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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Ancient Chinese course at 
Mae Fah Luang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using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interview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earners, mainly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learners’ learning goals,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satisfaction with teaching and teaching materials.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courses for third-year students 
majoring in BC and CLC in this university was 
investigated and studied.  The survey results show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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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main purpose and demand of learners in learning 
ancient Chinese is to learn modern Chinese better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modern Chinese. This is in line with 
the purpose of teaching ancient Chinese to foreigners 
today. 2) The ancient Chinese learning strategies chosen 
by the learners are mainly two strategies: ―classroom 
learning‖ and ―watching Chinese TV series, movies or 
TV programs‖.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ifficulty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lass itself, the lack of an after-
school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of 
contact with ancient Chinese corpus. 3) Most learners 
said that they like ancient Chinese courses and it is 
necessary to offer ancient Chinese courses, but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is not high. This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difficulty and practicability of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ancient Chinese courses, and the interestingness of the 
teaching methods,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learners’ own 
Chinese proficiency, learning interest and studying 
pressure. 4) In general, most learners hold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textbooks they use, but their 
satisfaction is not high enough. The teaching material 
needs to be further optimized in terms of the difficulty 
and practicality of the teaching content. These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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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have certain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ou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teaching in Thailand. 

 
Keywords: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ancient Chinese; 
learning goals; learning strategies; teaching and teaching 
materials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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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要要  

本文以皇太后大学为例，采用问卷调查与访谈的

方法，基于学习者的视角，主要从学习者的学习目

的、学习策略、对教学与教材满意度四个方面对该校

商务汉语专业与汉语言文化专业三年级学生的古代汉

语课的学习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结果显示：

1）学习者学习古代汉语的最主要的目的与需求是为

了更好地学习现代汉语，提高现代汉语水平。这符合

当今对外古代汉语教学之目的。2）学习者选择的古

代汉语学习策略主要是“课堂学习”与“看中国电视

剧、电影或电视节目”两种策略。这与古代汉语课本

身较难、缺少课后学习环境与接触古代汉语语料的环

境密切相关。3）多数学习者表示喜欢古代汉语课也

有必要开设古代汉语课，但是总体满意度并不高。这

                                                           
1林才均，男，硕士，皇太后大学汉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

向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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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与古代汉语课教学内容难度与实用性、教学方式的

趣味性有关，也与学习者自身的汉语水平、学习兴趣

与学业压力有关。4）总体上，多数学习者对所用教

材持肯定态度，但满意度还不够高。该教材在教学内

容的难易度与实用性方面都还需要进一步优化。这些

调查结果为我们进一步开展对泰古代汉语教学具有一

定的指导意义。 

 

关关键键词词：泰国大学生、古代汉语、学习目的、学习策

略、教学与教材满意度 

 

11..引引言言  

自上世纪 90 年代泰国政府对汉语教学采取开放

与支持的政策，并将汉语正式纳入泰国国民教育体

系，特别是 2003 年中泰合作汉语志愿者教师项目正

式启动以来，泰国汉语教育与传播出现前所未有的发

展势头。在泰国，汉语早已成为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

外语。在汉语教育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之下，泰国许

多高校相继开设了汉语专业，并把古代汉语课设置为

专业必修或选修课。古代汉语在对外汉语学科体系中

是一门语言工具课，经过多年的发展，其教学目的已

从 早 期 的 培 养 学 生 阅 读 中 国 古 书 的 能 力

（Wang,1999）转变成为更体现“对外”性质的以提

高学生的现代汉语能力为目的（Huang,2006;Yang & 

Peng,2020 等）。古代汉语课对留学生书面语乃至整

个汉语能力的发展至关重要（Zhu,2001; Han,2006
等），但由于古代汉语自身的特点等因素，古代汉语

教学现状并不乐观。古代汉语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难教

难学已成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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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对外古代汉语教学研究逐步引起了

学者们的重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前期既有学者

从理论与教学经验层面探讨古代汉语教学的相关问题

（Cui,2002;Zhu,2007 等），也有学者专门从教材的

角度探析对外古代汉语教材的相关问题（Zhu,2001; 
Su,2003 等）。这些研究多为从宏观层面展开的理论

性的定性研究。近年来，学者们开始主要从课程或教

学 设 计 （ Yang,2012;Yu,2014;Yang & Liu,2021

等）、教学内容（ Yang,2020;Yang & Ruan,2014

等）、教材对比与发展综述（Zhao,2019;Yang & 

Peng,2020 等）、教学现状（ Wang,2018;Yang.et 

al,2020 等）等多个微观层面针对对外古代汉语教学

展开了探索或总结性的研究。总体来看，对外古代汉

语课的教学研究虽然起步晚，但研究范围越来越广、

研究程度也越发深入细致，尤其是在对外古代汉语教

学 与 教 材 方 面 的 研 究 成 果 突 出 （ Yang & 

Peng,2020）。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大多研究是基于

研究者或教师视角的定性分析与经验总结，基于学习

者视角或教材语料库的定量式量化研究还不多。同

时，我们还注意到，专门针对汉语二语学习者的国别

化古代汉语教学研究依然薄弱，对各国古代汉语教学

现状的量化研究更是有限。既然如此，那么基于学习

者视角的泰国高校古代汉语教学现状如何？存在哪些

问题值得教学主导者去关注与改善？本文的撰写正是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拟以皇太后大学古代汉语课为

例，基于学习者视角，以量化的方式探讨泰国高校古

代汉语教学的现状，以期为今后进一步优化与发展泰

国高校古代汉语教学提供参考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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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相相关关文文献献回回顾顾  

