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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在數位轉型的背景下，科技在高等教育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特別是

在外語學習領域。線上學習平台、人工智慧（AI）和學習管理系統（LMS）的應

用，為越南學生學習漢語提供了更多提升自主學習能力的機會。自主學習不僅能

幫助學習者自行規劃、監督進度和調整學習方法，還有助於提高外語學習的效

果。然而，實際情況顯示，越南學生在漢語自主學習中的數位科技應用程度仍然

有限，主要是由於缺乏數位學習技能、未能充分利用輔助工具，以及在數位環境

中難以維持學習動力。 

本文著重分析越南學生學習漢語時的數位科技與自主學習之間的關係，闡明

科技應用現況、學生面臨的障礙，以及透過數位科技提高自主學習效果的解決方

案。基於研究綜述，本文指出改善數位學習技能、使用自我進度監控工具、加強

教師支援以及實施混合式學習模式（Blended Learning）是幫助學生更有效運用

數位科技的核心解決方案。這些建議不僅有助於提升學習成效，還能為學生培養

自學能力，使其適應未來數位化的就業市場。 

二、 研究背景與重要性 

近年來，漢語日益成為越南學生最重要的外語之一，這不僅是因為溝通和經

濟合作的需求，還因為學習和就業機會的擴大。漢語在越南與使用漢語的國家之

間的貿易、教育和外交方面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區域經濟發展和使用漢語的企業

投資增加，促使在貿易、進出口、旅遊和科技等領域對具有漢語能力的人才需求

上升。 

根據 《越南的漢語研究與教學：機遇與挑戰》（Thanhmai HSK, 2025）一文，

越南漢語學習者數量正在快速增長，反映了融入全球化趨勢和經濟環境中對漢語

使用的需求。此外，許多來自使用漢語國家的組織和企業也在尋找具備語言能力

的人才，以服務國際商務活動。這種趨勢還受到教育合作擴大的推動，其中漢語

成為幫助學生獲得全球範圍內學習和職業發展機會的重要工具。然而，漢語在書

寫系統、語法和發音方面與越南語有許多差異，這在外語學習過程中構成重大挑

戰，要求學習者必須具備適當的學習方法和較高的自學能力。 

數位科技的發展重新塑造了高等教育中外語教學和學習的方式，線上平台發

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線上學習平台、人工智慧（AI）和學習管理系統（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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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應用，幫助學生個性化學習路徑、優化知識吸收方法並自我監控學習進度。然

而，實際情況表明，許多學生在有效利用數位科技方面仍然面臨困難，主要是由

於缺乏數位學習技能，以及不同地區之間科技使用機會的不平等。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越南教育與培訓部於 2022 年 6 月 1 日在河內舉辦了

「COVID-19 疫情背景下的外語研究與教學」全國研討會。研討會匯集了眾多教

育專家，討論外語教學的挑戰和解決方案，特別是數位科技在教育中的應用。會

議報告指出，儘管在教學技術應用方面取得進展，在數位科技使用方面仍存在顯

著限制，尤其是在社會經濟條件較差的地區。相反，對於那些能夠更好地使用科

技的學生群體而言，多媒體技術的應用已經並且正在成為擴大自學環境的必然趨

勢。Nguyễn Ngọc Hường 與 Nguyễn Minh Huệ（2021）強調，通過多媒體技術擴

大漢語學生的自學環境是提高教育質量的必要條件。整合線上學習平台不僅能幫

助學生獲取豐富的學習資源，還能更有效地發展自學能力和時間管理能力。 

此外，Lưu Hớn Vũ（2021）的研究也表明，在確定目標和自我評估學習成果

方面具有較高自主能力的學生，在漢語學習過程中通常取得更好的成績。這證明

了個人學習管理對學習成果的重要性，同時也表明數位學習工具可能是提高學生

自主能力的關鍵。 

本文將分析數位科技與自主學習之間的關係，闡明越南學生在數位化環境中

學習漢語的現狀、挑戰和解決方案，以提高學習效果，深入研究越南學生學習漢

語這一特定群體，幫助更清楚地識別具體困難並提出實用的解決方案。 

自主學習不僅是幫助學生有效學習外語的重要技能，也是適應快速變化的數

位化教育的必要因素（Zimmerman，2002）。基於此，本文提出以下核心研究問

題：越南學生如何運用數位科技來提升漢語自主學習能力？有什麼障礙阻礙他們

充分利用科技？如何優化科技在自主學習中的應用？ 

三、 研究目標與問題 

本文分析越南學生學習漢語過程中數位科技與自主學習之間的關係，闡明學

生在自學過程中運用數位科技的程度、所面臨的挑戰，以及通過科技提高自主學

習效果的解決方案。 

首先，本文探討越南漢語學習者如何運用數位科技輔助學習，包括獲取線上

資源、培養語言技能和自我評估學習進度。數位工具的應用有助於學生個性化學

習過程，靈活選擇學習方法並優化學習效率。然而，實際情況顯示並非所有學生

都能充分利用科技帶來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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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文識別影響科技應用於自主學習的主要挑戰。其中一個顯著障礙是

