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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利用网络开展中文非正式学习成

为中文学习者在碎片化时间自主学习中文的重要方式。社交媒体以其

开放性、共享性、趣味性成为大学生最常用的软件，在非正式学习中

发挥着独特作用。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了解泰国大学生中文非正

式学习中的学习动机、学习需求及对 Facebook、TikTok、Instagram 和

WeChat 四大主要社交媒体平台的选择情况，并对比分析四大主要社交

媒体平台在中文非正式学习中的优势和不足。研究发现，大部分泰国

大学生出于长远目标的考虑，通过非正式学习来满足扩大中文词汇和

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需求。最终，大多数学生能够达到增加词汇量和

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目标。在四大社交媒体平台中，TikTok 的非正式

学习用户体验最好，而 Instagram 和微信的用户体验较差。文章最后为

社交媒体在中文非正式学习中的有效应用提出了相应对策。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using the 

Internet for informal learn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for Chinese 

learners to learn Chinese independently in fragmented time. Social media, 

with its openness, sharing features, and entertainment value, has become the 

most commonly used softwar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nd plays a unique 

role in informal learning. This study us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understand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motivation, learning needs, and 

preferences among four major social media platforms (Facebook, TikTok, 

Instagram and WeChat) in informal Chinese learning, and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se platforms. The study found 

that most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were motivated by longer-term goals, and 

the need to expand their Chinese vocabulary and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informal learning. Most students were able to 

achieve these goals. Among the four major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ikTok 

offered the best user experience for informal learning, while Instagra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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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Chat had the lowest user satisfaction. Finally,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for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social media 

in informal Chinese learning.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育、非正式学习、社交媒体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formal learning, 

social media 

 

 

 

1. 引言 

 

信息化时代下，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中文学习不再局限于传统课堂学习，

非正式中文学习成为中文学习者的补充学习方式。相较于正式学习，非正式学习具

有自发性、社会性、形式多样性等特点。中文学习 APP、社交媒体等移动终端被广

泛应用于中文非正式学习。目前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有关中文非正式学习的研究

多着眼于中文学习 APP 在非正式学习中的应用及其对比分析，而有关社交媒体的研

究多关注社交媒体平台资源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及其作用于中文传播、中国文化国

际传播的策略和途径。学界对于大学生常用的社交媒体平台在中文非正式学习中的

应用情况探讨不足。 

 

目前泰国在校学习汉语的人数超过 100 万，居全球首位（王禹蘅&常红，2021）。

DataReportal 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1 月，Facebook、Line、TikTok、Facebook  

Message 和 Instagram 是泰国排名前五的最常用社交媒体平台（Kemp, 2024）。WeChat

则是中国第一大社交媒体（Kemp,2024）。根据笔者在泰国室利佛逝皇家理工大学实

习期间所了解到的情况，泰国大学生多用 Line 与家人朋友进行通信，使用 Facebook、

TikTok、Instagram 等获取资讯，使用 WeChat 与中国老师、朋友交流。 

 

因此，本研究以泰国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从学习需求、用户体验、学习收获等

方面对 Facebook、TikTok、Instagram 和 WeChat 开展调查，通过研究结果分析，为

泰国大学生更有效地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学习中文提出建议。本研究主要探讨以下四

个问题： 

 

1. 泰国大学生在进行非正式中文学习时对四大社交媒体的选择情况如何？ 

2. 四大社交媒体在中文学习资源建设方面有何长处和不足？ 

3. 泰国大学生在利用社交媒体进行中文非正式学习的学习动机和学习需求是

什么？  

4. 泰国大学生在利用社交媒体进行中文非正式学习后的学习收获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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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回顾 

 

2.1 中文非正式学习 

 

非正式学习是“相对于正规学校教育或继续教育而言的，指在工作、生活、社交

等非正式学习时间和地点接受新知的学习形式”（余胜泉&毛芳，2005）。从主导者的

角度来看，非正式学习是由学习者自我发起、自我调控的。从知识获取途径来看，

非正式学习具有社会性，知识来源多元化，如家人、朋友和大众媒体等。从学习形

式来看，非正式学习的形式多样，既包括自我信息检索，也包括与人交流分享等。

从学习目的来看，非正式学习既可以有明确的学习目的，也可以是偶然的（余胜泉

&毛芳，2005）。基于非正式学习理论，中文非正式学习是指中文学习者在正式教育

之外，通过线上平台或线下沟通，积极主动地、有意识地以自我检索学习资源或与

学习伙伴共享交流等方式开展中文学习。 

 

研究发现，中文非正式学习的主要途径是中文学习类 APP（张席翠，2023），围

绕中文学习类 APP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应用与对比分析两方面。在中文学习类 APP

应用于非正式学习领域，廖雅萍（2021）采用问卷调查、个案研究等方法对汉语学

习类 APP 在学习者自主学习中的应用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汉语学习类 APP

在高校留学生中较受欢迎，使用程度较高，对学习者词汇水平的提高效果显著。然

而市面上的汉语学习类 APP 质量参差不齐，而且缺乏针对性，难以契合学习者的学

习需求。此外，学习者对这类 APP 的使用缺乏引导，学习过程耗时耗力。在此基础

上，廖雅萍分析了影响学习者使用汉语学习类 APP 进行自主学习的因素，并对软件

开发者和使用者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 

 

