以此提高 自 己的汉语技能 。 １２３４５

第五部分 情感策略

３４ ． 我虽然害怕用错汉语 ， 但我仍旧鼓励 自 己要多说汉语 。 １２３４５

３５ ． 我会注意当我在学习或使用汉语时是否会感到紧张 。 １２３４５

３６ ． 当我汉语成绩提高时 ， 我会奖励 自 己 。 １２３４５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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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７ ． 我会常常使用记 日记的方式去记录汉语学习 的体会 。 １２３４５

３ ８ ． 我会跟同学和老师们常常交流汉语学习 的心得 。 １２３４５

第六部分 社会策略

３９ ． 当我说汉语时会让别人纠正我的汉语发音 ， 指点 出表达中存在的 问
｜

￣

ｒ
￣

ｒ
̄

题和错误 。


５

４０ ． 我会经常跟中 国朋友交流 ， 以便于锻炼我的 口语 。 １２３４５

４ １ ． 当我没办法听清其他人的汉语表达时 ， 我会要求他们复述
一

遍。 １２３４５

４２ ． 我学习汉语中 ， 遇到不懂的 ， 会向老师寻求有效帮助 。 １２３４５

４３ ． 我经常参加中 国文化活动 。 １２３４５

４４ ． 我经常学习
一

些中 国文化知识 。 １２３４５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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