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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媒 体 辅 助 教 学 中 的 认 知
心理研究


陈 听


提 要 利 用 多 媒体辅 助教学 是目 前 对外 汉语教学 发展的
一

个 趋势 。 利 用 多 媒体
这个 现代传 播媒介的 诸 多 特 性, 应 用 于 教学 实 践 中 ,
可以起到 其

它
传

统教学 媒介
所 不


能
起

的
作

用 。
而认知心理学 的 产 生 和 发 展极大 地推 动 了 语言 习 得和 语言 学 习 研究 的
进步 。 本文基 于
以上

两 种 情 况
,
以认知心 理

学
理论为 依据

, 围
绕知觉 、 注

意
、 记忆 等 范


畴 , 结 合多 媒体的
三

个
特 性,

对
多 媒体辅

助
对

外
汉语教学

所 起的 作 用 做一
个 初步 的 探


索 o


认 知
心理

学 是
运

用
信

息 加
工观

点 来 研究 认知 活 动 ,
其

研究 范 围 主 要 包 括 感 知 觉、 注


意 、 表 象 、 学 习 记忆、 思 维 和 言 语 等 心 理过程 或 认知 过 程 , 以 及 人类 的 认知 发 展 和 人工智


能 。 语 言 学 习 过 程中 的 认 知 心理研究 对 我 们 的 对 外 汉语 教 学 具 有 非 常 重 要 的 作 用 。 而 多


媒 体 辅 助 对外 汉 语教 学 是 随 着 电 脑 技 术 的 成 熟 而逐步 为 我 们 所 重 视 的 ,
现

在 将 多 媒
体

引


人课堂
,

以
辅 助 对外 汉语教 学

已 经
是

一

种 大 趋 势 , 关
于

多 媒体 辅 助 对
外

汉语教 学 的 研究 也


越来越 多 。


在 各 种 类
型的 教 学 中 , 为 有 效 地 学 习 而设

计
的

教
学 可 以 用 多 种 方 式

来
传 输 , 并

且
可 以


运
用

各 种 媒体 。 教 学 中 对 媒体 的 选 择 既 依 赖 于 可使 用 性 的 实 际 情 况,
又

依 赖
于教 师

的
能


力 与 观点 等 等 。 加
涅 ( 1 9 6 5 ) 说过:

“

多 数 的 媒
体

选 择 系 统 都 主 张 , 应 该 根
据

媒
体

的 特 征


——

媒 体 所 拥 有 的 影 响 教 学 交 流 性 质 的 各 种 特 性 , 来 决 定媒 体 的 选 择 。 但 是 必须 认识到 ,


将 要 使 用 媒
体

的 教 学 情 境 , 是对 媒
体

选 择 更具限 制 性 的 因
索

。

”

加
涅 接 着 就 此 作 了 进 一

步


的 分 析
,

阐 述 了
教 学 情 境 对 媒

体 的 选
择

可
能 。 根 据 加 涅 的 教 学 理论 ,对外 汉 语学 习 应 该 归


属 于智 慧 技 能 型 的 ( 或 认知 策 略 ) ,
而

这 种 类 型 的 教 学

“

就 必 须 要
求

媒
体

具 有 与 学
习

者 进 行


`

交 互作 用

'

的 能 力

”

, 媒 体 应 该

“

对 学
习

者 作 出 的 反 应 提
供 精

确 的 反 馈

”

。 那 么 具有 这 种


“

交
互

作
用

"

能 力 的 媒
体

并 不 多 , 根 据 加 涅 的 理 论
,

智 慧 技 能 型 教 学 对
媒

体 得 选择 体
现

为
三


种 可 能 性 , 即 计算 机、 程
序

课 本 和 交 互 式 电 视
,
而我

们
在 此所论 及的 多

媒 体
正是

计 算
机的


代
表 。 所 以 我 们 首 先 通过 这 些来 确 认用 多 媒 体 来 辅 助 对外汉 语教 学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也
是


