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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數字布魯姆理論為認知目標分類匹配了不同類型的數字化工具，

對新冠疫情後國際中文教育的線上教學新常態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本文針對中文成語教學的複雜性，結合數字布魯姆理論探討了國際中

文教師的成語線上教學策略。通過問卷和半結構訪談法, 本研究調查

了 20 位教齡為 1-5 年的國際中文教師。結果表明, 國際中文教師大多

能關注到學習者不同的認知目標, 並通過插入搜尋引擎工具、播放音

視頻、創設線上分組討論等線上教學策略幫助其進行學習，但設備網

路、教師能力及學生配合問題会影響線上教學活動的開展。本研究將

數字布魯姆理論與國際中文成語教學策略相結合，有助於教師線上教

學時選擇合適的數字化教學工具，全面提升教師的數字化教學水平。 

 

Abstract: The digital Bloom's theory matches different types of digitization 

tool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cognitive goals, offering signific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new normal of online teaching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post-COVID-19 pandemic. Considering the 

complexity of Chinese idioms content teaching,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online teaching strategies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by 

combining the digital Bloom's theory. A questionnaire and a semi-

structured interview were conducted with 20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with 1-5 years of teaching experie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ost of 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were abl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t cognitive goals of the learners, and assisted 

them in their learning by inserting search engine tools, playing audio and 

video, and creating online group discussions. However, the availability of 

equipment, internet connectivity, teacher's competence, and student's 

cooperation significantly imp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online teaching 

activities. By integrating Bloom's taxonomy with international Chinese 

idiom teaching strategies, this study aims to facilitate online teachers in 

selecting appropriate digital teaching tools, thereby enhancing their overall 

proficiency in digital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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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國際中文教育, 又稱作對外漢語教學、國際漢語教育, 涉及了全球範圍內各種類

型的漢語教學活動, 近年來進入了一個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與之相關的綱領性檔

相繼出臺, 如《國際中文教育中文水準等級標準》、《國際中文教育用中國文化和國

情教學參考框架》、《國際中文教育數字資源建設指南（試行）》、《國際中文線

上教育行動計畫（2021-2025）》、《國際中文教師專業能力標準》等1。2022 年 12

月 8 日, 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在國際中文教育大會上指出全球有 180 多個國家開展

了中文教育, 81 個國家將中文納入國民教育體系, 正在學習中文的人數超過 3000 萬, 

有力促進了中外交流, 彰顯了語言學習交流的重要性。2 

 

作為中華文化傳播的主要手段之一, 國際中文教育具有語言教學和文化教學並

存的特性（楊曉黎, 1996）。而成語作為國際中文辭彙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不僅具

有歷史、文化價值, 是一個民族語言精華（杜家幸, 2019）。教師在開展有關成語的

教學活動時, 需兼顧成語的語言知識和文化內涵。在數字化教育發展的今天, 成語

教學更需結合自身特點選取合適的線上教學策略, 既幫助國際學生學好成語的字音、

字形, 也能使其更好地掌握成語背後的中華文化。 

 

 

2. 文獻綜述 

 

2.1 國際中文教育研究現狀 

 

國際中文教育一直是中文教學研究的重點, 研究問題主要集中在“偏誤分析”、

“教材研究”、“教學與教學法研究”（那日松、樂明, 2018）, 研究熱點包括但不限於

“孔子學院”、“漢語國際教師”、“課程設置”及“培養方案”（李寶貴、李慧, 2019）。

2020 年, 新冠疫情爆發, 全世界範圍的線上教學觸發了國際教育領域的急劇變革, 

線上教學成為教學的新常態（王萍等, 2022）, 線上教學與線下教學的混合式教學生

態形成（宋暉、白樂桑, 2020）。在此情景下, 國際中文教育應做到重視漢語作為外

語教學的特點, 充分利用現代語言技術, 增加漢語的科技、思想、文化含量。做到適

應全球漢語智慧化的同時, 提升漢語的國際聲譽, 發揮漢語在國際語言生活中的作

用（李宇明, 2020）。 

當前國際中文教育研究微觀層面論文的數量較多, 即“教學模式”、“教學方法”

