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信平台在语言学习中的应用研究
王卓玉

(长春大学 人文学院,吉林长春 130022)

摇 摇 [摘要] 摇 微信作为主要的即时通讯工具,已经被外国留学生接受并广泛应用,为他们的汉语学习提供了新

的学习方式。 本研究选取东北师范大学 20 名外国预科留学生作为受试样本, 20 名中国老师和研究生作为指导

教师,采用准实验研究法,利用微信平台和自编的测试题目,对外国预科留学生进行汉语水平的前测和后测,从
而了解微信平台应用于外国留学生汉语学习中所产生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利用微信平台学习汉语取得了显

著的效果,不仅进步块,而且学习热情较高,具有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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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摇 摇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汉语学

习的热潮在世界各地保持“高烧不退冶。 同时,飞速

发展的互联网技术与人类持续增长的网络社交需

求,共同推动了网络社交方式的不断丰富和社交工

具的不断更新,微信是腾讯于 2011 年初推出的一款

手机即时通讯工具,是一款集文字、音频、视频、图
片、表情等多种媒介为一体的手机聊天软件,其朋友

圈、群聊、微信公众平台等功能受到众多用户的追

捧,是这类社交软件中的佼佼者。 其中,微信公众平

台是腾讯公司在微信基础上新增的功能模块,通过

这个平台,个人和企业都能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微

信公众账号,实现和特定群体之间进行文字、图片及

语音的沟通和互动(石凯,2014)。 由于信息技术支

持下的学习环境和学习工具变得更加丰富灵活, 汉

语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更加多样,传统的汉语教学

模式已不完全适应信息化时代的需要 (杨翼,
2014)。 将微信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不仅可以有

效地促进汉语及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同时也将给

外国留学生的汉语学习带来新思路和新方式。
目前,学术界对利用社交网络工具来提高留学

生汉语水平的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尝试探索利用

微信平台进行汉语教学,以期探讨微信支持汉语学

习的成效。

二、研究设计

摇 摇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东北师范大学 20 名外国预科留学

生作为实验对象,同时选取 20 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

中国研究生作为留学生的指导教师(在本研究中用

N 来代表研究对象的人数)。
在 20 名外国预科留学生中,我们依据前一学期

期末汉语总成绩选择 10 名留学生作为实验组,剩余

10 名留学生作为对照组。 这种有目的的抽样是为

了确保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汉语水平基本相当。
(二)研究问题

本研究试图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将微信平台应

用于外国留学生的汉语学习的效果如何,会出现什

么问题?
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研究将对影响上述两个

问题的各因素进行分析,分析的因素、领域及采用的

方法见表一所示。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准实验研究法,对实验组和对照组

分别进行前测和后测。 在研究开始前, 研究者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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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摇 分析因素、领域和采用的方法

分析因素 分析领域 采用的方法

效果
口语测试
语音语调
语言应用

前测
后测

问题

外国留学生对
微 信 平 台 的
看法

界面
任务
交互

总体评价

后期研究调查
个人访谈

外国留学生对
微信作为汉语
学 习 平 台 的
看法

学习环境
交互

学习伙伴
总体评价

后期研究调查
个人访谈

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前测,然后通过为实验组和

对照组设置不同的语言学习环境,观察比较两者的

后测成绩,其中实验组的学习环境是微信平台,对照

组是传统的学习环境。
研究持续开展了十周。 实验组的外国留学生利

用微信平台与中国学生即时通信,微信公众平台的

推送功能为外国留学生推送相关汉语学习资源。 本

研究为实验组制定的学习任务是:1)每周有固定的

四个小时在微信平台上进行汉语学习活动,但平时

也能通过微信随时与指导教师沟通;2)每周需在微

信朋友圈发表一篇学习总结;3)需要提前预习下周

的学习内容。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学习任务相同,只
是所处环境不同。

微信平台上的互动可以以文字、图片、动画、音
频和视频等多种形式实现,对汉语学习中的听、说、
读、写能全面覆盖。 因此,微信平台的聊天功能、社
交功能和公共账号功能,能支持实验组借助微信平

