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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主要从学习者为评价者的角度，对国际汉语教材评价标准的维度和具体指标进行

了量化统计分析，建构了学习者为评价者的５维度、３５项具体指标的评价标准。同时本文通过教师

与学习者调查结果的对比分析，验证了两种视角的教材观念差异，从中获得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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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教材评价研究是教材研究的重要方面。在国际汉语教材研究中，赵金铭（１９９８）建构了首个对
外汉语教材评估表，开辟了国际汉语教材评价研究新领域。董明、桂弘（２００５）、赵新、李英（２００６）、
李泉（２０１２）也分别论述了教材评估的必要性及好教材的标准。黄金城（２０１１）介绍了加拿大阿尔
伯塔省中小学汉语教材评估表和程序。赵金铭（１９９８）介绍了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ｓ的教材评估设
计方法，许多硕士学位论文对国外英语教材评价研究进行了综述。徐弘、冯睿（２００７）提出了北美
地区汉语教材选用标准。姜安（２００７）等建构了汉字教材评估指标体系。

以上研究为国际汉语教材评价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教材评价研究的成果多以教材研究者、

教学工作者的视角为主。学习者对教材的认识和态度往往被忽略或者通过教师间接获知，以学习

者为教材评价者的研究也十分有限，专门为学习者设计的教材评价标准并不多见，目前相关研究有

林敏（２００６）提出并建立的以学习者为评估 表 弘、
表（ ２０１２ ）对倡十中地学学对汉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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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步骤及研究工具

１．首先，本文对国内外教材评价量表中的指标项进行了收集整理（ＰａｔｒｉｃｉａＢｙｒｄ＆Ｍａｒｉａｎｎｅ
Ｃｅｌｃｅ－Ｍｕｒｃｉａ，２００１；ＲａｎｉＲｕｂｄｙ，２００３；ＤａｖｉｄＲ．Ａ．Ｌｉｔｚ，２００５；美国２１世纪外语学习标准教材评价量
表，２００８；加拿大阿尔伯塔省中小学汉语教材评价量表，２０１１；赵金铭，１９９８；林敏，２００６；徐弘、冯睿，
２００７）。经过筛查归纳，形成了一个９７项具体指标的表格。

２．通过六人专家组的焦点团体访谈，对９７项具体指标进行合并、拆分、删减、增添、修改、完善。
然后根据被调查人的语言特点改写了问卷部分问题，从而拟定了 “国际汉语教材评价学习者调查

表（含５３项具体指标）”。该表共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被试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以１２个模块的５３
项封闭式问题组成（可视为１２个一级指标、５３个二级指标），答案采用５度量表的形式；第三部分
有１道开放式问题，让被试对第二部分的作答进行补充或进一步阐述。为保证调查表的信度和效
度，在正式发放问卷前，在部分学习者中征求意见并进行了前测，最终形成问卷。

３．本文用同样的方法研制了教师问卷，调查了８０位汉语教师，其结果用于与学习者问卷结果
进行对比。

（二）研究问题

１．调查被试对一级评价指标项的态度，确定评价标准的维度。
２．调查被试在二级评价指标项上的重要性排序，以此作为判断和筛选教材评价标准的依据。
３．调查学习者组和教师组对教材的认识和态度是否存在差异？有何差异？论证为不同群体编

制教材评价标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三）研究对象

调查对象为中央民族大学在校外国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他们都是汉语教材的使用者。本研究

发放问卷４８份，回收问卷４８份，有效问卷４８份。

三、数据分析

本文采用ＳＰＳＳ１５．０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首先，我们对学习者问卷进行了内部一致性检
验，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ａｌｐｈａ数值为０．９５３，５３项问题之间起伏不大，内在一致性较好，统计数据的信度较大。

（一）评价标准维度检验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１２个一级指标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ＫＭＯ值等于０．８４９，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
形度检验近似卡方分布为３７７．５９５，自由度为６６，显著性概率值ｐ＝０．０００＜０．０５，达到显著水平，表示
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通过旋转后的成分矩阵表和碎石图中提取因子数目，结果显示，三个因子

具有显著差异。“适配性、整体结构”属于一个因子，侧重教材宏观设计，“语言材料、语言知识与技

能、文化、活动、主题与内容”属于一个因子，侧重教材内容，“情感、策略、版式设计、配套资源、实际

考虑”属于另一个因子，侧重教材形式。提取因子可以为在一级指标之上确定维度提供了参考。

（二）一级评价指标检验

从表１显示的结果来看，一级指标的平均值最高为 ３．１８０６（主题与内容），最低为 ２．８８３９（活
动），相对于总分值４而言，平均值偏中上，说明被试都比较认可问卷中的评价指标。各项一级指
标平均值排序由高到低依次为：主题与内容、实际考虑、配套资源、文化、语言材料、整体结构、语言

