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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泰国政府官员汉语学习
策略调查与分析

○于小雨

摘 要: 来华泰国政府官员具有不同于一般留学生的特殊性。为了解其学习汉语的特点，以北京华文学院泰国

政府官员班学生为研究对象，利用 Oxford ( 1990) 的语言学习策略量表，结合问卷调查、课堂观察和课后访谈

对其汉语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进行考察，总结并分析了泰国政府官员班学生在汉语学习策略使用上的特点，据

此提出相应的教学建议，以期为泰国政府官员班汉语教师及其课堂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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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政府官员班是由泰国政府组织的、以政府官员为主体参加的来华语言学习项目。此项目

学生在语言能力、身份背景、学习动机与目的等方面都有着不同于一般泰国留学生的特殊性，只

有根据其特殊性制定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才能实现更有效率的汉语教学，提升此项目的语言教

学质量。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反映出了学习者的个体差异，是教师调整教学策略的依据。很多学

者都对汉语学习者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作过调查，但以往的研究对象大多为欧美、东亚、东南亚

等地区的一般留学生，关于政府官员群体学习策略使用情况的研究目前还是空白。本研究以来华

初级汉语水平的泰国政府官员班学生为对象，探讨以下三个问题: ( 1 ) 泰国政府官员班学生使

用汉语学习策略的总体情况; ( 2) 性别、年龄与泰国政府官员班学生汉语学习策略使用的关系;

( 3) 根据研究得出的结论，提出对泰国政府官员班学生有针对性的汉语教学策略建议。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先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搜集数据，用

SPSS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再结合课堂观察和课后访谈内容进一步补充、印证统计分析的

结果，总结出泰国政府官员班学生汉语学习策略的使用特点。
( 一) 研究对象

本调查以北京华文学院外国政府官员中文培训班的 69 名泰国学生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 28
名，女性 41 名，男女比例为 41%和 59%。被试年龄 24 ～ 50 岁不等，均为来自泰国不同政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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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公务员，无华裔背景，均为初级汉语水平。
( 二) 课后访谈

本研究对每位被试都进行了课后访谈，对访谈过程录音并转写成文案。访谈内容包括对被试

的工作背景、学习经历、第二语言 ( 非汉语) 学习经验的调查，以及被试自身对学习汉语的动

机、兴趣、偏好、方法、情绪、难点等方面的主观认识，同时结合课堂教学与日常生活交际中对

被试的客观考察，深入了解泰国政府官员班学生在华的汉语学习情况和日常生活情况，从而对问

卷调查的统计结论进行佐证性的补充。
( 三) 问卷设计

本次调查问卷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调查被试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学习动机、
学习目标、学习年限等; 第二部分采用研究者最广泛使用的 Oxford 语言学习策略量表 ( SILL) ①，

该量表根据 Oxford 的语言学习策略分类系统，将语言学习策略分为两大类六小类，分别为直接

策略 ( 认知策略、补偿策略、记忆策略) 与间接策略 ( 元认知策略、社交策略、情感策略) 。为

了获得更为真实准确的结果，本问卷根据被试的特点进行了修改，以中泰双语形式呈现，删减了

一些题目，但量表总体结构不变。修改后每小类分别设计 6 个题目，整张问卷共 36 个题目。题

目的选项采用李克特五度量表 ( 5 － point scale) ，分别为: 1 从来不这么做，2 一般不这么做，3
有时候这么做，4 常常这么做，5 总是这么做。被试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做出判断，选择符合自己

程度的选项。
( 四) 量表的信度、效度检验

1. 量表的信度检验。采用克伦巴赫 Alpha 信度系数对问卷调查量表的信度进行分析，如表 1
所示，总量表的信度系数大于 0. 90，分量表的信度系数都大于 0. 70，说明该量表具有比较好的

内部一致性。同时，双变量相关分析的结果也显示，各个分量表与总量表的相关系数都比较高，

说明该量表也具有比较高的同质性。②

表 1 量表信度检验

量表 Alpha 系数 双变量分析

总量表 0. 906

分

量

表

记忆策略 0. 781 0. 864 ( p ＜ 0. 01，非常显著)

认知策略 0. 708 0. 761 ( p ＜ 0. 01，非常显著)

