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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对其《发展汉语》中级综合的参考建议 

笔者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及列出学生对于《发展汉语》中级综合的参考建议，以下

是各部分教材内容的多选题建议，其中包括：课文话题、词汇、语法、练习题及插图

部分。 

5.1 课文话题使用建议 

根据问卷调查多选题列出 6个选项共学生选择，得出以下结论： 

表 5.1课文话题多选题建议总计 

以上表可以看出，从 51 个学生有 34 人建议增加多一些趣味性的题材，有 33 人提

议增加一些与日常生活有关的话题，22 人建议增加一些含有跨文化因素的话题内容，

18 人建议课文的内容长度在调短一些，12 人提议降低课文话题呢容的难度，剩余两个

选项个 1 人选择。从这数据可以得知，大部分学生更加青睐于趣味性的题材及增加多

一些与日常生活有关的话题，以便于对课文话题内容更感兴趣而不觉得无趣。 

5.2 词汇使用建议 

根据问卷调查多选题列出 6个选项共学生选择，得出以下结论： 

多选题题项 N（计数） 响应率（%） 普及率（%） 

增加多一些趣味性的题材 34 28.100 66.700 

增加一些含有跨文化因素的话题 22 18.200 43.100 

再增加一些与日常生活有关的话题 33 27.300 64.700 

课文内容的长度可再调短一些 18 14.900 35.300 

降低课文话题内容的难度 12 9.900 23.500 

减少练习部分，注重阅读理解。 1 0.800 2.000 

增加课文内容难度 1 0.800 2.000 

总计 121 100.000 237.255 

多选题题项 N（计数） 响应率（%） 普及率（%） 

可再增加词汇数量 24 22.000 47.100 

减少词汇的复现率 11 10.100 21.600 

可多提供一些与日常生活有相关联的

词汇 
35 32.100 68.600 

增加时间讲解新的词汇 29 26.600 56.900 

可再增加颜色标注的词汇数量 2 1.800 3.900 

可再减少每篇的词汇数量 8 7.300 1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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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词汇多选题建议总计 

以上表可以看出，从 51 个学生有 35 人建议多提供一些与日常生活有相关联的词

汇，有 29 人提议增加时间讲解新的词汇，24 人建议可再增加词汇数量，11 人建议减

少词汇的复现率，8人提议可再减少每篇的词汇数量，只 2人建议可再增加颜色标注的

词汇数量。从这数据可以得知，大部分学生更加希望能够提供一些与日常生活有相关

联的词汇与增加时间讲解新的词汇及再增加词汇数量，以便于在讲解新词汇时，能够

有充足的时间去深入理解。 

5.3 语法点使用建议 

根据问卷调查多选题列出 5个选项共学生选择，得出以下结论： 

表 5.3语法点多选题建议总计 

以上表可以看出，从 51个学生有 36人建议在语法讲解部分可再增加一些趣味性，

有 29人提议例句方面多与日常生活有相关联，28人建议讲解语法部分可再清楚一些与

再多举一些例句，仅 11 人建议语法部分的难度可再调低一些。从整体的数据可以得知，

大部分学生更加希望语法讲解部分可再增加一些趣味性，以便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提高

兴趣。 

5.4 练习题使用建议 

根据问卷调查多选题列出 6个选项共学生选择，得出以下结论： 

总计 109 100.000 213.725 

多选题题项 N（计数） 响应率（%） 普及率（%） 

例句方面多与日常生活有相关联 29 22.000 56.900 

讲解语法部分可再清楚一些 28 21.200 54.900 

语法讲解部分可再多举一些例句 28 21.200 54.900 

语法讲解部分可再增加一些趣味性 36 27.300 70.600 

语法部分的难度可再调低一些 11 8.300 21.600 

总计 132 100.000 258.824 

多选题题项 N（计数） 响应率（%） 普及率（%） 

练习难度可再提高 1 0.900 2.000 

练习题的题目指令可再清晰一些 28 24.800 54.900 

练习题的趣味性可再提高 32 28.300 62.700 

练习题的题量可再减少一些 17 15.000 3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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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练习题多选题建议总计 