非
常 必 要 的 。


所 以 我 们 应 该 了 解 媒 体 所拥 有 的 影 响 教 学 交流 的 特 性,
再根

据
认知 心理学 理论对 这


些特
性

做
进

一
步

的 分
析

,
希 望能 得 出

一
个

有 利
于

我
们

教 学 的 结 果 ,
以

指 导 和 改 进 我
们

的 教


学
实

践 。


依 笔 者 所见 ( 2 0 0 1 ) , 多 媒 体 辅 助 教 学 的 特 性 主 要 体 现在 其 互动 性 、 多 样 性 以 及娱 乐 性
这三个 方 面 。 其 中 互动 性 是 多 媒 体 的 本 质 ( 尼 葛 洛 庞 帝 , 1 9 9 6 ) , 在 辅 助 教 学 的 过 程中 , 互

动

性 主 要 表 现 为 学 习 者 与 教 师
、 软 件

以 及其 他 学 习 者 具 有 方 便 的 交 互功 能 , 学
习

者 不
仅

能


从教 师
那

儿 得 到
信

息 的
反 馈 , 而且可 以 从 学 习 软 件 、

其
他 学 习

者
那

儿 得 到 信 息 的 反 馈 , 并


?

 6 0  

?




。 在 研究 多 媒 体辅 助 教 学 的 时 候 , 林众 、
冯 瑞 琴


(
1 9 9 6

)
也 指 出 :

“

分 布 式 多
媒 体

是 今 后 发 展 的 方 向

”

, 这
里 所说 的

分 布
式 就 是 指 互动 性 。 多


样 性 主 要 指 多 媒 体 因 其 传 播 媒 介 之多 而 使 同 样 的 信 息 有 多 种 传 播 通 道 , 表 现出 来 的 结 果
也有 所 不 同 。 尼 葛 洛 庞 帝 ( 1 9 %) 曾 经说 过 :

“

思
考

多 媒 体
的 时 候 , 下

面
这 些 观念 是 必不

可


少的 ,
即

: 它
必

须 能 从一
种 媒

介
流 动 到 另

一

种 媒 介
;

它
必

须 能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述
说

同

一

件 事


情 ; 它 必须 能 触 动 各 种 不 同 的 人类 感 官
经

验
。

”

以
及 :

“

多 媒 体 领 域 真 正 的 前 进 方 向 , 是 能 随


心 所 欲 地 从 一

种 媒 介 转 换 到 另

一

种 媒 介 。

”