补偿策略 0. 779 0. 819 ( p ＜ 0. 01，非常显著)

元认知策略 0. 864 0. 904 ( p ＜ 0. 01，非常显著)

情感策略 0. 749 0. 822 ( p ＜ 0. 01，非常显著)

社交策略 0. 816 0. 844 ( p ＜ 0. 01，非常显著)

2. 量表的效度检验。通过因子分析对量表的结构效度进行检验，由表 2 可以看出，KMO 检

验系数都在 0. 70 以上，P 值都小于 0. 001，非常显著，6 个量表的共同度都大于 0. 45，这表明该

量表的结构效度较高。③

①
②

③

Oxford Ｒ.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What Every Teacher Should Know. New York: Newbury House，1990.
Alpha 系数在 0. 60 ～ 0. 65 之间为“最好不要”，0. 65 ～ 0. 70 之间为“最小可接受值”，0. 70 ～ 0. 80 之间为“相当好”，
0. 80 ～ 0. 90 之间为“非常好”。
KMO 值 ＞ 0. 5，P 值 ＜ 0. 05 时，问卷才有结构效度，才能进行因子分析，共同度表示每个变量在某个因子上的负荷量，共
同度越高，效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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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量表效度检验

策略类型 分策略 KMO 值 P 值 ( 显著性) 共同度

直接策略

记忆策略 0. 764 0. 000 0. 485

认知策略 0. 701 0. 000 0. 458

补偿策略 0. 729 0. 000 0. 482

间接策略

元认知策略 0. 846 0. 000 0. 599

情感策略 0. 722 0. 000 0. 463

社交策略 0. 814 0. 000 0. 527

以上结果说明该量表适用于测量外国留学生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策略。在影响因素

上，因被试的国别 ( 泰国) 、身份背景 ( 公务员、无华裔) ，语言环境 ( 目的语环境) 、语言水

平 ( 汉语初级水平) 均一致，所以仅讨论性别、年龄这两项个体因素与学习策略使用的关系。

二 研究结果

( 一) 泰国官员班学生汉语学习策略使用总体情况

每个策略的平均值代表该策略使用频率的高低，分值越大表示使用频率越高。如表 3 所示，

泰国官员班学生的汉语学习总策略平均值为 3. 80，说明被试学习策略的使用频率较高，从各分

策略平均值大小来看，得分均高于 3. 5，为高频度策略。① 按照平均值大小进行排序，被试使用

频率由高到低的汉语学习策略依次为: 元认知策略 ( 3. 93 ) ＞ 记忆策略 ( 3. 86 ) = 社交策略

( 3. 86) ＞ 补偿策略 ( 3. 81) ＞ 情感策略 ( 3. 76) ＞ 认知策略 ( 3. 60) 。从标准差来看，总策略

和各分策略的标准差数值都不太大，说明说各项策略使用情况的内部差异不大，被试在同一学习

策略的使用上有一定的一致性。
表 3 泰国官员班学生汉语学习策略总体情况描述

学习策略 策略类型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直接策略

记忆策略 69 2. 83 5 3. 8599 0. 5345

认知策略 69 2. 00 5 3. 6014 0. 6125

补偿策略 69 2. 67 5 3. 8092 0. 5365

间接策略

元认知策略 69 2. 00 5 3. 9300 0. 6343

情感策略 69 2. 33 5 3. 7609 0. 6317

社交策略 69 2. 17 5 3. 8599 0. 6528

总策略 69 2. 58 5 3. 8036 0. 6003

对被试在各分量表上的平均数进行方差分析发现，策略的主效应显著 ( F ( 5，408 ) =
2. 474，p ＜ 0. 05) ，多重比较数据显示，认知策略与元认知策略之间差异非常显著 ( p ＜ 0. 01) ，

与记忆策略、社交策略、补偿策略之间差异显著 ( p ＜ 0. 05 ) ，但与情感策略之间差异不显著

( p ＞ 0. 05) ; 记忆策略与社交策略之间无差异，平均值相同②。以上数据说明，泰国官员班学生

在汉语学习过程中高频度使用各项学习策略，最常使用元认知策略，其次是社交策略和记忆策

①
②

平均值在 1. 0 ～ 2. 4 之间为低频度策略，2. 5 ～ 3. 4 之间为中频度策略，3. 5 ～ 5. 0 之间为高频度策略。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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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且使用频率相同，再次是补偿策略和情感策略，认知策略最不常用。
( 二) 性别与学习策略使用的关系