此外，范思梦（2021）和侯慧奇（2018）采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和对比分析

法，对两款当前使用率较高的汉语水平考试辅助学习 APP 以及五款主流汉语学习

APP 进行了对比分析，调查了使用者的体验和学习情况，分析了两款软件的优势和

不足，为汉语学习软件的设计和发展提出了改进建议。 

 

除中文学习类 APP，中文学习网站、微课、短视频和影视剧也是中文学习者非

正式学习的重要来源。董欢欢（2023）通过对 112 名来华留学生的调查发现，使用

中文学习平台能够增加学习兴趣、拓宽学习渠道并节省搜集和整理学习资源的时间。

刘婷（2016）认为，中文学习者利用学习网站进行非正式学习时，可以自由选择学

习方式和学习内容，自主掌握学习进度，还可利用多元化的呈现方式加深理解。吴

禹函（2023）指出，微课精炼简洁，解释详尽，环节完整，有助于学生在短时间内

掌握核心内容。吴倩（2024）研究了 YouTube 平台上 56 个中文教学频道的中文教

学短视频资源，发现这些中文教学短视频具有简短精悍、生动立体、形象直观、趣

味性高、定位精准、传播度广等优势。刘艳（2020）通过针对越南中文学习者的个

案研究发现，观看中文影视剧不仅能够帮助学习者扩大词汇量、积累常用句式，还

能够帮助他们学习中国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增强跨文化交际能力。总体而言，

中文非正式学习具有形式多样化、内容多元化和选择自主化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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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途径外，在二语习得领域，研究发现语言学习者常见的非正式学习方式

还包括使用社交媒体进行非正式学习（Soyoof, Reynolds, Vazquez-Calvo, & McLay, 

2023）。Lambton-Howard 等人 （2021）发现，学习者使用社交媒体进行语言学习的

频率高于教师使用社交媒体进行语言教学的频率。Hamat 和 Abu Hassan（2019）面

向马来西亚大学生开展了关于大学生如何看待社交网站对学习英语和语言能力作用

的相关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大学生利用社交网站学习英语，并认为使用社交

网络有助于提高英语熟练度。朱晔（2015）认为，将社交媒体应用到中国的外语教

学中，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开展相关教学活动、学生开展个性化自主学习、多名学生

开展合作学习等途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课堂内外的良性活动。Barrot 

（2022）也通过数据分析证实了社交媒体对第二语言学习的积极影响，并发现

Facebook、Skype、WhatsApp 和 Twitter 等备受瞩目的社交媒体平台仍然备受语言学

习者关注，QQ、新浪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由于应用范围的局限性，仍有待进一步探

索。 

 

现有研究表明，社交媒体在第二语言学习和教学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尚未有

学者对不同社交媒体在非正式学习中的使用情况开展对比分析。由此，本研究以非

正式学习中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为出发点，探究四大主要社交媒体平台在中文非正

式学习中的应用情况。 

 

2.2 社交媒体与国际中文教育 

 

社交媒体最早出现于美国学者 Antony Mayfield（2007）的《What is Social Media》

一书中。Mayfield 认为，社交媒体具有参与、公开、交流、对话、社区化和连通性

的特点，赋予每个人创造并传播内容的能力。由于社交媒体的这些特点，有关社交

媒体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首先是社交媒体在中文教学与传播、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等方面的影响因素、传

播策略和传播途径。孙潇雨（2021）及其团队以 Instagram 上的教学账号为研究对象

进行了分析，提出应通过增添真实语料、凸显内容特色、精简教学内容和注重基础

语言知识等方式来提高教学账号的竞争力。郭薇、于萌（2018）则从传播主体、渠

道、受众、机制等角度重点探讨了数字媒介技术推动汉语国际传播的主要策略，包

括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以强化传播效果、整合数字媒介传播渠道以扩大传播范围，及

细分受众以提高传播针对性。 

 

其次是社交媒体平台的使用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影响。田云飞（2021）和雷

晴（2021）分别从跨文化心理与社会适应及跨文化学习适应的角度，研究了微信的

使用对兰州地区留学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微信使用动机与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心

理适应、社会适应、学习适应均呈正相关，即微信使用动机越强，留学生的适应能

力越好。 

 

最后是社交媒体对中文学习效果的影响。Ekaterina Neustroeva（2022）对俄罗斯

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进行了研究，发现通过社交媒体学习中文能提高俄罗斯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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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勾佳琦（2023）针对国内部分汉语学习者的调查显示，基

于社交媒体的非正式中文学习具有显著优势，如保持学习趣味性和主动性、利用碎

片化时间提高学习效率、提供多样化学习场景让学习者更加自如、提供定制化学习

资源让学习者更有针对性地学习、互联网的海量资源让学习者可以查漏补缺。然而，

该研究也指出了此类学习的不足之处，如约束力弱、质量参差不齐、原创设计缺乏、

知识点混杂、语言不规范、舆论虚假现象以及网络安全隐患。勾佳琦建议应通过学

习者、学校、社会、政府和媒体等多方合力进行优化改进。 

 

