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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教学设计类
学位论文撰写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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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教师研修基地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通过答辩的４７
篇教学设计类学位论文为研究对象，对这种类型论文的特点、撰写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

究，指出应注重提高教学设计类论文的撰写质量，提倡问题解决式教学设计，加强教学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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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的培养是解决汉语国际教育中师资匮乏问题的关键，在培养过程中，具

有明确的职业导向、注重实践性，其学位论文撰写也有着不同于学术型硕士的特色和要求。

全国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在《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论文撰写指导意

见》（国家汉办，２０１１）中提出学位论文选题应紧密结合汉语国际教育实践，论文形式可以是专题研
究、调研报告、教学实验、案例分析、教学设计等五种类型。其中，教学设计类论文是汉语国际教育

专业硕士学位论文中的一种重要类型。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教师研修基地是第一批获批招收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的院 调获 导 ， 调 龄 汉 汉 传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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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类论文是将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相结合的有效途径，是我们应该大力提倡的教学应

用研究。汉语国际教育领域的教学设计论文，“以语言理论、文化传播理论、学习理论和教学理论

为基础，运用系统论观点和方法，分析教学中的问题和需求，从而找出最佳解决方案”（国家汉办，

２０１１）。
论文主要包括理论基础、设计方案、方案的实施过程和对实施效果的反思与评价四部分。

作为论文主体的设计方案部分包括学习者分析、教学目标设定、教学重点说明、教学流程分析。

它不是一般的教案撰写，而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解决教学实践中的问题或将新的理论应用到实

践中验证理论的过程，撰写教学设计论文既需要学生理解理论，又需要学生应用理论，撰写教学设

计论文的过程就是在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设立的目标是“培养适应汉语国际推广新形势需要的国内外从事汉语作为

第二语言／外语教学和传播中国文化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的专门人才”（国家汉办，２０１１），汉
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是应用型的高层次人才，应用型教师“虽然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但是大都停

留在实践层面，很少有人借鉴教育学的研究 论 论 语 都 业 国 中 文 部 部 部 学 文 究 汲 的 灵 语 计 究 文 过 ” （ 教 ” 的 过 下 文 都 都 文 搭 都 问 ” 计 二 下 学 标 、 都 教 计 类 才 教 硕 搭 、 等 前，

语 ，� �ƒ �•D(�ø)Tj0.64.018868  -8.742857 Tm46Z 0 TD(52.287449 TD(�W 0 TD(52.2 TD(�t867 0 T.5 0 TD(�â)3Q 0 TD(52.2 TD(�¦ 0 TD(52.2 TD(�%)Tj1.018868 0 TD(�Ë.047169D(�ƒ)Tj1.056602 0 T018868 0 TD(�Ô.047169D(�ƒ)Tj1.173 0 T000ã)Tj/F3 1 Tf0 Tr10.285714 0 0 10.285714 0 -8.7428.354179734.079903 0 TD(�ç-0.566038 -1.51886ç1 lSQq0 0 516.Tf0 Tr10.285714 0 0 10.285714 0 -8.7429.68435T)34.079903 0 TD(0 Ê8868 0 TDR)Tj1.0186604 0 TD(�8 0 TD(�>)Tj1.0188 -8.742857 Tm118867 0 TD(�ƒ)Tj1.173 0 T000ã)Tj/F3 1 Tf0 Tr10.285714 0 0 10.285714 0 -8.7444.665497734.079903 0 TD(�ë1 lSQq0 0 516.Tf0 Tr10.285714 0 0 10.285714 0 -8.74486795626)34.079903 0 TD(0 Ê8868018869 0 TD(�D(�)Tj1.737 0 TD(�Ù)Tj1.018869 0 TD(�ƒ)Tj1.01881.018868 0 TD(�#)Tj17 0 TD(r)Tj1.018866 0 TD(�z)Tj1.018864 0 TD(�025¬)Tj1.018869 0 TD(m)Tj1.018869 0 TD(�®)Tj1.018737 0 TD(�Ù)Tj1.0371.018869 0 TD(�:)Tj1^869 0 TD(m)Tj1.018869 0 TD(�®)Tj1.018737 0 TD(�(��)T8869 0 TD(m)Tj1.01885• 0 TD(�z)Tj1.018818868 000ã)Tj/F3 1 Tf0 Tr10.285714 0 0 10.285714 0 -8.74790 1(97™)32857046.344746 52-0.566038 -1.51886è5å)Tj769 04 TD(�3NÛ7r)Tj-41.773583 -1.518867 TD(�Õ)Tj1.018868 0 TD(�.665499)32857046.344746 53583 -1.5D(�5)Tj1.j78869 0 TD(�C)Tj1.20o 0 TD(�z)Tj1.018878869 0 TD(è)Tj1.147 0 TD(�_)Tj1.01805ó 0 T005q0 0 516.364 771.636 reW nBT/GS1 gs0.327 18/F3 1 Tf35. 43525è)Tj1.147 0 T494503 0 TD(�è)Tj/F3 1 Tf0 Tr8.830188 0 0 8790819157f35. 43525è)Tj1.52-0.56601648038 -1.51886‚ 0 TD38 -1.51886ä7r)T8.11 m005â)Tj0.603774 0 11 m005â)Tj0.6088 708.11 m738 -1.51886ä7r)T005q0 0 516.364 771.636 reW nBT/GS1 gs0.327 23.588387f35. 43525è)Tj1.0 0 10.15R507 )Tj1.0377)Tj1.018503 0 TD(�ã)Õj1.018503 0 TD(�169 0 TD(507 )Tj1.037Ô)8868 0 T18352 TD(�ä)Tj0.494503 0 TD(�ã)Tj0.0 T18352 TD(�ä)Tj0.494503 0 TD(�22ƒ)Tj1.T217 219025¬219025¬26Ë.047169219025¬

