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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教学案例分析——课堂活动的有效执行 
◆杨  一 

（云南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教育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0） 

 
摘要：课堂活动是对外汉语教学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既能让学习者及

时训练和巩固所学语言点，又能在活动中感受学习中文的乐趣。笔者将

从教学实践的案例出发，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如何有效的执行课堂

活动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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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过程中，课堂活动是辅助教师达到教学目
标一个重要手段。一个有趣的、有特色的、创新的活动，能让学
习者积极参与其中，提高中文学习的效率。但是如何设计活动，
并能在课堂上有效执行？本文将从一个案例出发进行阐述和分
析。 

一．案例描述 
教学对象：初级汉语泰国学生 
教学地点：中国云南 
教学目的：1.学会用简单的句型买东西；2.认识中国的纸币 
过程描述： 
教师上课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PPT、实物道具、

场景布置等。开始上课，教师按照如下步骤组织活动： 
1.教师第一步是让学生认一认中国的纸币，并复习人民币的

表达方法。学生根据 PPT 人民币的图片，知道不同面额人民币
的样子。 

2.教师复习句型：……多少钱+ 一 +量词，并展示出吃的和
喝的的食物图片、日用品的图片。学生依据 PPT 的提示进行造
句练习。 

3.教师编对话，设置情境，进行句型复习，学生两人一组进
行对话练习，巩固句型的用法。 

4．活动实施：教师提供一个购物的场景——超市，情境是
“老师今天太忙，想请同学们帮老师买一些东西”。把学生分成
四组，每三个学生为一组，用教师预先为他们准备好的钱，按照
老师给出的清单和数量，进入“超市”进行购物。哪一个组最先
完成任务，将得到老师的奖励。 

在这个操作环节，学生表现出非常感兴趣。但在操作过程中
课堂秩序有些失控，且充当售货员的是前来辅助教学的两位教
师。主讲教师在整个活动实施中并没有巡视操作情况，学生把注
意力放在了玩的过程。 

5.游戏结束，教师清点小组的购物情况，并给予评价和奖励。 
二．案例分析 
课堂活动，指的是教师为了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或解决某一

具体问题而精心设计的由学生展示出来的教学活动。课堂活动的
有效开展，需要教师提前做出细致的计划。在上面的案例中有活
动前的复习准备阶段，在接下来的过程中学生根据教师给出的情
境和提示展开活动，这使得这个活动的开展有序、有效，且活动
的材料准备充分，设计简单、易操作。 

活动的有序开展离不开教师对活动规则的解释，在案例中教
师以直观地演示，帮助学生很快明白教师的活动意图。但在实际
的课堂操作中，我们仍然需要注意根据不同教学对象采取不同的
策略。 

在案例中教师设计了真实的买卖场景，极大的激发了学生的
兴趣。有很多教师在教学中常常为想不出有趣、新颖的游戏而头
疼。事实上，不是所有人都能天天开发新鲜的游戏，但是我们可
以“以不变应万变”，相同的游戏可以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教
学目的做多种形式的改进，常玩常新。平时还需注意收集、积累
教学游戏，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在教学中加以使用，好的游戏

一定会让课堂变得更活泼，让学生学得更轻松。①  
案例中，教师采用小组合作完成任务的方式，目的是让学生

在情境中操练所学句型和语法。这种小组活动的方式是国内外流
行的教学方法，普遍受到重视。它是利用多种方法给两个或多个
学生布置一定的任务，学生们通过相互协作、使用自然产生的语
言完成被赋予任务的一种教学形式② 。 

小组活动在很多方面有着很强的优势，极大提高课堂教学效
果。主要有：增加交际性操练、提高学生开口率、形成良好的语
言交际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但是在这个案例中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教师课堂控制的能力。在案例中，学生实施活动后，课堂

失去控制，非常吵闹，没有秩序。所以教师的课堂管理是出了纰
漏的。课堂秩序的不可控，往往会导致一个设计好的活动不能顺
利进行，或者活动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2.在活动设计中，充当营业员的是几位老师，而主讲老师并
没有什么作为，在操作性上是很难的。如果换成由学生自己充当
营业员，效果是否会更好一些呢？作为组织活动的教师，在全程
活动中需要巡视观察，发现学生交际过程中的问题，并及时给予
纠正指导。 

三．教学活动案例启示 
在汉语课堂教学中，活动蕴藏于每一个教学环节之中，无论

是语言要素的教学，还是语言技能训练。语言教学在活动中展开，
学生在活动中习得或者学习语言。所以能在教学中利用各种资源
设计出有趣、高效地活动，在活动过程中能让学生活而不乱，在
活动后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总结与评价，都是教师课堂管理水平
的体现③ 。 

至于活动涉及的范围，主要指任务和游戏。在思考活动的过
程中，教师一般会经历设计活动和实施活动两大步骤。通过对上
面案例的分析，让笔者在这两方面有了一些思考： 

1.设计活动 
教师在设计活动的时候要考虑活动的目的和活动方式。课堂

活动的目的是真正起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实现教学目标、促进
学生发展的课堂管理目的④。要实现这个目的，首先，要了解学
生的特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注意和偏好都有很大的区别，活
动常常就是让学生“玩”，但对于教师来说，一定要会“玩”。课
堂活动不仅是让学生们“玩”得开心，还要想方设法把语音、词
汇、语法、汉字等教学内容融入到活动中。同时，活动的设计还
要具有趣味性和挑战性。课堂活动也可作为一种教学环节的调节
工具，让学生达到最佳的学习状态。其次是需要依据课程的需要
设计课堂活动。在一些海外实际的课堂教学中，汉语常常是学校
的选修课，排课量少，教学没有连贯性，所以在活动的设计上需
要考虑教学环境和教学条件，配合主题教学进行学习。最后，活
动设计的难度。一个班学习汉语的学生常常不能保证是同一水
平，且学习能力也不同，所以在活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学生
层次来设定活动内容的难度，让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参与进来，达
到提高汉语水平的目的。 

2.活动实施 
活动的设计只是一个预设的轮廓，最终还是要真实的落实与

完成。很多老师的活动设计几近完美，但是在活动的实施过程中，
课堂管理能力欠缺，导致活动不能达到教师预想的效果。所以课
堂的有效管理是实施活动的一个重要条件。如何管理好课堂帮助
活动有序进行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活动前、活动
中、活动后。 

活动前，教师一定要明确本次活动的目的是什么，考虑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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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具体流程、可能出现的问题等做一个预备，尽量做到有的放
矢。 

活动中，要时刻关注学生的动向，让活动环节紧凑相连，多
让学生进行练习，提高课堂效率。活动进行中要让学生充分发挥
想象力和主观能动性，给予学生的发挥余地越大，越能调动学生
的积极性。另外，在一个班级中，学生的语言能力是参差不齐的，
所以教师在组织活动时，可以抓住机会帮助个别困难学生进行纠
错，同时给予积极的鼓励和点播，帮助学生建立学习语言的自信
心。 

活动后，教师需要对此次活动进行总结和反思，积累经验。
并对此次活动进行总结评价，对存在的问题作出及时的纠正。 

四.总结 
每一个教师都是天生的活动设计者和管理家，一个优秀的活

动设计是在无数个活动中不断积累，不断打磨中锻造出来的。在
活动中我们总是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只要我们能细心观
察、不断钻研、心系学生，做一个用心的老师，就一定能实现自
己的教学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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