面对各类社交媒体，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多集中于 WeChat，指出 WeChat 为中文

学习者提供了与母语者互动、接触真实多模态语料和实际使用语言的机会（Jin, 2018; 

Wang & Jiang, 2022）。Jin（2018）通过对两名来华短期汉语研修生的追踪调查发现，

WeChat 聊天功能有助于为学习者与母语者建立休闲空间，进行以意义为核心的交

流，还能为学习者提供俗语等中文学习资源。Wang & Jiang（2022）将 24 名来华留

学生与母语者配对，利用 WeChat 开展研究，结果显示，WeChat 为学习者提供了互

动协作、资源共享、知识内化和构建、可持续学习及友谊维护的机会。Tong 等人（2022）

以澳大利亚一所学校为例，研究了 WeChat 班级群对学生中文学习的作用。数据显

示，WeChat 班级群能为学生创造使用中文的机会，一个学期后，班级群的参与度和

中文使用率都有所提高。 

 

然而，研究者亦提出利用 WeChat 进行语言学习时所面临的挑战。魏聪（2017）

调查得知，大部分留学生不知道 WeChat 中有汉语学习资源，说明公众平台的宣传

力度不够。使用 WeChat 汉语学习资源的留学生获得公众号的途径主要来自老师或

者同学的推荐，而积极主动地搜寻相关的汉语学习资源的留学生很少。魏聪建议

WeChat 公众号创建者们应加强宣传力度，采用更为丰富、灵活的手段来吸引学习者

的关注。邱佳荣（2019）的调查同样显示，留学生使用 WeChat 主要基于 WeChat 的

聊天功能，利用 WeChat 获取中文学习资源的留学生较少。樊亚南（2019）进一步调

查了留学生未通过 WeChat 公众平台学习汉语的原因，发现主要原因是公众平台内

容复杂，以至超出了学习者的水平或者学习者对WeChat功能了解不够。张玲丽（2022）

则发现大部分留学生都关注了中文学习类 WeChat 公众平台，其中绝大部分留学生

关注 WeChat 公众平台后，会利用平台进行学习，而小部分学习者则未使用该资源。

他们未使用的原因是没有时间、找不到所需资源或寻找所需学习资源过于耗时。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中关于中文非正式学习领域的研究多集中在中文学习类

APP，而对于学习者使用频率最高的社交媒体平台研究较少。少数针对社交媒体平

台的研究又聚焦于其在中文与中华文化传播、跨文化适应和学习效果方面。社交媒

体作为非正式中文学习的重要工具，其用户体验影响着中文学习效果。然而学界目

前对于不同社交媒体平台在中文学习中的使用体验讨论不足，多数研究都将关注点

集中在来华汉语学习者使用 WeChat 进行非正式学习的情况上，对于广大海外汉语

学习者的使用情况关注较少，忽略了汉语学习者的国别化特点。泰国汉语学习者规

模庞大，汉语学习愿望非常强烈。与美国学生相比，泰国学生大多出于语言兴趣和

工具需要学习汉语, 而美国学生则最看重通过学习所体现的个人价值（陈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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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与越南学生相比，泰国学生的汉语学习动机更强、需求面较广，汉语学习必

要性和使用机会更高，对中国的兴趣点也更多（赵倩&林昱，2012）。因此，针对泰

国学生利用社交媒体开展中文非正式学习的动机、需求、选择倾向和平台评价开展

研究，将有助于充分发挥社交媒体平台在泰国学生非正式学习中的作用。 

 

 

3.研究方法 

 

3.1 调查对象 

 

本次问卷调查选取的对象来自泰国孔敬大学和泰国室利佛逝皇家理工大学。孔

敬大学位于泰国东北部，是该区域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高等院校。该校专业众多，

门类齐全，较早开设中文系，中文课程相对完善，随后还面向所有在校学生开设了

中文选修课，中文学习人数随之增加。自 2006 年起，孔敬大学与中国西南大学合作

共建孔子学院，并开展了“2+2”本科生联合培养项目，每年有较多学生前往中国学习。

室利佛逝皇家理工大学则位于泰国南部，学生人数相对较少，专业集中在理工类。

除中文专业外，该校也面向全校开设了中文选修课，并与中国西南大学和中国重庆

邮电大学合作开展“2+2”中文专业本科生联合培养项目，来华留学生数量较多。研究

选取这两所大学开展调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调查对象的专业涉及文史类、理工

类、法学类等，年级包含大一、大二、大三等各个年级。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110

份。有效样本基本信息表如下。 

 
表 1 有效样本信息表 

属性 分类 人数（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10 9.09% 

女 100 90.91% 

学习中文的时间 

1 年以内 27 24.55% 

1-2 年 23 20.91% 

2-3 年 16 14.55% 

3 年以上 44 40% 

自我评估汉语水平 

零基础-HSK1 级 35 31.82% 

HSK2 级 18 16.36% 

HSK3 级 28 25.45% 

HSK4 级 20 18.18% 

HSK5 级 9 8.18% 

HSK6 级 0 0% 

 

