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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论

自2020年起，世界范围内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

对国际中文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教学环境由线下转为线上，

教学方式也不断调整适应网络，录制课程和自主学习课程占比

增多，这些方面发生的转变无疑也影响了留学生的汉语学习方

式、学习策略等，需要国际中文教师和教育从业者予以关注和

调节。在此背景下，笔者针对越南汉语学习者这一群体，对他

们在线上学习期间的活动、心理状态、思想等方面进行调查分

析，通过问卷和访谈结果掌握学习者是否处在合适的学习压力

状态中，提出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方法和教学参考建议，以尽

快调整学习者的学习心态，增强其对线上汉语学习的信心与兴

趣，提高其汉语学习效果和水平。

1.1学习压力的概念

学者们对“学习压力”的概念定义较为权威的是龙安邦、

范蔚、金心红（2013）的定义：“学习压力”是指学生面对自

身所负担的学习任务而引起的身体的不适反应和心理的压力

感。葛岩（2008）将学习压力定义为由学习任务、学习过程、

学习结果、来自于学校、家庭和社会的要求和期望、学生对学

习能力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期望等因素所引起的心理压力。徐嘉

骏等（2010）认为学习压力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由于学习活

动有关的事件以及对外界环境所提出的要求进行认知和评价而

引起的心理负担和紧张。

1.2研究越南汉语学习者汉语学习压力的必要性

1.2.1越南在中国合作中的重要地位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官网显示，从双边贸易来看，

2020年1-12月，中越贸易额1922.8亿美元，同比增长18.7%。

从对越投资来看，2020年1-12月，中国企业对越直接投资量

为18.8亿美元，同比增长13.8%；从工程承包合作来看，2020

年1-12月，中国企业在越南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49.5亿美元，

同比增长12.7%。并且据2021年 1-12月中国与亚洲国家（地

区）贸易统计，越南在东盟中与中国贸易额位居首位，占整个

东盟国家的26%。在中国-东盟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25周年

之际,研究越南汉语学习者的学习压力和心理状况有助于解决

对越线上汉语教学中的现存问题，推动对越汉语教学的发展，

促进中越邦交友好、交流合作、共同发展。

1.2.2越南汉语学习者数量的增长趋势

随着中越友好邦交的不断深入，中越两国合作交流越发密

切，汉语已经成为越南的热门语言，也越来越受到越南人民的

重视。中国企业到越南投资时对越南本地汉语人才的需要，更

加大了越南人民对汉语学习的热情。越南的汉语教学现今已纳

入小学、初中、高中、本科、研究生教育之中，教学体系越发

完善，学习者数量逐年增多。根据宗晓华,李亭松《“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分布演变与趋势预测》显示，越南为

2017 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中排名前十的

国家。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1.3.1 国内汉语学习者线上学习压力的调查研究

目前国内关于汉语线上教学、学习者线上学习压力以及对

策的研究较少，主要搜集并研读了如下文献。

学生线上学习压力的文献主要是关于来华留学生线上学习

的分析，在这一研究方面，蒙娇、孟繁军、徐行健、赵希武

（2021）围绕在线学习资源、环境、课程安排与教学任务等对

比分析学生在线学习情况和压力,同时基于教学反馈给出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发生之后的教学策略。

史金生、王璐菲 （2021）以目前线上汉语教学存在的问

题为基础，提出构建动态汉语教学资源、虚拟语言互动社区以

及调整汉语教学测评体系等对策。

关于线上学习汉语的困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学习和教学压

力的研究，巴丹、杨绪明、郑东晓、杜敏、邵明明、白乐桑、

杜修平等学者 （2021）共同阐述了线上汉语师生互动不及时

不充分、课堂管理等困难的存在，并尝试通过建立“多元互动

的线上教学模式”促进线上汉语教学的发展。

1.3.2国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下线上教育的发展现状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大部分国家的主要教育活动都已转变

为在线教育。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0年4月初的不完全统

计，全球将近90%的教育机构被迫关门，影响到1,543,000,000

余名学生，给全球 63,000,000 余位教师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UNESCO,2020)。这改变了以往的教育理念和模式，给人类的

教育活动带来巨大变革。

线上教学也引发了诸多问题。苏智欣在 2020 年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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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学习压力来源及影响的调查研究
辛晶 王雨欣 石嘉诚 王维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 济南 250014）

【作者简介】辛晶(2001-)，女，汉族，江西樟树人，山东师范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9574（2022）24-000109-03

109



经贸管理

2022年第24期

《新冠疫情下的美国基础教育——以洛杉矶联合学区为例》提

到，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下，贫困学生甚至无法获得食

物，其生存问题的严重性压倒了其对学习的需要。除此之外，

美国的线上教育的另一大问题在于线上教育的出勤率，在小学

开展线上教育的效果尤其不好。并且，张鹏在《疫情期间英国

汉语教育的线上发展》（2020）中提到，英国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爆发初期的线上教育，也存在大规模教学设备、技术、教学

