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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ocabulary is the foundation of a language and the key to learning a second 

language. As far as Chinese learners are concerned, acquiring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Vocabulary is an indispensable element in training Chinese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it is a prerequisite for easy and proficient use of Chinese for communication. 

However,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vocabulary. Most of the 

students do not remember the corresponding vocabulary, their attention is no longer in 

the classroom, the teaching and classroom atmosphere are boring, and they have no 

interest and motivation to learn. By expound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related 

theories of the task-based teaching method, combined with the author's teaching 

practice in Watthongpleng School in Thailan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pply the task-

based teaching method to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vocabulary and carry out teaching 

practice.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 

classroom observation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analyze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ai 

Chinese vocabulary teaching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ai students,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ai Chinese vocabulary teaching at this stage. Then, according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ask-based teaching,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ai students, the vocabulary teaching design principles were formulated, and the task 

types wer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students. Finally,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e task-based teaching method in the teaching design of 

Thai vocabulary is tested through specific teaching cases. 

The classroom teaching of this paper is to apply the concept of task-based 

teaching method to vocabulary teaching for students with Chinese proficiency at the 

elementary and intermediate levels in Thailand. The difference from previous 

theoretical research is that this paper is more targeted and follows the task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aching objects. The principles of teaching are formulated 

on the basis of the concept of pedagogy.  In addition, the design of the task is adjusted 

and improved according to the learning style, learning characteristics and text content 

of Thai students.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previous theories, this 

paper will concretize and apply the concept of task-based teaching to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ailand. 

 

Keywords: Task-based teaching method, Vocabulary teaching, Thai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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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词汇是组成语言的根本，是学习第二语言的重点，就汉语学习者而言，习

得大量的汉语词汇是训练汉语交际技能不可或缺的元素，是轻松熟练地应用汉

语进行沟通的条件保障。但在汉语词汇课教学中存在很多问题，大部分学生没

记住相应词汇，注意力已经不在课堂上了，教学和课堂气氛并无聊，没有兴趣

和学习动机。本文通过阐述任务型教学法的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并结合笔者

在泰国 WATTHONGPLENG 学校的教学实践，尝试将任务型教学法应用于对汉语词

汇教学中应用，并进行教学实践。 

本论文在实施过程中运用了文献综述法、课堂观察法、问卷调查法、分析

泰国汉语词汇教学基本情况及泰国学生的特点，对现阶段泰国汉语词汇语教学

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随后根据任务型教学的基本原则，结合泰国学生的特

点制定词汇教学设计原则，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确定任务类型。最后通过具体

的教学案例检验任务型教学法在对泰国词汇教学设计中的实施效果。 

该论文的课堂教学是针对泰国初中级汉语水平的学生将任务型教学法的理

念运用到词汇教学中，与前人的理论研究的不同在于，本文更具针对性，根据

教学对象特点在遵循任务型教学法理念的基础上制定教学原则。此外，任务的

设计根据泰国学生的学习风格、学习特点、课文内容针对性的进行调整改进。

因此，本文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将任务型教学的理念具体化、针对性的应

用于泰国汉语词汇教学中。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任务型教学法 词汇教学 泰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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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绪绪绪    论论论论    
 

一、选题的背景及研究意义一、选题的背景及研究意义一、选题的背景及研究意义一、选题的背景及研究意义        

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和意义和意义和意义和意义    

词汇是组成语言的根本，是学习第二语言的重点，就汉语学习者而言，习

得大量的汉语词汇是训练汉语交际技能不可或缺的元素，是轻松熟练地应用汉

语进行沟通的条件保障。语言教学的目的是让学习者能够运用所学语言进行交

际，学习者如果没有掌握足够的词汇，无法表达出想要表达的意思，就难以用

语言进行实际的交际，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词汇教学是汉语教学的基础。由于笔

者自 2016 年到如今正式担任泰国 WATTHONGPHLENG 学校的汉语教师发现这些问

题,学生学习汉语仅仅局限在每周一节的汉语课上，课后几乎不会在汉语上花时

间,教学和课堂气氛并无聊，缺乏兴趣和学习动机。传统的教学方法不能完全适

应泰国的汉语教学，久而久之，学习者对汉语失去了兴趣，学习效果也就大打

折扣。因此，笔者将任务型教学提高泰国学生学习汉语词汇的效率，増强汉语

学习的兴趣。提高泰国学生汉语交际能力的水平，更高效地学习汉语词汇。    

笔者自2016年到如今正式担任泰国WATTHONGPHLENG学校的汉语教师，了解

了泰国学生的学习特点以及泰国汉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泰国学生活泼好动，

敢于表现自己，同时，泰国的课堂环境相对自由，学习者在上课的时候很“不

安分”。因此，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学习者被动听讲的教学模式很容易让

学习者感到枯燥甚至厌烦，传统的教学方法不能完全适应泰国的汉语教学，久

而久之，学习者对汉语失去了兴趣，学习效果也就大打折扣。因此，笔者将任

务教学法运用于对泰汉语词汇教学中，在实践中建立一套任务化词汇教学模

式，解决对泰汉语词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中得以完善，帮

助泰国的汉语学习者提高词汇学习效率。  

    

二、论文选题有关的国内外研究综述二、论文选题有关的国内外研究综述二、论文选题有关的国内外研究综述二、论文选题有关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任务型教学法发展历程（一）任务型教学法发展历程（一）任务型教学法发展历程（一）任务型教学法发展历程    

任务型教学起源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其前身是基于认知语言学和人本主义

心理学的交际教学法。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应用，20世纪90年代在

理论上不断成热，直到现在仍然是西方外语教学界的主流教学法。任务型教学

法第一次以书面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是在 1979-1983 间，它现在一项以英语为

第二语言教学实验的实验报告中，这项实验的策划者是英国教育家普拉布

（Prabhu），他在《第二语言教学》（1987）中正式提出“任务”这个词，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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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布是任务型教学法的奠基人。从那时起学界就开启了对任务型教学法的研

究之路，因为普拉布只是对“任务”一词进行了解释，并且提出了将任务视做

课堂教学的一部分，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学会一种语言，但是没有对如何设计

任务作为明确的解释，对任务的难度等级也没有明确的划分标准，所以为了弥

补这一理论的缺陷。英国语言学家纽南（Nunan）（1989）对任务型教学法理论

体系进行了完善。英国语言学家威利斯（Willis）（1996）为任务型教学法能在

课堂中顺利进行，提出了几条应用原则，由于威利斯所提出的理论中仍存在一

些缺陷，为了任务的实施过程更具有科学性，还新加入了任务前的准备环节和

任务后的评估环节。任务型教学法在国外的研究起步较早，经历了较长时间的

完善和发展，形成了今天很完善的理论休系。 

任务型教学法因为十分适合第二语言教学而被广泛关注并且深入研究，虽

然国外很早就开始进行相关研究工作，但是国内关于任务型教学法的研究却很

晚才开始。夏纪梅和孔宪辉（1998）将这种教学法的教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介

绍，并且认为任务型教学法在本质上是让学习者能够将语言用于实际交际中

去，把课堂和现实生活连接起来。然而真正让学界开始关注任务型教学法的是

教育部颁布的《英语课堂标准》（2001），文件中提到任务型教学法对提高学生

语言的综合素质有着重要的作用，分析出这种教学方法在教学时的优势和不

足，最后总结出这种教学方法对第二语言教学是有效的。任务型教学法在国内

的研究起步比较晚，很多方面不够完善，还有很多课题等持攻克。任务型教学

法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在了对泰汉语教学中，相关研究中，นร ิ นทช ั ย  ฮะภ ู ร ิ ว ั ฒน์  
(Narinchai Haphuriwat) （2012）《The Development Of a Chinese Language 

Task-Based Instructional Model Using Associative Memory Techniques for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to enhance Reading Ability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指出任务型教学法过程，模型得以发展，建立基于

任务型教学法的汉语教学模型，采用连贯的汉字识别技术，提高泰国大学生的

阅读能力，发现阅读能力的平均分数明显高于学习之前。 

（二）任务型教学法在（二）任务型教学法在（二）任务型教学法在（二）任务型教学法在国内国内国内国内对外汉语领域的研究对外汉语领域的研究对外汉语领域的研究对外汉语领域的研究    

国内语言学者近几年推崇任务型教学法，在外语教学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效，这吸引了对外汉语教学界学者们的关注。任务型教学的理论基础、基本思

路和操作方法，对对外汉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可见，对任务型教学模式进行

的探索，是国内外语教学界的学者结合教学过程进行的再创新。其中，有着重

要贡献的是马箭飞，他的两篇论文《以“交际任务”为基础的汉语短期教学新

模式》和《任务式大纲与汉语交际任务》探讨了任务型教学模式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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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提出了汉语的实际需要，还把汉语交际任务内容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以及

不同的语言交际项目。此外，马箭飞从任务型教学法中汲取了一部分经验,并体

现在由他主编的《汉语口语速成》中，他力求该书中的每一课都让学生掌握并

运用一项或多项交际项目，让学生学会在交际中运用。国内其他学者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完善了任务型教学理论的框架。 