22..11 对对外外古古代代汉汉语语教教学学、、教教材材及及现现状状的的研研究究  

自本世纪以来，对外古代汉语教学研究引起了学

者们的大量关注。主要的研究方向集中在对外古代汉

语教学与教材研究两个方面，国别化古代汉语教学现

状的量化研究也现端倪，但为数不多。主要文献之具

体回顾如下： 

在对外古代汉语教学研究方面，Zhu（2001）基

于教学实践从理论层面针对对外古代汉语教学方法提

出了以字带词、点面结合、讲读结合、适当再现四个

要点。Cui（2002）讨论了留学生古代汉语课的教学

目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并论述了对留学生古代

汉语教学目的、教学方法的看法。Huang（2006）认

为，对外古代汉语教学主要存在教学目的和要求过

高、教学内容庞杂的问题。所以应该适当降低难度、

对教学内容进行量化、教材的编写要立足于留学生的

语言背景和学习现代汉语的需要、在课堂教学中应实

施诵读法。Han（2006）指出，古代汉语是对外汉语

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门重要课程，也是对外汉语教学

中的难点。她认为，针对留学生的古代汉语教学要想

取得好的教学效果，必须讲究教学方法的多样性，注

意在古代与现代汉语的对比互动中提高学生的现代汉

语能力，同时注意介绍古代汉语中的文化知识，拓展

学生的视野。Zhu（2007）指出，古代汉语教学在语

言、审美与文化方面对现代汉语教学都具有积极意

义。他认为，应将提高现代汉语水平作为外国学习者

学习古代汉语的教学目标。在课堂教学中要坚持以学

生为主体，讨论与讲解并行的原则。在教学方法与策

略方面，应做到：根据教学对象选择难易适中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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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串讲与语言结构分析相结合、多举例句、少讲

术语；运用古今对比、中外比较的方法，加强学生对

汉语与汉文化的了解；以精讲引发讨论，以自学扩大

阅读。Yu（2014）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对外

汉语古代汉语教学课程设计进行了探讨，并以《晏子

使楚》为例探讨了古代汉语课程设计，且提供了一个

单元的案例，为对外汉语老师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Yang & Liu（2021）从教学理论、教学原则、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对古代汉语中的名篇《郑伯克段

于鄢》这一课文进行了设计。显而易见，学者们对外

古代汉语教学的研究逐步从教学理论的研究拓展到具

体教学设计的研究，由理论层面落实到了实践层面。

当然，目前学界在对外古代汉语教学实践方面的探索

尚处于起步阶段，但这无疑已成为该领域主要的研究

趋势与方向。 

在对外古代汉语教材研究方面，Zhu（2001）指

出，现行的几种对外古代汉语教材虽然对方方面面各

有考虑，且各有特色，但在适用性方面也还存在一定

的局限。他认为新的对外古代汉语教材应该突出浅易

性、实用性、趣味性、渐进式这四个原则。Zhu, Y.W

（2007）也有相同的主张。Su（2003）认为现行的古

汉语教材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充分考虑使用对象的

特殊性。在内容上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编选课文把

专业文化知识放在首位，忽视了现阶段的培养目标; 
以古今汉语的不同点为知识点，把古今汉语割裂开

了；课后练习偏重于理论知识的巩固，不利于语言交

际实践。最后文章提出了五点设想：选编课文把实用

性放在第一位；词语解释突出古今相同部分的桥梁作

用；语法知识以讲授相同部分为主；文字讲解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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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解义放在第一位；课后练习内容可以古今兼顾。

Yang & Peng（2020）对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出版的

17 部海内外留学生古代汉语教材及其研究情况，进

行了收集、整理和分析。文章指出，学生古代汉语教

材在教材数量、种类、内容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

就。但现行古代汉语教材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有

不少教材的编写目的与留学生的学习目的不一致；教

材难度总体上偏大，国内教材的难度比国外的难度

大；教材内容缺乏趣味性。可见，有关对外古代汉语

教材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细致与全面，从经验的总结、

少量教材的分析或对比逐步走向大数据的量化统计分

析，这无疑对于今后对外古代汉语教材的编写具有实

际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在国别化古代汉语教学现状量化研究方面，Wang

（2018）从学生的角度、以量化的方式，对美国 11

所高校 144 名古汉语课华裔与非华裔学生进行了问卷

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学生的语言背景、学习动机、学

习结果的自我评估、教材的内容与形式、教学语言、

教学法等。调查结果反映出美国古汉语课的学生组成

跟 20 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师生在一些

颇具争议性的问题上的看法有分歧也有一致。

Yang.et al（2020）主要以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

对昆明地区三所高校的 100 名东南亚与南亚留学生古

代汉语的教学现状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发现，高校

本科留学生古代汉语教学的总体情况比较好。学生对

教学方式、教学内容和教材等各方面的满意度和评价

均比较积极，对教材的反馈也较为良好。同时也存在

着不少问题，包括：教学目的与学习者的学习目的出

现偏离；对留学生古代汉语的教学目标存在着认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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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定位不准、要求过高；古代汉语教学中实现与现

代汉语学习的对接困难等。文章最后提出了进一步改

进当前留学生古代汉语教学方式方法、完善教材内

容、加强校际教学交流和合作的思考。很明显，学者

们对于对外古代汉语教学现状的研究之代表性成果虽

然不多，但已明显基于学习者视角展开较为细致的深

入调查研究，调查对象涉及到了在华留学生与外国本

土汉语二语学习者，调查内容也越发丰富全面。这对

后续研究、其他国别的相关研究以及本研究之研究设

计都具有借鉴意义。 

22..22 对对泰泰古古代代汉汉语语教教学学研研究究  

目前针对泰国大学生的古代汉语教学的研究文献

较少。主要有：Yang（2012）针对泰国甘烹碧皇家大

学中文系四年级大学生的具体特点，结合教学实践，

进行了情境教学模式探讨。包括情境导入、情境描

述、情境复现、情境讨论等方法。其研究结果发现，

将古代汉语课堂的各个环节都结合情境教学法开展，

能取得不错的课堂效果。Luo & Ding（2016）根据自

身的教学经验，以对泰留学生古汉语应用课为例，从

问题教学法的实施和应该注意的问题两方面，讨论了

在留学生古代汉语课堂上，如何更好地使用问题教学

法来引导教学。Jin（2017）通过对泰国中文专业大

学生古代汉语学习现状、现有教学过程及教材等的分

析，认为进行课堂调控技巧策略的创新，包括教学内

容、课堂活动设置、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等的创新

能够改变古代汉语枯燥难懂、不实用的刻板印象，也

能对学生学习现代汉语起到促进作用。 Zhuang

（2018）同样以泰国甘烹碧皇家大学的中文专业学生

为研宄对象，以十个月的课堂经验和对泰国学生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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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研宄为支持，选择了《自相矛盾》这篇课文作为教