所面臨的改變, 多為實證性研究, 系統性和理論性都有待加強；而宏觀層面, “應對與

 
1
 馬箭飛,《推動新時代新征程國際中文教育高質量發展》,中國教育新聞網, 2023 年 1 月 9 日。 
2
 人民日報,《扎實推進國際中文教育高質量發展》2022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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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略”有關的研究數量較少（高育花, 2021）。後疫情階段，經濟社會轉型和教

育數字領域的發展使教學媒介、教學形式都發生改變（胡範铸、張虹倩& 陳佳璿，

2023），應加大對國際中文教師信息素養的提升（李寶貴、莊瑤瑤，2021）。如何

有效開展基於數字化信息技術的國際中文研究、推動新時代國際中文教學的創新發

展與變革成為研究的新方向（汪曉鳳、王華珍、羅楊, 2022）。只有真正的了解後疫

情階段線上教學還存在哪些問題，教育機構和組織才能夠有針對性的幫助教師選取

合適的教學策略，開展教師培訓。 

 

2.2 國際中文成語教學現狀研究 

 

成語，是中國語言辭彙中一部分定型的片語或短句，多以“四字格”為基本格式，

也包含少數“非四字格”格式（黃伯榮、廖序東，2007）。與一般漢語辭彙相比，成

語在語句中一般為整體出現，且表義精闢，富有深刻內涵。成語來源形式多樣，大

致可分為源於上古神話、古今諺語、古代典籍、寓言故事四個大類（郝然，2017）。

正因如此，成語作為國際中文辭彙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具有歷史、文化價值，

還是一個民族語言的精華（杜家幸，2019）。2022 年，《中國文化和國情教學參考

框架》也根據學習者不同的認知水準，在傳統文化一級指標下有針對性地涉及了成

語教學。可見，成語教學不是簡單的辭彙教學，也與中華文化內容相適應。 

 

國際中文成語教學應該怎麼教？是學界一直所關注的問題。成語教學可以從特

殊結構入手，將其分解為單獨的語素進行教學（呂必松，1994）；或重視成語語義

和句法功能進行教學（洪波，2003）；又或是結合語境的教學（夏俐萍，2010）以

及結合文化內容的教學（石琳，2008）。劉艳萍（2013）對學習者分析後得出結論，

成語學習的難點主要集中在語法、語義、語形（語音）、語源及文化五個方面。可

見，成語教學不是簡單的辭彙教學，它還覆蓋了漢語教學層面的語法教學和文化背

景教學。近年來，在成語教學的實踐中總結發現，成語的神秘性給學習者帶來了一

定的認知負擔（Long et al.，2018）。而有效的課堂互動（Zheng et al.，2022）可以

調動學習者視覺、聽覺、動覺的多種感官參與，減輕一定的負擔，增強學習者的成

語應用能力。 

 

2.3 數字布魯姆理論 

 

數字布魯姆（Digital Bloom’s Taxonomy）最早由紐西蘭克斯汀學校（Kristin 

School）的教師 Andrew Churches 提出。他創造性地將 Web 2.0 工具與布魯姆認知目

標分類學想法結合在一起, 稱為“數字布魯姆理論”。數字布魯姆是以布魯姆認知目

標分類學為基礎, 為各個層次的教學目標賦予了數字時代新的關鍵字和可能使用的

軟體, 使教學目標分類和數字工具之間形成了一種匹配關係（葉冬連等, 2019），焦

建利（2018）對實現各個目標可所使用的中國版 iOS 數字工具進行了詳細說明。3 

 
3 焦建利. (2018). http://bit.ly/PWCHIV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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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理論自提出以來, 被廣泛應用於各學科研究中, 備受學者們青睞。從最初

Michael Fisher 以金字塔分類學為樣本提出與各個認知目標相適應的軟體參照到陳

丹、祝智庭（2011）對比和分析數字布魯姆中的信息化工具, 使用中國本土開發的

對應性網站或軟體化工具來進行各層次和類別的對應替代, 構建出中國版的數字布

魯姆模型。李煒等人（2016）基於數字布魯姆理論，構建了系統化的國際中文線上

教學活動框架。再到後來有關教師數字化線上教學的指導啟示（Pongkendek et al., 

2021）, 有關數字布魯姆理論的應用研究不斷。由此可見，數字布魯姆理論不僅是

信息技術環境下，不同教學活動及支持工具的更新模型，更是數字工具下教學目標

實現參照依據（趙慧臣，2017）。 

 