在国内，吴旭东教授是研究任务型教学法的领军人物，他率先开始了对任

务型教学法的研究，任务型教学法在国内第一次被提出，很多学者和语言研究

者对其表示了关注，很多学者也开始对任务型教学法进行研究。谢江巍、鲁子

问、岳守国、方文礼介绍了任务型教学法的理论基础、设计框架和主要特征；

冷峰、杨梅等集中介绍了任务型教学法中的任务设计；鲁子问、龚亚夫等对任

务型教学理论、任务设计原则、教学过程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详细地阐述。自

此，致力于任务型教学法的研究队伍中增加了许多国内英语教学界的学者和教

师，他们的研究取得了大量丰硕的成果,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龚亚夫、罗少茜的

专著《任务型语言教学》，魏永红的《任务型外语教学研究》以及吴中伟、郭鹏

的《对外汉语任务型教学》。国内对任务型教学法的研究有很大的实践价值，对

对外汉语教学的指导具有重大的意义。 

任务型教学法因其在提高学习者综合语言能力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因此

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和研究，它对第二语言教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国内最开

始对任务型教学法的研究集中在英语教学领域，上述英语教学领域对任务型教

学法的相关研究，对外汉语界关于任务型教学法的研究有一定的启发和参考意

义，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界对任务型教学法的研究开始于上个世纪末期，目前研

究还处于初级阶段，研究主要集中在课型研究上，比如：听力、口语、写作、

阅读等等。以下是笔者举例的几篇国内对外汉语领域针对不同课型的任务型教

学法文章。顾婷（2006）采用任务型教学法能够有针对性的规避传统教学模式

带来的主要缺陷，提高教学效果和课堂质量。改变了对外汉语课堂上的师生角

色，学生有更多机会用汉语参与课堂活动，表达感情。王尚臻（2006）结合教

学实践把任务型教学法应用到初级阶段的汉语同读中，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总

结得出适合任务型教学的阅读教材，设计任务时要加关注任务的可操作性等方

面原则。王犹男（2015）闸述了任务型教学法的理论基础，教学原则和其在汉

语写作课程中的应用方法。国内关于任务型教学法的相关研究才刚刚开始，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不管是教学实践中还是在理论研究中任务型教学法都值得更

多的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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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任务型教学法在（三）任务型教学法在（三）任务型教学法在（三）任务型教学法在国外国外国外国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汉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汉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汉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泰国汉语课堂任务型教学法的应用研究泰国汉语课堂任务型教学法的应用研究泰国汉语课堂任务型教学法的应用研究泰国汉语课堂任务型教学法的应用研究    

任务型教学法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在泰国汉语教学中，相关研究中，大部分

是针对任务型教学法在综合、听力、口语、写作等方面的应用研究。以下是笔

者根据不同课型列举的关于任务型教学法的研究。    

นรินทชัย ฮะภูริวัฒน์ (Narinchai Haphuriwat) （2012）《The Development Of 

a Chinese Language Task-Based Instructional Model Using Associative 

Memory Techniques for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to enhance Reading 

Ability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指出任务型教学法过程，模型得以发

展，建立基于任务型教学法的汉语教学模型，采用连贯的汉字识别技术，提高

泰国大学生的阅读能力，发现阅读能力的平均分数明显高于学习之前。 

孙嘉星（2013）对自己所在学校的老师和学生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结果

总结出了泰国汉语学习者口语方面的一些问题，并且把任务型教学法运用在口

语课堂中去解决这些问题，最终达到提高学生的口语能力的目的。 

高枫（2015）《任务教学法在泰国清迈皇家大学汉语综合课中的应用案例分

析》通过自己的教学实践和调查，对任务型教学法适合泰国汉语综合课堂，对

泰国学生的汉语学习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进行了佐证。 

章博闻（2017）通过任务型教学法对汉语词汇教学实践期间观察语调查发

现任务型教学模式符合泰国学习者的学习环境性格特点，他认为任务型教学模

式非常适用于对泰国汉语词汇教学。 

王肖肖（2018）将实施任务型汉语教学的可行性和推广性，能够有效活跃

课堂气氛。他认为不仅激发了学习者学习汉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加强了学生

在课堂上大胆讲汉语的信心。 

综上所述，任务型教学法在泰国汉语课堂中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应用，并得

到了很多汉语教师的认可。随着教学实践的增加，相关研究越来越多，笔者将

对任务型教学法在泰国汉语词汇教学的现状以及泰国学习者的特点进行了调查

研究，并对外汉语教师以及外国汉语学习者提出了些许建议，希望对汉语教师

作为教学参考及提高学习者的积极性。 

    

三、研究的目的三、研究的目的三、研究的目的三、研究的目的    

本论文研究的目的是针对任务型词汇教学提高泰国学生学习汉语词汇的效

率，増强汉语学习的兴趣，并能在恰当的环境中利用所学的词汇进行对话交

际。分任务型教学模式与泰国汉语课堂环境以及泰国学习者个性特点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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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并通过具体的课堂实践及相关反馈，对任务型教学法应用于对泰语词汇教

学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加以论证。将任务型教学法在对泰汉语词汇教学存在的问

题提出针对性的建议，进一步推动汉语教学的发展。    

（一）（一）（一）（一）研究的方法研究的方法研究的方法研究的方法    

1）文献研究法。通过查阅书籍及知网现有的文献来研究任务型教学和词汇

教学，尽量全面地去了解及掌握所要研究的相关理论。    

2）课堂观察法。在课堂教学中对学生的反应和为进行仔细的观察，并做下

相应记录是非常有必要的。课堂教学做了相关记录，学生课堂活动情况及学生

的课堂反应与学习效果情况进行了认真观察，并进行了相关记录。并将研究结

果运用到论文之中。 

3）问卷调查法。该论文以调查问卷的形式调查学生的学习习惯、教学方式

需求和相结合教学法的教学效果和学习反馈。    

（二）（二）（二）（二）研究的内容研究的内容研究的内容研究的内容    

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任务型教学概述、任务的类型及任务设计原则。通过书籍及知网现有的

文献来研究任务型教学和词汇教学。    

2）任务型教学法在泰国汉语词汇教学中的适合性，发现这些问题，提出解

决的问题，改进措施，得出研究结果。对调查资料的分析结果进行评估。    

3）任务型教学法在泰国汉语词汇教学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建议，进一

步推动汉语教学的发展。 

（三）（三）（三）（三）研究的创新性研究的创新性研究的创新性研究的创新性    

1）研究方法新：关于任务型教学法在词汇教学以及在泰国汉语课堂中的应

用方面进行时研究方法新的。 

2）研究对象新：本次研究的研究对象是泰国 WATTHONGPHLENG 学校初中年

三级的学生为教学的词汇教学中，在课堂教学中对学生的反应和为进行仔细的

观察，并做下相应记录是非常有必要的。课堂教学做了相关记录，学生课堂活

动情况及学生的课堂反应与学习效果情况进行了认真观察，并进行了相关记

录。观察考试成绩对比，并将研究结果运用到论文之中。选择泰国

WATTHONGPHLENG学校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两个班一共30名的学生，任务型教学

法的运用情况等角度进行调查，得出任务型教学法在泰国汉语课堂中的应用情

况，应用效果等结论。 

3）研究内容新：在课堂上笔者观察以及日常交流了解学习者的兴趣，在进

行教学时，多选择学习者感兴趣的教学内容，这样可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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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对于学习者来说，他们感兴趣的内容显然比学习其他内

容时效率更高，效效果更好。 

笔者将任务教学法运用于在泰国汉语词汇教学中，在实践中建立一套任务

化词汇教学模式，解决在泰国汉语词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在理论和实践

中得以完善，帮助泰国的汉语学习者提高词汇学习效率。 

 

四、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四、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四、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四、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语言教学的目的是让学习者能够运用所学语言进行交际，学习者如果没有

掌握足够的词汇，无法表达出想要表达的意思，就难以用语言进行实际的交

际。笔者认为任务型教学法以教学中的人际合作和互动为基础特征，让学生在

具体的任务中理解词汇的意义，掌握词汇的用法，并且在词汇中实现培养语言

交际能力的目标。 

笔者通过 2016 年到如今在泰国曼谷公立学校进行汉语教学实践，发现泰国

汉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根据泰国学生的特点，风格以及课堂环境情况，传统

的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听讲的教学模式很容易让学生们感到枯燥甚至厌

烦，传统的教学方法不能完全适应泰国的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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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任务型教学概述任务型教学概述任务型教学概述任务型教学概述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任务型教学法的特点任务型教学法的特点任务型教学法的特点任务型教学法的特点    

 

