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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视频片段提升外语教学效果的探索与实践 

——基于库伯“体验学习圈”理论 

周天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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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结合库伯的“体验学习圈”理论，即完整的学习过程包含具体体验、反思性观察、抽象概

念化和积极实验这 4 个阶段的核心观点，着重分析了视频片段在提供具体体验和促进反思性观察这两个学

习过程阶段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具体提出了视频片段的收集、存储、命名和查找方法。以及视频片段在课堂

上的具体应用策略，如播放时机、时长控制以及与学生互动的方式等。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发现，视频片段

在入门和初中级日语课程中效果显著，尤其适合日常生活用语的教学。同时，文章也讨论了不同学生群体对

视频片段的反应差异，并强调了选择视频内容时需注意的德育考量。本文为外语教学提供了视频资源的有效

利用方法，以期提升教学效果和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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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enhanc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with video clips 

——Based on Kolb’s experiential learning theory 

Tianjun Zhou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Software Engineering Institute of Guangzhou, Guangzhou, Guangdong 

【Abstract】The article based on Kolb's "Experiential Learning Theory," which posits that a complete learning 
process encompasses four stages: concrete experience, reflective observation, 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 and active 
experimentation. It particularly analyzes the role of video clips in providing concrete experiences and promoting 
reflective observation during these two stages of the learning process. The article specifically proposes methods for 
collecting, storing, naming, and searching for video clips, as well as specific strategies for their application in the 
classroom, such as timing, duration control, and interaction with students. Based on years of teaching practice, the 
author finds that video clips are particularly effective in introductory and intermediate Japanese courses, especially 
for teaching everyday expressions. The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s in student responses to video clips and 
emphasizes the moral education considerations when selecting video content. This study offers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utilizing video resources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iming to enhance both teaching outcomes and learning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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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伯（Kolb，1984 年）[1]认为，当一个人经历以

下四个阶段的循环时，他的学习就会有效：1)获得具

体体验，2)观察和反思该体验，3)将该体验抽象概念

化，4)积极实验这一概念，从而获得新的体验。这四

个阶段是一个循环的过程，每个阶段都相互支持、相

互促进，学习者可以在任何阶段进入该循环，并按照

其逻辑顺序进行学习。然而，只有当学习者能够执行

该模型的所有四个阶段时，才会产生有效的学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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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循环中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不能单独作为有效的

学习程序。换句话说，学习过程即是不断体验、思考、

总结、尝试的过程。 

而教学过程，一般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设定教

学目标，即确定教学活动所要达成的具体目标，这些

目标通常是根据课程标准、学生需求和教育政策来

制定的。2)选择教学内容，即根据教学目标选择合适

的教学内容，包括知识点、技能训练和价值观等。3)
设计教学方法，即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特点选择合