知识与技能、情感、策略、适配性、版式设计和活动。这说明学习者更关心教材主题是否感兴趣、与

·７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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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身利益相关的价格和资源配套等问题。

表１　一级指标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序号 一级指标 平均值 标准差

１ 适配性 ２．９７９２ ．４９０４６

２ 整体结构 ３．０６２５ ．５５２９０

３ 主题与内容 ３．１８０６ ．５７９２２

４ 语言材料 ３．０９１７ ．５２９８９

５ 语言知识与技能 ３．０３７０ ．４９４４３

６ 活动 ２．８８３９ ．６３７２８

７ 文化 ３．１０９４ ．７０５０５

８ 情感 ３．０３４７ ．７９６６８

９ 策略 ２．９９４８ ．６６５４３

１０ 版式设计 ２．９６３５ ．７４９０９

１１ 配套资源 ３．１１１１ ．７４１６５

１２ 实际考虑 ３．１２５０ ．９１３８４

（三）二级评价指标的筛选

根据平均值将５３项指标排序，表２中列出排在前２０位的指标，这些指标集中在语言知识与技
能（Ｑ１９、Ｑ２０、Ｑ２１、Ｑ２５）、文化（Ｑ６、Ｑ３５、Ｑ３６、Ｑ３８）、语言材料（Ｑ１４、Ｑ１５、Ｑ１６）三方面。学习者特
别重视教材的难易梯度（Ｑ１２），对教材语言的趣味性（Ｑ１５）和规范性（Ｑ１６）也特别重视。

从表２还可以看出，学习者十分重视教材的易学性，这一点从 Ｑ１２、Ｑ２１、Ｑ１０、Ｑ６、Ｑ３９、Ｑ２５、
Ｑ９中都得到了体现；学习者还特别重视教材内容的实用性，例如Ｑ１９、Ｑ１４、Ｑ３５、Ｑ３６、Ｑ４３。

表２　二级指标平均值前２０位

序号 题号 二级指标 平均值 标准差

１ Ｑ１２ 主题和内容从易到难，循序渐进，符合学习规律。 ３．３５４２ ０．６６８１１

２ Ｑ１５ 教材语言生动、有趣。 ３．３５４２ ０．６６８１１

３ Ｑ１６ 教材语言规范。 ３．３５４２ ０．６３５４６

４ Ｑ２１ 教材每课新知识的数量适中。 ３．２９１７ ０．６５０９７

５ Ｑ１９
教材既包括语言知识（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的学习，又包括

语言技能（听、说、读、写）的实际运用。
３．２５ ０．７８５５１

６ Ｑ１４ 教材语言真实、地道、自然。 ３．２０８３ ０．７９７８３

７ Ｑ１０ 教材各课内部结构很清楚，易于学习。 ３．１８７５ ０．７６２３１

８ Ｑ３８ 文化内容与所学的语言内容是有联系的。 ３．１４８９ ０．７７９６

９ Ｑ３５ 教材提供了广泛、真实、准确的文化知识。 ３．１４５８ ０．７７１５６

１０ Ｑ３６
教材提供了实用的交际文化，能让我在和中国人的交流中更加

得体、恰当。
３．１４５８ ０．９８９０８

１１ Ｑ５２ 配套材料与教材之间是有联系的。 ３．１４５８ ０．８９８９３

·８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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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号 二级指标 平均值 标准差

１２ Ｑ６ 在文化方面，教材中没有令我反感的内容。 ３．１２５ ０．７６１４４

１３ Ｑ２０ 听、说、读、写四项语言技能训练比重合理。 ３．１２５ ０．７６１４４

１４ Ｑ３９ 教材让我更加喜欢学习汉语。 ３．１２５ ０．９１３８４

１５ Ｑ５１ 教材配有多媒体材料，如视频、多媒体学习课件、配套网站等。 ３．１２５ ０．８６６０３

１６ Ｑ５３ 教材价格合理。 ３．１２５ ０．９１３８４

１７ Ｑ１３ 教材内容积极向上。 ３．１０４２ ０．６９１５８

１８ Ｑ２５ 注释等内容的翻译准确，我可以看明白。 ３．１０４２ ０．７５０５９

１９ Ｑ４３ 教材教给我用汉语进行交际的策略和技巧。 ３．１０４２ ０．８５６５

２０ Ｑ９ 教材各册、各级别之间衔接顺畅，难度上升合理。 ３．０８３３ ０．６４６８７

表３列出排在后１０位的指标，从中可以看出，学习者对教材内部深层的教学设计并不关注，在
学习教材的过程中，他们一般只能感受到教材传递出的比较表层、比较直接的信息，他们更注重