3.2 调查设计分析 

 

本次问卷调查分为四个部分，共包含 17 题。第一部分为个人基本信息，共 6 题，

旨在了解调查对象的性别、学习中文的时长、自我评估的中文水平、是否使用社交

媒体平台学习中文、常用于中文学习的社交媒体平台，以及使用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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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为学习动机、学习需求及学习收获分析，共 3 题。主要通过多选题调

查学习者利用社交媒体平台自主学习中文的原因、学习需求及学习收获，这些因素

共同从学习者自身的角度影响学习者对社交媒体平台的选择。其中学习动机问卷问

题的设计基于 Tremblay & Gardner（1995）的扩展动机理论模式，从语言态度、目标

显著性和动机行为三方面设计选项。具体而言，语言态度指对中文或者中国文化的

兴趣、对中文老师的喜爱或与中国朋友交流的意愿所反映出的语言态度；目标显著

性指希望学习中文知识、提高中文技能等明确的语言学习目标；动机行为指希望能

在中国学习、生活或旅行等深层远景目标。学习需求主要涵盖中文语音、词汇、语

法以及中国文化等方面的学习资源。学习收获与学习需求相呼应，用于评估社交媒

体上的学习资源是否满足了学习者的学习需求。 

 

第三部分基于 Peter Morville（2004）提出的用户体验蜂窝模型，调查学生在使

用 Facebook、TikTok、Instagram 和 WeChat 四大社交媒体平台时的体验反馈，共计

8 题。用户体验蜂窝模型以价值为核心维度，包括六个次级维度，分别是：有用性、

可用性、可寻性、可信度、满意度和可获取（焦婧，刘东&李亚文，2013）。这七个

维度共同构成了一个蜂窝状的结构，每个维度都与其他维度相互关联，共同影响用

户体验的质量： 

 

• 价值（Valuable）指产品或服务为用户创造的价值，使用户愿意为之投入时

间和金钱。 

• 有用性（Useful）指产品或服务是否满足用户的需求、解决问题，或者帮助

用户实现目标。 

• 可用性（Usable）指产品或服务是否简单直观，用户是否容易使用。 

• 可寻性（Findable）指用户在使用产品或服务时是否能够快速找到所需的信

息或功能。 

• 可信度（Credible）指产品或服务是否让用户相信其信息和服务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可靠性。 

• 可获取性（Accessible）指产品或服务是否能够被尽可能多的用户使用，包

括那些具有不同需求和能力的用户。 

• 满意度（Desirable）指产品或服务是否能够满足用户的需求。 

 

该模型为产品和服务设计提供了一个全面评估、设计的框架。通过关注上述七

个维度，设计师可以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提升产品或服务的体验质量，从而赢

得用户的喜爱。由于该模型在用户体验评价中的认可度较高，本研究将结合该模型

调查泰国大学生在中文学习中使用这四大社交媒体的体验，以了解其优势与其不足。 

 

除选择题外，该部分还设置了填空题，以便进一步探究特定社交媒体使用体验

较差的原因。 

 

3.3 调查实施过程 

 

中文版问卷完成后，笔者借助 Google 翻译将其翻译为泰文版，并请泰国同学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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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翻译，对不准确的部分进行了修改。随后，笔者选取了两位泰国同学进行测试，

以确保问卷的实用性和科学性。正式问卷采用问卷星网站（https://www.wjx.cn/）制

作，并以二维码形式发放给泰国室利佛逝皇家理工大学和孔敬大学的大学生。最终

共回收有效问卷 110 份。中文问卷内容详见附录。 

 

 

4.发现与讨论 

 

4.1 社交媒体在中文非正式学习中的应用分析 

 

4.1.1 社交媒体选择情况 

 

 
图 1 泰国大学生常用于中文学习的社交媒体选择情况 

 

图 1 显示，在问及最常用于中文非正式学习的社交媒体平台时，选择 Facebook 和

TikTok 的学习者人数最多，二者的使用比例均为 68.18%，其次是 Instagram，使用

比例达 50.91%；相较而言，WeChat 使用比例最低，仅为 28.18%。这一发现与前期

研究所指出的大部分来华留学生使用 WeChat 进行中文非正式学习的情况不同（张

玲丽，2022），反映出 WeChat 应用于中文非正式学习的海外市场还有待开拓。 

图 2 泰国大学生中文水平等级与社交媒体选择倾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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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计算不同语言等级学生使用各社交媒体的比例，可知不同等级学生在社交

媒体选择上的倾向性（见图 2）。对比各类型社交媒体资源的选择倾向发现，所有水

平的学习者都更倾向于选择 TikTok 进行中文学习，而较少使用 WeChat。表 2 的数

据显示，学习者认为 TikTok 具有最为丰富的中文学习资源、学习资源质量最高、学

习资源呈现形式最便于学习、操作最为简便，最符合中文学习需求；而 WeChat 则

被认为中文学习资源较少、学习资源的呈现形式不便于学习、操作不便。 

 

