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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学习汉字的难点在全世界汉语学生的斗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有必要优先寻求解决办法。正是出于这样的

需要，本研究“纳姆迪·阿齐基韦大学汉学系学生在学习汉字中遇到的挑战和难点”应运而生。本研究的总

体目标是调查外国人在学习汉字时遇到的挑战和困难。具体目标是；了解汉语专业本科生在学习过程中遇

到的困难，分析影响汉语专业学生学习汉字的这些挑战，并针对汉语专业学生在学习汉字时遇到的这些难

题提供解决方案。除其他外，这项研究采用了习得学习理论。人口由用于研究的中国研究系的八十五人组

成。为了使本研究具有更好的学术性，我们使用了原始数据来收集受访者的数据，其中使用了 85 项问卷

作为数据收集工具。通过使用频率表和百分比来分析数据。本研究旨在为外国人在学习汉字中遇到的挑战

和困难提供解决方案，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建议。本研究发现，汉字书写、形态差异、汉语声调系统、汉

语发音困难、学习能力不足以及字与音的联系是本系学生学习汉字时遇到的挑战和困难。纳姆迪·阿齐基韦 

大学中国研究系，奥卡阿南布拉州。 

 

介绍 

语言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交流方式。很难想象一个没有语言的社会。它使人们的思想和观念更加敏锐，并控

制他们的活动。它是文明和文化的载体。就母语而言，由于良好的环境和大量接触该语言，孩子很容易学

习母语。但是学习第二语言需要有意识的努力，并且有一些因素会影响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包括态度、

自信、动机、接触语言的时间、课堂条件、环境、家庭背景和有能力的人。教师（Verghese，2009 

年）。第二语言的成功习得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学习者对语言学习环境、学习情况的看法，以及他们如何

看待目标语言及其使用者（Narayan，2008）。与环境和态度一样，教师的能力也是影响第二语言学习的

一个因素。期望语言教师应精通语言；教师在语言教学方法和技术方面的知识和专业知识应具有相当高的

标准（Verghese，2009） 

 

汉语作为外语或第二语言是指非母语人士学习汉语。全球对学习汉语（普通话）作为第二语言的兴趣日益

浓厚。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中国以外的汉语教学都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实践，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据刘（刘，2011）称，2010年约有 67万人在海外参加汉语水平考试。许多其他国家正在接受

汉语学习。据英国广播公司（2006 年）报道，参加汉语高级（A Level）考试的英语学生人数增加了约 

57%； 2006 年与英国布莱顿学院合作，将汉语列为重点学习科目之一。 

根据 Lewis、Paul、Simons 和 Fennig（2015 年）的说法，汉语大家庭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家庭，总

共约有 1,197,000,000 名使用者。刘易斯（Lewis）的研究（2015 年）表明，汉语家族分为 13 个

群体，其中汉语群体最大，有 8.48 亿母语人士。即使只关注普通话，它仍然是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增幅

超过两倍，西班牙语以 3.99 亿人成为世界上第二大语言。请注意，这些统计数据仅考虑以该语言为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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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从理论上讲，说普通话可以让一个人直接与最母语的人交流。虽然普通话的覆盖面相当大，但它不

仅仅是与大量人群交流。普通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唯一官方语言。它也是新加坡共和国的四种官

方语言之一，也是联合国六种官方语言之一。因此，普通话可用于与这些国家和组织在各个层面进行交

流。根据 Odinye (2015) 的说法，普通话是尼日利亚目前正在发展的另一种外语，它可能是该国未来

的新通用语之一。 

 

汉字是为书写中文而开发的语标。它们已经适应书写其他亚洲语言，并且仍然是日本书写系统的关键组成

部分，它们被称为汉字（Cheng，2012）。汉字是世界上持续使用的最古老的书写系统。据朱说，由于目

前在东亚的广泛使用以及在整个汉语圈的历史使用，汉字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书写系统之一（Zhu，

2015）。 

 

汉字教学一直是外国人汉语教学的瓶颈和难点，但也有人认为这个问题主要发生在欧美和非洲的学生身

上，因为对于同时使用汉语的日本学生来说，汉字的学习并不难。字符，在日本被称为汉字。他们认为日

本学生唯一的问题是他们容易将汉字与汉字混淆（Chen，2011）。 

 

