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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近些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智时代已经悄然来临，为高校国际中文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机遇。在汉

字教学领域，数智技术的应用不仅丰富了教学手段，还极大地提升了教学效果，也能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帮

助，以此提升他们的学习效率和积极性。同时，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和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国际中文教育汉字教学将

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对此，本文首先阐述数智时代高校国际中文教育汉字教学的创新意义，接着提出行之有效

的创新路径，以期为相关教育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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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has quietly arrived, bringing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for transformation to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has not only enriched teaching methods but also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It can also provide personalized guidance and assistance to students, thereby 

enhancing their learning efficiency and enthusiasm. Meanwhile,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and the expansion of application scenarios,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will usher in a broader development prospect.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first 

expounds on the innovative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and then proposes effective 

innovative paths,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som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education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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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智时代作为信息技术与教育领域深度融合的产物，正逐步改变着传统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模式。特别是在高校国际中文教育领域，

数智技术的应用为汉字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发展。时，数智技术还能够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兴趣偏好，为

他们量身定制个性化的学习计划，从而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和积极性 [1]。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充分利用数智技术的优势，探索出适合高

校国际学生的汉字教学路径，成为了当前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课题，而且也对推动国际中文教育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一、数智时代高校国际中文教育汉字教学的创新意义

（一）有利于构建内容强大的汉语字词库

在数智化时代背景下，高校利用数智化技术可以搭建内容强

大的汉语字词库，该数据库拥有成千上万的字词表、教材等资

源。通常情况下，学生能够在汉语字词库中匹配到对应的教材、

学习资源等，即便无法及时找到相关内容，也可以点击“创建”

这一功能选项，自主创建所要的学习内容，或在搜索框中输入关

键词、关键信息搜索相关内容，并点击“收藏”选项，便于自己

后续反复学习这些内容，这也说明数智化技术能够充分满足国际

中文教育汉字教学需求。另外，教材本土化、国别化进程不断加

快，数智化技术能够动态化调整汉语字词库，也能将全新内容与

知识点融入字词库，并且会配备专业人员进行审核，以确保字词

库内容正确无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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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利于获得良好的多模态学习体验

