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25, 13(4), 397-406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5.134361   

文章引用: 郑雅雯. 国内近十年汉语二语习得领域移动学习资源研究述评[J]. 现代语言学, 2025, 13(4): 397-406.  
DOI: 10.12677/ml.2025.134361 

 
 

国内近十年汉语二语习得领域移动学习资源 
研究述评 

郑雅雯 

鲁东大学人文学院，山东 烟台 
 
收稿日期：2025年2月26日；录用日期：2025年4月8日；发布日期：2025年4月22日 

 
 

 
摘  要 

移动学习是基于便捷的移动设备、灵活的学习时间、自主学习的需求而发展出的新型学习方式，是实现

国际中文教育数字化、信息化的关键一环。本文以CNKI数据库2013~2023年发表的93篇文献为域，系

统回顾和梳理了近十年来移动学习资源在国内汉语二语习得领域的相关文献，主要从文献研究概况、研

究主题、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等维度对当前领域移动学习资源相关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理论述评，以

期整体把握中文移动学习研究现状，同时对现有研究的不足及前景展望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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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bile learning, a novel learning mode developed based on portable mobile devices, flexible learning 
time, and autonomous learning demands, constitutes a pivotal element in realizing the digital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his study, taking the 93 documents 
published in the CNKI database from 2013 to 2023 as the domain, systematically reviews and s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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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mobile learning resources in Chinese L2 acquisition in China in the past 
ten years, and comprehensively sorts out and theoretically reviews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mobile 
learning resources in the current field mainly from the dimensions of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overview, 
research topics, research objects, and research methodologies, with the aim of grasp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research on mobile learning in Chinese, and at the same time reviewing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mobil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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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际中文教育学界对中文移动学习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强调所有移动终端上发生的中文

学习，狭义特指基于 APP 的中文学习[1]。本文结合实际研究情况，将汉语二语习得领域的移动学习资源

研究界定为两大类：一类是典型移动汉语学习 APP，另一类是非典型移动汉语学习平台和工具。典型移

动汉语学习 APP 通常是基于移动智能终端且专为汉语学习者提升语言能力的应用程序。非典型类移动汉

语学习平台与工具指的是对外汉语学习网站、教学平台、社交媒体等资源。 
在过去十年里，汉语移动学习资源的普及和应用取得了显著进展，但相关研究多集中于移动学习资

源现状调查及其资源建设等方面，对于移动汉语学习资源在汉语二语习得中的实际成效、研究不足以及

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的综合性论述比较少。为全面了解当前中文移动学习资源的整体发展现状，本文选

取近十年(2013~2023)间汉语二语习得领域移动学习资源的相关文献，从研究概况、研究内容、研究对象

等多个维度进行深入分析，力求揭示当前发展趋势以及不足，并对未来移动学习资源应用于汉语二语研

究的发展趋势展开一定思考，旨在促进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移动学习资源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与创新。 

2. 汉语二语习得领域移动学习资源文献概况 

从文献类型、文献趋势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对汉语作为二语移动学习资源领域的文献有总体的

认识。 
(一) 文献类型分布 
选择知网作为文献检索数据库，分别以“移动学习、资源、新媒体、软件、平台、APP、对外汉语教

学、二语习得”为主题进行交叉检索，时间限制在 2013~2023 年，共获得文献 1448 篇，经去重和删除不

相关条目，最终得到文献 93 篇。对所选出的 93 篇文献进行分类，统计可见，学位论文、学术期刊以及

会议论文三大类的具体分布如图 1 所示。 
期刊论文 10 篇，占比 10.75%；硕士论文 81 篇，占比 87.1%，国际会议和中国会议论文各 1 篇，分

别占比 1.08%。根据统计结果我们可知，硕士论文占比高而期刊、会议论文很少，说明该领域研究虽活跃

但研究深度和系统性尚待加强，未来可能需要更多跨学科合作、深入的实证研究以及高质量的期刊发表，

以促进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学术影响力提升。 
(二) 文献发表趋势 
对 2013~2023 年发表的 93 篇文献进行数量统计，可见该领域研究成果产出量的基本变化曲线，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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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示。 
 

 
Figure 1. Analysis of documentary text types 
图 1. 文献类型分析 

 

 
Figure 2. Trends in mobile learning literature volume in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图 2. 汉语二语习得领域移动学习文献数量趋势图 