如表 4 所示，从平均值得分看，男性被试总策略平均值为 3. 73，低于女性的 3. 78; 在元认

知策略、记忆策略、认知策略上，男性被试高于女性被试; 在社交策略、补偿策略和情感策略

上，女性被试高于男性被试。从方差分析结果来看，性别对总策略的主效应不显著( F( 1，67 ) =
0. 001，p ＞ 0. 05) ，这意味着男性被试和女性被试在对学习策略的总体使用上没有明显差异。分量

表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对六类分策略主效应均不显著 ( p ＞ 0. 05 ) ，这说明，泰国政府官

员班学生在汉语学习总体策略和各分项策略的使用上均无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和女性基本

相同。

表 4 性别与学习策略使用的关系

学习策略 策略类型 性别 N 平均值 标准差 F 值 P 值 ( 显著性)

直接策略

记忆策略
男 28 3. 8056 0. 4522
女 41 3. 7967 0. 5130

0. 429 0. 515

认知策略
男 28 3. 6044 0. 6288
女 41 3. 5894 0. 5192

1. 977 0. 165

补偿策略
男 28 3. 6875 0. 5523
女 41 3. 8089 0. 4795

0. 432 0. 513

间接策略

元认知策略
男 28 3. 9097 0. 6294
女 41 3. 8455 0. 5921

0. 537 0. 467

情感策略
男 28 3. 6458 0. 5945
女 41 3. 7846 0. 6194

0. 307 0. 581

社交策略
男 28 3. 7014 0. 5603
女 41 3. 8659 0. 6648

0. 227 0. 635

总策略
男 28 3. 7257 0. 4470
女 41 3. 7820 0. 4676

0. 001 0. 980

( 三) 年龄与学习策略使用的关系

如表 5 所示，就总策略而言，3 个年龄组的平均值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 30 ～ 39 岁组

( 3. 86) ＞ 24 ～ 29 岁组 ( 3. 82 ) ＞ 40 ～ 50 岁组 ( 3. 51 ) 。从分量表的情况来看，24 ～ 29 岁被试

在记忆策略和认知策略上使用最多，30 ～ 39 岁被试在补偿策略、元认知策略、情感策略和社会

策略上的使用最多，40 ～ 50 岁被试在各个分量表上的平均值得分都明显低于其他两组被试，在

六类学习策略上都使用最少。

表 5 年龄与学习策略使用的关系 ( 平均值和标准差)

策略 年龄 N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记忆策略

24 ～ 29 岁 25 3. 94 0. 54 2. 83 5. 00
30 ～ 39 岁 35 3. 89 0. 52 3. 00 5. 00
40 ～ 50 岁 9 3. 46 0. 41 3. 00 4. 00

认知策略

24 ～ 29 岁 25 3. 75 0. 49 2. 67 5. 00
30 ～ 39 岁 35 3. 57 0. 71 2. 00 5. 00
40 ～ 50 岁 9 3. 33 0. 43 2. 67 4. 00

补偿策略

24 ～ 29 岁 25 3. 75 0. 47 2. 83 4. 5
30 ～ 39 岁 35 3. 94 0. 58 2. 67 5. 00
40 ～ 50 岁 9 3. 48 0. 41 2. 83 4.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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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年龄 N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元认知策略

24 ～ 29 岁 25 3. 99 0. 59 3. 00 5. 00
30 ～ 39 岁 35 4. 00 0. 64 2. 33 5. 00
40 ～ 50 岁 9 3. 48 0. 60 2. 00 4. 00

情感策略

24 ～ 29 岁 25 3. 73 0. 64 2. 50 4. 83
30 ～ 39 岁 35 3. 82 0. 64 2. 67 5. 00
40 ～ 50 岁 9 3. 63 0. 63 2. 33 4. 50

社交策略

24 ～ 29 岁 25 3. 84 0. 65 2. 33 5. 00
30 ～ 39 岁 35 3. 92 0. 68 2. 17 5. 00
40 ～ 50 岁 9 3. 69 0. 60 2. 33 4. 33

