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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语言和文化教学作为国际中文教学的两个主要方面，相互依存、

相互影响。文化教学有助于提升语言交际能力，亦是中文学习者直观

了解中华文化的主要途径，是国际中文教学中的重要环节。《国际中

文教育用中国文化和国情教学参考框架》为国际中文文化教育提出了

更高的标准与要求。在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为满足新时期国

际中文教育标准，本研究基于项目学习法（Project-based learning, 以

下简称为 PBL）框架，以建设文化数字教材作为切入点，采取行动研

究方法，探求学习者视角数字教材感知、学习成效及其应用模式。研

究发现，在 PBL 活动中，学习者充分发挥学习积极性与自主性，充

分拓展课堂材料，在文化知识、文化理解、跨文化意识和文化态度等

多维度达成学习目标。学习者对于数字教材的期待，具体体现在图文

表达、内容拓展与学习支持三方面。最后，本研究提出“一项目、三

环节、五流程”的 PBL 教学活动设计框架，为满足新时期国际中文文

化教育标准提供教学法参考。 

 

Abstract: Language and culture teaching, as two main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are interdependent and influence each other. 

Cultural teaching helps improve learners’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provides avenues to understand Chinese culture. Therefore, cultural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The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Chinese Culture and Society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puts forward higher standards and 

requirements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culture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ducation, this action study reported a project-

based learning (PBL) activity in order to meet 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standards in the new era. The study found that PBL activities 

improved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autonomy and achieved learning goals in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cultural knowledge, cultural understanding, 

cross-cultural awareness, and cultural attitudes. Meanwhile, learners' 

expectations for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 are embodied in three aspects: 

graphic expression, content expansion and learning support. Finally, this 



吕伯宁, 常大群,  马璇                                                               基于项目学习法的国际中文文化教学研究 

© 2023 The Authors. Compilation © 2023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63 

study proposed a project-based learning framework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culture education. 

 

关键词: 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PBL 教学、信息化教学、数字教

材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culture education, 

PBL, digital learning, digital textbook 

 

 

 

1. 引言 

 

 “强化标准建设，提高教育质量”是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关键

环节（马箭飞，2021）。自 2021 年《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推出后，

《国际中文教育用中国文化和国情教学参考框架》（以下简称《参考框架》）随即

于 2022 年出版。《参考框架》是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第一部独立而系统的文化教学

的大纲，对海内外大中小学中国文化教学提出了新的标准与要求。《参考框架》要

求培养学习者对文化知识、技能、意识、态度的综合能力，恰当选择体验型、分析

型、思辨型、独立学习等教学活动实现最佳教学效果（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

心，2022）。以角色扮演或情景模拟的体验型文化教学活动，突破教师讲授主导的

认知型文化教学模式，获得了一定的教学成效（祖晓梅，2015），但现有文献对于

分析、思辨、独立学习的教学活动模式探讨不足。此外，随着线上教学需求和实践

的日益增长，不受限于时间地点的文化教学活动新模式值得思考。项目学习法

（project-based learning，以下简称 PBL）由美国教育家克伯屈（1918）提出（杨明

全，2021），基于建构主义理论而发展，是围绕教学主题进行的一系列调查、观察、

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表达、展示和分享等学习活动的方法（秦亚欧 & 刘宝瑞，

2008）。研究发现，PBL可有效促进学习者学科知识、提升其方法技能并丰富情感

态度体验（赫永达等，2022）。 

 

由此，本研究的目标之一为探求 PBL 对《参考框架》的教学目标达成效果，

以探求适合于新标准的线上文化教学实践。在 PBL 教学设计中，项目活动应具有

真实意义。在国际中文信息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本教学实践以“文化数字教材” 作

为切入点，并透过学习者视角探究其对数字教材的感知。综上，本研究基于 PBL

展开教学研究，从促进学习效果、补充数字资源和丰富文化教学方法三个方面展开

探究，提出研究问题如下： 

 

1)  PBL 教学活动如何促成学习者达成文化学习目标？ 

2)  学习者如何感知文化数字教材？ 

3)  PBL 教学模式如何应用于国际中文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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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回顾 

 

2.1 国际中文文化教学 

 

