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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汉语基础教程（上）》课程教学设计及分析 
孙惠琳 

(云南昆明师范大学  650500) 

1. 教学对象及其汉语水平 

教学对象为初中二年级三个班的泰国学生，年龄为 13 至 14 岁。

性格普遍活泼好动，对汉语课有很强的好奇心，汉语水平为掌握汉

语拼音和简单的课堂用语，能够听懂教师的指令。 

2. 选用教材 

教材为《体验汉语基础教程(上)》姜丽萍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出版，适合初学汉语的二语习得者使用的对外汉语教材。 

3. 课型 

综合课（听说读写） 

4. 课程教学时间（一学期）安排 

一共 18 周，每周三节课，一节课 60 分钟。 

5. 课程目标 

(一)知识目标： 

1、学习者能掌握 500 个左右的汉语交际常用词。 

2、学习者能认读书写 100 个左右常用汉字，通过每一课中汉

字学习环节和对汉字笔画顺序进行的演示， 学习者对汉字笔画有

整体的了解，更具规范性，增强学生对汉字的书写和认读能力。  

3、学习者能掌握 103 个语法项目，对每一个语法项目都能在

恰当场景中表达其基本意义，出错率不超过 5%。 

4、学习者能就 23 个话题进行简单交流和表达。 

（二）技能目标： 

学习者能够能够熟练地对生活交际、文化习俗、家庭生活、社

会活动和教育学习五类话题进行交流对话。 

（三）情感目标： 

1、学习者愿意用汉语进行沟通和表达，了解体验并遵守汉语

交际的基本礼貌用语和基本礼仪。 

2、学习者对汉语、中国文化产生极大的兴趣，积极参加各种

相关活动。 

3、学习者能清晰流利地谈论生活交际、文化习俗、家庭生活、

社会活动和教育学习各种话题，能表达自己的想法观点，形成用汉

语就熟悉话题与他人进行交际能力。 

六、课程内容的选择和组织 

(一)课程内容的选择 

1、生词大纲： 

单课数 汉字 单课数 汉字 单课数 汉字 

第 1 课 十、人、王 第 9 课 心、这、地、远 第 17 课 和、种、租、起 

第 2 课 八、六、五、马 第 10 课 买、奶、怎、给 第 18 课 冰、凉、病、疼 

第 3 课 女、九、七、不 第 11 课 词、家、请 第 19 课 对、难、眼、睛 

第 4 课 小、四、们、门、吗 第 12 课 没、点、字、家 第 20 课 带、常、聊、取 

第 5 课 手、多、机、间 第 13 课 饭、菜、饺 第 21 课 朋、服、音、意 

第 6 课 都、护、么、妈 第 14 课 国、图、很、得 第 22 课 辅、输、快、懂 

第 7 课 我、很、昨、明 第 15 课 都、院、等、签 第 23 课 教、数、预、题 

第 8 课 飞、出、现、到、国 第 16 课 空、要、票 第 24 课 多、名、跟、路 

2、语法和话题大纲： 

 单课数 语法点  话题 

第 1 课 “你好”“您” 形容词谓语句 问候（1） 

第 2 课 用“吗”的问句；副词“很”、“也”、“都” 问候（2） 

第 3 课 用“什么”的问句；用“呢”的省略句；中国人的姓与名；“您贵姓” 问姓名 

第 4 课 用“哪”的问句；“是”字句；用“谁”的问句； 问国籍 

第 5 课 用“哪儿”的问句；数字的读法；结构助词“的” 问住址 

第 6 课 “有”字句；“几”和“多少”；介词“在”；“二”和“两”的用法；没有疑问词的问句； 问家庭 

第 7 课 11—99 的读法；年、月、日、星期的表示法；属相；名词谓语句；“吧” 问日期 

第 8 课 时间词作状语；“哎呀”；钟点表示法； 问时间 

第 9 课 用“怎么”的问句；“房间”、“层”、“楼” 表示法；介词“离”、“从”、“往”；“你知道……吗” 问路 

第 10 课 认识人民币；钱数的读法；副词“还”；数量词组；“给”/“找”+双宾语 买食品 

第 11 课 能愿动词“想”和“要”；用“怎么”的问句；正反疑问句；“多”表示概数 买学习用品 

第 12 课 “有（一)点儿”和“一点儿”；“的”字结构；“多+adj.”的问句；能愿动词“可以”和“能”；

选择问句“……还是……” 