上述研究聚焦數字技術介紹和教學活動設計上，尚未關注數字化工具下的教學

策略選擇問題。對語言教學來說，特別是大規模線上教學活動的開展，利用多媒體

輔助工具開展的互動式活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線上教學導致的真實語言環境

缺失問題，也可以幫助學習者減輕不同語系學習和文化交流所帶來的障礙（劉永權，

2012）。數字布魯姆正是將這些數字工具和技術結合，促進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

對線上教學策略具有一定指導意義（王佑镁等，2013）。基於此，本研究擬針對中

文成語教學的不同認知目標研究教師的線上教學策略。 

 

2.4 線上教學策略研究 

 

教學策略是根據具體的教學目標而詳細制定的。與教學設計、教學思想、教學

模式、教學方法不同，教學策略是教師在有一定組織能力的基礎上，根據學習者實

際情況進行調節和控制的一系列行為過程，具有指向性、可操作性、靈活性特徵（和

學新，2000）。故教學策略的選擇應根據學科特點、學生需求和教學目標來確定，

隨教學環境變化而改變。 

 

新冠疫情到來迫使全球範圍的線下教學改為線上教學（李泉，2020）。然而這種

轉變不是簡單的平移（吳勇毅，2020），教師需要更多的時間對傳統課堂的教學活

動進行再設計，使其適應線上教學模式（Lin & Zheng, 2015)。在此情境下，教師應

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識能力，以及使用數字工具設計教學、開展活動、評價教學的能

力（王輝，2021）。亓海峰、丁安琪（2021）對海外漢語教師線上教學現狀分析後

發現，教師線上中在學生參與度、課堂內容和進度及教學任務變化三個方面採取教

學策略的調整，但並未對教學內容做具體說明；而那些對學術漢語教學策略及漢語

文化教學策略的研究（張博，2022；唐棱棱、杜睿& 穆仁宇，2023），又未將目光

放在數字時代的背景下。 

綜上所述，前人的研究從中文成語教學的不同內容、不同方式，較為宏觀地展

現了國際中文成語的教學策略。而由於成語的特殊性，以及新冠疫情導致的線上教

學特殊背景，鮮有微觀層面的成語線上教學策略研究。事實上，教師針對不同的成

語教學內容及不同的認知目標可能會採取有針對性的教學策略。而教學策略的具體

選擇又可能會受教學工具、教學平台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故本研究基於數字布魯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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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參照成語教學內容，探討教師對成語教學中的不同認知目標所採取的教學策

略，主要研究以下三個問題： 

 

1) 成語線上教學中教師一般選取何種教學平臺和工具？ 

2) 教師針對成語教學的不同認知目標分別採取何種教學策略？ 

3) 後疫情階段成語線上教學還有哪些問題值得我們關注？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參與者 

 

中文成語大多出現在《等級標準》中的七至九級辭彙中, 故本研究主要的參與

者為教授中、高級水準成人學習者的中文教師, 具備以下條件：①為當前任職中的

國際中文教師（包括兼職和全職）；②以線上教學的方式進行教學實踐；③教授對

象為成人學習者；④教學內容中含有中文成語。 

 

為保證資料的充足和有效, 本研究歷時四個月, 2022 年 9 月至 2022 年 12 月, 共

訪談位當前正在進行線上中文成語教學的教師。其教授對象來自世界各地, 包括美

國、韓國、泰國、英國、加拿大、日本等 23 個國家。見表 1。 

 
表 1 研究對象信息（n=20） 

變量 選項 頻數 百分比(%) 累計百分比(%) 