文化教学是国际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增进学习者对中华文化的理解是国

际中文教育的基本工作（吴勇毅，2023）。面向中文学习者的文化教学实践，主要

经历了教师主导、情境体验和虚拟空间教学三阶段转变（祖晓梅，2015；吴勇毅 & 

王婍璇，2023）。 

 

在国际中文教学的早期阶段，教师将“文化”视为“客观知识”进行介绍，采用

“课本-讲授-讨论”的教学模式（祖晓梅 & 陆平舟，2006）。在该模式下，一方面，

学生作为知识的被动接受者，易丧失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另一方面，文

化被当成客观知识易被过度概括，形成文化偏见（祖晓梅 & 陆平舟，2006）。此

后，以角色扮演或情景模拟为主要形式的体验型文化教学活动，塑造了文化学习活

动中的学生主体地位，强调了学生个体对文化的理解，教学目标则由总结文化知识

向培养学习者交际能力和跨文化意识过渡（祖晓梅，2015）。为增强真实的体验感，

体验型文化教学活动往往伴随沉浸式教学模式（赵红玉，2019）。在目标语非母语

的学习环境下，研究者则主要通过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增强学习过程中

的真实感（Lan et al., 2019）。随着线上教学需求与技术的进一步扩大，吴勇毅与

王婍璇（2023）提出 VR 多模态中华文化教学模式，主张以多模态教学为导向，构

建“知识教学→沉浸体验→知识教学”（p. 59）的教学过程。但由于实现 VR 教学需

要一定的技术要求，在当前的文化教学实践中的应用有限。 

 

国际中文教育发展新时期对文化教学的目标与模式提出新的要求与标准。以

《参考框架》为例，首先，国际中文文化教学目标应涵盖文化知识、文化理解、跨

文化意识和文化态度四个维度。具体而言，文化知识包括掌握中国文化社会特点与

概况。文化理解指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与观念；理解中国文化多样性与动态性特征；

理解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体现。跨文化意识包括培养学习者的文化异同意

识。在跨文化意识的基础之上，培养学习者尊重文化差异，避免刻板印象与文化偏

见的文化态度。尽管长久以来学界强调培养文化理解、跨文化意识和文化态度的重

要性，当前的文化教学研究仍多围绕文化知识展开。在此研究议题上，学者围绕文

化内容选取（李泉 & 丁秋怀，2017）、文化等级大纲（张英，2009）、文化词汇

分级（于小植，2022）、文化教材编排（周小兵等，2010）和文化资源建设（侯磊，

2013）等展开充分探讨。上述研究充分指明了文化教学中应涵盖的知识目标，但对

文化情感和技能目标的探讨不足。其次，在教学方法上，《参考框架》提出真实、

思辨、探究的文化教学模式。以往体验式的教学活动（如角色扮演、演练结合）难

以在线上教学中实现；而 VR 教学则对技术有较高的要求。由此，本研究在《参考

框架》的教学目标指导下，基于 PBL 教学原则，探索小成本、易操作的文化教学

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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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PBL 理论背景 

  

PBL主张学习发生于特定的情境，需要学习者积极参与学习过程，并通过互动

和分享实现对知识的理解。PBL被认为是一种探究式学习，学习者通过一系列个人

或合作任务，以真实世界实践中的问题为学习背景，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源，解决现

实中的问题以获得知识和技能，从而产生有意义的学习体验（黄冬梅，2016）。

PBL的实施过程包含六步：（1）选定项目；（2）制定计划；（3）实施项目；（4）

总结成果；（5）交流成果；（6）评价项目（高艳，2010）。其中， “评价项目”

尤为重要。通过自评、互评、教师评价等多种形式，学习者可增强对知识概念的理

解，形成反思、分析的能力与习惯（Danford，2006；Lou & MacGregor，2004）。 

 

外语教学研究指出，PBL 可有效提升学习效果。以英语教育为例，2012 年由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大学英语》是国内外语界大规模实践和研究 PBL

