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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聚焦国际中文慕课视频设计，构建兼具政策参考、学

术焦点与学习者需求的评价框架。基于政策文本与学术文献，自上而

下提取核心要素。通过对 16 门汉语慕课 5339 条学习者评论进行文本

挖掘，自下而上提炼出学习者需求的实践关切点。最终整合多重视角，

形成包含内容设计、交互设计、情感设计和创新设计 4 项一级指标，

9 个二级指标、28 个观测点的系统评价框架。该框架为提升国际中文

慕课视频设计质量提供科学依据，助力国际中文教育与中华文化传播。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design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MOOC videos and aims to construct an evaluation framework that 

integrates language and education policies, academic perspectives, and 

learner needs. By analyzing policy documents published in Mainland 

China and academic literature, core elements were identified through a 

top-down approach. Simultaneously, a text mining analysis of 5,339 

learner comments from 16 Chinese MOOC courses revealed practical 

concerns related to learner needs using a bottom-up approach. The 

integration of these multiple perspectives resulted in a systematic 

evaluation framework comprising four primary indicators—Content 

Design, Interaction Design, Emotional Design, and Innovative Design—

along with nine secondary indicators and 28 observation points. This 

framework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design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MOOC videos,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the 

advancement of glob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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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技术与教育传播方式的深度变革催生了慕课（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MOOC）的全球化普及，其开放性与规模化特性显著拓展了国际中文教育

的实践边界、中文及中国文化的传播效能（Zhang et al.，2024）。然而慕课发展的

繁荣表象之下，教学质量的系统性缺陷持续制约着其可持续发展能力（Stracke & 

Trisolini，2021）。现有研究发现，国际中文慕课存在三重深层矛盾：一是课程建

设缺乏系统性，表现为内容较为单薄（郑才华，2019）、文化元素融入不足

（Wang-Szilas & Bellassen, 2017）、真实语境下的语言实践机会缺失（崔希亮，

2020）；二是学习者面临交互单一（辛平，2019）、自我调节能力不足（陈晨，

2021）等困境；三是教师团队面临教学信念重塑、教学理念更新（王添淼、张越，

2017）、信息素养有待提升（甄刚，2019）等专业发展瓶颈。2024 年教育部全面

推进“慕课出海”行动1，让中国慕课走出国门，积极推动中国慕课服务全球中文

学习者与国际教育市场，进一步凸显教学供给侧改革与学习体验优化的紧迫性。 

作为慕课课程的核心载体，教学视频承担着多重功能使命：既需实现语言知识

和技能的精准传递，又要建构文化价值的认同纽带（Bayeck & Choi，2018），同

时满足远程学习者的情感支持需求（Liu et al.，2024）。尽管学界已从教育学（李

艳、张慕华，2015；孔艳，2024）、传播学（陈淼，2015；黄奕宇，2021）等视角

展开慕课研究，但学术缝隙依然存在：一是现有评价体系多侧重宏观层面的课程整

体质量评价（邱均平、欧玉芳，2015；童小素、贾军，2017），或着眼于通用性视

频制作标准（李青、刘娜，2016；王雪、周围、王志军，2018；武家辉，2019），

未能突显国际中文教育中语言习得、文化认知与数字媒介的三重交互特性；二是研

究视角呈现单维度倾向，或依赖政策文本的规范解析（杨继龙，2024），或仅关注

学习者的体验反馈（Ding，2019；周汶霏、宁继鸣，2020；Deng & Gao，2023；

李雯静、骆蓉，2023），尚未建立多向联动的评价框架。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路径突破上述局限：基于政策文本和学术研究的“自上而

下”视角，结合学习者使用过程反馈的“自下而上”视角，综合采用文本挖掘法中

的多种方法，以“集语言技能教学、语言要素教学、文化知识教学和交际能力训练

为一体”的汉语综合课（赵金铭，2006）为例，构建并完善国际中文慕课视频设计

的评价框架。框架试图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创新：第一，选择汉语综合课为观察窗

口——该课型在 Coursera2、edX3、中国大学 MOOC4等慕课平台上的数量最多（张

浩，2023），其融合语言要素、文化知识与交际能力培养的复合性特征，更能全面

映射多模态教学的设计张力；第二，“政策文本分析、学术研究支撑、用户数据挖

掘”的多元视角，能够消解传统评价中主客体立场割裂问题；第三，开发的评价框

架，可转化为国际中文慕课视频设计、研制与评价的操作工具，提供诊断性标准。

 
1 具体参见：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4/55785/sfcl/202401/t20240126_1112426.html 
2 具体参见：https://www.coursera.org/ 
3 具体参见：https://www.edx.org/ 
4 具体参见：https://www.icourse163.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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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可为“慕课出海”行动的实施提供理论与实践双重支撑。具体围绕以下三

个问题展开研究： 

1. 政策与学术视角下，哪些核心维度代表着国际中文慕课视频设计的质量

要求？ 

2. 学习者评论揭示了哪些具体的设计关注点，它们与政策和学术视角有何

差异？ 

3. 如何整合多元视角，构建国际中文慕课视频设计的评价框架？ 

 

 

2. 理论基础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来源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关于设计评价的理论基础，二是关

于教学视频设计的理论基础。 

2.1 关于设计评价的理论基础 

 

