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演员曹操的学汉语方法说起 

——浅谈可理解性语言输入 

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国际部 莫莉 

一、概述 

大家看到题目可能会注意到“曹操”这个名字。他是一个美国演员，2007

年来到中国发展，经过了十几年的努力，他现在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都已经在

中国落地生根。作为一名汉语教师，曹操有不少谈自己是怎样学习汉语的短视频

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从一句汉语不会说，到今天的流利表达、地道发音，究竟是

怎样的一个过程呢？在最初他是怎么做的呢？ 

其实他的方法很简单：每天记下最想要说的话，晚上找中文家教老师一一询

问用汉语怎么表达，记下来。这个形式要坚持两年。 

这个方法概括起来有两个关键：第一，“最想要说的”；第二，坚持。这恰

巧就是学习的重要因素。 

 

二、分析 

结合曹操学习中文的方法，我想结合语言的可理解输入谈一谈学习的过程。 

根据克拉申《第二语言习得的原则和实践》一书中的表述，他认为理想的语

言输入有四个特点：  

（1）可理解性 

（2）趣味性和相关性 

（3）非语法程序安排的  

（4）足够的输入量  

 

（一）可理解性 

1.内容 

我们来说说这个“可理解性”。什么是可理解输入呢 ，顾名思义，就是“可

理解的语言输入”。 

学习者听到或读到的语言材料的难度应稍高于学习者已掌握的语言知识 ，

克拉申用 “i+1”表示。其中 i 表示学习者当前的语言知识状态 ，1 表示当前



 

 

语言知识状态与下一阶段语言状态的问题距离，说的通俗些，这个 1就是“一点

儿”，是略高于学习者现有水平的内容。我们来直观的看一个图： 

 

 

 

 

 

 

 

心理学家把人的知识和技能分为层层嵌套的三个圆形区域：最内一层是“舒

适区”，是我们已经熟练掌握的各种技能；最外一层是“恐慌区”，是我们暂时

无法学会的技能；二者中间则是“学习区”，是最适合我们现在学习的技能。举

个例子，比如您看一段外语的视频或是美剧等等，如果不看字幕就能了解所有的

意思，那就是在我们的舒适区；如果大致情节能看懂，但是其中一些细节不明白，

他们说到某个词语是您没听过的，影响了理解整个句子，要返回去看字幕才能了

解，那这部剧就是在您的学习区内。如果整个过程您的眼睛都得盯着字幕否则一

句也听不懂，那就是在恐慌区。 

学习区会慢慢转变为舒适区，学习的结果就是，舒适区慢慢扩大，那么学习

区就能随着同时向外扩展。 

克拉申的“i+1”理论，说的“i”（是哪里？）就是中间的舒适区，我们都

能明白的、理解的；“1”呢？是学习区。也就是说这一部分内容是目前学习者

还没有掌握的。这部分不能超出学习者现有水平太多，也就是不能太难，就像我

刚才打的比方，一部外国电影，如果我整部电影都需要看字幕，那这整部电影对

于我来说，就是恐慌区；想学英语，有的人说看原版电影、读原版书最有效果，

但其实这些方法适合已经有一定基础的人，对于初学者，试问有几个可以去啃下

一本原版的英文小说？这需要有超强的信念，而且恐怕这个学习的过程太痛苦，

未必是一种好的体验。对于 6——12 岁的儿童来说，学得太难无异于是折磨他们，

让他们从此失去对汉语的兴趣，甚至是失去对学习的兴趣。 

所以说，如果学习远超于自己水平的内容其实是揠苗助长，贪多嚼不烂，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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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则不达，会让我的学习效果适得其反：记不住，学不会。那我们怎么做呢？很

简单，就是把大块的学习任务分割成若干小块，从物理上减少单位学习内容，制

定计划。至于这个单位要小到什么程度，就取决于学习者自身水平了。 

请大家再回想一下刚才曹操的例子。他学习的那个片段。哪些是在他的舒适

区，哪些在学习区？ 

我们会发现，当他处在初学阶段，他的问题在舒适区，想要的答案在学习区。

所以在学习之前，他是知道这个句子的意思是什么的，直接越过了“理解”这道

关卡。这种学习是因学习者的需求而生，我管它叫“需求学习”。他是先找到自

己想知道怎么说的，然后去问老师。较之传统的给你课本，教你什么你就学什么

的模式，这个是反其道而行之。 

教师           学生 

学生           教师 

我举一个我们国际部老师自己学习英语的例子。大约二十年前，组织国际部

的老教师每天学英语。由马广宏老师担任教师。他有一阵子没使用教材，而是让

老师们写下想说但不会说的句子交给他，他告诉我们怎么用英语说。那都是什么

样的句子呢？大家可能猜到了，比如：和前面同学对齐；谁是谁的几倍；尊重别

人别人才能尊重你⋯⋯综合老师们的需求集结成册，这就是一本教师英语实用手

册啊。你看这就是曹操的那种学习方法啊——“需求学习”。 

到了汉语的中高级阶段，我们可以利用任务式学习、产出导入法等等，刺激

学生表达，从而促使他们产生需求，更加主动地记忆和理解。比如我们国际部在

上一个假期做了一系列的培训，其中，北外的朱勇教授的“学习中心、学用一体”

让我印象深刻，他们的教学注重输出驱动，就是用话题驱动学生参与讨论，在过

程中刺激表达，从而促成输入，然后以评为学，建立驱动、促成、评价三位一体

的二语学习模式。 



 

 

 

 