的重要标志（余渭深，2017）。该教材是国内第一本基于项目学习法思想的大学英

语教材，其项目任务的基本主题包括饮食健康、校园生活、家庭生活、保护地球、

促进全球教育等日常热门话题。为达成项目目标，学习者需要通过自主学习与团队

合作，以访谈、问卷、视频制作、辩论等多种形式进行探究式学习。余渭深（2017）

通过对使用该教材一年的 229 名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学习者对于学习活动的整体

评价较高，尤其体现在拓展学习维度（即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发展，如文化意识和逻

辑思维等）。此外，对学习活动持最积极态度的群组对于学习效果的评价高于其他

群组。此外， PBL 还可从教学内容和课堂关系两方面促进学生能力发展。从教学

内容而言，以项目形式展开的学习活动突破了知识点单一、零散的限制，具体化知

识点的内在联系，促进了学习者对零散知识的整体把握。从课堂关系而言，PBL充

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强化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过程，在项目活动中提高知识应用

能力与团队协作能力（薛志诚 & 蔺平爱，2015）。 

 

在国际中文教育中，对于 PBL 的教学应用研究较少。在一篇近期的研究中，

Chen 和 Du（2022）将 PBL 应用于丹麦一所大学的“中国语言与文化”初级课堂。在

该教学研究中，学习者被要求完成“中国旅游手册”和“对比中/丹家庭和教育差异”

的概念图。基础知识的前后测成绩表明，PBL有效促进了学习者文化知识习得。此

外，相较于学习者间合作，与母语者的线上合作更有助于学习者理解中国文化深层

次内核、跨文化意识和专业能力表现。学习者同时指出，缺乏指导是完成项目时的

一大挑战。 

 

综上，PBL以解决真实世界中的真实问题为出发点，以发展学科知识与应用能

力为落脚点，在框架指导下支持学习者进行自主探究学习，促进学习者获取知识、

技能和方法，培养学习者的探索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国际中文教学研究中对

PBL的应用探讨不足，虽有少数文献证实其教学效果，但并未突出文化教学，且未

完整阐述其教学应用模式，对国际中文教师的方法论指导不足。由此，本教学研究

基于 PBL 教学设计框架，遵照其教学程序，围绕文化教学开展应用研究，为新时

代下文化教学法做出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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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本研究将 PBL 应用于国际中文文化教学，在文化知识的基础之上，

以求充分达成文化理解、跨文化意识和文化态度等教学目标。在项目选取上，本教

学设计聚焦于数字教材建设。遵循 PBL 设计原则，教学活动中项目选取的首要原

则为“解决真实生活中的真实问题”（黄冬梅，2016）。随着信息化教学技术发展和

线上教育实践日益丰富，文化数字教材的开发与应用问题仍有提升空间。研究发现，

相较于语言类数字教材，国际中文文化数字教材数量少，且形式单一，多为纸质教

材的电子版本，未能充分利用多媒体及信息技术优势（吴应辉，2022）。以文化数

字教材为教学活动项目，从学习效果的角度而言，可利用信息技术赋能学习过程，

增强学习动机，辅助学习者对学习材料的理解。从建设数字资源的角度而言，可从

学习者视角出发探究其对文化数字教材的理解与需求，从而裨益国际中文数字化发

展。 

 

 

3. PBL 教学框架 

 

基于 PBL 理论指导与教学实践活动，本文提出 PBL 教学模式在国际中文文化

教育的应用框架（见图 1）。整体而言，PBL 围绕“项目”，通过五个具体教学流程

贯穿三大教学环节。三个教学环节分别为教学设计、教学实施和教学评估；五个教

学流程分别为项目选取、项目计划、项目实施、项目分享与项目评价。其中，项目

选取、项目实施和项目评价分别为教学设计、教学实施和教学评估的主体环节；项

目计划和项目分享则分别联结教学设计与教学实施、教学实施与教学评估。 

 
图 1   PBL 教学框架构建 

        

在教学设计阶段确定活动项目。在选定项目时，需从教学目标出发，并思考教

学内容在实践生活中的真实应用。如《参考框架》所要求，为实现知识、技能、情

感等多维度教学目标，实践应用需满足真实性、思辨性与探究性特点。真实性驱动

了学习者对文化知识的深入考察，思辨性促进了学习者的文化理解与跨文化意识，

而探究式活动则为学习者创造了自我体验感，促成其文化态度情感。由此，教学目

标与实践应用有机结合，共同决定 PBL 中的项目选取。基于真实性、思辨性和探

究性的教学目标，表 1 所示为可供参考的活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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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于真实性、思辨性和探究性的活动项目 