 
由图 2 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对该领域的研究处在一个不断发展的阶段。2013~2018 年是移动学习资

源研究的起步阶段，发文数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2019 年间出现短暂的低迷期，但在 2020 年发文量达到

最大值，这与疫情背景下转向线上教学的学习方式有关；自 2020 年至今发文量不平稳，整体呈下降趋势。

总的来说，在这 10 年间，发文量起伏波动较小，移动学习资源在汉语作为二语的应用研究文献总量历年

增加，这说明学界对此领域秉承持续关注态度。 

3. 汉语二语习得领域移动学习资源研究对象与范围分析 

(一) 研究对象 
在 93 篇文献中，除去以移动汉语学习资源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献，其他的 70 篇文献则通过问卷或

教学实验的方式调研移动汉语学习资源的用户群体。通过梳理统计，发现调研对象群体主要集中在以下

几类对象：一是来华留学生、二是对外汉语教师、三是在华工作的外国人，其中共有 52%的文献主要以

各大高校的来华留学生为主体，年龄集中分布在 18~30 岁之间。仅有 15%的文献将调研对象扩大到多种

背景的汉语学习者，如留学生、在华工作的社会人士等多种背景的汉语学习者。 
综上，文献中以来华成年学习者为调研对象的占比较大，占比高达 52%，仅局限于某一范围群体的

调查对象，无法得到较为真实客观的移动汉语学习资源的整体使用情况。针对低龄化汉语学习者的研究

文献数量明显不足，仅占 3.2%，这与汉语教育逐渐向低年龄段儿童发展的趋势不符，未来可在这一领域

继续开拓，让处于语言习得黄金期的儿童可通过移动汉语学习资源更好地学习汉语。 
(二) 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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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统计，88%的文献都是从局部出发针对某一具体资源进行细化分析。其中关于移动汉语学习 APP
的应用研究最多，占比达 78.5%。我们可以看出当前移动汉语学习资源的研究集中在对汉语学习 APP 进

行研究，因而就移动汉语学习 APP 类型进行统计，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前领域研究热点。 
移动汉语学习 APP 类型中，专项类 APP 研究数量最多，语言技能类 APP 次之，语言要素类 APP 数

量最少。专项类 APP 研究数量为 18 篇，主要有 HSK 类、趣味游戏类、专门用途类(科技汉语、商务汉

语、旅游汉语)、文化类和工具类 APP 的研究，这说明研究者逐渐关注学习者特定学习需求或职业要求，

注重 APP 的实用功能。其中工具类 APP 中 Pleco 词典成为研究热点，专门针对 Pleco 词典的界面设计、

功能、内容等方面深入分析。而专门用途汉语的研究相对较少，仅 3 篇，这一领域在未来还有很大的开

拓空间。 
语言技能类 APP 中与综合类 APP 有关的文献占比最大，而针对口语、写作等单一语言技能的文献数

量非常少。还有部分文献未纳入上表统计中，例如有 17 篇文献侧重于对移动汉语学习 APP 进行整合分

类，并非针对某一类汉语学习 APP 研究。 
综上，移动汉语学习资源的研究趋向于从微观层面对移动汉语学习 APP 的细化分析，在 APP 类型

上，专项类和语言技能类 APP 的研究最为丰富，反映了研究者对满足特定学习需求和职业导向的重视。

针对单一语言技能如口语、写作类资源深入探讨相对匮乏，且研究对象的选择呈现出同质化，这种集中

趋势可能限制了研究视角的广度，忽视了更多具有创新性和潜力的新兴资源。 

4. 汉语二语习得领域移动学习资源研究主题分析 

通过文献梳理，笔者对汉语二语习得领域移动学习资源主题分析主要从整体、局部两个角度展开。

整体研究则对移动网络学习资源的应用现状进行综合分析；局部研究聚焦于具体移动学习 APP 或平台的

细致分析。通过整体和局部的结合，有助于全方位揭示当前移动学习资源整体发展现状。 
(一) 整体研究 
移动学习资源应用于汉语二语整体现状的研究主要从理论探讨和教学实践两个方面展开。 
1、移动学习资源使用情况调查 
从整体研究出发，对汉语国际教育移动网络学习资源应用现状进行调查分析的文章占比 8.60%。刘