任务型教学法即基于任务的语言教学法。20 世纪 70 年代末，英国教育

学家 Prabhu 博士第一次在交际课堂中使用任务大纲，提出了“任务型教

学”的理念和方式。任务型教学法主要是“任务”为教学理念，教学活动

主要围绕设计的教学任务展开。通常教师会设计合理的“任务”组织教学

开展，注重学生在课堂内通过任务进行交际活动，课堂通常有明确的一个

或多个“任务目标”任务完成的过程也就是内化语言的过程，主要强调学

生在做中学。通常会以小组合作、分组讨论、任务总结、整体汇报等形

式，让学生充分参与其中，亲身体验，用所学语言点完成任务，从而达到

运用语言可以解决交际交流问题，提升学生语言运用水平的目的。另外姜

丽萍和李俊芬（2014）提出任务型语言教学的以下特点： 

 第一、用目的语做事第一、用目的语做事第一、用目的语做事第一、用目的语做事。任务型教学法是指掌握语言最佳途径是让学生

用目的语言做事情、即用目的的语言完成各种任务、语言习得的研究表

明、学习者的参与程度与语言的熟练程度关系极大。因此，当学习者积极

地参与用目的语进行的尝试时，语言就容易被掌握。在任务型语言教学

中，学生是完成任务的主体，教师是任务的设计者，组织者，指导者和促

进者，教师要从学生“学”的角度设计学习活动，并指导学生最终完成任

务。学生不再是被动地跟随教师的指挥棒做各种活动，而是积极主动地完

成各自任务，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体验成功，认识自己的不足最终成为

真正的自主学习者。 

第二、语言活动尽量真实。第二、语言活动尽量真实。第二、语言活动尽量真实。第二、语言活动尽量真实。任务型语言教学理论认为，教学的设计要

为学习者提供明确、真实的语言信息，语言情景和语言形式要符合实际的

功能和规律，使学习者在一种自然，真实或模拟真实的情景中体会语言，

掌握语言，从而感知完整的，有意义的语言。因此，任务型教学强调设计

要多角度地提供或创设能够反映复杂现实世界的学习境，避免脱离情景的

或者孤立于外界环境的抽象的语言训练中语言训练。 

教学中语言信息的真实可以体现在： 

1.图片，实物的真实。比如，真实的出驻车，飞机场图片等。 

2.人物的真实。比如，联系真人实名，章子怡，成龙等。 

3.行为的真实。比如，一些身体语言，像擦，写，看，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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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创设接近真实的情境。比如，模拟飞机场，超市等等。 

第三、强调“做中学”和“体验中学”。第三、强调“做中学”和“体验中学”。第三、强调“做中学”和“体验中学”。第三、强调“做中学”和“体验中学”。语言学习是积极体验的过程，交际

法是通过学语言进行交际（学以致用），任务型教学是通过做事学习语言，它要

求学习者去探索和建构语言的意义，强调学生的注意力应集中在语言所表达的

意义上，努力用自己所掌握的语言结构和词汇来表达自己思想，交换信息。 

第四、任务要有明确的结果性。第四、任务要有明确的结果性。第四、任务要有明确的结果性。第四、任务要有明确的结果性。所谓明确的结果，往往是一些看得见、摸

得着的东西，比如，图画、表格、圈选的内容、列出的清单、做出的决定、陈

述发生的过程、写下的文字、制作的物品等等。比如，为绘图和着色国旗（汉

字课活动）设计新年贺卡（词语活动）等等。 

因此，教学应该设计成一种非机械操练式的，开放式的活动，促使学习者

在原有知识结构的基础上，自始至终通过完成具体的，包含任务的活动来学习

语言，通过程序性知识的获得来积累相应的学习经验，品尝成功的喜悦，从而

提高学习兴起和积极性。这种教学模式充分肯定了学习者的主体地位，调动了

学习者的积极性，让学习者在实践中主动学习目的语，提高学习运用目的语进

行交际的能力。    

任务型教学的基本概念任务型教学的基本概念任务型教学的基本概念任务型教学的基本概念    

任务型教学法以任务组织教学，在任务的履行过程中，以参与、体验、互

动、交流、合作的学习方式，充分发挥学习者自身的认知能力，调动他们已有

的目的语资源，在实践中感知、认识、应用目的语，在“干”中学，“用”中

学，体现了较为先进的教学理念，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有效的外语教学方法。 

任务型教学其优点是：任务型教学其优点是：任务型教学其优点是：任务型教学其优点是：    

1.完成多种多样的任务活动，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将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结合起来，有助于培养学

生综合的语言运用能力。 

3.促进学生积极参与语言交流活动，启发想像力和创造性思维，有利于发

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 

4.在任务型教学中有大量的小组或双人活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要完

成，可以更好地面向全体学生进行教学。 

5.活动内容涉及面广，信息量大，有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6.在活动中学习知识，培养人际交往、思考、决策和应变能力，有利于学

生的全面发展。 

7.在任务型教学活动中，在教师的启发下，每个学生都有独立思考、积极

参与的机会，易于保持学习的积极性，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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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型教学基本要素任务型教学基本要素任务型教学基本要素任务型教学基本要素    

（一）目标。如同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任务一样，教学任务首先具有

目的性，也就是说，它应该具有较为明确的目标指向。如前所述，这种目

标指向具有两重性，一是任务本身要达到的非教学目的，二是利用任务所

要达到的预期的教学目的。 

（二）内容。任务的这一要素可简单地表达为“做什么”。任何一个任

务都需赋予它实质性的内容，任务的内容在课堂上的表现就是需要履行的

具体的行为和活动。 

（三）程序。指学习者在履行某一任务过程中所涉及的操作方法和步

骤，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怎样做”。它包括任务序列中某一任务所处的位

置、先后次序、时间分配等。 

（四）教师和学习者的角色。任务并非都要明确教师和学生在任务履

行中的角色，但任务都会暗含或反映教师和学生的角色特点。教师既可以

是任务的参与者，也可以是任务的监控者和指导者。在任务设计中，设计

者也可考虑为教师和学生进行明确的角色定位，促进任务更顺利有效地进

行。 

任务型教学法属于以学习为中心的教学法。此类教学法主要关注二语

教学的认知过程和心理语言学过程，力图为学习者提供机会，通过课堂上

以意义为焦点的活动，参与开放型的交际任务。其课堂操作程序表现为一

系列的教学任务，在任务履行过程中，学习者注重语言交际的意义，充分

利用自己已经获得的目的语资源，通过交流获取所需信息，完成任务，其

学习过程是沿着开放的途径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任务型教学法的理论基础任务型教学法的理论基础任务型教学法的理论基础任务型教学法的理论基础 

 

（一）建构主义理论（一）建构主义理论（一）建构主义理论（一）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理论是从研究儿童认知发展而产生的一个观点，它属于教育

心理学领域。它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反对学习者通过以教师为中心的灌输

式教学进行学习，鼓励学习者通过进行与社会日常交际活动来掌握学习内

容。建构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皮亚杰(J.Piaget)、科尔伯格

(O.Kernberg)、斯滕伯格(R.J.sternberg)、卡茨(D.Katz)、维果斯基

(Vogotsgy)。皮亚杰(J.Piaget)是认知发展领域最有影响的一位心理学

家，他所创立的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的学派被人们称为日内瓦学派。皮亚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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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儿童是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建

构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发展的。建构主义的观点

与传统的以教师教授为主的教育观点很不一样。而这两种观点正是语言学界一

直争论不休的话题之一。这两种观点虽然各有利弊，但是建构主义的以学生为

中心的观点还是得到了学界比较普遍的认可。在语言教学中利用活动中的情景

让学生了解语言的意义，既能更加准确也能让学生掌握的更加牢固。让学习语

言成为学生充分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教师只需加以引导，同时可以提高学生

的与人合作的能力，自主学习的能力。 

任务型教学法的中心思想与建构主义的这一观点非常相似，两种都是学习

者为主教师为辅，都主张在做中学，在使用中学，利用完成与日常生活中相似

的情景活动来进行学习。因此，有理由认为建构主义理论是任务型教学法形成

的理论基础之一。 

（二）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二）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二）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二）第二语言习得理论    

第二语言习得是指掌握了母语之后的对于其他任何一种语言的学习。如何

有效的进行第二语言教学，让学习者熟练地运用目的语进行交际一直是第二语

言教学界研究的热门问题。而关于这一问题有两种观点引起人们的讨论，学习

者在自然的环境下，通过交际活动，无意识的接触某种语言，获得一种语言，

和在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学活动中进行学习这两种学习方式中，这种

更加高效。 

美国语言学家 Long（1983）相当重视让学习者去实施冒险行为的互动的第

二语言学习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学生不再是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的话题发

起者，能抓住机会去说，而且能够和同伴进行合作，以达到展开话题的目的.语

言交际并非孤立产生的，学习者在互动过程中提高其口语能力，例如师生互动

和生生互动，积极的协商互动有利于参与者将其输入调整到同样的可理解水

平。那些强烈希望能进行交际的学习者比起不愿意冒险进行协商互动的学习者

会有更大的收获。由于频繁的交流，具有冒险精神的学习者积极参与到口语交

际中，从而语言能力能够得到加强，善于冒险的二语习得者在即兴的互动活动

中能够提高自己的应变能力，激发语言潜能。虽然犯错误的风险会增大，但是

通过面对面的协商互动，学习者能反复操练新的语言交际技巧和语言知识，同

时也获得了更多改正错误的机会。 

任务型教学法很好地体现了这种观点，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做中学，

自然地习得一个语言点，甚至一门语言。课堂互动为二语习得者提供了面对面

交流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在不知道交际结果的情况下，给学习者提供了冒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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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也就是语言能力提升的机会。正如 Long 所说：“推动二语能力提升

的过程即面对面的语言互动。在这个层面上,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可以算作是

任务型教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三三三三）中介语理论）中介语理论）中介语理论）中介语理论    