缺乏數位學習技能，導致學生無法根據數位工具制定合適的學習路徑。此外，許

多學生尚未養成自我評估和調整學習方法的習慣，造成學習欠缺系統性，難以有

效提升語言能力。另一方面，教師和教育機構支持體系的不足也降低了科技在學

習中的應用效果。 

最後，本文提出策略以協助越南漢語學習者更有效地運用數位科技。解決方

案著重於提升數位學習技能、優化線上學習系統，以及發展結合數位科技的教學

方法。提高認知並指導學生正確運用科技，將有助於增強學習自主性，同時提升

語言習得效果。 

四、 文獻回顧 

（一）自主學習與數位科技在外語學習中的角色 

自主學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 - SRL）是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概念，強調

學習者能夠在無需教師直接監督的情況下控制自己的學習過程（Zimmerman, 
2002）。Zimmerman 的 SRL 模型（1989, 2002）包含三個主要階段：規劃、執行

和反思。在數位化背景下，自主學習不僅要求學生具備自學能力，還需要懂得如

何有效運用數位科技（Benson, 2011）。  

儘管一些研究強調數位科技能夠通過幫助學生自我導向和監控進度來支持

自主學習（Benson, 2011），其他實證研究則指出科技應用仍存在諸多限制，特別

是由於學生缺乏明確的學習策略和自我評估進度的技能（Nguyễn Ngọc Hường & 
Nguyễn Minh Huệ, 2020）。這表明需要具體的解決方案來改善在自主學習中運用

數位科技的能力。 

（二）越南學生運用數位科技於漢語自主學習的現況  

數位科技的發展為越南漢語學習者提供了靈活建立學習路徑、追蹤進度和調

整學習方法的條件。根據 Phạm Thùy Dương（2023）的研究，現今的漢語學習

軟體不僅支援語言技能訓練，還能協助學習者管理進度並進行自我能力評估。然

而，科技在學習上的應用仍有諸多限制。Nguyễn Văn Long（2016）指出，儘管

科技有助於擴展學習環境並增進學生與課程內容的互動，許多學生仍僅停留在查

詢字典、觀看線上課程等基礎應用，未能充分利用進度追蹤或個人化學習路徑等

進階工具。Nguyễn Ngọc Hường 與 Nguyễn Minh Huệ（2020）亦有類似發現，指

出學生尚未充分運用輔助工具來個人化其學習過程。這表明，雖然數位科技能帶

來重大效益，但若缺乏明確策略與足夠能力，其應用效果仍將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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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將科技融入學習有助於提升越南漢語學習者的自學能力。根據 

Nguyễn Ngọc Hường 與 Nguyễn Minh Huệ（2021）的觀察，多媒體科技使學生在

制定個人計劃和利用在線資源方面更為主動，從而改善了自學能力。Nguyễn Thị 
Phương et al.（2024）的調查也指出，漢語在線自學系統日益普及，讓學生能夠

輕鬆追蹤學習進度，並根據個人需求調整學習方法。這些都是越南數位化背景下

自主學習的具體表現。 

根據作者觀察及經驗，學生面臨的最大障礙之一是缺乏數位學習技能。由於

被動地使用科技且缺乏具體計劃，使學生無法充分利用數位工具來提高學習效

果。根據 Nguyễn Thị Kiều Diễm（2024）的研究，SuperTest 和 HSK Online 等

應用程式不僅協助學生備考，還提供進度追蹤系統，幫助他們準確評估學習過程

中的進步。然而，許多學生仍未將這些功能融入日常學習策略中，無法有效規劃

個人學習路徑。 

再者，學習動機也是影響數位科技應用效果的重要因素。線上學習需要高度

的自律，但許多學生容易分心且難以維持長期的學習習慣。若缺乏適當的學習策

略，科技可能成為無效的輔助工具，而非促進自主學習的解決方案。 

五、 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綜合並評估與自主學習及數位科

技在外語教育中的應用相關的研究，特別聚焦於越南大學生學習漢語的情況。 

分析的文獻包括自主學習的基礎研究（Zimmerman, 1989, 2002; Benson, 
2011）、外語教育數位科技的實證研究（Nguyễn Văn Long, 2016; Nguyễn Thùy 
Linh, 2021; Phạm Thùy Dương, 2023），以及越南官方教育報告與學術期刊中有關

科技應用於外語學習之現況與挑戰，期望確保研究之實務價值與在地連結。 

從上述研究中收集、對照和分析數據，以評估越南大學生學習漢語時使用數

位科技的現況，識別障礙，並提出通過數位科技提升自主學習能力的解決方案。

這種方法有助於本文建立系統性和全面性的研究方法，同時確定越南外語教育中

科技應用的重要趨勢。 

六、 分析與討論 

（一）越南大學生漢語自主學習中數位科技應用現況  

1. 學生使用數位科技學習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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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表明，越南學生在學習漢語時對數位科技的應用仍處於基礎階段。根據