教学目标 活动项目 描述 

培养学生对文化知识

的深入考察（真实

性） 

文化展览 学习者分组策划并设计一场关于中国文化的展览。每个小

组负责一个主题，例如传统节日、艺术形式、建筑风格

等。通过研究、整理展品，学生需要深入了解背后的文化

含义，展示真实且深刻的文化知识。 

促进学生对文化理解

与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思辨性） 

文化对话

视频 

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学习者合作，共同制作一系列文化

对话视频。在视频中，学生们通过对话展示各自的文化特

色、传统习俗，并进行思辨性的讨论，探究文化的异同之

处，促进对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创造学生自我体验

感，促成文化态度情

感（探究性） 

文化体验

日志 

学习者选择一个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活动，例如中国茶道体

验、传统书法课程等，并记录体验日志。学生需要描述体

验过程、个人感受，以及对所体验文化的态度。这个项目

活动将帮助学习者通过亲身体验建立情感联系，培养对文

化的积极态度。 

 

项目计划推动教学环节由设计进入实施。在项目计划阶段，以教师为主体，明

确项目的具体内容、进度安排与评估标准等，为项目成果实施提供框架。需要注意

的是，虽然 PBL 主张自我探究式活动，但在项目实施阶段，教师支持必不可少。

教师支持可围绕学科知识和工具方法两方面展开。学科知识指学习者项目中涉及的

专业知识内容，工具方法指为产出作品需要学习者具体使用的技术操作指引。 

 

项目分享既是活动实施的一部分，又是教学评估的一部分。项目分享阶段由学

生主导，需对自己的成果进行展示和说明，随后通过课堂互动问答，进一步促进对

知识的深度加工整合。在本次中国文化教学中，学习者的跨文化意识即由项目分享

这一流程所体现。在分享的过程中，学习者会提及中外文化的异同之处，并发表自

己的观点，亦引发学习者对文化异同的讨论。表 2 提供了适用于活动项目展开的技

术工具。 

 
表 2 适用于项目开展的技术工具 

技术工具 活动项目 描述 

协作平台：Microsoft 

Teams、腾讯文档、

Google Slides 等 

协作文化展

览 

使用协作平台创建团队，每个小组在文化展览项目中协同

工作。学习者可以共享文档、表格和幻灯片，进行实时编

辑和反馈，促进团队合作。 

虚拟展示工具：

Padlet、FLBOOK、
Book Creator 

虚拟文化展

览 

 

学习者可以使用虚拟展示工具创建一个虚拟文化展览。使

用虚拟展示工具上传图片、视频和文字，以呈现所研究的

中国文化，与其他同学互动和分享。 

多媒体创作工具：

Adobe Spark、Canva 

文化对话视

频制作 

 

学习者使用多媒体创作工具制作文化对话视频，以展示和

解释他们所研究的中国文化。这可以包括图像、音频和文

本的综合运用。 

在线讨论平台：

Discord、Flipgrid 

在线文化讨

论 

学习者可以使用在线讨论平台参与文化对话，发表言论、

回答问题，并与其他学习者互动，促进跨文化理解。 

实时协作工具：

Zoom、Microsoft 

Whiteboard 

远程合作项

目 

 

学习者可以使用实时协作工具进行虚拟会议，共同制定项

目计划、讨论项目进展，并分享他们的成果，实时互动有

助于增强合作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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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平台：

Twitter、Instagram 

 

文化展览宣

传 

 

学习者可以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宣传文化展览项目。分享图

片、视频和相关文本，与社交媒体上的真实用户互动，拓

展项目的影响力。 

 