在国际中文教育汉字教学中，数智化技术能给学生们带来与

众不同的学习体验。学生们利用 app学习汉字，不仅可以自己选

择学习主题，也能根据语音和指导书写汉字。如果出现学生不确

定的，可以点击按钮“展示”，这时会出现例子加深学生理解，

也能使汉字学习、书写变得更加趣味。一旦学生的笔画顺序或者

结构出现错误，app软件会立即识别问题进行反馈，以帮助学生

正确地书写汉字。学生们完成以后，它让学生选择词汇的声调，

以此帮助他们检查发音，还可以通过“扬声器”读给学生们听。

这种方法能够充分利用学生的视、听等多种器官，为学生提供了

优秀的多模态学习环境，使汉字的学习变得更有趣，促进人机交

互，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他们对汉字的学习与内化

效率 [4]。

（三）有利于构建全方位的学习记录体系

数智化时代下。碎片化学习成为一种主流的现代学习方式，

但过多的“碎片”“杂乱”的学习内容，可能导致各种知识失去

内部关系，把它们分散开来，导致知识点之间缺乏逻辑性，通过

“收藏”选择功能，学生可以收藏那些自己容易漏掉、错写、记不

牢的内容 [5]。APP软件根据所学内容自动生成汉字写法、解释、

拼写和声调等内容，并根据汉字笔画顺序、发音对错等情况，在

适当的时候提醒学生学习那些重难点汉字，让他们及时复习。此

外，数智化技术记录学生的学习时长、正确率，确保学生实时了

解自己在各阶段的学习情况 [6]。

二、数智时代高校国际中文教育汉字教学的创新路径

（一）巧妙利用汉字学习软件

近些年，随着科技的进步，数智化技术为国际中文教育汉字

教学带来全新的可能性，而且通过使用汉字学习软件能够辅助汉

字教学开展，如，教授汉字怎么规范书写的视频教程等。尽管信

息技术的普及，学生并不一定要按照汉字的书写规范书写汉字，

手写汉字一时之间不会消失，因此保持良好的书写习惯以及标

准是重要的 [7]。大部分学生进入大学之后，他们书写习惯已经成

型，所以修正书写错误的书写习惯，并重新学习新词汇书写方法

也成为教师重点解决的问题。在教学实践中，除了在黑板上示范

书写外，教师也可以利用“百度教育汉语”“Pleco”等汉字学习

软件，逐个写出字形，使学生从一开始便能学会规范书写汉字。

教师在百度 app中点击汉字“扇”，然后利用触屏手写功能输入

汉字，之后按右下角“百度教育汉语”的按钮，屏幕会显示该字

形的动画以及该字形的笔画数量，同样在“Pleco”APP也能找到

汉字的书写笔顺讲解视频。总之，汉字学习软件类型比较多，能

根据不同学生的习惯和需要，充分发挥出 APP的最佳功能，从而

持续提高国际中文教育汉字教学质量 [8]。

（二）巧妙利用数智化平台

利用数智化平台中的多媒体资源，如、哔哩哔哩平台中的

《汉字里的中国人》《字从遇见你》《万献初汉字解密》《说文解

字》等多媒体资源，或者是公众号平台中的“汉字文明”“汉府中

文”“博物汉字”等文章 [9]。比如，在授课过程中，当教师要讲解

“见”时，利用清华大学“甲骨有表情”推出的甲骨文字形，可以

让学生形象化地解读中领略“见”的词义，在甲骨文中见像一个

人盘腿坐在地上，头上有一个大大的眼球；借助“博物汉字”出

品的《我用甲骨文还原3000年前的祭祀现场》的视频中“咚咚

咚”的敲鼓声讲解“鼓”字；讲授“鼎”，教师可以播放“字从

遇见你”中介绍该字的视频片段，能将“鼎”字形的文字图解清

晰展示给学生；在讲到“葬”这个字时，可在熟悉了“茻、死”

的基础上，通过平台上的墓葬图像进行字义的讲解；在讲“虎、

兔”这些生肖字时，可通过点击平台“生肖剪纸”视频，提高学

生对这些字的认知效果 [10]。此外，可充分利用各地语言博物馆、

文字博物馆中的数字展示，如观看“弓、矛”这项数字展示，有

助于习字者学会汉字的书写。总之，互联网提供的丰富多彩的

汉字学习资源能助力学生高效学习汉字，不断提升教学质量与

效率。

（三）构建有效的反馈机制

在技术方面，数智化技术的飞速进步为制作汉字微课和反向

课堂模式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通过技术进步和记录工具，教师现

在可以借助简单的设备 (如录像机或麦克风等 )进行教学记录，

而视频编辑软件和在线平台为制作和发布汉字微课提供更多的方

便。技术的多样性，让教师可以避免使用专业的技术，即可制作

优质汉字微课并发布分享 [11]。另外，从内容层面来看，针对学

生的需要，用形象生动的形式展示汉字文化，设置适当的学习互

动，如练习题、测试题、汉字游戏等，以此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学

习动力，观察学生对待汉字微课、课堂表现和考试评价了解其学

习效果，通过学习网络平台上传微课同时获得学生的教学评价，

了解学生在反向课堂上的学习情况，并根据教学反馈信息对教学

进行调整。此种即时反馈方式有利于提升教学质量，使得汉字微

课以及微课在反向课堂中的应用符合学生的需要 [12]。此外：微课

的设计是为使学生能够事前对汉字的基础知识（如形状或变化、

字体演变等）具备大致的认识，利用各种形式（如图像、动画

等），能够更方便地向低年级的学生传达知识。值得注意的是，

在微课制作中尽量以学生母语或者其他媒介语进行解释，不必全

部在目标语中进行。

（四）加强配套资源建设

教师是数智化人才培养的关键。为此，高校应该将师资力量

作为切入点，激活高校内的优秀资源，并促进高校间的知识交换

和共享。具体如下：首先，应加大教学资源的投入力度，强化教

学的理论联系，由此实现以研促教，让科研成果反哺数智化国际

中文教育汉字教学，进而建设一支高水平、复合型和创造性的教

师队伍，这是高校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3]。在选聘过程中，提高

既具有汉字教学智能构建的基础，又有实际工作经历的新老师的

比重，这将有利于激活师资队伍的整体活力，并优化教师团队的

知识结构。另外，由于高校在数字化教育资源方面存在着较大的

欠缺，主要表现在教材、案例库、电子资料以及 MOOC等方面资

源不足。对此，高校教师应该主动与拥有建立和使用智能化平台

的经验的企业专家合作，来编制数字化的财会类教材，然后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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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教学大纲、教学案例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建立一个包括教学

课件和教学视频等在内的电子资源库，从而构建出一个可复制和

推广的线上线下复合式教学资源体系 [14]。

三、总结

总而言之，在数智化时代背景下，数智化技术与国际中文

教育实现深度融合，并对国际中文教育汉字教学提出更高的要

求 [15]。因此，高校可以从巧妙利用汉字学习软件、巧妙利用数

智化平台、构建有效的反馈机制以及加强配套资源建设等策略着

手。这样，不仅可以丰富教学手段，提升教学质量，还能更好地

适应学生的学习需求，推动国际中文教育汉字教学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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