中介语是学习者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构建的既不同于母语又不同于

目的语的一种语言知识系统。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Selinker首先提

出了中介语(Interlanguange)这一名词，随着研究的深入，不久后他就发

表了《中介语》一文，这就意味着中介语的理论雏形开始渐渐成。该理论

认为，学习者在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中，由于母语规则的迁移和目的语规

则的泛化，会产生一个新的过渡性语言，这种语言既不同于母语也区别于

目的语，但是却又逐渐趋近目的语,有着多变性的特点。中介语理论认为在

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将学习者的特有语言系统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它与

学习者的母语系统和目的语系统是同等的，相并列的，而不仅仅局限在语

言系统的对比，从而忽视语言学习的主体。 

中介语理论对任务型教学法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中介语理论认为以

学习者为中心的观点在对外汉语教学界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任务型教学法

也充分体现了这一观点。任务型教学法强调制定的任务要符合学习者所接

触的真实情况，使学习者在任务中自然地得到学习。在这个层面上,中介语

理论可以算作是任务型语言教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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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任务型教学法在泰国汉语词汇的特点任务型教学法在泰国汉语词汇的特点任务型教学法在泰国汉语词汇的特点任务型教学法在泰国汉语词汇的特点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泰国泰国泰国泰国 WATTHONGPHLENGWATTHONGPHLENGWATTHONGPHLENGWATTHONGPHLENG 学校学生汉语的特点学校学生汉语的特点学校学生汉语的特点学校学生汉语的特点    

    

一、一、一、一、泰国泰国泰国泰国 WATTHONGPHLENGWATTHONGPHLENGWATTHONGPHLENGWATTHONGPHLENG 学校学生的特点学校学生的特点学校学生的特点学校学生的特点    

泰国 WATTHONGPLENG 学校自 1945 年成立至今己有 78 年历史。设有幼儿园

部、小学部和初中部，共有师生 450 余人，教师 17 名，本土汉语教师 2 名。学

生在四年级己经开始学习汉语，由于学生学习汉语仅仅局限在每周一节的汉语

课上，因此，学生的整体汉语水平比较薄弱，仍然不具备运用汉语进行熟练的

日常交流的能力。因此，汉语教师应该认真思考如何让学生通过有效的教学方

式，高效掌握汉语知识并使用汉语进行日常交流。 

笔者自2016年到如今正式担任泰国WATTHONGPHLENG学校的汉语教师，目前

针对泰国初中年级的主题 教授 的教 学对 象主 要。笔 者选 择 了 泰 国

WATTHONGPHLENG 学校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作为任务型词汇教学的实施对象。他们

的性格比较外向，敢于表自我，喜欢接受新鲜事物，活泼好动，好奇心强。同

时，课堂环境相对自由，学习者在上课的时候很“不安分”。此外，章博闻、

刘亚楠（2017）和王肖肖（2018），他们通过在泰国学校进行汉语教学实践，也

发现泰国学生的学习特点以及泰国汉语教学中在课堂上发现有以下特点： 

第一、章博闻、刘亚楠（2017）和王肖肖（2018）他们发现泰国学习者的

特点是活泼好动。但学生在汉语课堂上很容易失去学习兴趣、注意力分散、课

堂纪律较差、学生随意走动、自由散漫、交头接耳的现象较为普遍。不过，泰

国学生与老师非常亲近，有的学生会在课堂纪律较差的时候主动协助老师，稳

定课堂秩序。 

第二、章博闻和刘亚楠（2017）发现泰国学生的动手能力很强。泰国的学

生有着强烈的自我表现欲。上课的时候，教师面对面提出问题，泰国学生会十

分激增地教师互动，在得到表扬后显得非常兴奋。 

笔者以及其他研究生在泰国在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发现泰国学生活泼好动的

性格、动手能力很强、有着强烈的自我表现欲。因此，老师可以在课堂教学过

程中多设计一些竞赛、互动等任务活动，吸引学生参与课堂活动，也增强了学

生合作学习的意识。笔者认为任务型教学法在泰国汉语词汇教学，解决对汉语

词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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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任务型教学法及泰国学生汉语教学的契合点任务型教学法及泰国学生汉语教学的契合点任务型教学法及泰国学生汉语教学的契合点任务型教学法及泰国学生汉语教学的契合点    

 

笔者选择泰国 WATTHONGPLENG 学校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两个班一共 30

名的学生，任务型教学法的运用情况等角度进行调查，得出任务型教学法

在泰国汉语课堂中的应用情况，应用效果等结论。从问卷调查中可知，在

70%的学生喜欢比赛任务在课堂活动，学生们希望使用比赛任务教汉语，也

想学习日常生活中必需的汉语。同时学生们对世界上的事物感兴趣，他们

想知道汉语国家的名称，笔者选择了两个任务类型最为典型的课题----

“你是哪国人？”及“你喜欢什么颜色？”为例，任务型词汇教学的具体

操作过程进行阐述。因此，笔者将学习者分成几个小组，以竞赛的形式成

任务活动，在这一学习阶段也培养了学习者合作学习的能力。通过实行任

务型词汇教学，80%的学生开始记住词汇及能够掌握句子，考试成绩增加。

学生按时上课，课堂气氛比较好，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任务型教学法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在贴近实际生活的语境中培养

学习者运用目的语进行交际的能力，与泰国学习者具有以下契合点根据泰

国学生特点，学生语言水平来设计在贴近实际生语境中培养学习者运用目

的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及泰国学习者具有以下契合点： 

第一、泰国学生活泼好动的性格、敢于表现等特点，任务教学法要求

学生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及时应用到日常交际活动中，培养了学生探索创

新能力，也有利于语言能力的培养。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多设计一

些竞赛、互动等任务活动，吸引学生参与课堂活动，也增强了学生合作学

习的意识。 

第二、泰国学生学习压力比较小，喜欢轻松幽默的课堂氛围。秦国学

生课堂注意力容易分散，缺乏自主创新探索的精神。教师在设计任务教学

活动时根据教学内容设计各种形式的教学活动，让学生从不同方面加深学

习。在活动设计时，要考虑活动所使用的道具不宜太复杂。教师需要在教

学过程中设计多种类型的任务教学活动，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第三、任务型教学法强调“做中学，用中学”学习者通过完成任务活

动，将课堂所学的知识内容运用到实际生活中，适合泰国学生的特点，任

务的内容则是现实生活中的情景再现，互动等任务活动，吸引学生参与课

堂活动，也增强了学生合作学习的意识，同时，教师应引导学生主动学

习，探索新知识的欲望，避免学生学习惰性依赖老师去学习汉语的心理。

教师可以运用多种教具，让学生体验到汉语词汇学习的趣味性，真正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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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习汉语，避免单调无趣的课堂氛围而影响教学效果。 

第四、在任务型词汇教学中，很多任务对学习者的实践能力有较高的要

求，而动手能力恰好是泰国学生的长处，课堂实施实践操作型任务，能够获得

积极的应答，取得更好的效果。 

根据问卷调查发现 100%的泰国 WATTHONGPHLENG 学校初中三年级的学生认为

任务型教学法适合在汉语词汇教学中。泰国相对自由的学习环境非常适合任务

型教学的实施，同时，任务型教学模式让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将其乐于表

现、实践能力强的特点发挥得完美。此外，一系列小组合作完成的任务也提高

了学习者的团队合作意识。大部分学生的成绩增加，也词汇教学课堂明显得感

兴趣了，学习效果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因此，笔者认为任务型教学模式符合泰

国学习者的学习环境与性格特点，非常合适用于在泰国汉语词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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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任务型教学法在泰国汉语词汇教学中的实施任务型教学法在泰国汉语词汇教学中的实施任务型教学法在泰国汉语词汇教学中的实施任务型教学法在泰国汉语词汇教学中的实施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任务型教学在词汇教学的任务型教学在词汇教学的任务型教学在词汇教学的任务型教学在词汇教学的设计设计设计设计原则原则原则原则    

 

目前为止，针对任务型教学的设计原则并没有统一定定义，不同的教

育学家根据自身对任务型教学的不同定义，提出了任务型教学的不同设计

原。例如：纽南在 1999 年提出了以下五条任务型教学的原则：言语原则、

情景真实性原则、形式功能性原则、任务相依性原则、在做中学原则、脚

手架原则。其他研究生针对任务设计的原则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刘亚楠

（2017）提出了以下六条任务型教学的原则：趣味性原则、真实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互动性原则、以学生为中心原则。根据泰国 WATTHONGPHLENG

学校初中年三级的学生学性格特点、学习风格以及汉语词汇教学目标等方

面,笔者提出适用于该班学生的相关任务型教学的设计原则。由于任务型教

学法的中心是学生，在设计任务时要了解学生的特点，也要清楚任务的类

型以及设计任务时要遵循哪些原则。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趣味性原则趣味性原则趣味性原则趣味性原则    