“好不好学、学完有没有用”这些实际利益和学习效果，并不熟悉也不关心教材是如何设计出来的，

教材背后的教学理论是什么，教材设定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教材重视什么内容等等，Ｑ３２、Ｑ２３、Ｑ４４、
Ｑ２７、Ｑ２６、Ｑ３３、Ｑ１８这些与教学理论、教材编写理念相关的标准，在学习者看来都是不重要的。

表３　二级指标平均值后１０位

序号 题号 二级指标 平均值 标准差

１ Ｑ８ 教材能够清楚地告诉我，学完后我的汉语水平能达到什么程度。 ２．９１６７ ０．８７１１３

２ Ｑ３２ 活动为我提供了很多使用汉语进行交流的机会。 ２．９１６７ ０．８４６３５

３ Ｑ４６ 版式设计清晰，便于学习。 ２．９１６７ ０．８９５２２

４ Ｑ２３ 教材有助于我发现语法规则，而不是简单呈现规则及其用法。 ２．８９５８ ０．８０５２９

５ Ｑ４４ 教材有助于调动我的多元智能（如视觉、音乐、运动等）。 ２．８５４２ ０．９２２２９

６ Ｑ２７ 教材重视汉字教学。 ２．８５０２７ ０．８５０２７

７ Ｑ２６ 教材重视语音教学。 ２．８１２５ ０．７８９７３

８ Ｑ２８ 活动的数量合适，不是太多或太少。 ２．７７０８ ０．７７８４２

９ Ｑ３３ 活动与活动之间是有联系的。 ２．６６６７ １．０５８５７

１０ Ｑ１８ 教材涉及了汉语和我的母语之间的语言比较。 ２．５ １．１１０８７

（四）确定评价指标

通过对５３项二级指标得分求和进行高低排序，并把得分最高的约１／３指标看作高分组，把得
分最低的约１／３指标视为低分组，然后用独立样本Ｔ检验的分析方法比较高分组和低分组的差异，
Ｌｅｖｉｎｅ检验的显著性概率（Ｓｉｇ．）为０．６７６，大于０．０５，两组的方差是相等的，双尾 Ｔ检验的显著性概
率Ｓｉｇ．（２－ｔａｉｌｅｄ）为１００％，即０．０００，９５％置信区间不含０，表明两组在变量上有显著性差异。最后
通过筛除低分组，最终形成“国际汉语教材学习者选用评价表”，共３５项评价指标（详见附表）。

前文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了教材宏观设计、内容和形式三个主要因子。进一步分析，“宏

观设计”中，“教材适配性”是针对教材外部环境和使用者的，“整体设计”是针对教材内部自身的，

·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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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可区分为两个维度。第三个因子“形式”中，“情感与策略”侧重教材对学习者的心理感受，“教

材形式”侧重教材形式设计，两者也可区分为两个维度，最终构成“教材适配性、整体设计、教学内

容、情感与策略、教材形式”五个维度，其中教学内容包括“主题与内容、语言材料、语言知识与技

能、活动、文化”五个模块。

（五）“学习者组”和“教师组”组别差异检验

教师问卷和学习者问卷设有１２项相同的一级指标，教师问卷另有４项一级指标不包含在学习
者问卷中，分别是教材与教学情境、教材与教学大纲、教材与教师、教学法，这四项一级指标以及下

设的二级指标不在组别差异检验范围内。首先按一级指标平均值高低排序，观察两组总体认识上

的异同。表４中可见，两组相同点为：①均看重“整体结构、语言材料、文化；②均不看重“版式设
计、适配性”。两组差异点为：①教师组侧重“活动、情感、知识与技能”；②学习者组侧重“主题与内
容、实际考虑、配套资源”。