由于国际中文慕课视频主要涉及中文学习者即用户的认知、情感、学习活动中

的交互等，因此最相关的模型即为与用户体验相关的评价模型，可用于了解学习者

对视频的接受程度和满意度。 

用户体验评价在一些研究中也称为用户体验质量（Quality of Experience，

QoE），这类模型旨在评估设计特征是否满足用户需求，以及对用户体验的影响，

发现当前产品设计上存在的问题，为之后的改善和产品的迭代提供参考（Yong，

2013）。有关用户体验评价的相关理论也因用户体验定义的不同而在发展和深化中。

常见的用户体验评价模型有 KANO 模型（KANO Model，Noriaki Kano，1984）、

用户体验蜂巢模型（User Experience Honeycomb，Peter Morville，2004）、用户体

验轮模型（UX Wheel，Magnus Revang，2007）、杰西·詹姆斯·加勒特的用户体

验要素图（The Elements of User Experience，Garrett，2011）等，另有国内学者罗

仕鉴等（2022）提出可从设计的三个层次进行评价，即本体评价层、行为评价层和

价值评价层。      

这些评价模型并非来自单一的理论源泉，而是由多位专家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

对象和视角提出的。本研究将它们统一归类并称为“用户体验类评价模型”。教育

领域中“以人为本”的理念，最早由 Rogers 提出（Rogers, 1969），强调将学习者

的需求和体验置于教学设计的核心。用户体验类评价模型同样关注个体的感受和需

求，二者在理念上高度契合。这种“以学习者/用户为中心”的共同追求，与国际

中文教育中“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理念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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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关于教学视频设计的理论基础 

 

关于教学视频设计的理论源自多个学科，包括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具

备明显的跨学科特点。本研究根据卜彩丽等（2021）基于国外 72 篇实证研究的系

统综述，结合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特点，将国际中文慕课视频设计的理论基础

分为以下 4 类： 

 

1）一般的认知学习理论 

这类理论包括认知负荷理论（Cognitive Load Theory，Sweller，1994）、工作

记忆理论（ Working Memory Theory ， Baddeley ， 1974 ）、信息加工理论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Miller, 1956）等。主要用于研究和解释“人如何

学习”“人如何有效学习”等问题，是为了使教学视频能够更好地促进学习者学习，

并且能够按照人脑工作的方式去进行设计。其中引用频率最高的是认知负荷理论

（卜彩丽等，2021）。 

 

2）专门的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 

这类理论包括多媒体学习的认知理论（Cognitive Theory of Multimedia Learning，

Mayer，2005）、移动学习理论（Mobile Learning Theory，Kay，1972）、双重编

码理论（Dual Coding Theory，Paivio，1971）等。这类理论主要用于研究和解释

“多媒体如何起作用”“多媒体是否起作用”以及“多媒体什么时候起作用”。其

中最受研究者重视和引用最多的是 Mayer 的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他的研究最重

要的贡献是人们如何选择、组织和加工语词与画面信息的，因此成为教学视频设计

最重要的理论依据。 

 

3）社会学习类和情感理论 

这类理论主要包括社会存在感理论（Social Presence Theory，Short, Williams & 

Christie，1976）、社会代理理论（Social Agency Theory, Mayer, Sobko, & Mautone，

2003）、具身认知理论（Embodied Cognition Theory，Barsalou，2008）等。这类

理论是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兴起的，主要用于研究和解释教学视频中，尤其是在

线环境下，教师是否需要出镜，即教师是否需要呈现，为什么需要教师形象的呈现

等问题。它们都强调，在互联网学习环境下，教师形象作为社会线索可以增强师生

的社会性联系，因而可以促进学生采用更深层次的信息加工方式，激发学生积极的

学习情绪和学习态度，从而促进学习。其中，社会存在感理论的引用频率最高。 

本研究的国际中文慕课视频，教学内容是中文语言。语言是人类沟通的桥梁，

其本身就具备社会性功能。基于此理论，教学视频中影响学习者社会存在感主要涉

及以下几个因素：师生图像的呈现以及呈现的方式，营造真实的语境，人机交互以

及人际交互等。 

 

4）语言学习类理论 

这类理论主要包括二语习得领域的输入假说（Input Hypothesis，Krashen， 

1985）和注意假说（Noticing Hypothesis，Schmidt, 1990），用于解释语言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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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学习语言的。因学习者对外界语言信息的注意是有选择的，因此这类理论主

要用于研究和解释在语言学习过程中，什么样的信息输入、如何输入才能促进学习，

概括地说，输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有选择的注意决定的。 

 

这两个假说关注学习者如何接收和处理信息，以及注意力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的

重要性。对于教学视频设计而言，本研究认为“输入”（ Input）与“注意”

（Noticing）间存在密切关系，是分不开的。中文慕课视频，不仅涉及视频作为媒

介载体的因素，还涉及语言的方方面面，综合运用各种能够引起学习者“注意”的

要素，输入的效果就更好。所以输入假说和注意假说也应该是中文慕课视频设计非

常重要的理论基础。这两个理论的启示是，应灵活地综合运用有利于引起学习者

“注意”的各种要素，依据教学内容进行更有效地输入，提升内容吸引力。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政策文本：匡昕、冯丽萍（2023）年指出，政策是实践的基本依据和价

值遵循。在开展资源建设与研究之前，参考政策文本，理清建设思路，规范要素标

准，是提高资源建设针对性、适用性及有效性的重要手段。中外语言合作交流中心

出台的《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建设行动计划（2021—2025 年）》等 4 个政策文

本（如表 1 所示），既是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总体建设规划，也是对相关教学资源

和学习材料的质量要求，为中文慕课视频设计评价的要素提取提供了政策参考，是

中国大陆地区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关于资源建设的权威性和代表性文件。因此本研究

从这 4 个政策文本中提取中文慕课视频设计评价指标体系中应纳入的核心维度或指

标。 

 

表 1  国际中文教育资源建设政策文本 

序号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1 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建设行动计划（2021—2025 年）5 2021 

2 国际中文教育数字资源建设指南（试行）6 2021 

3 国际中文在线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5 年）7 2021 

4 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建设项目管理办法8 2021 

 

二是学术研究：本研究将总结该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梳理出评价指标体系

的相关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整合评价要素。以中国知网 CNKI 为主要文献数据来

 
5 具体参见：https://www.chinese.cn/uploads/file/20220125-1643091013876953.pdf 
6 具体参见：https://www.chinese.cn/uploads/file/20220125-1643090953255465.pdf 
7 具体参见：https://www.chinese.cn/uploads/file/20220125-1643091053961452.pdf 
8 具体参见：https://www.chinese.cn/uploads/file/20220824-166133501295756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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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以“中文教学视频”“汉语二语教学视频”“对外汉语教学视频”“外语教学