总策略

24 ～ 29 岁 25 3. 82 0. 47 2. 86 4. 78
30 ～ 39 岁 35 3. 86 0. 52 2. 64 5. 00
40 ～ 50 岁 9 3. 51 0. 38 2. 58 3. 86

三组被试在各个分量表上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 表 6 ) ，年龄对总策略的主效应并不明显

( F ( 2，66) = 1. 876，p ＞ 0. 05) 。这说

表 6 年龄与学习策略使用的关系 ( 方差分析)

策略类型 分策略 F 值 P 值

直接策略

记忆策略 3. 118 0. 051
认知策略 1. 652 0. 199
补偿策略 3. 03 0. 055

间接策略

元认知策略 2. 719 0. 073
情感策略 0. 372 0. 691
社会策略 0. 47 0. 627

总策略 1. 876 0. 161

明不同年龄组被试在学习策略总体使用

上没有显著性差异。多重比较的结果显

示，在认知策略、社交策略和情感策略

的使用上，各年龄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 p ＞ 0. 05) ，但在记忆策略和元认知策

略的使用上，40 ～ 50 岁被试与 24 ～ 29
岁、30 ～ 39 岁 被 试 均 存 在 显 著 差 异

( p ＜ 0. 05) ，40 ～ 50 岁被试的这两项策

略使用频率明显低于另外两组被试。在

补偿策略的使用上，40 ～ 50 岁被试与 30 ～ 39 岁被试存在显著差异 ( p ＜ 0. 05) ，但与 24 ～ 29 岁

被试不存在显著差异 ( p ＞ 0. 05) 。40 ～ 50 岁被试使用补偿策略最少，30 ～ 39 岁被试使用最多。

以上数据说明，年龄对被试的汉语学习策略总体使用情况没有明显影响，但在记忆策略、补偿策

略、元认知策略使用上，不同年龄组被试有明显差异。

三 研究结论

吴勇毅、袁恺临等、林佳心、张勇都曾调查过来华泰国留学生的学习策略使用情况，按使用

频率排序进行对比 ( 表 7) 发现，泰国官员班学生的学习策略使用情况与前人研究不尽一致，一

方面可能由样本数量不同造成，另一方面也说明官员班学生在汉语学习上确实存在有别于一般来

华留学生的特殊性。
( 一) 高频使用各项学习策略

泰国官员班学生的汉语学习总策略与六类分策略的平均值得分均高于 3. 5，都为高频度策

略，没有中、低频度策略，这说明泰国官员班学生经常并擅长使用各类学习策略以促进汉语学

习。据课后访谈可知，官员班学生来华前学历最低者也已取得学士学位，有一部分已取得硕士甚

至博士学位，部分学员有海外留学经历，英语水平普遍较高，都有至少成功学习过一门第二语言

的经历。与一般泰国留学生相比，政府官员班学生学习动机明确，自主学习意识强，学习能力

高。因此，他们会参照之前学习第二语言的经验，积极主动地使用各项学习策略进行汉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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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来华泰国留学生学习策略使用频率排序对比

作者 ( 样本量) 1 2 3 4 5 6

吴勇毅① ( 123)
补偿策略
( 3. 63)

社交策略
( 3. 51)

认知策略
( 3. 34)

元认知策略
( 3. 26)

情感策略
( 3. 25)

记忆策略
( 2. 82)

林佳心② ( 144)
社交策略
( 3. 09)

补偿策略
( 3. 07)

情感策略
( 3. 02)

元认知策略
( 2. 99)

认知策略
( 2. 96)

记忆策略
( 2. 88)

张 勇③ ( 182)
社交策略
( 3. 58)

元认知策略
( 3. 46)

补偿策略
( 3. 40)

认知策略
( 3. 21)

记忆策略
( 3. 13)

情感策略
( 3. 03)

袁恺临④ ( 230)
社交策略
( 3. 65)

元认知策略
( 3. 51)

补偿策略
( 3. 47)

记忆策略
( 3. 34)

认知策略
( 3. 33)

情感策略
( 3. 31)

本 文 ( 69)
元认知策略

( 3. 93)

记忆策略
( 3. 86)

社交策略
( 3. 86)

补偿策略
( 3. 81)

情感策略
( 3. 77)

认知策略
( 3. 60)