对比各 HSK 等级学习者选择社交媒体进行中文学习的分布情况发现，零基础

至 HSK2 级的学习者在 WeChat 与另三类学习资源的选择上呈现出极度不均衡性；

而 HSK3 级以上的学习者，则在四类社交媒体的选择倾向上分布较为均衡。该研究

结果表明，随着中文水平的提升，学习者在社交媒体上的选择更加多样化。对于

HSK5 级的学习者而言，选择使用 WeChat 进行中文学习的比例甚至与 Instagram 持

平，略低于 Facebook。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HSK5 级学习者开始更为广泛地接触

各类中文学习资源，通过中文社交软件获取为复杂的汉语语料，并试图与汉语母语

者建立联系进行交际以提升中文水平。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研究中 HSK5 级的

学习者人数较少（仅 9 人），数据可能存在一定偏差，未来需进一步扩大样本量以深

入探究。 

 

4.1.2 四大社交媒体平台的优势与不足分析 

 
表 2 四大社交媒体平台的优势与不足 

对比项目/平台 Facebook TikTok Instagram WeChat 

中文学习资源

最丰富 
29.09% 42.73% 12.73 15.45% 

中文学习资源

质量最高 
30.91% 37.27% 10.91% 20.91% 

中文学习资源

最具系统性 
46.36% 23.64% 9.09% 20.91% 

中文学习资源

的呈现形式最

方便学习 

37.27% 40% 12.73% 10% 

操作最简便 32.73% 44.55% 15.45% 7.27% 

查找中文学习

资源最快捷 
44.55% 34.55% 10% 10.91% 

最符合中文学

习需求 
29.09% 48.18% 13.64% 9.09% 

 

表 2 显示，在中文学习资源的有用性方面，学习者普遍认为 TikTok 的中文学习

资源最为丰富且质量最高，少数学习者则认为 Instagram 的中文学习资源最丰富、质

量最高。在学习资源的系统性方面，更多学习者认为 Facebook 提供的学习资源具有

较强的系统性，少数学习者则认为 Instagram 的系统性更为突出。调查结果表明，

TikTok 和 Facebook 在有用性方面获得了更多认可，而 Instagram 的认可度较低。这

一结果与三大平台的功能存在一定关联。TikTok 和 Facebook 允许上传的视频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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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比 Instagram 长。TikTok 的视频最多支持 10 分钟，而 Facebook 则允许视频时

长最长为 240 分钟，相比之下，Instagram 的视频时长最长为 90 秒。因此，TikTok

和 Facebook 在视频时长上的宽松性使它们在提供系统化、深入的教育资源时具备更

大的优势。在 TikTok 和 Facebook 上，许多账号由具有教学经验的中文教师或者专

注中文培训的培训机构运营。此外，Facebook 还设有小组讨论功能，学习者可以在

小组内与同伴交流，分享学习资源和学习体验。相较之下，Instagram 用于主要随手

记录生活，内容随意性大。因此 TikTok 和 Facebook 在学习资源的质量、数量和系

统性上都优于 Instagram。 

 

在可用性方面，分别有 40%和 44.55%的学习者认为 TikTok 上中文学习资源的

呈现形式和操作方式最为便捷，仅有少数学习者认为 WeChat 在这方便表现更佳，

占比分别为 10%和 7.27%。通过对比 TikTok 和 WeChat 两款软件，我们发现，TikTok

作为定位明确的短视频社交平台，其所有中文学习资源均以短视频形式呈现，且视

频时长通常不超过 3 分钟，视听结合的学习形式便于学生记忆学习内容。而 WeChat

上，学习资源多以推文形式呈现，内容以文字为主，视频为辅，对于中文水平较低

的学习者来说，这种形式可能难以支持持续学习。此外，TikTok 依托算法推荐机制，

能够根据学习者的观看偏好自动推送中文学习相关视频，从而节省了资源搜索的时

间。  

 

在可寻性方面，Facebook 获得了较高的认可度，有 44.55%的学习者认为在

Facebook 上查找中文学习资源最快捷，Instagram 和 WeChat 的认可度较低。该调查

结果主要与各平台的界面设计和内容系统性有关。Facebook 的界面设计清晰，功能

区域明确，学习内容系统性强，学习者能够快速找到自己需要的功能并顺利完成相

关操作。相比之下，WeChat 相对复杂，手机版 WeChat 以聊天区为主页面，搜索功

能居于次要页面，且搜索内容复杂多样，学习者需要经过搜索、定位、反复筛选找

所需资源。电脑版 WeChat 的搜索功能、收藏功能和发现功能甚至仅用图标显示，

难以被学习者发现并有效使用。Instagram 如前文所述，学习资源随意性大，系统性

不强，因此不便于根据关键词检索特定的学习资源。 

 

在满意度方面，近五成学习者表示 TikTok 最符合自己的中文学习需求，只有不

到一成的学习者表示 WeChat 最符合个人学习需求。这一结果既与学习者个人需求

有关，还与各社交媒体平台的建设情况密切相关。总体来看，学习者最希望学习的

中文资源主要是中文词汇和中国文化，而 TikTok 在学习资源的有用性、可用性和可

寻性都表现较好，切合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因此满意度较高。而 WeChat 在这三个