适的教学方法，如讲授法、讨论法、合作学习、项目

式学习等。4)准备教学材料，即准备教学所需的各种

材料和工具，包括教科书、多媒体资源、实验器材等。

5)实施教学活动，即在课堂上进行教学活动，包括讲

解、示范、指导、互动、讨论等。6)对学生的学习活

动进行评价和反馈，即通过学生的课堂表现、作业、

测验、考试等，向学生提供学习结果的反馈，帮助学

生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7)反思与调整教学，即教师

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对教学结果进行反思，从而调

整教学计划、进度和方法等，以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效

果。 
可以看出，学生的学习过程，主要是发生在教师

教学过程中的第 5）和第 6）阶段。学生通过与教师

的互动，完成库伯的“体验学习圈”的四个学习过程

的循环。比如以外语教学为例，教师通过讲解知识

点，使学生获得具体体验（这里可以将已经概念化的

知识点理解为间接的已经被概念化的具体体验），但

学生依然需要通过对老师讲解的知识点进行观察和

反思，进一步形成自己能理解的概念，最后再通过课

堂练习等训练活动进行实践验证，得到老师给与的

评价与反馈，形成新的具体体验，才算完整地经历了

一遍有效的学习过程。 
但在这样的外语教学活动中，由于外语教师往

往偏重于对知识点的讲解，即便能进一步组织学生

训练练习，也依然容易忽略学生第一阶段和第二阶

段的学习过程，即给学生提供大量真实的具体体验，

并引导学生对这些具体体验进行观察和反思。而以

影视作品为代表的视频作为一种生动、直观的教学

资源，能够在真实具体的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下展

示被实际应用的语言知识点，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多

便于观察和反思的具体经验，有利于学生对具体经

验的理解和抽象概念化，可以补全库伯“体验学习

圈”的第一第二阶段，从而提升教师的教学效果和学

生的学习效率。 
很多先行研究都对视频在外语教学中的优势、

效果、意义及必要性做了论述，如曾琴[2]、湛丹丹[2]，

黄春婕[3]等。但对如何具体地将视频片段应用于外

语课堂的教学中的实践实操上的研究论述较少，本

文将基于库伯的学习圈理论及笔者多年的教学经验

和实践，探讨日语视频片段在日语教学中的具体实

践应用方法及应用策略，并分析其应用效果。 
1 视频片段的收集 
1.1 视频片段的内容和类型 
在内容上，为了学生能获得更多具体鲜明的语

言应用体验，要求用作外语教学资源的视频片段的

内容要尽量简短，精炼，最大幅度的对应教学中的目

标知识点。这样的视频片段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如

果没有提前且长期的准备收集工作，教师是无法立

刻搜寻到合格的视频片段用于教学的。这就要求教

师必须将视频片段的收集工作作为一个长期工作。

以日语教学为例，笔者自 2018 年 9 月担任日语教师

以来，有意识地收集截取了大量的日语视频片段，截

止至 2024 年 10 月，笔者共收集了 2500 余条视频片

段。这些视频在内容上覆盖了大部分日语能力测试

（JLPT）N5 和 N4 初级阶段的语法点，覆盖率达到

了 95%以上；对于 N3 和 N2 中级阶段的语法点，覆

盖率超过了 60%；而对于 N1 高级阶段的语法点，覆

盖率也达到了 10%以上。对单词的整体覆盖率不高，

但也覆盖到了一些重点核心的单词。 
在类型上，笔者根据视频录制的来源，将其分类

为八大类型，并附上了各自的大致占比：1）日语电

视剧占 38%；2）日语动漫占 18%；3）日语电影占

5%；4）日语综艺节目占 21%；5）日语广告占 2%；

6）日语纪录片与学术演讲与新闻占 5%；7）一些教

学机构或教材的配套日语教学视频占 3%；8）网络

多媒体平台上个人创作的日语视频占 8%。在时长上，

这些视频片段从几十秒到几十分钟不等，但大多数

时长集中在 1-2 分钟。 
1.2 不同类型日语视频片段的特点 
在多年的日语教学实践中，笔者观察到各类型

视频在实际应用中各有特点，并且在收集与应用过

程中需要留意各自的特定要求。 
（1）日语电视剧资源丰富，笔者已从至少 50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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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日剧中分别录制过视频片段。然而，这些电视