中国作为新兴世界大国的地位，拥有成功和不断扩大的经济，为外界提供了一个通过与中国经济的不同实

体接触而受益的巨大机会。普通话为该国经济界的局外人提供了更好的理解基础。鉴于当前的机会和语言

的广泛使用，非母语人士学习中文，特别是普通话的时间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好。虽然现在学习汉字的时

机已经成熟，而且很多人都在学习汉字，但它并非没有困难，因为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难掌握的非母语人

士之一，尤其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本研究调查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阅读理解的困难。因此，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旨在调查外国人在学习汉字时遇到的挑战和困难：以阿南布拉州奥卡市 Nnamdi 

Azikiwe 大学中国研究系为例。 

 

问题陈述 

关于学习第二语言所产生的问题和困难，已经出现了许多观点。汉语汉字学习者面临问题的最常见原因是

其母语的固有结构的存在。第二语言研究的一个中心主题是跨语言，语言学习者使用的想法不仅仅是他们

已经知道的语言和他们正在学习的语言之间的差异的结果，而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拥有自己的系统规则。 

但是，学习者已经知道的语言可能会对学习新语言的过程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称为语言迁移。因此，

新语言学习者在语言学习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问题。 Spencer (2015: 33) 强调了学习汉字和汉语作

为外语的问题和困难： 

普通话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语言，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不断增长。然而，普通话汉字的第二语言学习者在

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中必须克服许多困难。首先，像所有外语的学习者一样，他们必须处理有关 SLAi 的

一般问题，例如压力、焦虑、不同的任务类型、与速度相关的困难、词汇保留和各种其他问题。其次，汉

字学习者还必须处理汉字和汉字特有的许多问题，如汉字与其他语言的许多形态差异、声调的习得、汉字

书写系统的复杂性等。 

 

尽管一些研究人员对学习汉语和汉字作为第二语言的各种问题和困难进行了调查，但他们的主要关注点是

正确的发音、无法理解或理解新单词、书写汉字的问题和听力能力不足。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调查了纳



Journal of Linguistics, Language and Culture (Volume 6, No. 2, 2019) 
 

Odinye                                                                                                                                                                          3 
 

姆迪·阿齐基韦大学汉学系学生在学习汉字中遇到的挑战和困难。很少有研究评估中国研究学生的学生及其

在尼日利亚的语言习得过程。这项研究有助于这方面的文献。 

学习的重点 

本研究将对以下方面大有裨益： 

一个。教师：他们会从这项研究的发现和建议中受益，因为这将使他们了解如何在学生中应用汉字学与教

的理论和方法。这将使教师在日常的汉语教学工作中更有效率。通过这项研究，许多教师将以教学艺术为

导向，充分了解他们的教学方式会影响学生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兴趣。 

湾。学生：他们将从这项研究中受益，因为这将帮助他们了解他们的老师需要成为模范，如果他/她的教学

经验对学生有很大的好处。有了本研究的结果和建议，中国学生将能够了解学习汉字的各种方法，并学习

如何减少他们在学习汉字时遇到的困难。 

C。父母：如果他们接受不专业、缺乏经验的老师的指导，他们会知道孩子的职业生涯岌岌可危。通过这项

研究，家长将能够知道，由训练有素的教师教授的学生与未经培训的、缺乏经验的教师教授的学生的学业

成绩存在很大差异。 

d。社会：社会将能够了解学校系统中两种类型的教师（受过培训的和未受过培训的）所教孩子的学业成绩

差异。这是因为如果孩子们得到一个训练有素的老师的良好教育，社会就会受益。除了表现出高学术成就

外，学生也会表现得很好，这将对社会的很多人产生好处。 

F。政府：本研究将使尼日利亚政府在与中国政府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关系方面大开眼界。 

e.研究人员：本研究将作为文献为其他研究人员提供与该主题相关的研究工作的指南。 

 

术语定义 

汉字：汉字是用来书写中文和日文的符号。过去，韩语和越南语等其他语言也使用它们（简单英语词典，

2012）。 

汉语：汉语是一组语言，形成汉藏语系的汉语支（柯林斯词典，2015）。 

外语：是指说话者以外的其他国家的语言。但是，外语和第二语言之间必须有明确的区别。这在印度、南

非或加拿大等国家很常见，因为这些国家有多种官方语言（维基百科，2014）。 

语言：语言是人类和动物使用的结构化交流系统，包括语音、手势和书写（维基百科，2016）。 

母语：这是指一个人小时候在家中学习的语言或一个人的第一语言。母语也可以指：原始人类语言，假设

世界上所有语言的最近共同祖先（牛津词典，2010）。 

母语：这是第一语言，母语或母语/父亲/母语（也称为动脉语言或 L1），是一个人从出生或在关键时期

就接触过的语言（维基百科，2012） . 

