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外汉语课堂教学案例



课程概览

对外汉语教育（核心部分是对外
汉语教学,有时两者可以互称），是
一门年轻的学科。它是语言教育学
科下第二语言教育的一个分支学科，
其核心内容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
教学或对外汉语教学。



• 对外汉语教学的四大环节是什么？

• 对外汉语教学按照课型可以分为哪些？

• 按照语言要素的教学可以分为哪些？

• 语言要素的教学和各课型教学的关系是怎样的？

• 语言测试环节的重要性和作用



提纲

• 对外汉语综合课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技巧、案例分析、教案编写、
测试试卷展示

• 对外汉语口语课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技巧、案例分析、教案编写、
测试试卷展示

• 对外汉语听力课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技巧、案例分析、教案编写、
测试试卷展示

• 对外汉语汉字课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技巧、案例分析、教案编写、
测试试卷展示

• 对外汉语写作课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技巧、案例分析、教案编写、
测试试卷展示

• 新HSK汉语水平考试概况了解及样卷展示
• 教学实习：听课、准备教案、课堂教学实战练习
• 期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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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综合课教学

• 教学重点：

精读课和泛读课的课堂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

• 教学难点：将教学方法、教学技巧灵活运用到教
学实践中

• 教学方法：教师讲授，观看案例并讲评

• 教学时间：约6学时



1.讨论

• 你觉得对外汉语综合课教什么？是不是课本上的
内容所使用的时间和精力要平均分配？

• 首先来看精读课，你觉得精读课主要教什么？回
忆一下自己学习外语的经历。



2.为什么要开精读课

• a) 精读课是建立第二语言信号系统的有效手段

• b) 精读课是知识传授、接收和理解的最佳途径

• c) 精读课是学习者在头脑中编制语言网络的主要
输入源



3，精读课教什么？

• 语音

• 词汇

• 语法

• 汉字



3.1   语音教学

思考：

现代汉语的语音特点有哪些？

外国人学习汉语语音的难点可能有哪些？



3.1.1 汉语语音的特点

没有复辅音

没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节连在一起的情况，所以汉语音节

界限分明。例如：and   strict   thanks

元音占优势
音节的音乐性，老外觉得中国人说话像唱歌一样，老外绝大多

数会跳舞，但是唱歌的却没有中国这么普遍，和语言是分不开的。

有声调

声调的起伏



3.1.2    语音教学方法

• 1）辨音训练

• * 发音部位的训练 双唇、唇齿、舌尖前、舌尖中、舌尖后、
舌面音、舌根音

• * 发音方法的训练 塞音、擦音、塞擦音、鼻音、边音

• * 发音难点的训练 zh、 ch、 z、 c（高压锅的气的声音）、 j、 q

p、t、k、q、ch、c

r音（摩托车赛车手加油门的声音）

s和x（泰国、摩尔多瓦） 谢谢 西瓜 高兴

* 拼读的训练 pan ban



2）声调训练

• * 单音节声调练习 ā á ǎ à

• * 双音节声调练习

• * 变调训练

轻声：爸爸 妈妈 哥哥 姐姐

三声变调：

好吃、好人、好狠、好热

很好、你好、我很忙、我不忙

“不”的变调：不吃 不合 不渴 不要 去不去



• 看新实用汉语课本1第1-5课

了解新实用汉语课本的编排体例及语音的编排顺
序，了解综合课的听说读写并重

思考应如何进行语音教学



3.2   词汇教学

• 3.2.1 母语词汇习得和外语词汇习得的特点

思考：你语文课学习词汇跟你外语课学习词汇有什么不同，
老师的教法一样吗？你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

* 自然环境与人为环境
* 长期与速成
* 概念与词语的对应和两个第二信号系统之间的转换



3.2.2  词汇教学的原则

• 讨论：

有的老师教生词的时候，常常直接告诉学生：
“幸福”就是“happy”,然后就继续教下个生词，
你觉得怎么样？

• Happy new year.     Happy birthday. 

• So happy to see you.

• I feel very happy today.