视频”“语言教学视频”“教学视频”“在线视频课程”等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同

时通过文献资料中的参考文献来获取相关文献。通过阅读文献题目和摘要剔除了与

本研究不相关或相关性较弱的文献，再通过阅读文献全文，最终确定共有 39 篇文

章涉及教学视频设计的具体维度或观测点研究。 

 

三是学习者评论文本。本研究认为，在慕课平台上学习后，学习者留下的评

论隐含了很多潜在的学习者需求和情感信息，值得充分挖掘。本研究选取具有较强

代表性的，且能够获取学习者评论文本的“中国大学 MOOC”和“Coursera”为主

要平台，爬取这两个平台上面向中文学习者的汉语综合课评论文本进行分析。本研

究在“中国大学 MOOC”和“Coursera”平台上搜索到的面向中文学习者的汉语综

合课共 16 门，如表 2 所示。数据爬取日期为 2024 年 4 月 26 日，最终共获得 6520

条评论，其中 6308 条来自“Coursera”，212 条来自“中国大学 MOOC”。经数

据清洗后，最终得到有效数据 5339 条。 

 

表 2  “Coursera”“中国大学 MOOC”平台汉语综合课程一览表 

MOOC 平台 课程名称 开课单位 评论数量 

Coursera 

10 门 

Chinese for beginners 北京大学 5243 

More Chinese for Beginners 北京大学 391 

Mandarin Chinese 1 Chinese for Beginners 上海交通大学 322 

Mandarin Chinese 2 Chinese for Beginners 上海交通大学 62 

Mandarin Chinese 3 Chinese for Beginners 上海交通大学 36 

Learn Mandarin Chinese Capstone Project 上海交通大学 27 

Mandarin Chinese for Intermediate Learners 

Part 1 
上海交通大学 44 

Mandarin Chinese for Intermediate Learners 

Part 2 
上海交通大学 11 

Mandarin Chinese for Intermediate Learners: 

Part 3 
上海交通大学 8 

Learning Chinese: Start From Scratch 

（零到一学中文） 
台湾大学 164 

中国大学
MOOC 

6 门 

初级汉语综合 浙江科技大学 32 

初级综合汉语 北京语言大学 16 

功能汉语速成 北京语言大学 35 

汉语 upup 武汉大学 48 

汉语初级入门 上海外国语大学 13 

你好，中文（中级） Intermediate Chinese 上海交通大学 68 

 

3.2 研究路径 

 

本研究的研究路径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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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本研究路径图 

 

 

4. 基于政策与学术视角构建的要素提取 

 

4.1 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 

 

这些文件共同强调了国际中文教育的现代化和数字化发展，包括利用新技术提

升教育质量，构建多元化的教学资源体系，以及规范化的项目管理。这些政策的核

心范畴旨在通过技术创新和资源整合，推动国际中文教育的持续发展和中文走向世

界的进程。对于中文慕课视频设计来说，是其作为教学资源建设的最初环节之一。 

 

为更准确地挖掘或反映政策文本中关于评价的核心要素，同时为更加系统和

量化地对文件进行分析，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以上 4 个文件进行分析，使用

MAXQDA 20229软件对这些文件进行编码。整个过程如下： 

 

 
9 具体参见：https://www.maxqda.com/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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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 4 份文件进行初步分析，根据本文的研究问题，初步确定类目。这是

一个预设的类别列表，用于指导后续的编码过程，本研究的预设类目为内容设计、

交互设计、情感设计、区域国别化设计、创新设计 5 个。 

 

其次，详细阅读每一段文本，以有完整意义的小句为单位，标记出与教学资

源或教学视频设计相关的分析单元，共获得 173 个编码片段。然后将标记的编码片

段分类到相应的类别中。每个编码片段只能归到一类，但不可出现无类可归的情况。

如有标记的片段不属于先前预设类别列表中的任何一个，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类别，

这种情况可视为在政策文本中挖掘到了另外的潜在一级指标。本研究经过仔细阅读

和梳理，并未出现这种情况。总之，整个过程为编码和归类分析的过程。最终结果

如表 3 所示。 

 

表 3  国际中文教育资源建设政策文本编码情况 

类目 
编码片段

数量 

出现文件

数量 
编码片段示例 

内容设计 70 4 
内容积极向上，丰富多彩 

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交互设计 34 4 
丰富多样、互动性强的活动和任务 

版式和界面设计清晰美观、方便使用 

情感设计 34 3 

便于教师发挥教学能动性 

从学习者的实际需求和兴趣出发，激发并保持

学习兴趣 

区域国别

化设计 
19 3 

推进资源的国别化和区域化发展 

提供本土化、个性化、系统化在线中文教育解

决方案 

创新设计 16 3 
引入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扩展现实等技术 

鼓励新技术融合 

 

预设类目在政策文本中出现的比例如图 2 所示： 

 

 
图 2  国际中文教育资源建设政策文本中预设类目占比 



马铖、徐娟                                                                                    多元视角下国际中文慕课视频设计的评价框架研究 

© 2025. The Authors. Compilation © 2025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93 

从表 3 和图 2 可知，所有 4 份文件均涉及内容设计和交互设计，而情感设计、

创新设计、区域国别化设计也出现在了 3 份文件中。因此本文将一级指标暂定为内

容设计、交互设计、情感设计、区域国别化设计、创新设计 5 个维度。提取到的国

际中文慕课视频设计评价框架的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如表 4 所示。 

 

表 4  国际中文教育资源建设政策文本中提取的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在政策文本中标注的编码要素 

内容设计 

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文化国情、教学方式 

文本内容 文本材料 

听觉内容 教学媒介语、声音 

交互设计 
人机交互 练习测试、板块设计 

交互界面 操控导航 

情感设计 
师生形象 教师、学习者 

视觉呈现 视觉线索、视频制作质量 

区域国别化设计 未提取到 无 

创新设计 
创新元素 游戏设计、激励设计 

创新技术 新型信息技术 

 

4.2 学术研究文献的要素形成 

 

