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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与应用

浅谈综合教学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以中泰文化为例

葛丹丹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文化差异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难点源头之一，本文围绕

中泰文化差异，探究综合教学法在汉语教学中的应用，通过视听法、

交际法、听说法的综合运用，多角度引导汉语学习者理解汉语内

蕴的文化背景。立足应用场景，实现对汉语的实践教学，并培养

学生的个性化汉语应用能力，促进学生从个体角度，深入地理解

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人，从而更好地学习和运用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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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对外汉语是我国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也是我国国际交流的

重要途径，一直以来对外汉语教学深受学界的关注。伴随着我国

教育事业的发展，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也逐渐丰富。多数学

者认为，文化环境是对外汉语的基础，语言的教学始终不能脱离

文化背景，因此在对外汉语的教学中，应融入对文化差异的梳理。

如唐智芳（2012）认为在语言教学中，应当加强文化的包容性，

通过对话的方式，引导学生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文化观点进行理解。

周小兵（1996）认为应当加强中国传统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的融

合，突出历时文化和共时文化、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交际文化

和知识文化、词语文化和非词语文化的融合。此外，也有学者认

为应当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增强学生的对外交流沟通，搭建开放

化的学习平台。如蔡晓芳（2017）认为应融入网络直播、VR 等新

媒体拓宽学生的视野。杨夏（2014）搭建了微信汉语学习平台，

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实现对外汉语的多元学习，丰富学生的学习途

径。在教学方法方面，学者们针对对外汉语的教学内容，提出了

语块构建教学、利用影视作品开展对外汉语教学等措施。如王文

龙（2013）构建了“核心语块”及“扩展语块”的“对外汉语初

级阶段语块项目表”。高静丽（2014）提出通过观看具有中国文

化的影视作品以增强学生对汉语的理解和应用能力，提高学生对

中国文化的认知水平。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水平的提升，教学方法越来越丰富，但是

目前少有研究综合教学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本文以此为

切入点，围绕中泰文化探究对外汉语的教学方法，具有一定的创

新性和研究价值。

二、中泰文化背景下对外汉语教学的特点

受到历史渊源的影响，中泰文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但是

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不同的文化影响下，对外汉语的学习者

不仅要面临语言差异，要实现对汉语的灵活运用，就要深入了解

中国文化。在语言学习方面，汉语和泰语在一些实际的交际场景

中又往往存在着歧义，汉语和泰语的直译会造成语义的歪曲。同

时汉语和泰语在发音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其发音方式以及

发音结构都完全不同，学生在学习汉语时，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

发音方式，适应汉语的发音习惯，才能够培养流利的汉语能力。

因此，在中泰文化背景的差异下，脱离了文化背景的汉语学

习无法达到良好的交流效果。泰国学生学习汉语，不仅要学习汉

语的基本语言知识，同时也要以语言为基础，走进中国文化，了

解中国社会。在教学中，教师需要融入更加丰富的教学资源，拓

宽学生的视野，增加教学手段，使其在以文化的共通和理解为基础，

开展灵活的对外汉语学习，才能实现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综合教学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方式

综合教学法是指利用多种教学手段进行融合教学的一种理念，

它并不具体指向某几种教学方法的组合，而是强调了多元教学的

理念，主张利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实现多角度、全方位的教学。

而在中泰文化背景下的对外汉语教学中，综合教学法恰恰能够满

足中泰对外汉语在“丰富教学资源、拓宽学生视野”方面的要求。

不同教学手段的结合为学生提供了更多了解汉语的途径，进而实

现文化、语法、情景等不同视角的汉语学习。

（一）综合教学法的选择

从对外汉语的应用角度来看，在中泰文化背景的差异下，学

习对外汉语，主要分为三个阶段。首先，需要学生掌握基本的语

言知识（语法、结构、字词等）；其次，需要学生掌握语言的应

用场景，了解不同场景下语义和情感；最后，将语言的学习转化

为对人与社会的认知，通过汉语的应用，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以及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和生活观念。对此，为了实现这三个层

次的学习，应采用如下教学方法：

1. 听说法

通过听说训练，帮助学生熟悉汉语的正确发音，提高学生对

汉语的接受和转化能力，能够形成较好的语言通达，培养学生语

义记忆、词汇表征、语义选择的能力。在听说法中，教师应当加

强“听的多元化”和“说的自主化”两方面训练。“听的多元化”