这 样 学
习

者 就 可 能 根 据 自
己

的 需 要 , 根 据 学
习


内 容 的 需
要选择 不

同 的
信 息 传 播 媒 介, 以 达到 更好 的 学 习 效

果 。 娱 乐 性 主 要是建 立在 多


样 性的 基 础 上的 , 因 为 媒 介
、 内 容 表 现的 多 样 , 因 为 有 图 像 、 动 画 、 影 像 、 声 音 等 的 丰 富 表


现 , 使 学
习 者

的
学 习

不
再是 枯 燥 、 单 调 的 语言 内 容 、 教 科 书 和 练 习 形 式 。


在 认知 心理学 理论 中 , 知 觉 、 注 意 与 记忆 是 三个 重 要 的 范 畴 。 目 前 认知 心理学 将 知 觉


看 作 是 感 觉 信 息 的 组织 和 解 释 , 也
就 是获 得 感

觉
信 息 的 意

义 的 过程 。 认 知 心理学 认为
, 知


觉
与 人的

知 识经验 是 分 不开 的 , 并 因 此 而具有 间 接 性 质 。 实 验 结 果 表 明
, 人在 知 觉 对象


时 , 是
以

已 有 的 知 识为 依 据 的 , 有 关 景 物 的 空 间 关系 引 导 我 们 的 知 觉 活 动 。


从认知 心理学的 知 觉 观点 来 看 , 对于一

个 客 体 的
整

体 与 部 分 的 知 觉 是 有 所不同 的 , 格


式 塔
心

理 学 认为 , 整 体 多
于

部 分 之和 , 整
体

决 定 着 其 部 分 的 知 觉 。 依 照 这 个观点 , 整 体 是

在 部 分

之
前 被 感 知 的 。

N aVo n
( 1 9 7 7 ) 就 此做 了

一
系 列 的 实 验, 实 验的 结 果 证明 了 这种 观


点
。 N avon的 实 验结果 表 明 , 听 觉 辨 别 的 反应 时 依 赖 于听 觉 刺 激与 视觉 刺 激的 总 体 的

一


致 关系 。 Na von因 而认为
,

在

一

些 情 境 中 进 行 的 视 觉 加
工

有 着 有 限 的 深 度
,

知 觉
开

始 于总


体 的
组

织 , 然后才 是 对局 部 特 征 的 分析 。 虽然 N a von的 这 项研究 不是 专 门 针 对语言 学 习


的 , 但
是

依 据N
a vo n

的 这 项 研 究 , 我 们 结 合 多 媒 体 辅 助 教 学 的 多 样 性 特 性 ,
即

多 媒 体 能 从


多 种 媒 介 来 传播 同

一

信 息 这 个特性可以 推断 : 利
用

多
媒 体 来辅 助 对外 汉

语 教 学, 感
知 语言


对 象 的 时 候 , 更 容 易 从整 体 上来 进 行 感 知 , 从 而由 整 体 到 部 分 。 而不 是 偏 向 于 某

一

种 媒


介 、 某

一

种 感 觉通道
,

由
部

分
人

手 进 行
感

知 的 。 所以 ,
用 多 媒 体 来

辅
助

教
学 应该是合 适 的 。


例 如 , 用 多 媒 体 课 件 来 教 汉 语 语音 的 时 候 , 教 师 可 以 通过
课件 让 学 生 从听 觉方

面
输 入

(
不


同 语 速
、 不同 背 景 地 听 ) ,也可 以 让 学 生 从 视 觉 方 面 输 人( 观看 静 态 的 舌 位 图 、 动 态

的 发 音


器 官 变 化
以 及 由 电 脑 所 描 述 的 音

谱
图

等
) , 学 生 对 语 音 的 知 觉 范 围 会 更 广 , 视觉 与 听 觉 更


为

一

致 , 这 些 认知 大 于
通

过 单 独

一

种 感 觉
通

道 对语 音 所做 的 部 分 的 认知 , 所以 对语 音 的 认

知 也就 更 加 深人、 全 面 了 。 另 外 随 着 多 媒体 技 术的 发展, 将 来通过触 觉、 味 觉等 更多 的 通

道对 对 象 进 行体 验 、 认 知 将 成 为

可
能 , 学 生 对 同

一

对 象 的 认知 就 增 加 了 更 多 的 感 知 通 道,


认知 也将 随 之深
入。


认知 心理学 对知 觉 的 理解 非 常 强 调知 觉 的 主 动 性 和 选择性 ,
以 及

过 去
经验

的 重
要

作


用 。 在 此将 多 媒 体 辅 助 教 学 中 的 交 互性 与 之 结合 起 来 探 讨 , 是 因 为 交 互性 体 现 出 来 的 最

重 要 的

一

点 就 是 学
习

者 具 有 很强 的 主 动 性 , 学
习

者 可
以

自 由 地 选 择 学 习 的 方
式 、 内 容 等


等 ,
这 些

正
切 合 认知

心理
学 的 知 觉

理
论 。 而 关 于过 去 经验 方 面 , 因

为
多 媒 体 光盘 以 至

局 域


网 的 大 容 量 , 以 及多 媒 体 链 接 技 术
的

普 遍 应 用 , 学
生
所学 习 的 内 容 ( 学

习
过

和
尚 未 学 习 的 )


可 以 方 便 地 连 通 起 来 , 所 以 在 辅 助 教 学 的 过
程

中 , 也就 更 容 易
将 感

知 对 象 与 过 去 的 感 知 经

验 联 系 起来 。 例 如 , 学 习 特 殊 疑 问 句 的 时 候 , 可 以 通 过

“

疑 问 句

”