台进行的学习活动,包括:1)指导教师通过微信私

聊功能对实验组学生进行一对一指导,学习本次课

程的字、词、句的发音和句子结构;2)在每次学习活

动结束时实验组学生和指导教师通过群聊功能集体

交流,分享文化知识;3)指导教师通过微信公众平

台向实验组学生推送少量趣味性的汉语学习资源,
如猜谜语、小笑话等;4)由指导教师共同商讨为实

验组布置相应的课后任务,如在朋友圈发布学习总

结,预习下次课程学习内容等(见图 1)。
为期十周的学习活动结束后,实验组需要参加

后测,完成后期研究调查和个人访谈,同时对照组也

要参加后测。 研究者通过比较两组的前后测结果,
检验微信平台的应用效果,并通过对实验组后期研

究调查和访谈的分析结果,总结微信应用出现的

问题。

图 1摇 实验组在微信中的学习活动

(四)数据收集和分析

本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其
中数据收集的内容包括:1)前后测结果;2)后期研

究调查,包括个人访谈和实验组在微信朋友圈里发

表的学习总结。
前后测内容均包括:1)学生在规定时间内阅读

一段长度适中的汉语短文,以考察他们的口语发音

和语调;2)学生用给定的词语造句,以考察他们的

句子结构;3)学生根据短文内容回答相关问题,以
考察他们的语言运用。 两次测试都在东北师范大学

语言实验室进行。 语言实验室有相应的电子设备对

学生短文阅读进行语音记录,并保存为 MP3 格式,
以便考核学生成绩。

前后测评估专栏是根据中国汉语水平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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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K)中的基础汉语水平考试要求建立的,由两位

中国教授和两位外国教授对前后测结果进行审查,
他们成立了两个评审小组,每个评审小组分别由一

位外国教授和一位中国教授组成。 评审小组使用相

同的评估标准对前后测进行评估。 为了解决不同评

审小组间的信度问题,设定评审小组间的置信度为

95% 。 研究者将对两组评审数据进行收集和比较,
识别具有显著差异的个别案例,然后由评审小组进

行讨论和重新评估,以使他们的评审结果达成共识。
两个评审小组的平均成绩将用于检验微信平台对外

国留学生汉语学习的影响效果。 为了分别确定实验

组和对照组前后测成绩的差异性是否显著,我们使

用 SPSS 17. 0 对实验数据重复进行独立样本 T 检

验,以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信性。
为了了解微信平台在应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在第十周学习活动结束后,我们对实验组学生进行

了访谈,访谈内容由特定人员记录。 同时研究者还

查看了实验组学生朋友圈的发布情况,以补充和验

证访谈结果。

三、研究结论

摇 摇 (一)微信平台对汉语学习的影响

本研究的前后测都通过短文阅读、造句、问题解

答评估学生的语言能力,评估标准以汉语水平考试

的评估为基础,主要评估学生的口语能力、语音和语

调的准确性,以及对汉语句子结构的掌握程度。 表

二总结了前后测的评估项目、评估目的和分值。

表二摇 评估项目、评估目的和分值

评估项目 评估目的 分值

任务 1 阅读中文短文的能力 20

任务 2 使用所给词语造句的能力 20

任务 3 回答短文相关问题的能力 20

发音和语调 发音和语调的标准化程度 20

语言应用 使用正确的词汇、短语和结构的能力 20

总计 汉语口语交流能力 100

对前后测成绩的分析反映了外国预学生利用微

信平台学习汉语的效果。 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

性,数据分析包括以下步骤:1)筛选数据,即筛选有

效数据,摒弃无效数据(如测试成绩为 0 或异常低

于他人);2)分别计算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前后测平

均值及标准差;3)分别记录实验组和对照组前后测

成绩的 Sig. (双侧)值观察两组学生成绩是否具有

显著差异。
研究分别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前后测成绩进行

独立样本 T 检验(见表三),结果显示:
对照组和实验组的前测均值基本相当,差异显

著性概率 Sig. (双侧)均大于. 05,故研究开始前两

组的汉语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实验组的后测成绩

均高于对照组,且两者之间的成绩差异显著性概率

Sig. (双侧)均小于. 05,因此研究结束之后实验组和

对照组的汉语水平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而且试验组的分数增益更多,因此可以说微信

平台对外国留学生的汉语学习能够起到显著效果。

表三摇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前测成绩和后测成绩

测试项目 组别

前测成绩 后测成绩

平均值 标准差
Sig.

