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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讨了建构主义理论在汉语二语习得中的应用，并对其进行了述评。通过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

本研究首先概述了建构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和重要原则，以及其在语言习得领域的重要性。随后，针对

汉语二语习得的特点和挑战，探讨了建构主义理论在汉语教学中的实际应用，包括社交建构主义、语用

意识、文化意识和技术辅助教学等方面。研究发现，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学习者的主动参与、社交交往和

情境化学习对语言习得的重要性，对于促进汉语二语习得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本研究总结了建构主义

理论对汉语二语习得的影响，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展望，旨在为提高汉语教学质量、促进学生语言习得

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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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constructivist theory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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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nd provides a review of it.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this study 
first outlines the basic concepts and important principles of constructivist theory, as well as its sig-
nificance in the field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Subsequently, in ligh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hal-
lenge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it discusse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construc-
tivist theory i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cluding social constructivism, pragmatic awareness, 
cultural awareness, and technology-assisted teaching.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constructivist theory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learners’ active participation, social interaction, and contextualized 
learning for language acquisit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second language ac-
quisition of Chinese. Finally,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impact of constructivist theory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and propose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iming to provide theo-
retical and practical support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promoting 
students’ language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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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建构主义理论是 20 世纪后期以来在教育领域兴起的一种重要学说，强调学习者通过积极参与和与环境

互动的过程中建构知识和意义。这一理论认为，学习不是被动地接收信息，而是通过个体对环境的主动探

索和构建来实现的。在语言习得领域，建构主义理论的应用日益受到关注。汉语作为一种新兴的国际语言，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习者。然而，汉语的语法结构、语音特点以及文化背景与许多学习者的母语存在较大

差异，给汉语二语习得者带来了挑战。因此，研究如何有效地促进汉语二语习得成为了教育界和研究界的

重要课题。在这一背景下，建构主义理论与二语习得的结合成为了研究的焦点。本文以“建构主义理论”

和“汉语二语习得”为关键词并结合对外汉语教学等相关的主题，对近十年(2013~2024) (目前 2025 年月份

暂未完整，发表文章暂未统计)在知网上检索并人工筛选后的 102 篇论文进行述评。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建

构主义理论在汉语二语习得中的应用，并对其进行系统的分析和述评。通过对建构主义理论的理解和汉语

二语习得的现状进行探讨，旨在为改进汉语教学方法、促进学生语言习得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2. 建构主义理论概述 

2.1. 建构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 

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首次提出了建构主义，它是一种认知心理学的重要分

支。皮亚杰认为，幼儿的认知发展既是由内部因素决定的，也是由外界因素共同作用的，幼儿是经过“同

化”和“顺应”两个阶段逐渐建立起来的。随后，布鲁纳、维果斯基等人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在建构主义理论中，学生从被动接受知识，变成了对知识进行处理的主体，积极地建构了知识的意义。

在此基础上，学生在原有的经验基础上对新知识进行解读，并在相互合作、沟通的基础上构建其意义。

所以，建构主义强调了学习的主动性，它认为，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应该是把学生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要创造一个真正的环境，让学生们在合作和对话的过程中，学会如何去构建自己的知识。它深刻地影响

着教育实践，强调学生的主体性、社会性对其认知发展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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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建构主义理论下的教学方法 

在建构主义理论背景下，目前有以下三种成熟的教学方法： 
① 支架式教学。支架式教学以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为理论依据，借用建筑业中

的一个概念“脚手架”，形象地隐喻了“概念框架”，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构建意义。 
② 抛锚式教学。抛锚式教学是以真实的、有意义的、完整的情景为基础的，以真实的事件或问题为

依据，决定整体的教学内容与过程。在建构主义的观点中，学生要更好地完成意义的构建，也就是让学

习者在实际的情境中经历，而不仅仅是从老师那里得到间接经验。“抛锚式教学”是一种以案例或问题

为“锚”的教学法，又称“案例法”、“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法。 
③ 随机进入式教学。随机进入教学是指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境下，为了不同的教学目标，以不

同的方法表现出不同的教学方法，使学习者能够以不同的途径和方法来学习同样的教学内容，进而对同

样的知识有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从以上可以看出，建构主义的教学方式注重情境、合作、对话和意义构建等四个因素，让学生能够

在与知识有关的情境中解决现实问题，交换自己的想法，从而实现对意义完整和深入的构建。 

3. 建构主义理论在汉语二语习得中的应用 

建构主义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了全新的思维视角和思路，也吸引了我国对外汉语教育领域相关学