上 的 链 接 , 迅速 地转 换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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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反 疑 问 句 等 相 关 的 内 容 上
,

从 而将 这 些疑 问 句 的 新
旧

内 容 联 系 起


来
,

进 行 对 比
, 达

到 更 好 的 认知 。 而 且因 为 多 媒 体 感 觉 通 道 多 , 所 以 知 觉 不会
因

为 在

一

条


感 觉 通 道 上堵 塞 住 而 无法 与 过 去 的
经

验 建 立起 联 系 。 新 旧 知 识的 快 速 、 有 效 的 联 系 使 留


学 生 的 汉 语 学 习 具有 更 高 的 效 率 , 语 言 习 得 过程 得 到 加 快 。 现在 的 多 媒 体 至少 能 通过 视


觉 与 听 觉 两种 通道的 文 字 、 图 像 、 影 像 、 声 音 、 动 画 等 将 学 生 的 学 习 内 容 展示出 来 , 并 在 这


里将 各 个 部 分 、 各 种 因 素 链 接 起来
,

学
生

在
学

习 过程
中 就 有

较 多 的 选择 余
地。 例 如 , 学

习


某 个 语 法
项 目

的 时 候 , 学 生 首 先 可 以 选择 多 媒
体

中 文 字 描 述 、 解 释 , 当 这还
不

能 完 全 理解


的 时 候 ,
可

以 选 择相 应 的 图 像 演 示
、 动 画 演 示 , 或 者 语 音 解 说 ,

还
能 选择 观看 相 关 的 影 像 材


料 ,
增

进
对 此语法项

目
的 理解 。 而且, 在 学

习 过 程
中 , 由 于多 媒

体 具 有
交 互

功 能 , 学 生 可
以


根据 自 己 的 理解 情 况 , 进
人

不 同 的 解 说 、 演 示 界 面 , 获 取 最 切 合 自 己 实 际 的 信 息
,

并 得 到 相


应的 反 馈 与 指 导 。 这 样 学 生知 觉 的 主 动 性 和 选 择 性 就 能 得 到 较 大 程 度 的 发 挥 , 对语 言 知


识有 更 好 的 知 觉 作
用

。 另 外 , 多 媒 体 辅 助 教 学 还能 使 练 习
形

式 上变 得 更 加
丰 富

,
练

习
量

变


得更 大 ( 尤 其 是 将 多 媒 体 技 术 充
分

应 用
于

网 络 后 ) , 加
上人机 对 话的 应 用 ,

使
得 学

习
者 在 语


言 学
习 过程 中 有 了

更 多 的
形

式
选 择

, 更 多
的 知 觉 通

道 。


注 意 作 为 心理活 动 的 调 节 机制 在 认知 心理学 的 发 展中
一

直 受 到 重 视 , 注 意 的 研究 得


到 广 泛 的 开 展。 这不 仅 仅 是 因 为 认知 心理学 将 注 意 看 作 信 息 加 工的 重 要机制 ,而且也由


于认 知 心理学 在 整 体 上强 调 人的 心理活 动 的 主 动 性 。 关 于注 意 的 实 质 和 特 征 ,
目

前
(
王


、 汪 安 圣
,

1 9 9 2
) 主 要强 调 其 选择 性 维 量 , 将 注 意 作 为

一

种 内 部 机制 , 借
以

实 现对刺 激 选


择的 控 制 并
调

节 行为 。

“

注 意 的 功 能 在 于 把 认 知
过 程

对 准 外 部 刺 激 ,
因 此 能 收

集 有 关 信


息

”

( J
o h n B .  B e s t ,

 
1 9 8 6

) 。 在 认知 心理学 理论中 , 注 意 具 有
两

种 含义,
即

一

般 的 警 觉 功 能


和
选择 性 知 觉两种 。 从 第

一
种 含义 来 看 , 多 媒 体 可 以 通过其 多 样 性 , 通 过各 种 新 的 感 官 刺


激 和
画

面
、 声 音 的 变

化 等 等
来 较 好 地

维 持
学

习
者 的 警 觉 水 平 , 使 学 生 不

至
于 困 扰 在 枯 燥 的


语 言 知 识 之 中 。 从第 二种 含 义 来 看 , 要

“

将
施

加 给 学
习

者 的 剌 激 加 以 安 排 , 以 便
强 调 所 呈


现刺 激 的
区

别 性 特 征

”