第二语言：第二语言是人们在第一语言之外学习的一种语言。第二语言可以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学

习，例如在学校或家庭中。一个人可能会说两种或多种第二语言（柯林斯词典，2014）。 

 

文献综述 

中国语言文字 

大约 13 亿人（世界的五分之一）说某种形式的中文，使其成为以中文为母语的人最多的语言。中文以标

准普通话的形式说，是中国大陆和台湾最大部分的官方语言，是新加坡的四种语言之一，也是联合国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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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成语。广东省使用标准粤语（6600 万人），中文是香港（与英语一起）和澳门（与葡萄牙语一起）的

两种官方语言之一（Wilkinson，2012 年）。 

 

中国译者思考语言的术语和概念与西方不同，一方面是由于汉字在书写中的统一作用，另一方面是由于中

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差异。以欧洲为例。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分裂为小民族国家，其身份通常由语言定

义，而中国却能够在同一时期保持文化和政治的统一。尽管其口语的实际多样性始终与欧洲相媲美，但它

在其整个历史中都保持着共同的书面标准。因此，中国人对书面语（“文”）和口语（“语”）有明显的区

别。书面和口头语言形式的统一组合的概念在中文中远没有西方那么强烈（Endymion，2012）。 

 

汉语书面文字大约有 40,000 个字，笔画多达 30 个，而所有的汉语口语都有声调。这意味着每个音节可

以有许多不同的含义，具体取决于发音的语调。例如普通话有 4 个声调，粤语有 6 到 9 个声调。 

 

汉语的根源 

大多数语言学家将汉语口语的所有变体归为汉藏语系的一部分，并认为有一种原始语言，称为原始汉藏

语，类似于原始印欧语，从中汉语和藏缅语下降（Shieh，2011）。 

汉语与其他汉藏语言之间的关系仍不清楚，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重建原始汉藏语系的尝试也是如此。

这项工作的主要困难是没有关于原始汉藏语和汉语划分的书面文件（Potowski，2010）。此外，许多可

以重建原始汉藏语的语言非常记录或理解不充分。 

 

中国文字 

汉字是为书写中文而开发的语标。它们已经适应书写其他亚洲语言，并且仍然是日本书写系统的关键组成

部分，它们被称为汉字。汉字是世界上持续使用的最古老的书写系统。凭借目前在东亚的广泛使用以及在

整个汉语圈的历史使用，按用户数量计算，汉字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书写系统之一（Vincent，

2009）。 

 

字典中出现的汉字总数为数万个，尽管大多数是图形变体，或者在历史上被使用过并被淘汰，或者具有特

殊性质（Geoffrey，2013）。一个会写中文的大学毕业生知道三四千字，但专业领域需要更多。在日

本，有 2,136 人通过中学（Jōyō kanji）任教；还有数百个在日常使用中。由于二战后日本和中国的

字符简化，今天日本使用的汉字在几个方面与中国的简化字符不同。有各种字符、形式和发音的国家标准

列表（Patricia，2010）。中国大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使用某些字符的简体形式；繁体字在台湾、香

港、澳门使用，在韩国也有一定程度的使用。在日本，常见字符是用二战后日本特有的简体形式书写的，

而不常见的字符是用日本传统形式书写的，这与中国传统形式几乎相同（Martin，2010）。 

 

学习汉字的方法 

1980 年代后的几十年，随着汉语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许多研究人员讨论了需要采取的解决方案，

以提高汉字的学习水平。因此，由于教育技术的发展，已经采取了许多步骤。汉字语言的教与学的方法和

策略不断发生变化，注重在学与教过程中发展技术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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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辅助语言学习 (MALL) 

