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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策略研究综述

杨紫玉

西安外国语大学　陕西西安　710128

摘　要：本文主要横向总结与评析最近三年的汉语学习策略的研究成果，并通过纵向比较往年的相关研究成果，发现目前

研究中取得的突破和存在的不足，并对未来的发展做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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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由于“一带一路”倡议和海外汉语教育事业

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学习汉语。为了更好地了解来自世界

各地的学习者，从而更有针对性的开展汉语教学活动，学习

策略的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留学生汉语学习策略的研究始

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宏观研究，

主要是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策略进行总体的研究；二

是微观研究，主要涉及汉语听说读写各项技能的专门研究。

对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策略的最新综述研究是曹景

乐（2019）对于 2014 至 2018 年近五年论文的研究，然而对

于最近三年（2020 至 2022）的最新研究动态却缺乏归纳整

理和提炼。

1. 研究成果

总体来看，近三年的研究中，宏观性研究和微观研究

中汉字和词汇的数量大于微观性研究中语法和语音等方面

的研究。此外，这一时期的大部分都是是关于“描述性的

研究”。其中出现了对于已有研究方向的深化和新的研究

领域的有益摸索。但是针对汉语教学的“学习策略培训”

主要以设想和教学建议的方式呈现，很少涉及真正的“介

入性研究”。

1.1 宏观性研究

宏观性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1.1 汉语学习策略与认知心理学相结合的研究

叶隆威（2020）发现认知风格、学习时限、汉语水平和

学习策略之间密切相关，还得出来华留学生的认知风格以场

独立为主和经常使用学习策略，尤其是社交策略，最少使用

情感策略。其中，通过洲际分析得出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来

华留学生的认知风格和学习策略具有独特性，并且受多种因

素影响（如年龄、性别和学习汉语的时长），从而得出教学

方法需要因洲而异、因人而异。此外，留学生王斯璐等（2022）

是在徐子亮（1999）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深化了关于汉语学习

策略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采用抽样调查法、观察法和访谈

法，将受试者分为“汉语善学者”和“汉语非善学者”，并

自制相关量表，转写并分析他们的汉语学习情况和策略使用

情况。

1.1.2 针对不同国别学习者的汉语学习策略研究

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合作日益深化，

针对不同国别学习者的汉语学习策略增多，尤其是关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非洲地区的相关研究，从而满足教学实践的

需要。其中，张利蕊（2019）针对中亚五国留学生进行学习

策略的使用情况研究，但研究结果却与郑方（2020）针对中

级水平的中亚留学生的汉语学习策略的调查分析和梁伟涛

等（2022）对“一带一路”沿线及非洲国家来华留学生汉语

学习的策略研究有出入。比如，在张利蕊（2019）的研究中，

最多使用的是社交策略，最少使用的是记忆策略，但在梁伟

涛等（2022）的研究中最多使用的是元认知策略，最少使用

的是情感策略。此外，张文分析了年龄、性别和学习年限等

个体因素对学习策略选择的影响，其中性别对总体策略的使

用频率没有影响，但就均值得分而言，除元认知策略外，女

性在其各个策略上的平均得分都要大于男性，并且女性更偏

向使用记忆策略和情感策略。

1.1.3 汉语学习策略的纵向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叶皖林等（2022）开创了关于汉语学习

策略的纵向研究。叶文采用扎根研究方法考察学生汉语实际

学习过程，定制了第二语言汉语学习策略问卷，并结合考察

具有英语母语背景的外国留学生在学习汉语 3 个月、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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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个月和 18 个月时其学习策略使用量的大小与前后变化，