( 加 涅 ,
1 9 6 5

) 。 加 涅所说 的 在 于 要 突 出 将 要 在 短 时 记 忆中 存 储 和 加


工的 那 些 特 征 , 多 媒 体 本 身 媒 体 组 合 的 多 样 性 也决 定 了 它 有 更 多 的 方 式 来 突 出 对 外 汉 语


教学 中 的 特 征 。 例 如 不同 图 形 、 不 同 颜 色 、 不 同 声 音 、 不 同 节 拍 韵 律 、 不 同 画 面 等 等 , 可
以


说各 种
媒

体 所有 的
方 式 多

媒
体 也

大 都 具有 。 所以 , 多 媒 体 辅 助 对外 汉 语 教 学 能 提 髙 、 加 强


学 习 者 对学 习 内 容 的 注 意 , 使 教 学 效 果的
实 现更 具可 能 性 。 但 是 , 也应 当 看 到

,
多 媒

体
的


媒
体

多 样 性 也可 能 在 注 意 的 范 畴
里

导 致 另 外

一

种 结 果 , 就 是 同 时 进 行
传

播 的 媒 体 太 多 ,
信


息 之 间
互

相 干 扰 , 因
而

分 散 了 学 习 者 的 注 意 , 使 教 学 达 不到 预 期 的 效 果 。 因 此, 充 分 地
、 客


观地认识多 媒 体 的 优 缺 点 对辅 助 我 们 的 教 学也是非 常 重 要的 , 过分 地
渲

染 、 夸 大
多

媒 体 的


作 用 必 然 会 走 向 另

一

个 极 端 , 结 果 反
而不理想 。
记忆是 认知 心理学 研究 的 又一个 重 要 范 畴 。 记忆 包括 编 码、 存 贮 和 提 取三个 过程 , 我


们 在 对 外 语 言 教 学 中 主 要 研 究 的 是 编 码 过
程

, 这 个 编 码过程
又

包
含

了 短
时 记忆与 长 时 记


忆两 种 情 况 。 学 习 者 在 语 言 学 习 过 程 中 首 先 将 所 感 知 到 的 信 息 形 成 短 时 记忆 , 然 后 经 过


加
工

形 成 长 时 记忆。 心理学 研究 ( 潘 菽 , 1 9 6 3 ) 早 已 表 明 , 多 种 感 觉 分 析 器 的 协 同 作 用 是 提


高 记忆 成 效 的
一

个 重 要 条 件 。 在 认 知 心理学 理论 中 , 视 觉 表
象

被 认为 是

一

类
非 常 重 要 的


记忆 编 码和
存 j

t 形式 , 所 以 图 形 、 图 像 以 及 实 物 等 ,
通 过

提 供 编
码

表
象 常

常 在 教 学 中 得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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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 用于 执 行 学 习 指 导 的 功 能 。

“

如 果 正 在 学
习

的 是 语 言 信 息 , 表 象 就 会 在 很 短 的 时


间 内
提 供 大 量 的 有 意

义
的 附 加 材 料 , 以

此 作
为

对
新 习

得 的 命 题 编 码 的 背 景

"

( 加 涅 ,
1 9 6 5

)  o


而
多

媒 体
的

视
觉 信

息
是

非
常

丰 富
的 , 即

使
是 实

物 也 能 通 过 视 频 图 片 或 图
像

、 影 像 展现在 学


习 者 的 面前, 所以 说在 这方 面多 媒 体 具有 很大 的 优 势 。 加 涅( 1 9 6 5 ) 还 说过 :

