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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门跨学科科学，教育语⾔学需要语⾔学以外的科学（包括社会学、⼼理学等）的⽀持。
在外语学习者中，对⽐语⾔分析也是众所周知的。除对⽐语⾔学外，⽐较两种或多种语⾔的语⾔分
析模式是⽐较语⾔学。对⽐语⾔学有两个⽅⾯的研究：语⾔学和⼼理学。语⾔⽅⾯的研究与语⾔对

⽐问题有关，⽽⼼理⽅⾯的研究则涉及学习困难、如何编制学习材料以及如何提供学习材料。对⽐
语⾔学分析的关键词之⼀，就是对⽐成分的存在，因为它们在⺟语和外语之间存在意义上的差距。
在这个例⼦中，印尼语和汉语的成分是适合（Shìhé）和 合适（Héshì）。之所以选取这两个成分，
是因为普通话中的 Shìhé 和 Héshì 与印尼语中的 Shìhé 和 Héshì 意思基本相同，都是匹配的意思。
但是，印尼语和汉语的语法结构却⼤不相  因此，通过使⽤名为 Kahoot 的应⽤程序来提⾼每个学习

者的竞争⼒，也可以提⾼对适合（Shìhé）和适当（Héshì）这两个组成部分的掌握程度。Kahoot 是
⼀个基于游戏的学习平台，⽤于创建和玩在线互动测验。教育⼯作者或内容创建者可以使⽤该平台
创建测验问题，并吸引参与者通过⾃⼰的设备（如电脑或智能⼿机）参与游戏。  

%&'#$对比语言学, 适合 (Shìhé), 合适 (Héshì), Kahoot 

Abstract: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requires	 the	 support	of	 sciences	other	
than	 linguistics,	 including	 sociology,	psychology,	 etc.	Comparative	 linguistic	analysis	 is	also	well	known	
among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In	addition	to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the	mode	of	 linguistic	analysis	
that	compares	two	or	more	 languages	 is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There	are	two	aspects	of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linguistics	and	psychology.	The	study	of	language	is	related	to	the	problem	of	language	contrast,	
while	the	study	of	psychology	is	concerned	with	learning	difficulties,	how	learning	materials	are	compiled,	
and	how	learning	materials	are	provided.	One	of	the	key	words	of	comparative	linguistic	analysis	is	the	
presence	of	contrasting	components,	since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meaning	between	their	mother	tongue	
and	the	foreign	language.	In	this	example,	the	Indonesian	and	Chinese	components	are	suitable	(shìhé)	and	
suitable	(héshì).	These	two	components	were	chosen	because	Shìhé	and	Héshì	in	Mandarin	have	basically	
the	same	meaning	as	Shìhé	and	Héshì	in	Indonesian,	and	they	are	both	matching	meanings.	However,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s	of	Bahasa	 Indonesia	and	Chinese	are	very	different	Therefore,	by	using	an	app	
called	Kahoot	to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ach	learner,	it	is	also	possible	to	improve	the	maste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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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wo	components	of	fit	(Shìhé)	and	appropriate	(Héshì).	Kahoot	is	a	game-based	learning	platform	for	
creating	and	playing	online	 interactive	 quizzes.	 Educators	 or	 content	 creators	 can	use	 the	platform	 to	
create	quiz	questions	and	engage	participants	in	the	game	through	their	own	devices,	such	as	computers	
or	smartphones	

Keywords: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Suitable	(Shìhé),	Suitable	(Héshì),	Kahoot	

	

引言	
如今，许多印尼人出于各种原因开始学习普通话，包括在印尼的中国公司找

工作、想成为一名普通话教师或想与中国人做生意。随着印尼人出于积极原因学习

普通话的兴趣日益浓厚，为提高外语掌握程度的研究也应运而生，其中之一就是通

过教育中的语言研究视角进行的研究 Suhardi(2017)。 

关于语言功能的研究有很多，Suhardi(2017)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该研究指

