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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香港的少数族裔学生在学习华文第二语言时，一直面对听说读写的困难，

打击他们在港升学就业及融入社会的动机。研究指出，社交媒体（如

Facebook、WeChat、Twitter、YouTube 等）的应用有助提升少数族裔人士学

习不同语言的能力，并帮助这些人士更快地融入当地社区。本文设置一项准

实验研究，运用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等研究工具，以香港的少数族裔中

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探究社交媒体的应用对他们学习华文第二语言的影响。

本研究以一所本地学校作为个案研究，探讨中三、中四级学生运用社交媒体

来提高他们学习华文的能力之成效。研究结果显示，社交媒体应用有助提升

香港少数族裔学生学习华文的能力和动机，并增强他们融入本地社区的信

心。 

【关键词】社交媒体，少数族裔学生，华文第二语言，准实验研究 

 

Abstract: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in Hong Kong face difficulties in learn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which discourages their motivation to pursue higher education, 

find employment and integrate into the community.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platforms, such as Facebook, WeChat, Twitter, YouTube, etc., can 

 

 容运珊、赖春、戴忠沛、蔡世予，香港大学。 



 

 
 

improve the language learning abilitie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help them integrate into local communities more quickly. In this paper, a quasi-

experimental study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use on 

the learning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among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in 

secondary school in Hong Kong by using questionnaires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t the same time, one local school was selected as a case study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Secondary 3 and 4 ethnic minorities students using 

social media to enhance their ability and motivation in learning Chinese language.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social media applications could help improve 

the ability of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in Hong Kong to learn Chinese language and 

enhance their confidence in integrating into the local community. 

Keywords: Social media,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quasi-

experimental study 

 

一 研究背景 

根据 2021 年最新的人口普查结果，香港现有近 62 万名非华裔人士，占总人口的

8.4%。其中，以印度尼西亚人、菲律宾人、白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尼泊尔人等较

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政事务总署种族关系组，2022）。随着香港近年的出生率减

少、人口老化现象加剧，少数族裔人口成为总人口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少数族裔人士属于香港的合法居民，他们聚居香港可追溯至 1840 年香港开埠之时

（戴忠沛，2014）。相对本地华人来说，这些少数族裔人士的数量较少，倾向于自成一

个封闭的社区（岑绍基，2013），并且由于语言不通，甚少接触本地华人，他们逐渐成

为社会上的弱势社群。许多学者的研究报告和论文（Kapai，2015；Tsung & Gao，2012）

均指出，香港少数族裔人士的华文水平较低，无法认读和写作华文，导致他们的学习动

机低，对香港的向心力较弱等。 



 

 
 

社交媒体是香港市民日常沟通、交际的重要工具。根据一项有关香港人使用社交媒

体的调查报告，香港目前有近 670 万名社交媒体用户，约占总人口的九成 （Kemp，

2022）。而 16 岁以上的社交媒体用户每天都会花约两小时来使用社交媒体，反映了香

港年轻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普遍性和投入程度（同上）。 

随着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香港的疫情也影响了中、小学生的学习模式，学生逐渐

适应了电子学习、上网课、使用社交媒体进行多元化学习等。如何帮助少数族裔学生有

效利用社交媒体来学习华文，提高学习兴趣和动机，成为了目前有关这些学生华文学习

研究的热点。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要探讨少数族裔学生使用社交媒体对其学习华文

第二语言的影响。 

 

二 文献回顾 

研究者在本节重点论述学习动机和阅读动机，多模态与多元读写能力，社交媒体的

使用和华文第二语言学与教的研究，以及香港少数族裔学生学习华文第二语言的困难和

对策。 

2.1 学习动机和阅读动机 

动机（motivation）是一个人基于生理或心理的需要而从事某种行为的驱动力（张春

兴，1996）。动机跟个人参与活动的活跃程度、投入程度直接相关（Oxford & Shearin，

1994），并成为决定一个人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学业成就的主因之一（Stipek et 

al.，1995）。学者指出，“学习”是指个体经由长期练习或经验累积，让其行为产生较

持久的改变过程（张春兴，2001），学习动机（motivation to learn）是指教师讲课时能

引起学生活动，且维持其学习活动，并能引导该学习活动朝向教师所设目标之内在心理

历程（张春兴，1996）。学习动机是引发学生认真学习的原动力，是教师成功教学的关

键第一步（曾盈琇，2018）。 

另外，Dörnyei（2009）提出了二语学习动机自我系统理论，将自我区分为“理想自

我”（ideal L2 self）和“必须自我”（ought-to L2 self）。“理想自我”是指能把自己将



 