性別 男 7 35.00 35.00 

 女 13 65.00 100.00 

年齡 25 歲及以下 2 10.00 10.00 

 26-30 歲 12 60.00 70.00 

 31-35 歲 5 25.00 95.00 

 35 歲以上 1 5.00 100.00 

學歷 學士及大學本科生 3 15.00 15.00 

 碩士及碩士研究生 16 80.00 95.00 

 博士及博士研究生 1 5.00 100.00 

教齡 1 年以內 0 0.00 0.00 

 1-3 年 11 55.00 55.00 

 3-5 年 6 30.00 85.00 

 5 年以上 3 15.00 100.00 

職稱 無 5 25.00 25.00 

 助教 7 35.00 60.00 

 講師 8 40.00 100.00 

 副教授 0 0.00  

 教授 0 0.00  

注：參與者年齡均為當前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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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訪談的教師多為女性（65.00%），年齡多集中在 26-30 歲之間（60.00%）且

學歷以碩士及碩士研究生為主（80.00%）。從教齡來看，被試者教學年限均在 1 年

以上，具備一定的教學經驗，對教學策略的選擇有相應瞭解，能夠使用數字工具開

展線上教學活動。 

 

3.2 研究設計 

 

在獲得參與者同意後, 本研究先通過問卷星發放問卷, 以瞭解其基本背景信息, 

後再對其進行微信電話採訪。研究共發放問卷 21 份, 其中有效問卷 20 份, 無效問

卷 1 份（由於被測者回答內容不詳細、完整, 教學對象來自地區填寫為中國, 沒有具

體說明中國香港或中國臺灣, 信息缺少準確性, 為無效問卷）, 有效回收率達 95.24%。

對問卷進行整理後，進行描述性分析及單獨的半結構化訪談。 

 

問卷部分主要收集參與者的基本情況。通過對中文教師的個體特徵因素分析，

探討是否會對教師線上成語教學策略選擇造成影響。另外，通過問卷可以瞭解教師

線上教學策略的選擇是否與所使用的教學平臺有關，排除客觀因素對中文成語教學

造成的干擾。 

 

由於中文成語的教學涉及多方面內容, 本研究參照有關辭彙教學的目標分類

（錢揚安，2015；王靜、詹蓓，2019）、文化教學評價體系（胡勤，2023）及布魯

姆指導下的漢語課堂教學活動設置（于淼，2018），將成語教學內容與認知目標相

對應。在進行半結構化訪談時，就每一維度的認知目標進行逐一提問, 以瞭解教師

在進行不同內容教學時所具體採取的教學策略。具體對應標準如圖 1 所示： 

 
圖 1 成語教學目標布魯姆認知目標分類 

 

在半結構化訪談中, 通過瞭解教師在進行中文成語教學時所採取的數字輔助策

略, 可分析其策略達到的布魯姆認知目標層次。訪談內容具體流程圖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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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訪談內容流程圖 

 

 

4. 研究結果與分析 

 

4.1 描述性結果統計 

 

除被訪談者的基本信息統計外, 筆者還對其線上教學所使用的工具和平臺進行

了進一步的瞭解統計。見表 2 及表 3。 

 
表 2 線上教學工具使用表 

教學工具 使用該工具的人數 百分比 

電腦 18 90% 

手機 12 60% 

平板電腦 10 50% 

手寫板 7 35% 

其他 0 0% 

 

此題為多選題。統計結果說明，90%的教師線上進行成語教學時都會以電腦為

主要教學工具，使用手機及平板電腦展開教學活動的教師也占較大一部分。另外，

部分教師也會在教學中使用手寫板工具進行輔助。 

 
表 3 線上教學平臺使用表 

教學工具 使用該工具的人數 百分比 

Zoom、釘釘、騰訊會議等網路會議軟體 20 100% 

YouTube、Mooc 等線上視頻資源平臺 5 25% 

微信等即時通訊工具 11 55% 

雨課堂、學習通等課程網路管理平臺 4 20% 

 

數據顯示，會議軟體工具為中文成語線上教學的主要教學平臺，所有教師都會

選擇使用（100%），即時通訊工具也常被教師所使用（55%）；而線上視頻資源平

臺，以及課程管理平臺使用較少。 

 

為進一步探究教師個體特徵對線上成語教學策略選擇所產生的影響，本研究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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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spss29.0 對問卷收集數據及訪談中教師所關注的教學內容進行相關性分析，見表