移动辅助语言学习（MALL）是指借助手持技术学习语言，如手机、便携式笔记本电脑和任何其他方便的类

似便携式设备（Suneetha，2013）。哪个有巨大的学习潜力？它比在线学习更先进，因为移动应用程序

可以随时随地在线和离线使用。移动汉字学习涉及移动应用的数量，包括： train Chinese App、

Pleco App、Hanpinglite App 等可以帮助非母语学习者成人学习汉字。这是因为汉字包括拼音和字

形，久经考验的文化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此，他们不会花太多时间去学习一种与他们完

全不同的新语言，尤其是在写作系统不同的情况下。然而，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现代技术实际上提供了

一种新的学习工具来弥合差距。因此，利用现代技术有助于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来学习一种“有影响力的”

语言（Chu & Toh，2014）。 

 

在线语言学习 (OBLL) 

在线语言学习与 CALL 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只是增加了允许与老师和朋友联系的互联网连接。信息技术的

进步，如万维网和在线交流工具，一直在改变教育的面貌，创造了一个随时随地的学习环境。它为许多无

法参加传统课程的学生提供了更轻松、更方便的访问。此外，IT 在教学和学习中的使用被广泛认为是灵

活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的主要贡献者。如今，学生越来越多地分布在全球各地，学习需求和学习方式

非常多样化，因此需要灵活的在线学习解决方案来满足他们的需求（Lau，2008）。 

汉字很难记住，但只要记住汉字的读音和结构，只要有电脑的帮助，就可以帮助他们打字。随着互联网连

接的进步，他们可以使用 Facebook、微博等与朋友交流，这有助于他们输入字符。经常练习将有助于长

期记忆汉字的发音、结构和意义（Zhang，2011）。 

 

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 (CALL) 

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CALL）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语言教学和学习汉字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计算机被用

作对所学材料的呈现、强化和评估的辅助，通常包括大量的交互元素将 CALL更简洁、更广泛地定义为“探

索和研究计算机在汉语教学中的应用”。而 CALL 在汉字学习中的贡献，结合了图形视觉材料、文字、音

乐、视频和动画，CALL不仅满足了基本的学习理论，而且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让他们意识到 ICT 在

汉字教学和学习中的作用.这有助于保持学生的兴趣并保持良好的教学效果。例如，汉字结构的解释通常对

学习者来说很难理解，因为它们客观地解释了汉字的概念。因此，每个学习者都很难想象作者所看到的真

实画面，尽管他/她使用了简单而正确的语言。在这种情况下，应用 CALL 将有助于作者将有关汉字笔画

和含义的信息准确、清晰地发送给学生（彭，2013）。 

由于其广泛的应用，包括计算机辅助教育的文本输入（Chang，2010），有关计算机开发中手写中文识别

（HCCR）的进一步研究受到了马来西亚和国际研究界的极大关注。该应用程序可以帮助学习者在不使用纸

张的情况下练习汉字书写，更加环保。此外，CALL 能够吸引和抓住学习者的注意力，使学习在汉字学习和

教学过程中更加贴切。汉字笔画上的图形运动能够使课程更有趣，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的思维能力，使他们

更容易记住汉字的结构和声音（Liao，2015）。 

 

汉字学与教的挑战 

汉字，也称为汉字（汉字），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形式，距今已有约 5000 年的历史。它是与中国文化有

着密切关系的文字之一，在形式、声音和意义方面都非常复杂。学者们已经确定了普通话的几个特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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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特征有助于尼日利亚和其他国家的母语学习者面临的学习挑战，这些挑战与其特定的书写系统和汉语作

为声调语言有关。 

 

字母系统问题 

汉语与英语和尼日利亚的母语完全不同，因为它不采用字母系统，而是采用象形文字系统。由于英语和尼

日利亚在使用字母拼词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在汉语中，基本笔画组合不同以形成部首，部首是构成汉字的

基本组成部分（Sung，2014）。部首将与其他成分结合形成字符。然而，字符的发音可能彼此不同，因

为它们共享相同的语音成分但具有不同的部首，或者字符共享相同的部首但不同的语音成分在含义范围内

不显示相似性。这给学习汉字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为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记住和记住每个汉字

的笔画和组成部分。这项任务对在进一步学习汉字之前缺乏笔画和汉字组成知识的学习者有认知要求

（Lee & Kalyuga，2011）。这是因为字符笔画的少量增加或减少要么会影响字符的语义，要么会导致

书写错误。 

 