“

如 果 学
习

的


刺 激 情 境 中 增 加 了 图 片 或 实 物 , 这其 中 的
许

多 功 能
就

能 够 更 轻 松 更 有 效 地完 成 了 。

”

虽 然


这
里

加
涅

没 提 到 多 媒 体 , 没看 到 多 媒
体

的 诸种 特性
,

因 为
当

时 多
媒 体

技 术 还 没 成 熟 、 发 展,


更 不 用 说应 用
到

教 学
中

去 了 。 但 是 从 目 前 的 情 况来 看
,

多 媒 体 的 娱 乐 性
确

实 能 调 节 我 们


的 课
堂

气 氛
, 提 供 娱

乐 的
刺

激 情
境

, 使
学 习

者 能 在 轻 松 愉 快 的 氛 围 中 去 感 知 信 息 、 加 强 注


意 ,
从

而将 所 接 收 到 的
信

息 有 效 地记忆 下 来 , 完 成 学 习 任 务 。 对 外 语 言 教 学 的 内 容 多 是 枯


燥 的 语言 知 识, 这 些能 通过 多 媒 体 课 件 的 设计 , 将 抽 象 的 语 法 、 语音 、 词 汇 等 知 识通过 图


表 、 图 像 、 声 音 、 动 画 等 变 得 直 观具象 起 来 , 有 利
于

学
习

者 的 记忆 形 成 , 并 在 充 分 、 有 效 地 知


觉 、 注 意 的 基 础 上, 将 短 时 记忆 发
展

成 长 时 记忆, 将 所学 的 内 容 成 功 地
进

行 编 码, 内
化 为 学


习
者 自 己 的 知 识。


在 阿特 金 森 和 希 夫 林 1 9 6 8 年 提 出 的 关于 短时 记忆与 长 时 记忆 的 信 息 存 贮 库 理论中 ,


假 设 存 在 感 觉 登 记、 短 时 记忆 以 及长 时 记忆 系 统 。 其 中 短 时 记忆 依 赖 于 注 意 , 所以 上文谈

到 注

意
的 时 候 ,

已 经
涉 及了 短 时

记忆。 短 时 记忆 转 化 成 长 时 记忆 有 言 语 符 号 形 式 和 非 言


语的 表 象形式 两种 , 这 两种 形 式 在 转 化 、 加 工信 息 的 过 程中 可能 单 独 出 现 , 也可 能 同 时 出


现, 认知 心理学 家 认为 两者 同 时 出 现更 有 利 于长 时 记忆的 保 持 , 而且, 非 言 语的 表象 形 式


更能 保 留 对画面等 的 有 意 义的 解 释。
布

兰 斯 福 德 等 人 1 9 7 3
年 就

通 过 一 个 实 验 证 明
了

图


画

信
息 在 理 解 散 文 材 料 中 的 强 大 作 用 。 由 此看 来

,
我 们 所论 述的 多 媒 体 中 , 非 言 语

的
表 象


形式 远比 其 他 媒
体

丰 富 得 多 , 这
显

然 有 助 于所感 知 的 内 容 形 成 长 时 记 忆。 我 们 对外 汉 语

教 学 的 目 的 之一就 是 要通 过 教 学 ,让学 生 将 所 习 得的 内 容 由 短 时 记忆 更 多 地转 化 成 长 时
记忆 , 以

使 编 码能 力 得 到 加 强 , 汉 语 水 平 得 到 提
髙

。


另 外 , 在

一

些 认知 心理
学 家 ( J

o h n  B . B e s
t ,  

1 9 8 6
)