剧的内容差异显著，比如从时代背景方面，就分为古

装剧和现代剧。而古装剧使用的日语与现代标准日

语不同，并不适合初学者学习。因此，在选取片段时，

应优先考虑现代标准日语的片段。比如应选择从背

景为校园生活和职场生活的电视剧中收集视频片段，

因为这种日剧里的场景，会更大概率地出现与教学

目标知识点相关的语言表达。 
（2）日语动漫在全球具有广泛影响力，深受学

生喜爱，能有效吸引学生注意力。然而，由于动漫题

材多样，许多剧情并不贴近日常生活，例如《海贼

王》、《火影忍者》、《进击的巨人》和《鬼灭之刃》

等。这些动漫作品中专有及特殊的语言表达较多，和

日剧相比，会更难截取到包含职场、校园和生活场景

中常用的单词或语法的视频片段。建议教师选择如

《樱桃小丸子》这样以小学生日常生活为背景的动

漫，以获取更多日语日常表达的视频片段。 
（3）日语电影与日语电视剧相比，通常需要更

长的时间去理解剧情来感受其魅力，因此，在选取适

合教学目标的片段时不如电视剧那样容易。如果选

取的片段太短，学生可能因缺乏对剧情的了解而难

以把握目标知识点的使用背景和应用环境，不利于

对目标知识点（具体体验）的观察和反思。如果选取

的片段太长，又容易使学生忽略对目标知识点的观

察和反思，也会造成课堂教学时间的浪费。 
（4）日语综艺节目与电视剧、动漫和电影相比，

综艺节目的教学效果会更佳。这是因为综艺节目通

常具有较强的表现力和视觉冲击力，它们能在相关

场景中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及时突出关键词。这种做

法更有助于学生感受目标知识点的语感和实际使用

场景，从而加深对这些知识点的理解。 
（5）日语广告与前述的四种类型相比，具有一

个突出的优势，就是广告会不断重复想要展示传达

的信息，并力求在短时间内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因

此，如果广告重复的内容或宣传口号与教学目标知

识点相吻合，那么这个广告就会成为非常适用于日

语教学的视频。 
（6）日语纪录片、学术演讲与新闻与上述类型

相比，这类视频在内容的严肃性和语言的准确性上

更有保障。如果选择合适的题材，还能够帮助学生深

入了解目标语言的社会文化。比如 NHK 推出的纪录

片，就能让学生直观地感受到日本文化，加深对日本

社会和文化的理解。然而，这类视频有些会缺乏趣味

性，相比于其他几项，对学生的吸引力可能稍逊一

筹。 
（7）教学机构或教材配套的日语教学视频与前

述视频类型相比，这类视频在趣味性和吸引力方面

可能稍显不足。尽管如此，这类视频能够根据教学目

标提供针对性的视频讲解片段。笔者建议教师应先

吸收这些视频的内容，然后以自己的方式传授给学

生。如果频繁使用或播放过长，可能会削弱学生对教

师权威的认同，影响后续教学效果。 
（8）网络多媒体平台上个人创作的日语视频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难以一概而论。它们通常更具趣

味性和新颖性，因此能够有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

提升他们的学习兴趣。 
由于截取视频片段给学生播放的目的在于让学

生更真实地体验单词或语法的使用场景，以培养正

确的语感，所以无论是上述哪种视频，如无必要，都

不宜截取过长的片段，否则会使学生的注意力分散

到剧情和内容当中，无法使学生专注于识别和体会、

反思和观察目标知识点。当然，教师可以通过记忆需

要播放的内容，手动调整视频进度条或提前结束播

放，来精确选择和控制播放片段，来解决这一问题。 
1.3 视频片段的收集、存储、命名和查找方法 
（1）视频片段的收集方法：除了可以直接下载

的视频外，大多数视频片段需要教师自行录制截取。

笔者推荐使用英伟达显卡自带的GeForce Experience
应用软件进行录制，通过该软件的默认快捷键

“Alt+F9”可以开始和结束录制，屏幕上会有相应的

提示。此外，Bandicam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或者

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网上搜索其他合适的视

频录制软件。 
（2）视频片段的存储方法：大多数视频录制软

件允许用户自定义存储位置和文件大小。以 GeForce 
Experience 为例，用户可以通过按“Alt+Z”调出设

置页面，调整视频的比特率和帧速率，这两者决定了

视频的清晰度。尽管高比特率和帧速率能提供更好

的清晰度，但也会增加文件大小。笔者建议设置比特

率为 10mbps 和帧速率为 60FPS，以在保证清晰度的

同时减少存储空间的占用。 
经过六年的实践，笔者收集的 2500 余条视频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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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占用了 435GB 的存储空间。鉴于教师会长期持续