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因此满意度较低。 

 

综上所述，在 Facebook、TikTok、Instagram 和 WeChat 四大社交媒体平台中，

TikTok 的中文非正式学习用户体验最好，Instagram 和 WeChat 的中文非正式学习用

户体验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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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使用社交媒体学习中文的动机分析 

 

 
图 3 泰国大学生使用社交媒体学习中文的动机 

 

图 3 显示，学习者使用社交媒体学习中文的动机主要体现在动机行为方面。很

大一部分大学生是出于对远景目标的考虑，在课堂外主动利用互联网技术，通过社

交媒体平台开展中文非正式学习。学习者对中文的积极态度也推动着他们进行非正

式学习。社交媒体平台凭借用户共享的功能，拥有丰富的影音资源，以直观、便捷

的方式为学习者提供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文化的途径，契合大学生的学习兴趣。 

 

4.1.4 学习需求分析 

 

 
图 4 泰国大学生中文学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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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显示，绝大多数（76.36%）泰国大学生希望学习中文词汇，其次，66.36%

的泰国大学生希望学习中国文化，62.73%的大学生希望学习有关语音方面的知识，

而希望学习语法知识的学习者占比最少。 

 

4.1.5 非正式学习收获分析 

 

图 5 泰国大学生中文非正式学习的收获 

 

图 5 显示，通过社交媒体学习后，88.18%的学习者认为自己的中文词汇量增加，

70%的学习者认为口语能力得到提高。另外，分别有 57.27%和 58.18%的学习者认为

阅读能力有所提升和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可见，学习者通过社交媒体进行

非正式学习的收获主要集中在词汇方面，其次是口语，文化和语法次之。这一结论

与董欢欢（2023）面向来华留学生开展的调查结果一致。此外，还有部分学习者认

为社交媒体可以帮助学习中文歌曲或者看懂中文视频，这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基于

社交媒体的中文非正式学习能增加学习者的词汇、语法知识，提高口语和听力等语

言技能。结合中文学习需求分析发现，学习者能根据个人学习动机和学习需求选择

合适的社交媒体平台，并达到学习目标。大部分学习者是出于对远景目标的考虑，

为满足扩大中文词汇和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需求进行中文非正式学习。根据词汇、

文化等学习需求，学习者多用呈现方式直观、学习资源丰富的 TikTok 和 Facebook

进行学习，最终实现增加词汇量和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目标。 

 

4.1.6 泰国大学生较少使用 WeChat 进行中文非正式学习的原因分析 

 

结合前期调查，笔者初步了解到 WeChat 在泰国大学生中文非正式学习中的应

用较少，调查结果也符合笔者的设想。为探究其多方面原因，笔者在问卷中设计了

一道主观题，以兼顾学习者的主观因素及其他未考虑到的客观因素。排除掉 25 条无

效答案后，笔者得到有效答案共 85 条。调查表明(见下页图 6)，21%的学习者在生

活中从未使用 WeChat。究其原因，由于 Facebook 等社交媒体已满足与国内朋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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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泰国大学生较少使用 WeChat 进行中文非正式学习的原因 

 

流的需求，因此学习者没有使用 WeChat 的需求，导致不了解将 WeChat 用于中文学

习。28%的泰国大学生仅将 WeChat 视为基本通讯工具，用于与朋友聊天或者与老师

沟通。该研究结果与前期来华留学生使用 WeChat 主要是基于 WeChat 的聊天功能

（邱佳荣，2019）的调查结果一致。18%的学习者认为 Facebook、TikTok、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平台更有趣、更方便使用，因此更倾向于通过这些平台进行中文非正式

学习。这表明 WeChat 上的资源趣味性较低，操作较为复杂。16%的学习者由于

WeChat 的申请难度、操作不便、程序稳定问题等可用性原因而较少用 WeChat 进行

中文学习。这一发现补充了张玲丽（2022）的研究结果，即找不到想要的学习资源、

寻找所需学习资源花费时间过多等可寻性原因将降低留学生利用 WeChat 开展非正

式学习的可能性。8%的学习者表示不知道如何利用 WeChat 学习中文。这与之前研

究中学习者不了解 WeChat（魏聪，2017；樊亚男，2019）的研究结果相呼应。 

 

研究表明，泰国大学生在中文非正式学习中较少使用 WeChat 可归因于两方面

因素。首先，从功能角度看，Facebook、TikTok 等社交媒体平台已满足泰国大学生

的日常社交需要，因此他们不会再安装 WeChat，更不会考虑将其用于中文学习。同

时，在学习内容丰富度、趣味性、操作便捷性等方面，WeChat 相较于 Facebook、

TikTok 等社交媒体平台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其次，在 WeChat 的推广策略方面，

学习者普遍存在一种错误认知，即将 WeChat 视为单纯的通讯工具。许多学习者并

不了解 WeChat 中存在提供学习资源的公众号，这也进一步减少了学习者将 WeChat

作为中文学习工具的可能性。 

 

4.2 社交媒体在非正式中文学习中的有效应用的建议 

 