学设计，努力探寻对泰学生合适的古代汉语教学方

法。其研究结果显示，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情景法、

课堂表演法、小组合作讨论法等都获得了学生良好的

反馈，促进了古代汉语的学习。 

不难发现，目前针对泰国大学生的古代汉语教学

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基础性研究明显不足，在诸

多方面都亟待完善与拓展。大多研究都建立在研究者

自身或多或少的教学经验之上，主要基于教师视角针

对泰国大学生古代汉语教学进行教学设计与教学方法

的探索性研究，缺乏基于学习者视角的调查数据，其

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

究来进一步佐证。对泰国大学生古代汉语教学现状的

研究是基础性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Jin（2017）虽

然涉及到了泰国中文专业大学生古代汉语学习现状这

一问题，但并未深入探讨且缺少丰富的调查数据的支

撑。可见，对泰古代汉语教学现状方面的研究仍有待

丰富与深化。 

 

33..调调查查对对象象与与问问卷卷设设计计  

泰国清莱府的皇太后大学是泰国高校汉语教育办

学规模最大的一所学府，也是海外汉语教育办学规模

最大的高校之一。该校在 2004 年开设了第一个汉语

专业，即商务汉语专业。随后相继开设了汉语师范专

业、汉语言文化专业、中国学研究三个本科专业，并

于 2014 年成立了汉学院。现全日制在校汉语专业本

科生高达 2000 余人。当前该校的前三个汉语本科专

业均在三年级开设了古代汉语课，并被作为各专业必

修课纳入了课程大纲。可以说，该校的古代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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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三个专业开设该门课的具体

学期与课程要求并不完全一致，我们选取的调查对象

仅为该校同在三年级上学期学习古代汉语课且对该门

课的课程要求基本一致的商务汉语专业（简称 BC 专

业）与汉语言文化专业（简称 CLC 专业）的学生，分

别为 227 人与 138人，共 365人。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为问卷调查法与随机抽样访

谈法。问卷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学

生的基本学情。第二部分是我们在 Wang.et al

（2004）的外国学生汉语学习目的分类理论、Cohen

（1998）的第二语言学习策略理论和 Wu（2006）的

基于学习者视角的对外汉语教材评估理论的基础上，

并借鉴 Yang.et al（2020）等前人的研究成果，且

根据皇太后大学的古代汉语教学实际情况设计的调查

问题，主要就学习者的学习目的、学习策略、对教学

与教材满意度进行了调查。为了避免语言障碍影响调

查质量，因此我们将问卷内容全部译成了泰文。 

由于疫情关系，本研究借助 Google Forms 在

Google Meet 网络平台进行不记名问卷调查。不记

名，是为了让学生放心自由地回答问卷。为了保证问

卷质量且不耽误上课，我们利用课堂休息时间，在教

师的监督下，要求学生在二十分钟内当堂独立完成问

卷。由于部分学生请假，故最终收回 347 份有效问

卷，其中 BC 专业 216 人，CLC 专业 131 人。调查结

束后，我们线上访谈了部分学生，以便更加深入地了

解学习者作出选择的深层或具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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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调调查查结结果果与与分分析析  

44..11  学学习习者者学学习习目目的的的的调调查查分分析析  

相对于对外古代汉语教学目的的研究而言，目前

学界对于汉语二语学习者古代汉语的学习目的与学习

需求的研究很少（Yang.et al,2020）。Shao（1992：

267）指出：“从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角度看，需求既是

动机形成的基础，也是形成目的的根本原因。” Wang
（2004）研究发现，学习者的学习目的越明确，越具

体，与主体的距离越近，该目的对需求的激发、指

导、调节和控制的效果就越好，动机与兴趣也就越

强。相反，所引起的动机就相对较弱，兴趣也较轻

微。也就是说，对学习者学习目的越清楚，教师就更

容易设计教学来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与兴趣，提升

教学效果。 

表 1.你学习古代汉语的目的是什么？(多选题) 

               专业 

选项 
BC 专业 CLC专业 均值 

对古代汉语理论知识感兴

趣 
22.5% 28.5% 25.5% 

想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和传

统文化 
31.5% 37.4% 34.45% 

去阅读更多的中国古文书

籍 
23.5% 31.3% 27.4% 

为了更好地学习现代汉

语，提高现代汉语水平 
62.5% 63.3% 62.9% 

喜欢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 21.5% 32.7% 27.1% 

想看懂中国古代电视剧、

电影或电视节目 
49% 49% 49% 

去中国旅游参观时能看懂

古代文化标识 
58.5% 53.7% 56.1% 

为了下学期学习中国文学 29.5% 39.5%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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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哲学课做准备 