买衣服 

第 13 课 用“……呢”的省略问句；动词、动词短语做定语；能愿动词“会”“太+……了” 去食堂 

第 14 课 连动词；“几”表示概数；能愿动词“得”；“对了”；介词“替”； 去图书馆 

第 15 课 汇率；动词+“一下儿”；动词重叠；“先生”、“小姐”、“师傅；”数字“百”、“千”、“万”；“有”

字句 

去银行 

第 16 课 动词+“了”；“第”表示序数；“什么样”；“哪”+量词+（名词） 去邮局 

第 17 课 反问句“不是……吗”；“一室一厅一卫”；“是”表示存在；动词重叠；方位词+“边” 租房子 

第 18 课 语气助词“了”；能愿动词“应该”；离合动词；主谓谓语句 看病 

第 19 课 口语表达中的主语省略；副词“再”；“……跟……一样/不一样”；“别……了” 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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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课 状态补语；“哪里！”；这么、那么；“死”作结果补语；“越来越” 谈汉语学习 

第 21 课 表示方位词的词“里”；结果补语；“错”作结果补语；“好”作结果补语；动词“到”作结果补

语 

谈学习生活 

 第 22 课 时量补语；“从……到……”；“就”和“才” 谈学习方法 

第 23 课 “该……了”；简单趋向补语；“好好儿”；表示方位词“上”；“上”、“在”、“给”作结果补语；

“把”字句 

上课 

第 24 课 “一边……一边……”；“比”字句“A 比 B……”；“A 有 B 这么/那么……”表示比较；“A 不如

B”表示比较；“比”字句中的补语 

考试 

（二）课程的组织 

1、确定课程组织的中心要素 

《体验汉语基础教程 I》课程以话题为汉语课程的中心组织要

素，即以话题为主线来组织汉语课程内容，其他一切围绕话题来进

行。具体见前面的话题大纲。 

2、对课程内容进行切分 

教材《体验汉语基础教程 I》，课程内容为该教材上册全部内容

共 24 课。 每一课中有两个部分，每个部分有一篇与章节题目相关

的课文，并且两个部分的内容都是按照“词语、课文、注释、句型

操练、趁热打铁”的结构构成，在此之后是整个单元的活动部分，

包括“词语扩展”、“听与说”、“汉字”和“读与写”等板块，用来

巩固基础知识。该套教材是一套任务型视角下的初级汉语课本，教

材内容以功能为主，注重功能与结构相结合，可以丰富老师在教学

活动中的教学设计和教学操作，很好地形成师生互动的教学模式和

生生互动的学习模式。 

3、排列结构单位 

《体验汉语基础教程》课程内容单位的排列遵循从易到难、从

简单到复杂的原则。 

4、具体“课”的组织： 

教学目标 句子 

词语 

课文一 

 

第一部分 

（课文）注释 

句型操练 （口语练习） 

“趁热打铁” 

词语  

课文二 

 

第二部分 

（课文）注释 

句型操练 （口语练习） 

“趁热打铁” 