者的广泛关注，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也随之涌现，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本文以“建构主义理论”

“汉语二语习得”为关键词并结合对外汉语教学、综合课等相关主题，在知网上检索并人工筛选出

2013~2024 年 102 篇(2025 年目前月份不完整，遂暂时没有进行研究)相关文献，以下将对这 102 篇相关

文献展开述评。 
由图 1 可看出，这个发文趋势显示了一定的波动和变化：2013 年至 2016 年：发文数量逐年增加，从

7 篇增加到 17 篇，说明在这段时间内作者可能在研究领域有更多的产出和活动，可能是因为研究兴趣的

扩展或研究项目的增加。2017 年至 2018 年：发文数量略有下降，这可能是由于研究者在这段时间内投入

更多精力于研究的深入和成果的发展，而非短期内的数量积累。2019 年：发文数量骤降至 2 篇，这可能

是由于作者在这一年内投入了更多时间和精力于其他方面，如教学、项目管理或个人生活等。2020 年至

2023 年：发文数量有所回升，这可能是作者重新投入研究领域，或者是之前的研究工作逐渐成果并开始

发表。 
 

 
Figure 1. Annual number of publications 
图 1. 年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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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搜集到的文献可以统计的研究方法进行整理归纳并以图 2 的形式呈现，由图 2 我们可直观地

看出在建构主义应用于汉语二语习得方面，绝大多数学者采用了以文献研究法的理论研究方法为主，观

察法、问卷调查法和实践法等实证研究为辅。 
 

 
Figure 2. Statistical chart of research methods 
图 2. 研究方法统计图 

 
由图 3 的关键词类聚可以看出，在建构理论应用于汉语二语习得的研究上，学者对学习过程的关注

度最高，其次为学习理论，对外汉语和对外汉语教学等。在进行近十年建构理论应用于汉语二语习得的

研究述评中，我们可以将借鉴图 1 的年发文量和图 2 的关键词类聚进行系统的述评。 
 

 
Figure 3. Keyword grouping (pie chart display) 
图 3. 关键词类聚(饼图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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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建构主义理论与学习过程研究 

建构主义理论与学习过程密切相关，因为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通过个体主动参与、解释和建构知识

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与学习过程的联系主要体现在学习者的主动性、社会互动性与设置相关的情境。 
在对外汉语教学研究领域，多位学者从不同维度展开了具有创新性的探索。朱文怡(2014)《汉语作为

第二语言口语课堂的情境设计分析》聚焦于口语教学情境优化，提出应广泛选取贴近生活实际的情境素

材，并注重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为第二语言口语教学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框架[1]。李艳波(2014)则关

注教师专业发展层面，针对国际汉语师资培养提出了系统性建议，强调通过提升教师素养来推动汉语教

育的国际化进程[2]。值得关注的是，王春梅(2016)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结合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环境，实

证分析了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的影响因素及其对学习行为的预测作用[3]。韩国春(2017)则从教学设计视

角切入，运用建构主义理论探讨了混合式学习模式下外语教师的角色重构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分别从教

学情境设计、师资培养、技术应用和教师角色等方面，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研究提供了多维度的

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共同促进了教学策略的多元化创新[4]。 

3.2. 建构主义理论与学习理论研究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建构主义理论在学习领域方面的体现，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在建构理论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中，学者们对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探讨与研究不断深入，其

理论成果也不断呈现。 
在建构主义理论与对外汉语教学的融合研究方面，学界形成了多元化的探索路径。张雪莉(2013)从跨

文化视角切入，提出借鉴建构主义的知识观、学习观和教学观，构建促进英汉语言文化协同发展的教学

模式，为汉语文化传播提供可持续发展方案[5]。张姝(2014)则基于该理论框架，针对初级对外汉语综合课

的教学特点，设计了具有针对性的课堂教学实施方案，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深度结合[6]。谢李灿(2015)通
过实证案例研究，系统分析了支架式、抛锚式和随机进入式三种经典教学方法在一对一汉语教学中的应

用效果，为个性化教学提供了方法论支持[7]。刘芳芳(2015)在“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课程中创新性地引入

建构主义理念，通过教学策略创新与案例阐释，探索了理论课程的实践化教学路径[8]。韩敏(2017)则立足

教学实践困境，结合实习经验设计了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初级综合课教学方案，为解决基础阶段教学难

点提供了可参考的解决方案[9]。这些研究从不同维度深化了建构主义理论在汉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共

同推动了教学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发展。 
综上所述，张雪莉等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框架，还通过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提升

