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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游戏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运用的建议

杨楠

云南师范大学 

[ 摘  要 ]随着全球“汉语热”持续升温和汉语学习者“低龄化”的趋势，如何提高汉语教学的趣味性成了大家思考的问题。目前，一部分

汉语教师把游戏引入到泰国对外汉语教学中，但是在游戏设计与选择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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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汉语学习者正呈现出“低龄化”趋势，根据国家汉办的数

据显示，目前全球开设汉语课程的中小学校是高等教育机构的 8 倍。

美、英、法、韩、泰等众多国家汉语教学从大学迅速向中小学延伸。

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时，激发并保持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是必要的。

在国内的教学方式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师全程掌握课堂，但是这一

教学方法拿到对外汉语教学中是行不通的。一方面，学习者是非汉

语母语者，长时间单方面的输入会让学习者丧失学习兴趣并产生抵

触情绪。另一方面，语言学习本身就是一件枯燥的事情，“光讲不练”

让第二语言学习者无法有效提高语言交际能力。因此，对外汉语教

学一定要注重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注重对学习者技能的培养，

让学习者能学以致用。

一、游戏在存在的问题
通过观察和问卷调查发现，游戏时间安排不合理、游戏种类单

一和学生参与度低等问题是普遍存在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因此本

文旨在从以上三个方面来完善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游戏设计，并提出

相关的解决建议，为今后从事汉语国际教育的工作者们提供借鉴。

在通过对教学对象为小学生的汉语志愿者教师的访谈调查中， 

40% 的汉语志愿者教师认为游戏中存还在“语言交流障碍”的问题，

本文将这一问题归入到“学习者参与度低”一项中，因为语言交流

障碍主要会导致学生无法理解游戏规则和教师的口令，无法参与到

游戏中，进一步表现为学生参与度低。

参与访谈的汉语志愿者教师认为游戏还存在“脱离教学目标，

达不到教学目的”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原因与游戏的种类相关，在

设计与选择游戏时一定要选择与词汇教学相关的游戏，在游戏中也

能充分复习和巩固所学词汇。为了使游戏能在初级阶段的对外汉语

词汇教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应该针对以上三个问题来提出相关的

解决建议，从而完善游戏的设计。

二、针对游戏中存在问题的解决建议
在实际的教学中，由于教学对象、教学环境、教学目标以及教

学设施等的不同，在游戏的实施中往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希

望以下建议能为广大的汉语志愿者们提供一些参考，并在具体的教

学实践中不断完善与改进游戏，让游戏能更好的服务于对外汉语词

汇教学。

（一）解决游戏种类单一问题的建议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并没有一种游戏是适用于所有教学的，因此

我们需要根据教学需要来设计与选择游戏。为了使游戏的种类丰富

多样，让游戏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汉语教师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来解决游戏种类单一的问题：

1. 根据教学环节选择游戏

为使游戏最大化的服务于教学，教师可以在不同的教学环节安

排游戏，例如：在导入时使用游戏可以引发学习者的好奇心，激起

学生求知的欲望，缓解学习者的畏难情绪；在对操练时使用游戏可

让每一个学习者都参与其中，有效调动课堂气氛；在复习时使用游

戏，并在游戏中选出优胜者并给予表扬或奖励，提高学习者的自我

效能感。不同的环节使用不同的游戏可以让游戏更好的服务于教学，

真正做到寓教于乐，让每一个学习者都能积极主动的参与其中，能

够玩有所得。

2. 根据学习者学习水平选择游戏

不同水平的学习者对新知识的接受能力是不同的，如果在把一

个比较难的游戏引入到初级阶段学习者的课堂中，学习者可能连游

戏规则都无法理解，更不可能与到游戏中，因此对外汉语教师应该

根据学习者的学习水平来选择游戏或修改游戏规则，从而让每一个

学习者都能充分参与到游戏中。

(二 )解决游戏时间安排不合理的建议

游戏时间安排不合理会使游戏成为课堂的主导，为使游戏与教

学有机结合在一起，就要解决游戏时间安排不合理的问题。

1. 坚持“游戏第二”原则

游戏的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游戏毕竟

只是用于辅助教学的，游戏时间过长会让游戏成为课堂的主导，导

致学生过度依赖于游戏。而且一味的使用游戏，会使学生想要逃避

学习，导致学生的汉语水平无法得到提高。因此汉语志愿者应把握

好课堂，解决好什么时候该玩游戏、玩多长时间以及怎么玩的问题，

明确游戏在词汇教学中只是起到辅助教学的作用。

2. 坚持“寓教于乐”原则

游戏的设计一定要与学习的内容紧密结合，不能为了活跃课堂

气氛而玩一些“不该玩”或者“没意义”的游戏，因为并不是课堂

气氛越活跃，教学效果就更好。每堂课由于所要教授的内容和难易

程度等的不同，游戏所占的时间也会有所不同，应该根据实际教学

需要来合理安排游戏，让游戏与教学巧妙的结合在一起，实现真正

意义上的寓教于乐。

3. 坚持“教师把控”原则

游戏的确能有效提高学生的注意力以及兴趣，但毕竟课堂时间

有限，一定要计划好游戏的时间，不能被学生带着走，让游戏成为

课堂的主导。教师要把控好游戏时长，做到“收放自如”，该玩的时

候玩，该进行知识点讲解就进行讲解，把好时间关，不要让学生过

度依赖游戏。

（三）解决学生参与度低的建议

为提高学习者的参与度，教师在设计游戏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

备，在设计与选择游戏时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考虑：

有趣性。游戏一定要有趣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中来。

开放性。教师在设计与选择游戏时，一定要明确游戏并不是为

几个人设计的，而是为了全体学习者设计的，一定要让每一个学习

者都成为游戏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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