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9║ 
║ 
║ 
║ 

 

 

 

 

一、年龄因素对外语教学影响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人类对大脑认识及研究的开启，西方的神经

学家们就注意到了人脑神经系统的发育和语言习得的关系。所以年龄这一学
习语言的因素逐渐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并提出多种语言学习关键期假

说。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桂诗春先生（1985）指出: “对于什么时候是外语学习

的最佳年龄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因此，是否存在一个关键期我们不能
简单地给出结论，而应该研究不同阶段的学习特点，然后再全面运用于教学

当中。”但近些年来，我国学者针对年龄因素对外语教学的影响已基本达成

共识: 在承认年龄对外语学习及教学有一定影响的同时，不把年龄因素绝对
化，提倡结合生理、心理、认知、情感、动机等诸多因素全盘考虑衡量，研

究不同阶段的语言学习特点，并扬长避短地应用于实际语言教学。 

二、白俄罗斯中小学不同年级汉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在海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存在许多共性问题，汉字书写苦难，语音语调不

标准，存在母语偏移以及课堂组织与管理方面的问题，下面我将针对白俄罗

斯不同年级即不同年龄问题存在的非共性问题进行阐述。 

2.1 一、二年级在海外汉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年龄因素，年龄过小以及初入学的原因并不能很好的稳定自己的

心态以及控制自己的行为，即“坐不住板凳”，以及无法长时间的集中自己
的注意力，注意力较为容易分散，导致在一节标准课时时间（45 分钟）内，

所教授内容有限不宜过多以及无法做到很好的进行记忆。 

其次是认知因素，首先汉语课程对于一年级学生来说是兴趣班，所以本
身就不会太过于重视课程的学习；其次因为还没有很好的学习本民族语言即

俄语，所以很多教学方法也不适用。 

最后是心理因素，由于年龄太小，还没有形成对于学习的概念，初接触
由于好奇以及新鲜感所以会报以较大的兴趣，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过后就

会觉得乏味无趣没有学习的动力。并且由于当地教师在授课时比较严厉，要

求较高，而国内派遣的对外汉语教师则会以一种和蔼，善良的方式对待学
生，导致儿童心性发作而会不甚在意对待课程以及在课堂表现更为随意。 

2.2 三年级在海外汉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认知因素，由于对于三年级汉语课程不仅仅是兴趣班而更偏向于
专业知识学习，也已经有了明确的教材，以及经过了两年的学习已经对学习

有了自己的基本认知，所以相较于一、二年级的学生，三年级学生在学习积

极性上有了极大的提高，但由于三年级已经初步接触英语，所以对于拼音的
学习容易混淆，但相对于高年级来说，由于正规学习本民族语言时间较短所

以语音语调问题更容易纠正。 

其次是心理因素，虽然汉语课程更为偏向必修课，但终究还是兴趣班，
这就导致了依旧有学生不会太过重视，或者只学习自己感兴趣的方面。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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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学校中，三年级需要登记分数，所以一些学生重视课堂分数更甚于学

习知识，只会做出学习的样子而失去了学习的兴致。 

最后是环境因素，因为三年级的学生年龄不高，没有很强的目的性和自
制力，容易受到周围同学及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于一旦有人开始闲谈与
课堂无关的话题，整个班级大部分人都会被调动起来，并且无法有效制止。 

2.3 五年级在海外汉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认知因素，五年级学生已经有了初步的明辨是非的能力，并且对
学习有了一定的认知以及自我认同，同时对学习的接受能力较强，可以较快
的接受新事物，但同时也导致了班级分化严重，既有感兴趣喜欢学的，也有
只是当做上休闲班的学生。不便于管理。同时由于已经对本民族语言有了较
长时间的正规学习，发音的准确性和音调难以纠正，同时由于认知的不足，
观看口型部位图也无法很好的进行纠正。 

其次是环境因素，正如上文所说，班级分化严重，而只当做上休闲班的
学生在课堂上会说话，或者打闹对周围学生影响较大，而且一旦无法及时的
制止，会对课堂造成较大影响。 

最后是心理因素，由于已经有了较强的自我认知力，所以在学习过程中
时常会想要学习不在教学计划中的内容，会使得教学进度受到影响。以及当
受到批评时无法很好的端正态度，或许是因为，相较于当地老师来说，由国
家抛出的对外汉语教师对较为和蔼，所以学生会存在心理上的落差以及优
势，无法端正态度面对批评。 

2.4 十年级在海外汉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以十年级为例的高年级，由于本身存在学习以及考学的压力，课业比较
繁重，同时因为当地教育主要以自主学习为主，所以，十年级等高年级的学
生，尽管可以很快地接受汉语知识，同时有了足够的认知力和学习能力，可
以在发音和音调上面及时纠正，但学习兴致不高，而且自主性较强，有自己
的学习目的或方式。同时因为课业压力较大，所以高年级学生整体显得比较
沉闷，上课不积极。并且由于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所以很难进行
影响和改善并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致以及活跃性。 

三、白俄罗斯中小学不同年级汉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的解决办法 

3.1 针对一、二年级在海外汉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的解决办法 

针对学生年龄太小无法学习太多东西可以在学习日常的基础交互用语
时，通过歌曲的方式进行学习，一名当地学习汉语并进行汉语授课的教师改
编了歌曲：“你好，你好，你好吗？很好，很好，谢谢你。”通过简单的旋
律让问候朗朗上口，同时学生们记得很牢靠。其次在学习简单的日常问候用
语后，可以针对性的学习可以搭配图片、音频或者视频的名词或动词来学
习，同时可以保证学生注意力的集中。针对“坐不住板凳”可以考虑每上一
段课程就给学生放一些简单的中文儿歌，例如：两只老虎，新年好等等。以
及通过做游戏的方式来进行授课，这样也保证了课程的趣味性，可以激发学
生学习的兴致。 

3.2 针对三年级在海外汉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的解决办法 

在教授拼音读音的时候，主要问题出现在 e 和 ü 的发音，b、p 和 d、t 的
发音对比上面，比较适用的方式是平视学生，并且让学生模仿教师的口型，
可以很直观的掌握发音问题并进行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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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堂管理方面，三年级已经初步有了自己的是非观念，可以讲明课堂

得分或者扣分规则，同时对课堂不感兴趣的学生宽容相待并加以引导。并在

班级出现骚动的时候及时制止，或许因为语言问题无法得知引发骚乱的原

因，但往往可以通过拍黑板或者大声喊出“тише”可以加以制止。 

3.3 针对五年级在海外汉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的解决办法 

针对发音方面与三年级学生大致相同，但比价便于纠正。针对上课比较

调皮的学生要及时做出处置，调整座位，并在第一节课制定奖惩的规矩和措

施，并严格按照施行，可以有效的使学生端正在面对批评时的态度，必要时

可以较为显著地提高音量以显示自己的“愤怒”。 

3.4 针对十年级在海外汉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的解决办法 

以针对性教学为主，除了日常交际用语外，更多的以了解中国文化为

主，以激发对汉语的兴趣。 

总之，海外汉语教育还是一本比较年轻的学科，尤其是对于中小学生而

言，学习汉语更像是一门兴趣课，所以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等着人们去研究

去解决。我们要在实践中总结规律，不断地优化解决办法，逐渐的完善教学

方式和方法，让海外汉语教学这一学科逐渐走向成熟。 

参考文献 

1. 李琼.年龄因素对外语教学的影响及对海外汉语教学的启示 / 李琼，杜敏 // 西安外国语

大学学报，2014. – № 9. 

2. 桂诗春.心理语言学 / 桂诗春. –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 19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