只是为了完成学校安排的

这门课程 
36% 32.7% 34.35% 

由表 1 可知，两个专业的学习者对于学习古代汉

语的目的所选分布基本一致且无明显差异。从均值来

看，其学习古代汉语的目的与需求排在前三的依次都

为“为了更好地学习现代汉语，提高现代汉语水

平”、“去中国旅游参观时能看懂古代文化标识”和

“想看懂中国古代电视剧、电影或电视节”。不难看

出，这三项其实在本质上是一致，即学习者学习古代

汉语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通过古代汉语的学习来

提高自己的汉语语言水平。这一结果跟 Yang.et al

（2020）的调查结果不同。Yang.et al（2020）的调

查结果显示，留学生“想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和传统文

化”这一学习目的显居第一位，约占 54%。然后依次

是“对古代汉语理论知识感兴趣（42%）、喜欢历史

故事和历史人物（35%）”，本研究所列举的前三项

学习目的在该研究中所占比率更低。很明显，本研究

之调查对象学习古代汉语的提升语言水平的目的比留

学生更加突出，学习古汉语与古文化的主动性不如留

学生强。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可能与学习者所处的学

习环境与汉语水平有关。Yang.et al（2020）所调查

的三年级留学生的汉语水平普遍都在 HSK4 级以上，

加之又有更多身处古汉语及文化语料环境之下之机会

与适应生活之需要。因此，对他们来说，在汉语水平

达到一定程度后，学习作为高级汉语语言课的古汉语

与古文化的动机与兴趣相对就更加强烈。然而，我们

的调查对象虽然已是三年级，但整体汉语水平与留学

生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学习古代汉语普遍吃力且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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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古汉语及文化环境之适应与求知需求，提高自己

的汉语语言水平仍是重中之重。关于这一点，在后续

的影响学习者喜欢古代汉语的因素、古代汉语课学习

满意度等调查与访谈中也得到了印证。需要指出的

是，虽然两项研究中学习者学习古代汉语课目的偏向

有所不同，但语言与文化本身就相辅相成、相互促

进，都符合当今对外古代汉语教学之目的，即提高学

生的现代汉语水平。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虽然 CLC

专业比 BC 专业对“中国历史与历史人物”的学习需

求更高，但总体上两个专业的学习者对“中国历史与

历史人物、古代汉语理论知识与阅读古文书籍”的学

习需求都相对最低。因此，在教学设计与教材编写

时，在课程本身的性质与特点基础上，既要遵循对外

古代汉语的输入教学（强调读懂，而非听、说、写）

或解码教学（decoding teaching）的基本原则，也

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学习目的。只有这样，才能更好

地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与兴趣，提升教师的教学质

量与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的良性的学习状态。 

44..22  学学习习者者学学习习策策略略的的调调查查分分析析  

目前，学术界关于学习策略的定义并不统一。本

文这里所指的学习策略为学习者学习古代汉语的具体

方法或技能（Mayer,1988）。Liu & Huang（2002）

指出，重视学习策略的研究既可以改进学生的学习，

也能更有效地促进教师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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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你喜欢通过什么方式来学习古代汉语？(多选题) 

            专业 

选项 
BC 专业 CLC专业 均值 

课堂学习 76.5% 85% 80.75% 

自己学习 34% 34.7% 34.35% 

看中国电视剧、电影或电

视节目 
73% 64.6% 68.8% 

看 YouTube 动画视频 47.5% 41.5% 44.5% 

看泰文版的课文翻译及其

他资料 
43% 49% 46% 

看汉语新闻 5.5% 5.4% 5.45% 

找一个中国朋友一起学习

与交流 
31.5% 33.3% 33.3% 

从表 2 的均值来看，在调查对象中，有 80.75%

的学习者选择的学习策略是“课堂学习”，其次是

“看中国电视剧、电影或电视节目”，占 68.8%。虽

然两个专业的学习者在这两个策略的选择上偏重点略

有不同，但很明显，这两项学习策略尤其是前者是两

个专业的学习者都最乐意选择的学习古代汉语的学习

方式。这与 Yang.et al（2020）的调查结果一致。

Yang.et al（2020:85）认为其原因主要在于：“较

之其他汉语语言技能课，古代汉语课有其特殊性，缺

少课后学习环境，教学方式主要靠课堂教学，离开课

堂，学生很难找到接触古代汉语语料的环境；学习方

式也以教师讲解为主，基本上很难以自学方式进行学

习。”我们对此表示认同。对于调查对象喜欢通过

“看中国电视剧、电影或电视节目”这一学习策略来

学习古代汉语的情况，我们对部分学生进行了访谈。

她们提到自己和朋友喜欢的中国明星常演古装剧，因

此自己也逐渐喜欢上了古装剧或宫廷剧。在观影过程

_22-0064(105-143)5.indd   120_22-0064(105-143)5.indd   120 21/1/2565 BE   14:0121/1/2565 BE   14:01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แม่ฟ้าหลวง

Mae Fah Luang University

皇太后大学

  121  

Journal of Sinology Vol. 16 No. 1 (January - March 2022)

121 
 

中，发现不少词语都是古代汉语课学过的生词，能看

懂就很开心，就更愿意学习古代汉语了。可见，调查

对象认为“看中国电视剧、电影或电视节目”这一学

习策略能促进自己对古代汉语的学习。这一点可以给

我们的对外古代汉语教学带来一定的启示。Yang.et 

al（2020）就此认为，教师在教学设计时可以选取一

些合适的古装剧片段，用于教学任务的设计，让学生

在观看中完成学习任务。我们认为，这是可取的，能

起到良好的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的作用。考虑到泰国

学生普遍乐于并善于活动、表演类的学习方式。我们

认为，让学生尽其所能准备好古代服饰与道具进行古

装剧的角色扮演，拍摄视频，过一把戏瘾或明星瘾，

更能达到既理解古字词又锻炼古汉今译、汉语口语能

力之目的。 

44..33  学学习习者者教教学学满满意意度度的的调调查查分分析析  

Tan & Kek（2004）认为，教学质量是由学生的

需要和期望被满足的程度来决定的，所以教学质量可

以通过学生对学校教学的满意度来测度。Thomas & 

Galambos（2004）也提出，学生满意度是一个复杂的

概念，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对其评价有助于学校了解

学生的感受和经历，便于全面了解教育质量。可见，

统计与分析调查对象学生对古代汉语课的满意度有利

于我们了解其古代汉语教学现状。 

对于学习者对古代汉语教学的满意度，我们主要

从喜欢该门课的程度及其影响因素、课程开设的必要

性、学习目的实现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与具体收获情况

等方面进行了调查。具体结果与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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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你喜欢古代汉语课吗？(单选题) 

