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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国对外交流日益频繁，如何利用信息化技术弘扬中华文化，提升国

家软实力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结合移动互联时代下的信息消费习惯，分析了微视频具有的内容丰

富化、时间碎片化、空间灵活性等特点，结合中文国际化教学的特定场景，研究中文微视频的设计理

念、制作流程和传播方式。并依托海外汉语培训中心的教学实践，进行教学效果的调查统计与分析，

并给出微视频教学的建议。研究成果有助于微视频教学的普及与发展，为中华文化的国际化推广提供

一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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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s foreign exchange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requent, how to u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and en-
hance the national soft power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
ristics of micro-video such as content enrichment, time fragmentation and spatial flexibility in the 
context of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habits in the era of mobile Internet. Combined with the spe-
cific scenarios of internationalize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esign 
concepts, production processes and dissemination methods of Chinese micro-video. Relying on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overseas Chinese language training centers, the research also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gives suggestions for micro-video teach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will contribute to the popular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icro-video teaching and provide some 
ideas for the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of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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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加，民族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以发达国家为首的世界各国十分重

视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通过电影、动漫、产品、品牌等载体，弘扬本民族文化，提升国家的影响力和

软实力，日益成为未来国家竞争的长期战略。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的经济和科技取得了长期的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但文化软实力与现有

的经济实力并不相称，国外对中华文化的印象还停留在丝绸、兵马俑、茶叶等古代文明的层次，对现代

中国了解甚少。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文化的国际化推广很有必要，而文化弘扬不仅需要

文化自身的魅力，更需要语言的载体和先进的传播手段。 
与其他语言相比，汉语虽是作为母语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但在世界范围内使用的广度和通用性远

不及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在网络上使用的人数也稍显逊色。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对外交流日益频繁，国际上学习汉语的需求不断增加，汉语逐渐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国相继建立的孔子

学院[1]，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语言及文化的国际化传播，但传统的对外汉语教学，仍然以采用纸质版

教材的线下课堂教学为主，这种不开放、不共享、少互动的教学资源和传播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互

联网时代的学习习惯和消费需求。 
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疫情期间催生并普及的远程在线教育和自媒体社交平台的出现，

使大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多样化，因此利用信息化技术来传播语言文化逐渐成为了中华文化传播的主

流趋势[2] [3]。其中，微视频就是顺应时代的一种新型线上教学资源，它集内容丰富化、时间碎片化、空

间灵活性等优点于一体，必将对中文对外教育的教学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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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微视频特点分析 

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 4G 通信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数据传输技术以及智能终端的发展与普

及，为微视频的兴起提供了硬件基础和平台。5G 时代的到来，为微视频的传播速度、内容质量提供了新

的发展机遇。微视频具体指时长在 30 秒至 20 分钟，内容题材广泛，视频形态和播放途径多样的视频短

片的统称[4]。微视频是互联网生态的内涵细分和外延拓展，其核心是用最小化的时间来呈现最大化的空

间形态，以此达到信息传播的目的。跨越时空的微视频具有“短小精悍”的特点，时长“短”、视频容

量“小”、制作“精”良、效果震“撼”。主要特点包括： 
(1) 内容丰富化 
微视频的内容呈现多样化、立体化和垂直化的特点。首先，微视频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于一

身，通过视觉和听觉展示丰富多彩的内容；其次，发布者和受众来源广泛，既是内容消费者，也是素材

提供者，能够满足多样化的用户需求；最后，依托 AI 机器学习和大数据技术，视频内容的垂直化精准推

送，能够让用户体验到私人订制般的乐趣。 
(2) 时间碎片化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现代生活的节奏加快，人们很难长期专注一个事物，我们迎来了一个时间碎片