�ä2197025¬ �Ñ 503 0 TD(�ã)366 81.818352 TD(�17886471701 -503 Å)Tj1.01883@.0471692197025¬15¦ 0 TD(2197025¬)Tj1.03ý8 708..2 39Û 2197025¬ �25n 10.15R507 �14Œ2197025¬ �Ñ �å7r�Ñ � 39022ƒ2197025¬ 503025¬ 503 0 TD(�2)Tj0.494503 0 TD(�22ƒ)Tj1.T217 2197025¬2197å

2197025¬2197025¬ �Ñ 507 0 TD(�22m 0 TD(503 0 TD(�22ƒ)Tj1.T2177«)Tj1.0182)68 069 0503 0 TD(�86¦j1.018503 )Tj1.0371500ã3j0.0 T18352 TD(�ä)*.0471692190566 Tm50.31Tj1.0185030 TD(�ã)Õj1.018503 0 TD(�2)Tj0.494503 0 TD(�22ƒ)Tj1.T217 �ä4¹2197025¬

�Ñ 1�8868 069 0503  

�8600ã3j0.0 T183 Å �1�816�14•.04716918352 TD(�ã)Õj1.018503 0 TD(�2108 0 TD(503025¬)Tj1.0�888 0 TD(503 0 TD(�2)Tj0.494503 0 TD(�22ƒ)Tj1.T217 )Tj1.037Ô)Tj1.D(2197025¬)Tj1.018869 285714 0 -5" �Ñ 1�8868 069 0503  503 0 TD(�19)Tj1.T2177« �1�816�ä2197025¬ 507 0 TD(�2)8868 0 T183025¬ �è 学 学

�2108 0 TD(503 Å)Tj1.018861888 0 TD(503 0 TD(�369 0 TD(2177 )Tj1.037Ô7%j0.0 T18356 TD(�ä)>)Tj1.01887.50566 Tm50.35ïj0.494503025¬)Tj1.0 �22ƒ219025¬21970 TD(�ž)ó83 -1.5D549015ü18352 TD(�31cj1.018503 0 TD(�169 0 TD(507 0 TD(�22Žj1.018503 )Tj1.03713ò1.01887.50566 Tm50.3500ã3j0.0 T18352 TD(�ã18867 0 T7.5025¬)Tj1.7)Tj1.018503 0 TD(�ã)Õj1.018503 0 TD(�2)Tj0.494503 /)Tj1.056609 0 TD(507 )Tj1.037Ô5• 0 TD(507 )Tj1.037Ô6º868 0 T183025¬)Tj1.061 0 T285714 0 -5" �Ñ �64 w 494503 0 TD(Tf0 Tr10.285714 0 0 10.285714 0 -8.748673157877.834617j1.018528 TD(�â)Tj0.603774 0 TD(�ê)Tj-0.566038 -1.51886å7r)Tj-41.773583 -1.518867 TD(�Õ)Tj1.018868 0 TD(�869 455577.834617j1.0180 0 10.15R)Tjt�T �å å �ƒ�Õ �¬ � TD(�>)Tj1.018D(�Õ)Tj1.738 0 TD(�X)Tj1.018867 0 TD(r)Tj1.018858868 0 TD(�)Tj1.037j1.047169 0 T0 TD(�Ôª.047169D(�C)Tj1.208868 0 TD(Å)Tj1.0181Tj1.018867 0 TD(�ƒ46Z 0 TD(D(� TD(�>)7 0 TD(�«)Tj1.018Tt 0 TD(D(� TD(�>3Q 0 TD(�å)Tj0.537735 0 TD(�r)Tj1.018866 0 TD(�´)Tj1.03773Ë 0 TD(�´)Tj1.0377)Tj1.018�U)Tj1.04716Ô 0 TD(�´)Tj1.037173 0 T000ã)Tj/F3 1 Tf0 Tr10.285714 0 0 10.285714 0 -8.7425.8919 107.834617j1.01852ê5å)Tj775 0 TD(�ç1 lSQq0 0 516.Tf0 Tr10.285714 0 0 10.285714 0 -8.7427.27017877.834617j1.0180 Ê8868 0 TDR)Tj1.0186604 0 TDD(¦)Tj1.03>)Tj1.0188�5)Tj1.04710Ðj1.018�U)Tj1.047173 0 T000ã） �� �# 0 TD(�22ƒ)Tj1.T�T �� �” �® �Ù
�: m �® �0 �ý�025¬）