( 二) 元认知策略是最常使用的学习策略

最常使用元认知策略而不是社交或补偿策略是官员班学生有别于一般留学生之处。江新⑤和

吴勇毅都认为学习者经常使用元认知策略与其理性成熟度及以往学习第二语言 /外语的经验有关，

元认知策略使用频繁且多样说明学习者 “会”学习。泰国政府官员班学生与一般留学生相比，

年龄偏大，具有更为成熟的认知能力和较为丰富的社会工作经历，这使他们具备较强的自我管理

和安排计划能力，善于计划、管理、控制、评价、反省、调节自己的语言学习过程和学习活动;

他们英语水平普遍较高，有以往成功学习第二语言的经验; 官员班学生是在国内经过竞争性选拔

才获得了来华学习汉语的机会，回国后还要向所在工作部门汇报自己的汉语学习成绩，明确的学

习目标和学习动机使他们大都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使用元认知策略来管理、控制自己

的汉语学习活动，以保证顺利地完成汉语学习任务。
( 三) 经常使用记忆策略

由表 7 可看出，一般来华泰国留学生不常使用记忆策略，但泰国政府官员班学生记忆策略的

使用频率仅次于元认知策略，与社交策略使用频率相当。官员班学生在访谈中表明，他们认为无

论学习什么，使用记忆的方法都很重要。吴勇毅研究发现低年级的学生会比较多地采用机械方式

记忆生词，李炯英对中国学生英语学习策略的使用进行研究时发现，中国学生最常用的是记忆策

略，她认为这与中国的语言学习方法传统及非目的语的语言学习环境有关⑥。同理，泰国政府官

员班学生也有着重视记忆的学习习惯，同时他们还是在非目的语语言环境下的成功英语学习者，

因此他们很擅长使用记忆策略。在处于汉语学习的初级阶段时，他们既会运用传统学习方法以机

械方式记生词，也会借鉴自己成功学习英语的经验，高频使用记忆策略，以促进汉语的学习。
( 四) 认知策略最不常用

在前人研究中，留学生最不常用的汉语学习策略通常是情感策略和记忆策略，认知策略排序

虽不靠前，但也都不是最后一位。但本文研究结果显示，认知策略在频率排序中位于最后，是泰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吴勇毅: 《不同环境下的外国人汉语学习策略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年。
林佳心: 《泰国学生汉语学习策略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 年。
张勇: 《泰国成功汉语学习者学习策略使用情况研究》，《汉字文化》2018 年第 14 期，第 26—29 页。
袁恺临、徐海英: 《泰国学生汉语学习策略调查与教学启示》，《中国校外教育》下旬刊 2012 年第 4 期，第 44—45 页。
江新: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策略初探》，《语言教学与研究》2000 年第 1 期，第 62—68 页。
李炯英: 《中国学生二语学习策略的观念与运用———一项实证研究》，《外语教学》2002 年第 1 期，第 42—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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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官员班学生最不常用的学习策略。江新和吴勇毅都指出，认知策略的使用与学习时间的长

短有关，认知策略的使用需要具备一定的目的语知识基础，目的语的水平影响认知策略的使用。
也就是说，当学习者汉语水平不高，汉语知识储备不足时，会选择减少或者回避使用认知策略，

汉语水平越低的学生使用认知策略越困难。泰国官员班学生来华以前汉语水平基本属于零基础，

均为初级水平学习者，因此认知策略使用频率最低。
( 五) 社交策略和补偿策略使用频繁

这一结论与前人研究一致。原因有二: 首先，目的语环境是客观因素。泰国政府官员班学生

在华学习、生活，不可避免地存在用目的语进行交际的需求，为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他们在语

言输出时会自然而然地借助求助、提问等社交策略来维持交际活动顺利进行，提高交际效果; 同

时，由于自身汉语水平较低，为弥补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不足，解决交际活动中的障碍，官员