揭示了语言学习策略随问题情境和个体认知而变化的观点。

母语思维策略选择在汉语学习初期占主导地位，然而随着汉

语学习的深入，学习者知识积累量逐渐加大，学习难度逐渐

加大——从最开始的具象性知识点学习为主到后期大量抽

象概念的理解，学习者对于母语的依赖非线性减少，对于词

语组块策略和词义解释策略选择非线性增加。

1.1.4 汉语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学习动机等相关性研究

 郭素红（2019）对留学生性格的内外倾向与其选择汉

语学习策略的影响进行研究，依据文秋芳的分类方法得出

留学生最常使用的策略依次是形式管理、操练和母语策略，

最不常用的是功能操练策略。周敏等（2021）指出不同性别

的学习者在汉语学习策略的使用偏好、使用频率方面均无显

著差异，但是年龄与语言水平在学习策略使用上都具有相关

性。周敏等（2021）的研究结果与江新（2000）具有一致性，

但却与李强（2011）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在李文中指出性别

和补偿策略有相关性，并且女性偏向使用间接策略，男性偏

向使用直接策略。李文中还指出汉语水平较低者使用记忆策

略和社交策略高于其他水平的留学生。我认为出现差异的原

因在于周敏等（2021）和江新（2000）的结论过于粗略。比如，

江新（2000）没有考察性别与具体的学习策略之间的关系。

周敏等（2021）虽然考察了具体的学习策略，却对于数值没

有深入比对和分析。虽然男性和女性都最常使用补偿策略，

最不常使用情感策略，但女性平均值均高于男性，这也能体

现出性别对于学习策略选择的影响。此外，崔维真（2022）

深入研究了学习策略、自我效能感和 HSK 考试之间的关系，

并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了自我效能感在学习策略和 HSK

考试之间的显著中介水平。

1.1.5 专业汉语的学习策略研究

其中，夏萌萌等（2020）研究临床医学本科留学生汉

语学习策略，得出留学生医学汉语学习策略使用水平偏低，

情感策略使用频率最高，补偿策略使用频率最低。这与刘灏

等（2019）的研究结果不一致，虽然都参考 Oxford 第二语

言学习分类法和其语言学习策略量表，刘文中指出留学生医

学汉语学习策略使用水平偏高，元认知策略使用频率最高，

情感策略和补偿使用频率最低。我认为这与夏萌萌等（2020）

的被试过少（只有 24 名），以及被试来自的地区不同有关，

比如刘灏等（2019）的被试主要来自于南亚地区，性格大都

外向，故情感策略使用较少。值得注意的是，王俊敏（2022）

对巴基斯坦初级水平的汉语线上和线下学习策略进行了问

卷调查，并且结合了访谈记录分析了不同策略对汉语学习策

略的使用影响。

1.2 微观性研究

近三年来汉语学习策略的微观研究逐渐增多，除了被

集中的汉字和词汇学习策略的研究外，也出现了对于汉语语

音、语法、听力、阅读和口语的学习策略研究。

1.2.1 汉字和词汇学习策略的研究

王明月（2020）通过问卷调查、课堂观察和定量分析，

得出了在汉字入门阶段主要来自于中亚、南亚和非洲地区的

学生的学习策略偏好，并指出这一现象的主要问题在于学习

者较容易被教师的策略使用倾向影响和回避使用需要自己

思考和总结的高阶学习策略。吕鸽（2022）结合 HSK 动态

作文语料库中的偏误和问卷调查，得出了中高级学习者汉语

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以及个体因素和是否为汉字文化圈对

学习策略使用的影响。此外，针对不同国别的汉字学习策略

研究颇为丰富：如张琪（2021）对孟加拉国留学生的研究和

汪文俊（2020）对高级阶段美国留学生的研究。

1.2.2 语法和语音学习策略的研究

魏成强（2021）指出日本学习者更倾向使用记忆策略、

最不常使用元认知策略学习语法，以及学习者个体因素对语

法学习策略的影响，并且结合对学生和教师的访谈结果提出

相应建议。语音方面，孙艺璇（2020）通过问卷调查、语音

测试和访谈等形式对来自不同国家的初级汉语学习者学习

策略调查得出：最常使用的为情感策略和最不常使用的是记

忆策略和补偿策略，语音学习策略只与国籍和学习动机有

关。其中，泰国学生使用频率最高的是认知策略，使用频率

最低是记忆策略。但是葛艳冰（2022）的研究显示：泰国初

级汉语学习者最常使用认知策略和记忆策略，最不常使用情

感策略，语音学习策略除了与动机和学习风格相等学习者内

部因素相关外，也与教学经验和学习环境等外部因素相关

1.2.3 听力和口语学习策略的研究