教学效果。为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支持。未来继续深入这些领域的研究将

有助于进一步优化对外汉语教育的教学策略和模式。 

3.3. 建构主义理论与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建构主义理论在对外汉语课堂中得到广泛应用，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综合课方面，韦雨彤(2013) [10]、王芳(2013) [11]、张姝(2014) [6]等 19 篇文章将建构主义理论运用

于综合课教学中；在口语教学方面，林小瑜(2013) [12]、龙俊灵(2013) [13]、朱文怡(2014) [1]、肖云生(2014) 
[14]等 13 篇文章将建构主义理论运用于初中高级口语教学中；在词汇教学方面，张芳红(2016) [15]、黄小

娜(2017) [16]、索芳迪(2022) [17]、薛晶莹(2023) [18]四篇文章将建构主义理论应用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

中，阐述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和第二语言教学之间的关系，分析建构主义教学理论的指导原则，最后提出

建构主义教学理论下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路径，旨在提高对外汉语教学水平和促进中华文化传播。在汉

字教学方面，牟玉华(2016) [19]、赵小晶(2020) [20]、甄雨(2020) [21]、柏玉叶(2020) [22]、纪晓静(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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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五篇文献从汉字教学的角度引入建构主义理论，结合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以学生为中心”“情境教学

与协作学习贯穿始终”的核心理念，考虑学生已有的汉语知识和社会文化背景，进行了初级和中级阶段

的汉字教学研究。在教材使用方面，张姝(2014) [6]、毛悦(2015) [24]、褚宏叶(2016) [25]、李鹏阁(2017) 
[26]、马慧惠(2018) [27]、陈志雄(2021) [28]、黄威洋(2023) [29]七篇文章将建构主义理论引入教材领域进

行分析研究，对于留学生学习汉语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综上所述，以上学者们分别从综合课这一课型，口语、词汇、汉字教学及教材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将研究视野进一步更加具体化，但是我们也可看到综合课的研究最多，教材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未来

学者们可在教材方面作出更进一步的探索。 

3.4. 建构主义理论与教学方法研究 

在建构主义的指导下，比较成熟的教学模式有三种：支架式教学、抛锚式教学与随机进入式教学，

这三种教学方法在汉语二语习得教学中的使用不均，支架式教学使用较多，抛锚式教学次之，随机进入

式教学使用最少。 
在支架式教学法的汉语教学应用研究领域，学界呈现出多维度的探索态势。刘晓娇(2014)系统探讨了

该教学法在初级汉语综合课程中的实施路径，通过课堂观察与案例分析揭示其教学效能[30]。冯婷(2016)
则聚焦语言技能培养，实证考察了支架式教学在初级口语课堂中的具体应用策略，为技能课教学提供了

可操作的方法论参考[31]。邓竹君(2017)基于建构主义理论框架，结合留学生认知特点，创新性地将支架

式教学理念融入初级口语教学实践，形成了具有针对性的课堂教学模式[32]。王玮(2018)进一步拓展研究

维度，在跨文化比较视角下，构建了以支架式教学法为核心的泰国初级汉语口语教学设计方案，通过需

求分析与教学实验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33]。这些研究分别从课程类型、学习者群体、文化背景等层面

深化了支架式教学法在汉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为构建分层分类的教学策略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撑。 
辛亚君(2016)《抛锚式教学在汉语综合课教学中的应用》就在汉语综合课教学中如何运用抛锚式教学

法进行了详细描述[34]；辛亚君(2017)《基于微课的经贸汉语听说课抛锚式教学模式研究》将“微课”与

抛锚式教学模式相结合[35]。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抛锚式教学和支架式教学并结合微课等现代化教学技术手段进行研究，有利于

对外汉语教学的创新发展，但随机进入式教学研究较少，可以作进一步的关注。 

3.5. 建构主义理论与教学设计研究 

在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汉语教学研究领域，学者们从不同维度构建了多样化的实践路径。林小瑜

(2013)系统探讨了初级汉语口语课的教学设计框架，提出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情境化教学模型[12]。胡兴

莉(2014)针对东南亚教育官员群体，通过十期教学实践构建了跨文化汉语研修课程体系，实现了理论指导

与教学目标的有机统一[36]。褚宏叶(2016)创新性地提出镶嵌式词汇教学法与交互式课文教学法，为汉语

报刊课程的深度开发提供了方法论支持[25]。刘琳(2016)则将研究视野拓展至双语教学领域，设计出国际

商事仲裁课程的综合性教学模式，体现了建构主义理论在专业汉语教学中的适应性[37]。 
韩敏(2017) [9]与王玮(2018) [33]分别聚焦初级综合课与泰国口语教学，前者构建了模块化教学方案，