看 来 , 形 成 短 时 记 忆 编 码的 总 是 听 觉


或 语 音 代 码。 所以 , 相 应的 我 们 也可 以 认为 , 长 时 记忆 的 形 成 除 了 听 觉 以 外 还需 要其 他 感


觉 通 道 , 这 样 , 对
信

息 的 感 知 更 深 , 记忆 也就 更 有
可

能 得 到
保 持 。 那 么 我 们 在 利 用 多 媒 体


来 辅 助 教学 的 时 候 , 就 要注 意 相 同 信 息 的 不同 媒 体 表 现。 而且这 种 不 同 表 现在 教学 设 计

上要 互相 联系 、 互不干 扰 的 ,

这
样 , 才

有
可能

更
好 地加

强 和 保
持

长
时

记 忆 。


第 二语言 的 学 习 过 程 是对一系 列 符 号的 学 习 、 存 储 及以 后 的 提 取 和 应 用 的 过程,
实 现


这

一

过 程的 时 候 , 知 觉 、 注 意 和 记忆虽 不能 涵 盖 全部 的 心理, 但 是它 们 却 是 其 中 非 常 重 要

的 部 分 。 以 上从 认知 心理学 角 度 就 这 三个部 分 结合 多 媒 体 特 性 的 分 析 , 我 们

可以
看 出 多


媒
体

辅
助 对外 汉 语教 学 是 具有 重 要的 作 用 的 。 如 何 利 用 好 多 媒 体 这 个 现 代 化 媒 体 对 我 们


来 说 是
""个新 课 题

, 而 从认知
心理

学 的 角 度 去 探讨和 解 决 辅 助 过 程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这 对 我


们 来 说,
也应该是 很有 意 义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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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7 2 页 滿请 什 么 样 的 督 导 师 完 成 什 么 任 务 , 每 年 、 每 学 期 的 重 点 是什 么 , 要 有
一

个


总 体 安 排 , 从总 体 规 划 上奠 定连 续 性 的 基础 。


2
.

—

位
督 导 师

的
任 期 最 好 是 二 至 三

年 , 督 导 师 可 以 考 虑 从 中
国

的 退 休
教

师
中 挑 选 。
退休 教 师 有 丰 富 的 教 学 经验 ,

5 5
岁

或
6 0

岁 退
休

后 再工
作

两三年 ,
体

力 、
精

力 上 没 问 题
, 他


们 也 没 有 在 职 教
师 所 承 受 的 种 种 压 力 , 可

以 比
较 安

心地承 担督 导 师 的
工

作 。


3 . 做 好督 导 师 之间 的 传 接 工作 。

一

位 督 导师 的 任 期 不论是
一

年 还是
三年 , 都 应 要求


他 为 下一任 提 供
一

份 尽 量详细 的 书 面资 料,
包括 学 生的 情 况、

教 师 的 情 况 、 本 人
任 期

内 的


工
和

情 况 、 已 经
解 决 的 问

题 、 仍
须 解 决

的 问 题 、 对下一任 的 建 议等 等 。 这 样 做 有 许 多 好 处 ,


能 使 下一

任 尽 快 熟 悉 情况, 能 保 持 工作 的 连续 性
,

能 避 免

一位督 导 师

一

套 要 求 使 老师 无所

适从

的 悄 况发 生 。 这 应 该 成 为

一

个 制 度 , 华 校 要敢于 要求 督导 师 写 工作 报 告 , 督 导师 也应


自 觉 地做 好这 项 工作 。


4 . 行 前 准 备 。 从 选 定 督 导 师 到 他 赴 任 , 中 间 往 往 有 几个 月 时 间 。 督 导 师 做 好行 前 准


备 , 对工作 大 有 好处。 华 校 最好 明 确 告 知 督 导 师 的 具体 任 务 是 什 么 , 提 供 相 关资 料 , 使 督


导 师 在 行 前 就 对 学 校 有 较 多 的 了 解
,

对 所 承 担 的
任 务 做

一
些 必要 的 准

备 , 赴 任 时 能 带 上 需


要的 资 料 等 等 , 这能 大 大 提 高 赴 任 后的 工作 效 率 。
上述 建 议主 要 供 华 校 领 导 参 考 。 做 好督 导师 的 工作 ,
需 要

华
校 和 督 导 师 之 间 的 密 切


配合 。 我 衷 心希 望这项 工作 能 越做 越 好 , 衷 心希 望华 文教 育 越 来 越 繁 荣 兴 旺。


( 欧阳 国 泰 厦门 大学 海 外 教育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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