化的时代。微视频通过多视角拆解各类内容，实现时间上的碎片化，有针对性的分享精短化内容，满足

这个时代下人们的碎片化信息消费习惯。 
(3) 空间灵活性 
内容跨越空间，让地球成为地球村。由于微视频的传播平台不受地域因素的限制，只要有相应的终

端设备和通信网络，制作者可随时随地发布感想感受，受众可在家庭、交通工具、校园平台等地的终端

上收看视频[5]。例如在景点搜索相关内容，在观看时发布弹幕，实现情感的双向交互。 
(4) 商业模式可行性 
在“分享胜过发布”的理念下，越来越多的自媒体通过自导自演，分享丰富多彩的优质内容，加之

AI 定向推送，使受众获得身临其境的参与感。同时，“点赞 + 转发”的模式，也会增加微视频的社交

属性和用户粘度。另外，在“网络尽带微视频”的流量经济时代，直播带货对商家也是一个新的盈利模

式，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入到微视频产业，刺激了微视频的发展。 
(5) 技术实现可行性 
5G 通信、移动互联以及智能终端的发展与普及，为微视频的兴起提供了硬件基础和平台。如今的微

视频在大连接、高带宽、低时延的信息基础设施的支持下，传播速度和视频质量得到显著增强。另外，

随着 AR 和 VR 技术的成熟，未来的微视频将迎来更大的发展。 

3. 面向国际化教学的中文微视频制作与传播 

微视频作为一种媒介手段，顺应了人们的快节奏生活，为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活动服务。在“微

视频应用与运营模式讨论”会议上，北京邮电大学 3G 学院 CEO 范金鹏指出：将以教育服务和推广为目

的的视频称作教育微视频，教育微视频一方面可以进行知识的传递，另一方面可以起到宣传教育的目的

[6]。因此，可以利用微视频的发展，将教育贯穿其中。在对外中文教学中利用微视频，可以将晦涩难懂

的汉字以及历史久远的中华文化转换为生动形象的短视频表达出来，达到“微”叙事，“浅”表达的效

果，提升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有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接下来将从中文微视频教学的设计理念，制作

方式以及传播途径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3.1. 中文微视频教学的设计理念 

首先，汉语作为公认难学的语言，如果用生动形象的微视频资源将其具象化，增加趣味性，可以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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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缓解初学者的畏难情绪，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其次，学习语言是为了交际，而汉语中的单字组合千

变万化，微视频可以结合语境讲解，图文并茂，为学习者的“知识内化”创造条件。然而，中文微视频

并不是音频、视频、图片以及文字等视频资源的简单堆砌，需要将某些知识点和文化点，通过多媒体资

源组合在一起，进而发挥出最大效果的知识有机体，同时，微视频只能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和调剂，不

能以“微”盖全，不能取代传统课堂的师生互动、交流合作。 
在开展中文微视频国际化教学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把握好微视频与整课的关系 
微视频尽管具有时间和空间的优越性，但由于其碎片化的属性，导致知识的获取是零散的、非系统

的，如果不重视知识点的整合，则会造成“瞎子摸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结果。因此，需要

将线上微视频与线下传统课堂有机融合，在新课导入、新知讲授和总结复习等环节使用微视频，不仅可

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还可以使学生充分利用非正式学习的时间，提高教学效率，达到知识内化

和熟练交际的效果。 
(2) 选择合适的内容制作微视频 
微视频虽然在非正式学习中具有显著的优势，但并非所有教学内容都适合微视频。在新课导入、名

词介绍或背景介绍等环节，找出一些初学者感兴趣或容易理解的知识点制作微视频，可以吸引留学生的

注意力，提高留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很多留学生对中国的十二生肖感兴趣，进而讲解“马马虎虎”

这个词的典故和含义。 
(3) 要结合国际留学生的特点，增加教与学的交互性 
语言是思维的外衣，是传统课堂互动的主要凭借，而微视频依托社交平台的开放性和交互性，互动

的形式也更加多样。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鼓励学生将自己对于中文的理解，转化为微视频的创意。让每

一个汉语初学者都能积极参与到视频的开发中，使学生从一个视频内容接收者的单一角色转变为视频资

源消费者和提供者的双重角色。通过这种互动交流，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国际学生的需求和关注点，为教