 
 

来的生活和工作与二语学习联系在一起，学习动机来自这种对自身将来的预期。“必须

自我”是指二语学习的动机来自家人、教师以及社会的期待。 

可见，学生在求学过程中具有学习动机，就会持续地追求新知（Brophy，1987），

不断自我精进，以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技能。而学习知识的重要渠道就是要多阅读，增加

自己对文字的辨识能力。所以，培养良好的阅读动机、掌握有效的阅读策略对于提升个

人阅读能力至关重要。 

阅读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认知过程，以识字为基础，把作者透过文字传达的内容，转

化为读者个人的意义解读。而阅读理解则是作者和读者互动的历程，中间体现着文本内

容的意义转化和重构，既受到读者个人的认知、成长经历和知识技能的影响，也受到读

者所身处的社会情境和文化因素所影响。Pearson 和 Johnson（1978）将阅读理解定义为

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对话，是读者依其所拥有的背景知识来建构自己的阅读内容。 

Alexander 和 Heathington（1988）认为阅读目的是在于获得文章的意义。阅读动机

是读者对于阅读活动所持的理由和目的，Wigfield 和 Guthrie（1997）指出阅读动机有不

同的面向，例如：阅读效能、为认可而读、为竞争而读、阅读的重要性、为成绩而读、

为社交而读等。而阅读动机则会影响对阅读材料、阅读内容的选择，从而决定了愿意投

放在阅读上的精力和时间的多少。 

 

2.2 多模态（multimodality）与多元读写能力（multiliteracies） 

随着电子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际模式均发生深刻的变化，阅读和沟通

的方式也随之而改变。从以往单一的语言文字交际，逐渐转变为融合语言文字以及图片、

影像、声音、表情、手势、动态图、超链接等非语言符号于一体的复杂交际模式（Forceville，

2006；O’Halloran，2011）。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改变了

以往纸本文字、单一语言的结构和组织方式，于是出现了多模态的概念。Kress（2010）

指出“模态”是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创造意义的符号资源，他认为，任何模态如图像、

手势、音乐等，都具有完整的表意系统，跟语言一样具有形式层、词汇语法层和语篇语



 

 
 

义层。而多模态则融合了听觉、视觉、触觉等感官模态（Wang & Li，2022）。LeVine 

和 Scollon（2004）也指出多模态就是指人们在日常交际时所采用的言语、色彩、味道、

声效、图像、视频等的多种模式。New London Group（1996）还把模态分成五种模式，

包括：1）以词汇、隐喻为主的语言模式；2）以图像、颜色为主的视觉模式；3）以音

乐、声效为主的音频模式；4）以肢体语言为主的手势模式；5）以环境空间为主的空间

模式。张德禄（2009）也认为使用多种感觉，例如透过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不同

途径和符号进行交际的现象，就成为了多模态话语。 

在资讯科技时代，电子器材和网络为新世代学生提供了全球化的线上语言学习环境，

促进了世界语言文化多样化的发展（New London Group，1996）。由于网络的冲击，传

统的纸笔读写能力已经跟不上数码时代学习者的步伐（胡壮麟，2007），他们渴望拥有

可以利用数码媒体来进行阅读、写作和交际的多元能力，例如能够运用数码工具来搜寻

各类信息、浏览不同网站、观看网上影片、网络阅读，这种多媒体技术的使用为学习者

提供了日常生活真实的学习语境和丰富的学习材料（王乐、麦陈淑贤，2018；González-

Lloret & Ortega，2014），有助提升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也培养他们的多元读写能力（Wang 

& Li，2022），以适应现代社会的符号场景的变化。所以，日常生活本身就是多元读写

能力的具象化呈现，而社交媒体正是这一时代的典型媒介。Cordes（2009）进一步指出

多元读写能力集合了对多种形态的识读能力，例如视觉素养、资讯素养、媒体素养以及

多元文化素养等。社交媒体的出现以及广泛应用在全球各地，对于现在乃至未来的学习

者来说，多元读写能力的重要性愈加显著。 

 

