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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的背景、目的与意义

中文阅读对于在中国高校攻读学位的留学生而言，其重要性不言

而喻。从思政角度，中文阅读是留学生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重要途

径 ；从语言习得角度，进行大量中文阅读是提升学生中文能力的关

键；从专业学习角度，中文阅读能力是专业学习成功的保障。

但是我们在对本校留学生的随机调查中发现，留学生在中文阅读

方面存在很大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 中文阅读投入不足

从表 1 可以看到，一半以上的留学生每天的中文阅读时间少于

10 分钟，只有 3.7%的学生能保证每天有 1小时以上的中文阅读，可

见留学生在中文阅读上的投入非常少。

表 1:留学生平均每日中文阅读时间

究其原因（见表 2），虽然也有部分学生是因为语言能力上的不

足（18.5%），但更多学生是“缺乏中文阅读的足够动力”（59.3%）。

因此，如何在课程中融于阅读要求与阅读指导，促进学生的阅读投入，

提升中文阅读量，是我们课程改革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表 2:留学生中文阅读不足的原因

二、 多模态阅读能力不足

随着数字化教育的不断深化，阅读媒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留

学生的调查看（见图 1），在阅读资源中，视频、音频和文本结合的

多模态形式受到更多留学生的喜欢。

图 1:留学生喜欢的阅读资源形式

但是，我们通过留学生阅读测试发现，“指代追踪”、“逻辑结

构辨识”、“观点与评价”等深层阅读策略的不足，影响了留学生多

模态阅读的体验（图 2）。因此适应数字化教育的背景，提高学生多

模态阅读的策略和能力，促进中文阅读的质，是我们课程改革需要解

决的另一个问题。



图 2:留学生阅读策略测试

2.项目的具体实施方法与过程。

为提升留学生中文阅读的量和质，在针对留学生的通识教育课程

中，我们通过授课教师间的合作与分享，在 6门不同的课程中进行了

“阅读融入教学目标”、“阅读融入课堂教学”、“阅读融入课外学

习”等三方面的实践，探讨在保持原有课程的基本教学设计基础上进

行“融入式阅读教学”的改革与实践。

一、 阅读融入教学目标的实践

根据阅读任务，我们将阅读教学的目标分为注重语言要素理解的

“基础性阅读”目标、重视阅读策略的“检视性阅读”目标和注重形

式与内容分析的“批判性阅读”目标三类。根据每门课程的特点，我

们在课程原有目标的基础上，将不同的阅读目标有重点地融入到课程

的教学目标中（见下表 3），如针对初级的语言类课程，强调基础性

阅读的目标；针对中高级的语言类课程，强调检视性阅读目标的融入；

针对文化类课程，注重评判性阅读目标的融入，从而将阅读训练与语



言文化的内容教学相融合，促进学生通过通识课的学习来提升阅读能

力。

表 3：语言与文化通识类课程中的阅读目标融入

课程代码 融入的目标 具体体现

ICES110010.01 基础性阅读 纸质/电子文本中基本字、词、句、段的理解

ICES110003.02 基础性阅读

检视性阅读

多模态阅读中字、词、句、段的理解

多模态阅读中速读、略读、跳读、猜测等阅读技

巧

ICES130042.01 检视性阅读 电子文本中速读、略读、跳读、猜测等阅读技巧

ICES110012.06 批判性阅读 基于结构分析的阅读策略，如观点与事实；不同

逻辑顺序；反驳与证实等

ICES120006.01
批判性阅读 基于主题分析的阅读策略，如创世与祖先、圣人

与英雄、爱情与亲情、文明起源与传播等

ICES130083.01 批判性阅读 基于文本分析的阅读策略，如文本内细读、文本

间互文、与文本对话等

二、 阅读融入课堂教学的实践

在课堂教学中，我们 6门课的教师通过教学沙龙、教师分享等合

作方式，收集、实践并评估各类阅读活动在不同课程中的应用，总结

出了“阅读融入”的课前准备、课堂活动和课后辅导的教学方法，并

开展了教学实践。

在课前准备阶段，我们在原来的小组讨论环节融入阅读推介，要

求学生在课前对先行知识做准备的同时要提供阅读材料的介绍，从而



督促学生在课前进行相关主题的泛读探究，也通过同伴互荐的方法，

鼓励学生进行中文阅读。

在课内活动中，我们在原有的教师讲授环节融入了拼图式的阅读

活动。教师根据讲授内容的逻辑，将教学材料分成不同的部分，引导

学生进行拼图式的阅读和分享，共同探讨问题，从而将单向的“教师

授课-学生听讲”变成了“个人阅读-同学互讲-小组共享-老师点评”