              专业 

选项 
BC 专业 CLC专业 均值 

非常喜欢 8% 8.2% 8.1% 

比较喜欢 44% 42.9% 43.45% 

一般 40.5% 44.9% 42.7% 

不喜欢 5% 4.1% 4.55% 

很不喜欢 2.5% 0% 1.25% 

表 4.你认为哪些因素会让学生喜欢古代汉语课？(多选题) 

              专业 

选项 
BC 专业 CLC专业 均值 

教学内容难度合适 20% 33.3% 26.75% 

教学内容实用、有趣 72% 62.6% 67.3% 

教学方式多样、有趣 55% 58.5% 56.75% 

教学内容有利于提高现代

汉语水平 
77% 75.5% 76.25% 

教学内容跟现代人的生活

密切相关 
59% 58.5% 58.75% 

表 5.你认为哪些因素会让学生不喜欢古代汉语课？(多选题) 

            专业 

选项 
BC 专业 CLC专业 均值 

教学内容太难了 66% 66.7% 66.35% 

自己汉语基础不好，学起

来累 
59% 76.2% 67.6% 

教学内容离自己的生活太

远，很少用到 
63.5% 52.4% 57.95% 

对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的

作用不明显 
22% 15.6% 18.8% 

上课方式无趣 22.5% 19.7% 21.1% 

这门课本身没有用 15.5% 8.2% 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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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3 可以看出，两个专业的学习者对于古代

汉语课的总体满意度分布情况基本一致。从均值来

看，其对于古代汉语课总体满意度达到喜欢程度的占

51.55%，一般的占 42.7%，不喜欢或很不喜欢共占

5.8%。这表明，虽然多数学生表示喜欢古代汉语课，

但是总体满意度并不高。远低于在中留学生对古代汉

语课的喜欢程度（88%）（Yang.et al,2020）。我们

认为，这与我们 4.1 节所提到的两项研究的学习者学

习古代汉语课的目的与动机不尽相同密切相关。结合

表 4-5 不难发现，学习者喜欢古代汉语课的主要因素

按影响力之均值由高到低依次包括有利于提高现代汉

语水平、教学内容实用有趣或与现代生活密切相关、

教学方式灵活有趣。学习者不喜欢的古代汉语课的主

要因素则依次有学习者自身的汉语水平、教学内容的

难度、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同时，我们发现影响两个

专业的学习者对古代汉语课满意程度的细微差异表现

在 BC 专业的学习者相对更关注教学内容的实用性，

而 CLC 专业的学习者则相对更关注教学内容的难易

度，在其不喜欢古代汉语课的因素中，“自己汉语基

础不好，学起来累”所占比例明显最高且明显高于

BC 专业的学习者。我们认为，这可能与两者的总体

汉语水平与专业属性不同有关。前者总体上无论是在

学情调查汉语水平自评与平时测验中的成绩都略高于

后者且其商务专业知识中追求实际利益的本质让其相

对更关注实用性，而后者的专业属性则表现在更关注

语言与文化学习本身。但总体对照来看，学习者对古

代汉语课重点关注的还在于教学内容的实用性与能否

提高现代汉语水平。这也印证了 Su（2003）的选编

古代汉语课文必须把实用性放在第一位的论断。这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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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为我们展开对外古代汉语课程或教学设计提出了思

考。如何在把握好适合学生汉语水平的教学内容的难

度的情况下，实现教学内容的实用性、教学方式的有

趣性成为学习者对古代汉语教学是否满意的关键。 

表 6.你认为大学应该开设古代汉语课吗？(单选题) 

            专业 

选项 
BC 专业 CLC专业 均值 

很有必要 11.5% 13.6% 12.55% 

有必要 49% 54.4% 51.7% 

一般 31% 29.3% 30.15% 

不必要 7% 2% 4.5% 

很不必要 1.5% 0.7% 1.1% 

表 7.你认为通过学习，是否达到了自己古代汉语课的预期学习

目的？(单选题) 

            专业 

选项 
BC 专业 CLC专业 均值 

完全达到了 3% 4.1% 3.55% 

多数达到了 53% 60.5% 56.75% 

一般 40% 34.7% 37.35% 

没达到 4% 0.7% 2.35% 

完全没达到 0% 0% 0% 

表 8.你认为哪些因素会影响自己古代汉语课预期学习目的的实

现？(多选题) 

            专业 

选项 
BC 专业 CLC专业 均值 

课程本身太难 29% 36.7% 32.85% 

只学一个学期，学得不够

多 
20.5% 19% 19.75% 

自己汉语基础不好，学起

来累 
43.5% 53.7% 48.6% 

自己学习兴趣不够高 46.5% 49.7%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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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学习方法不够丰富 21.5% 20.4% 20.95% 