出：首先，教育语言学作为跨学科语言学领域之一，是语言学世界与教育之间的相

互融合，尤其是在印尼语的教学、学习和规划方面。因此，从历史上看，教育语言

学与应用语言学是共生关系。但在其发展过程中，教育语言学的范围与应用语言学

的范围有着不同的侧重方向。应用语言学导致语言学在学校语言教学和翻译中的应

用，而在教育语言学中，应用语言学只是教育语言学教材整体范围的一部分。 

作为一门跨学科的科学，教育语言学需要语言学以外的科学的支持，包括社

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人种学、神经学、犯罪学、医学、政治学以及教育实践。

因此，语言学有相当广泛的材料，即（1）微观语言学（语音学、形态学、句法学、

语义学和词汇学）在印尼语学习和教学中的应用；（2）合理表达思想的话语结构和

工具；（3）印尼语四项技能（听、说、读、写）学习和教学中的语言方面； (4) 印
尼语教学研究中的语言数据；(5) 印尼语或外语学习中的语言对比分析；(6) 印尼语
学习和教学中的语言变异；(7) 印尼语发展和辅导中的语言规划和政治。 

在外语学习者中，对比语言分析也是众所周知的。对比语言学分析是语言分

析模型之一，其假设是语言可以同步对比 (Tajudin, 2016:2)。除对比语言学外，

通过比较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语言分析模型是对比语言学。不同的是，对比语言

学是同步语言学，即通过使用当时的真实数据进行基于同步性的语言研究。对比语

言学有两个研究方面，即语言学研究方面和心理学研究方面 (Ellis, 1986:23)。语

言学方面的研究与语言对比问题有关，而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涉及学习困难、如何编

制学习材料以及如何提供学习材料。有许多关于外语对比语言分析的研究，如 

Misdawati(2019)的研究指出，对比分析假说被广泛应用于语言学习中，尤其是第二

语言或外语学习中，对比分析假说植根于行为主义和结构主义，其中包含在第二语

言习得中存在来自第一语言系统或学习者语言对第二语言系统的干扰。 

努宁（Nuning）(2012)也进行了相关研究，他指出理论对比研究深入探讨两

种或多种语言之间的异同，以发现 A 语言或 B 语言中存在或不存在的某一类别。

通过借鉴理论对比研究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寻求一种语言对比框架，将注意力集中

在特定目的的某些信息上，如语言教学、双语分析和翻译。通过直译技术，目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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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印尼语）的语法结构与源语言（英语）的语法结构几乎相同。此外，还使用了

直译和交际翻译技术。 

另一项研究也是由 Tajudin (2016)进行的，他指出对比分析的目的是找出被

对比的两种或多种语言之间的差异或不同之处。对比分析有两种方法，即应用对比

分析和纯对比分析。这两种方法都是比较两种语言，即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但目

的不同。 

阿卜杜勒-哈米德(Hamid,2014)的论文（2014）研究了印尼语和英语简单句的

异同，结论是印尼语和英语简单句模式有三个相似之处，同时也存在非常大的差异，

其中之一是英语中助动词的使用非常富有成效，而印尼语中不存在助动词。 

随后，穆罕默德-伊克巴尔-兹(Muhammad Iqbal Z. 2022)，的研究发现，通

过对比分析法，研究人员可以发现这三种语言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对比差异。这

项研究通过深入了解这些差异，对提高目标语言学习效果大有裨益。此外，这种方

法对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也有助于通过现有的语言差异了解一个国家

的文化。艾林-菲罗兹安（2012） 

Ailin Firoozian (2012)进行的另一项研究也得出结论：卡方检验结果显示，

两组学生在使用不同的互动和交互元话语类别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关于互动元话语

的特点，两组在六个类别中的四个类别上存在差异。与应用语言学作家相比，技术

作家使用了更多的代码词汇和内隐标记，而较少使用定序器和定音器。在互动元话

语特征方面，两组在五个类别中有四个类别存在差异。与应用语言学作家相比，技

术作家使用了更多的对冲、自我参照，而较少使用态度标记和强化。 

对比分析是一种翻译技术，用于识别两种或多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对比分析

假说广泛应用于语言学习，尤其是第二语言或外语学习。该假说植根于行为主义和

结构主义，认为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第二语言会受到第一语言或学习者的干扰。理

论对比研究详尽比较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之间的异同，以寻找 A 语言或 B 语言中