4。 

 
表 4 個體特徵與教學策略相關性分析表 

變量 語音、語形 詞義 運用 文化 評價 創作 

性別 .044* .478 .478 .660 .508 .478 

年齡 .616 .731 .731 .616 .121 .072 

學歷 .042* .826 .826 .749 .079 .035* 

教齡 .444 .429 .429 .849 .669 .429 

職稱 .243 .856 .856 .791 .009* .151 

* 表示在 0.05 級別（雙尾），相關性顯著。 

 

如表所示，教師線上成語教學過程中針對不同認知目標所採取的教學策略受個

體特徵因素影響總體較小。其中，有關成語語音、語形的教學內容在教師性別

（p=.044）、及學歷的變數上有顯著差異；另外教師學歷的差異也會導致其對有關

成語創作內容關注度不同（p=.035）；有關成語的評價內容受教師職稱的影響。 

 

之後，筆者又對教師線上進行成語教學的教學平臺及工具進行多重回應分析，

後通過交叉表卡方檢驗，探究成語教學時具體策略的實施是否會受到教學平臺及設

備影響。見表 5。 

 
表 5 教學平臺及設備與教學策略相關性分析表 

 語音、語

形 

詞義 運用 文化 評價 創作 

教學平臺 .471 .368 .368 .083 .683 .835 

教學工具 <0.01 .724 .724 .626 .715 .630 

 

如表所示，各項認知目標的顯著性 p 值均大於 0.05。說明教師線上教學平臺的

使用並不會對其造成影響；而教學工具的選擇會對教師有關語音、語形的教學內容

策略選擇產生影響（p<0.01）。 

 

4.2 訪談結果分析 

 

訪談結果顯示, 被訪談的 20 位中文教師中, 大多數教師進行線上教學策略選擇

時考慮到學生的認知發展水準, 詳細資料見表 6。 

 
表 6 訪談結果統計 

訪談題目 是 否 未關注該內容教師編號 

線上中文成語教學過程中, 您是否關注學生

的字音掌握情況及準確性 

90% 10% T1、T6 

線上中文成語教學過程中, 您是否關注學生

對於成語詞義的掌握 

95% 5% T2 

線上中文成語教學過程中, 您是否關注學生 95% 5% 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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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成語的運用情況 

線上中文成語教學過程中, 您是否在教學時

關注成語中所蘊含的歷史、文化背景 

90% 10% T1、T2 

線上中文成語教學過程中, 您是否關注學生

在學習後對中文成語的評價 

80% 20% T1、T6、T8、T20 

線上中文成語教學過程中, 您是否關注學習

者在學習後的話語、文章創作 

95% 5% T15 

 

由訪談結果統計可知，大部分教師開展線上成語教學活動時，仍能關注到成語

教學的不同方面。總體來看，在教學中重視成語詞義、語法的教師較多，且教師大

多會將線上成語教學的重點放置在課堂練習及課後創作中。而在教學中關注成語評

價的教師相對較少，有四位受訪者明確表示沒有涉及此方面教學。 

 

為進一步明確教師在教學中具體實施的教學策略，本研究在訪談中對其中有價

值且無重複的訪談內容做了編碼，並結合 Barari et al.（2022）的基於數字布魯姆指

標下的教學策略（見下圖 3）對中文成語線上教學過程中針對不同認知目標教師所

採取的教學策略進行歸納和總結。需注意的是，列表中首位數字表示受訪者的編碼，

第二個數字表示其在第幾道題中的採訪回答，見表 7。 

 
圖 3 數字布魯姆所對應的教學策略 

 
表 7 線上教學策略訪談紀錄 

訪談編碼 訪談記錄 所對應的教學策略 

20-1 “自己會線上平臺中設置一些有關字音學習的小遊

戲。即使是中高年級水準, 也不容忽視語音的重要

性, 就通過一種趣味的方式來學習。” 

基於遊戲活動的教學 

13-1 “字音是國際中文教學的關鍵。當學習者有一定的檢

索、使用工具的能力時, 就可以在課堂中插入字音檢

索工具, 讓學習者自己檢索。一是方便查漏補缺, 二

也能使字音記憶更為深刻。” 

基於內容保護技術

（搜尋引擎和字典）

的教學 

8-2 “利用圖片和視頻可以加深學生的記憶時長。並且有 基於教育視頻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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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成語很難從字面來進行講解, 如‘朝三暮四’。但