以上表可以看出，从 51 个学生有 32 人建议练习题的趣味性可再提高，有 28 人提

议练习题的题目指令可再清晰一些，18 人提议练习题的难度可再降低一些，17 人建议

练习题的题量可再减少一些与练习题的编排顺序可再调一下，仅 1 人建议练习难度可

再提高。从整体的数据可以得知，大部分学生更希望练习题部分可再提高一些趣味性，

以便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提高兴趣。 

5.5 插图使用建议 

根据问卷调查多选题列出 5个选项共学生选择，得出以下结论： 

表 5.5插图多选题建议总计 

多选题题项 N（计数） 响应率（%） 普及率（%） 

每篇课文可再添加一些丰富色彩的插图 30 23.400 58.800 

多提供一些与内容匹配的插图 29 22.700 56.900 

可再提高插图的清晰度 29 22.700 56.900 

可再增添一些含有趣味性的插图 29 22.700 56.900 

减少插图的复现率 11 8.600 21.600 

总计 128 100.000 250.980 

以上表可以看出，从 51 个学生有 30 人建议每篇课文可再添加一些丰富色彩的插

图，有 29 人共同提议多提供一些与内容匹配的插图、再提高插图的清晰度与再增添一

些含有趣味性的插图，仅 11 人提议减少插图的复现率。从整体的数据可以得知，大部

分学生更希望插图部分可再添加一些含有丰富色彩的插图，以便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提

高吸引力。 

  

练习题的编排顺序可再调一下 17 15.000 33.300 

练习题的难度可再降低一些 18 15.900 35.300 

总计 113 100.000 221.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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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 

本文主要调查学生对于《发展汉语》中级综合教材的使用反映及其效果如何，并

对其结果提供一些学生的参考建议。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并统计数据分析，得到了本文

的结论： 

第一，在课文话题方面，学生对于内容的长度、深度、难度表示合适，话题多数

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至于针对性、可讨论性、趣味性以及实用性方面，从课文当中

可以学习到很多生活常识以及待人处世的正确观，如含有情感以及精神领域方面的话

题，能更了解如何对待他人的态度及提升思考能力，除此之外，题解在课文里也能够

帮助了解其内容。 

第二，在词汇方面，学生对于数量表示可以接受，词汇编排合理也觉得合理，面

对呈现难度递增的趋势，也符合学生循序渐进的学习规律，讲解足够清楚。至于实用

性及常用性方面，在日常生活当中或在造句以及写作时可以运用得更加自如，也可提

高自身的词汇量，而所设计颜色标注以及脚注也起到非常大的帮助让学生更能够牢牢

记住其词汇的意思。 

第三，在语法点方面，学生对于针对性、趣味性与难度表示可以接受，针对讲解

时所举出的例句也表示足够理解，所学到的语法点无论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表达方面

或在写作方面可以更正确地应用，而不出现偏误或错乱使用，所附加的语言点小结也

可帮助学生复习及掌握其技巧。 

第四，练习题方面，学生对于题量、题型和练习题的难度上都表示刚刚好，练习

题的编排顺序则表示合适，题目的指令足够清晰，通过例句的展示，让学生在造句中

可起到举一反三的实用性作用，多种的练习题型也能刺激学生的思考能力并可提高综

合语言能力； 

第五，插图方面，学生对于数量、针对性、清晰度等都表示刚刚好。插图在课文

里能够帮助回忆课文内容与提高理解学习能力起到实用性的作用，而大部分的学生认

为色彩的插图更容易提高学习能力，针对插图的复现率则表示中观的看法。 

从以上的结果来看，发现学生针对教材趣味性的百分比不够高，以致在第五章的

参考建议上都认为提高本套教材的趣味性是非常重要。可见，学生更为注重趣味性的

需求，而从整体的结果来看，《发展汉语》中级综合教材是适合本校学生使用。由于笔

者的研究能力有限，在对教材内容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时，存在分析不够专业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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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可能会存在结果讨论得不深入、观点不成熟等问题。但是

笔者期待通过对《发展汉语》中级综合教材进行研究，为日后的综合教材编写及教学

提供有数据支撑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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