班学生会同时使用猜测、迂回等补偿策略辅助语言表达，从而带动了社交策略和补偿策略的频繁

使用。这也印证了吴勇毅的结论: “补偿策略的使用与社交策略的使用直接关联，社交策略使用

频率高，补偿策略亦然。”
其次，泰国官员班学生自身特点是主观因素。江新指出，留学生经常使用社交策略不但与其

所处的学习环境有关，还与其本身特点有关。吴勇毅也发现，在补偿策略和社交策略的使用上，

欧美学生和泰国学生都达到了高频度，这可能跟其性格有较大的关系。笔者通过课堂观察及访谈

发现，泰国官员班学员性格热情活泼，喜欢在社会交际和活动中学习语言，善于合作学习; 同

时，他们对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有着强烈的兴趣和愿望，这一学习动机促使他们在交际活动中产

生文化移情，从而带动社交策略和补偿策略的频繁使用。
( 六) 情感策略非不常使用策略

相对于元认知策略、记忆策略、社交策略和补偿策略，情感策略是官员班学生不太常用的一

种汉语学习策略，排序上仅排倒数第二位。但从平均值得分看，依然是高频度策略。这说明泰国

官员班学生并非不常使用情感策略，只是与元认知策略、记忆策略、社交策略相比，使用得相对

较少。在访谈中，官员班学生也曾明确表示情绪上有焦虑感，比如对学习汉语自信心不足，有压

力，害怕自己不能坚持下去，怕学不好汉语回国后没面子等等，作为有一定人生阅历和工作经验

的成熟理性的政府公务员，他们必然会用一些方法帮助自己消除焦虑感。
( 七) 年龄在元认知策略、记忆策略、补偿策略上差异显著

虽然年龄对泰国政府官员班学生的总体学习策略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对记忆、补偿、元认知

三类策略有明显影响，不同年龄段学生对学习策略的选择和使用也是不同的，如表 8 所示。
表 8 不同年龄组被试汉语学习策略使用频率排序①

年龄组
记忆策略

( Y)
元认知策略

( Y)
补偿策略

( Y)
认知策略

( N)
情感策略

( N)
社交策略

( N)

24 ～ 29 岁 1 ( 3. 94) 2 ( 3. 99) 2 ( 3. 75) 1 ( 3. 75) 2 ( 3. 73) 2 ( 3. 82)

30 ～ 39 岁 2 ( 3. 89) 1 ( 4. 00) 1 ( 3. 94) 2 ( 3. 57) 1 ( 3. 82) 1 ( 3. 92)

40 ～ 50 岁 3 ( 3. 46) 3 ( 3. 48) 3 ( 3. 48) 3 ( 3. 33) 3 ( 3. 63) 3 ( 3. 69)

如果把 Oxford 的六类学习策略归为辅助策略 ( 补偿策略、社交策略、情感策略) 、管理策略

( 元认知策略) 和直接学习策略 ( 认知策略、记忆策略) 三类，那么可以看出，24 ～ 29 岁被试

① 1. 1 为使用最多，2 为其次，3 为使用最少; 2. Y 为存在显著差异，N 为不存在显著差异; 3. 阴影部分标注存在显著差异的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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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接学习策略 ( 认知策略、记忆策略) 上使用最多，30 ～ 39 岁被试在辅助策略 ( 补偿策略、
社交策略、情感策略) 和管理策略 ( 元认知策略) 上使用最多，而 40 ～ 50 岁被试在每类学习策

略上都使用最少。
首先，24 ～ 29 岁被试在直接学习策略 ( 认知策略、记忆策略) 上使用最多，这一结论符合

之前的预想，因为年纪较轻的学习者记忆力更强，学习方法也相对更为灵活。笔者在访谈中发

现，这一年龄组的被试很大一部分是大学或研究生刚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时间不久，对学校学习

还不陌生，对一些学习策略还很熟悉，记忆犹新，所以相较于离开学校时间较久的 30 ～ 39 岁被

试和 40 ～ 50 岁被试，24 ～ 29 岁被试对直接学习策略使用起来更为得心应手。
其次，使用辅助策略最多的并不是预想中较为年轻的 24 ～ 29 岁被试，而是年长些的 30 ～ 39

岁被试。通过课上观察与课后访谈，笔者对这一现象做出了以下思考和解释:

相较于 24 ～ 29 岁被试，30 ～ 39 岁被试的工作时间更长，工作经历更丰富，工作职位更高，

这使得他们整体管理能力与交际能力更强。补偿策略、社交策略都是跟使用语言密切相关的，交

际能力更强的学习者会更倾向于使用这两种学习策略，尤其是在目的语环境下，这类学习者会更

善于在使用和活动中学习语言。所以，30 ～ 39 岁被试使用补偿策略和社交策略最多。
20 ～ 29 岁被试相对年轻，学习新的语言更为轻松，学习压力较小，他们更自信，也更容易