具体观测点是对国际中文慕课视频设计评价实现的具体方案，包含具体观测点

及其要求，必须具备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本文考察了 39 篇文章（见附录一）涉

及教学视频设计的具体维度或观测点研究。这些设计元素或观测点能够反映目前学

术界对教学视频设计的关注点所在。本文将其中与本研究不相关的具体技术参数以

及视频拍摄/录制的形式等元素删除，对相似概念说法进行归并后，共得到 23 个具

体观测点，如表 5 所示。 

 

表 5  学术研究中提取到的教学视频设计的具体观测点 

具体观测点 指标要求 

教学目标 提供教学目标的文本呈现 

教学材料 主题明确且单一 

先行组织者 呈现适当的引导性材料 

字幕呈现方式 呈现字幕，中外对照可选 

教学媒介语 中文或适量的中外结合 

背景音乐 适当使用背景音乐 

视频时长 视频长度较短 

控制视频进度 
允许学习者自己控制（包括播放、暂停、快进、后退、倍速等），根

据教学环节可视化时间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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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观测点 指标要求 

嵌入问题或测试 视频中应有嵌入问题或测试，供学习者多练习 

控制字幕 允许学习者选择字幕是否呈现以及如何呈现 

弹幕 允许或控制弹幕呈现，并能发送弹幕 

界面类型 课堂实录式、教师与 PPT 结合式、研讨式和动画式 

学习者呈现 外国人可出镜 

教师在屏 呈现教师形象或动画人物代理 

教师画面大小 教师画面占屏幕面积比例适中 

教师面部表情 面部表情丰富 

教师目光 教师有目光引导 

教师手势 教师使用指示性手势 

教学语言风格 教师采用对话式风格、幽默 

视频整体颜色 与教学内容相适宜 

视觉线索 
使用图片、动画、颜色、闪烁、箭头、线框、加粗、加大字号等提示

重要信息 

视频制作质量 视频分辨率高、音质清晰 

游戏化设计 有游戏等激励形式 

 

此外，本研究还根据前文所述理论基础、国际中文教育的学科专业特点以及政

策文本中标注的编码要素，梳理出具体观测点共 4 项，如表 6 所示。 

表 6  理论基础和政策文本中提取到的具体观测点 

具体观测点 指标要求 增加项理由或文献出处 

教学方式 选择合适的教学方式 政策文本中的编码要素 

文化国情 融入中华文化及当代中国国情 政策文本中的编码要素 

视频切块 
在重要的信息后停顿，学习者可点击继

续播放 

梅耶的分段原则，卜彩丽等

（2021） 

新型信息技术 

适时适当使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扩

展现实等技术，模拟真实交际场景；融

入 AI 智能伴学等 

政策文本中的编码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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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表 6 中 23 个具体观测点和表 7 中 4 个观测点取并集，得到 27 个具体观测点。

因此本研究的初始版评价框架共包含 5 个一级指标、9 个二级指标、以及 27 个具

体观测点。 

 

 

5. 基于学习者体验视角的要素提取 

 

5.1 高频词分析 

 

本研究使用武汉大学沈阳（2008）开发的 ROST-CM6 软件导入停用词词表10，

对最终获得的数据条目进行了分析和处理，并进行了词频统计。前 50 个高频特征

词如表 7 所示。 

 

表 7  学习者评论文本中前 50 高频词及词频 

排名 词语 词频 排名 词语 词频 排名 词语 词频 排名 词语 词频 排名 词语 词频 

1 课程 2986 11 简单 326 21 汉字 223 31 语法 136 41 学生 113 

2 学习 1516 12 知识 300 22 教学 185 32 清楚 136 42 材料 112 

3 中文 975 13 基础 296 23 日常 156 33 对话 136 43 英语 111 

4 老师 880 14 中国 268 24 方法 155 34 完成 134 44 水平 104 

5 汉语 846 15 发音 263 25 时间 154 35 句子 125 45 机会 104 

6 初学者 783 16 解释 259 26 清晰 154 36 结构 124 46 复习 95 

7 理解 570 17 词汇 253 27 教授 153 37 文化 124 47 易懂 92 

8 语言 451 18 单词 232 28 使用 148 38 问题 120 48 精彩 92 

9 适合 352 19 普通话 230 29 测验 145 39 入门 119 49 讲解 90 

10 有趣 345 20 练习 230 30 拼音 143 40 高兴 116 50 口语 86 

 

从词频统计情况来看，中文学习者评论文本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主要集中在

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与课程相关的通用术语。“课程”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但需要注意，

这类词汇（如“学习”“中文”“汉语”等）很可能是评论时采用的必要通用术语，

它们构建了基本的交流语境，而非必然代表学习者的特定关注点或价值判断。要真

正理解学习者的关注焦点，需要进一步分析这些通用术语的具体语境和与之相关联

的词汇。 

 

二是教师与教学方式。高频词“老师”反映了学习者对教师的重视。“教授”

一词在汉语中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教师的职称，用来指代教师；另一种是讲解传

授知识、技能。由于外文翻译的问题，为了更准确地分析，本研究对评论文本中涉

及“教授”的条目进行了逐一审阅，确认学习者通常使用“professor”来指代教师，

这进一步突显了他们对教师的关注。“教学”“方法”等词则表明学习者对教学方

式的关注。因此，可以提取出教师和教学方式两个要素。对于教师而言，应选择经

 
10 具体参见：https://gitcode.com/open-source-toolkit/595be/?utm_source=tools_gitcode&index=top&type=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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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丰富且教学风格受欢迎的教师来授课，以提升视频及整体课程的吸引力和教学效

果。同时，鼓励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保持积极、热情的态度感染学习者。对于教学方

式，需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如讲解、演示和练习等，以满足不同学习者的需求。

此外，应注重教学方式的清晰度和易理解程度，确保学习者能够轻松跟随并理解课

程内容。 

 

三是教学内容与难度。“基础”“汉字”“词汇”“单词”“语法”“拼音”