表４　教师组和学习者组一级指标对比表

教师组 学习者组

序号 一级指标 平均值 标准差 一级指标 平均值 标准差

１ 整体结构 ３．２９４６ ．６１０１１ 主题与内容 ３．１８０６ ．５７９２２

２ 活动 ３．２６０７ ．６００４１ 实际考虑 ３．１２５０ ．９１３８４

３ 情感 ３．２２６２ ．６８４２７ 配套资源 ３．１１１１ ．７４１６５

４ 语言材料 ３．２１０１ ．５１１９５ 文化 ３．１０９４ ．７０５０５

５ 语言知识与技能 ３．２０９５ ．５６７７３ 语言材料 ３．０９１７ ．５２９８９

６ 文化 ３．１７６６ ．５７２３１ 整体结构 ３．０６２５ ．５５２９０

７ 资源配套 ３．１７０６ ．７７３５５ 语言知识与技能 ３．０３７０ ．４９４４３

８ 主题与内容 ３．１４２９ ．６５６６２ 情感 ３．０３４７ ．７９６６８

９ 版式设计 ３．１３９９ ．６２３７７ 策略 ２．９９４８ ．６６５４３

１０ 实际考虑 ３．０７１４ ．７２４５４ 适配性（教材与学习者） ２．９７９２ ．４９０４６

１１ 教材与学习者 ３．０６３５ ．６２４６３ 版式设计 ２．９６３５ ．７４９０９

１２ 策略 ３．０３８７ ．６７９４０ 活动 ２．８８３９ ．６３７２８

表５列出两组二级指标前１０位排序，可以进一步考查两组异同，两组共同看重“教材语言规
范”、“教材语言真实、地道、自然”、“教材语言生动、有趣”和“主题和内容的编排由易到难，循序渐

进，符合教学规律”。在这４方面，两组看法基本一致。两组分歧在于：①关于语言知识，学习者组
强调“知识全面、新知识量适中”（ｑ１９、ｑ２１），而教师组注重“知识编排、复现的方式”（Ｑ４１）；②关于
教材整体结构，学习者组看重较为微观的“各课内部结构”（ｑ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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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组 学习者组

序号 题号 二级指标 题号 二级指标

２ Ｑ２９
主题和内容的编排由易到难，循序渐

进，符合教学规律。
ｑ１５ 教材语言生动、有趣。

３ Ｑ３２ 教材语言真实、地道、自然。 ｑ１６ 教材语言规范。

４ Ｑ４１
教材采取螺旋上升的方式对语言知识

进行了合理复现。
ｑ２１ 教材每课新知识的数量适中。

５ Ｑ１５
教材适合学习者的年龄、认知水平、心

理水平。
ｑ１９

教材既包括语言知识（语音、词汇、语

法、汉字）的学习，又包括语言技能（听、

说、读、写）的实际运用。

６ Ｑ４８ 教材提供了综合运用语言技能的活动。 ｑ１４ 教材语言真实、地道、自然。

７ Ｑ２４
教材级别设置合理，级别之间衔接顺

畅。
ｑ１０ 教材各课内部结构很清楚，易于学习。

８ Ｑ６５
教材利于提高并维持学习者的学习动

机。
ｑ３８

文化内容与所学的语言内容是有联系

的。

９ Ｑ１６ 教材适合学习者的汉语水平。 ｑ３５
教材提供了广泛、真实、准确的文化知

识。

１０ Ｑ３３ 教材语言生动、有趣。 ｑ３６
教材提供了实用的交际文化，能让我在

和中国人的交流中更加得体、恰当。

四、结论与思考

（一）学习者为评价者的国际汉语教材评价标准得以确立

经论证，以学习者为评价者的教材评价表确定了５个维度３５项评价指标。学习者评价表比教
师评价表简洁，总体指标数量少。同时，我们对学习者评价表的指标项进行了改写，避免专业晦涩

的描述，语言更加浅显易懂，更加贴近学习者的语言风格。从以上两方面，力求增强学习者评价的

可操作性。

（二）学习者与教师对教材评价观念差异较大，两种视角应加以区分

在两组调查结果的比较中我们发现，学习者和教师的教材观念存在较大差异，主要体现为：

学习者对教材的观念是一种“素材观”，或“文本观”，他们着眼于教材提供了哪些语言素材和

文化材料，素材本身的质与量如何。这种观念使得学习者更加关注教材的以下方面：①表象特征，
例如知识量和每课的体例设计；②外观特征，例如配套资源；③个体特征，例如素材与“我”的关系。
虽然学习者是学习的主体，但遗憾的是，学习者很难评价教材的可学性和易学性，因为这些性质深

藏在教材内部，学习者难以从表象中获取结论。

教师对教材的观念是一种“组织观”或“教学观”，他们强调教材内容的组织与编排，注重可教

性。在这种观念下：①教师不仅关注教材包含哪些内容，更加强调内容的机理特征，编排是否合理、
科学，组织是否符合教学规律，例如活动设计，知识与技能的编排；②相对于学习者对教材外观特征
的重视，教师则更侧重教材的内质特征，例如教材对学习者情感态度的作用；③ 教师对教材的考虑