一个字符和它的发音之间的联系 

无法识别字符与其发音之间的联系使汉字学习更加困难。 （宋和吴，2011）。对于学习汉语作为第二语

言的学习者，他们发现很难记住汉字的形、音、义，因为它们没有像英语那样紧密相连，字母和发音连在

一起，使他们能够阅读这些话虽然不知道意思。汉字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一定数量的汉字是由部首和拼音

组成的。部首成分表示意思，原音的语音成分表示字符的发音。因此，虽然他们不知道意思，但字符的表

意部分表现出一种规律，某些部首可以提供线索或暗示他们的意思。例如，部首“氵”的字暗示其多与水有

关，而部首“忄”的字则多与人的心理有关（Zhang，2011）。例如，辛、义。语音部首成分，提供有关字

符发音的线索；然而，随着汉语的发展，导致汉字的发音不再像其语音部首组件那样发音。因此，这件事

给记住汉字的读音带来了更多的问题。 

 

大量汉字需要学习者记忆和学习才能完全掌握中文（Sung & Wu，2011）。根据 Wong、Li、Xu 和 

Zhang (2010) 的研究，在 99% 的中文书面材料中都有 3000 个常用汉字。这些现象表明，为了在华

语社区中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汉字知识。此外，汉语拼音还向汉语学习者推出了可以帮助学习者进行汉

字发音和汉字书写输入的移动技术。然而，要让学习者有文字输入，他们需要识字或掌握一定数量的字

符，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挑战。 

 

汉语声调和语音系统挑战 

汉语作为声调语言是学习者面临的挑战之一，它包含五个声调，包括高（第一声）、升（第二声）、降升

（第三声）、降（第四声）和无声，以区分是发音相同。例如，第一声“爸/ba/”是“父亲”的意思，第二

声“拔/ba/”是“拔出”的意思。因此，学习汉语声调知识对于理解和理解汉语是必不可少的。生产汉语口

语（刘，2011）。然而，英语没有任何声调特征表示，导致非汉语学习者发现学习任务面临更多困难。与

音调相关的另一个挑战是汉语中有大量相同的音型或同音字，但却以独特的视觉模式来表达它们的含义。

例如，有 14 个字符与第四声的读音 /li/ 相同，每个都有不同的含义（Wang，2009）。这种情况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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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习者更加困惑。因此，学习者需要有足够的字符知识才能在特定的上下文中使用正确的字符（Sung，

2014）。 

 

引入汉字拼音系统，帮助学习者学习发音。然而，这是学习者面临的问题之一。由于字符与其发音之间缺

乏对应关系，汉语拼音系统被用于在学习汉字时提供视觉发音提示（Lee & Kalyuga，2011）。 

 

表格 1： 

汉字学与教的挑战总结如下表。 

 

N/S 汉字特征 挑战 

1 逻辑语言系统，而不是字母系统。该

系统采用 24个基本笔画组合不同的

方式形成部首，部首是构成汉字的基

本组成部分。 （宋，2014） 

 

● 字符的发音可能会有所不同，因为它们共享相同

的语音组件但具有不同的部首。 

● 字根相同，但不同的语音成分在意义范围上没有

相似性。 

● 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记住每个字符的笔画和组成部分 

 

2 大多数汉字是由部首和拼音组成的。

部首成分表示意思，原音的语音成分

表示字符的发音。 

 

● 字符与其读音之间缺乏对应。 （宋和吴，

2011） 

● 汉语已经进化，导致汉字的发音不再像其语音部

首，这增加了记住汉字发音的难度。 

 

3 一种声调语言，使用五个声调，包括

高级别（第一声）、升（第二声）、

降升（第三声）、降（第四声）和无

声来区分其他发音相同的字符. 