2.3 社交媒体的使用和华文第二语言学与教的研究 

社交媒体是科技发展和时代变迁的产物，也是人们在生活沟通、信息流通和人文联

通的重要工具。社交媒体是人们创作和交换信息、分享意见和经验，以及进行实时通讯

的网络平台，它以参与式网络为基础，透过文字、图片、影片、图释等多种形式来呈现

（Kaplan & Haenlein , 2010；Lai，2019）。Lai（2021）还指出语言学习者自发地在课外



 

 
 

时间利用社交媒体与人们进行互动，有助增强其语言能力、语音学习以及身份认同，这

些元素均与语言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相关联。社交媒体不但有助语言学习，更能提高学

习者的学习动机，因为它让学习者在生活情境中接触到所学目标语言用户的机会大大提

高了（Kramsch，2014）。在与这些用户的实质交流中，学习者得以冲破语言沟通的隔

膜（Alencar，2018），掌握该语言在生活上的应用技巧，加强学习的积极性和投入度。 

不少学者均尝试把社交媒体应用在华文第二语言学习上，例如 Wang 和 Vásquez

（2014）的研究结果发现 Facebook 的应用能够帮助华文学习者提升写作的流畅度；Hsiao

和 Broeder（2014）发现 Twitter 能提供一个自主的、互动的语言学习环境，让学生更积

极地学习华文，并与同侪之间有更多的沟通交流，提高学习华文的动机；Chin 等（2015）

发现，语言教师应用 Wiki 来进行华文第二语言的写作教学，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整体

写作表现，这是因为 Wiki 的社交媒体平台不仅能让学生阅读彼此创作的作品，提升华

文的阅读量，还促进他们对作品的批判思考能力，进一步加强写作的能力。 

Luo 和 Yang（2016）在一项有关 WeChat 应用在华文第二语言教学里的研究中指

出，WeChat 的应用能够让学生习得一些具实用价值的、多元化的语言知识，提高他们

的学习动机，并能建立良好的华文学习社区，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动学习。另外，由于大

多数社交媒体的系统均设定文字讯息作为其主要的沟通交流模式（Lai et al.，2020），

语言学习者使用社交媒体进行交流，既阅读了信息，也写作了信息，读写结合、以读带

写，这就达到了读写互相促进的良好学习效果。 

 

2.4 香港少数族裔学生学习华文第二语言的困难和对策 

香港少数族裔学生学习华文第二语言一直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研究课题。他们指出，

这些学生在学习华文时面对听说读写等各种困难，尤以阅读和写作困难最大（岑绍基，

2017；戴忠沛、容运珊，2018，2020；谢锡金，2012）。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教师欠

缺有效的教学策略以致华文课堂较为沉闷，少数族裔学生学习华文不得其法（关之英，

2012，2014），欠缺学习华文的动机（岑绍基等，2012；李洁芳等，2018），导致学生



 

 
 

的华文学与教成效不彰。学生无法辨识和理解篇章大部分的字词、句子意思（岑绍基等，

2012；戴忠沛、容运珊，2019），继而影响对通篇主题思想和文步结构的掌握。 

为帮助少数族裔学生提高华文的阅读和写作能力，谢锡金（2012）提出“多层教材

与教法理论”的华文第二语言教学，分别应用在中学少数族裔学生的阅读课堂上（谢锡

金等，2012b）、小学少数族裔学生的阅读课堂上（谢锡金等，2012a），结合分组活动、

图像和文字互相结合、全语文学习的运用等多元策略（林苇叶、李浚龙，2012），提高

少数族裔学生对于阅读华文字词和篇章的动机和能力，并缩窄不同学生之间的学习差异。

岑绍基（2013，2015）则引进澳洲系统功能语言学派的“文类教学法”和“阅读促进学

习教学法”，并尝试应用在香港中小学生的华文写作课堂上。研究结果显示这两种教学

法可有效提高少数族裔中、小学生阅读和写作华文的能力，而且多元化的分组活动也有

助学生投入课堂教学，提升学习动机。 

 

三 研究问题 

基于以上的研究目的和文献参考资料，本文提出以下的研究问题：社交媒体应用对

于香港少数族裔学生学习华文第二语言的动机和成效有什么影响？ 

 

四 研究设计 

本研究主要探讨社交媒体应用（social media application）对香港少数族裔学生学习

华文第二语言的成效，“社交媒体应用”既包括在教学中使用手机或平板中的应用程序

（APP），也包括在网上的一些公众论坛（forum）、博客（blog）、带有留言评论互动

功能的网站，例如饮食网站（OpenRice）、旅游网站（Tripadvisor）、购物网站（Taobao）

等。以下是有关本次研究设计的具体说明。 

 