更加宏观，更具有普遍性，他们不仅考虑教材的教学特点，还会从学习者的角度，审视教材与学习者

的符合度和适配性。

·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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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材评价要综合考虑两种视角的观念

学习者与教师对教材评价观念的差异证明，学习者教材评价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角度。从学习

者视角编写、选用、评价、改编和调整教材，这与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原则相一致。

学习者与教师的教材观念差异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观念之间的差异客观存在，甚至有时

是相互矛盾的，但两种视角的观点都是构成教材评价客观事实的组成部分，某个群体单一视角的评

价难免偏颇。正因为如此，我们提倡教材评价应采取多元评价视角，综合多方评价观点，分析观点

差异背后的理据，客观公正地得出评价结论。

（四）以学习者为评价者的教材评价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本文对学习者的教材观念进行了调查，尝试建立学习者为评价者的教材评价标准。由于本文

的调查对象限于国内来华留学生，研究范围只涉及了国际汉语学习者中的一个群体。随着国际汉

语教学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教材所处的教学环境不断变化，教材新需求、新理念、新类型层出不

穷，这都为未来学习者视角下的国别教材评价、本土教材评价、不同类型教材评价、数字教材评价提

供了研究空间。从学习者类型来看，儿童、青少年、成人汉语学习者，以及初级、中级、高级汉语学习

者的教材评价可以进一步细分。同时，国际汉语教材的质性评价研究仍有待开拓，采用课堂观察、

教材使用日志等典型的质性研究方法，进行教材使用的过程评价是未来评价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附表：

国际汉语教材学习者选用评价表

使用说明：该表格可用于考查学习者对教材的态度。全表共３５项，学习者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在相应的数

字下面打“√”。

教材名称

国籍 　　已学汉语的时间

序号 指标

分值

非常差 不太好 一般 好 非常好

０ １ ２ ３ ４

一、教材适配性

１ 教材符合我的年龄和心理水平。

２ 教材符合我的汉语水平，难易适中。

３ 教材符合我的学习风格（学习习惯）。

４ 教材里有我需要的学习内容。

二、整体设计

５ 教材各册、各级别之间衔接顺畅，难度上升合理。

６ 教材各课内部结构很清楚，易于学习。

三、教学内容

（一）主题和内容

７ 大部分的主题和内容我都很喜欢。

８ 主题和内容从易到难，循序渐进，符合学习规律。

９ 教材内容很实用。

（二）语言材料

·２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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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

分值

非常差 不太好 一般 好 非常好

０ １ ２ ３ ４

１０ 教材语言真实、地道、自然。

１１ 教材语言生动、有趣。

１２ 教材语言规范。

１３ 教材语言风格多样，体裁多样。

（三）语言知识与技能

１４ 教材既包括语言知识（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的学习，又包括

语言技能（听、说、读、写）的实际运用。

１５ 教材每课新知识的数量适中。

１６ 语言知识（生词、语法等）在教材中反复出现，易于我记忆。

１７ 教材提供了注释和范例，可以帮助我理解。

１８ 注释等内容的翻译准确，我可以看明白。

（四）活动（包括练习、任务、游戏等）

１９ 活动与我所学的内容相关。

２０ 活动形式多种多样。

２１ 活动具有趣味性。

（五）文化

２２ 在文化方面，教材中没有令我反感的内容。

２３ 教材提供了广泛、真实、准确的文化知识。

２４ 教材提供了实用的交际文化，能让我在和中国人的交流中更加

得体、恰当。

２５ 文化内容与所学的语言内容是有联系的。

四、情感与策略

２６ 学习这本教材，让我更加喜欢学习汉语。

２７ 学习这本教材，让我更积极地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来。

２８ 学习这本教材，让我感到有收获。

２９ 教材教给我学习汉语的方法。

３０ 教材教给我用汉语进行交际的策略和技巧。

五、教材形式

３１ 拼音有助于我的学习。

３２ 教材配有必要的辅助材料，如练习册、汉字本等。

３３ 教材配有多媒体材料，如视频、多媒体学习课件、配套网站等。

３４ 配套材料与教材之间是有联系的。

３５ 教材价格合理。

总分：

·３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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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全表共３５项，满分１４０分，使用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教材评价结果进行分档。本文建议：得分≥１０５分，为适
用教材；１０５分＞得分≥７０分，为合格教材，需要您在使用中根据学习者的需求进行一定的调整和改编；得分＜７０
分，为不适用教材，建议您换用教材，或进行较大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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