调查结果显示，所有受访者均会利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中文非正式学习。为进

一步提升中文非正式学习质量，并充分发挥社交媒体平台在非正式学习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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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结合上述调查结果，从资源提供平台、中文教师和学习者角度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各社交媒体平台应补足中文资源建设的短板。Facebook 应进一步提升中

文资源的丰富度和质量。尽管调查结果显示，44.55%的学习者认为在 Facebook 上查

找中文学习资源最快捷，表明其平台在资源的可寻性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与此同

时，认为 Facebook 的学习资源丰富、符合学习需求的受访者均只有仅有 29.09%。

由此可见，虽然学习者 Facebook 上查找中文学习资源最快捷，但这些学习资源可能

更侧重资讯信息，而专门用于语言学习的内容相对匮乏。这种不平衡导致学习者在

搜寻中文学习内容时，虽然能够快速找到相关资讯，但这些资源可能与他们的实际

学习需求不完全匹配，尤其是在深度学习中文词汇、语法、语音等专业知识时。因

此，Facebook 上的教学账号和学习小组可增加中文词汇、语音、语法相关专业知识

的内容。其次教学账号和学习小组发布的学习资源带有随意性特点，质量参差不齐。

学习资源应立足学习对象，适合学习对象的水平，符合学习对象的需求。 

 

TikTok 则应注重中文资源的系统性，这将间接提升学习者搜索资源的速度。目

前，TikTok 中文教学账号内容繁杂，集中在词汇、语法和中国文化方面。教学账号

一方面可通过视频标签化，明确告知学习者学习内容，增强资源的系统性；另一方

面，可以提供中文分级内容，方便不同等级的学习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资源。 

 

Instagram 在资源有用性、可用性和可寻性各方面都需改进，尤其是资源的系统

性和质量方面。由于 Instagram 的呈现形式以视频和图片为主，且可通过标签快速汇

集平台上的所有相关学习资源，因此该平台上的中文学习资源具有直观、易查找的

优势。该平台应立足优势，精简细化学习内容（孙潇雨，2021），提高资源系统性和

质量。 

 

WeChat 也应进一步改善各方面功能，重点应放在操作便捷性、呈现形式更符合

大学生需求以及加大对利用 WeChat 进行中文学习认知的推广宣传。在操作便捷性

方面，公众号在推送文章时可为标题加上标签，从而提高搜索效率。在呈现形式上，

正如樊亚南（2019）的调查所示，公众号的中文学习资源过于复杂。多数国内公众

号都只使用中文推送中文学习文章或视频，少数公众号使用中英双语，导致泰国学

生无法完全理解学习内容。因此，我们建议公众号充分考虑不同母语背景学习者的

学习需求，适当采用泰语作为媒介语，推送易于泰语母语者阅读的中文学习文章和

视频。此外，与魏聪（2017）调查结果一致，由于 WeChat 是中国社交媒体，泰国学

生对其知之甚少，建议中文学习账号在 Facebook、TikTok 等泰国学生熟知的社交媒

体平台上投放介绍使用 WeChat 进行中文学习的视频教程，以扩大 WeChat 在中文非

正式学习领域的影响力。 

 

其次，中文教师应积极探索引导学生利用社交媒体自主开展中文非正式学习的

多种形式。使用 WeChat 汉语学习资源的留学生获取公众号的途径主要来自老师或

者同学的推荐（魏聪，2017）。中文教师可以向学生介绍不同社交媒体，尤其是 WeChat

的学习资源、操作方法及其特点，引导学生选择合适的社交媒体进行学习。利用

WeChat 聊天功能进行一对一聊天或者利用 WeChat 班级群开展非正式聊天，能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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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提供利用中文进行互动交流、可持续学习和建立友谊的机会（Jin,2018; Wang 

& Jiang, 2022; Tong, Yin, & Tsung,2022）。中文教师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建立班级群或

将学习者与母语者配对，鼓励学生用中文交流，提高中文的课外使用率。 

 

最后，大学生应积极探索新的学习方式，如 WeChat 的公众号和“看一看”功能，

跳出 WeChat 只能用于聊天的误区。希望通过这些途径，社交媒体平台在中文非正

式学习中能得到更有效的使用。 

 

 

5.结语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了解泰国大学生中文非正式学习中的学习动机、学习

需求及对社交媒体平台的选择情况，对比分析 Facebook、TikTok、Instagram和WeChat

四大主要社交媒体平台在中文非正式学习中的优势和不足。研究发现，大部分泰国

大学生是出于远景目标的考虑，为满足扩大中文词汇和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需求进

行非正式学习，最终多数能达到增加词汇量和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目标。在

Facebook、TikTok、Instagram 和 WeChat 四大社交媒体平台中，TikTok 的非正式学

习用户体验最好，Instagram 和 WeChat 的非正式学习用户体验较差。中文学习资源

的有用性、可用性和可寻性较低以及主流推广宣传策略导致的认识误区是 WeChat

较少被泰国大学生用于中文学习的主要原因。为提高中文学习者使用社交媒体进行

非正式中文学习的质量，社交媒体应加强平台有用性、可用性和可寻性建设，中文

教师应为学生利用社交媒体开展非正式学习提供适当指导，学习者应积极探索新的

学习方式。 

 

