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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工作的韩国韩瑞大学，每个学期都有 100多名非汉语
专业的学生选择汉语教养课。这对作为老师的我来说，既感到
压力也感到动力。总结几年的教学经验，我发现要让自己的课
受学生欢迎，多媒体课件是个好帮手。与传统教学方式相比，
借助多媒体课件教学有很多优势：课堂信息量更大、对教学内
容的驾驭能力更强、师生间的互动更多、更新速度快、实时又
方便等。

具体来说，在教学生发音时，老师不需要再用手模仿舌头
和口腔的发音部位，而是直接用PPT展示每个字母的发音舌位
图，同时说清楚发音方法。在词汇教学中，如果是用语言来描
述方位词的词义，既啰嗦又难理解，换用PPT以一个绿盒子和
一个红苹果的相对位置的变化，就能准确表达出“前”“后”

“左”“右”“上”“下”“里”“外”的词义。再比如，教授亲属
称谓词汇时，我用PPT把我整个家族的人的真实相片做成一个
亲缘关系树图谱，相片下面标注称谓，学生们一看就明白相互
之间的关系，词义一目了然。通过PPT，学生们不仅准确掌握
了词义，还认识了我的家人，师生关系一下子就亲近了许多。

在语法教学中，趋向动词“来”“去”的用法是重点也是
难点，用同一张幻灯片展示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动作趋向，
就可以帮助学生理解两者用法的不同。同样的，趋向补语对于
外国学生来说不仅是重点更是难点，用PPT以说话者和参照物
之间位置的变化趋势，帮助学生辨析“上来”“上去”“下来”

“下去”等，效果很好。PPT最妙不可言的功能体现在对中华文
化元素的表达上：一杯清茶、一盏红灯笼、一个汉字、一只可
爱的大熊猫，一张京剧脸谱、一盘东坡肉……悠悠的中华神韵
通过一张张幻灯片展现，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事实上，教师在准备多媒体课件时，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较
多，但教学效果也常常出乎人们的意料。当然，教师也不能过
分依赖多媒体技术，而需要把握度和量。多媒体课件在教学中
的作用应该是“锦上添花”，而不是取传统教学而代之。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外派汉语教师）

专业知识多储备

在真正到岗开始海外汉语教学之前，
大多教师经过了严格的岗前培训——偏重
专业知识。但在培训过程中有的教师并没
有意识到这些内容的实操性。比如，前几
天就有到马来西亚开展教学工作的新手教
师问“‘叶子的叶’为什么有‘口’”这
样的问题。实际上，类似问题在汉字教学模
块中老师们早就作出了回答。所以，专业知
识储备，尤其是跟拼音教学和汉字教学相关
的专业知识，是汉语教学工作最先面对的问
题，一定要重视。

教学技能多储备

很多新手教师反馈，虽然自己掌握的
知识非常丰富，但在为学生上第一节课
时，发现这些知识根本用不到。因为第一
节课大多是学生做自我介绍，老师根本没
有时间讲任何知识。这时，如果课堂语言
用的是“媒介语”而不是汉语，学生可能
并不买账。所以，在第一节课上，如果面
对完全不会说汉语的学生，需要利用一些
基本的教学技能，通过一些游戏和活动设

计，把“自我介绍”中的汉语信息传递给
学生。这些教学技能，不但能满足教学内
容的需要，还能针对教学对象的年龄、国
籍、心理等，变换不同的形式以让课堂更
富趣味。

学生信息多储备

一些初来乍到的教师，在到岗前其实
并不了解自己要面对的教学对象到底是什
么样子的。所以，一旦拿到学生名单后往
往很紧张，尤其是在要接几个不同的班
级、学生年龄层次跨度大等情况下，老师
会更忐忑。但教汉语本质上还是教学，教
学对象除了具有个性差异，也具有一些共
性特征。学龄前的小孩子、中小学生、成
年人，他们的学习动机和特点并不相同。在
进入教学阶段之前，针对教学对象的年龄段
可以提前做准备。同时，对于自己所赴国家
和地区的基本情况，也可以做相应准备。

应对跨文化挑战

对外汉语教学的特点之一在于处于汉
语非母语的环境下。首先，教学环境变
了，这里所说的“环境”包括大的社会语

境、小的学校语境，也包括微观的课堂语
境。这时候的汉语，其实是弱势语言；其
次，学习者主要是在自己母语的环境中学
习汉语，汉语于他们而言是“外语”。学习
者和教学者对待汉语的心态是完全不同
的。这就需要新手教师在出国前就做好功
课，以应对跨文化挑战。