我们也看到了，不论是朱教授的这个产出导入法，还是曹操的需求学习，其

实都符合我们现代人的“学习模式”。古人说的活到老学到老一点没错，在今天

的人工智能时代，网络就是随时随地学习的平台。注意，我们平时没有人去专门

翻看百度百科学习，而是在生活中遇到了问题，立刻去“百度一下”，你越想知

道一个答案，就越能认真地阅读理解网络的信息，就这样我们又了解了一些新的

知识，一次次刷新认知。说现代人信息量大，都是搜索的结果，不是每天按部就

班苦读出来的。 

 

2.形式 

曹操和老师一对一的课堂上使用的教学语言是英语 ，他用英语问，老师用 

英语回答。学习者的母语。这对初学者是很友好的。但回到国际学校的课堂，我

们面对的学习者是 6——12 岁汉语零起点的各国儿童，有许多非英语母语国家。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三个圈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舒适区还可以再小一点儿。 

这样看来，我们的教学语言也几乎等于零。不过我们同样可以使用体态语言，比

舒适区 

恐慌区 

学习区 



 

 

如你好、老师、洗手等等。我们说过，学习区要转变为舒适区。那么最初，学习

区的内容就是涉及到学生在学校的“生存问题”。比如：洗手间、喝水、吃饭、

说、疼、危险、上课、听、看等等，这些都通过体态语言、直接指示等方法交给

学生。所以我深有体会。原来教普通班一年级特别费嗓子，一天下来口干舌燥，

因为说的话多；而教尾号班一年级，一天下来，觉得浑身酸疼，好像运动过量一

样（开玩笑）。 

 

 

 

 

 

 

 

克拉申认为 ，儿童只有对他理解了的语言材料才会产生语言习得。而理解语言

内容也是儿童学习教学内容，促进内化的重要路径。以布鲁姆认知目标分类看(记

忆、理解、运用、分析、综合、评价)，理解处在从记忆到评价中间的第二位次 ，

如果对儿童使用略高于其自身语言水平的教学语言材料是可以的。 

教师的教学语言输入要尽可能的通俗易懂 ，平实准确 ，说惜字如金确实不

为过。我们的教学语言不宜进行过于文学化的修饰，否则就超出学生学习区范围，

到了恐慌区，这对儿童的语言习得不但没有什么益处，反而是一种干扰。学生必

定会走神，难以融入课堂。教师基于文本的语言输人更要放到儿童能够理解的认

知区间。 

 

（二）趣味性 

曹操的学习方法还有一个要素，就是“最想说的话”，除了日常生活的需求，

趣味也是人类的需求。问的都是感兴趣的话题，那一定听得更仔细，学得更带劲。

这一点，大家可以参看他的视频，里面解读得很有趣，此处就不赘述了。 

作为汉语教师，一看到“趣味性”，老师们可能先想到的就是课堂游戏。确

实，较之母语课堂，我们会发现，二语课堂游戏更多。有人认为二语的学习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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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枯燥，所以才需要更加活泼、吸引学生的教学方式。我也是认同这一点的。所

以国际部的汉语，特别是尾号班的课，游戏是不可或缺的。游戏形式多种多样，

目的就是激发学生参与的欲望。我们可以整体上设计，比如整堂课的任务就是闯

关打怪兽，全班集思广益一起努力；或者分组竞技，抽签随机答题。 

拿选择题来说，我们不要直接出 ABCD，可以做成冒险型：比如遇到敌人的

阻碍，给你四个瓶子，有一个瓶子里的是毒药，如果选错了会怎么怎么样⋯⋯也

可以做成尝试型：例如用钥匙开锁的形式，对了就能打开，错了就不能打开⋯⋯

那就比平铺直叙的给学生四个选项选择正确的一个有意思多啦。 

总之，教学内容能不直接给的都被直接给，讲究呈现方式，设置“障碍”，

激发竞争，增强故事性和不确定性，新奇。相信这部分要展开说的话，许多老师

都能说很多内容了。这样，学生一玩儿起来，劲头就来了，学习积极性被调动起

来，效果就更容易达到了。这也是一种天性。什么事情要想事半功倍，就要顺应

人性。曹操也说了，人天生有惰性。只有好玩儿的或者说我们感兴趣的，才能坚

持下去。 

 

（三）足够的输入量 

1.空间 

我们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间为学生营造语言环境。比如教室布置，可以

做可填空替换的句型骨架、表达的关键词，这些在学生的身边，天天见到，是

一种复现，并且方便平时反复练习；还可以挂上书法作品，见识不同的字体，

感受汉字的美感。学生身处于这样的环境中，对学习汉语怎么会没有帮助呢？ 

    

2.时间 

这一点对学习来说也非常重要，就是持续性。之前的“刻意练习”理论提出



 

 

了 10000 小时训练法。语言的学习是渗入到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的。特别是身在

目的语国家，有得天独厚的语言环境。尽管如此，我们也要保证每天的“刻意学

习”时间。例如曹操说的，每天 1小时，背 10 个单词，坚持两年，就是 7千多。

足够日常交流的了，持续性可以保证量的积累。同时还能对抗记忆曲线。 

对于学生来说，每天的学习就是一种坚持。我们可以固定坚持一件事，每天

都做。比如每天写一句话，每天读一首诗等等。把学习任务细分为一个个小的单

元，每天坚持，不间断，就会产生复利效应，结果不容小觑，会产生意想不到的

成果。 

 

以上就是笔者基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成功范例二产生的对可理解输入的一

些浅显的思考。学习的成功是很多因素促成的，跟学习者的性格、成长环境、学

习条件等等都有关系，但学习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学习是一门科学。让我们一起

探索更加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让更多学子受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