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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级对外汉语课堂游戏教学法应用研究 
文安东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摘要：游戏教学法的运用挣脱了传统对外汉语教学法的束缚，打破了传统课堂枯燥沉闷的气氛。在初中级对外汉语课堂中适当

地应用游戏法开展教学，不仅可以更快地激发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也可以更为多样化地进行语言点操练。本文主要从初中级不同

教学内容出发进行游戏化设计并具体举例，力求对初中级对外汉语课堂提出一些应用建议。 

关键词：游戏教学法；对外汉语课堂；初中级汉语教学；教学设计 

 

一、游戏教学法的基本概念 

1.游戏教学法的定义 

游戏教学法，就是在课堂中用游戏的方式进行教学，使学生在

轻松欢愉的游戏活动中掌握所学知识。简单来说，游戏教学法就是

教师在教学中经过针对性的设计，把“游戏”与“教学”巧妙地进

行结合，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2.游戏教学法的理论依据 

游戏教学法的理论依据是建构主义理论，建构主义理论认为，

学习应该处于丰富的情境中，其要求的学习环境主要由情景、对话、

合作等要素构成，情景作用于人的感官，产生心智活动和社会情景。

如果没有言语情景，词就失去了本身的意义，句子和言语只有在具

体的言语情景中才能体现它的意义，实现它的功能。 

对外汉语汉语教学的根本就是要通过各种社会情景的理解来

掌握汉语所包含的意义以达到运用语言的交际目的。游戏教学法就

是情景教学法的一种，可以创造积极主动、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气

氛，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发展和培

养学生的智力与语言能力。 

二、游戏教学法的作用 

2.1 活跃课堂氛围 

传统的教学法“教师传授，学生学习”会让课堂枯燥无味，学

生也没有兴趣再学下去。但是如果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具有趣味

性的游戏，这种沉闷枯燥的课堂气氛也会改变。在课堂中适当的游

戏可以活跃课堂气氛，也能够激发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缓解学生

上课时的焦虑和紧张的情绪，提高学生的学习汉语的效率。通过游

戏来感知汉语的魅力，在游戏中掌握汉语知识。 

2.2 实现语境交际，学以致用 

课堂游戏的进行需要有角色和交际语用背景，课堂游戏应再现

生活，游戏的内容要与学习者现实生活相关。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

游戏时，不仅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而且也引导了学生对所学知识

的理解。在生活中如果遇到类似情景，学生就可以模仿情景进行交

际。 

2.3 促进师生间交流和沟通 

一般来说，一个好的课堂游戏是离不开趣味性和效率的。教师

在引导学生进行游戏在一定程度上给老师和学生创造了高效率的

互动性。通过游戏教学，不仅促进了师生和生生思维互动，而且也

让学生从被动的接受者转为积极的学习者。 

三、初中级对外汉语课堂游戏教学设计 

3.1 初级对外汉语语音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撕纸条词汇复习 

做法：课前教师将准备好一些小纸条，依次发给学生，然后带

全班复习主要的生字，复习内容为比赛内容，如可选定“搬家、邻

居、风景、但是、忽然、重要”等 6 个词进行范围设定，然后学生

可以在纸条上按照任意顺序依次写上所复习的所有生词，并进行从

一到六的编号，这样保证词语顺序的随机性。接下来，老师可选定

某一位同学开始对自己手中纸条的首词或尾词进行造句，造句成功

后即可撕下该词。 

说明：比如某位同学第一个词写了“邻居”并完成造句，那么

即可撕下第一个词，同时，其余手中有纸条的同学如果首尾词也出

现“邻居”也可以将改词撕下并造句，然后第二位同学继续依次选

择，直到有一位同学完全撕完手中的词汇，即完成词汇复习造句，

即可获胜。 

目的：让学生复习词汇并进行造句的过程中考验了识字和造句

能力，整个过程老师可以灵活通过词汇数量控制时间，游戏过程中

学生注意力也会非常集中，教学效果良好。 

3.2 中级对外汉语词汇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趣味汉字演出来 

做法：课前教师先将学生进行时代分组，每组分别派学生进行

比赛。一位同学需要再规定时间内根据课件出现的汉字笔画或结构

用动作将汉字表演出来，另一位同学则负责猜，并尽量快速地写在

黑板上。 

说明：在进行游戏用字的选择时，教师可以结合之前的教学内

容，并考虑学生的词汇量以及书写水平，尽量选用结构简单笔画数

少的词，难度可以逐步加大。 

目的：可以利用动作形象加深学生对汉字的了解，活跃课堂气

氛 

四、初中级对外汉语课堂游戏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游戏教学法可以让学生和老师在学与教的过程中事半功倍，同

时也让学生更加轻松的学习汉语知识。但是任何事物都不是完美

的，有利肯定也有弊。游戏的最终目的是辅助教学，提升学生的学

习兴趣，而并不是让学生仅仅聚集在一起玩。游戏的活动是为了让

学生有足够的动力和热情来完成教学任务。在枯燥的汉语课堂中进

行游戏教学，学生容易被游戏所吸引，分散了注意力，从而忽视了

教学的重要内容，沉迷于游戏带来的乐趣，这样就失去了游戏教学

最初的目的。因此，教师在进行游戏教学时，要掌握好主动权，对

教学内容和教学游戏进行合理安排，控制课堂节奏。作为游戏的设

计者，要设计出适合学生进行新知识学习和复习有帮助的游戏，要

注意把握游戏是否训练了所教知识以及学生的接受能力。在游戏

中，教师要对角色扮演者进行合理的分工，根据不同水平、不同性

格特征的学生进行合理的搭档，尽量让全班学生都能参与进游戏。

此外，教师也应充当好游戏的监控者。保证课堂活动有组织高效的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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