表明学习者关注中文的语言要素。同时，“句子”“对话”“日常”等高频词也提

示我们，学习者也在意教学视频中是否呈现了例句和日常对话。“对话”“句子”

“口语”等也表明学习者关注语言技能和应用，特别是口语和对话能力。而“简单”

“适合”“初学者”等词表明学习者关注课程的难易程度。“文化”表明学习者对

中华文化的兴趣，也反映了他们的学习需求。这个方面可抽取出教学内容这个要素。

教学视频设计需确保课程内容丰富、有趣，覆盖学习者关注的高频词汇所代表的知

识点，如基础词汇、语法、日常对话等。设计结构清晰、逻辑连贯，使学习者能够

循序渐进地学习，从简单到复杂，逐步提升中文水平。在课程中融入文化元素，以

提升学习者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兴趣。 

 

四是教学效果与反馈。“理解”“清楚”“清晰”“易懂”等词表明学习者

关注教学视频本身和呈现内容的清晰度以及易理解程度。“完成”“测验”“复习”

则反映了学习者对学习进度和复习测验等反馈机制的重视。因此，可抽取出视觉呈

现和交互体验两个要素。在视觉呈现方面，应利用现代技术优化教学视频的制作和

呈现效果，支持学习者随时随地访问和学习。在交互体验方面，应提供及时的反馈

机制，如测验、练习等，以帮助学习者巩固所学知识并跟踪学习进度。 

 

五是学习者情感体验。“有趣”“高兴”等词表明学习者对教学内容趣味性

的关注以及在观看教学视频过程中的情感体验。为增强学习者的情感体验，教学内

容应注重趣味性和互动性。教师在授课时保持积极、热情的态度，也能进一步激发

学习者的情感共鸣，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到乐趣和满足感。 

 

基于这些高频词及相应的分析，对应教学视频设计的评价要素可抽取出教师、

教学方式、教学内容、视觉呈现和交互体验等维度。 

 

5.2 语义网络分析 

 

本研究采用语义网络分析（Semantic Network Analysis；Carley & Kaufer，1993；

Carley，1997）对评论文本进行解构，识别文本中词汇之间的关联情况，分析得出

中文学习者对教学视频的整体认知和评价情况，如图 3 所示。语义网络分析把文本

中的词语或概念看作网络中的“节点”，把它们在同一句话或同一条评论中共现的

关系视作“连线”（Quillian, 1968；Collins & Quillian, 1969）。由此生成的图示可

以通过节点的共现频率和中心度等指标衡量各概念的重要性（Carley & Kaufer, 

1993），帮助快速捕捉学习者最关注的评价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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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学习者评论中高频词语义网络关系 

 

图 3 从内到外，按照节点的大小可以分为 3 个层次： 

 

一是核心层，与课程和教师相关。这些节点的中心度（degree）值均大于 10，

共有 5 个，分别为“课程”“中文”“汉语”“老师”“学习”，它们处于中心位

置。这些节点与其他节点有很多连接，表明它们在评论中被频繁提及，是学习者关

注的核心。 

 

二是中间层，与教学方式相关。这些节点度在 5—10 之间（蓝色和灰色部

分），分别为“初学者”“基础”“语言”“单词”“知识”“发音”“理解”

“简单”“适合”。这些节点表明从学习者的角度来说，关注教学内容是否与学习

对象所处的学习阶段匹配，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是否合适及易于理解。 

 

三是边缘层，与教学内容、交互体验和视频本身属性相关。这些节点度在 5

以下（红色、粉色、绿色、黑色部分）。例如“词汇”“汉字”“语法”等表达的

是学习者对语言要素学习的期待和体验，属于教学内容。“清晰”“清楚”“解释”

指向“老师”，可以理解为学习者对授课教师的发音和讲解方式的要求。 

 

总体来看，以上语义网络分析图揭示了 MOOC 评论文本中学习者的主要关注

点，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活动的两个主体、交互体验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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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主题挖掘分析 

 

本研究采用 LDA 主题分析总结中文学习者关注的教学视频设计维度，这些维

度也可以归纳为评价框架的要素。 

 

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主题分析，又称隐含狄利克雷分布，是一种

无监督学习方法，最早由 Blei 等人在 2003 年提出。作为一种常用的文本挖掘技术，

LDA 能够将评论文本按照概率分布归纳为若干潜在主题。通过 LDA 主题分析，可

以揭示评论文本中隐藏的主题结构，并了解不同主题的关键词及其分布情况（Blei 

et al.，2003）。确定主题数量的常用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是根据经验进行

反复调试，观察聚类的数量和效果，经过人工判断后最终确定。第二种是进行困惑

度（Perplexity）计算。困惑度是一种常用的评估主题模型质量的指标。困惑度越

低，模型越好，由此来确定最佳主题数量。第三种是进行一致性（Coherence）计

算。通常，一致性数值越高越好。因人工判断的主观性较强，因此本研究采用一致

性和困惑度计算相结合的方式来寻求最佳主题数量，具体使用 R 语言来实现。当

主题数量从 2—20 个时，学习者评论的 LDA 一致性和困惑性检验情况，分别如图

4 和图 5 所示。 

 

 
图 4  学习者评论 LDA 一致性检验结果 

 

图 4 展示了 LDA 一致性检验结果。图中包括两部分，分别是需要最小化和最

大化的主题数量。Griffiths2004（圆点）和 Deveaud2014（加号）都表示需要最大

化的指标。数值越小时表示数量越好。两者交汇处在 4 附近。CaoJuan2009 三角线

随着主题数量呈上升趋势。Arun2010 方块线在 4—6 之间数值均比较小。综合考虑

这些指标，4、5、6 是三个比较明显的主题数量候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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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学习者评论 LDA 困惑度检验结果 

 

图 5 显示了困惑度（Perplexity）随主题数量变化的情况。困惑度整体趋势是

上升的。在该检验中，4 的困惑度更小，因此结合一致性检验结果，可以确定学习

者评论文本的最佳主题数量为 4 个。使用 R 语言进行分析后，主题分布如图 6 所

示。 

 

 