婷认为，当前汉语学习的三大模式主要包括基于网站的在线学习、基于移动智能终端的汉语移动学习以

及基于微博平台的汉语“微”学习[2]。刘玥君(2021)和秦梦瑶(2021)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分别对东南亚和

北京地区来华留学生汉语移动学习资源展开调查。 
总体来看，从整体研究角度分析汉语国际教育移动网络汉语学习资源的应用现状，一定程度上能揭

示当前领域移动网络学习资源研究的关键趋势与待解决问题，研究内容较分散，聚焦于资源的整合分类、

学习模式划分、平台功能评估及学习者需求分析等方面，但目前关于汉语国际教育移动网络学习资源的

总体调研情况略显不足，且现有文献存在资源数据搜集不全面、问卷调查样本数量少、调查群体集中在

国内某一区域来华留学生等问题，因而调研结果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2、移动学习资源课堂实践应用 
将现有的移动网络学习资源引入对外汉语课堂进行教学实践的文献仅有 3 篇，如袁琳(2017)和何瑞

(2020)均采用教学实验的方法，以所授课的班级学生为试验对象，将移动汉语学习资源与真实课堂教学相

结合。 
上述文献研究内容集中在探索移动网络学习资源与传统课堂教学的融合路径，但文献数量极少，仍

是一个新兴且未充分探索的领域，这类研究也未能有效验证移动学习资源辅助学生课堂学习的实际效果。 
(二) 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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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移动汉语学习资源的局部研究主要聚焦于特定类型移动汉语学习资源。本文将其分为典型移动

汉语学习 APP (如 Pleco、Hello Chinese 等 APP)和非典型移动汉语学习平台与工具两类(如在线网站、教

学平台、社交媒体等资源)。 
1、非典型移动汉语学习平台与工具使用情况 
此类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外汉语教学平台上。如王冰纯从技术角度出发，将多元互动在线中文教学模

式与教学平台设计相结合，旨在有效提升在线中文教学过程中的互动性[3]。 
总体来看，非典型移动汉语学习资源的研究集中在从技术层面设计开发对外汉语教学平台但有关在

线网站、微课等移动汉语学习资源暂时未搜索到，整体上缺乏系统性的研究。该领域研究还涉及跨学科

的研究，也限制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未来可以拓宽研究领域、促进跨学科合作。 
2、典型移动汉语学习 APP 及其使用情况 
移动学习应用于汉语二语的研究聚焦于典型移动汉语学习 APP 及其使用情况上，占比高达 79.57%，

彰显了学界对这一领域的高度关注。主要包括以下四类：调查分析、对比分析、设计开发和辅助教学实

证研究。 
1) 调查分析研究占主体 
针对汉语学习 APP 资源的调查分析文献数量最多，占比达 36.56%。研究内容主要是调查分析当前

整体或某一类型汉语学习 APP 在对外汉语领域的应用现状，调研后涉及 APP 资源的系统整合、分类与

评估。 
① 移动汉语学习 APP 及其使用调查 
针对移动汉语学习 APP 的研究，大多对当前应用市场中相关汉语学习 APP (针对汉语非母语者)进行

搜集整理，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分析，再从中筛选代表性汉语学习 APP 进行个案分析。熊敏璇在 Annie
和七麦数据两大分析平台上对汉语拼音 APP 现有资源进行调查分析并根据内容的不同进行分类。在前人

的研究基础上依据制定的汉语拼音 APP 评估体系对 14 款学习类拼音 APP 进行分析[4]。 
部分研究者着重从学习者角度出发，通过问卷调查或访谈的形式深入调查某一区域留学生或老师当

前移动汉语学习 APP 的使用情况和需求，结合作者在使用 APP 过程中的切身体验，指出当前汉语学习

APP 的不足并提出相应建议。如徐樱子以问卷调查和访谈形式对汉语学习者汉语词汇学习类 APP 自主学

习中的应用情况进行调查分析[5]。 
② 移动汉语学习 APP 分类及评估标准研究 
当前，汉语学界还未对移动汉语学习 APP 形成科学、统一的分类标准，针对移动学习 APP 的评价研

究也相对薄弱且没有形成统一的评价标准。现有文献的研究者大都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调整优

化，最后基于不同维度形成自己的 APP 资源分类标准和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如下： 
a) APP 资源分类标准 
在对当前移动汉语学习 APP 现状调查分析的文献中，涉及 APP 资源分类的一共有 20 篇。研究者大