教学评估阶段的主题任务是对项目成果进行评价，评价对象同时包括教学实施

效果和最终的实践成果。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学习评价应同时涵盖对学习过程和

学习结果的评估（杨莉芳 & 王婷婷，2022）。表 3 为教学评价提供参考。 

 
表 3 适用于教学评价的数字平台与工具 

技术工具 应用 描述 

学习管理系统：
Moodle 

数字评分和

评语 

在学习管理系统，学习者可创建并分享过程日志与对活动

完成后的总结与反思。通过在线提交，教师可以及时提供

反馈和评价。 

在线学习分析工具：
Learning Analytics 

Tools 

学习数据分

析 

利用在线学习平台的分析工具，收集学生在项目中的学习

数据，包括参与度、网络资源访问频率等，以了解学生的

学习行为和参与程度。 

在线调查和问卷工

具：问卷星 

 

项目反馈调

查 

利用在线调查工具设计一份反馈问卷，让学生评价整个项

目过程、组员合作和项目成果。这可以为教师提供有关学

生体验和项目效果的定量数据。 

 

综上，本研究基于该“一项目、三环节、五流程”的 PBL 教学活动设计框架，

着眼于国际中文文化数字教材设计，围绕教学目标和数字教材设计展开实证研究。 

 

 

4. 研究方法 

 

4.1 研究对象 

 

该研究的对象为三名来自俄罗斯的汉语为外语的学习者。三位学习者的汉语能

力皆为中级水平（通过 HSK4 级考试），修读硕士研究生课程，其中一位的专业为

国际法专业（S1），另外两位为国际中文教育专业（S2 和 S3）。三位学习者均在

俄罗斯修读线上课程。 

4.2 研究过程 

 

本研究遵循 PBL 教学活动的基本流程，主要涉及的教学环节为导入、讲授、

计划、探究、交流与反思，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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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教学步骤 

步骤 要点 内容 

导入 
教学目标 

教学要求 

⚫ 教学者明确在完成本单元的学习后，学习者需要设计

一本数字教材，数字教材的主题为“中国哲学思想精

神”，围绕该主题，自行选择设计内容。 

讲授 
语言点 

文化点 

⚫ 教学者依托《当代中国文化读本》（常大群，2013）

第一单元《中国的哲学与价值观》的内容进行授课

（包括儒、道、佛和当代中国的价值观）。 

⚫ 在授课的过程中，依照教学要求，在讲解文化的同

时，进行字、词、句等层面的语言点教学，进行语言

点与文化点的有机结合。 

计划 
项目主题 

流程步骤 

⚫ 教学者说明数字教材制作意义，告知本次项目中的预

计成果。 

⚫ 教学者在该环节中提供了相应的“脚手架”，帮助学习

者完成学习任务。具体包括技术支援（讲解设计网站

的具体操作）和设计流程（如明确目标读者，依照目

标读者进行需求和内容分析；从媒体开发、教学实施

和评价等多角度设计思考数字教材的呈现方式）。 

探究 
教师支持 

初稿修改 

⚫ 探究环节由学生自主完成，教师提供辅助支持。在该

环节中，学习者在教师完成授课后，结合自己的学习

体会和感悟，自行选择文化点，利用免费网站制作数

字教材。教学者充分给予学生自主权，由学生设计

图、文及多媒体内容。 

⚫ 完成初稿后，教学者提供语言点上的反馈，学生修改

后提交。 

交流 
成果展示 

分享交流 

⚫ 提交最终版本后，学习者围绕自己的作品进行分享与

展示。在这一过程中，学习者需要详细说明数字教材

的目标读者、设计意图、亮点与局限性。 

⚫ 设计问答环节，在社会互动中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与认识。 

反思 
学习评估 

教学评估 

⚫ 活动结束后，学习者需要完成学习反思日记，结合同

伴点评与教师点评，开展自我反思，总结本次学习活

动的经验与不足，并为教学活动提供建议。 

 

4.3 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案例作为探究式研究，由于研究对象的样本量较低，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式，

收集的数据及其分析方式包括： 

 

（1） 针对学习者设计的数字教材进行内容分析； 

（2） 围绕设计说明（包括设计意图、内容选取与技术运用）进行主题分析； 

（3） 根据学习反思日志（包括对学习过程的反思和教学活动的建议）进行教

学评估与教学模式构建； 

（4） 对研究对象进行的一对一半结构式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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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现与讨论 

 