● 缺乏以学习者的母语（马来语或英语）代表的语

调特征。 

● 大量汉语同音字。（王，2009） 

● 需要有足够的字符知识才能在特定的上下文中使

用正确的字符（Sung，2014 年）。 

 

4 汉语拼音已向汉语学习者介绍，以帮

助学习者进行汉字发音。 

 

● 大量的汉字需要学习和记忆才能完全掌握中文。 

（宋和吴，2011） 

 

理论回顾 

以下理论与汉字的研究、习得学习假设、监控习得和输入假设有关。 

 

习得学习理论 

关于人类如何发展语言能力有很多理论。根据 Stephen (2015) 习得学习理论，我们发展语言技能有两

种独立的方式：习得和学习。这一理论是现代语言习得理论的核心，也许是斯蒂芬理论中最基本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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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习得是一个自然的、直觉的和潜意识的过程，个人不需要意识到这一点。人们不知道正在发生的过

程，当获得新知识时，获得者通常不会意识到他或她拥有任何新知识。根据 Krashen (2014) 的说法，

成人和儿童都可以下意识地获得语言，无论是书面语言还是口头语言都可以习得。这个过程类似于儿童学

习母语时所经历的过程。习得需要以目标语言进行有意义的互动，在此期间，习得者专注于意义而不是形

式（Robert，2015）。 

另一方面，学习一门语言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就像一个人在学校所经历的那样。新知识或语言形式有意

识地在学习者的头脑中表现出来，经常以语言“规则”和“语法”的形式出现，这个过程往往涉及纠错。语言

学习涉及正式教学，根据 Krashen (2014) 的说法，它不如习得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是概念或

概念化，而不是学习语言本身；学生学习一种语言的抽象概念模型，一种关于语言的“理论”（语法）。 

 

研究方法论 

本节在以下小标题下处理本研究中使用的方法和程序：研究设计、研究领域、研究人群、研究样本量、数

据收集方法以及数据收集工具和方法数据分析。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的研究设计是调查研究方法。调查研究是一种调查或研究特定人群以深入了解他们的方法

（Nworgu，2006 年）。它涉及从被认为代表整个群体的人那里收集和分析数据。根据 Chukwuemeka

（2012）的说法，调查研究方法是一种研究方法，其中对特定人群或项目进行分析或研究，以获取能够代

表一大群人或项目的信息。研究人员认为这种设计适合调查外国人在学习汉字时遇到的挑战和困难：以阿

南布拉州奥卡市 Nnamdi Azikiwe 大学中国研究系为例。研究领域涵盖外国人在学习汉字时遇到的挑战

和困难：以阿南布拉州奥卡市 Nnamdi Azikiwe 大学中国学系为例。本研究的目标人群是 Awka 的 

Nnamdi Azikiwe 大学中国研究系 100 级至 400 级的一百二十一 (121) 名学生。这是因为他们非

常了解外国人在学习汉字时遇到的挑战和困难，因此更能构成本研究的受访者。 

 

表 2： 

研究人群 

S/N 学生水平 班级学生人数 

1 100 级（一年级） 66 学生 

2 200级（二年级） 18 学生 

3 300 级（三年级） 18 学生 

4 400级（四年级） 19 学生 

调查领域，2021 

 

样本量和抽样技术 

本研究的样本量由 100 级到 400 级的 85 名学生组成。从构成奥卡 Nnamdi Azikiwe 大学研究总

人数的一百二十一 (121) 名中国学生中选出的中文系学生。使用帽子法的简单随机抽样技术从中国系的 

100 级到 400 级中选择九 (9) 名男女学生，构成奥卡 Nnamdi Azikiwe 大学研究的样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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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研究样本量 

S/N 学生水平 班级学生人数 

1 100 级（一年级） 39 学生 

2 200级（二年级） 15 学生 

3 300 级（三年级） 16 学生 

4 400级（四年级） 18 学生 

调查领域，2021 

 

数据收集方法 

研究人员向位于 Awka 的 Nnamdi Azikiwe 大学中国研究系的学生发放了问卷。每个受访者平均需要

七 (7) 分钟来完成该工具的管理。研究人员向 Nnamdi Azikiwe 大学中国研究系学生中的每个受访者

分发了总共一百 (100) 份问卷，Awka 被意外随机分配给可用的学生，并通过直接收集收回，这些问卷

用于数据分析。 

 

数据收集仪器 

用于数据收集的工具是由研究人员构建的结构良好的问卷。根据指导研究的研究问题的数量，问卷被细分

为三 (3) 个部分。它总共包含二十 (20) 个。它还具有四 (4) 点尺度响应备选方案，范围为： 

 

非常同意 - SA 

同意 - A 

不同意 - D 

强烈反对 - SD 

此外，还根据从学术期刊、互联网、杂志和教科书获得的信息使用二手资料。 

 