存在或不存在的某些类别。利用理论对比研究，它寻求一种语言对比框架，并关注

语言教学、语言分析和翻译的具体信息。它采用直译技术，使印尼语和英语的语法

安排相似。通过了解语言和文化差异，这项研究对改进目标语言学习大有裨益。与

应用语言作家相比，技术作家使用更多的对冲、自我参照，而较少使用标记和态度

强化。 

对比语言学分析的关键词之一，就是对比成分的存在，因为它们在母语和外

语之间存在意义上的差距。在这个例子中，印尼语和汉语的成分是 “适合”（Shìh

é）和 “合适”（Héshì）。之所以取这两个成分，是因为普通话中的 “Shìhé ”

和 “Héshì ”与印尼语中的 “match ”意思基本相同。但是，印尼语和汉语的语

法结构有很大不同。印尼语一般采用 S（主语）+P（谓语）+ O（宾语）的模式。而

在普通话中，“Héshì ”和 “Shìhé ”是合适的词汇。两者的区别在于语法结构，

例如 “合 ”是形容词。合适这个词可以是一个属性词（一个用来解释或澄清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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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更具体的词），模式为 S（主语）+ O （宾语）+ 合适（Héshì），或者模式为 

合适（Héshì）+ 的（de 或 yang）+ O （宾语），例如 合适的工作（合适的工作）， 

合适的房子（合适的房子）。此外，这两个词还可以是谓语。例如这种工作对她很

合适（this job suits her very well），这种衣服适合你的体形（this dress 

suits your body shape）。一旦 “合适 ”成为谓语，后面就不能再加宾语了

（“合适 ”后面不能再加其他词）。而适合（Shìhé）的模式是适合（Shìhé）+ 宾

语或副词。成为谓语的适合（Shìhé）后面必须有一个词或宾语。适合 “后面还有

其他词，如 ”这件白衬衫很适合我”。Melisa (2018) 

Melisa (2018) 的研究指出，与句子中词类和利益的同义相比，综合目标类

型的同义错误数量更大，因此有必要强调某些动词同义词目标对象的判断教学，尤

其是从动词同义词中判断人或物的对象。教师还可以从可以跟读的对象而不是动词

同义词来分析某些动词同义词的用法。 

Diany 在《2020 年微博社交媒体上王一博粉丝的成词过程和俚语意义》 

(2020) 一文中指出，根据 Verhaar (1992:48)，当一个音被换成另一个音时，就会

发生易位，例如，“合适 héshì（匹配）”变成 “适合 shìhé（匹配）”，这两个

词的区别在于词的类型，“合适 héshì（匹配）”是名词形式，而 “适合 shìhé

（匹配）”是动词形式。 

目标类型同义词错误比单词类型同义词错误更常见，在句子中的好处也更多。

这说明在确定某些动词同义词的目标对象时，尤其是在确定人或物的对象时，需要

重视教学。此外，研究人员还需要根据同义词是否能跟随的对象来分析动词同义词

的使用。当一个音被换成另一个音时，就会发生转位。例如，在单词 “匹配 ”中，

“匹配”（héshì）变成了 “适合”（shìhé）。这两个词的区别在于词类，“合适 

héshì ”是名词形式，而 “合适 shìhé ”是动词形式。 

根据收集到的问题和确定的组成部分，本研究专门探讨课堂教学活动。课堂

学习通常由一名教师和多名学生组成。如果对有许多学习者的课堂形式进行研究，

它有一个方面可以成为教学活动成功的推动力，即从班级中每个学习者的竞争力的

角度来研究教育心理学。这并不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即已经进行了多项研究。 

Pandriadi 和 Ikraam (2022) 进行的研究指出，这项研究的结果得出了两点

结论，即第一，根据用于衡量学生竞争力的几项指标，可以看出，只有学习能力大

多具有较高的竞争力，而其他竞争力，即英语语言能力、组织能力、创业能力和计

算机能力大多仍具有较低的竞争力；第二，来自 PINs 的学生和来自私立大学的学

生在整体竞争力方面存在差异。研究发现，PTN 学生的平均竞争力优于 PTS 学生。 

Nidya (2015) 也进行了另一项研究，指出合作竞争是一种能在社会关系中引

起心理导向的活动。其中，可替代性（Substitutability）、同类性（Cathexis）

和诱导性（Inducibility）是合作竞争中涉及的三个心理过程。这种行为将由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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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可持续性这两个试图相互推动的要素之间的力量所形成，并将由 “雌雄同体 ”