组织形式混乱等问题。在东南亚地区，菲律宾、越南等国网络

的普及率不高，众多学生无法接受线上教育，不仅如此，互联

网不够发达，也严重影响了线上教育的效果。

不仅学生的学习效果、质量大打折扣，学生的心理健康问

题也受到影响。根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于2020年发布的

《冠状病毒病与全民健康覆盖》政策简报和视频讲话，由于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暴力事件增多、父母失业、学校停

课、居家隔离等一系列事件都有可能造成学生的心理问题。

2调查问卷的设计、发放与分析

2.1设定调查范围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问卷调查部分

包括人口学调查和具体问题情况调查。人口学调查问题包括年

龄、性别、学校及专业、是否与家人同住等问题，具体情况调

查包括学习动机、线上学习课时数、教师表现、学习困难、学

习压力及排解方法等方面。

2.2调查问卷的设计和发放

本研究调查问卷以海内外进行线上学习的越南汉语学习者

为研究对象，以其年龄、性别、学校及专业、学习动机、线上

学习课时数、学习压力及排解方法等方面为研究内容，设计期

间完全遵守问卷调查法的操作规范，经项目组成员集体讨论、

指导教师指导修改后，先选取几位研究对象进行前测，确定本

调查问卷具有较好的适切性，并根据测试情况和研究对象的反

馈对问卷进行了修订，而后投放到Youtube平台进行问卷收集。

2.3调查问卷的回收和分析

调查问卷回收后，笔者先对300份问卷进行了完整性调

查，剔除50份无效问卷，保留250份有效问卷并进行后一步

分析。

3学习压力对越南汉语学习者学习汉语的影响

3.1对学习动力的影响

根据调查问卷显示，250人中83.3%的学习者都认为线上

课时数很少，且调查问卷中的汉语学习者83%都是汉语相关专

业，对学生的汉语水平有着更高的要求，语言学习需要较长时

间的投入才有可能换来较理想的成绩，因而语言类学生的成就

感普遍较低，课时量不足带来的压力感对于语言类的学习者学

习汉语的学习动力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值得一提的是，从问卷中得知，工作为学习动机的占比

37.6%，出国深造为动机的占比30.8%，两者为越南学习者学

习汉语的主要动机，但是在此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之下，近几年

出国深造和工作的机会被阻断，势必会对学生的学习动力造成

影响。

3.2对学习效果的影响

学习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会激发学生的潜能，提高学习效

率。此外在压力缓解的过程中，蕴含着对学习效果的积极影

响。根据调查问卷，教师会通过变换提问方式、鼓励、播放视

频、讲笑话、放音乐等方式帮助学生缓解压力。同学之间也会

互相帮助，沟通交流和给予鼓励。在此过程中，学生可以发现

汉语的趣味性，在愉快与放松的氛围中学习。

但是，线上教育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线上授课缺乏教

师有效的监督和辅导，干扰因素多，缺乏语言环境，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易产生过大的学习压力，根据问卷显示，学生在口

语、汉字、生词、语法等不同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困难，压力

一旦过大，会造成学生信心的溃败，进而影响学习效果。

3.3对精神健康的影响

越南的汉语学习者普遍采用线上学习的方式，这种不同以

往的方式为学习者带来心理健康方面的挑战。

从调查结果来看，已进行半年以上的线上学习的人数占到

总人数的86.4%，而受调查者中有将近一半的人表示自己除线

上课外没有其他事情，83.3%的人认为每周的课时数太少。这

意味着大部分的学习者在半年至两年的求学生涯里，大部分的

时间很可能被无意义的消耗。并且，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大

背景下，各国经济形势，学生就业前景不容乐观，竞争将更加

激烈，问卷中58.4%的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与就业和自我发展有

关，这些无疑都会增加学生的心理压力。

4越南汉语学习者学习压力的来源及变化分析

4.1学校来源

调查问卷显示，“中文授课教师是否要求学生打开摄像头”

这个问题中，94%的学生的回答是肯定的，其中又有41.2%的

学生肯定这种方式会增加其学习压力。授课教师让学生在上课

期间打开摄像头，其目的是想让学生加强对学习的注意力，维

护上课秩序。但对于学生而言，开启摄像头可能并不只意味着

被人注视，不少学生在家没有独立的学习环境，开启摄像头对

他们来说还有可能暴露自己的隐私。

在上课过程中的一些活动会对学生心理产生较大的学习压

力，笔者调查显示，34%的学生对于老师点名回答问题会感到

有压力，28%的学生会对考试产生压力，16%的学生对小组展

示活动有一定的压力，14%的学生对小组讨论感受到压力，还

有7%的学生认为纠错会感到压力，3%的学生对当堂听写感到

压力，其余8%的学生则在其他方面会感受到不同的压力。

4.2家庭来源

线上学习模式对设备的硬性要求较高，大部分学生并不能

满足这样的要求。

根据问卷调查，只有2%的学生认为在设备方面没有困难，

30%的学生的网络环境较差，26%的学生认为上课使用的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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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复杂，还有31%的学生有其他家庭方面的困难。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爆发后，众多地区人民居家隔离，长期的密闭环境会给