4.1 研究方法 

为回应本文的研究问题，研究者主要设计一项以实验组和控制组做对比的准实验研



 

 
 

究，透过问卷调查、前后测试和访谈，重点探讨加入社交媒体元素的华文教材对提高少

数族裔学生学习华文的动机和成效之影响。 

 

4.2 研究对象 

参与本次研究的少数族裔学生来自一所主要招收少数族裔学生的香港本地中学，学

生主要是来自巴基斯坦、印度、菲律宾、尼泊尔、印度尼西亚等，共有 140 人。该校共

有六班学生参加本研究，下表显示了参与学生情况： 

 

表 1：本研究的参与学生情况 

学生级别 组别 人数 

中三级 实验组 

45 

中四级 实验组 

中三级 控制组 
46 

中四级 控制组 

中三级 平行对照组 

49 

中四级 平行对照组 

 

本研究共有三班中三级学生和三班中四级学生，分别由四位有经验的华文教师进行

任教，其中包括了两班实验组学生，共有 45 人；两班控制组学生，共有 46 人；还有两

班不涉及本次研究，但作为平行对照组的学生，共有 49 人。在实验前，研究者经过与

华文教师的深入访谈以及参考学生在学校的华文成绩，发现六组学生的华文水平相当，

都属于中等偏下的华文第二语言水平。 

 

4.3 实验设计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根据教师所提供的校本华文教材进行适当的调节，在实验组的



 

 
 

教材中加入了各种互动元素，让社交媒体的信息和资料融贯到整个课堂教学，并延伸至

课外学习中（单元主题详见表 2）。这种互动元素包括教师把 YouTube 影片、Facebook、

Twitter、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的链接（links）发到师生共同的群组里，学生根据教师的

指引，于课堂上进入社交媒体的网站发布贴文、图片和影片，留言并回应别人的意见等，

加强师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以及学生与公众之间的互动交流。而在课后，教师也

布置一些与教学主题相关的学习活动，让学生在自己常用的社交媒体上发布贴文、浏览

其他同学的社交媒体贴文、留言并回应其他人的意见等。 

 

表 2：校本教材主题 

 教学主题 具体内容 

1． 日常用品 八达通、电脑等 

2． 社区设施 警察局、图书馆与博物馆等 

3． 天气信息 天气报告、春夏秋冬等 

4． 衣服饰物 各国服饰、香港购物节等 

 

至于控制组的教材，则是把各种社交媒体的互动学习材料以一般常用的读写练习形

式来作施教。即是说，实验组教材的所有练习题都是与社交媒体相关，而控制组教材的

所有练习题则保持阅读理解题、填写词语题、造句子题等。举例来说，实验组教材设计

学生观看 YouTube 影片后直接在留言区回应，而控制组教材则以文章的形式转写该

YouTube 影片的字幕和内容，学生阅读该文章后完成阅读理解题。为确保本次实验研究

的有效性，实验组和控制组除了教材的呈现形式有所不同之外，其他的因素如教学时间

和进度等都同步进行。本次实验的时长一共是 10 个月，从 2019 年 9 月开始至 2020 年

6 月结束。 

在开展教学活动方面，实验组教师在课堂上重点使用社交媒体来辅助他们的华文教

学，例如根据教学主题而使用相关的 YouTube 影片，并提醒学生需要查阅该影片下方



 

 
 

评论区的意见以及回应留言；使用 Facebook、Twitter、各种论坛上的贴文、评论、图片、

影片等作为教学材料与学生一起讨论，并请学生在课堂上运用电脑、平板等电子设备在

网站上留言和作出回应。而在课后延伸学习方面，教师则提醒学生上 Facebook、Twitter

和 Instagram 搜寻和阅读与教学课题相关的贴文，在贴文下方留言以及根据别人的回复

作出回应；也请学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与教学主题相关的贴文、图片和影片，并

对别人的留言作出回应等。 

 

4.4 研究工具 

4.4.1 问卷调查 

研究者对参与本次研究的全部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以了解他们使用社交媒体的情况。