的积极或消极反应所平衡，从而在个人/团体之间的关系中产生竞争/合作行为。 

最后，最初的假设是，对适合（Shìhé）和合适（Héshì）这两个要素的掌握

也可以通过提高每个学习者的竞争力来改善，而这可以通过使用一个名为 Kahoot 

的应用程序来实现。Kahoot 是一个基于游戏的学习平台，用于创建和玩在线互动测

验。教育工作者或内容创建者可以使用该平台创建测验问题，并吸引参与者通过自

己的设备（如电脑或智能手机）参与游戏。 

整个过程从 “Kahoot ”创建者开始，包括问题和答案。问答完成后，用户

可以将游戏访问代码分发给参与者，然后他们可以使用自己的设备参与游戏，并在

规定时间内回答问题。答题的准确性和速度决定了分数的高低。通过这种 Kahoot 

媒体，它还能帮助学习者提高竞争力。通过营造有趣的学习氛围，可以激励学生更

加积极主动，健康地参与竞争。以有趣的形式重复学习材料，会使学习者的记忆更

加深刻。 

 许多其他研究人员也针对不同的问题进行了这一论证，即在属于 Lailatul 

Fitriani(2019)的研究中，通过讨论 Kahoot 学习媒体与 CAI 学习模式对学生学习

成果的影响，指出学生在应用 Kahoot 学习媒体与计算机辅助教学学习模式学习后

的学习成果表明，使用 Kahoot 媒体与计算机辅助教学学习模式的学生的平均学习

成果优于使用传统学习的学生的平均学习成果。学生对使用计算机辅助教学模式下

的 Kahoot 学习媒体进行学习的反应为 75%，因此学生对使用计算机辅助教学模式

下的 Kahoot 学习媒体有浓厚的兴趣。 

Musrohul Izzati 也进行了另一项研究，他研究了《Kahoot 辅助无疆界学习

模式对学生学习动机和独立性的影响》(2019)，指出 Kahoot 辅助无疆界学习学习

模式对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独立性有显著影响。该研究结果表明，学生的学习动

机可以归为良好，学习自主性较好，部分学生具有较高的学习动机和学习自主性。 

还有 Grey Dyah (2018) 的研究指出，使用基于 kahoot 教育游戏的互动问

答媒体，学生的学习效果对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有一定的作用，因为应用基于 

kahoot 教育游戏的互动问答媒体，可以加快学生对所学教材的理解，因为它可以提

供直接的反馈，可以进一步重新建立和敢于表达对教材的看法，觉得自己理解得不

够透彻。 

Serly (2019) 也进行了研究，指出学习成果的提高是通过学习成果测试题形

式的工具来衡量的。在第一周期和第二周期的研究前、测试前和测试后使用的多项

选择测试题与每个周期的学习材料一致。结果表明，应用 Kahoot 媒体辅助游戏化，

能够提高学习成果。 

Irwan(2019)的研究也指出，Kahoot！是世界学习领域的一项创新。使用 

Kahoot! 可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学习能力，因此需要加以发展。作为对技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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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回应，教育界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主导部门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符合当今世

界从传统时代向技术和信息时代过渡的趋势，因为技术和信息时代的规模越来越大，

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Dwi Hartanti (2019) 也进行了其他研究，他在研究中指出，Kahoot是一种

基于游戏的学习媒体，可以免费、有趣地学习和开发学习对象。Kahoot 游戏具有互

动性，可用作评价材料，即进行前测、后测、材料强化、补习和日常测试等形式的

测验。Kahoot 以在线游戏的形式显示，以测验的形式进行。访问 Kahoot 有两种方

式，即作为管理员和参与者。在对 Kahoot 的评估中，教师作为管理员，学生作为

参与者。 

Molli Wahyuni (2021)在其题为 “The Effect of Using Kahoot! on 

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 of Mathematical Symbols in Higher Education ”