学生生理和心理带来消极影响，甚至不少家庭面临经济问题。

这些都有可能造成学习压力。

4.3社会来源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爆发后，全球经济下行，越南的经济也

受到巨大冲击，弥漫在社会中的不安，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心

理，在无形中增加学生的心理负担。因为线上教学导致缺乏语

言环境，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越南汉语学习者工作就业前

景不明朗、留学受阻碍等因素，长此以往，会对学生的中文学

习产生许多消极影响，增加学生学习压力。

4.4个人来源

学生个人在学习语言课程的时候，易在不同方面产生困

难，调查问卷显示，在口语方面有困难的学生占比13%，在学

习汉字方面占比33%，生词方面占比21%，语法方面14%，其

他学习方面有困难的学生占比19%。如果在较长时间内不能克

服这种困难，学生难免会产生学习上的压力和心理上的负担。

线上学习压力变化在个人方面更加灵活且多样。首先，由

于缺乏监督手段，线上学习模式要求学生有较高的自我管理意

识和较强且持久的学习动机。然而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能满足这

样的条件。学习动机下降，会拖慢学习进度，降低学习成果评

价，造成焦虑和压力。不仅如此，线上学习模式减少了学生与

老师的互动机会，学生在汉语学习中遇到困难时，无法及时获

得老师的帮助，在遇到心理问题时也没有倾诉对象。49.7%的

学生除了汉语学习外，无其他任务释放精力。这些因素都会成

为线上学习压力的来源。

5研究建议

5.1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的教学模式，发挥录播课的优势

根据调查研究，汉语教师可采用以线上直播教学为主导，

以录制课为线下辅助教学手段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目前引起越南学习者学习压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汉语课程

时间安排不够合理，59%的学习者表示一周只上3到4课时，

也就是135到180分钟，每节课之间的间隔大，严重影响汉语

学习效率。录制课可以有效弥补此问题，在每节课之间的空白

期，为学生提供可选的、自主的汉语课程，为学习者提供自主

学习的方向和目标。另外，录制课也是丰富学习资源，提高学

习兴趣的重要手段。

但录制课的缺陷也非常明显，首先在于无法与学生进行互

动。其次，学生使用教师录制的课程学习，要求学生拥有良好

的自制力，做好时间规划和学习安排。另外，课程录制对教师

也有较高的要求，教师需要提前录制课程，细细打磨，对有瑕

疵的地方进行修改，尽力打造高效课堂。

5.2完善线上教学方式，营造汉语学习氛围

线上教学应当完善线上教学方式，在有限的时间里，增加

互动机会为学生营造汉语学习氛围。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认

为对外汉语教师应当选择交际法进行教学。

交际法以语言的意念和功能为纲，教学目的直指运用汉语

进行交际的能力，最符合对外汉语教学对教学目标的要求。在

教学过程中强调进行语言交际和有意义的语言训练，将交际法

运用到线上教学中，能够最大限度的弥补与面对面授课之间在

师生互动、生生互动、语言环境等方面的差距。

5.3心理干预方法

心理干预(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是指在心理学理论指

导下有计划、按步骤地对一定对象的心理活动、个性特征或心

理问题施加影响，使之发生朝向预期目标变化的过程。陈瑜在

《理工科大学生压力来源调查及心理干预对策》（2015）中，总

结了对心理健康教育与干预实践的三点启示：一是在压力发生

事件前主动出击，做好宣传预警工作；二是在压力发事件发生

时，关注学生的身心反应；三是压力事件发生后，实施教育引

导，提高学生心理素质，让学生生发出自我幸福的本领。

通过对于越南汉语学习者学习压力的分析研究，结合问卷

和访谈结果和以上启示，我们提出了以下几点心理干预方法，

以供参考：

1.适当减轻学习者外部学习压力，如适当降低随堂考试、

当场听写等活动的频率，适当放宽作业期限。

2.高校学生工作者应定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对于存在心

理健康问题的学生，及时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对于心理稳定健

康的学生，进行发展性心理教育，助其成长发展。

3.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引导学生学会以积极心理学取向

对待生活和学习中的压力，帮助他们激发潜能、振奋情绪，提

升汉语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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