这项工作，建议从一开始就使用至少 1TB 的移动硬

盘来存储录制截取的视频，以便后续使用。考虑到硬

盘的便携性和耐用性，推荐使用固态移动硬盘，尽管

价格较高，但考虑到数据的长远价值，这是值得的投

资。同时，建议定期备份数据，以防硬盘丢失或损坏

导致数据丢失。 
（3）视频片段的命名方法：为便于后续快速查

找和使用，录制完视频后应立即按知识点重命名文

件。例如，若视频涉及日语的某个知识点，即将这个

视频命名为“该知识点的名称”，并最好用日文来命

名以便区分；若同时涵盖多个知识点，则命名中同时

涵盖多个知识点的名称就可以了。如果知识点的名

称过长，教师可以按自己的喜好，确定一个固定的缩

略词来代表这一知识点。这样，即便同一知识点截取

了多个不同的视频片段，在命名时也不用担心混淆，

因为系统会自动在后面添加序号，也可以在命名时

按自己的喜好和方便，给同一知识点的不同视频片

段加上不同的序号来排序。只要这样保持命名逻辑

的一致性，视频片段数量的增加并不会影响查找和

使用的效率。 
（4）视频片段的查找方法：在上述的命名方法

之下，笔者推荐使用一款名为“Everything”的文件

搜索软件，它能够瞬间无延迟地显示想要查找的文

件。用户只需打开该软件直接在搜索栏中输入当时

命名的文件名，软件即可立即显示文件的存储位置

并允许直接双击打开播放。采用日文命名，即使电脑

中的文件繁杂众多，也能确保查找过程的便捷性和

效率。 
2 视频片段的应用策略及应用方法 
2.1 视频片段的教学应用策略 
在教学生涯初期，笔者对视频片段应用于课堂

教学的尝试会较多，随着经验的积累，逐渐减少了这

种教学手段的使用频率，原因是发现了以下问题。过

多或过长的视频播放可能会干扰教学节奏，拖慢进

度，并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影响他们对知识的深度理

解。此外，趣味性强的视频可能会降低学生对其他教

学环节的兴趣，削弱学生的学习毅力。即只停留在库

伯“体验学习圈”的第一阶段，学生并没有有效地进

行第二阶段的观察和反思，第三阶段的理解和概念

化，以及第四阶段的实践验证，这样的学习自然是无

效的。 
因此，一定不能长时间地只是单调地播放视频，

应该在学生已经完整的经历了其他两个或三个阶段

的学习过程后，将视频片段作为第一和第二阶段的

学习过程插入进来，给学生提供目标知识点更多的

具体体验样例，并引导学生进行观察和反思，促进学

生对目标知识点的理解和抽象概念化，以形成完整

有效的库伯“体验学习圈”学习过程。 
2.2 视频片段的具体教学应用方法 
视频片段播放的最佳时机是在课堂的中间和结

束阶段。建议在一节 40 分钟的课程中，视频片段播

放不超过 1 到 2 次，总时长控制在 4 分钟以内。在

中间阶段，即在学生在听完知识点讲解后播放视频，

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点实际应用场景的理解，

还能使学生经历了半节课的思考和集中精神后疲惫

的大脑得到放松，也能重新吸引那些开始分心的学

生的注意力。至于课堂的最后阶段，通过控制视频片

段的播放时长或干脆选择不播放，可以确保教学进

度不受影响。此外，视频在课堂的最后阶段播放还可

以起到归纳复习的效果，并为学生留下轻松愉快的

课堂印象，增加他们对下一课的期待。 
为了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和教学效果，可以

给学生布置各种任务来引导学生进行第二阶段的观

察和反思。比如可以在播放视频片段前，去除视频中

的字幕，要求学生写出对话中的日语原文。或根据视

频片段中目标知识点的原句重新造句、对原句视译

等。此外，可以将一些较长的视频作为课前预习或课

后复习材料，让学生在课外时间进行自学，从而巩固

和提高学生对目标知识点的学习效果。 
由于篇幅有限，本文未能涵盖视频片段在日语

教学中的所有应用方法。笔者将继续探索更多有效

的教学手段，并鼓励同行们也不断寻找新的教学方

式，以充分利用视频片段来辅助日语教学。 
3 视频片段的应用效果 
在过去六年的教学实践中，我将视频片段融入

了各个层次的课程教学中，包括入门、初级、中级和

高级课程，并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群体进行了应

用，这些学生群体涵盖了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以

及社会学员。不同性别的学生对视频片段的反应也

有所不同。总体来看，视频片段在入门和初中级课程

中的效果更佳，因为这些课程的目标知识点更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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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用语。相比之下，高级课程的知识点往往更

侧重于阅读理解，不太适合用日常会话的视频片段

来辅助教学。此外，也难以找到与高级课程中的教学

内容直接相关的视频片段。 
在各类学生群体中，使用视频片段对大学生的

教学效果最佳，相比之下，初中生和社会学员的效果

则稍逊一筹。这可能是因为初中生容易受视频吸引

而分心，课堂上的窃窃私语也随之增多，这不仅影响

了教学进度，也迫使教师不得不投入更多的精力来

维持课堂纪律。高中生则会一定程度上降低学生对

学习枯燥部分的耐受度，不利于培养学习毅力。因

此，对于初高中生，除非视频与教学目标高度契合，

否则建议尽量减少播放次数和时长。社会学员的效

果则介于大学生和初高中生之间，其效果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他们对视频内容的感兴趣程度。 
此外，笔者观察到男性学生通常比女性学生对

视频片段表现出更多的兴趣。这一现象可能部分源

于笔者作为男性教师，在无意识中可能更倾向于选

择吸引男性的视频内容，尽管笔者已经努力避免这

种倾向。因此，在截取视频时不仅要避免这样的倾

向，还要尽量选择适合所有年龄段，正面健康积极，

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三观的内容，避免包含政

治或意识形态等不适宜的内容。这一点至关重要。即

便有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目标知识点，但如果因为

内容不当，对学生的德育产生负面影响，就得不偿失

了。 
4 结语 
本文基于库伯的“体验学习圈”理论，对视频片

段在日语教学的应用上提供了实用的实操方法以及

应用策略和方法的相关建议，为外语教学提供了可

以借鉴的经验和方法。为实现视频片段的最大教学

辅助效果，笔者期待与同行们共同探讨视频片段在

外语教学中的更多可能性，不断优化教学方法，以实

现更高效的教学目标。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笔者相

信，视频片段的教学应用将成为外语教学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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