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和接受目的语环境下的文化冲击，而且这个年龄段的被试大都没有结婚生子，

没有家庭的顾虑和牵绊，来中国学习汉语和文化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愉悦的享受，因此，他们在汉

语学习方面遇到情感焦虑的情况不多。而 30 ～ 39 岁被试的情况正好与之相反，他们的工作压力

和学习压力是三个年龄组中最大的，他们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都没有 20 多岁的年轻人那么强，

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学好汉语，这个年龄段的被试很多已结婚生子，情感牵绊也更多，所以

他们会更多使用情感策略来克服焦虑，控制情绪。
元认知策略属于管理类学习策略，24 ～ 29 岁被试大都工作不久，很多人只是一般工作人员，

没有职务，和另两个年龄组被试相比，整体管理和控制能力相对较弱; 与之相比，工作经验更丰

富，工作职位更高，管理控制能力更强的 30 ～ 39 岁被试更擅长使用元认知策略进行汉语学习。
最后，40 岁以上被试在各项学习策略的使用上都是最少的，这与预想及前人的研究是一致

的。有研究证明，学习者在学习策略使用上的差异与学习动机的强弱有关，动机弱的学习者在学

习策略的使用上会少于动机强的学习者。40 ～ 50 岁被试在工作、生活、学习上的压力都相对较

小，心态更平和，情绪更平稳。访谈结果显示，这个年龄组的被试工作职位大都较高，他们来华

学习语言已经不是为了生存、工作和竞争的需要，更多的是为了体验一种不同的经历，更好地了

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由于年龄的原因，他们在学习语言方面已经不占优势了，他们对自己在汉语

学习方面的自我期待和要求也并不高，因此这个年龄组学员使用各类学习策略以促进汉语学习的

主观能动性远低于另两个年龄组的学员。
( 八) 性别对学习策略的使用无显著差异

这一结论与吴勇毅和林佳心不同，但与江新一致。江新认为这与被试的学习动机有关。文秋

芳等的研究已证明，学习动机会影响学习者对学习策略的选择。学习动机可以分为表层动机和深

层动机，表层动机与学习者的个人前途和经济利益相关，深层动机与学习者对目的语及其文化的

兴趣相关。① 对泰国政府官员班学生的学习动机调查结果显示，49. 3% 的学生选择 “喜欢汉语和

文化” ( 深层动机) ，50. 7% 的学生选择 “工作需要” ( 表层动机) ，还有一部分学员同时选择深

① 文秋芳、王立非: 《影响外语学习策略系统运行的各种因素评述》，《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 年第 9 期，第 28—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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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动机和表层动机，可见他们具有非常强烈和明确的学习动机。由于是工作派遣来华学习，他们

对汉语学习都非常重视，无论男女都是积极主动地选用各种学习策略努力学习，因而男女学员在

学习策略的使用上基本相同。

虽然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对被试学习策略的使用无显著差异，但对比男女被试各项

策略的平均值大小后，还是能从一个侧面看出不同性别的学员在使用学习策略上有不同的倾向

性: 女性学员更倾向于使用辅助类策略 ( 社交策略、补偿策略、情感策略) ，男性学员更倾向于

使用直接学习类策略 ( 记忆策略、认知策略) 和管理类策略 ( 元认知策略) 。

四 教学建议

( 一) 充分利用优势策略

针对泰国官员班学生最常使用元认知策略的特点，可以充分发挥他们学习主动、自觉性强、

善于自我监控和自我调节的优势，引导他们通过自主学习更好地管理汉语学习活动。官员班学生

已经具备成熟的认知能力和完整的价值观体系，独立思考能力强，适合先学后教、讨论合作，比

如“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以“个人自主学习 + 老师课堂答疑 + 小组讨论合作”的形式充分发

