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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沉浸式教学法的概念及背景

（一）沉浸式教学法的概念

沉浸式教学法又称浸入式教学法，是一种每周7天、每天 24 

小时使用目标语言的综合性语言学习计划。

（二）沉浸式教学法的背景

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政府为了解决当时国内英裔和法裔的民

族矛盾，制定了联邦双语政策，并在法语区推行一种全新的法语

学习模式，让学生“沉浸”在法语的语言环境中，这就是沉浸式

教学法的开端。[2]很快这种教学模式很快被推广到其他学科并得到

长足发展，被语言学家们认为是语言学习与学科内容学习相结合

的有效方法。

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加拿大的沉浸式教学法已经结出丰硕

成果，成为当今外语教学中颇有影响力的教学流派，为第二语言 

习得尤其是双语教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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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汉语热的兴起，一些国家针对12年级及以下的学生推出

了中文沉浸式教学项目，并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迅速发展。

（三）汉语沉浸式教学目标 

笔者了解到，在汉语深度教学过程中，汉语深度教学的目的

是让学生理解与个人和日常生活相关的基本语言材料，掌握教材

提供的基本句型，并能根据具体情境形成对话，实现轻松的语言

交际。此外，这种教学方法还旨在激发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和自

信心，增进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同时培养他们初步的跨文化

交际能力和国际视野。[4]

二、沉浸式教学分类

（一）早期完全沉浸式教学

早期语言浸入式教学分为三个阶段：单语阶段、双语阶段和

后巩固阶段。单语阶段通常包括幼儿园至二、三年级。在这一阶

引言

当前，汉语热持续升温，汉语推广在全球迅速蔓延。在此背景下，改进国际汉语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

题。唯有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方能确保汉语教学工作的顺利推进。[1]沉浸式教学法，起源于加拿大，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如

何将其恰当地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中，仍需进一步深入探讨。



教育研究 | EDUCATIONAL RESEARCH

046 | EDUCATIONAL THEORY AND RESEARCH

段，目标语言是唯一的教学语言，尽管学生可以使用其他语言与

同学和教师交流，但教师必须用目标语言流利地教授所有科目。[5]

双语阶段通常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学。在双语阶

段，目标语言和母语的教学时间各占 50%。巩固阶段包括从中学

到高中的阶段。

（二）中期沉浸式

中期语言浸入式教学是指从小学四年级和五年级开始将目标

语言作为主要语言。到四年级时，学校每天提供约 40 分钟的语言

课。从四年级开始，总教学时间的一半是目标语言。在中长期沉

浸式教学中，学习母语通常比学习目标语言更重要。[6]

（三）晚期沉浸式

语言学习的延迟是指目标语言的强化和广泛使用被推迟到小

学甚至中学毕业。从幼儿园到小学毕业，学生每天只有一堂目标

语言课，学习目标语言的基础知识，但到了小学后期，学生每天

接触目标语言的时间大大增加，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花几个小时

学习母语以外的目标语言。

三、沉浸式教学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用的积极影响

沉浸式教学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不仅是对传统教学

模式的一种革新，更是对语言学习本质深刻理解的体现。它强调

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汉语环境构建，为学生创造出一个既真实

又富有挑战性的学习空间，从而有效促进汉语语言能力与文化素

养的同步提升。

（一）沉浸学习体现语言习得优势

沉浸式教学法在国际中文教学中的显著优势体现在其高效性

与速成性上。长期置身于这样的语言环境中，学生得以持续接受

汉语的直接刺激与熏陶，相较于传统第二外语学习模式，其语言

习得的速度与质量均展现出显著优势。[7]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语言

技能的快速提升上，更在于学生能够更加灵活地运用汉语进行交

际，同时自然而然地吸收并内化中国文化意识，从而在跨文化交

流中展现出更强的适应性与交际效能。[8]