在汉语教学过程中形象生动的教学内容和丰富有趣的教学过程能吸引

学习者对课堂的关注度，从而提高学习者对课堂活动的参与度。教师在设

计教学任务活动时，要根据不同年龄段学习者的兴趣爱好、性格特点、学

习风格等方面设计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活动有趣的课堂任务活动方案。例

如：对于儿童学习者而言，其形象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发展相对成熟，而

逻辑思维发展尚未成熟。这一阶段的学习者模仿能力较强，但课堂注意力

集中时间相对较短。因此，教师可以设计一些模仿性强、趣味性高、操作

性强的任务活动，吸引学生参与任务活动关注课堂学习。对于成人学习者

而言，其逻辑思维相对成熟，教师可以设计一些相对具有挑战性的竞赛活

动，任务形式应多种多样，任务内容要尽量贴近学习者生活，否则学习者

很容易感到教学内容枯燥无聊。 

结合笔者在泰国教学的实际情况，泰国 WATTHONGPHLENG 学校初中三年

级学生对世界上的事物感兴趣，他们想知道汉语国家的名称，因此，笔者

在教名世界名国方面的词汇时，采用的是依照国旗或者地图指认词汇的任

务，学习者将图像与词汇正确对应，对词义的印象更深。由于学习者喜欢

做游戏，因此，笔者将学习者分成几个小组，以竞赛的形式成任务活动，

在这一学习阶段也培养了学习者合作学习的能力。要求每个成员参与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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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避免一些学生不积极思考的情况。其他小组成员需要认真记录该小组在完

成对话过程中的错误，这一过程避免学生学习注意力分散的情况。 

总之，教师可以将枯燥无味的教学内容和机械操练的教学过程设计为趣味

性强的任务教学活动，让学生通过体验、参与、自主思考的过程学习汉语,教师

应多提供机会让学生使用汉语进行交流。 

第二、真实性原则。第二、真实性原则。第二、真实性原则。第二、真实性原则。    

任务型语言教学理论认为，教学的设计要为学习者提供明确、真实的语言

信息，语言情景和语言形式要符合实际的功能和规律，使学习者在一种自然，

真实或模拟真实的情景中体会语言，掌握语言，从而感知完整的，有意义的语

言。因此，任务型教学强调设计要多角度地提供或创设能够反映复杂现实世界

的学习境，避免脱离情景的或者孤立于外界环境的抽象的语言训练中语言训

练。教师在设计任务时要根据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经验设计符合真实交际情景的

实用性任务。学生通过参与任务教学活动，能够真正将所学的语言知识应用到

日常交际中。例如：以购物为话题，教师可以让小组成员之间分角色模拟购物

情景。在任务完成的过程中，学生将课堂上所学的语言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

中，也激发了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 

根据泰国 WATTHONGPHLENG 学校初中三年级学生对任务型教学法在汉语词汇

教学课堂上的表现发现，对于贴近学习者生活实际的话题在进行语言材料输入

时学生更容易理解材料内容并进行有效的材料输入。对于学生比较陌生的话题

学生容易感到枯燥无味，很容易失去对课堂的关注度。例如：自我介绍的话

题，学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说出姓名、性别、年龄和爱好等信息，两人一组设

计对话，学生根据所学语言知识结构和自身情况更容易进行语言输出。 

在设计任务教学活动时要遵循真实性原则的理念，不仅要让学生掌握比较

实用的语言形式，同时教师应该设计贴近现实生活的各种任务，尽可能让学生

运用真实的语言材料进行操练。因此，教师应该根据学习者学习的不同阶段选

取适合、真实的语言材料。在“任务型”教学中，所设计的任务型活动应能激

活学习者自己有的知识系统，为学习者提供明确、真实的语言信息，任务的内

容和方式应具有真实性，要让学生在一种自然、真实的情景中体会和学习语

言。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实用性原实用性原实用性原实用性原则则则则    

任务型教学法的核心理念强调“做中学”，教师在设计任务时要根据学生的

学习和生活经验设计符合真实交际情景的实用性任务。学生通过参与任务教学

活动，能够真正将所学的语言知识应用到日常交际中。例如：以购物为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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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可以让小组成员之间分角色模拟购物情景。在任务完成的过程中，学

生将课堂上所学的语言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中，也激发了学生学习汉语的

兴趣。 

泰国 WATTHONGPHLENG 学校初中三年级学生性格活泼外向，爱表现，教

师结合泰国学生的性格特点和学习风格设计不同类型的课堂活动，真正让

学生在实践中掌握理论知识。因此，笔者在词汇教学设计中应遵循任务型

教学的“做中学”的原则，设计多种类型的任务活动，学生不仅可以在完

成任务活动的过程中掌握所学知识，教师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及时发现学

生存在的问题并解决。 

在教学中如果教师一味的讲解语言知识，学生很容易觉得学习枯燥乏

味，不能集中注意力在课堂上。同时，学生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是在课堂上

对知识点的练习掌握得很好，但到真正的日常交际中会出现各种语言问

题。这种现象的形成主要是学生在课堂上的练习没有结合生活实际情况，

学生真正到日常交流中就出现了各种语言错误。 

第四、互动性原则第四、互动性原则第四、互动性原则第四、互动性原则    

语言学习的最终目标是进行言语交际，而交际的核心就是互动。语言

的互动性为学习者创造了大量的信息输入和语言输出的机会，在教学中增

加互动可以使学习者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创造性地使用语言，从而促进

语言能力的提高。学生在任务活动中使用已经掌握的技能和交际所需要的

各种语言知识、表达方法等，从而提高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因此，在设

计任务时，要遵循互动性的原则。所设计的任务尽可能让学生合作完成，

充分开拓学习者的创造思维和潜能，从而使学习者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产

生互动，有助于促进语言自动性的生成。 

结合泰国学生学习汉语的情况来看，该班学生上课注意力容易分散，

对汉语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较差，因此在教学活动设计中涉及对话问

答、小组讨论等任务活动吸引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关注。例如：将学生分成

两组，让学生写颜色词（汉字和拼音）的卡片发给学生，教师说颜色词，

持有该卡片的学生迅速将卡片举起来，看哪一组举得快，然后给一个分。

而不是直接让学生看图片死记硬背与颜色相关的词汇。在进行语言点操练

的环节教师可以先做示范，让学生小组之间进行模拟对话练习。例如：颜

色的话题两人一组可以问你喜欢什么颜色？我喜欢（. . . .）色，你呢？由于

本班学生汉语基础薄弱，学生在设计对话时可以不用太长，但要保证对话

内容的流畅性和准确性。其他小组成员需要认真记录该小组在完成对话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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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错，这一过程避免学生学习注意力分散的情况。 

因此，在初级汉语词汇教学设计中遵循互动性原则，避免学习者不动脑筋

思考的情况，有助于调动学生与教师之间的配合，使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课堂

教学活动，增加学生的语言材料输入，从而更好地进行语言交际。 

第五、第五、第五、第五、以学生为中心原以学生为中心原以学生为中心原以学生为中心原则则则则    

课堂教学设计应以学习者为中心，充分发挥学习者的主动性、语言运用的

创造性。教师作为课堂的引导者，应该根据学习者学习汉语的需求、学习兴

趣、学习动机等方面选取语言材料，设计任务教学活动。任务型教学法强调教

学过程中学习者主体地位的重要性，主张关注学习者的需求、情感、想法等，

让学习者参与到活动中，成为课堂的控制者。 

以本班泰国学生为例，大部分学习者在新课开始时都有着很足的学习力

量。教师刚开始进行带读生词等机械性操练时，学习者很积极地大声跟读，但

多读几遍之后，学生的开始感到枯燥，跟读声明显减小，甚至有些学生开始开

小差或者做自己的事。之后，教师让学生念出其所指的词汇时，并不是所有的

学生都积极响应，究其原因，有的是因为没记住相应词汇，有部分是因为走

神，注意力已经不在课堂上了。教师应立刻改变教学方式，之后进行的游戏性

任务是为了巩固学生对新学词汇的印象。例如：在生词讲解结束后，笔者让学

生小组之间比赛，比－比哪个小组在最短间内说出的生词又对又快。语言点的

操练主要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自主设计对话等形式进行练习。 

因此，教师在设计任务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时要以学习者为中心，根据学

习者的学习动机、学习需求、学习兴趣等内容，设计相关教学内容和教学活

动，充分调动学习者学习汉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第六、第六、第六、第六、任务递推式原任务递推式原任务递推式原任务递推式原则则则则。。。。    

教师在设计任务活动时，要充分考虑任务的难易度和学生实际情况，遵循

层层渐进逐步推进的原则。任务活动过于简单，不利于学生语言能力的培养，

学生容易分散注意力。因此，学生由易到难逐步完成任务活动，有利于加深巩

固所学的词汇知识，学生不断完成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活动，能够增强学生学汉

语好奇心和成就感。 

泰国 WATTHONGPHLENG 学校初中三年级学生对世界上的事物感兴趣，他们想

知道汉语国家的名称，笔者选择学习者感兴趣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活动，例如：

以“国家”为话题，第一个任务活动：根据教师提供的国旗相关的图片，在规

定的时间内比一比谁回答的汉语名称又对又快。这一任务活动主要以竞赛的形

式让学生复习巩固重点生词的发音、意思等内容。然后笔者问学生“你最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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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国家？”用汉语写出你最想去的 6 个国家的名字，并画出这些国家的