5.1 文化教学目标实现 

 

如前文所述，国际中文文化教学目标涵盖文化知识、文化理解、跨文化意识和

文化态度四个维度。上述四个维度的教学目标达成情况反映于学习者作品内容、学

习反思日志和访谈。 

 

首先，图 2 展示了三位学习者的设计封面及标题，内容可参见表 5。 

 

 
图 2  数字教材封面 

 
表 5  学习者数字教材内容 

学习者 文化点 目录 

S1 儒家、道家与法家 简介 

儒家 

道家 

法家 

阅读练习 

语法练习 

S2 道家、老子与庄子 道家思想 

老子 

庄子 

道家思想的影响 

词语表 

语法说明 

阅读练习 

语法练习 

S3 子路背米 课文 

生词 

语法 

练习 

 

文化知识维度要求学习者掌握基本的文化知识，文本内容分析发现，学习者所

阐述的文化知识并无理解错误，如儒教、道教等的基本思想内涵概括，代表人物介

S2 
S1 

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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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等。学习者访谈表示，与教师主导的课堂不同，在 PBL 活动中产出的作品由于

会在网络上公开，因此更加重视内容的准确性。为呈现准确内容，学习者在学习过

程中充分体现出学习自主性，在课堂学习之外积极寻求课外参考资料。 

 

在文化理解维度，教学目标的实现体现在学习者对中国哲学思想多样性和时代

性的理解。学习者表示，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体会到“中国文化丰富”（S2-访谈

03）和“深刻”（S3-访谈 01）。文化理解涵盖传统文化对现代生活的影响，体现在

学习者作品中，S1 表示“道家追求精神的宁静与自由，在指导现代人实现自我心理

调节、促进心理健康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S1-作品 p.10a），“道家思想崇尚的审

美价值，对中国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S1-作品 p.10b）。 

 

跨文化意识维度的达成反映在学习者的设计说明中。据学习者所述，在选择文

化内容时，“与自己国家文化不同的地方”会成为首选项。以 S3 所选的“子路背米”

的故事为例，S3 认为中国文化中的亲子关系与其所在国俄罗斯有明显差异。中国

文化中，“尊敬”和“孝敬”父母是延续至今的传统美德（S3-设计说明），“当父母老

了后，子女照顾父母”（S3-访谈 08），在“俄罗斯不会这样”（S3-访谈 09）。 

 

最后，在文化态度上，基于跨文化的比较和自主探究的过程，学习者表示对中

国文化情感上的认同。如 S3 在访谈中表示对中国文化中尊敬父母的“佩服”（S3-访

谈 10）。除此之外，在文化态度层面，学习者还表示应避免文化偏见，如 S1 的作

品表示“当西方人听到‘东方哲学’这些词时，人们通常会想到冥想、瑜伽……然而，

东方哲学是极其多样化的”（S1-作品 p.1）。 

 

综上所述，学习者认为 PBL 教学活动通过推动其学习积极性与自主性，在课

堂学习的基础之上，经自主探究和资料查阅深入思考文化知识，体会文化的独特性、

多样性和时代性，由此促进其跨文化意识和文化情感态度。 

 

5.2 文化数字教材感知 

 

通过 PBL 教学活动，本研究还试图探究学习者对文化数字教材的感知。研究

发现，学习者表示数字教材应具备图文一致性、内容丰富性和学习个性化的特点。 

 

首先，学习者认为，数字材料所具备的多模态语言优势应被充分利用。在设计

过程中，三位学习者均试图利用图片信息，对文字进行补充说明，以增强读者理解。

如 S2 表示，在设计封面时，由于内容选取围绕道家，因此特意选取了具有意象的

竹林，为读者传达“无为”的精神。此外，学习者亦会在介绍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时，

配以相应的人物画像，使人物形象更加具体生动。 

 

其次，学习者认为数字教材的另一优势是具备扩充内容的丰富程度。以 S3 所

设计的作品为例，该学习者选取的文化内容为“子路背米”的故事。与另两位学习者

在生词旁标注拼音的方式不同，该生在课本旁直接插入录音文档，将其作为有声读

物。S3 认为，搭配声音可帮助读者便利地听读文章，既有利于学习，又使教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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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更加丰富。此外，S3 还为其设计的作品加入了可联结至“游戏化问答系统”的超