（二）学习效果优于普通语言教学

沉浸式双语教学模式能够赋予学生一种前所未有的身临其境

之感，仿佛置身于目标语言的母语环境中，自然而然地融入并沉

浸于这一语言环境之中。这一现象在多个情境中得到了普遍验

证，例如儿童语言学习能力往往优于成年人，这间接而有力地证

明了沉浸式教学法在促进语言习得方面的独特优势与成效。

从学术视角审视，沉浸式双语教学作为一种高效的语言学习

策略，虽非尽善尽美，但其相较于传统语言教学方法所展现出的

优越性是不容忽视的。[9]它不仅加速了语言技能的习得进程，还深

刻影响了学习者的语言感知与运用能力，使之在更接近自然语言

环境的条件下进行学习，从而实现了语言能力与文化理解的双重

提升。

（三）提升学生对第二语言文化的认同感

具体而言，沉浸式教学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实践，首要体

现在对全汉语教学环境的精心营造上。这要求教学环境不仅限于

课堂之内，而是渗透到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如通过布置富含中国

元素的主题墙、悬挂中文挂图、采用中文书写的规章制度、通知

及信件，乃至播放中文歌曲与音乐，全方位地营造出一种充满

“中国味道”与“中国特色”的学习氛围。[10]此举旨在使学生在日

常生活的点滴中自然而然地融入汉语世界，促进语言感知与理解

的深度发展。

四、沉浸式教学特点 

（一）模拟中文语言环境

沉浸式中文教学策略在笔者所在学校的实施，深刻体现了全

中文教学环境的全方位构建，其核心在于从幼儿教育的源头出

发，为学生搭建起一个无缝隙、全浸润的汉语语言与文化体验平

台。此教学模式的精髓，在于创造了一个纯粹的中文交流生态，

确保学生在听、说、读、写及日常应用的所有环节中，均处于汉

语的直接影响之下，实现了100%的中文环境覆盖。

就笔者所在华文学校为例，为营造浓厚沉浸式学习中文氛

围，学校在设计环境布局时展现出了高度的创意与细致入微的考

量。从校园入口处的中文欢迎墙开始，至每一间教室门口精心设

计的文化主题墙，再到教室内部的每一个角落，均被精心装点，

充满了浓厚的中华文化气息。教室的墙壁上，装饰有四季更迭、

天气变化及月份更替的中文图解，这些直观生动的图像与文字相

结合，有效促进了学生对中文词汇及概念的理解与记忆。[11]

此外，学校还巧妙地将中文元素融入到更为广泛的校园空间

之中，如走廊悬挂的世界地图被特别标注上中文地名，使学生在

日常行走间也能不自觉地接触并学习中文地理知识。而班级与学

校的规章制度、各类通知，乃至每日清晨教师致词，均统一采用

中文书写，这一举措不仅强化了学生的中文阅读能力，也进一步

加深了他们对中文书面表达方式的熟悉度与掌握度。[12]

笔者所在学校通过一系列别出心裁、细致入微的环境布置与

教学活动安排，成功营造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沉浸式中文学

习环境。[13]这一教学环境的构建，不仅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中文

语言输入与输出机会，更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了他们对中文文化的

认同与理解，为培养具有深厚中文素养及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国际

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摒弃传统讲授模式，全面融入游戏化教学策略 

众所周知，中文学习因其语法的复杂性、汉字的书写难度以

及发音的微妙性而著称，这些挑战往往被视为学习过程中的显著

障碍。然而，在沉浸式中文教学项目中，这些“难度”因素似乎

得到了显著的缓解乃至淡化，这主要归功于教师团队精心设计

的、高度契合小学生心理发展特点的教学策略。

在此教学模式下，教师摒弃传统的机械式知识灌输方式，转

而采用一种更为生动、互动的教学方法。具体而言，教学活动而

非单一的讲解成为课堂的主导，通过精心设计的教学游戏贯穿整

个教学流程，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使学习过程充满了

乐趣与参与感。这些活动不仅内容丰富多样，而且教学场所也会

根据活动需要灵活变换，有效维持了学生的兴奋状态与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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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14]

通过这样的教学安排，原本可能显得困难且复杂的中文学习

任务被巧妙地转化为一系列有趣且富有成效的语言实践活动，极

大地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动力与积极性。这种教学设计深刻体现了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强调在“做中学”与“用中学”的

重要性，即让学生在实践操作中掌握知识，在真实语境中运用语

言，从而不仅掌握了语言技能，更培养了语言运用能力与跨文化

交流能力。

（三）中文课堂融入中华特色

课堂教学中具有一些“中国特色”，比如课堂管理模式，有

的老师采用了中国小学管理方式，老师会说：“我们看看哪个小

朋友做得好，老师会奖给他一朵小红花”“某某，你没有听老师说

话、没有举手，你不能回答问题。 

五、沉浸式教学法在国际中文教学中的应用

随着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彰显，2023年12月7

日，为期两日的世界中文大会在北京圆满闭幕，标志着“汉语

热”这一全球现象不仅持续升温，且呈现出更为广泛与深入的态

势。语言，作为国际交流不可或缺的桥梁，其重要性在全球化进

程中愈发凸显。近年来，汉语学习在全球范围内蔚然成风，汉语

水平考试（HSK）体系及其衍生的多样化考试形式，如专门针对

口语能力的汉语水平口语考试（HSKK）、面向中小学生的汉语考

试（YCT），以及针对商务需求的商务汉语水平考试（BCT）等

报名人数持续增长，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汉语学习需求的多元化与

精细化趋势。[15]国家语合中心（孔子学院总部 /国家汉办）作为推

动汉语国际教育的核心机构，持续选拔并派遣大量汉语教师志愿

者及公派教师赴海外任教，为各国学习者搭建起直接而高效的汉

语学习平台。在教学方法上，这些教育工作者积极探索并实践多

种教学法的融合应用，旨在最大化教学效果，满足不同学习者的

需求。他们巧妙地融合了听说法（强调语音与听力训练）、视听

法（利用视听材料增强学习体验）、交际法（注重实际语言运用

能力的培养）以及全身反应法（通过身体动作辅助语言理解）等

多种教学理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旨在构建一个更加生动、

高效且全面的汉语学习环境。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促进了汉语的国

际传播，加深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与认知，也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的语言基础和文化支撑。

汉语教学需要焕发新的生机，尤其是在小学阶段，汉语教学

已经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果。通过创建中文课堂和中文交流环

境，汉语教学得到了深化。小学生更乐于在中文课堂上学习中

文，然后在课下与老师和同学用中文交流，这样可以增强他们的

语言能力，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自然而然地学习中文，这一点在

很多国际学校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总之，在国际汉语教学中运用沉浸式学习法是一种大胆而新

颖的尝试。在实施沉浸式学习法的过程中，国际汉语教师应认清

沉浸式学习法的本质，详细分析国际汉语教学内容，充分发挥沉

浸式学习法的优势，为国际汉语教学创造条件，切实提高教学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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