的研究中指出，在数学学习中使用 Kahoot 媒体是提高对数学概念，尤其是数学符

号的理解的一种解决方案。通过游戏，学生可以更轻松、更有趣地学习数学。本研

究中使用的 Kahoot 游戏通过改变游戏中提出的问题来衡量学生理解数学概念的能

力。该游戏也被用作培训过程中的一种工具。根据所提问题的难易程度，学生可在

不同时间熟悉理解概念。 

Kahoot 是一个允许教师创建可在学习过程中使用的互动测试的平台。这种实

施方式包括创建带问题的测验、使用教师的设备回答测验、提供即时结果等步骤，

使学习更有趣、互动性更强。教师可以根据学科内容创建测验，然后学生可以使用

自己的设备参与答题。这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加强对学习材料的理解。 

本研究的问题与理解和使用中文句子中的搭配词汇（即 合适 héshì 和 适合 

shìhé）的困难有关。这两个关键词在汉语句子结构中起着重要作用，使用不当会改

变句子的意思。以及 kahoot 作为一种学习媒体，用游戏的方法提高学习者的竞争

力和积极性的作用。通过 kahoot 媒体中的游戏方法，学习者可以发现汉语句子结

构中合适和不合适的成分，从而激发学习者通过 kahoot 媒体提高对这些成分的掌

握。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以解决汉语句子语境中词汇理解和使用的差异问

题。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 Kahoot 媒体中获得的学习动机，找出使用 Kahoot 在提

高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和改善对汉语句子结构中适合（Shìhé）和合适（Héshì）成分

的掌握方面的基本水平。利用 Kahoot 作为入门学习媒体包括鼓励数字化学习方式、

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和思维能力以及增强学习动机。在学习中使用 Kahoot 可以提高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投入度和参与度，从而提高他们的竞争力。当教师让学生理解

中文句子中 “合适（Héshì）”和 “适合（Shìhé）”的用法时，这一点也同样适

用。总之，使用 Kahoot 学习提高了学习质量，增强了学生的技能，使他们更能适

应工业革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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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目标可以得出结论：通过 Kahoot 媒体提高学生对汉语

成分 “适合”（Shìhé）和 “合适”（Héshì）的掌握。 

	
研究方法	

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描述性定性方法。描述性定性是定性研究中描述性研究的

术语。这类研究通常用于社会现象学 (Polit & Beck, 2009, 2014)。 

研究人员还通过在线分发问卷的方式，采用问卷数据收集技术进行了一项调

查。问卷通过谷歌表格发放给受访者，并通过 WhatsApp 消息发送。数据来源是 

2023 年 12 月 13 日（周三）在 FBS Unesa 2022 级 B 班学习汉语教育课程的学

生。在规定截止日期前填写问卷的受访者共有 21 人。通过问卷收集技术，研究人

员可以通过提供几个书面问题让受访者回答来收集数据。数据收集采用了前实验法，

这是一种仍受其他变量影响的研究(Sanjaya，2014)。 

本研究旨在描述和了解 Kahoot 数字平台在帮助学生理解和区分汉语中 “合

适 ”和 “适合 ”的正确用法方面的有效性，从而提高学习者的竞争力。本研究采

用定性研究方法，对 2022 级中文教育课程 FBS Unesa B 班的学生进行直接观察。

数据分析强调了他们对使用 Kahoot 媒体通过增加学生的竞争力来掌握合适和适合

内容的反应。希望本研究的结果能让我们深入了解 Kahoot 数字媒体在帮助学生掌

握特定“合适”和“适合”内容以及提高学生竞争力方面的有效性。 

被称为定性描述性叙事的研究方式非常重视使用深入的叙事描述来获得对现

象的透彻了解。这种方法使用文字和语言对所观察事件的性质、背景和复杂性进行

详细描述。定性描述叙述法是一种研究方法，它通过探索现象或事件的特征、背景

和复杂性，用语言对其进行解释。这种方法不使用统计数据或数字，而是强调质量

而非数量。这种方法通常应用于学术领域，通过定性分析来调查研究对象的主观方

面、独特经历的特征并对其进行研究。通过观察、文本分析和访谈等方法，研究人

员试图通过捕捉现象的复杂性、模式和潜在含义来全面理解现象。通过这种方法，

可以对可观察到的环境形成全面和解释性的理解。 

为了提高学习者在理解 “合适”和“适合”成分使用差异方面的竞争力，文

献法是本研究的主要基础。通过文献分析，本研究的重点是探索这些中文成分的教

学理论、学习情境中使用技术的相关研究，以及有关 Kahoot 作为学习工具的特点

的文献综述。 

本综述旨在为区分和应用 “合适”和“适合”设计有效的学习策略建立全面

的理论基础。通过调查相关文献，本研究将探索 Kahoot 作为学习媒介的潜力，以

促进更好地理解两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实质性差异。文献法有望为利用 Kahoot 设计