(双侧) 平均值 标准差
Sig.

(双侧)

任 务 1
(最大值
=20)

对照组 11. 84 . 836

实验组 11. 75 1. 090
. 838

13. 90 1. 303

15. 36 1. 409
. 027

任 务 2
(最大值
=20)

对照组 11. 80 . 648

实验组 11. 60 . 609
. 486

13. 20 1. 439

15. 19 1. 634
. 010

任 务 3
(最大值
=20)

对照组 11. 79 . 865

实验组 11. 75 . 759
. 914

13. 67 1. 237

15. 32 1. 485
. 015

发 音 和
语 调
(最大值
= 20)

对照组 11. 74 . 802

实验组 11. 79 . 794
. 890

13. 26 1. 329

15. 05 1. 541
. 012

语 言 应
用 ( 最
大 值 =
20)

对照组 11. 63 . 531

实验组 11. 66 . 882
. 928

12. 97. 1. 018

14. 28 . 884
. 007

总计(最
大 值 =
100)

对照组 58. 80 1. 134

实验组 58. 55 1. 204
. 638

67 4. 622

75. 2 5. 418
. 002

(二)微信平台应用中的问题

我们还通过个人访谈法收集外国留学生对微信

平台作为汉语学习平台的看法,了解微信平台在应

用中出现的问题。
1. 对微信平台的看法

本研究主要从界面、任务、交互和总体评价四个

方面进行访谈(见表四)。 结果表明,外国留学生对

微信平台有积极的情感(平均分 = 4. 44, 标准差

= . 10)。 他们认为在微信中与他人聊天时,输入汉

字的过程能够加强拼音练习,并且微信还有语音通

话功能。 学生很喜欢微信的界面,很享受微信中与

他人交流的感觉。 他们也提出了微信平台需要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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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面。

表四摇 访谈结果

访谈对象是实验组(N=10)

访谈内容 访谈人数 平均分 a 标准差

界面 3 4. 45 . 09

任务 3 4. 46 . 11

交互 4 4. 42 . 12

总体评价 10 4. 44 . 10

摇 注:a 平均分最大值=5,代表最喜欢;平均分最小值 = 1,代表最不
喜欢

界面:我感觉整个界面很简洁。 在微信平台上,
虽然不能和指导教师有真实的接触,但是语音、文
字、视频等通话方式让我们沟通很顺畅。 总之,微信

平台是个很好的平台(学生 1)。
任务:这里有多种多样的任务,每项任务都有针

对性。 这些任务对外国留学生的汉语口语交际、语
音语调和语言的运用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它真的

使我们不断进步(学生 2)。
交互:微信平台的互动气氛非常活跃。 我们平

时没有太多机会和别人用汉语交流,而在这里,指导

教师很热心、健谈,这大大地增加了我们用汉语交流

的机会。 我喜欢在这里和别人交流。 但在进行语音

聊天时我发现,录音结束以后,平台需要对语音处理

较长一段时间才能发送出去(学生 3)。
总体感觉:微信能将枯燥的学习过程生动化,在

聊天中提高口语交际能力,并能提高对语音语调和

语句结构的掌握能力。 我们喜欢这样的学习方式,
但是,如果网络不稳定,会导致聊天无法正常进行,
所以需要为学生提供稳定的网络环境(学生 4)。

总之,微信应用给外国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

象,并对汉语学习产生了兴趣,他们表示将会持久使

用微信平台进行汉语学习。
2. 对微信平台作为汉语学习平台的看法

外国留学生对微信作为汉语学习平台的看法,
主要与学习环境、交互、学习伙伴和评价有关(见表

五)。 访谈结果表明,外国留学生认为微信平台对

汉语学习有积极作用(平均= 4. 47,标准差 = . 12)。
留学生喜欢利用微信与指导教师沟通以提高汉语水

平。 同时,他们提出了能够促进他们更好地利用微

信平台学习的建议。
学习环境:利用微信进行学习,我没有约束感,

更加放松自由。 在这里,我不用害怕丢脸或者害羞

表五摇 访谈结果

访谈对象是微信实验组(N=10)