是指为学生提供不同环境、不同情绪、不同性别年龄的汉语表达，

促进学生适应不同语速、语调，以及了解相同语句词汇在不同场景、

情绪、人群中具有的差异性。“说的自主化”是指要鼓励学生多

说多练，形成学生个性化的汉语表达。汉语的表达并不是唯一的，

不同的人其表达习惯不同，语言节奏不同，表达逻辑也不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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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教学中，也不应该为学生设定过多的标准，在合理的范围内

实现语言表达的自主化，不仅有利于学生结合个人学情更好地开

展学习，也有利于学生形成独特的个人语言风格。

2. 视听法

耳朵与眼睛是人类获取信息的两大通道，在学习语言的过程

中，需要充分调动耳与眼的功能。同时考虑中泰文化的差异正是

通过语言的环境而体现的，因此可采用视听法开展对外汉语的教

学。在教学中利用影视片段、生活视频等资源，让学生沉浸于某

种交流情景，通过视觉的刺激来深度领悟汉语的含义。

3. 交际法

交际是对外汉语学习的最终目的，也是对外汉语学习的重要

途径。在不断交流中，学生才能实现对汉语的深刻理解，才能通

过信息的接受和输出，来不断调整对汉语的应用方式。对此，教

师在开展对外汉语的教学中，应当采用交际法，通过小组交流、

线上交流等形式，加强学生的语言使用训练，形成以学生为主角

的场景化教育。

（二） 综合教学法的应用

实现中泰文化差异下的对外汉语综合教学，需要利用合理的

方式，将听说法、视听法和交际法进行有机融合。随着教学的深

入，形成不同教学方法的联动，进而促进学生多元感知汉语魅力，

充分掌握汉语使用方法。

1. 开放教学，自主学习

在教学中，教师应当摒弃传统的“讲台式”教学方法，除了

传授基础知识（语法、词语等）外，给予学生充足的自主学习空

间。教师转化角色，由领导者成为学生学习的辅助工具。教师通

过搭建良好的语言环境和学习空间的方式，让学生在特定的主题

或环境中开展自主学习。在环境的搭建中，教师以听说法为导引，

给予学生一定的基础训练和启示，并设定学习目标和任务。其后

利用视听法，引导学生发散思维，立足自身学习，通过借鉴影像

片段中的语言，尝试独立解决学习任务。最后，在交际法中，将

思考结果和学习成果应用于实践，再通过实践反馈学习成果，配

合教师的指导，矫正学习成果。

比如，在“点餐”的主题汉语教学中，教师可以首先通过听说法，

带领学生学习点餐的常见用语，经过反复训练，使学生掌握“您好，

请帮我点一份麻婆豆腐；你们这里有没有饺子；这道菜可以少放

辣椒吗”等点餐用语。然后教师可利用视听法，为学生播放几个

简单的点餐影视片段，要求学生进行模仿学习。最后教师设定同

学会聚餐的场景，邀请多位同学扮演聚餐角色，进行场景模拟，

并由教师扮演服务员为“聚餐”的同学进行服务。

2. 利用线上，拓宽资源

为了实现良好的综合教学效果，除了课堂教学外，教师还应

当充分利用线上平台，为学生提供多元的学习途径。教师应当明确，

课堂只是对外汉语学习的起点，其作用是引导学生走入真实的汉

语社会情景中。对此教师应开发教学平台，利用微信、微博甚至

直播等方式，让学生可自由发挥个人的能动性。在广阔的线上交

流平台中，自主选择视听法、交际法、听说法来开展学习，而不

是通过教师的限定或通过教学设计，来固定几种教学方法的使用。

如教师可要求学生通过抖音关注一位国内主播，并要求学生在主

播直播期间，与该主播进行互动，进而训练学生的汉语应用能力；

也可要求学生注册微博，参与微博话题的探讨。

四、结语

对外汉语教学涉及文化认知、语言应用、基础知识等不同方

面的学习，它并不是单纯的语言知识讲解，更需要教师利用丰富

的教学平台和多元的教学手段，令学生走进汉语的世界。因此，

综合教学法的应用是汉语教学目的的直观呈现，也是对外汉语教

学的基本要求。在教学中，除了综合教学法外，教师还应当加强

对教学资源的拓展，在学校资源的基础上，引入更加丰富的社会

资源，因为社会生活才是汉语应用的真正场景，也是汉语学习的

最优环境与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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