本次问卷的理论架构是基于 Dörnyei（2009）的二语学习动机自我系统理论，问卷选取

并改编了 Papi（2010）中的三个维度，分别是华文理想自我、华文必须自我，以及华文

学习经验1。研究者也根据本次研究的性质对问卷的内容加以适当的调整，增加了社交

媒体的使用与学生的身份认同、学习华文等细项（Lai，2019）。下表显示了本问卷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验证结果： 

 

表 3：本问卷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验证结果 

1. motivated efforts（有动力的努力） 0.95 

2． positive response to discrimina（对歧视的积极回应） 0.85 

3． bicultural competence（双文化能力） 0.90 

4． emotional vs. practical affilit（情感与实际的关系） 0.93 

5. bicutlural identity（双文化认同） 0.91 

6. social media self-efficacy（社交媒体自我效能） 0.91 

 
1 Papi（2010）中提出的三个维度分别是二语理想自我、二语必须自我，以及二语学习经验（L2 

learning experience）。 



 

 
 

7. perceived impact（感知影响） 0.97 

8. social media_general（社交媒体_一般使用） 0.95 

9. social media_Chinese（社交媒体_华文学习） 0.96 

 

根据上表的结果可知，本问卷九个细项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均超过 0.8，体现

了本问卷的高信度值。而为了提升本次问卷调查的效度，研究者在设计好问卷后，邀

请六位少数族裔学生先试做一次问卷以评估问卷内容的难度及可行性，根据他们的表

现对问卷内容做了调整。而在正式实施问卷调查之前，也请参与本次研究的学校教师

们检阅问卷的内容和格式，以确保问卷能够有效地让少数族裔学生理解和填写。 

 

4.4.2 阅读测试卷  

所有参与本研究的少数族裔学生均须在教学研究开始前和结束后进行一次阅读测

试。本次前、后测所用的试卷乃为同一份试卷，以评估学生阅读华文的能力。阅读试卷

的结构是包括了三篇文章的阅读理解题目，文章的内容是选自普通教育文凭考试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简称 GCE）和国际中学教育普通证书（International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简称 IGCSE）的篇章，阅读理解的题目则包

括选择题、填充题和问答题，总分为 50 分。本试卷在派发前，经过了语文专家作专业

评审和修订，并经参与本次研究的学校教师检阅和修改，以确保考核方式的有效性和试

卷内容正确无误。 

 

4.4.3 访谈 

研究者针对参与师生对本次教学研究的成效进行了深入访谈。有关访谈问题方面，

研究者对于少数族裔学生的访谈问题主要是有关他们对华文教师运用社交媒体辅助华

文教学的表现、对学习本研究的华文教材，以及对参与社交媒体互动对其学习华文的动

机之影响等的评价意见。而针对华文教师的访谈问题则是有关他们对于本次教学研究的



 

 
 

整体成效的评价，以及他们对于使用社交媒体在华文课堂上的教学表现之看法。有关访

谈的组织和实施方面，研究者是在每一次实地观察了师生们的课堂教学之后所做的课后

反思访谈，学生的访谈是以小组访谈形式进行，而教师则是以个人访谈形式进行。 

 

4.5 数据分析 

本文使用了独立样本 t 检验的分析方法来分析量化数据以比较实验组和控制组的

差异。研究者也通过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的方式提取出访谈内容中与本文研究

问题以及量化结果相关的信息，以作为补充数据。 

五 研究结果与讨论 

5.1 社交媒体应用对少数族裔中学生学习华文的动机之影响 

研究者在本次教学研究开始前和结束后均对参与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学生进行有关

学习华文第二语言的动机的问卷调查，主要是想探讨学生在学习了融合社交媒体特色

的华文教材之后，对于学习华文的动机方面的变化。因受疫情影响，最终顺利完成问

卷和阅读测试的平行对照组学生人数极少，故此处暂不列出平行对照组的数据。以下

是问卷调查的结果： 

 

表 4：参与学生在本次教学研究前后的华文学习动机之对比 

维度 组别 

前测 后测 差异 

显著性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华文理想自我 实验组  3.31 0.98 3.61 0.89 0.30 1.12 0.049* 

控制组  4.18 1.02 3.47 1.05 -0.71 1.40  

华文必须自我 实验组  3.35 1.19 3.18 1.21 -0.17 1.59 0.99 

控制组  4.22 1.70 3.69 1.16 -0.53 1.96  



 

 
 