语观



第４期 亓海峰：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教学设计类学位论文撰写的调查研究

表２　２０１３年汉语国际教育教学设计类学位论文

１ 针对初中级日本汉语学习者的商务汉语口语任务型教学设计

２ 智能白板环境下的《新实用汉语课本》第二册教学活动设计

３ 基于５Ｃ标准的汉字教学活动设计

４ 国际学校对外汉语综合课语法教学设计

６ 语段视角下的国际学校汉语课教学设计———以小学生为例

７ 意大利学生汉语二字组连调偏误分析和声调教学设计

８ 电影作为短期汉语教学辅助手段的教学设计

９ 象形字部首汉字教学法之课堂教学设计

１０ 以蒙台梭利教学法为基础的韩国初中生初级汉语课程教学设计

１１ 国际汉语课程中针对欧美学生的颜色词教学设计———以汉语课程为例

１２ 在华美国项目中级汉语综合课课文教学设计———以ＣＩＥＥ为例

１３ 非汉字文化圈零起点学生的汉字教学设计———以基础汉语四十课为例

１４ 以多元智能理论为指导的汉语课堂活动设计

１５ 基于主题式教学法的初级汉语综合课教学设计———以新西兰中小学汉语教学为例

１６ 零起点泰国学生高偏误率汉语声母调查及教学方法设计

１７ 基于任务型教学法越南中高级汉语报刊阅读课的任务设计

１８ 越南大学生汉语综合课的复合趋向补语教学设计

１９ 基于有效输出的对外汉语中级听力课的教学设计

２０ 基于二语习得序向研究的对日汉语中级教材编写设计

２０１４年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教师研修基地通过答辩的学位论文有５５篇，其中有１７篇论文
为教学设计论文，占论文的总数的３０％，论文详见下表：

表３　２０１４年汉语国际教育教学设计类学位论文

１ 基于主题式的汉语教学资源设计———以新西兰小学为例

２ 面向新西兰小学生的网络汉语课教学设计———以奥克兰孔子学院网络汉语课为例

３ 中文歌曲的分层教学设计

４ 意大利儿童初级汉语教材设计———以都灵ＳＰＩＮＥＬＬＩ小学为例

５ 针对“毕竟、到底、终究、终归”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与设计

６ 新西兰ＰＩＧＥＯ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小学混合班级汉语教学设计

７ 国际汉语课堂教师提问设计———以美国ＡＬＬＩＡＮＣＥ大班课为例

８ 基于ＴＰＲＳ教学法的意大利汉语教材编写设计

９ 越南大学汉语综合课的“了”字教学设计

１０ 从零基础到通过新ＨＳＫ四级教学设计———以韩国成人学习者为例研究

１１ 对哈中高级阶段汉语动物词汇教学设计

·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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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小学教学设计》在美国麦迪逊小学汉语课堂中实施了暗示教学法，通过问卷调查对教学效果

进行了评估。《非汉字文化圈零起点学生的汉字教学设计———以＜基础汉语４０课＞上册为例》中设
计和实施了分析－导入－实施－评估四个模块的汉字教学，并通过行动研究法验证了设计方案的教
学效果。

四、分析及反思

华东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教学设计类的论文逐年上升，这些论文从选题、研究思路和研

究内容等方面具有很多共同的优点。

首先，具有创新性，体现出了不同于传统的新的研究视角。论文的研究领域涉及到汉语教学的

各个方面，不少是过去研究较少的领域，比如对海外中小学汉语教学的研究在论文中占了近３０％，
使论文的研究对象呈现出低龄化、多元化的特点，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法的研究也具有新的研究角