创新学习方法提供深入的理论基础，进而有望更有效地提高学生对 “合适”和“适

合”两部分的能力和理解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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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 

基于对 21 位受访者的数据分析，即通过 kahoot 媒体增强学习者的竞争性，

从而优化 “合适 ”和 “适合 ”组件的使用，得出以下结果： 

 
表格 1 

翻译图解说明: 根据您的看法，“合适”和“适合”是否需要特别关注？  

从上图可以看出，有 95.2%的受访者需要特别注意掌握 “适合 ”和 “适

当 ”这两个单词的成分，以便通过 kahoot 媒体提高学习者的竞争力。有 4.8%的

受访者没有得到特别关注。大多数受访者表示，通过学习者竞争力的手段来优化对

汉语适合和 合适成分的掌握，kahoot 媒体是正确的媒体。这当然有强有力的证据，

合适合和 合适的语法结构规则至少有 4 条，与印尼语中的对等成分 “pas”/

“sesuai ”不相称。与适合和 合适这两个词相关的 4 条语法规则可以解释如下： 

1. 合适是形容词，而适合是动词。“合适 ”前面可以加副词，如 “很适合/

非常适合”，而 “适合 ”前面不能加副词，不能写成 “很适合”（这是

错误的用法）； 

2. “合适合 ”可以是一个属性词（用来解释或说明句子，使句子更具体），

如 “合适合的工作”（适合的工作）、“合适合的机会”（确定的机会）。

适合不能是一个属性词，不能说适合的工作或适合的机会（这是不正确的

用法）； 

3. 这两个词都可以是谓语。例如这种工作对她很合适（this job suits her 

very well），这种衣服适合你的体形（this dress suits your body 

shape）； 

4. 合适成为谓语后，后面不能再加宾语（合适后面不能再加其他词），而适

合成为谓语后，后面必须有一个 “或 ”字； 

5. 后面的宾语。(适合后面还有其他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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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 

翻译图解说明: 课堂学习中竞争力的重要性如何？ 
 

从上图可以看出，有 100%的受访者回答增加课堂学习的竞争性很重要，这样

做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学生识字的基本竞争性，掌握合适合和 合适的字部件，希望学

生能发现和挖掘潜力，增加对 kahoot 数字媒体在普通话字部件中的有效性的洞察

力。语言学习可与途径、方法和技巧等术语联系起来。(Izzati & Kuswanto, 2019)，由此

产生了途径、方法和技巧这三个术语。这三个术语经常被用于语言教学领域。课堂

学习的竞争力也离不开途径、方法和技巧。通过这三个术语，学生可以在课堂学习

中提高语言掌握能力。 

 
表格 3 

翻译图解说明: 您知道 Kahoot 吗？ 

从上图可以看出，100% 的受访者已经了解 Kahoot 数字媒体。Kahoot 数字

媒体也是一种可用于评估的学习媒体，包括在线测验、考前活动、考后活动或必须

解决的问题。“Kahoot ”可以单独玩，也可以分组玩。包含测验、游戏、讨论或调

查的 Kahoot 数字媒体有助于增加学生的竞争性，从而帮助他们掌握更具体的适合

和 合适的单词成分。基于游戏的学习是有效的教学工具之一，尤其是在保持学习持

续性的动机方面 (Huang，2011)。研究者将 Kahoot 数字媒体作为一种有效和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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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媒体，用于培养学生的词汇掌握能力，以增加学生学习普通话词汇的吸引力，

尤其是合适合和 合适这两个词。Kahoot 媒体可以帮助提高学生对单词适合和 合适

的阅读兴趣，它的所有功能都可以随时随地访问。因此，有了数字媒体，Kahoot 可

以促进学生的学习过程。 

 
表格 4 

翻译图解说明: 如果知道，您认为 Kahoot 是否适合作为学习“合适”和“适合”