图 6  学习者评论 LDA 主题分布 

 

由图 6 可知，4 个主题圈没有重叠，这意味着这些主题在学习者评论中具有较

为明显的区分度，可赋予不同的概念。图 7 至图 10 分别是 4 个主题及其高频特征

词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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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主题一前 30 个高频特征词展示 

 

 

图 8  主题二前 30 个高频特征词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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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主题三前 30 个高频特征词展示 

 

 

图 10  主题四前 30 个高频特征词展示 

 

本文根据这 4 个主题类及其排名前 30 的特征词而赋予每个主题一个概念，如

表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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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LDA 主题、特征词及权重展示 

主题 特征词及权重 

教师及教学方式 

课程 0.118, 老师 0.039, 理解 0.028, 初学者 0.018, 有用 0.017, 视频 0.016, 中

文 0.011, 很棒 0.011, 方式 0.011, 语言 0.010, 优秀 0.010, 学习 0.009, 机会

0.009, 有趣 0.008, 解释 0.008, 方法 0.007, 提供 0.007, 发音 0.007, 北京大学

0.007, 水平 0.006, 汉字 0.006, 教学 0.006, 内容 0.006, 知识 0.006, 中国 0.005, 

入门 0.005, 更好 0.005, 时间 0.005, 新 0.005, 想要 0.005 

教学内容 

课程 0.116, 学习 0.067, 汉语 0.028, 理解 0.021, 初学者 0.019, 中文 0.017, 很

棒 0.015, 中国 0.014, 语言 0.014, 有用 0.010, 普通话 0.010, 有趣 0.010, 非常

适合 0.009, 发音 0.009, 单词 0.008, 简单 0.008, 汉字 0.007, 提供 0.007, 推荐

0.006, 基础 0.006, 解释 0.006, 知识 0.006, 提高 0.006, 对话 0.006, 词汇 0.006, 

视频 0.005, 文化 0.005, 内容 0.005, 清晰 0.005, 句子 0.005 

交互和情感体验 

老师 0.048, 汉语 0.032, 学习 0.025, 初学者 0.020, 有用 0.019, 词汇 0.017, 有

趣 0.016, 课程 0.011, 方法 0.011, 视频 0.009, 基础 0.009, 单词 0.009, 解释

0.008, 机会 0.008, 适合 0.008, 语言 0.008, 方式 0.008, 学过 0.008, 测验 0.007, 

很棒 0.007, 普通话 0.007, 理解 0.007, 清晰 0.007, 对话 0.007, 提供 0.007, 

hsk0.007, 简单 0.006, 中国 0.006, 短 0.006, 基础知识 0.006 

学习材料 

老师 0.076, 中文 0.074, 初学者 0.034, 汉语 0.029, 学习 0.028, 课程 0.018, 简

单 0.016, 语言 0.014, 优秀 0.010, 有趣 0.009, 解释 0.009, 很棒 0.009, 基础

0.008, 单词 0.008, 适合 0.006, 发音 0.006, 词汇 0.006, 基础知识 0.006, 我会

0.005, 方式 0.005, 有用 0.005, 汉字 0.005, 测验 0.005, 中学 0.005, 拼音 0.004, 

语法 0.004, 我能 0.004, 机会 0.004, 新 0.004, 推荐 0.004 

 

5.4 情感分析 

 

本研究首先将不同评论归属到上文中四个主题下，然后对评论文本进行情感分

析，计算积极、消极和中立这三种情感的分类情况，以便挖掘中文学习者对设计维

度的好感度情况，为之后的设计评价提供参考。 

 

综合考虑本研究的数据量规模以及几种常见的文本情感分析方法的优缺点和使

用场景，最终选择采用深度学习中的 DistilBERT 模型（见下页图 11）。该模型是

原始 BERT（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s from Transformers）模型的精简

版，具有轻量化和高效的特点，模型参数数量约为原始 BERT 的 60%，但基本完

全保持了原模型的语言理解能力，并且在推理时的速度显著提升。 

 

本研究使用公开可用的 distilbert-base-multilingual-cased-sentiments-student 模型
11，该模型基于 tyqiangz/multilingual-sentiments 数据集进行训练和评估，在预测结

果与其教师模型相比，达到了 88.29%的一致性（Yuan，2023）。这表明该模型在

训练过程中有效地学到了教师模型的预测规律。本研究在 5339 条数据中随机标注

了 600 条数据的情感标签，以测试该模型在本研究数据集上的性能。为便于理解，

举例如表 9 所示： 

 

 
11 具体参见：https://huggingface.co/lxyuan/distilbert-base-multilingual-cased-sentiments-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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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DistilBERT 模型的知识蒸馏过程 

表 9 学习者评论文本情感标签分类举例 

情感标签 评论内容 

positive 
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一开始对中文一无所知，但这门课程确实为我指明

了学习中文的正确方向。 

neutral 
本课程非常适合初学者学习中文。遗憾的是，中文里没有关于结构语法的解

释。 

negative 西班牙语字幕有时与老师所讲得不一致（西班牙语字幕不好）。 

 

结果显示准确率（Accuracy）为 0.93，召回率（Recall）为 0.93，F1 值（F1 

Score）为 0.92，表明模型整体上表现很好，不仅识别准确，且在各个类别上的表

现均衡且良好。因此，本研究直接用来对慕课评论文本进行情感分析，得到每个主

题的情感分布情况如图 12 所示。 

 

 
图 12  四个主题的情感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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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2 可知，每个主题类别下的积极情感占比均超过了 90%，说明中文学习

者整体评价是积极的。其中对教师及教学方式的积极情感最高，达到 96.2%，表明

中文学习者对这个类别的体验是最佳的。在中立和消极情感方面，四个主题的分布

情况差别不大。此外，虽然学习材料的积极情感占比也到了 92.1%，但是相较于其

他三个主题是最低的，而且这个主题下消极情感占比最大，可以推断中文学习者对

学习材料需要改进的需求最大。 

 