教学方式不够有趣 8% 5.4% 6.7% 

学习任务太重，没太多时

间学古汉语 
54% 38.1% 46.05% 

线上上课影响学习质量 68% 67.3% 67.65% 

据表 6 可知，CLC 专业的学习者认为开设古代汉

语课的必要性所占比率比 BC 专业高出 7.5%，这既与

其对课程的整体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相关，也与其是否

实现课程学习预期目的有关。就均值来看，调查对象

对大学是否应该开设古代汉语课的回答结果为

64.25%的学习者表示有必要，只有 5.6%的学习者认

为没有必要开设该门课程。这说明，多数学生认为大

学有必要开设古代汉语课，且明显高于其喜欢该门课

的程度，即有大约 13.7%的学习者虽然不喜欢古代汉

语课，但仍然认为有必要开设这门课。这一结果与总

体满意度基本相符，但依然远低于在中留学生对开设

古代汉语课的必要性的程度（ 87%）（ Yang.et 

al,2020）。在与学习目的和满意度相关的预期学习

目的自我评测调查结果中（见表 7），CLC 专业的学

习者认为达到了自己古代汉语课的预期学习目的的比

率比 BC 专业高出 8.6%。我们认为，这是其比 BC 专

业的学习者认为更有必要开设古代汉语的主要原因之

一。从均值来看，有 60.3%的调查对象认为通过学习

达到了自己古代汉语课的预期学习目的。这一数字与

学习者对于古代汉语课的满意度及开设该门课的必要

性程度是基本相符的。究其原因（见表 8），两个专

业的学习者都认为影响自己实现预期学习目的的外在

因素主要为“线上上课影响学习质量”与“学习任务

太重，没有太多时间学古汉语”，而内在因素则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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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自己学习兴趣不够高”和“自己汉语基础不

好，学起来累”。这些因素同时也是影响学习者对古

代汉语课总体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同时我们也注意

到，在外在因素方面，BC 专业的学习者比 CLC 专业

更明显地认为学业压力影响了预期学习目的的实现。

而在内在因素方面，CLC 专业的学习者比 BC 专业更

明显地认为自己的汉语水平影响了预期学习目的的实

现。这无疑提醒了教师，教学质量、学生的学习兴趣

与汉语水平以及学业压力也都应纳入课程或教学设计

的考量范畴。 

表 9.你觉得学习了古代汉语对你有什么具体的帮助？(多选题) 

            专业 

选项 
BC 专业 CLC专业 均值 

认识了更多汉字 70.5% 76.9% 73.7% 

学到更多词语 81.5% 87.1% 84.3% 

了解到古今汉语语法的异

同 
54% 58.5% 56.25% 

了解到更多的中国古代文

化知识 
43% 61.9% 52.45% 

课堂报告有助于锻炼自己

的口语 
32.5% 23.1% 27.8% 

翻译过程中可以锻炼自己

的汉语语法 
43% 50.3% 46.65% 

有助于促进自己现代汉语

水平的提高 
43% 42.9% 42.95% 

“古汉今用”让我明白了

古汉语的实际价值 
23% 33.3% 28.15% 

在古代汉语课对学习者的具体帮助方面，表 9 显

示：从均值来看，有 84.5%的学习者认为通过古代汉

语的学习学到了更多词语，有 73.7%的学习者认为认

识了更多汉字，有 56.25%的学习者认为了解到了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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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汉语语法的异同。可见，学习者认为古代汉语课对

其最大的帮助体现在汉字、词汇与语法这些语言要素

特别是词汇的学习方面。这符合汉字与词汇的教学是

留学生古代汉语教学的重点（Yang & Ruan，2014）

这一教学认知。就专业来看，CLC 专业的学习者认为

古代汉语课对自己汉字、词汇、语法学习的帮助与明

白古汉语价值方面的比率都高于 BC 专业。尤其在中

国古代文化知识的帮助方面表现得很明显。而 BC 专

业的学习者相对更明显地认为课堂报告在锻炼自己的

汉语口语方面帮助明显高于 CLC 专业。但总体上，两

个专业的大多数学习者都认为课堂报告及其“古汉今

用”环节对其提高汉语口语水平的帮助与体会古汉语

的今用价值方面并不明显。对口语水平具体帮助方面

与 Yang.et al（2020）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这说

明留学生与外国本土学生对该问题有相似的认知。经

访谈得知，学习者认为课堂报告都是经过反复演练背

诵后才展示出来的，这样的口语表达不具有现场性与

灵活性，因此并不觉得口语表达能力得到了很好的锻

炼。这也为教师在教学设计中如何更好地借助古代汉

语课提升学习者的汉语口语水平及感受到古代汉语的

实用价值，实现古今汉语的有效对接提出了实质性的

挑战。 

44..44  学学习习者者对对所所用用教教材材的的反反馈馈之之调调查查分分析析  

Lyu（1992）指出，教材是课堂教学的基础和主

要依据，要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就必须有理想的教

材。学习者是教材的使用主体之一。因此，对学习者

使用古代汉语教材情况的调查是必要的，这有助于改

善教材与教学的质量。本研究之调查对象所用古代汉

语教材是该校教师自编的教材。该教材以对外汉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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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最为通用的 Li（2008）编写的《今用古代汉

语》与 Xu & Li（2010）合编的《古代汉语》（修订

本）（上册）为蓝本而编写而成。全书共 12 课，包

含寓言故事、神话故事、古代笑话、成语与俗语故

事、说理散文、古诗古词等内容。每课课文的平均字

数约为 200 字。每课的重难点语言点与语法点都会在

后两至三课内的课文或练习题中重现。该教材之教材

体例为课文（下方配有“说明”部分，该部分含作者

与文章出处简介及课文所蕴含的道理与启示，配有泰

文翻译）、词语例释（按照词语-拼音-词性-词义的

方式呈现，词义配有泰文翻译）、语法解释（为多义

字特别是虚词的义项的总结与举例）、古汉知识（包

括文化与语法知识）、古汉今用、练习、课外阅读

（含课文、说明、词语例释、回答问题）。在教材前

后，我们还增加了中国历史大事年代、春秋战国形势

图、绪论、语言点汇总、课文与课外阅读的译文，作

为该门课的背景知识与方便学习者查找与学习。 

在学习者对上述自编古代汉语教材满意度方面，

我们主要从总体满意度、教材内容、文选篇幅、文化

知识、教材难度、语法内容解释的合理性、教材的实

用性以及教学难点等方面进行了调查。具体调查结果

与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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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你对上课使用的古代汉语教材满意吗？(单选题) 