教学心态要放松

还有一些新手教师在教学工作展开
前，会觉得自己没有教学经验，如果课
堂上出现一些突发事件，很有可能解决
不好。甚至还会脑补出诸多有可能会发
生的不快现象。其实，这种担心并不必
要。只要认真做好准备，细心地考虑到
教学环节中的每一个步骤就好。如果还
没开始教学就惴惴不安、缩手缩脚，那
只会给自己平添烦恼，反而会造成教学
效果不理想。所以，要把经验不足抛在
一边，轻轻松松放手教学。一般来说，
只要第一节课能够全程保持微笑就很不
错。

新的学期已经开始，对每个赴海外从
事汉语教学工作的新手教师来说，能够从
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进入到对外汉语

教学大家庭中，本身就是对自身教学能力
的肯定。而且，学生多对汉语有兴趣，也
希望了解中国。所以，放松心态开展教学
工作是第一要务。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汉语教
师）

我曾于 2013年起以汉语教师志愿者的身份在泰
国 3 所国立中学教过 4 年汉语，教学对象为 13 岁至
16岁年龄段的初一、初二、初三和高一的学生，教
学内容为初中级部的必修课程、兴趣课程和高中级
部的专业必修课程。我想以高中级部专业必修课为
例谈谈汉语教学。

泰国高中生团队协作能力强，相对于初中生而
言，至少已接触其他外语两三年，对二语习得已有
浅显认知，有一定的语言理解能力。该阶段学生的
汉语学习动机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为了解
中国、认识中国。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中国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不断提升，学生对中国语言
文化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其次是希望通过汉语标
准化考试。通过泰国中文高考 PAT7.4 考试，进入
泰 国 高 等 学 府 学 习 中 文 ； 通 过 汉 语 水 平 考 试

（HSK） 和汉语水平口语考试 （HSKK），进入中国知
名大学深造。最后是为了增强职业竞争力，满足就
业需求。随着中泰两国交流越来越密切，酒店、机
场、商场等商贸服务行业需要更多精通中泰双语的

优秀人才。
因此，根据高中专业必修班教学对象的特点和

学习动机，应采取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尽快了解
学生的汉语学习经历，制定有针对性的教学计划；
在课堂教学用语方面，使用明确扼要的固定指令、
汉语常用词；在教学过程中，多使用实物类、图片
类直观教具解释新词语，减少使用媒介语，增加课
堂教学的趣味性；创设汉语学习情境，以分组的方
式为学生增加团队合作、共同学习进步的机会，加
强学生听说能力的训练；给予学生更多人文关怀，
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在与学生沟通交流过程
中，给予学生充分思考问题的时间，鼓励学生开口
说汉语；以考促学，考学结合。以HSK一、二级语
法、词汇为蓝本，课上课后多做听说读写练习，鼓
励学生报名参加HSK考试；多与泰国本土汉语教师
沟通。同时，学习泰国本土教师的课堂管理经验，
共同制定适合学生的校本教材；不断提高自己的专
业技能，不断学习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将文化和功能
作用相结合。

作为一位汉语教师，我热衷于把汉语的美展现
给更多的人。2016至2017年，我有幸赴泰国罗勇中
学孔子课堂教授汉语，教学对象为零起点的初中一
年级学生。这对刚赴任的我来说，充满了未知和挑
战。

犹记我的第一堂课，第一次见到我可爱的学
生，当我用“你好”跟大家招手时，他们露出天真
的笑脸，蹬大眼睛招手回应我。接着我双手合十微
笑着对他们说了句蹩脚的“萨瓦迪卡”，教室内的一
阵哄笑融化了紧张的气氛。我在黑板上规范地写出
了“你好”的字形和拼音，让学生跟我一起读，并
告诉他们这是中国人打招呼的方式。接着，我用手
势请一名同学站起来，伸出手对他说“你好”，他也
本能地伸出手和我握手，但很害羞。我再一次笑着
说“你好”，他终于开口对我说“你好”，我伸出大

拇指鼓励他很棒。几轮下来，他们可以很自然地用
“你好”和其他人打招呼了。

一次放学，在去食堂的路上，突然听到一句
“你好”，我回头一看，一个学生很兴奋地向我跑
来…… 看到他们的点滴进步，很是开心！

泰国学生动手能力强，初中生又比较活泼，加
之初学者有畏难情绪，教学过程中，我曾尝试用各
种方式和他们交流，比如夸张的肢体语言、适量的
媒介语，或者借助各种实物，来加深学生对教学内
容的理解。此外，我还经常设置一些参与度较高的
游戏，比如水果蹲、击鼓传花等，寓教于乐，使学
生达到巩固练习的目的。

汉语教学让我走在更加充实的路上，我愿继续
辛勤耕作，等待它结出丰硕的果实。

（作者系南开大学汉语教师志愿者）

“如果听着一首温暖的歌，音
符间有没有你的快乐，心情慢慢地
蜕变，让我唱你的感觉，勇敢和坚
定不会成长一夕间，人生慢慢地蜕
变…… ”我特别喜欢林育群的这
首 《蜕变》，每每听到，就会想起
初来荷兰第一年的经历。