都从 APP 内容和功能角度出发进行分类，因而 APP 资源划分类型存在一定的相似度。如肖秀琴从汉字、

词汇、语音、语用四个角度归类分析[6]；喻召娟将 HSK APP 分为：词汇类、综合类、听力类、模拟测试

类[7]。而盛赛(2017) [8]和曹一石(2020)均从设计内容、制作主体、媒介语言三个维度出发，对汉语学习类

APP 进行了初步分类。 
b) APP 评价指标体系 
APP 资源现状调查类文献中涉及该内容的一共有 11 篇，研究者往往在借鉴前人 APP 资源评估框架

的基础上，结合样本实际情况做出略微改动，最后形成一套自己的 APP 评价指标体系。盛赛通过对 5 款

汉语学习类 APP 进行试用分析，构建了包含 5 个一级指标、20 个二级指标的 APP 的评价指标体系，包

https://doi.org/10.12677/ml.2025.134361


郑雅雯 
 

 

DOI: 10.12677/ml.2025.134361 402 现代语言学 
 

括基本信息、资源内容、界面设计、运营特点和差异化特征[8]。这一评价指标体系涵盖的内容较为全面，

也多为后续研究者所借鉴。 
总的来说，汉语二语习得研究中对移动学习 APP 的调查分析占据主导，研究内容着重于资源的分类、

学习者需求分析及评价体系构建等方面。 
2) 对比分析研究纵向待拓展 
国内移动汉语学习 APP 对比分析类文献数量共有 9 篇，在所有研究中占比达 9.68%。研究内容集中

在汉语同类型 APP 对比和主流英汉 APP 对比研究。 
针对汉语同类型 APP 的对比研究共有 4 篇，内容主要涉及教学内容、功能、界面设计等方面的对比。

李媛和马瑞泽着眼于分析 APP 某一特定方面，分别从 APP 质量管理、个性化推荐机制方面对比分析所选

样本的优势和不足[9] [10]。 
不少学者将汉语学习 APP 与发展更为成熟的英语 APP 进行对比研究，朱曼丽重点对个案“你好，中

文”和“开言英语”APP 中的学习支持服务和非教学支持服务进行对比，以此发现汉语 APP 现存问题[11]。 
综上，移动汉语学习 APP 的对比分析研究正逐步深化，不仅关注同类型 APP 间的差异，也注意到与

成熟的英语学习 APP 进行对比，这种跨领域的对比分析有助于汉语学习 APP 借鉴先进经验。但研究集中

在从共时角度出发进行多方面的静态对比，缺乏对 APP 发展趋势和变化轨迹的历时视角研究。未来可以

将历时和共时角度结合，以全面把握其发展趋势和潜在改进空间。 
3) 设计开发类研究创新性显著 
针对移动汉语学习 APP 设计开发类的文献占比达 25.81%。研究内容主要针对调研发现不足，参照已

有 APP 设计经验，从不同角度出发对某一特定类型 APP 资源进行设计开发。这类研究着眼于 APP 内容、

框架设计、应用功能实现等方面。这类文献研究主题包括语言要素类 5 篇、语言技能类 8 篇、专项类 9
篇(参照刘梦瑶(2020) APP 分类标准进行划分)，具体研究主题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Statistics of research types in APP design and development 
图 3. APP 设计开发类研究类型统计 

 
由上图我们可知，综合类汉语 APP 文献数量最多，为 6 篇；专项类游戏型 APP 数量次之，为 4 篇。

我们可知当前 APP 资源设计开发类研究热点集中在综合类和趣味游戏型汉语 APP。 
其次是专门用途类汉语 APP 文献近年来呈增长趋势，如周佳瑛通过调研特定领域汉语学习者对 APP

的具体需求和期望，从内容功能和框架设计等方面提出科技汉语的设计构想[12]。而针对单一语言要素和

语言技能类的文献数量占比小，如涉及听力、口语和拼音 APP 开发设计类文献分别仅有 1 篇。还有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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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是针对微信平台的研究，涉及微信内部某一特定功能的开发，故将这类归到移动汉语学习 APP 设计