华文学习经验 实验组  3.58 1.02 3.68 0.91 0.10 1.28 0.07^ 

控制组  4.00 1.02 3.59 1.12 -0.41 1.06  

在华文的学习动机方面，实验组的华文理想自我在实验后有显著的增长（平均值

=0.30，标准差=1.12，p=0.049*），且高于控制组（平均值=-0.71，标准差=1.40）。可见，

此次实验提升了少数族裔对于在将来成为一个华文使用者的理想和预期。在华文必须自

我方面，实验组学生的平均值为-0.17，标准差为 1.59，而控制组学生的平均值为-0.53，

标准差为 1.96。虽然在统计上不算显著，但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华文必须自我都呈现下降

趋势，这是因为疫情期间，学生通过网课的形式来学习，与其他人的互动减少，于是他

们感受到来自外界对他们成为一个合格的华语使用者的期待也有所下降。此外，在学习

经验方面，实验组学生的平均值为 0.10，标准差为 1.28，而控制组学生的平均值为-0.41，

标准差为 1.06，可以看出实验组学生的华文学习经验在本次实验后的增长幅度，比控制

组学生的增长幅度较大。虽然两组没有显著不同，但实验组后测与其前测相比增幅更大。 

本次问卷结果显示控制组的后测值低于前测，主要是由于此次教学研究处于疫情初

期，教学突然转为线上，学生没有完全适应新的教学模式，以至学习动力下滑。不过，

根据实验组和控制组前测的 t 检验，研究者发现两组并没有显著差异。 

以上数据反映实验组学生在学习了融合社交媒体特色的华文教材之后，对于学习华

文的动机比控制组学生学习华文的动机为高。但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此次的实验仅占学

校课程教学的一小部分，且当时正值疫情期间，教学进度被打乱，所以干涉力度有限，

部分数据未达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以上这个研究结果与前贤学者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Kramsch（2014）认为学生使

用社交媒体，能显著增加他们在生活情境中接触到所学目标语言的机会，这种接触能为

他们提供一个目标语言的跨文化学习环境，有助缩小沟通交流上的局限（Alencar，2018），

增加他们融入主流社会文化、学习主流语言文字的意愿和动机（Lai，2019；Lai et al., 



 

 
 

2020）。由此可见，使用社交媒体应用在华文第二语言教学中，能够促进少数族裔学生

获得与生活相关的、实用的华文知识，促进华文学习（Luo & Yang，2016），从而提高

学生的学习动机。 

 

表 5：学生在本次教学研究前后使用华文进行社交媒体活动情况之对比 

组别 

前测 后测 差异 

显著性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实验组 1.57 0.68 1.75 0.59 0.18 0.75 0.31 

控制组 1.82 0.86 1.75 0.84 -0.07 1.02  

 

根据上表数据资料，在使用华文进行社交媒体活动方面，实验组学生的前测结果是

平均值为 1.57，标准差为 0.68；而后测结果则是平均值为 1.75，标准差为 0.59；前后测

的差异是平均值为 0.18，标准差为 0.75，可见后测结果比前测结果有所上升。 

而控制组学生方面，他们的前测结果是平均值为 1.82，标准差为 0.86；而后测结果

则是平均值为 1.75，标准差为 0.84；前后测的差异是平均值为-0.07，标准差为 1.02，可

见后测结果比前测结果有所下降。虽然两组没有显著不同，但实验组后测与其前测相比

增幅更大。 

这些数据反映了实验组学生比控制组学生更愿意主动接触华文的社交媒体，并在

进行社交媒体活动时使用华文，例如发放华文讯息、连接华文的网页等，这些举动都

反映了少数族裔学生能够尝试走出自己的社区圈子，愿意去认识和了解华文世界的人

与事，利用华文进行沟通交流。而从另一个侧面看，则显示少数族裔学生的华文能力

提升了，他们在接触华文为主的社交媒体信息时，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胆怯，而是有能

力、有勇气去了解和学习这些华文信息。这是因为社交媒体能够让学生把已经掌握的



 

 
 

知识和技能，有效运用在日常生活的问答应对当中，懂得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和解决问

题，并在应用的过程中再次回顾所学的语言知识（Huang，2019），也可以在一个轻

松的、相对公平的空间里发表自己的想法（Jin，2018），抒发自己的感受。 

5.2 社交媒体的使用对香港少数族裔学生阅读华文第二语言的表现之影响 

研究者对参与学生进行了阅读和写作的前后测试，由于当时香港爆发新冠疫情，有

很多学生滞留在自己的国家无法回来香港，同时也有一些学生因为自身确诊或家人确诊，

无法参与课堂教学和本研究的最终测试，影响了数据收集的效果。研究者只能从参与学

生在实验前后华文阅读成绩的对比中，尝试分析社交媒体应用对少数族裔学生学习华文

第二语言的成效之影响。 

 