国旗。第二个任务活动：然后教师让学生表演活动在课堂上闪光。教给学

生最基本的课文：A：你是哪国人？B：我是泰国人，你呢？A：我是中国

人。他是哪国人？B：他是日本人。第二个任务活动学生要说出完成的句子

比第一个任务活动需要说生词难度增加。 

因此，教师教学生应由易到难逐步完成任务活动，有利于加深巩固所

学的语言知识，学生不断完成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活动，能够增强学生学习

汉语好奇心和成就感。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任务类型之教学方案的确定任务类型之教学方案的确定任务类型之教学方案的确定任务类型之教学方案的确定    

    

一、任务类型之教学方案的确定一、任务类型之教学方案的确定一、任务类型之教学方案的确定一、任务类型之教学方案的确定    

笔者以任务型词汇教学的原则为基础，根据泰国 WATTHONGPHLENG 学校

学生的特性，确定了相应的任务类型。根据问卷调查，70%的学生喜欢比赛

与合作成任务，而这类任务正是以小组合作为主要形式，学习者在掌握所

学词汇的同时也提升了团队合作的意识。由于教材《实用汉语》的内容不

合适泰国学习者的兴趣，因此，笔者所选的第一个案例中创设“你是哪国

人?”的情境以组为单位，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做游戏，使用所学词汇与同

伴进行交际，共同完成任务。这一课中，表演欲望强以及乐于与他人合作

的学生参与热情更高。笔者在教名世界名国方面的词汇时，采用的是依照

国旗或者地图指认词汇的任务，学习者将图像与词汇正确对应，对词义的

印象更深。在问卷调查中，60%的学生自己的汉语水平没信心，学习者害怕

犯错误。同时少数学生没有参与到活动中去，所有人不愿意参与到课堂活

动中，因为他们对自己汉语水平的不自信以及害怕犯错的心态导致的。有

部分学生更愿意独立完成课堂任务，对合作类任务参与热情不高，对于这

一类学生绘画、手工制作等可以独立完成的创造性任务显然更为合适。同

时，这类创造性任务能够充分地发挥学生者动手能力强的特点。在一些特

定的词汇教学中，采取绘画或者手工制作等创造性任务可增加教学的趣味

性，优化教学效果。 

由于为了有部分学生不愿意参与课堂任务，对合作类任务参与热情不

高，教师需要在教学过程中设计多种类型的任务教学活动，吸引这一类学

生的注意力。教师应通过任务设计之间并非完孤立，而是相互联系，相互

包含的。教师应根据学生的汉语水平，性格特点，学习兴趣等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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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确定任务，使任务设计的内容层层递进，最终使学生通

过参与完成任务活动习得汉语。 

课文的内容：《你是哪国人？》及《你喜欢什么颜色？》，以下是任务类型

之教学方案的确定。 

    

表表表表 1111 任务型教学法在任务型教学法在任务型教学法在任务型教学法在汉语词汇课教学方案《你是哪国人？》汉语词汇课教学方案《你是哪国人？》汉语词汇课教学方案《你是哪国人？》汉语词汇课教学方案《你是哪国人？》    

教学科目：教学科目：教学科目：教学科目：综合教学，词汇教学    教学对象：教学对象：教学对象：教学对象：泰国初中三年级汉语班学生    

课时课时课时课时：2 课时（每课时 50 分钟）    教师：教师：教师：教师：陈心亮    

单元名称：单元名称：单元名称：单元名称：《你是哪国人？》        

一、教学内容一、教学内容一、教学内容一、教学内容        

        泰国初中三年级学生对世界上的事物感兴趣，他们想知道汉语国家的名

称，笔者选择学习者感兴趣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活动，这些课文内容学生可以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1.词与字 

    掌握词汇：泰国、中国、日本、美国、英国、韩国、德国、法国。 

    写用字： 哪 、国、美、泰、中、是、人、你、我、们、她、他、它。 

  2.掌握句子：你是哪国人？我是泰国人，你呢？ 

              我是中国人。他们是哪国人？她是日本人。 

  3.阅读：课文： 

    A：你是哪国人？ 

 B：我是泰国人，你呢？ 

 A：我是中国人。A: 他是哪国人？  

      B：他是日本人。    

        4.教师让学生表演活动在课堂上闪光。    

二、教学目标二、教学目标二、教学目标二、教学目标    

        1.学习者对简单的重点词汇达到 “听 、 说 、 读 、 写” 四个方面掌

握 8 个生词：泰国、中国、日本、美国、英国、韩国、德国、法国。 

  2.培养学生对汉语的学习兴趣。教学内容：句子、对话、生词、汉字。 

  3.在课堂操练，使学生能够在交际中运用所学知识。    

三、教学重点和难点三、教学重点和难点三、教学重点和难点三、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教学重点教学重点教学重点::::    

  1.基本掌握重点词的意义和用法。 

  2.掌握词汇：泰国、中国、日本、美国、英国、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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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掌握句子：你是哪国人？我是泰国人，你呢？，我是中国人。他是哪国

人？他是日本人。 

教学难点教学难点教学难点教学难点::::    

  听、说、读、写，国家的词汇字: 泰国、中国、日本、美国、英国、韩

国、德国、法国。     

四、教学过程四、教学过程四、教学过程四、教学过程    

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    

一、复习上星期的词汇，国家的词汇字: 泰国、中国、日本、美国、英国、

韩国、德国、法国。代词：我、你、她、他、他们。 

二、导入打招呼，同学们好！（此话用泰语）你是哪国人？ 

操练情景 1： 老师问 A 学生：你是哪国人？   

A 学生：我是泰国人，你呢？。 再问 

B 学生：我是中国人？ 

三、介绍各国国旗 

1．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国旗，（欣赏世界各国的国旗）讨论你喜欢哪面国旗？

为什么？（它有几种颜色？有什么图案？） 

2．选择几种有代表性的国旗来认识。了解它的国家名称、图案颜色、有哪些

图形、有什么意义！    

教学活动教学活动教学活动教学活动    

  教师将全班学生分成三组，第一组学生用拼音或汉字将所学过的国家的名

称用红色彩笔抄写在宇卡上；第二组学生用拼音或汉字将所学的语种的生黃,

色彩笔抄写在字卡上;第三组学生用拼音或汉字将所学过的国籍的生词用黃色

彩笔抄写在字上卡。完成后，大家都合上书。第一组的同学选出一张国家名

称的字卡，大声读出来。第二组的同学要在自己的字卡中找出相应的语种字

卡，大声读出来。第三組的同学找出相应的国家名称的字卡，大声读出来。

接下来，第二组的同学拿出一张语种字卡，大声读出来。第三组的同学找出

相应的国家名称字卡，大声读出来。第一组的学生找出相应的国家名称字

卡，大声读出来。最后轮到第三组的同学先读国家字卡，第一组、第二組的

学生分别找出并朗读相应的国家名称和语种字卡。依此顺序循环练习。每组

找对字卡，朗读正确，一次积一分，三组决出该项总分，把项总分相加，分

组成员全部获奖。然后老师问学生“你最想去哪些国家？”用汉语写出你最

想去的 6 个国家的名字，并画出这些国家的国旗。 
 



22 

教具教具教具教具        

1.生词卡 

2.游戏卡    

测验：测验：测验：测验：    

1.让学生本能完成课本要求及老师要求的字词句的书写。 

2.让学生能独立完成老实交代的练习题。 

3.让学生按照老师的指点后完成练习册及听写。 

学生能够达到任务型教学学生能够达到任务型教学学生能够达到任务型教学学生能够达到任务型教学在对汉语词汇教学在对汉语词汇教学在对汉语词汇教学在对汉语词汇教学的教学目标及实际活动：的教学目标及实际活动：的教学目标及实际活动：的教学目标及实际活动：    

 1.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所提高。 

 2.学生能在快乐的学习气氛中进行交流活动。 

 3.学生能记住国家名称的词汇。 

 4.教师让学生表演活动在课堂上闪光。教给学生最基本的课文： 

    A：你是哪国人？              B：我是泰国人，你呢？ 

    A：我是中国人。他们是哪国人？B：她是日本人。 

 遇到的问题及困难：遇到的问题及困难：遇到的问题及困难：遇到的问题及困难：    

  少数学生不愿意参与到课堂活动中。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 笔者经常会发

现少数学生没有参与到活动中去, 所有人不愿意参与到课堂活动中，因为他

们对自己汉语水平的不自信以及害怕犯错的心态导致的。也就是说学生参与

任务并不均衡。 

教学意见：教学意见：教学意见：教学意见：    

  对于学习者在任务过程中出现的不足之处， 教师应在考虑到学习者接受能

力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提出，同时应使用鼓励性的语言让学习者对这些不

足加以改进。 

解决办法及改进意见：解决办法及改进意见：解决办法及改进意见：解决办法及改进意见：        

  教师需要在教学过程中设计多种类型的任务教学活动，吸引这一类学生的

注意力。教师应通过任务设计之间并非完孤立，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包含

的。教师应根据学生的汉语水平，性格特点，学习兴趣等实际情况，由易到

难，循序渐进的确定任务，使任务设计的内容层层递进，最终使学生通过参

与完成任务活动习得汉语。教师与学生鼓励同学们参加活动，启发学生多

看，多听，多说，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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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222    任务型教学法在任务型教学法在任务型教学法在任务型教学法在汉语词汇课教学方案《你喜欢什么颜色？》汉语词汇课教学方案《你喜欢什么颜色？》汉语词汇课教学方案《你喜欢什么颜色？》汉语词汇课教学方案《你喜欢什么颜色？》    