挥其学习能力优势，让学生将“教师输入”变为“自我输出”。

针对学生经常使用社交策略和补偿策略的特点，课上采用如全身反应法、任务教学法等灵活

多样的教学方法，根据教学内容，设计模拟真实场景、交际性强的课堂教学活动，在语言使用中

将语言要素转化为语言技能。课下布置多种形式的作业，设计真实交际任务，鼓励学生多交中国

朋友，多使用汉语进行交流。但要注意引导学生合理适度地使用补偿策略，否则学生容易产生回

避表达难点的惰性，降低对自我的语言要求，所以课堂教学要坚持长期纠错，加大词汇量教学，

注重提高语言表达的质量。
( 二) 注重训练弱势策略

情感策略和认知策略是泰国政府官员班学生使用相对较少的两项策略。这些学员成熟稳重，

很多人与教师同龄甚至年长，与一般留学生相比，他们控制情绪的能力会强一些，但是在学习语

言上他们有年龄的劣势，压力和困难会更大更多，容易产生自我怀疑和挫败感。针对这个特点，

教师要跟他们交朋友，以朋友的心态和身份去关注他们的情绪变化，了解他们的困难和苦恼，课

上多观察，课下多聊天，多夸奖，多鼓励，帮助他们放松情绪、减少焦虑。同时设计形式多样的

评价方式和难度分层的作业，不仅仅以单一的测试形式判定学习效果，避免学生产生 “已经很

努力学习了，但成绩还是不理想”的挫败感，保护他们的自尊心，增强其学习汉语的自信心。

认知策略使用较少与学生的汉语水平较低有关。因此在教学中要加强基础知识的传授，打好

基本功。调查问卷中平均分值最低的几个题目分别是: “我会总结汉语常用词汇、句型和语法结

构” ( 认知策略) 、“我会参加一些与汉语有关的课外活动，比如汉语演讲比赛，锻炼自己运用汉

语的能力” ( 认知策略) 、“我在日记中写下我学习汉语过程中的感受” ( 情感策略) 、“我经常复

习学过的知识” ( 记忆策略) 。对此，教学中需要加强汉语写作、阅读的教学; 增加口语表达的

训练; 加强课堂教学的互动性和趣味性，设计有趣的练习作业或者课堂实践活动，提高学生汉语

学习的兴趣; 在活动中引导学生完成一些语言知识的认知和记忆任务，从而让他们自觉地多使用

一些认知策略和记忆策略。
( 三) 以小组合作学习形式实现互补

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段的官员班学生对学习策略的使用都有不同的倾向性，教师可以根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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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们学习策略使用频率和倾向性的不同，将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学生相互结对，设立能力互补

的学习合作小组，让学习者之间互帮互助，弥补各自的不足，让结对的学生互相学习，互相监

督，相互交流学习的方法和经验，共同完成课堂实践活动和课后交际作业，取长补短，促进泰国

政府官员班学生学习策略使用能力的整体提高。
( 四) 加强文化教学力度

泰国政府官员班是一个两国政府层面的教育文化交流项目，不仅仅是语言学习，更是文化外

交。要充分利用学生对“想了解中国文化”的深层学习动机，保持并增强他们兴趣，促进汉语

学习。除了学校开设的专业文化课程和走出校园的文化考察外，课堂上应将语言知识与中国文

化、历史、地理等知识相融合，加强学生对中国的了解; 选择一些与他们工作相关的语言知识和

文化知识，增强学习的实用性; 在课外，鼓励学生多参与各类活动，让学生可以通过这个窗口更

好地了解中国国情和时事，发挥文化教学的外交意义。
总之，教师要充分利用目的语环境的优势，扬长补短，指导学生选择和使用适合自身特点的

策略，发挥学习策略最大的作用。同时，根据泰国政府官员班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学习特点，改进

教学方法，设计有针对性的教学模式，提升该项目在汉语教学上的效率与质量。

A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Chinese Learning Strategies
of Thai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China

YU Xiao－yu

Abstract: Thai government official students who come to China are different from the ordinary Thai student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Chinese learning，we take the students from the class of Thai government officials of Bei-
j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ollege as research objects，use the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y scale of Oxford ( 1990) ，

combine with questionnaire survey，classroom observation and after－class interview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ai
government official class students in the use of Chinese learning strategies，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teaching sugges-
tions，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hinese teachers and their classroom teaching in Thai government official classes．
Keywords: Thai government officials; Chinese; learn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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