度，比如尝试将歌曲、游戏、影视作品引入到汉语课堂中，尝试运用新的理论和教学方法解决课堂教

学问题，使论文具有创新性，比如《基于学生反馈的话题式课堂活动设计———以澳大利亚的一所小

学为例》、《暗示教学法指导下的美国普通公立小学教学设计》。

其次，形成了有别于学术型硕士学位论文的新的研究范式。这些论文不少来自于汉语国际教

育硕士学习期间海内外的教学实习、实践，论文的撰写一般是在发现教学问题的基础上通过设计和

实施教学方案而形成的，比如《新西兰ＰＩＧＥＯ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小学混合班级汉语教学设计》是作者在
新西兰实习期间针对当地小学不同层次的学生混班上汉语课的问题撰写的教学设计论文。这些论

文按照发现问题－尝试解决－结果分析的思路进行研究，体现出了在新的研究范式下对汉语教学模
式、教学方法的积极探索。

第三，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论文选题来源于教学实践，分析材料取自于课堂观察，研究结论也

力图应用于汉语课堂，这些特点使论文具有鲜明的应用性。

我们在进行论文分析时也发现，虽然目前教学设计类论文数量在不断增加，但是获得优秀等级

的论文却比较少。华东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三年的学位论文中，共有１６
篇论文在评阅和答辩中获得优秀，其中，教学设计类论文获得优秀的只有２篇，占优秀论文总数的
１２％。

可见，目前的教学设计类论文虽然在应用性研究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是质量仍有待进一步

提高。我们发现教学设计类论文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比较普遍的问题是对教学方案的分析和评

估比较欠缺，论文缺少理论的提升。不少论文虽然提出了详细的设计方案，但是对课堂实施过程的

观察和分析却一带而过，对实施效果的评估也比较浅显、粗略。比如《语段视角下的国际学校汉语

课教学设计》一文对国际学校的汉语课进行了设计，论文共四章，分别为：研究背景、设计依据、教

学设计、评估和反思，其中设计方案的描述是论文的主体，在第三章论文详细地展示了设计的方案，

但是第四章对方案实施过程的分析却很笼统，对教学效果的评估和反思也只停留于授课教师自己

对教学方案的思考，没有有关学生反馈的实证性研究。这样的设计就会使论文仅停留于对方案的

描述和介绍，缺少分析，会降低设计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五、结　语

提倡汉语国际教育硕士撰写教学设计类论文、加强教学应用研究是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的需

要，为了提高教学设计类论文的撰写质量，进一步加强应用性和科学性，我们建议：

·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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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提倡“问题解决式的教学设计”。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培养应以提高在实际教学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目

标，在“问题导向”的培养模式下，在其学位论文写作中也应大力提倡“问题解决式的教学设计”。

问题教学式的教学设计以目标导向教学理论为基础，设计中着力于解决三个问题“我要去哪

里”、“我如何去那里？”、“我怎么知道我已经到了那里”（Ｒ．Ｍａｇｅｒ，１９６８）。在进行教学设计时首先
要发现问题、明确要达到的教学目标，分析教学环境、教学对象的特点，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分析

教学任务，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然后实施设计，评价教学效果（梁平，２０００）。
海内外汉语教学在迅速发展，在教学对象、教学方法上都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就对教材、

教师、教法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在汉语教学实践、实习过程中会遇到不少新问题

和新挑战，提倡问题解决式教学设计可以使学生为解决问题而进行教学研究和论文撰写，使教学设

计的目标更加明确，方案的设计更具针对性，论文将更科学、更实用性，有助于强化汉语国际教育硕

士的问题意识，提高其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二，加强对教学效果的评估和分析，提高教育反思能力。

如前所述，目前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教学设计类论文多以设计方案为主体，分析性不强，教学

评估比较粗略，应引导学生在论文写作中加强对教学任务的分析、对教学过程的记录和对教学效果

的评估，特别是教学效果的评估应该是教学设计类论文不可缺少的部分，这样才能变介绍和描述为

主体的论文为分析和论证为主体的论文。同时，通过教学效果的评估提高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教

育反思能力。

第三，在突出应用性的同时，注意理论的提升。

目前，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教学设计类学位论文实践性很强，是突出的优点，但是在注重应用

性的同时，并不是要摒弃理论性，“汉语国际教育的实践必须在理论的指导下展开，而以汉语国际

教育实践作为主题的论文，最终也必须将实践的内容上升到理论的层面进行分析和归纳”（叶军，

２０１１），论文应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依据理论进行设计，同时，也通过实施设计，完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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