如果先播放視頻, 以講故事的形式進行引入, 再介

紹成語的意義及用法, 學生會記的更牢。” 

15-2 “有關成語詞義的教學, 教師可以在 PPT 中創設虛擬

遊戲, 如以‘滾動球’、‘踢足球’等小遊戲進行成語詞

義匹配, 以此幫助學習者進行記憶。” 

基於遊戲活動的教學 

7-2 “不少學習者在先前的學習中, 已經學習過成語中語

素的具體含義。所以當介紹成語詞義時, 只需將單個

語素含義結合起來, 直接介紹成語含義。這種方法高

效、快捷, 且能夠將之前所學的知識進行串聯。” 

使用聯想教學的方法 

15-3、17-3 “這種利用音視頻來提問的方式, 能夠保證教師關注

到每一位學習者, 也能夠減少相關由教師提問耽誤

的時間。做到‘一碗水端平’。” 

基於音播客的教學 

1-3 “有關成語應用, 我贊同在會議中設置分組, 讓學生

使用成語來自行討論。教師應當減少在教學過程中

的參與度, 把更多的學習時間歸還給學生, 讓學生

來自由發言。騰訊會議和 Zoom 課堂都很方便進行

分組, 教師也可以隨時進入分組查看討論情況。”

  

提供同伴學習的機會 

18-4、19-4 “教師的知識面畢竟是有限的, 很難做到面面俱到。

所以我通常會提供一些論壇, 如‘知乎’的鏈接給學

生, 他們可以就自己感興趣的話題進行深入瞭解。其

實不少學生到了中高級階段, 已具備一定的學習能

力了。我還有學生學習過英文版的《大學》和《中庸》, 

說來慚愧, 我在此方面的研究或許還不如他們, 學

生們的認知水準是很高的！” 

基於虛擬論壇的學習 

9-5 “可以留出部分課堂時間, 供學習者來評論或發佈他

們的博客。因為師生關係比較融洽, 所以我經常會流

覽學生的博客, 觀看其學習回饋。我也認為, 文字的

輸出要比口頭輸出經過很多的思考, 更為準確。” 

基於博客的學習活動 

20-6 “教師們可以嘗試在課堂中採用角色扮演或開展遊

戲的方法, 讓學生進行即興創作, 考察其應用能力。

即使是成人學習者, 也會很喜歡這種 cosplay 的遊

戲。” 

使用角色扮演的方式 

12-6 “有條件的話, 可以在課堂中提供出版或與主題相關

電子期刊的出版機會, 以此增強學習者的學習熱情

和積極性。這麼以來, 學生在完成作業時也會變得更

加認真。” 

出版電子期刊 

 

由訪談記錄可知，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會根據學習者的認知目標採取不同的教學

活動設計。然而某一項活動的實施，可能對應了學習者的多種認知目標實現。總的

來說，教師進行成語教學活動設計時，還是能夠關注到認知目標的各個維度。 

 

訪談最後，筆者還對教師進行線上教學時所遇到的困難進行了概括性地統計說

明，具體內容見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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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線上教學教師所遇到的困難 

影響線上教學的主要因素 受訪者名稱 

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和學習行為習慣。 T3、T4、T5、T8、T10、

T16、T17、T18、T20 

教師的教學工具使用、平臺的穩定性及教學的策略和方

法。 

T9、T13、T17、T18、T19 

學校政策對線上教學的支援、網路速度和穩定性、在線技

術服務支援、教師教學空間和設備支援。 

T1、T14 

教師教學平臺及教學工具的熟悉程度、教師在課堂中提供

的電子資源。 

T7 

教學評價和課堂秩序的維護。 T16 

 

由統計可知，9 位受訪者在訪談中認為，線上教學主要受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及

學習習慣的影響；而教學工具和平臺穩定性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教師教學策略的選

擇。在有關該內容的訪談中，教師認為受網路、技術等客觀因素的影響較小；另外，

教學評價及課堂秩序對線上教學的影響較小。 

 

 

5. 討論 

 

5.1 成語線上教學中教師選取的教學平臺和工具 

 