数据分析方法 

对从完成并返回的问卷中获得的信息进行数据分析。研究人员使用均值分析数据。 “A”部分将使用百分比

进行分析，而“B”部分将使用平均值进行分析。使用 4+3+2+1 的分配点值回答研究问题，即等于 10。

这是通过将李克特量表上的点数相加得到的，正常值分配给该点上的每个不同陈述，如下所示。 

 

表 4： 

决策规则 

响应类别 评分 

非常同意(SA) 4 

同意 (A) 3 

不同意(D) 2 

强烈反对(S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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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点加在一起时，总共会得到 10：因此，4+3+2+1 =10。然后除以 4，即受访者的备选方案总数：

因此，10 4 = 2.5。 2.5的平均比率被用作价值判断的衡量标准。平均值用于确定受访者对每个问卷项

目的同意或不同意程度。决策规则是 2.5，因此任何低于 2.5 的均值都被拒绝，而任何高于平均比率的

均值被接受。 

假设检验采用+-检验统计技术，用于分析外国人在学习汉字中遇到的挑战和困难的平均反应之间的显着差

异检验。 

 

数据展示与分析 

本章处理从实地调查中获得的数据的呈现和分析。分析分为三个部分：受访者的个人资料、研究问题的分

析和研究结果的讨论。向 Nnamdi Azikiwe 大学中国研究系的学生分发了数百 (100) 份问卷。但在

收集和清洁过程中，只有八十五 (85) 个被正确填充并返回。因此本章重点分析了八十五（85）份准确

填写并返还的问卷。 

 

受访者的个人资料 

本节对受访者的社会人口特征进行了分析。 

 

表 5： 

按社会人口特征划分的受访者分布 

 

变量 回应 频率 Percentage 

受访者的性别分布 

 

男性 

女性 

全部的 

30 

45 

75 

22.5% 

33.8% 

 

受访者年龄分布 

 

18-25 

26-30 

31+ 

全部的 

55 

15 

5 

75 

41.3% 

11.2% 

3.7% 

学生班级水平的受访者分布 

 

100 

200 

300 

400 

全部的 

25 

21 

15 

14 

75 

18.7% 

15.7% 

11.2% 

10.5% 

100% 

按学生种族划分的受访者分布 

 

伊博语 

卡拉巴尔语 

约鲁巴语 

全部的=75 

 

68 

5 

2 

75 

51.1% 

3.7% 

1.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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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显示男性比例为 30（22.5%），而女性人口为 45（33.8%）。该表显示，大多数受访者是女性。

表格还显示，18-25岁年龄段为 55人（41.3%），26-30岁年龄段为 15 人（11.2%），31岁及以上年

龄段为 5人（3.7%）。该表显示，18-25 岁年龄段的受访者占大多数。表格还显示，100 级学生 25 

人（18.7%），200 级学生 21 人（15.7%），200 级学生 15 人（11.2%），400 级学生 10 人

（10.5%） ）。表格显示，100 级 25（18.7%）的受访者占大多数。该表显示，伊博族受访者比例为 

68（51.1%），卡拉巴尔受访者为 5（3.7%），而约鲁巴受访者为 2（1.50%）。表格显示，伊博族 

68 人（51.1%）占受访者的大多数 

 

研究问题分析 

本节讨论了为指导这项研究工作而制定的研究问题的分析。 

 

 

表 6： 

受访者分布 按他们的看法 国学系学生在学习汉字时遇到了哪些挑战和困难？ 

S/N 受访者  频率 百分比 

1 汉字书写 15 11.2% 

2 形态差异 8 6.0% 

3 汉语声调和语音系统 14 10.5% 

4 汉语发音困难 12 9.0% 

5 听力能力不足 11 8.2% 

6 一个字符和它的发音之间的联系 5 3.7% 

7 字符与其发音之间缺乏对应关系 10 7.5% 

 全部的 75 100% 

 