后者结合支架式教学法开发出具有区域特色的教学设计模型。柏玉叶(2020)则深耕汉字教学领域，基于建

构主义理论设计出“贝”部字认知教学方案，为汉字文化教学提供了微观视角[22]。在技术融合层面，刘

毅(2021)将支架式教学法应用于中级汉语线上课程，通过《HSK 标准教程 4》的具体课例验证了混合式教

学的可行性[38]；陈颖怡(2022) [39]与李静娴(2023) [40]则分别针对《新年到》《可以试试吗》等典型课

例，开发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线上线下融合教学设计方案。这些研究从课程类型、学习者群体、教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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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个维度，构建了覆盖初、中阶段的立体化教学策略体系，为建构主义理论在汉语教学中的本土化实

践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案例。 
综上所述，学者们关注到线上线下两种教学平台，针对不同国别不同课型进行教学设计的研究，教

学设计在教学中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对教学设计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对外汉语教学在不同形式下的具

体应变与发展。 

4. 研究不足与展望 

在国内，对建构主义的研究已有不少成就，在汉语教学中运用建构主义的理论，其主要体现在语言

知识、文化知识和技能训练等方面，研究方法上，绝大多数学者采用文献研究法的理论研究方法，以实

证研究方法为辅助，近几年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也较多采用其他研究方法。建构主义理论为我们提供

了一种深入理解语言习得的视角，它不仅指导我们理解语言习得的本质，还为教学方法和教学设计提供

了重要的指导原则。很多学者将建构主义理论应用于汉语教学研究中，为汉语教学提供理论指导，但还

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现有研究对建构主义核心理念的挖掘浮于表面，例如大量成果简单地将“情境化学习”等同于课堂

游戏或角色扮演，却忽视了社会文化环境(如家庭语言互动、社区语言实践)对学习者语言认知的深层塑造

作用。这种理论应用的浅层化直接导致教学实践与理论的脱节——支架式教学法虽被频繁讨论，但其应

用场景长期局限于初级汉语课程，针对学术写作、专业领域交际等中高级技能的教学设计几乎处于空白

状态。更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研究存在明显的区域偏向性：约 73%的实证案例聚焦东南亚学习者，而对

欧美学生文化认知差异或非洲学生母语迁移特征的探讨严重不足。在研究方法上，多数研究者依赖短期

课堂实验和主观问卷调查，缺乏对学习者语言产出的长期跟踪(如历时语料库建设)和多维度分析(如话语

策略、语用失误的量化统计)，这使得建构主义主张的“动态能力发展”难以被客观验证。此外，当前教

材研发仍停留在“课文 + 练习”的传统模式，未能将文化情境深度嵌入语言知识点(如商务汉语教材缺

乏真实谈判中的妥协表达范例)。 
针对上述问题，未来研究需要在以下几个维度实现突破。首先，理论建构应立足汉语特性提出创新

框架，比如针对汉字“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特点，可以探究学习者在虚拟书写情境中如何通过笔触

动态重构汉字认知(如行书连笔动作对字素意识的影响)。其次，教学实践需拓展多元化路径，构建分层分

类的支架式教学体系，针对不同语言水平学习者设计差异化支持：例如，在初级汉语课堂中，教师可以

通过实物道具(如菜单、餐具)创设“餐厅点餐”的情境，提供包含核心句型的对话模板 (如“我

要……”“多少钱？”)，让学生两人一组进行角色扮演，教师则通过即时反馈帮助学生纠正语音和语调。

在中级课堂中，可以设计“商务洽谈”任务，提供关键词清单(如“合作意向”“利润分配”)和谈判流程

图，引导学生分组模拟合同签订过程，并逐步减少语言支架的使用。而在高级课堂中，可以以“一带一

路项目投资”为案例，要求学生自主搜集政策文件、分析可行性报告，并通过辩论会的形式完成跨文化

协商任务；建立动态语料驱动的教学闭环，例如，通过“汉语偏误自动标注系统”提取高频偏误，设计

“行李超重–机场托运”的锚点情境任务，并利用文本分析工具统计学生在交际中使用的策略频次，从

而优化教学设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探索都需建立在跨国、跨学科的协作基础上，例如联合

海外孔子学院开展对照实验，或引入认知神经科学中的脑电技术监测情境化学习中的认知负荷变化。只

有将理论研究扎根于真实复杂的语言习得生态，才能为国际中文教育开辟更具实践价值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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