從數據分析結果來看，教師線上開展中文成語教學活動時，多使用電腦及手機

設備，呈現以網路會議軟體為主，並與即時通訊工具多平臺並用的現狀，這與王瑞

烽（2020）對疫情期間的漢語技能課教學模式分析結論基本一致。事實上，當前市

面上多使用的網路會議軟體，本身已具有多種輔助教學的功能，如共享屏幕、互動

白板和創建小組等，是極易於使用的同步教學工具之一（Kohnke & Moorhouse, 2020）。

特別在語言教學中，網路會議軟體能夠增強師生間的同步交流，是多數外語教師的

首要選擇（Cheung，2023）。 

 

結合教師個體特徵因素及教學、學習經歷來看，性別因素會影響教師對有關成

語語音、語形內容的教學策略的選擇。男性教師（M=1.29）會比女性教師（M=1.00）

更注重有關語音、語形的教學策略選擇；另外，教師的學習經歷（學歷）會影響有

關成語語音、語形及成語課後創作相關內容的教學策略選擇。值得注意的是，教學

平臺的使用差異並不會對教師教學策略選擇產生影響；而結合中文成語教學的難點

來看，教師會偏向使用手寫板工具開展有關成語字形教學（劉艳萍，2013）。 

 

5.2 針對不同認知目標教師所採取的線上教學策略 

 

 如果某項教學策略都能夠為教師更好地開展學習活動，豐富課堂活動內容、提

高學生課堂參與度提供方法與技巧，我們就可以認為其是有效的（Bonk & Dennen，

2003）。由對中文教師的訪談結果可知, 根據成語教學的不同認知目標，教師往往

會採取不同的教學策略。 



胡波, 肖詩俊, 陈红                   數字布魯姆理論下國際中文教師的成語線上教學策略研究 

 

© 2023 The Authors. Compilation © 2023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55 

 

記憶目標：教師通過在 PPT 中展示成語語音、使用音視頻播放成語語音、插入

檢索工具供學生進行線上字音檢索、設置虛擬遊戲輔助記憶等策略, 可以幫助學習

者記憶成語語音及字形, 實現布魯姆認知目標分類中的記憶目標。 

 

理解目標：教師通過 PPT 展示、播放相關音視頻、插入檢索工具、設置虛擬遊

戲等策略, 幫助學習者理解成語含義, 實現布魯姆認知目標分類中的理解目標。 

 

應用目標：線上進行中文成語教學時, 教師可以使用音視頻輔助、雲對話提問、

設置會議分組討論、創設虛擬語境等策略, 幫助學習者在口語交際中準確使用中文

成語, 實現布魯姆認知目標分類中的應用目標。 

 

分析目標：教師在進行中文成語教學時, 還應採用分組討論、提供相關連結、開

設虛擬論壇、播放音視頻等策略, 來傳遞成語背後蘊含的文化、價值觀思想, 以實現

布魯姆認知目標分類中的分析目標。 

 

評價目標：除實施教學活動外, 教師還應在教學之後及時關注學習者的課後評

價。可採用自由討論、學生發佈博客、評價彼此活動、課後接受評價等策略, 瞭解學

生的課後回饋及學習效果, 以實現布魯姆認知目標分類中的評價目標。 

 

創造目標：針對中高水準級別的學習者, 教師可採用出版電子期刊、角色扮演

遊戲、佈置視頻創作、佈置文本作業等教學策略, 關注學習者在學習中文成語後的

文本創作, 實現布魯姆認知目標分類中的創造目標。 

 

總體來看, 這些基於線上視頻播放、創設小組討論的教學策略，有助於實現面

對面課堂到線上課堂的轉變（Mehrpouyan，2023）。在開展線上教學活動時，教師

必須基於學習材料（Gasc et al.，2020)，採取適當的策略來管理學習者各種形式的行

為，来滿足不同學習者的需求(Taghizadeh & Amirkhani，2022）。 

 

綜上，針對中文成語教學的不同內容，以上教學策略的選擇重視學生的分析思

考與創作、強調成語的建構學習, 與絡互動式教學的類型相似（白雪, 2014）。這些

教學策略不僅能促進學習者合作學習，也提高其認知水平（Barari et al., 2022）。同

時也反映出，大多數教師能夠根據根據學習者不同的認知目標來選取合適的教學策

略。這種基於數字布魯姆的線上中文學習有效地促進了學習者在語言技能、語言知

識、學習策略及文化方面應用能力的提升。真正做到了在互動中逐步增強認知水準, 

提高學生獲取學習信息的層次（李煒、張潤芝, 2016）。 

 