Nguyễn Văn Long（2016）的研究，在外語教學中使用資訊科技有助於擴展學習

環境並提高學生的自主性。然而，許多學生僅使用科技來查詢字典或在 Pleco、
HelloChinese、HSK Online、SuperTest 等應用程式上完成簡短練習，尚未充分利

用進階功能，如自我進度監控或個人化學習路徑。 

2. 規劃能力與學習路徑個人化的限制 

 儘管線上學習平台提供了學習計劃、進度追蹤和學習路徑調整的輔助工具，

學生仍未充分利用這些功能。Nguyễn Thùy Linh（2021）認為，數位科技雖然改

善了學習條件，但大多數學生尚未養成運用科技進行有效學習規劃的習慣。同樣

地，Nguyễn Thị Diễm Kiều（2024）的研究也指出，雖然 SuperTest 和 HSK Online

等應用程式提供個人化學習路徑功能，但大多數學生仍未充分運用這些工具，導

致學習缺乏系統性且效率低下。 

3. 學習進度監控效果不佳 

依賴定期考試反映了許多學生仍然保持被動的學習思維，未能充分利用數位

科技來個人化學習過程。一個有效的自學系統需要整合進度監控工具，協助學習

者根據實際數據調整學習策略。然而，Nguyễn Thùy Linh (2021)的研究顯示，大

多數越南學生尚未養成使用學習應用程式的數據報告來追蹤進度和調整學習方

法的習慣。這可能源於教師缺乏對自我評估工具使用方法的指導，或是學生本身

在自我監控學習過程方面缺乏主動性。未能充分運用進度監控功能不僅降低了學

習效率，還限制了及早發現知識吸收過程中問題的能力，從而影響持續性自學能

力的發展。 

4. 在數位環境中維持學習動力的困難 

除了科技使用技能外，學習動力也是影響維持長期學習習慣能力的重要因

素。Nguyễn Thị Thu Trang（2023）指出，線上學習要求學生保持高度的自覺性

和紀律性，但許多人容易分心，導致學習中斷或缺乏系統性。此外，若缺乏教師

的適時引導與學習上的人際互動，學生在使用數位平台進行學習時也較難維持穩

定的學習動力與投入感。 

（二）運用數位科技於自主學習的挑戰 

越南學生在運用數位科技於漢語自主學習方面仍面臨諸多障礙。其中最大的

挑戰之一是缺乏數位學習技能，導致學生無法系統地運用科技。根據 Zimm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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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2002）的自我調節學習模式（Self-Regulated Learning, SRL），自主學習

過程包含三個階段：規劃、執行和反思。然而，Nguyễn Thùy Linh（2021）的研

究顯示，許多越南學生尚未能在這三個階段中有效運用數位科技，特別是在自我

監控學習進度和調整個人化學習方法方面。 

此外，科技應用與教師支援、培訓機構之間的連結不足也降低了學習效果。

學習管理系統（LMS）的有效整合，不僅能協助教師即時掌握學生的學習進度並

提供回饋，也能避免學生在無指引情況下自行摸索與調整學習流程，降低學習挫

折。 

（三）透過數位科技提升自主學習能力的解決方案 

為了幫助越南學生更有效地運用數位科技學習漢語，需要結合改善數位學習

技能、優化自我評估工具、加強教師支援以及採用混合式學習方法（Blended 
Learning）。 

提升數位學習技能是首要任務之一，不僅要幫助學生接觸科技，更要讓他們

懂得如何策略性地運用這些工具。有效的自主學習需結合自我監控能力，讓學生

能依據個人數據調整學習計畫，提升學習效率。在規劃階段，學生可以善用

SuperTest 平台上的個人化學習日曆等工具。在執行階段，他們可以使用 HSK 
Online 進行練習並追蹤進度。最後在反思階段，學生需要分析進度報告的數據，

以調整適當的學習策略。 

此外，混合式學習方法的整合可以幫助學生最大程度地利用學習科技。

Nguyễn Ngọc Hường 與 Nguyễn Minh Huệ（2021）建議，將線上學習與面對面課

程相結合，既能讓學生在學習上保持靈活性，又能在需要時獲得教師的指導。 

七、 結論與建議 

數位科技為越南學生學習漢語提供了許多發展自主學習能力的機會。然而，

目前的現狀顯示，數位科技的運用效果尚未達到最佳，主要是因為學生缺乏數位

學習技能，沒有明確的自學策略，且在線上學習時難以維持學習動力。 

為了提高數位環境中的自主學習效果，需要協調數位技能培訓、指導學生善

用進度自我監控工具、將科技整合到教育課程中，並採用混合式學習模式。這些

建議不僅有助於提升學習成效，在高等教育強力推動數位轉型的背景下更具重要

意義。越南學生有效運用數位科技學習漢語，不僅能提升其語言能力，還能為他

們裝備數位時代必需的技能，如分析思維、靈活學習能力和學習策略自我調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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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本文全面探討越南學生在漢語自主學習中運用數位科技的現況。通過識別障

礙並提出實用解決方案，本文不僅對自主學習研究領域有所貢獻，還為提升越南

外語教育品質帶來實際應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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