师的教学工作提供一定的启发，使教与学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如果有线下教学条件的场合，建议采用翻转课堂，课前进行微视频预习，课堂上就有更多的时间进

行师生、同学之间的沟通交流，营造一个“学习者为主，教师为辅”的教学氛围，有助于知识内化和灵

活使用。 

3.2. 中文微视频的制作 

制作高质量的教学微视频，通常包括选题构思、脚本撰写、制作和后期处理几个步骤。 
(1) 选题构思 
构思就是视频设计的图纸，首先要根据目标受众的知识基础和文化背景，明确微视频的主题，也就

是说：要讲什么内容？由于微视频的时长限制在 3 到 5 分钟，更需要精选材料，巧妙设计，在短时间内

将一个小问题讲清楚。由于国际教育的受众大多为汉语水平较低的留学生，视频选题应该从日常生活做

起，选择和受众所在国家有关联的事物。 
(2) 脚本撰写 
脚本撰写是将构思落实，固化成文字，它是视频实现的逻辑主线，告诉你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比

如整体框架、讲解词，一些小标记、关键点的操作提示、小动画等。一个好的脚本是高质量微视频的基

础，也是视频制作过程中花费时间最长的环节。撰写好脚本后，可以让身边的一些国际友人看看，发现

一些与宗教信仰、文化背景有冲突的细节。 
(3)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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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视频的制作类型很多，主流的包括：通过实景摄像真人讲解，PPT 录屏 + 后期包装，动画演示等。

无论那种类型，讲解者都需要熟悉内容，彩排多遍，才能做到熟练自然。同时，语言尽可能符合汉语初

学者的水平，语速不能过快，演示设备和周围场景应尽可能增加中国元素。 
(4) 后期处理 
视频剪辑是个精细活，先按照内容主线将多个视频素材组织起来，然后进行很多技术处理。例如：

场景切换时的淡入淡出效果等；适当添加轻柔的背景音乐，也会增加听众的愉悦感；根据前期脚本，利

用软件添加同步字幕；在系列课程的片头增加标志，在片尾添加彩蛋等。 

3.3. 中文微视频的传播 

微视频的迅速发展得益于其传播方式的多样性，微视频的发布平台可分为传统线下平台、社交平台

和线上课堂。 
(1) 线下平台 
当微视频扮演教育教学的角色时，它相较于传统的课件，可以随时随地的播放，及时、广泛且不受

所处位置的限制。在校园中，最佳的选择莫过于图书馆、食堂、电梯等留学生聚集的生活角落，在这些

场所放映的视频内容尽量和所处环境相关联，例如：在图书馆中可以播放各种中华文化小知识，利用碎

片化的时间为留学生普及中华文化；在食堂中播放各种中华传统饮食和烹饪的小知识，增加用户的交互

和分享，以此提高渗透率；在电梯中可以播放各种安全常识小视频，使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同时，增加安

全逃生意识。 
(2) 社交平台 
抖音作为当下互联网时代中最具影响力的社交平台之一，毫无疑问的成为中文微视频传播的首选社

交平台。截止 2022 年，抖音用户数量 8.42 亿。国内和国外用户数占比为 6:4。25 岁以下及 25~40 岁用户

最常使用短视频产品为抖音，占比分别为 61.0%及 49.4%，人均单日使用时长超过 2 小时。因此，抖音不

仅可以是人际交流的平台，也可以作为中文教学的平台。除此之外，利用抖音来进行中文微视频的传播，

可以让留学生随时转换身份角色，不仅是观看者，也是发布者，在交流分享的同时，不知不觉完成了知

识内化。除了抖音平台，朋友圈、公众号、微博、快手、Twitter、Facebook 等新兴短视频分享平台也可

以作为中文微视频传播的主要途径。 
(3) 线上课堂 
目前应用较多的线上课堂主要为雨课堂、中国大学 MOOC 等专门的大学生教学平台，这些平台为学

生提供系统的教学资源，知名的讲师可以将制作的微视频上传到这些平台，通过这些平台进行知识的传

播，最大限度地推动思想的交流与知识的普及。在世界各地，信息基础设施和互联网生态的情况不尽相

同，应该结合当地条件，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传播平台。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孔子学院的信息化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7]，但存在微视频教学资源分散，