访谈内容 访谈人数 平均分 标准差

学习环境 3 4. 42 . 12

交互 3 4. 43 . 17

学习伙伴 4 4. 55 . 05

总体评价 10 4. 47 . 12

注:a 平均分最大值=5 代表最喜欢;平均分最小值=1 代表最不喜欢

而说不出话,能够更加轻松地交流。 但是在微信平

台上,我们只能进行学习和查询相关内容,我希望能

够方便地在微信平台上进行自我测试,以及检验学

习效果(学生 7)。
交互:这种沟通是有意义、积极的。 我们通过微

信进行及时通信,而不是面对面交流。 在这种方式

中,我们可以自由交流,我喜欢这种沟通形式(学生

8)。
学习伙伴:中国学生聪明、幽默、有耐心。 当我

们进行沟通时,他们总能想到令我感兴趣的话题,并
且说得很慢,方便我们理解。 他们能察觉到我紧张

的情绪,进而会用幽默的语言鼓励我,让我放松。 我

很庆幸能和这些中国学生交流,他们教会了我很多

东西(学生 9)。
总体评价:我们以前总是在书上学习汉语,在这

里我们学习到了很多书上没有的知识,这些知识更

加适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且在微信平台的支持

下,我们不受时空限制,在宿舍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通过这一平台,我们的汉语水平得到了提高。 但是,
我觉得学习内容过于零碎(学生 10)。

总之,外国留学生认为将微信作为汉语学习平

台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案。
3. 微信平台在应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1)利用微信平台进行语言学习需实时在线,对
网络环境要求较高。 网络不稳定会影响学习的

进行。
2)学生可能将自己关注的无关学习内容的信

息和学习内容混淆,造成较多的信息碎片,影响教学

效果。 另外,微信平台所展示的碎片化学习信息不

利于学生记录和总结。
3)有的学生认为微信平台在进行语言学习时

功能单调,以内容发布和查询为主。 有学生建议能

否加入小测试功能,也有学生提出能否将平时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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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查询、考试成绩查询等功能集成到微信平台。
这将是我们后续研究的主要内容。