• 词汇教学应遵循如下的原则

• > 实践性原则：精讲多练，以学生为中心，改变教师满堂灌的现象。
“精讲活练”（不要一味地机械性死练，要切忌出现教师一个人讲的
情况，自始至终都要调动学生参与）

• > 深入浅出原则：避免照搬词典注解的做法，尽量使用简明的语
言讲授词语。根据词语的特点选择不同的方式。

• > 交际性原则。词汇教学和词汇练习都应该突出交际。可以采用教
具，实物。又比如解释生词使用的例句和帮助学生练习生词设计的情
景，都要注意常用性和真实性。



3.2.3    词汇教学的方法
• * 直接法 直观如实物、颜色、动作、

• * 情景法 你家有几口人？你家在哪里？

• * 类聚法 可以是同义词群、近义词群或类属词群

• * 联想法（本义引申释词、文化典故释词、文字结构释词）
如：保留，新房、矛盾， “心”作为偏旁部首

学习下雨，可联想刮风、水灾、干旱、担心、春游、凉快等

• * 翻译法 有时使用，但要通过大量的例句避免误导

• * 比较法 对近义词、反义词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发现异同，中高级阶段要多用
“花、打”的几个义项 一点儿、有点儿

• * 搭配法 适用无法解释但必须搭配在一起的，如量词



• 3.2.4 词汇教学的常用顺序

• 第一步 展示和释义

• 第二步 讲解

• 第三步 操练



• 第一步：展示和释义

• 1 生词展示的顺序：不一定按生词表顺序教授生
词，把本课的生词作为一个整体处理，也是可以
的。要注意根据课文生词的特点。
a) 按照生词的偏旁部首排列
b) 按照词类或某些小类安排。（桌子椅子书架
这样的课文，可以按照量词归类）
c) 按照语义场排列（天气有关的课文）（教完生
词后，当场复习，也可利用这样的语义场，先教
师提问，以后学生根据语义场做成段表达）



• 2 生词展示和释义的方法：展示和释义常常结合在一起进
行

• 思考：下面这些例子分别使用了前面的哪些方法？
a) 用实物动作，图片图画展示（形象性较强的生词）
（直观，而且学生可以表演）（画简图）
i. 实物（文具，水果，）（教“钱”“钱的计算”）
ii. 画示意图：大、小； 高、矮
iii. 看、看见；水：深、浅
iv. 利用动作：打，扫，哭，笑
v. 衣服颜色：深、浅（指着班上的同学衣服问：深蓝、
浅蓝）



• b) 用卡片展示生词：对初级班或者西方人班；不
仅教学时候可用，复习也可用
i. 西方人：帮助学习生词
ii. 初级班：一面汉字，一面图画和拼音
c) 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类推：学了“天”（今
天，明天等）类推“今年，明年”等



• d) 设计情景释义

• i. 满意（做动作披阅作业，作出满意的样子，以后说
“这是„的作业，老师对他的作业很满意”，说的时候强
调“满意”；以后写一个难看的
汉字，摇摇头，擦掉，问学生“老师为什么擦这个汉字”，
学生回答“老师对自己写的字不满意”）
ii. 介绍（老师自我介绍：我姓刘，教你们阅读。以后跳
出情景解释：老师在介绍自己。以后让三个人上来，一个
人介绍那两个人认识，其他同学根据这个情景用“介绍”
说话）



• e) 用近义词反义词释义（借、还；快乐、愉快；胖、瘦）
f) 通过提问总结的方式释义：练习“了解”
i. 老师问学生：你认识某某学生吗？认识。你知道他喜欢什么运动
吗？不知道。老师总结：你认识他，但是不了解他。
ii. 你知道某某事情吗？知道。你知道为什么这样吗？知道。（不但
知道这件事情，而且了解事情发生的原因）不知道（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不了解事情发生的原因）
g) 利用上下文解释：有的生词，教生词时只是正音，不解释意义用
法，到学课文的时候再解释。
h) 用学过的语素释义：失去（要解释“失”的意义，便于以后学生
学习“失学失望”）
i) 用学生母语解释：能少用尽量少用，注意指出母语和汉语在语义
上不存在一对一的关系。