表 6：学生在本次教学研究前后华文阅读成绩之对比 

组别 

前测 后测 差异 

显著性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实验组 33 14 51 29 18 30 0.18 

控制组 17 13 23 17 6 20  

 

从上表数据可见，在华文阅读能力方面，两组学生在参加本次教学研究后的华文阅

读成绩均有提升，但是实验组学生的成绩进步比率明显高于控制组学生。虽然两组没有

显著不同，但实验组后测与其前测相比增幅更大。这反映了实验组学生的华文阅读能力

比控制组学生有较大的进步。这个研究结果也和前贤学者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例如

Luo 和 Yang（2016）便指出社交媒体的平台给予学生更多的阅读机会，增加阅读量，自

然促进学生的阅读能力。 

5.3 师生访谈结果 

研究者在本次教学研究结束后，邀请了参与师生进行访谈，其中教师访谈是以一对

一形式、学生访谈是以焦点小组形式进行。从师生的访谈意见中，我们进一步印证了使



 

 
 

用社交媒体在华文第二语言教学上，有助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动机和能力。 

其中，华文教师认为：“他们写的内容增加了，学的词汇丰富了，……他们是主动

的，也愿意去找一些 YouTube 或者一些简单的网上的（图片），去阅读多元化的材料，

对课题的理解更加深入了。” 

可以看出，教师认为透过应用社交媒体在华文课堂上，能够启发少数族裔学生去

主动接触一些华文的社交媒体信息，增加他们学习华文的信心和勇气，而在主动接触

华文的过程中，其实学生也是在无形中输入了许多充满视觉效果和趣味性的视像学习

材料，例如各种社交媒体流传的影片、图片、表情图案、声音效果等，让学生体会到

原来语言学习可以落实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层面（Huang，2019；Jin，2018），这既

为学生学习华文增添了乐趣，也提升他们使用华文社交媒体资讯的动机，令华文学习

变得更加生活化，并具实用性（Lai & Tai，2021）。所以，教师认为少数族裔学生愿

意接触华文的社交媒体信息，其实是在增加阅读和写作华文信息的机会，学到更多元

化的词汇，提高他们的学习主动性，加强学习华文的能力。 

另外，少数族裔学生则认为：“这些教材，在我看来，例如谈论 Instagram 贴文、

YouTube 影片，……我从中学到一些句型，甚至一些简单的词汇在考试中，懂得去阅

读更多的东西。即使当我说话时，如果他们问我一些地点的方向，我也可以用这些东

西来帮忙。……我想把它应用到日常生活中。” 

学生的访谈意见也指出了 Instagram 贴文、YouTube 影片等社交媒体信息能够正面

影响他的华文学习，因为他可以从中学习到一些词汇和句式，对他的学业和考试均有裨

益。而更重要的是，学生可以把从社交媒体上学到的实用知识和技能运用出来，在日常

生活当中对他人施以援手，也得到别人的帮助，利己利人，相得益彰。 

 

六 总结和建议 

总的来说，本研究发现在香港少数族裔学生的华文教学上运用社交媒体，可有效提

高学生阅读华文的能力，并加强他们学习华文的动机。基于本次研究结果，研究者认为



 

 
 

前线教师可根据自己的上课主题和实际需要，适当使用华文社交媒体来辅助教学，建议

如下： 

首先，教师可尝试在课堂上适当加入一些与华文学习相关的各类社交媒体资讯，把

华文学习与日常生活、社交媒体连接在一起，提高学生运用社交媒体学习华文的动机。 

另外，教师可带领学生一起使用阅读和听力理解策略来诠释华文社交媒体的资讯，

加强他们运用华文社交媒体的信心。教导学生有关正确使用社交媒体的习惯和礼仪规则，

减轻他们的恐惧感和疏离感。 

最后，教师可多加鼓励少数族裔学生在课外和日常生活上，使用华文进行社交媒体

活动，改变他们对于参与华文社交媒体活动只是一项娱乐消闲活动的想法，增加对华文

社区的归属感。 

 

【责任编辑：梁文颖、相怡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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