开发研究。 
总体来说，从类型上看移动汉语学习 APP 开发设计的研究集中在综合类与趣味游戏型 APP 上，专门

用途 APP 虽呈增长趋势，但仍属于少数，且多数研究停留于设计构想阶段，反映出从理论构思到实践落

地的转化尚存较大空间。 
4) 辅助课堂研究效果检验不足 
针对移动汉语 APP 在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的应用研究占比为 9.68%。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对

照实验检验移动汉语学习 APP 辅助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效果的文献数量仅有 3 篇。吴荣顺和李倩均采用汉

语学习 APP 辅助课堂学习的教学实验。实验组采用选取的 APP 辅助课堂进行汉语学习，对照组则不使用

汉语学习 APP 依旧按照传统的学习方式进行学习。经过持续追踪调查后，将两组学习成绩进行对比，以

此来检验汉语学习 APP 的学习效果[13] [14]。还有研究者同样将移动智能终端应用到课堂中辅助课堂教

学进行教学内容设计，但教学实验中并没有设置对照组，具体教学效果是从调查问卷的分析结果去获得

推论和评价。 
总的来说，移动汉语 APP 在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正逐渐由理论向实证转变，通过对照实

验，尝试量化评估移动汉语学习 APP 对学生汉语学习成绩的影响。但实证研究文献数量极少，部分实证

研究存在样本量不足、实验周期过短等问题，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拓展实证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5. 汉语二语习得领域移动学习资源研究方法分析 

对 93 篇文献中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研究结果显示最常使用的研究方法有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

统计分析和对比分析等方法，越来越多的文献趋向于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具体情况如图 4
所示。 

 

 
Figure 4. Statistics of research methods 
图 4. 研究方法统计 

 
(一) 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是文献中应用最多的研究方法，该研究方法在所有文献中占比 53.76%。其中有 27.96%将

调查问卷和访谈两种形式结合，调查问卷获得数据进行量化分析的同时，通过访谈进行质性分析，旨在

调查某一区域留学生或教师等群体移动汉语学习资源的使用情况和需求，结合作者在使用 APP 过程中的

切身体验，指出当前移动汉语学习资源的不足并从学习资源、使用者和开发者等角度提出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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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统计分析法 
与调查法相配合的是统计分析法，该方法主要应用在两方面：一是通过梳理市场移动汉语学习资源

现状，对调研结果进行数据统计；二是借助 SPSS 软件或 Excel 表对问卷或访谈结果进行定量统计。 
(三) 对比分析法 
有 24 篇文献采用对比分析法，通过制定的分析框架从界面设计、内容和功能等维度对比同类型汉语

学习资源或者英汉代表学习资源，以此发现样本学习资源的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如玉沙(2020)从功能界

面和学习内容等方面对筛选的主流汉语学习 APP 进行详细对比，调查当前 APP 存在的不足并对此提出

相应的改进建议。 
(四) 实验法 
通过教学实验的方式验证移动学习资源辅助课堂学习效果评估的文献仅 7 篇，其中有吴荣顺(2017) 

[13]、李倩(2020) [14]等研究者采用对照实验的方法，经过短期追踪调查后对比两组学习成绩以检验移动

学习资源辅助学习效果。还有 4 位研究者在课堂教学各环节引入移动汉语学习资源辅助学习，通过课后

分析学生调查问卷结果去获得推论和评价，缺乏科学的效果评估。 
综上，问卷调查法在各文献中几乎无处不在，但由于存在问卷设计合理性、样本代表性等问题，可

能会影响调研结果的可靠性。采用实验法研究移动汉语学习资源辅助汉语二语课堂效果评估的比例较低，

未来还需加强实验法。总的来说，中文移动学习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化并且大多采用混合研究法，使研

究更为有说服力。 

6. 汉语二语习得领域移动学习资源研究不足与展望 

(一) 研究不足 
从不同角度梳理、分析搜集到的文献，笔者认为目前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 
1) 研究对象单一化 
调研对象大多集中在成年学习者，尤其是来华留学生，且都集中在某一个区域或者群体。而对于需

要学习汉语的低龄化儿童、学习汉语的商务人员、来华旅游者等参与调查的比较少，忽视了不同年龄、

背景学习者在使用移动学习资源时可能存在的差异性需求和学习效果。由于缺少对更丰富的汉语学习者

群体的分析，因而获取数据不能全面反映当前领域移动汉语学习资源应用现状。 
2) 研究聚焦资源类型不均衡 
当前领域研究关注资源类型极不平衡，从宏观角度对移动汉语学习资源的整体现状进行梳理的文献