黄超（2020）指出武夷学院南非留学生的年龄、汉语学

习时长与听力学习策略的使用频率成正比，但与听力成绩成

反比，从而得出听力成绩和水平的高低与学习策略使用频率

的高低没有必然联系，最重要的是语言基础牢固，学习策略

要在其基础上才能起辅助作用。与此相反的是，董诗琪（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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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际情况改编了钱玉莲（2007）的汉语听力学习策略量

表，并采用问卷调查法得出中高级水平学习者听力策略的整

体使用与听力成绩正相关，性别、年龄和学习时长与听力策

略使用情况不具有关联性，只有地域的不同会对学习策略产

生影响。

除了刘爽（2020）、吴璇（2021）和陶冬梅（2022）对

于外国汉语学习者口语学习进行量化为主的研究外，刘红英

（2022）弥补了个案追踪研究缺口。她采用质性研究为主的

方法，通过课堂观察、考试作业和问卷调查记录三位本科汉

语留学生的口语学习过程和学习策略使用情况，并通过归纳

他们的学习策略对学习效果的影响，寻求在高级口语学习过

程中最有效的学习策略。

1.2.4 阅读学习策略的研究

高媛媛（2021）以经过两个学期的阅读课学习和训练的

预科留学生为样本开展问卷调查，得出了阅读学习策略的使

用顺序和存在的问题，并结合了鲁梅尔哈特（D.E.Rumelhart）

基于图式理论的新型阅读模式“相互作用模型”，设想了将

横向多层次的阅读学习策略训练融入到课程中的教学设计。

此外，凯文（2021）针对性的研究了喀麦隆地区初中级水平

的汉语学习者阅读学习策略，并根据调查结果对当地的汉语

教学机构管理者、教师和学习者提出建议，以此促进喀麦隆

地区汉语教学的发展。

2. 研究不足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出现了量化与质性研究、大规

模样本与个案研究相互补充的局面。此外，纵向和介入性等

较为创新的研究方法涌现为汉语学习策略的研究注入新的

生机。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吴勇义（2001）指出：“学习策略的研究最终

为寻求和建立对外汉语教学的最佳教学模式提供依据”。但

是现有的研究任然缺乏对于学习策略应用在教学中的重视，

很多论文往往是“头重脚轻”，将重点放在采用模式化的方

式对量化分析的量表和结果上，对于学习策略在教学和学习

上的建议和应用采用较少的篇幅。此外，虽然出现了介入性

研究，但仍是少数，这说明对于学习策略的研究很少系统性

的应用在实践中检验效果。这也导致学习策略研究存在理论

和实践存在脱钩的现象。

第二，学习策略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目前针对学

习者不同阶段学习策略变化的研究较少。无论是对于不同国

家地区、不同个体因素和处于不同学习阶段的学习者，都应

该做到因材施教，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国际汉语教学的效率。

第三，近三年来，微观性研究成果不断增多，但仍集

中在对汉字、词汇和听力等的研究，语音和语法和写作的

研究较少，因此产生一定的不平衡性。此外，宏观性研究

中更多的是以问卷调查为主的大规模研究，个案质性追踪

研究和学习策略的对比研究仍然非常少，我们可以深入调

查这些方面。

最后，仍然存在许多量化研究的样本容量较少、照搬

学习策略的分类和研究结果分析过于粗略等问题，这也造成

了一些研究结果相互冲突的现象。在以后的研究中应避免这

类问题的产生。

3. 研究的启示与展望

近三年来的研究在继承前辈们的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

化与创新，创造了累累硕果。未来的研究，可以在学习策略

的个案研究、纵向研究、介入性研究和专业汉语研究等领域

继续深化，在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上将汉语学习策略的研究应

用在具体的学习策略培训和教学实践之中，并通过实践检验

和修改理论，从而更好地促进国际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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