链接。在“游戏化问答平台”中，S3 自行设计问题，而该平台可根据预先设置，为

读者的选择给予相应反馈，为阅读活动增加趣味性。 

 

最后，学习者还一致认为，运用数字教材时可实现个性化学习，对于一些辅助

理解和进一步拓展学习内容的材料，可通过增加超链接的方式，以提供给有相应需

求的读者。如此一来，在完成基本教学内容的基础之上，读者可发挥自主性，根据

学习需求和兴趣，实现个性化和多样化学习。 

 

5.3 PBL 教学活动反思 

 

本研究基于“一项目、三环节、五流程”的PBL教学活动设计框架，通过教学设

计、教学实施和教学评估三个环节，经由项目选取、项目计划、项目实施、项目分

享与项目评价，围绕“设计文化电子书”项目活动，一方面增强学习者对中国的文化

的理解，另一方面探索学习者对文化数字教材的感知与需求，为今后设计数字资源

提供启示。 

 

前期研究指出，缺乏教师指导会影响项目实施效果，教师支持是推动教学活动

进展的必要条件（Chen & Du，2022）。在本次教学活动中，教师为学习者提供语

言反馈和数字教材制作方法指导。在项目实施前，教师进行技术平台演示，解释平

台的使用方法；在成果分享前，教师基于学习者提供的作品稿，提供语言修正意见，

减轻学习者的“语言焦虑”（S3-反思日志）。而项目评价则是检验教学活动是否成

功达成目的的重要环节（Danford，2006；Lou & MacGregor，2004）。多维度、全

过程的学习评价，可综合评估学习者的学业表现、认知发展和情感投入，并由此提

供个性化教学指导（张家华等，2022）。在国际中文文化教学情境下，对实践成果

的评价可从语言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展开。通过教学评估，教师可反思教学目标是否

达成，教学设计是否完善。在本教学研究中，学习反思日志作为教学评估的途径之

一，为学习效果达成提供实证依据。 

然而，本次教学仍存在一定改进空间。首先，三位学习者的访谈均指出，在此

教学活动中，需要更加充足的时间以产出更优质的实践成果。此外，此次的教学效

果评估主要由教师一人完成，并未纳入学习者同侪评价，在今后的教学设计中可组

织学习者共同对实践成果进行评价。 

 

 

6. 结语 

 

本研究以文化教学目标为导向，以 PBL 教学框架为指导，着眼于文化数字教

材设计，意图在增强学习者语言能力和文化能力发展的同时，从学习者视角出发，

探究学习者对于数字教材的感知，并探究 PBL 在国际中文文化教学中的应用模式。

研究发现，在 PBL 教学活动中，学习者充分发挥学习积极性与自主性，充分拓展

课堂材料，在文化知识、文化理解、跨文化意识和文化态度等多维度达成学习目标。



吕伯宁, 常大群,  马璇                                                               基于项目学习法的国际中文文化教学研究 

© 2023 The Authors. Compilation © 2023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73 

通过此教学活动，学习者亦表达出对文化数字教材的期待与要求，具体体现在图文

表达、内容拓展与学习支持三方面，为研究者开发设计文化数字教材提供启示。然

而，学习者仍指出，为产出高质量实践成果，需要教师给予更为充足的时间。此外，

在项目评价环节可同时纳入同侪评价。 

 

本研究提出 PBL 教学框架及其教学实践案例，为满足新时期国际中文文化教

育标准提供教学法参考。在未来的教学实践研究中，可进一步通过（准）实验对比

研究，考察该教学设计的有效性及可推广性。此外，本次 PBL 教学活动在线上教

学情境下实现，未来可纳入线下或混合教学情境，进一步拓展 PBL 教学框架，探

索其在不同教学情境下的具体应用。 

 
基金项目说明: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2021 年度国际中文教育研究重点项目“当代中国文化

数字化教材的开发与应用”（项目编号：21YH28B）;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社交媒体融合国际

中文教育研究”（项目编号：ZK1128）。通讯作者：常大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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