            专业 

选项 
BC 专业 CLC专业 均值 

很满意 12% 15% 13.5% 

比较满意 50.5% 55.8% 53.15% 

一般 34% 26.5% 30.25% 

不满意 2.5% 2% 2.25% 

很不满意 1% 0.7% 0.85% 

表 11.你喜欢教材中的课文内容吗？(单选题) 

            专业 

选项 
BC 专业 CLC专业 均值 

很喜欢 12% 16.3% 14.15% 

比较喜欢 44.5% 44.2% 44.35% 

一般 37.5% 38.1% 37.8% 

不喜欢 4.5% 1.4% 2.95% 

很不喜欢 1.5% 0% 0.75% 

表 12.你对教材中的课文的长度满意吗？(单选题) 

            专业 

选项 
BC 专业 CLC专业 均值 

很满意 20% 16.3% 18.15% 

比较满意 45.5% 40.8% 43.15% 

一般 29% 40.8% 34.9% 

不满意 5% 2% 3.5% 

很不满意 0.5% 0%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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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你对古代汉语教材课文中涉及到的文化知识兴趣吗？(单

选题) 

            专业 

选项 
BC 专业 CLC专业 均值 

很感兴趣 8.5% 10.2% 9.35% 

比较感兴趣 46.5% 53.1% 49.8% 

一般 35.5% 34.7% 35.1% 

不感兴趣 8.5% 1.4% 4.95% 

很不感兴趣 1% 0.7% 0.85% 

表 14.你对教材中的“词语注释”部分满意吗？(单选题) 

            专业 

选项 
BC 专业 CLC专业 均值 

很满意 28.5% 37.4% 32.95% 

比较满意 50% 42.9% 46.45% 

一般 19% 17.7% 18.35% 

不满意 2.5% 2% 2.25% 

很不满意 0% 0% 0% 

表 15.你认为教材中的“语法解释”部分编写合理吗？(单选题) 

            专业 

选项 
BC 专业 CLC专业 均值 

很合理 17% 22.4% 19.7% 

比较合理 61% 51.7% 56.35% 

一般 20% 25.2% 22.6% 

不合理 1.5% 0.7% 1.1% 

很不合理 0.5% 0%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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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你认为你用的古代汉语教材对你学习古代汉语实用吗？

(单选题) 

            专业 

选项 
BC 专业 CLC专业 均值 

很实用 14.5% 18.4% 16.45% 

比较实用 49.5% 57.8% 53.65% 

一般 30% 23.1% 26.55% 

不实用 5% 0.7% 2.85% 

很不实用 1% 0% 0.5% 

表 17.你认为你用的古代汉语教材的学习内容难吗？(单选题) 

            专业 

选项 
BC 专业 CLC专业 均值 

很难 14% 12.9% 13.45% 

比较难 53.5% 52.4% 52.95% 

一般 26% 25.2% 25.6% 

不太难 6.5% 9.5% 8% 

不难 0% 0% 0% 

表 18.你认为你用的古代汉语教材的哪些学习内容难？(多选题) 

            专业 

选项 
BC 专业 CLC专业 均值 

“说明”部分 23.5% 23.8% 23.65% 

字音难读 34% 34.7% 34.35% 

虚词 92% 89.1% 90.55% 

实词 54.5% 46.9% 50.7% 

古代汉语语法 71.5% 72.1% 71.8% 

古代汉语文化知识 25% 30.6% 27.8% 

古汉今用 28.5% 23.1% 25.8% 

练习题 8% 10.9% 9.45% 

课外阅读 8% 13.6% 10.8% 

从表 10 可知，从均值来看，调查对象对所使用

的古代汉语教材的总体满意度为 66.65%，不满意度

仅为 3.1%。CLC 专业比 BC 专业满意度相对更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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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也相对更低。这表明，多数学习者总体上对所

用古代汉语教材感到满意，但满意程度总体上还不够

高。其中缘由我们可以从表 11-16 的调查结果中窥见

一斑。就均值来看，总体上，多数学习者比较喜欢课

文内容（58.5%）、对课文篇幅的长短也比较满意

（61.3%）、对课文涉及的文化知识比较感兴趣

（59.15%）、对教材中的“词语注释”（79.4%）部

分最为满意。有 76.5%的学习者认为教材中的“语法

解释”部分编写合理，70.1%的学习者认为所用古代

汉语教材实用。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两个专业的学习

者在课文篇幅与文化知识部分的满意度都不高，但两

者存在一定的差异，可能再次体现了两者在总体汉语

水平与对中国文化关注的不同带来的差异性。同时我

们也要注意到，总体上仍有 30.25%的学习者觉得教

材一般，这也使得学习者对教材的总体满意度还不够

高。一方面表现在学习者认为所用教材的课文内容

（ 37.8% ） 、 文 化 知 识 （ 35.1% ） 、 课 文 篇 幅

（34.9%）、实用性（26.55%）等方面的喜欢或满意

与认同程度均一般。另一方面教材内容的难易度成为

影响学习者对教材满意度的重要因素。表 17 均值显

示，有 66.4%的学习者认为教材的学习内容很难或比

较难，认为不太难的仅有 8%的学习者，没有认为学

习内容不难的学习者。具体的难点则如表 18 所示：

就均值来看，有高达 90.55%的学习者认为古代汉语

虚词的学习难，然后依次是“古代汉语语法”

（71.8%）和“实词”（50.7%）。这一调查结果与

Yang.et al（2020）的调查结果有同有异。相同之处

表现为在中留学生与外国本土学生都认为古代汉语的

虚词学习是最难的，语法学习也比较难。这符合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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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自身的特点与学习的事实，即古代汉语虚词与语