5.3 有關中文線上教學活動開展中所遇到的問題 

 

線上教學活動的開展，改變了原有的教學環境，教師與學習者都身處虛擬世界

中。與傳統教學的現實課堂相比，虛擬課堂教學是“去身體化”或身體缺場的符碼化

活動，具有離身性的特點（趙楊，2021）。這種改變不僅影響了學生的學習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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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影響了教師教學策略的選擇和採用，對授施雙方都提出了新要求。因而，本節將

具體討論當前線上教學活動開展中存在的問題。 

 

一、設備網路問題。受訪者 T1、T14 談到, 在教學活動實施過程中, 經常會出

現由於設備、網路而引起的掉線、信號不暢問題，這與 Al Khateeb 及 Son（2023）

的研究結果一致。為此，教師要及時更換教學設備, 匹配信號較好的網路設備。在

開展教學活動前, 教師應熟悉所使用的設備並進行練習, 避免在操作時反復出現問

題, 耽誤教學時間。另外, 也可配備專門的輔助教師進行補充說明, 當出現網路狀況

時, 由輔助教師進行其他內容的訓練或講解, 不耽誤學習者的寶貴時間。 

 

二、教師能力問題。這裏主要又包括了教師自身的教學能力和使用教學設備的

技術能力。受訪者 T9、T13、T17、T18、T19 表示自身教學能力不足, 難以吸引學

生的課堂注意力, 課堂互動性弱。這說明了外語教師的專業培訓在線上語言教學中

的重要作用（Pikhart & Al-Obaydi，2023）。在此情境下，教師必須具備信息意識和

信息能力, 瞭解互聯網+時代的發展, 掌握現代信息網路和智能技術, 並用將其融入

於教學中的能力（張旺熹, 2020）。Abalkheel（2022）認為教師應適當的參加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CALL）聯合研討會，以適應和利用線上語言課堂中的

技術工具，從而促進其專業發展。而中文教師團隊普遍呈現年輕化、高學歷化，這

是極有利於開展線上技能培訓的，可以通過虛擬教研室，供教師進行研討學習（王

鶴楠、劉丹丹，2023）。 

 

三、學生配合問題。T3、T4、T5、T8、T10、T16、T17、T18、T20 九位受訪者

談到, 線上教學最大的問題即學生有時不給予教師正向回饋, 教師收穫情感滿意度

低。結合數字布魯姆理論下的教學策略要求來看，教師應加強課堂管理, 改進教學

實踐方法。如網路會議平臺在課堂中的使用，正能夠被用來增加師生間的有效互動

（Kohnke & Moorhouse，2022）。針對在線教學導致的注意力分散問題，教師可以

使用平台的輔助功能創設遊戲，提高學習興趣；或要求學生打開攝像頭, 保持高度

注意力, 認真回答提問, 做到“事事有回應”。 

 

 

6. 結語 

 

本文以數字布魯姆指標為基礎探討教師線上進行國際中文成語教學時所運用的

教學策略, 分析學習者在此學習活動中實現的認知目標。研究表明多數教師會使用

Zoom、釘釘等網路線上教學平臺, 以電腦或手機端展開教學；在選擇教學策略前, 能

夠根據中文成語的特性, 針對學習者不同的認知維度進行教學策略的選擇。但在評

價維度上, 受時長限制、線上課堂學習者參與度低或網路設備落後等影響, 該部分

教學策略往往難以實施，與于淼（2018）的研究發現一致。 

 

雖然新冠疫情已基本結束, 但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國際中文教學模式還將繼續, 

本研究也僅是從教育學理論出發，嘗試性地將其與國際中文教學策略相結合，加深

了有關數字布魯姆理論的理解，為日後教師線上教學策略的選擇提供參考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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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基於不斷更新地數字化技術, 我們可以將數字布魯姆對應國際中文教育

中的各種內容，包括辭彙、語法及寫作。本文僅是拋磚引玉, 期待越來越多的學者

關注數字化的國際中文教育, 促進國際中文線上教育的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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