• 第二步 讲解

• 初级阶段：帮助学生掌握常用词语的主要意思和
主要用法，不要遍地开花，分散重点。
（1）词义解释方面： 集中讲解课文意义，不要

急于讲解别的义项（比如“收拾”，只要集中讲
解和课文有关的“打扫”意义，不要去解释“你
不听话，我让爸爸来收拾你”“敌人全部叫我们
收拾了”）



• （2）词语用法介绍
a) 句法功能：
讨论：下面两种方法，哪种好，为什么？
方法1：老师问“形容一个地方人多，气氛热烈。比如街
上很热闹/商店很热闹/晚会很热闹”
方法2：老师：你们说兰州/北京什么地方很热闹？学生回
答。老师：很好。我们还可以说某某路是一个非常热闹的
地方。还有，上个星期他的生日晚会开得怎么样？学生：
开得很热闹。



• 方法2比1好。1全部都是作谓语的情况。2重视语

境，而且多样化。教师不需要讲出术语，却已经
帮助学生练习了“热闹”的谓语定语和补语的用
法。另外，表面上看，后者用的时间多，但是由
于这是师生双方共同的活动，教师讲的其实不多，
学生一直参与其中，收到的效果要好得多。



• b) 使用范围：
讨论：“热情”和“热烈”有什么区别
热情只能用于表示对人的态度，热烈多用于充满
强烈感情色彩的场面，常用“热烈欢迎”。这样
的差别一定要让学生知道。但是上课的时候不要
打出现深奥的词语或者大讲概念术语。教学时要
善于用例子让学生来体会差别。



• c) 搭配功能：
讨论：“参观、访问”都是“visit”，一样吗？
参观（实地观察，不能与人的名词直接用）访问
（有目的的去看望，交谈，有礼仪的正规活动）
上课时不必讲这些概念，通过举例，讲练词语来
让学生学会词语的用法。
i. 参观+学校/展览/亿元/工厂
ii. 访问+老师/大学/中国



• d) 感情色彩：
讨论：“一点儿”和“有点儿”都可以跟形容词用，意思
一样吗？
有点儿搭配的词语都是贬义的（本身是贬义词，或者不+
褒义词）
e) 离合词的使用规律：见面/结婚/散步/睡觉/帮忙

f) 适度扩展：节日（扩展“节”，但是不要扩展“节约
节省”）反义词扩展



• 思考：你觉得初级阶段和中高级教生词有什么不同？
• 提示：中高级阶段可以不同

（1） 词义解释：可以有选择地讲一些别的义项
（2） 词语用法：和初级类似，但是增加用法的广度和难度
a) 例句体现词语用法的多样化。“倒霉”（倒霉的人/真倒霉/倒大霉/
这倒霉的笔）；“宣布”（动词+宣布/宣布+动词/宣布+宾语/状语+宣
布/宣布+补语/宣布+中心语）
b) 注意感情色彩：动不动/透顶+贬义词
c) 文化 比如中国人习惯说话声音大，外国人点自己的餐、用刀叉，舔干净手指上的
食物、干杯随意等

d) 语体：书面语/口语 择偶/找对象、吝啬/小气、妻子/太太
e) 音节的搭配：买米，购买物品， *买物品偷钱，偷窃财物，*偷窃钱



• （3） 词语扩展
a) 语素：亲笔：亲手/亲口/亲身/亲自
b) 构词法（前缀后缀）：可爱，可恨 做这类活动

要注意启发和学生一起互动，让学生参与解释，
不要让教师一人满堂灌。



• 第三步 操练
1) 朗读
2) 给情景，让学生说生词（最好打乱次序）（要是发现你
的钥匙丢了，你怎么说？糟糕）（如果你们每个人都学习
努力，我们还可以说大家怎么样？刻苦）（细心的反义词
是？粗心）（我病了，别的人来看我，他们怎么样？关心
我）（小明常常帮助别人，所以大家都愿意跟他？来往）
（我不懂刻苦的意思，他告诉我，这是？解释）（我几天
以后去美国。学生“不久以后去美国”）



• 3) 听写：含有生词的句子和词语。
4) 课堂上给情景造句，课后作业可以自由发挥。
练习“应该”（妈妈觉得孩子的字写得不够清楚，
他会怎么说？应该把字写清楚）（小王借了别人
的东西没有还，你认为？借了别人的东西应该还）
（明天要考试，你认为？应该复习）
5) 设计交际表演，规定用某些词语。
6) 复述课文，用规定的词语。