4)微信平台对语音的处理速度比较缓慢,没有

面对面那样直接和迅速。 因此会浪费一部分学习时

间,这属于微信软件本身的性能问题。
5)微信平台不仅是学生进行语言学习的平台,

也是休闲娱乐平台,为人们提供各类信息。 如果利

用微信平台进行语言学习的学生不具有良好的媒介

素养,则会被各种各样的垃圾信息所干扰,同时容易

使学生养成被动接受信息的习惯而逐渐失去独立思

考能力。
(三)小结

研究结果表明利用微信能有效提高留学生的汉

语水平。 此外,外国留学生对微信平台有着积极看

法,他们认为微信平台是一个实用、有趣且交互性强

的汉语学习平台,希望能有更多机会参与微信学习,
同时也希望微信平台在在语言学习方面能不断地改

善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讨论与建议

摇 摇 2010 年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年会主题是

“网络的变化:在互联的世界中学习冶。 这一精神为

将中国学生与其他想学习汉语的世界各地的人们连

接起来提供了启发。 本研究所描述的学习计划探索

了这种可能性。
由于实际条件的限制,本研究在相当小的一组

目标学生中开展。 后期访谈用汉语进行,一些外国

留学生由于在中国生活时间较短,不能准确理解部

分访谈内容。 我们可以以英文的交流方式重新访

谈,以提高访谈结果的可靠性和可信性。 我们对该

研究进行了以下讨论:
(一)微信平台在留学生汉语学习中的作用

一口流利的汉语是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生活必不

可少的条件之一,留学生利用微信平台进行汉语学

习对他们快速融入中国的学习环境很有帮助。 微信

平台能提供相关学习资源以提高外国留学生的口语

交际能力及对语音语调和语言结构的掌握能力。
一般说来,在学习一门新外语时,学生会厌恶在

课堂上使用,担心被负面评价,害怕与别人交流时出

现问题,也为相应的语言测试感到焦虑,微信平台则

成为学生克服这些障碍的有效途径。 留学生利用微

信学习汉语时,不用与教师面对面交流就可以进行

语言实践活动。 这就大大减少了沟通环节中留学生

的紧张情绪及在语言实践中的顾虑,为留学生提供

了无压力的语境,满足留学生的倾诉需求(范玥,
2014)。 本研究也证明外国留学生的汉语沟通能力

明显得到提升。
从语言学习角度看,了解语言文化对语言学习

非常重要,微信平台提供了真实的文化交流机会。
留学生可以利用微信随时随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

想,增强与中国学生的相互了解,从而减少彼此间的

文化差异,减少跨文化交际中的误会和摩擦。 这就

保证了留学生利用微信开展汉语学习的顺利进行。
众所周知,真实的语言环境对语言学习非常重

要。 缺乏真实的学习环境对于语言学习和教学都是

核心问题。 有研究者发现,微信平台作为真实的语

言交流环境,能够增强学生的语言学习动机,能有效

解决语言学习中缺乏真实有意义的学习环境这一

难题。
本研究显示,留学生的口语、发音和语调明显提

高,但语言应用能力没有显著提升,这是因为语言应

用的评价比较注重学生在测试中表达的语法和句子

结构。 现有学习任务没有专门针对培养学生的语言

应用能力。
(二)在微信平台上设计学习计划

在微信平台上设计学习计划时,学习者、文化、
技术和教育学是主要考虑因素,应该利用系统方法

对这些因素进行整体分析,以设计出成功有效的学

习计划,以促进目标学习者语言能力和文化知识的

提升。
根据微信的功能特点,在微信中设计学习计划,

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上的设计。
层级 1:通过微信私聊进行一对一交流互动

本层次上的交互者主要包括一名中国学生和一

名外国留学生。 该层次上的互动有助于中国学生对

外国留学生汉语学习的一对一辅导,中国学生能够

及时根据所见或所听内容纠正留学生汉语书写及口

语交际方面的出现的差错。
层级 2:通过微信群功能进行多人交流互动

本层次上的交互参加者包括所有参与本研究的

中国留学生和外国留学生。 他们首先建立一个以学

习汉语为主的微信群,大家在该群中平等交流,各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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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见,留学生可以快速融入汉语语言环境之中。
层级 3: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朋友圈推送资源