学习者对现有的汉语综合课慕课程的积极情感占据了大多数，因此，以往基于

经验制作的教学视频在大多数方面为学习者提供了良好的体验。本研究认为，中性

和消极情绪的评论更能够体现学习者的反馈思考和意见建议，因此重点对中性和消

极情绪的 324 条评论做进一步细致的人工分析。这些评论都关注一些具体细节的体

验方面，可以归结到评价指标体系的具体观测点中。经分析总结，学习者在以下五

个方面的体验不佳或需要进一步提升，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学习者反映教学视频语法讲解不充分。 

 

第二，部分教学视频只展示了拼音，未展示汉字，或未教授汉字如何书写。 

 

第三，学习者希望能提供其母语的字幕，尤其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学习者需求

最多，而现有的教学视频经常无法准确显示字幕。 

 

第四，学习者对教学视频中听觉质量提出了要求，涉及教学媒介语、发音和背

景音乐等。例如有学习者对教学媒介语的意见是，使用外文解释的时候应尽量精准，

而不增加学习者的认知负荷，令其产生困惑。关于对话的发音部分，尤其是有中文

学习者出镜时，相较于学习者真实的发音，部分学习者希望能够听到的是母语水平

的对话。虽然背景音乐不能盖过对话声音是常识性问题，然而在实际的视频制作过

程中可能并未得到充分重视，而导致学习者体验不佳。 

 

第五，有学习者注意到文化差异，以及视频中涉及的某些敏感话题，例如与国

家或性别相关的内容。因此，抽取出对区域国别化设计的具体指标要求：考虑不同

文化特征和文化背景，适时适当加入文化对比，避免文化误解和敏感话题。 

 

5.5 评价指标要素归纳 

 

从学习者体验视角来看，评价指标的颗粒度较细，基本可对应具体观测点，相

应的评论文本可对应为指标要求或描述，在自上而下的政策文本和学术研究中均可

找到相应的名称，总体来说不如其全面。本文将从学习者体验视角提取到的要素与

前文中的名称相统一，结合情感分析，其对应指标的要求或描述共 12 项，如表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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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学习者体验视角的结构要素及其描述 

序号 指标要素 指标要求或描述 

1 教学材料 
提供语音、语法（提供语法讲练）、词汇、汉字（提供汉字书写指导

和呈现，而不仅仅是拼音）的综合讲练 

2 教学方式 
体现精讲多练，在需要练习的地方，提供充足的时间确保学习者跟

练；提供大量例句，并能体现日常对话 

3 中国文化 融入中国文化 

4 字幕 提供准确的、多语种字幕 

5 教学媒介语 中文为主，可辅以适量精准的外文解释 

6 背景音乐 最好不要有背景音乐，如果有，音量不能盖过对话 

7 学习者呈现 学习者可出镜，发音须接近母语者，而非洋腔洋调 

8 教师在屏 呈现教师形象 

9 教师面部表情 亲切、面带微笑、积极、热情的态度 

10 视频制作质量 画质高清、播放流畅、稳定易用 

11 嵌入问题或测试 适当嵌入交互性反馈机制 

12 区域国别化设计 
生词或对话的文本翻译匹配目标国文字；考虑不同文化特征和文化背

景，适时适当加入文化对比，避免文化误解和敏感话题 

6. 多元视角的要素对比与分析 

 

将表 10 与前文中的具体观测点及要求进行对比和分析后，做如下处理： 

 

第一，对只有政策文本和学术研究视角，或只有学习者体验视角的指标要求，

保留该视角的描述，以确保该具体观测点能够被观察和评价。 

 

第二，对语义不冲突的、但又能表达不同意思的指标要求进行整合，以提供

更全面的视角或优化表述。 

 

第三，对描述相似的指标要求进行归并，以减少冗余，提高评价指标体系的

简洁性和效率。 

 

此外，这里需要对区域国别化设计这个指标进行讨论。在政策文本部分，该

指标被提取为一级指标，但在相关政策文本中未能找到其他相关要素，同时在与教

学视频设计相关的学术研究中也未提取出可供观察的具体观测点。而在情感分析环

节，成功提取出了与该指标密切相关的具体要求或描述。因此，为确保这些具体要

求在指标体系中得到体现，本研究认为在保留该指标的前提下，应对其层级结构及

归属进行必要的调整。首先讨论层级结构，因无法再抽取出更下位的指标或观测点，

因此应将该指标归到具体观测点中。其次讨论其归属，即应该归属到哪个二级指标

下。从对区域国别化设计的理解来看，首要任务是在视频中确保文本翻译的准确性，

使目标国用户能够准确理解信息，这与教学内容关注信息传达的核心理念相符。此

外，考虑不同文化特征和文化背景，适时适当加入文化对比，是为了使内容更加适

切，避免误解，这也属于教学内容范畴内对适切的追求。而避免文化敏感话题，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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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教学视频可被广泛接受，也是教学内容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综上所述，本研究

将区域国别化设计归入教学内容这个二级指标下，成为其下属的具体观测点，处理

动作也为保留。具体观测点的数量也因此由 27 个变为 28 个。 

 

根据上文对评价指标要素的归纳和调整情况，形成了经学习者体验视角补充后

的国际中文慕课视频设计评价框架。此版本包含 4 个一级指标、9 个二级指标和 28

个具体观测点，结果见附录二。 

 

 

7. 框架的应用价值与实践指引 

 

本研究构建的评价框架既保证了框架的系统性，又兼顾了一线可操作性，为教

学实践提供了可量化、可追踪的评价和诊断工具。其实际应用价值与实践指引体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设计诊断，明确改进方向。一线教师可将本框架作为国际中文慕课教

学视频的“体检表”，一线教师可在“备课——录制——发布”三个环节进行循环

诊断。在备课阶段，对照 28 个具体观测点制作视频脚本时，可采用“红黄绿”三

色标注法——绿色代表已充分准备，黄色代表需要加强，红色代表尚未涉及。例如，

在展示汉字时，教师可逐项检查：是否设计了笔顺动画，是否留有学生跟写时间，

是否融入了文化背景等。在录制阶段，每完成一个片段，立即对照框架进行快速自

检。如发现背景音乐已盖过教师声音或讲解语音时，可立即调整音轨；若“交互设

计——嵌入问题或测试”缺位，可补充字幕或图标提示等。在视频发布后，可持续

收集学习者评论，将反馈与相应观测点一一对应，快速定位并记录问题，为后续迭

代奠定基础。 

 