表 5 显示，15 名（11.2%）的被调查者认为汉字是汉学系学生学习汉字时遇到的挑战和困难，8 名

（6.0%）的被调查者不同意字形差异是挑战，汉学系学生学习汉字遇到的困难，14(10.5%)的受访者认

为汉语声调系统是汉学系学生学习汉字时遇到的挑战和困难，12(9.0%) ) 的受访者认为汉语发音困难是

中国学系学生学习汉字时遇到的挑战和困难，11(8.2%) 的受访者认为听力能力不足是学生学习汉语时遇

到的挑战和困难汉学系的性格特征，5（3.7%）的受访者强烈反对 reed 认为字与读的联系是中国学系学

生学习汉字时遇到的挑战和困难 10(7.5%)。表格显示，15 人（11.2%）的受访者占受访者的大多数。 

 

表 7： 

哪些焦虑/压力影响中国学系中国学生学习汉字理解能力的受访者分布？ 

 

S/N 受访者 频率 百分比 

1 看懂汉字压力太大 5 3.7% 

2 学习汉字的记忆和发音压力很大 15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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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习汉字的焦虑削弱了中国学生学习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

兴趣 

 

35 26.3% 

4 汉字的掌握和记忆压力太大 10 7.5% 

5 学习汉字一点压力都没有 5 3.7% 

6 学汉字没有烦恼 5 3.7% 

 全部的 75 100% 

 

表 6 显示，5 名（3.7%）的被调查者强烈同意读汉字压力太大，15 名（9.11%）的被调查者不同意学

习汉字对记忆和发音的压力很大，35 名（26.3%） ) 的受访者认为学习汉字的焦虑削弱了中国学生学习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兴趣，10 (7.5%) 的受访者不同意掌握和记忆汉字的压力太大，5 （3.7%）的被访

者认为学习汉字完全没有压力，5（3.7%）的被访者认为学习汉字没有焦虑。表格显示，35（26.3%）的

受访者占受访者的大多数。 

 

表 8： 

受访者的分布，他们认为哪些汉语系缺乏足够的汉语学习基础设施会影响汉语学习者的学习和阅读习惯？ 

 

S/N 受访者 频率 百分比 

1 缺乏现代化的学习课堂 10 7.5% 

2 在线学习设施不足 15 11.2% 

3 无效的信息通信技术 ICT网络 14 10.5% 

4 不稳定的电源 5 3.7% 

5 缺乏 ICT 维护 8 6.0% 

6 无法使用校园免费 Wifi 10 7.5% 

7 校园内缺乏良好的交通系统 13 9.33% 

 全部的 75 100% 

表 7 显示，10 人（7.5%）的受访者认为缺乏现代化的学习课堂，15 人（11.2%）的受访者认为在线

学习设施不足，14 人（10.5%）的受访者认为信息通信技术无效 ICT 网络，5 人（3.7%）的受访者认

为供电不稳定，8 人（6.0%）的受访者认为缺乏 ICT 维护，10 人（7.5%）的受访者强烈认为校园免

费 Wifi 无法接入，13 （9.77%）的受访者强烈反对校园内缺乏良好的交通系统。该表显示，15 人

（11.2%）是大多数受访者。 

 

调查结果摘要 

本研究发现，汉字书写、形态差异、汉语声调系统、汉语发音困难、听力能力不足以及字与音之间的联系

是我校学生在学习汉字时遇到的挑战和困难。 Nnamdi Azikiwe 大学的中国研究，阿南布拉州的 

Awka。结合上述发现，Awka Nnamdi Azikiwe 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在学习汉字时遇到的挑战和困难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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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焦虑和压力。还发现缺乏现代化的学习教室，信息通信技术 ICT 网络效率低下，供电不稳定，缺乏 ICT

维护，校园免费 Wifi无法访问，校园内缺乏良好的交通系统。 

 

结论 

研究人员评估了学生在学习汉字作为第二语言时面临的不同挑战和困难。这项研究是在尼日利亚进行的，

调查了阿南布拉州奥卡的 Nnamdi Azikiwe 大学中国研究系外国人在学习汉字时遇到的挑战和困难。这

项研究确定了学生在学习汉字时面临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似乎对在尼日利亚学习汉语的学生具有一定的

普遍性。这是基于他们可能面临相同的挑战和困难的事实。 

 

建议 

建议 根据对调查结果的分析，提出以下建议，希望能改善奥卡纳姆迪阿齐基韦大学中国研究系的教学和学

习。 

 

教学建议： 

增加教师数量，提高教师素质和能力，教材/设备，调整教学时间 

 

学习建议： 

创造活跃的中文环境，创造更多的课外活动，加强交流项目，为学生分配课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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