本层次上的学习计划主要由中国学生完成。 中

国学生建立微信公众账号并上传有关汉语和中国文

化的相关文章、视频,留学生通过关注该账号即可获

得中国学生推送的相关学习资料。 中国学生也可在

朋友圈上传此类学习资源,只要是微信好友即可获

得学习资源。
在微信中,让留学生参与汉语学习的一个主要

方法就是为他们布置任务。 我们应该帮助留学生参

加有意义的任务,让他们在这些任务中快速有效地

学习语言。 在微信平台的支持下,我们可以进行以

下任务:情境对话、演讲比赛、谜语竞猜、文字游戏

等。 留学生利用微信突破了传统课堂的束缚,随时

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增强与中国学生间的相互了

解,减少彼此间的文化差异(袁磊等,2013)。
(三)建议

为了将微信平台更好地应用于语言学习,我们

提出以下建议:
1. 中国学生需要具有扎实的汉语知识基础

中国学生指导外国留学生学习过程中,既是任

务伙伴更是起到老师的作用。 因此所选择的中国学

生必须具有扎实汉语知识基础,在使用拼音、语音进

行沟通时没有口音,能区分平翘舌。
2. 密切关注外国留学生汉语语言表达能力,为

后期指导做准备

在微信中指导教师要定期监控学生的语言表

现。 在此过程中,指导教师可以了解每位外国留学

生的语言习惯和性格,为后期进一步的指导以及学

习任务的安排和实施打下基础。
3. 中国学生需要熟悉外国文化并具有良好的媒

介素养

中国学生只有熟悉外国文化,才会给外国留学

生一种亲切感,拉近彼此距离,消除心里障碍,确保

任务的顺利完成。 由于外国留学生对汉语不熟悉,
难以区分信息的难易和正误。 因此,为了保证传输

信息的准确性和适切性,中国学生在利用微信与留

学生互动时,应具备较高的媒介素养,对信息中的舆

论导向及时分辨和预见(吕亚其,2014)。 同时,留

学生的媒介素养也会逐渐提高。
4. 设置特定时间完成相关学习任务

因为在微信中实时沟通的口语练习需要中国学

生和外国留学生实时在线,每人都有自身需要完成

的课程,这样同时在线的时间可能相对较少,管理所

面临的困难更多。 因此,需要为每个任务设置时间

限制,以更好地督促外国留学生的在线学习,提高学

习效率。 当然,这也要求为学生提供稳定的网络环

境,保障学习的顺利进行。
5. 督促外国留学生利用微信进行任务反思

任务后的反思是任务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任务后的反思可以以不同方式进行。 常见的活动包

括:监督留学生在完成学习任务后做出口头或书面

的个人学习报告;完成任务后进行小组讨论。 我们

相信,让外国留学生观看自己在微信学习中的表现

记录将非常有利于他们的学习(袁磊等,2014)。
6. 开发小测试功能鼓励留学生及时反馈

在利用微信学习汉语的过程中,留学生需要提

供及时反馈。 及时的反馈可以增加研究者对外国留

学生的了解,从而对学习任务做出相应调整,更有利

于留学生汉语学习。 因此,研究人员需研究如何在

微信平台上开发小测试功能,为学生提供方便的反

馈方式,激发他们及时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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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Using WeChat in an Experimental CFL Program

WANG Zhuoyu

( Institute of Human and Literacy, Changchu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2,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hina ' s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remains " high fever" globally. Chinese language has emerged as an important tool for communication for
people of a wide variety of cultural backgrounds. Additionally, the emergence of new social media software promotes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To a certain extent it can help learners use spare time to learn effectively.
WeChat is such a social application software. The popularity of WeChat provides a new way for foreign students to
learn Chinese.

The goal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and find effective and practical ways to integrate WeChat into a CFL pro鄄
gram. The study selected 20 foreign preparatory students and 20 Chinese students from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as
the participants. The research uses pre-test and post-test to verify the practicability and validity of MMP to improve
the Chinese level of the foreign students. The design of the evaluation research is quasi-experimental method. This re鄄
search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1) Determine the expected outcomes of the program. This study expected to en鄄
hance the foreign preparatory students' Chinese level through the use of WeChat, (2) Measure the actual outcome and
compared with the expected outcome through pre-test and post-test, and (3) Analyze the effectiveness through the re鄄
search findings and process.

Based on the test data and the results of student interviews, we found that the CFL program improves foreign
students'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WeChat learning. Students reported that WeChat is a practical and interesting tool
for Chinese learn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participants reported that the CFL program is motivating and interactive.
Ignoring those problems that are not perceived, students think that they hope to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participate
in micro message learning. Based on the gain difference between pre-study test and post-study tests, we can see the
CFL program for foreign preparatory students of Chinese learning has a positive effect. The study has several limita鄄
tions. Due to limitations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with a fairly small research sample. Also,
the later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in Chinese. Some foreign preparatory students can't understand some terminologies
accurately due to the relatively short time in China. As a sugges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we can communicate in Eng鄄
lish and revisit foreign preparatory student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eliability and credibility of the research.
Key words:CFL learning; WeChat; learning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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