第二，课程改进，形成迭代清单。慕课开发团队可将 28 个具体观测点转化为

开发设计清单，按照“内容—交互—情感—创新”四大维度，根据专家建议设置

“必选项”和“加分项”。例如，“必选项”包括基础的内容准确性、画面清晰度

等；加分项涵盖创新元素等。在项目启动时，可根据一级或二级维度明确分工和具

体责任人。在中期监控的时候，团队对照框架逐项汇报进度。未达标项自动进入

“问题清单”，限期整改。在后期优化阶段，例如课程上线 3 个月后，可结合平台

数据（课程完成率、互动题的正确率等）和框架评分，制定下一版本改进计划。建

立“版本对比表”，直观展示每次迭代在各维度的提升幅度。 

 

第三，质量评估，支撑多主体决策。教学管理者可基于该框架为每个维度设

置权重，每个具体观测点可采用 5 分制进行评分，总分转化为星级，便于横向比较

和纵向追踪。在教师自评时，课程上线前可完成自评表，反思薄弱环节。在同行互

评时，可邀请几位同领域教师交叉评审，聚焦专业准确性。在学生评价时，可根据

此框架，设计简化版问卷，聚焦学习体验相关指标。在专家诊断时，邀请教学设计

专家进行深度诊断，提供改进建议。评估结果可用于平台准入（设最低星级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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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分配（高分课程优先推广与经费支持）、教师培训（将薄弱维度纳入研修主题）

及精品课认证（达到最高标准方可申报）。同时，结合观看率、参与度等学习行为

数据，可进一步提升质量管理的科学性与透明度。 

 

 

8. 结语 

 

本研究立足国际中文慕课视频设计的实践需求，以政策文本和学术研究为切入

点，结合从实际学习者评论中得到的体验反馈，构建并完善了中文慕课视频设计评

价框架。相较于以往研究仅关注宏观课程或单一视角的做法，本研究综合运用多种

文本挖掘方法，兼顾宏观政策参考、中观学术研究与微观学习体验，挖掘的指标层

次更为细化，使得评价框架更易落实到慕课视频设计和开发之中。与此同时，本研

究仍有不足：（1）学习者评论样本主要采自“中国大学 MOOC”和“Coursera”

两家平台，结果的外推性需进一步验证。如果未来能够进行更系统、更广泛的问卷

调查，获取到足够数量的有效问卷，将为研究提供更加全面的基础数据。（2）评

价框架尚未在更多元化的教学场景和学习者群体中进行应用与迭代修正。未来，研

究可进一步扩展采样范围，纳入不同平台的学习者评论，结合机器学习、情感分析

等技术提升自动化分析能力；同时，框架指标可在实际视频开发与教学中持续验证

和完善，并特别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学习者对设计要素的差异化需求；此外，还可

以探索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结合，实现实时反馈和脚本迭代，不断提升国际中文慕课

视频的教学效果与学习体验，从而推动国际中文慕课视频评价框架的持续优化与创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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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补充版国际中文慕课视频设计的评价框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观测点 指标要求 

内容设计 

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 提供教学目标的文本呈现 

教学材料 

主题明确且单一，并提供与主

题相匹配的语音、语法（提供

语法讲练）、词汇、汉字（提

供汉字书写指导和呈现，而不

仅仅是拼音）的综合讲练 

教学方式 

选择合适的教学方式；体现精

讲多练，在需要练习的地方，

提供充足的时间确保学习者跟

练；提供大量例句，并能体现

日常对话 

文化国情 融入中华文化及当代中国国情 

区域国别化设计 

生词或对话的文本翻译匹配目

标国文字；考虑不同文化特征

和文化背景，适时适当加入文

化对比，避免文化误解和敏感

话题 

文本内容 

先行组织者 呈现适当的引导性材料 

字幕呈现方式 
有教师讲解或对话的部分需提

供准确的、多语种字幕 

听觉内容 

教学媒介语 
中文为主，可辅以适量精准的

外文解释 

背景音乐 
适时出现，如有，音量不能盖

过对话 

交互设计 

人机交互 

视频时长 视频长度较短 

控制视频进度 

允许学习者自己控制（包括播

放、暂停、快进、后退、倍速

等），根据教学环节可视化时

间轴 

嵌入问题或测试 
视频中应有嵌入问题或测试，

供学习者多练习 

控制字幕 
允许学习者选择字幕是否呈现

以及如何呈现 

弹幕 
允许或控制弹幕呈现，并能发

送弹幕 

交互界面 

界面类型 
课堂实录式、教师与 PPT 结合

式、研讨式和动画式 

视频切块 
在重要的信息后停顿，学习者

可点击继续播放 

情感设计 师生形象 
学习者呈现 

学习者可出镜，发音须接近母

语者，而非洋腔洋调 

教师在屏 呈现教师形象或动画人物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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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观测点 指标要求 

教师画面大小 教师画面占屏幕面积比例适中 

教师面部表情 
亲切、面带微笑、积极、热情

的态度 

教师目光 教师有目光引导 

教师手势 教师使用指示性手势 

教学语言风格 教师采用对话式风格、幽默 

视觉呈现 

视频整体颜色 与教学内容相适宜 

视觉线索 
使用图片、动画、颜色、闪

烁、箭头、线框、加粗、加大

字号等提示重要信息 

视频制作质量 
视频分辨率高、音质清晰，兼

容移动设备；播放流畅、稳定

易用 

创新设计 

创新元素 游戏化设计 有游戏等激励形式 

创新技术 新型信息技术 

适时适当使用虚拟现实、增强

现实、扩展现实等技术，模拟

真实交际场景；融入 AI 智能伴

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