教学科目：教学科目：教学科目：教学科目：综合教学，词汇教学    教学对象：教学对象：教学对象：教学对象：泰国初中三年级汉语班学生    

课时课时课时课时：2 课时（每课时 50 分钟）    教师：教师：教师：教师：陈心亮    

单元名称：单元名称：单元名称：单元名称：《你喜欢什么颜色？》        

一、教学内容一、教学内容一、教学内容一、教学内容        

     1.交际功能： 

（1）“你喜欢什么颜色?” 我喜欢蓝色。你的本子是什么颜色？你的本子是

蓝色。你喜欢什么颜色？我喜欢…… 为什么？因为……在真实的交际 情境

中运用的要求。 

（2）谈论对颜色的喜好。 

2.语言要点: 

（3）重要语法点： 因为…… 

（4）重点句型：        

二、教学目标二、教学目标二、教学目标二、教学目标 

1.学会颜色的表达 

2.掌握常用颜色词。 

3.能够述说自己对颜色的喜好。    

三、教学重点和难点三、教学重点和难点三、教学重点和难点三、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教学重点教学重点教学重点：：：：    

1.谈论对颜色的喜好。“你喜欢什么颜色?” 我喜欢蓝色。你的本子是什么

颜色？你的本子是蓝色。在真实的交际 情境中运用的要求。 

2.基本掌握重点词的意义和用法。 

教学难点教学难点教学难点教学难点：：：：    

1.认读、正确书写汉语常用颜色词。听、说、读、写，颜色的词汇。 

2.掌握疑问代词 “什么” 是疑问代词，放在提问部分的位置上，例如：你

喜欢什么颜色?  

四、教学过程四、教学过程四、教学过程四、教学过程    

  1.复习上星期的词汇，中国、泰国、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 

  2.导入打招呼，同学们好！，让学生看的国旗中分别有什么颜色? 

教学活动教学活动教学活动教学活动 

  1.图片展示与红色，橙色、黄色、绿色、蓝色、白色、黑色有关事物的图

片，同时让学生尝试读出上述颜色词；教师领读；学生跟读；教师更换图片

的速度越来越快，促使学生不断加深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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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将学生分成两组，教师写颜色词（汉字和拼音）的卡片发给学生，教师

说颜色词，持有该卡片的学生迅速将卡片举起来，看哪一组举得快，然后给

一个分，组决出该项总分，把项总分相加，分组成员全部获奖。 

  3.分组抢答 

1.美国的国旗有哪几种颜色？（红色、蓝色、白色） 

2.哪种颜色被称为幸运色中国？（红色） 

3.事种颜色象征生命？（绿色） 

4.大海的颜色是？（蓝色） 

5.哪种颜色象征神秘？（紫色） 

6.中国人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黑色） 

7.新娘子穿的婚纱是什么颜色？（白色） 

8.中国的国旗有那儿种颜色？（红色、黄色） 

9.泰国的国旗有那儿种颜色? （红色、白色、蓝色） 

  4.将学生分成两组，让学生互相帮助通过书刊或网络，了解一下其他国家

的人们都喜欢什么颜色，不喜欢什么颜色，不同颜色有什么不同的含义，把

学生的发现做成文档，展示给大家。 

教具教具教具教具    

1.生词卡 

2.颜色的图片 

测验测验测验测验： 

1.让学生本能完成课本要求及老师要求的字词句的书写。 

2.让学生能独立完成老实交代的练习题。 

3.让学生按照老师的指点后完成练习册及听写。 

4.让学生分组进行简单的交流活动。 

5.让学生基本能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    

教后小教后小教后小教后小结结结结    

1.学生能够按照本计划： 基本能按本计划进行教学。 

2.学生能够达到百分之八十的教学效率： 基本能够达到要求。 

3.学生能够达到百分之八十的合作协调率： 基本能达到目的。 

学生能够达到教学提纲要求并达到成效：学生能够达到教学提纲要求并达到成效：学生能够达到教学提纲要求并达到成效：学生能够达到教学提纲要求并达到成效：    

1.学生基本能按照教学提纲达到要求。 

2.学生可以通过老师的诱导独立完成任务。 

3.学生可以逐渐地于老师或同学进行（简单）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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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能够达到任务型教学在对汉语词汇教学的教学目标及实际活动：学生能够达到任务型教学在对汉语词汇教学的教学目标及实际活动：学生能够达到任务型教学在对汉语词汇教学的教学目标及实际活动：学生能够达到任务型教学在对汉语词汇教学的教学目标及实际活动：    

1.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所提高。 

2.学生能在快乐的学习气氛中进行交流活动。 

3.学生能记住国家名称的词汇。 

4.学生掌握句子：你喜欢什么颜色？：我喜欢...色。 为什么？因为... 

5.教师让学生表演活动在课堂上闪光。 

      A：你喜欢什么颜色?                 B：我喜欢蓝色。 

A：为什么你喜欢（.......）色？蓝色黑色 B：因为....... 

  A：你的本子是什么颜色？            B：你的本子是蓝色。 

 

   少数学生不愿意参与到课堂活动中。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笔者经常会发

现少数学生没有参与到活动中去，所有人不愿意参与到课堂活动中，因为他

们对自己汉语水平的不自信以及害怕犯错的心态导致的。也就是说学生参与

任务并不完整。 

教学意见：教学意见：教学意见：教学意见：    

  对于学习者在任务过程中出现的不足之处，教师应在考虑到初级学习者接

受能力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提出，同时应使用鼓励性的语言让学习者对这

些不足加以改进。 

解决办法及改进意见解决办法及改进意见解决办法及改进意见解决办法及改进意见 

  教师需要在教学过程中设计多种类型的任务教学活动，吸引这一类学生的

注意力。教师应通过任务设计之间并非完孤立，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包含

的。教师应根据学生的汉语水平，性格特点，学习兴趣等实际情况，由易到

难，循序渐进的确定任务，使任务设计的内容层层递进，最终使学生通过参

与完成任务活动习得汉语。教师对学习者的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点评与总结，

再次强调所学词汇的正确用法，加深学生的印象。 

    

二、根据学习者确定任务类型二、根据学习者确定任务类型二、根据学习者确定任务类型二、根据学习者确定任务类型    

本文所选的第一个案例中，在教名世界名国方面的词汇时，学习者需

要在教师创设的“你是哪国人?”的情境以组为单位，笔者使用做游戏教词

汇，完成的任务活动，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让学生表演活动在

课堂上闪光，扮演好各自的角色、使用所学词汇与同伴进行交际，共同完

成任务。这一课中，而第二个案例“你喜欢什么颜色?”教师先让学生分组

抢答完成要求及老师要求的句子的书写，然后将学生分成两组，让学生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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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帮助通过书刊或网络，了解一下其他国家的人们都喜欢什么颜色，不喜欢什

么颜色，不同颜色有什么不同的含义，把你的发现做成文档，展示给大家。 

有部分学生不愿意参与活动课堂任务，吸引这一类学生的注意力。教师应

通过任务设计之间并非完孤立，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包含的。教师应根据学生

的汉语水平，性格特点，学习兴趣等实际情况，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确定任

务，使任务设计的内容层层递进，最终使学生通过参与完成任务活动习得汉

语。教师与学生鼓励同学们参加活动，启发学生多看，多听，多说，多问。同

时，这类创造性任务能够充分地发挥泰国学生动手能力强的特点。 

 

三、根据词汇特点确定任务类型三、根据词汇特点确定任务类型三、根据词汇特点确定任务类型三、根据词汇特点确定任务类型    

在本文所选的第一个案例中，笔者在教名世界名国方面的词汇时，采用的

是依照国旗或者地图指认词汇的任务，学习者将图像与词汇正确对应，对词义

的印象更深。在教学过程中笔者问学生“你最去哪些国家？”用汉语写出学生

最想去的 6 个国家的名字，并画出这些国家的国旗。此外，在一些特定的词汇

教学中，采取绘画或者手工制作等创造性任务可增加教学的趣味性，优化教学

效果。笔者选择游戏类的任务，学生通过做游戏记住相关词汇。。。。因为大部分学

习者喜欢在使用词汇完成任务的同时，带来乐趣及有趣，以此加深学习者对词

汇的掌握程度。 

对词义的印象更深。在进行一些较为直观的名词教学（如：颜色、泰国

等）时，在进行一些动词或日常交流时常用但很难直观具象化的词汇时，则多

需要使用表演式的交流个人经历任务以及问题解决任务，学习者在教师提供的

一系列模拟现实的情境中，使用所学词汇解决相关问题，以此加深学习者对词

汇的掌握程度。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以任务型教学为指导的对泰汉语词汇教学案例以任务型教学为指导的对泰汉语词汇教学案例以任务型教学为指导的对泰汉语词汇教学案例以任务型教学为指导的对泰汉语词汇教学案例    

 