但调查对象覆盖面较窄，集中在泰国孔敬大学和室利佛逝皇家理工大学。在未

来的研究中，可扩大样本范围，增加样本数量，以提高研究的普遍性。调查问卷的

问题设计亦可进一步完善。此外，在外语学习过程中，考虑到性别社会化过程、课

堂实践和外语学习过程的独特性，大部分情况下女性学习者多于男性学习者

（Piechurska-Kuciel，2012），这导致本文的参与者性别分布不平衡，可能对研究结

果造成偏误。本研究仅涵盖四大社交媒体，未来的研究可以进行探索性调查，以全

面了解泰国大学生用于中文非正式学习的所有社交媒体平台。 

 

本研究考察了四大主要社交媒体平台在中文非正式学习中的优势和不足，并为

其有效应用提出了对策。在未来的研究中，可针对特定社交媒体开展案例分析、问

卷调查和访谈调查，进一步探索其在中文非正式学习中的作用和改进策略。此外，

由于目前的研究缺乏对其他国家学习者使用社交媒体开展中文非正式学习的探讨，

这使得我们无法确定其他国家是否存在相同或不同的研究结果。因此，未来可进行

更为广泛的研究，以便对不同国家的学习者进行差异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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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四大社交媒体在泰国大学生中文非正式学习中的应用研究》调查问卷（中文版） 

 

亲爱的同学： 

您好！本次问卷调查是为了研究泰国大学生中文非正式学习中对四大社交媒体

平台的选择情况，问卷采取无记名方式，且仅用作学术研究，答案无对错之分，请

真实放心作答，感谢您的支持和配合！ 

 

一、基本情况 

 

1. 您的性别是？（单选） 

A. 男 

B. 女 

 

2. 您学习中文的时间是？（单选） 

A. 1 年以内 

B. 1-2 年 

C. 2-3 年 

D. 3 年以上 

 

3. 您自我评估的中文水平是？（单选） 

A.零基础-HSK1 级 

B. HSK2 级 

C. HSK3 级 

D. HSK4 级 

E. HSK5 级 

F. HSK6 级 

 

4. 您是否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学习中文？（单选） 

A. 是 

B. 否 

 

5. 您常用于学习中文的社交媒体平台是？（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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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acebook 

B. TikTok 

C. Instagram 

D. WeChat 

 

6. 您在常用社交媒体上学习中文的频率是？（单选） 

A. 每天 

B. 每周使用 5-6 天 

C. 每周使用 3-4 天 

D. 每周使用 1-2 天 

E. 每个月使用几天 

 

二、学习者需求情况 

 

7. 您利用社交媒体自主学习中文的原因是？（多选） 

A. 对中国文化（包括影视、歌曲、明星等）感兴趣。 

B. 觉得中文很有意思。 

C. 喜欢教授中文的老师。 

D. 希望认识中国朋友。 

E. 拓展中文知识。 

F. 提高口语表达能力。 

G. 提高阅读能力。 

H. 提高写作能力。 

I. 学习中文能获得成就感。 

J. 希望学好中文，以后到中国生活、学习或旅游。 

 

8. 您希望在社交媒体上学习的中文资源类型主要是？（多选） 

A. 中文语音 

B. 中文词汇 

C. 中文语法 

D. 中国文化 

 

三、主要社交媒体平台情况 

 

9. 您认为在以下社交媒体平台中，中文学习资源最丰富的是？（单选） 

A. Facebook 

B. TikTok 

C. Instagram 

D. WeChat 

 

10. 您认为在以下社交媒体平台中，中文学习资源质量最高的是？（单选） 

A. Facebook 

B. TikT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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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nstagram 

D. WeChat 

 

11. 您认为在以下社交媒体平台中，中文学习资源系统性最强的是？（单选） 

A. Facebook 

B. TikTok 

C. Instagram 

D. WeChat 

 

12. 您认为在以下社交媒体平台中，中文学习资源的呈现形式最方便学习的是？

（单选） 

A. Facebook 

B. TikTok 

C. Instagram 

D. WeChat 

 

13. 您认为在以下社交媒体平台中，操作最简便的是？（单选） 

A. Facebook 

B. TikTok 

C. Instagram 

D. WeChat 

 

14. 您认为在以下社交媒体平台中，查找中文学习资源最快捷的是？（单选） 

A. Facebook 

B. TikTok 

C. Instagram 

D. WeChat 

 

15. 您认为在以下社交媒体平台中，最符合您的中文学习需求的是？（单选） 

A. Facebook 

B. TikTok 

C. Instagram 

D. WeChat 

 

16. 您较少使用 WeChat 学习中文的原因是？（填空） 

 

四、学习效果 

 

17. 根据您的自我评估，您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自主学习中文的收获是？（多选） 

A. 中文口语能力得到了提高。 

B. 中文词汇量增加。 

C. 对中文语法掌握得更好。 

D. 对中国文化有更多了解。 

E. 其他（选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