• 词语练习的最终目的：通过词语的练习，让学习
者在语境中恰当地运用句子。

• 词语练习的主要方法总结：朗读、搭配、扩展、
替换、选择、辨析、释义、造句等



• 看新实用汉语课本1第7课及课本2第15课思考词
汇讲解方法

• 观看北京语言大学示范课词汇讲解录像



3.3  语法教学

• 3.3.1语法教学的方法

• * 图示法：表格、示意图、符号，见新实用汉语课本第15课语法

部分 如来去、今天、东南西北

• * 演绎法（规——例法）运用知识正面、反面、类比同化

* 归纳法（例——规法）新实用15课语法“了”（肯否疑）

• * 对比法（外部对比、内部对比）
* 归类法（结构归类、功能归类）参看新实用26课语法
及练习4会话练习



对比法举例：

连动句：They came to help me.

I haven’t had a chance to read my letters yet.

正/正在 The children are all sitting on the chair.

The chimney is smoking.

他去学校学习。 他洗脸刷牙。



• 3.3.2 语法的练习
从机械性训练入手，以后是半交际性的练习。
机械性练习：机械性训练方法：重复（朗读）、
替换
什么是半交际性练习：回答问题、完成句子、按
照你的意思用规定的句型说出来。



• （1）第一步：机械性练习
a. 重复（朗读）
b. 扩展
举例：
你做什么？
你跟谁一起看电视？
你在哪里跟他一起看电视？
你什么时候跟他一起看电视？
c. 替换练习
d. 句型转换：主动句转成被动句，但是要注意设计的问题。
因为语用不一样



• （2）半交际性的练习
a. 问答（要求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
b. 雪生回答问题；举例：用“喜欢”提问
c. 学生之间互相问答
d. 联系实际：有的课文有关于找对象的内容（课文中的问
题可能只是针对课文的）。你可以问：你有对象吗？你希
望的对象是怎么样的？……学生会感到有话可以说。学生
之间也会开玩笑。
e. 要注意灵活提问。比如“帮助”：你帮助过别人吗？没
有；-->别人帮助过你吗？
f. 避免冷场—追加式提问：-你喜欢滑冰吗？-喜欢。-你喜
欢游泳吗？-喜欢。-为什么喜欢？-……



• g. 按照要求完成句子或者扩展句子。可以采用给
情景用规定词语说句子或完成句子的方法。比如：
看样子（天气好像不好„„，他好像身体不
好„„）
h. 利用图片照片：老师取出图片（简单趋向补
语），逐个出示，学生说（例见下页）





• i. 利用课堂的情景：让学生出来，进去

• j. 利用动作：练习把字句：老师每做一个动作，学生说句子。
举例
老师把笔放在桌子上
老师对学生说“这本书送给你”
老师擦黑板
老师关门

• k 情景造句：（把/被）
举例：
妈妈煮好了饭菜，出门前她告诉你等一会儿热一下就可以吃了。怎么
说？
他昨天借了你的自行车，结果丢了，我问你“今天为什么不骑
车？”„„



（3）交际性（任务型）的练习
* 设置情景；注意“信息落差”
* 角色扮演，教师在旁边指导

• 例1：两个人分别拿两张纸片，上面的内容分别是同一个
人的不同情况。互相问答。
例2：拿两张卡片，一张是要买的货物，另外一张是现有
的货物情况。这样的练习能够避免学生随便说的情况。
例3：老师问第一个学生“你叫什么名字？”然后去问第
二个学生“他叫什么名字”。可能他也不知道，于是两个
人开始问答。-->这种方法对大班比较合适。



• * 设计游戏：
例子1：人+地点+动作 游戏
例子2：猜老师的年龄（一方面学习了年龄的表达，

另外一方面告诉学生在中国年龄不是一个忌讳，
是可以讨论的。）



活动

• 观看阅读课汉语教学的视频

• 看教案

• 看精读课测试试卷



• 作业：依据给出的课文编写教案(新实用汉语课本
1、2任选一课)周末确定自己要写的内容并打印，
周一两节课课上写教案

周二分组进行说课训练,本组优胜者将参加后面的
教学实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