 词语扩展 

听与说 

汉字 

课后练习 

读与写 

《体验汉语基础教程》以话题为主线，每课一个话题，按知识

和技能的不同 

组合方式，以板块形式来设计活动，并把重点语言项目渗透到

各个教学板块中，以保证学习者切实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

练。 

七、课程实施 
（一）教学过程的设计 

1、组织教学（1 分钟） 

2、复习检查，检查并讲解作业，根据图片复述前课课文。（5

分钟） 

3、新课导入，根据课文话题灵活运用图片法、情景法、提问

法导入新课。（2 分钟） 

4、词汇讲练（10 分钟） 

（1）通过领读词语表上的词汇,简单呈现词汇的音形义； 

（2）在“呈现意义”阶段,可以利用词语表和图片进行教学； 

（3）在“呈现用法”方面,需要回归到课文的情境中,例如功能

句(在文中进行了标注)学习词汇的用法； 

（4）通过句型操练、选词填空进行操练； 

（5）在“巩固运用”阶段结合话题进行词语扩展的学习和运

用。 

5、课文讲解（15 分钟） 

（1）利用题目和情境导入课文主题； 

（2）利用拼音朗读课文； 

（3）把功能句放入课文中,利用上下文进行语篇分析和课文复

述;； 

（4）利用”趁热打铁”练习进行检测； 

（5）加强理解和记忆课文。 

6、语法讲解（10 分钟） 

（1)通过浏览正文,锁定要教的语言点； 

（2）根据语言点的讲解来理解语法点的意义和用法,泰语解释

清晰,结合例句； 

（3）根据课后针对性练习进行巩固和运用。  

7、巩固练习（15 分钟） 

 练习: “句型操练” “趁热打铁”； 

听与说的练习: “看图回答问题” “双人练习” “根据情境

作出回答” 

双字练习: “汉字笔画”“汉字笔顺”“汉字偏旁”“汉字组合”

“汉字练习”。 

读与写的练习: “把括号里的词填入适当位置” “选词填空” 

“选择适当的问句或答句” “填写并完成对话”“汉字练习”“语

音练习”“朗读课文”。 

（三） 小结（2 分钟） 

总结本节课学的语法点和句型。 

（四） 布置作业（2 分钟） 

口头作业和书面作业 

（二）教学方法和手段的设计 

（一） 教学手段 

黑板、粉笔、实物、图片、卡片、多媒体等。 

2、教学方法 

（1）情景教学法创设相关情景,运用多媒体、图片、视频、音

频进行教学。利用真人对话情景进行教学，利用图片进行教学。 

（2）交际法，通过学习功能句,完成教学目标,完成话题的学习，

设置场景和人物和话题有密切的关系，来讲解课文。 

（3）讲解语法可以采用归纳法和演绎法相结合。 

（4）讲解练习部分可以采用任务法、活动法、朗读法、填空

法、替换练习法、转换句型法、交际性练习法,书写法等。 

（5）讲解汉字部分可以采用“语和文先分后合，语文并进”

的方法。 

（6）讲解词汇部分可以采用翻译法、情景法、搭配法、直接

法、比较法。 

（三）教学活动的设计 

齐读、跟读、复述、讲述、拍苍蝇、角色扮演、小组活动等 。 

（四）教学环境的设计 

 教学设施齐全,配有电脑和投影仪多媒体设施,有实物教具和 

（下转第 1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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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图。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较高,但是课堂纪律难以控制。学生学习习

惯不好,比较散漫随意。 

八、课程评价 

《体验汉语基础教程》是国家汉办规划教材,是《国际汉语教学

通用课程大 纲》、《新 HSK 考试大纲》和《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

级大纲》有机融合在一起的,适合于外国留学生以及广大海外汉语学

习者的对外汉语系列教材。 

（三）梁宇(2009)在《评〈体验汉语基础教程》系列教材》一

文中指出了该系列教材的编写特点:强化实用、优化语法结构、导入

情境(词语和句型教学的生命力)、“练”与“做” (由知识到运用能

力的内在转化)、认写分流、配套齐全。 

（四）《从教学法的角度对<博雅汉语·初级起步篇>和<体验

汉语基础教程>的考察分析》认为,教材体例清晰,便于教师对教材的

选择和使用。同时,体例的设置向使用者传递了很多编写理念:以功

能为纲、重视语言的使用、重视句型的作用、听说先行等。对话形

式统一、简单易懂的特点非常适合初级汉语综合课的教学对象,有利

于对语言材料的学习和掌握。 

3、《对外汉语教材<体验汉语基础教程>考察》一文中，作者邵

中荣认为该课程交际实用性强，语法的讲解方式创新性 ，“学” 

“练” “做”结合性。 

（1） 课程教学设计分析 

由于泰国学生的共同特点是活泼好动,但是学习注意力难以集

中,所以要开展汉语教学如果只按照传统的照本宣科进行讲授,效果

会很不好,学生没有学习热情,只是机械性的背、记知识点,但是根本

没有掌握知识点。在教学设计上多组织活动，在教学中采用情景法、

交际法、任务法等教学方法，提高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

课堂上以学习者为中心，创设具体的话题情景，让学生在一定的情

境下体验语言，在交流中获取知识和技能。  

让学生在 18 周的学习中，不仅学会一百多个语法点，二十多

个话题，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敢于乐于说汉语，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

有一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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