的交互式探究过程，实现了课程内容学习与阅读能力训练的双重目标。

在课后辅导中，我们使用原有的答疑时间，利用阅读为拔尖生和

学困生提供个性化的指导。针对拔尖学生，我们提供更多中文阅读材

料，指导学生完成阅读日志，与学生就阅读材料进行一对一讨论，帮

助学生开展深层次的阅读分析与思考；针对学困生，我们通过分享同

伴的阅读日志，组队开展阅读分享会等方式，为学生创造更多中文阅

读的机会，督促学生进行更多的中文阅读。

三、 阅读融入课外学习的实践

为促进留学生在课外进行更多、更持久的中文阅读，我们借鉴

2021 年新颁布的《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编制了分级的

《阅读材料》四册，供不同需求的学生课后根据自己的水平选读。这

些阅读材料兼顾内容主题的广泛性和练习形式的针对性，既可帮助学

生通过阅读，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和中国社会；也可帮助学生提升阅读

策略和能力，顺利通过汉语水平考试。

3.项目的主要成果、成效与价值

成果 1:阅读教学融入通识课程，提升留学生阅读投入与能力



通过“阅读融入教学目标”、“阅读融入课堂教学”、“阅读融

入课外学习”等三方面的实践，我们发现参与融入式阅读教学的通识

课课程学习的留学生在阅读投入和阅读策略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

在阅读的量的方面，据学生的自陈报告，原来有一半以上学生中

文阅读不到10分钟，现在大多学生的中文阅读在10-60分钟（见图3），

可见，他们在中文阅读中投入的时间有了明显提升。

图 3:留学生平均每日中文阅读时间变化

在阅读的质的方面，阅读测试显示，尽管在一些项目中依然较为

薄弱；但从整体看，他们在阅读中深层阅读策略使用的精准度较之前

有了较明显的提升（见图 4）

图 4:留学生阅读策略测试前后对比

成果 2：针对留学生学情特点，出版分级的中文阅读材料

为促进学生的课外阅读，参与本项目的教师根据 2021 年新颁布

的《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配合《新当代中文》系列教



材，编写了分级的《阅读材料》（1-4 册），已由华语教学出版社出

版（见下图 5）。

图 5：出版的《阅读材料》

该《阅读材料》可以配合《新当代中文》教材，用于留学生的

语言类课程；也可以单独作为泛读材料，供不同水平的留学生在课

后使用，提升中文阅读的能力。其中 1-2 册主要针对词句理解的基

础性阅读目标，可供通识课程中修读初中级语言课程的留学生在课

外自学；3-4 册则针对本项目调查中所发现的留学生阅读困难，针

对性地设计了大量上下文推理、逻辑结构辨识、观点态度评价等深

层次的分析性阅读策略练习，可供通识课程中修读高级语言课程及

其他文化类课程的留学生在课外自主学习。

成果 3：以教学改革为抓手，组建与发展教师教学共同体

我们几位教师以本次项目为抓手，组建了教师教学共同体。虽然

各自的授课内容不同，但为了“促进学生的中文阅读投入，提高学生

的中文阅读能力”这一共同目标，教师们通过教学沙龙、教学分享会、

课堂教学观摩等方式开展了合作教学，在合作教学过程中增进了教学



能力，提升了教学智慧，其部分成果也在“第七届复旦大学‘教学学

术分享日’”中分享（见下图 6）。

图 6：教师教学共同体参与学校的“教学学术分享日”

4.下一步进行研究与实践的思路

后续我们将着重针对多模态的阅读资源，进行分级资源库的研究与建

设，为留学生构建分级阅读的立体资源，既可供教师教学共同体成员

在课堂上开展融入式阅读教学时使用，也可供留学生在课外进行自主

阅读时使用，从而促进留学生持续的、高质量的中文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