低水平重复开发，资源利用率不高的情况。因此，在后续的教改项目中，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

既重视建设，更重视共享，要提高微视频资源的利用率，定时更新内容，以保证与时代共同发展。 

4. 教学效果调查统计与分析 

本研究依托马尔代夫维拉学院汉语培训中心，在课堂教学和课下场景中进行了微视频推广。经过 1
年的实践和调查，调查对象为培训中心的 16 名高级班学员和 22 名初级班学员，年龄在 18 岁到 35 岁之

间，接触汉语的时间大部分两年左右，1/3 通过 HSK4 考试。 
教学安排采用翻转课堂形式[8]，以微视频作为课前预习导入课，在课堂上集体观看微视频，并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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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小测验，最后做问卷调查，针对视频时长、视频内容、推广渠道、受众背景对学习效果的影响进行分

析。 
(1) 学生对视频时长的接受度 
 

 
Figure 1. Student acceptability of video duration 
图 1. 学生对视频时长的接受度 
 

图 1 对视频课上学生集中注意力的时间进行了调查。针对“希望播放视频的时间”问题，大部分学

生集中注意力的时间是在 10 分钟以内，说明视频时间太长会降低学习效率。 
(2) 微视频的观看渠道 
图 2 对微视频的播放渠道进行调查，针对“通过什么渠道观看微视频”问题，大部分学生选择课堂

教学和抖音，说明线下的课堂教学仍占较大比例，而随着抖音等社交平台的普及，通过手机观看视频也

是一种趋势。 
 

 
Figure 2. Viewing channels of micro-videos 
图 2. 微视频的观看渠道 

 
(3) 学生喜欢的微视频内容 
图 3 对微视频的内容进行调查分析，针对“最喜欢哪类微视频”问题，选择最多的是“与 HSK 考试

相关”和“中国文化相关话题”的内容，从调查结果可知，初级学员对话题内容的关注比较分散，对中

国传统文化更感兴趣；而高级班学员更聚焦于 HSK 考试，希望通过微视频提高自己的口语水平，通过

HSK 考试。高级班中感兴趣的话题占比分别为：HSK 考试相关内容(40%)；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话题(29%)；
当代中国人生活(21%)；新闻报道(5%)；其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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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Students’ favorite micro-video content 
图 3. 学生喜欢的微视频内容 

 

根据微视频辅助教学的问卷调查结果，在选择微视频内容和传播形式方面，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微视频的知识容量问题，很多学生不喜欢内容过多、信息量大的视频，教师需考虑视频内容与学

生水平的符合程度，需要懂取舍，不能求多，给学生造成学习压力。 
(2) 视频时长一般控制在十分钟以内，最好配有当地母语字幕，帮助学习者理解内容，使其集中注意

力。 
(3) 传播形式以线上平台为主，不仅在时间、空间上面具有更好的灵活性，学生还可自行控制语速和

字幕，重复观看。 

5. 结语 

微视频用于中华文化国际化的推广有着独特的优势和应用价值。它可以利用时间碎片化和空间灵活

性的特点实现内容的多样化、立体化和垂直化，同时基于逐步完善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互联网生态，在技

术实现和商业模式层面都具有很强的可行性。但微视频只能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需要处理好微视频与

整课的关系、并应该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传播平台。当然，微视频教学只是文化推广传播过程中的一

个环节，如何充分挖掘其潜在价值，还需要从师资队伍、教学环境、教学平台和激励机制等方面入手，

全面构建一个良性循环的国际教育生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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