法一直是古代汉语教学的重难点，尤其是前者

（Chen,2016）。如本研究学习者所用教材中的虚词

“之、其、以、而、也”等，都涉及到五至七种用

法。如若他们没有掌握其使用要领，单靠死记硬背无

疑会成为学习难点。不同点在于本研究之调查结果远

高于 Yang.et al（2020）的调查结果，即 48%的留学

生觉得虚词最难，25%和 7%的留学生分别觉得语法和

实词难。另外，Yang.et al（2020）的调查结果显示

有 21%的留学生觉得“背景知识”的介绍难，难度排

序位列第三，也远高于本研究的调查结果。究其原

因，我们认为两项研究的学习者认为虚词、实词与语

法学习难度程度不同的主要原因同样与学习者本身整

体上的汉语水平存在较为明显差异密切相关。而本研

究学习者认为“说明”部分即背景知识部分难度排序

靠后的原因则在于教材配有泰文译文、便于理解所

致。 

总之，上述调查结果告诉我们，多数学习者对所

用的古代汉语教材总体上持肯定态度。但该教材在所

选课文内容及其涉及到的文化知识等诸多方面，尤其

是教学内容的难易度与实用性方面都还需进一步调整

与完善。具体则要在古代汉语虚词、语法与实词的呈

现、讲练与运用方面不断优化教材的编写质量。Wang

（1999）曾强调指出，学习古代汉语最重要的是词汇

问题。在对外古代汉语教学中，词汇的教学也应引起

足够的重视。当然，我们在进行对外古代汉语课程或

教学设计时也要考虑到“对外”的性质，比如 Su

（2003）认为对外古代汉语教材中词语解释应突出古

今相同部分的桥梁作用、语法知识的讲解要以讲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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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相同部分为主；Huang（2006）认为在对外

古代汉语语法教学上不要做过多的分析讲解，只要了

解古代汉语区别于现代汉语的一般特点即可。这些前

人们对于对外古代汉语教材或教学中词语与语法的处

理建议与研究成果都应纳入对外古代汉语教材编写的

考量之中。同时，Li（2002）在论对外汉语教材的实

用性时曾明确指出，有用才能使学生产生真正的持久

的兴趣。因此，我们还应该从教材应该为教学目的服

务这一原则出发，落实与加强对外古代汉语教材的实

用性与适用性，只有这样，才能编出对学生有用易

学、对教师好教的古代汉语教材。 

 

55..结结语语与与启启示示  

本文以皇太后大学为例，采用问卷调查与访谈的

方法，基于学习者的视角，主要从学习者的学习目

的、学习策略、对教学与教材的满意度四个方面对该

校商务汉语专业与汉语言文化专业三年学生的古代汉

语课的学习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结果显示：

1）学习者学习古代汉语的目的与需求排在前三的依

次为“为了更好地学习现代汉语，提高现代汉语水

平”、“去中国旅游参观时能看懂古代文化标识”和

“想看懂中国古代电视剧、电影或电视节目”。这符

合当今以提高学生的现代汉语水平为目的的对外古代

汉语教学之教学目的。同时学习者对中国历史与历史

人物、古代汉语理论知识、阅读古文书籍的学习需求

相对最低。2）学习者选择的古代汉语学习策略主要

是“课堂学习”与“看中国电视剧、电影或电视节

目”这两种策略。这与古代汉语课本身较难、缺少课

后学习环境与接触古代汉语语料的环境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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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虽然多数学习者表示喜欢古代汉语课也有必要开

设古代汉语课，但是总体满意度并不高。远低于在中

留学生对古代汉语课的满意度。调查显示这既与古代

汉语课教学内容难度与实用性、教学方式的趣味性有

关，也与学习者自身的汉语水平、学习兴趣与学业压

力有关。4）多数学习者对所用的古代汉语教材总体

上持肯定态度，但总体满意度还不够高。该教材尤其

在教学内容的难易度与实用性方面都还需要进一步优

化。 

上述调查结果告诉我们，在针对泰国大学生进行

古代汉语教学时，在教学目标的设置方面，应将提高

学习者的现代汉语水平作为教学目的。这才符合学习

者的学习动机与需求；在学习策略方面，则应以课堂

教学为主，辅以影视剧素材增强古代汉语语料环境与

实践场域；在课堂教学中，要选择难度合适且具有实

用性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要多样有趣；在教材选择

方面，课文的难度要合适、所涉文化有趣、篇幅适

当、实用性要强。总体上，虽然多数学习者喜欢并认

为有必要开设古代汉语课，但在泰大学生自我评测古

代汉语课的整体学习情况并不乐观。这既与对外古代

汉语教学理论尚不成熟、教材尚不完善、古代汉语本

身较难且实用性难于体现、学生缺乏古代汉语学习与

接触环境等客观因素有关，也与教师的教学方式、学

生的汉语水平和学习兴趣或积极性等主观因素密切相

关。而这些正是对泰古代汉语教学面临但需要尽力解

决的现实问题与难题，需要广大学者与教师进一步探

索。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只是一个初步探索，其调

查范围与对象有限且只采取封闭式提问的方式进行调

_22-0064(105-143)5.indd   135_22-0064(105-143)5.indd   135 21/1/2565 BE   14:0121/1/2565 BE   14:01



A Survey Study of the Ancient Chinese Learning by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arners:  
A Case Study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ourse at MFU 

Caijun Lin

  136  

Journal of Sinology Vol. 16 No. 1 (January - March 2022)

136 
 

查，研究结论还有待更多研究来验证。后续研究可以

扩大调查范围与研究范围，结合封闭式与开放式两种

提问方式，将课程设计者、任课教师与学习者都作为

调查与访谈对象，这样将进一步促进我们对对泰大学

生古代汉语教学现状的认知，使得对泰古代汉语课程

或教学设计更科学、合理与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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