5年前，10岁的我因父亲工作
需要，移民到了荷兰。刚听到这个
消息，我就崩溃了。因妈妈工作交
接需要一段时间，我和爸爸要提前
到荷兰。那就意味着我将要远离在
南京的好朋友，意味着我要离开生
活了 10 年的家和身边的亲人，意
味着我要离开疼我的爷爷奶奶姥姥
姥爷。

初到荷兰我一下子像切换到
了 外 星 球 的 频 道 ： 什 么 也 听 不
懂、看不懂。没有妈妈的陪伴。
没有朋友，每天吃着不习惯的食
物 …… 开学伊始我被插在一个
NT2 语言班开始学习荷兰语，在
那 个 班 里 ， 同 学 的 年 龄 相 差 很
大，有 7 岁的，有 12 岁的，他们
来 自 不 同 国 家 ， 有 着 不 同 的 肤
色 ， 我 是 班 上 唯 一 的 一 个 中 国
人。课堂上，我听不懂老师在讲
什么，每天总盼着赶快下课。但
下课了，别的同学三五成群地在
打闹和玩耍，我自己一个人在操
场 的 角 落 想 着 妈 妈 和 南 京 的 同
学。凛冽的冬风和孤独的身影不
止一次让我凄然泪下，这让我更
加怀念国内的一切。那个时候我
真的非常无助、孤单和寂寞。然
而白天的痛苦、无助并没有因为
夜幕而中断，梦里与国内的好朋
友、家人在一起的快乐和在荷兰
语学校的孤独、痛苦交织着，甚
至会因梦到我在学校里的孤单无
助而惊醒。晚上睡不好，白天更
打不起精神，也不愿意去学校。
刚到荷兰的那1个多月，我每天重
复着同样的生活：上课盼下课，下
课盼放学。因为不会讲荷兰语，我
开始不爱讲话，开始敏感、自卑，
在面对大家时越发成了笨手笨脚胆
怯懦弱的女孩。我怕做得不好被大
家嘲笑，就更不敢去做，慢慢地我
把真实的自己包裹起来。我觉得自
己就像一个木偶，每天机械地重复
着让自己快要崩溃的事。父母开始
为我的处境担忧。

那时我唯一的快乐是每天和妈
妈视频聊天。记得有一天她说：

“孩子，蝴蝶只有经历艰辛，才会
破茧而出；凤凰经历了烈焰，涅槃
重生。孩子，当你过了语言关适应
了新环境，回过头来看看你所经历
的这些，也许会发现算不了什么。
孩子，咬咬牙坚持一下 ，你一定
能行！”妈妈的贴心鼓励让我决定
不放弃！我下决心要改变自己，来
适应新生活。

于是，我开始改变原来的生活
习惯。每天早起晚睡，背诵荷兰
语；每天看荷兰语新闻、报纸，坚
持用荷兰语写日记；每天去超市，
通过问问题增加自己开口说荷兰语
的勇气；每周坚持看两本荷兰语
书，把不认识的单词记在本子上；
还让爸爸带我去他荷兰同事的家
里，主动与荷兰小孩交流。

在学校，我也改变了原来的心
态。在课堂上，我积极发言，不再
在意别人的嘲笑和起哄。经过短短
的两个月时间，我的荷兰语大有进
步。慢慢地，我也有了朋友，课间
大家一起开心地玩，放学后我们结
伴回家，我也邀请他们来家里玩。
和他们在一起，我不再自卑。老师
开始喜欢我这个来自中国的女孩，
同学也开始认同我，我重新找回了
那个自信的自己。当我收到学年成
绩单、看到老师肯定的评语时，热
泪盈眶。

现在我明白，刚来荷兰的那段
时光，看似痛苦，实则是蜕变的前
奏。我通过战胜自己，融入了荷
兰，完成了生命中一次重要的蜕
变。

（寄自荷兰）

蜕 变
 包亦翔（15岁）

进入 9 月，新一批外派汉
语教师奔赴海外陆续到岗。虽
然在到岗前，这些对外汉语教
学工作者已经接受了诸多专业
技能培训，可是置身于新的教
学环境，面对新的教学对象，
大家难免还是会忐忑。这些
天，国内老师收到刚到国外的
教学工作者通过电子邮件、微
信甚至电话短信发来的求助信
息，也说明了这一点。所以，
我们就来谈一谈跟汉语教学相
关的那些事儿。

第一次教汉语 不必慌
 孟德宏 夏 菁

过来人如是说

用好多媒体课件，

“锦上添花”
 刘香君

多方式展现汉语之美
 赵志肖

制定教学计划很重要
 任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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