的媒介？ 

上图显示，95.2% 的受访者认为 kahoot 数字媒体适合学习普通话中的 “适

合 ”和 “适当 ”这两个词。只有 4.8% 的受访者认为 kahoot 数字媒体不适合学

习普通话中的 “适合 ”和 “适当 ”这两个词。这可以从大多数受访者选择 

kahoot 数字媒体作为提高掌握 “适合 ”和 “适当 ”这两个词的适当媒体得到证

明。 

根据 (Limbong et al., 2023)，边玩 kahoot 数字媒体边学习对学生大有裨

益，因为通过玩耍，学生可以在社会生活中练习沟通和谈判技巧。游戏还能训练相

互合作、协作、宽容和相互尊重。通过游戏活动可以培养的态度包括社会态度、学

会沟通、学会谈判、学会组织、尊重他人的差异以及欣赏和谐与妥协。 因此，从这

些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kahoot 媒体是一种适用于词汇学习的合适的数字媒体，因

为它具有问答、游戏和讨论的功能，还可以训练学生更好地掌握适合和适当这两个

词的更具体的成分，并增加学生的竞争性。正如 “适合 ”和 “适当 ”这两个词

的语法规则所解释的，以下规则解释了 “适合 ”和 “适当 ”这两个词的语法规

则。 

根据（中国华文教育网，注），这两个词的不同用法如下： 

1) He Shi（合适）是形容词，Shi He（适合）是动词。  

2) 在 “合适 ”前可以有程度副词，如 “很合适”，意思是非常合适。在 

“适合 ”之前不能有副词。也不能说 Hen Shi He（很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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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何适 ”可以用作属性。 

4) 这两个词都可以用作谓语。  

5) “何适 ”用作谓语后，后面不能有宾语，而 “适何 ”用作谓语后，后面

必须有宾语或其他词语。 

 

 
表格 5 

翻译图解说明: Kahoot 是否能提升学生的竞争力？ 

 

从上图可以看出，有 95.2%的受访者认为 kahoot 媒体能提高学生的竞争力，

有 4.8%的受访者认为 kahoot 媒体不能提高学生的竞争力。这可以从大多数受访者

选择 kahoot 作为提高学生竞争力的媒体中得到证明。本研究中的概念是指基于游

戏的学习，它是一种基于游戏的学习技术，有助于提高学生吸收知识的潜力和质量。

游戏式学习是一种能够帮助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解决问题、提高批判性思维和作出

判断的工具。教育设计表明，基于游戏的学习是有效的教学工具之一，特别是在保

持学习持续性的动机方面。利用 Kahoot 平台进行学习可以很好地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在竞争性学习中使用 Kahoot 平台，可以避免单独学习，参与在线协作的每

个成员都可以利用彼此的资源和技能，这意味着可以很容易地获取每个成员的信息，

评估想法，监督彼此的工作。 

如今，创建有趣的学习需要技术媒体作为学习过程中互动的中介。学习是学习资源、

教师和学生之间交流互动的过程(Rusman, 2003)。利用技术作为学习媒体，可以使

教师和学生更容易管理、传递信息，并获得不同的学习体验。在学习中使用媒体可

以激发新的欲望和兴趣，提高学习活动的积极性和刺激性，甚至对学生产生心理影

响(Hamalik, 1986)。因此，kahoot 数字媒体非常有助于提高学生掌握普通话词汇

的竞争性。 

	
结论	

从上述受访者数据的结果可以得出结论，学生在日常会话中使用 “合适 ”和 
“适合 ”这两个词时，需要加强对材料的深化和理解，尽管这两个词的意思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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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语法规则不同。在课堂学习中，学生也可以利用这两个词进行竞争。这样做很有

必要，因为它可以训练学生辨别这两个词的能力。特别是在当今时代，学生可以利

用先进的技术，将 Kahoot 数字媒体作为学习日常生活中合适和适合这两个单词的

工具。Kahoot 媒体作为学生的学习媒体有许多好处，即可以提高兴趣，支持数字一

代的学习方式。因为 Kahoot 应用程序能让学生在学习中文时更兴奋，更有动力。

对于想学习外语的学生来说，Kahoot 媒体也是一种有效、有趣且不枯燥的媒体。因

此，kahoot 数字媒体可以提高学生在课堂上学习合适和适合单词时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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