数量仅占 11.83%，多聚焦于对某一类型学习资源尤其是移动汉语学习 APP 的研究，而针对移动学习平

台、网站和互动媒体等非典型移动学习资源的研究显得零散且缺乏系统性。 
在对 APP 类资源的深入研究中，研究热点集中在综合类和工具词典类等热门 APP 上，如 Pleco 词

典、Hello Chinese 等。这类代表 APP 因用户量大、市场评价高而频繁成为研究个案，这种趋势可能忽略

了潜在的、能够满足特定学习需求的资源。如当前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出于工作需要来华学习汉语，特别

是对商务汉语、旅游汉语等有较强的学习需求，但现有文献中专门用途汉语类 APP 研究较少。 
3) 研究内容同质化 
当前针对移动汉语学习资源的研究大多聚焦于评分高、用户基数大的移动汉语学习 APP 上，选取的

样本学习资源重合度较高，如 Pleco、Hello Chinese 等 APP 被多次提及。对筛选个案进行分析时分类的角

度、结果以及评估的框架也较为相似，针对移动汉语学习资源的优缺点分析也主要通过学习者使用感受

结合研究者个人经验得出，结论区别度不高，相关建议概括性较强。 
4) 纵向动态与长期实证研究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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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移动学习资源的研究面临两大关键不足：一是对资源随技术革新、市场演进及用户需求变化的

动态追踪与适应性分析，即纵向动态研究匮乏；二是实证教学效果评估的深度和广度不够。尽管文献中

大多数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法进行研究，但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静态视角，对移动学习资

源在实际教学场景中的应用效果缺乏系统的实证考察。总体而言，仍旧缺乏能够将汉语移动学习资源长

期融入正式课程体系中的相关报告。 
(二) 未来展望 
1) 扩大研究对象范围 
研究群体上，不仅要关注在华留学生移动汉语学习资源的使用，还要将商务人士、旅游者、移民人

士等纳入研究范畴，以便与“中文 + 职业”充分结合；同时，将目光适当地放到儿童、青少年和老年

人身上。此外，可以对零基础和初等水平的汉语学习者做一些专门研究，评估和设计适合不同水平段

的移动学习资源。 
2) 构建全面、多元的移动汉语学习资源体系 
未来研究将致力于拓展资源类型广度、深化资源内容深度、强化资源体系整合和促进资源动态优化

等方面，旨在构建一个覆盖广泛、内容丰富、体系完善的移动汉语学习资源网络。通过深化非典型类学

习资源研究，深入挖掘专业领域(商务、旅游汉语等)与口语、写作类技能 APP，确保资源全面覆盖；建立

动态更新机制，依据技术进步与用户反馈，持续优化资源，满足全球汉语学习者多样化需求，提供更加

丰富、精准、个性化的学习体验。 
3) 高校助力移动汉语学习资源开发 
鼓励国际中文教育者与技术专家的深度合作，如北京语言大学杨玉玲教授团队开发的外向型中文学

习融媒词典“JUZI 汉语”就是一个成功代表。加速中文移动学习资源从构想到应用的转化，深化其学术

与实践价值。同时，我们将强化中文教师的数字素养，推动移动学习资源与教学实践的深度融合。 

7. 结语 

文章对国内近十年汉语二语习得领域移动学习资源的研究进行了梳理，研究发现，在过去十年间移

动汉语学习资源经历了从初步探索到逐步深化的过程，研究文献数量逐年增长，揭示了移动学习资源的

现状与需求。总的来说，在研究主题上整体比较分散，88.17%的文献均集中在对移动汉语学习资源个案

进行深入剖析，但存在资源类型不均衡、研究内容同质化等问题；研究对象集中在 18~30 岁左右的中高

等水平来华成年留学生，但低龄化儿童、学习汉语的商务人员、来华旅游者等参与调查的比较少；在研

究方法上大多采用了定性定量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而采用实验法运用移动学习资源辅助课堂教学的研

究数量极少。针对以上不足，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的建议，鼓励教育者与技术开发者协同合作，将

移动汉语学习专业有效融入教学体系，为汉语国际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总之，汉语移动学

习资源领域虽已取得显著成就，但仍需持续探索与创新，以期在教育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引领汉语二

语习得的新一轮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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