笔者选择了泰国 WATTHONGPHLENG 学校初中三年级两班作为任务型词汇教学

的实施对象。该班级作为的“实验班”初中三年级的学习者有着近五年的汉语

学习经历，在拼音方面有着不错的基础。 

本节从本次教学实践中选择了两个任务类型最为典型的课题----“你是哪

国人？”及“你喜欢什么颜色？”为例，任务型词汇教学的具体操作过程进行

阐述。以下是两个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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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你是哪国人？你是哪国人？你是哪国人？你是哪国人？””””教学案例教学案例教学案例教学案例    

教学对象：教学对象：教学对象：教学对象：泰国初中三年级汉语班学生 

课时：课时：课时：课时：2 课时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学习者对简单的重点词汇达到“听、说、读、写”四个方面掌握这

些生词：哪、是、泰国、中国、日本、美国、英国、韩国、德国、法国。 

2）培养学生对汉语的学习兴趣，教学内容：句子、对话、生词、汉

字。 

3）认读词要求会认、会读、写用字要求会读，会写，会用。 

4）能运用本课句型，询问，回答国籍。 

教学重点教学重点教学重点教学重点：：：：    

1.基本掌握重点词的意义和用法。 

2.掌握词汇：泰国、中国、日本、美国、英国、韩国。 

3.掌握句子：你是哪国人？我是泰国人，你呢？，我是中国人。他是

哪国人？他是日本人。 

教学难点教学难点教学难点教学难点：：：：    

听、说、读、写，国家的词汇：泰国、中国、日本、美国、英国、韩

国、德国、法国。 

任务前阶段任务前阶段任务前阶段任务前阶段 

1.复习上星期的词汇，代词：我、你、她、他、它、他们、名词：老

师。 

2.导入打招呼，同学们好！（此话用泰语）你是哪国人？ 

任务中阶段任务中阶段任务中阶段任务中阶段  

1.操练情景，教给学生最基本的课文： 

A：你是哪国人？    B：我是泰国人，你呢？ 

A：我是中国人。他是哪国人？  B“他是日本人。 

2.介绍各国国旗 

1）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国旗，（欣赏世界各国的国旗）讨论你喜欢哪面

国旗？为什么？（它有几种颜色？有什么图案？） 

2）选择几种有代表性的国旗来认识。了解它的国家名称、图案颜色、

有哪些图形、有什么意义！    

教学活动教学活动教学活动教学活动    

教师将全班学生分成三组，第一组学生用拼音或汉字将所学过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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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称用红色彩笔抄写在宇卡上；第二组学生用拼音或汉字将所学的语种生词,

色彩笔抄写在字卡上;第三组学生用拼音或汉字将所学过的国籍的生词用黃色彩

笔抄写在字上卡。完成后，大家都合上书。第一组的同学选出一张国家名称的

字卡，大声读出来。第二组的同学要在自己的字卡中找出相应的语种字卡，大

声读出来。第三組的同学找出相应的国家名称的字卡，大声读出来。接下来，

第二组的同学拿出一张语种字卡，大声读出来。第三组的同学找出相应的国家

名称字卡，大声读出来。第一组的学生找出相应的国家名称字卡，大声读出

来。最后轮到第三组的同学先读国家字卡，第一组、第二組的学生分别找出并

朗读相应的国家名称和语种字卡。依此顺序循环练习。每组找对字卡，朗读正

确，一次积一分，三组决出该项总分，把项总分相加，分组成员全部获奖。然

后教师问学生“你最想去哪些国家？”用汉语写出学生最想去的 6 个国家的名

字，并画出这些国家的国旗。 

新课总结：新课总结：新课总结：新课总结：将各组学生在任务中使用的国家词汇列出，带读三遍，再次巩

固和加深学习者的印象。然后教师让学生表演活动在课堂上闪光。 

教给学生最基本的课文： 

A：你是哪国人？    B：我是泰国人，你呢？ 

A：我是中国人。他是哪国人？  B：他是日本人。 

任务任务任务任务后后后后阶段阶段阶段阶段    

健全评价机健全评价机健全评价机健全评价机制制制制：：：：    

任务聚焦是任务完成后的收尾阶段。作为成功完成任务型教学的点睛之

笔，完全不可忽视此阶段教师和学生共同对所完成的任务进行合理的评价，然

后发现问题，讨论问题，最终解决问题。到这里，才能算是课程的完美结束。

对于任务的评价，可以通过小组讨论，代表发言，教师综合各组讨论后所发现

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然后教师可以根据任务完成的实际情况，决定是否

安排课后作业。 

布置作业。布置作业。布置作业。布置作业。    

1.课后练习题、笔画、笔顺的国家词汇。 

2.让学生在绘画各国国旗或者地图。 

3.预习下节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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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你喜欢什么颜色？你喜欢什么颜色？你喜欢什么颜色？你喜欢什么颜色？””””教学案例教学案例教学案例教学案例    

教学对象：教学对象：教学对象：教学对象：泰国初中三年级汉语班学生 

课时：课时：课时：课时：2 课时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学习者对简单的重点词汇达到“听、说、读、写”四个方面掌握这些生

词：喜欢、什么、颜色的词汇。 

2)能够在读音、部首、书写笔顺三个方面掌握生词。 

3)培养学生对汉语的学习兴趣。教学内容：句子、对话、生词、汉字。 

4）能够说自己对颜色的喜好。 

教学重点教学重点教学重点教学重点：：：：    

1.谈论对颜色的喜好“你喜欢什么颜色?”我喜欢蓝色。你的本子是什么颜

色？你的本子是蓝色。在真实的交际情境中运用的要求。 

2.能够掌握重点词的意义和用法。 

掌握词汇：掌握词汇：掌握词汇：掌握词汇：喜欢、什么、颜色的词汇。 

学生能够掌握句子：学生能够掌握句子：学生能够掌握句子：学生能够掌握句子：“你喜欢什么颜色?”“我喜欢蓝色。”你的本子是什

么颜色？你的本子是蓝色。 

教学难点教学难点教学难点教学难点：：：：    

1.听、说、读、写，颜色的词汇。 

2.掌握疑问代词什么“什么”是疑问代词，放在提问部分的位置上，例

如：你喜欢什么颜色?     

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    

任务前阶段任务前阶段任务前阶段任务前阶段 

1.复习上星期的词汇，中国、泰国、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 

2.导入打招呼，同学们好！，让学生看的国旗中分别有什么颜色? 

任务任务任务任务中中中中阶段阶段阶段阶段 

1.图片展示与红色，橙色、黄色、绿色、蓝色、白色、黑色有关事物的图

片，同时让学生尝试读出上述颜色词；教师领读；学生跟读；教师更换图片的

速度越来越快，促使学生不断加深印象。    

2.将学生分成两组，教师写颜色词（汉字和拼音）的卡片发给学生，教师

说颜色词，持有该卡片的学生迅速将卡片举起来，看哪一组举得快，然后给一

个分，组决出该项总分，把项总分相加，分组成员全部获奖。 

3.分组抢答 

1）美国的国旗有哪几种颜色？（红色、蓝色、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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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哪种颜色被称为幸运色中国？（红色） 

3）事种颜色象征生命？（绿色） 

4）大海的颜色是？（蓝色） 

5）哪种颜色象征神秘？（紫色） 

6）中国人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黑色） 

7）新娘子穿的婚纱是什么颜色？（白色） 

8）中国的国旗有那儿种颜色？（红色、黄色） 

9）泰国的国旗有那儿种颜色? （红色、白色、蓝色） 

4.将学生分成两组，让学生互相帮助通过书刊或网络，了解一下其他国家

的人们都喜欢什么颜色，不喜欢什么颜色，不同颜色有什么不同的含义，把学

习者的发现做成文档，展示给大家。 

新课总结：新课总结：新课总结：新课总结：教师选择句字型写在黑板上，之后领读，学生跟读; 然后教师

提问一个学生，再让学生互问。将各组学生在任务中使用的词汇列出，带读三

遍，再次巩固和加深学习者的印象。 

教师将各组学生在任务中使用的颜色词汇列出，带读三遍，再次巩固和加

深学习者的印象。教给学生最基本的课文，然后教师让学生表演活动在课堂上

闪光。 

A：你喜欢什么颜色?    B：我喜欢蓝色。 

A：为什么你喜欢（.......）色？蓝色黑色 B：因为....... 

A：你的本子是什么颜色?   B：你的本子是蓝色。     

任务任务任务任务后后后后阶段阶段阶段阶段    

健全评价机健全评价机健全评价机健全评价机制制制制::::    

任务聚焦是任务完成后的收尾阶段。作为成功完成任务型教学的点睛之

笔，完全不可忽视此阶段教师和学生共同对所完成的任务进行合理的评价，然

后发现问题，讨论问题，最终解决问题。到这里，才能算是课程的完美结束。

对于任务的评价，可以通过小组讨论，代表发言，然后教师综合各组讨论后所

发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布置作业。布置作业。布置作业。布置作业。 

1.课后练习题、笔画、笔顺的颜色词汇。 

2.板书设计红色绿色，在本子上写这些句子。A：你喜欢什么颜色？橙色紫

色 B：我喜欢（.......）色。A：为什么你喜欢（.......）色？B：因为....... 

3.预习下节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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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任务型教学法在泰任务型教学法在泰任务型教学法在泰任务型教学法在泰国国国国汉语词汇教学方面的效果汉语词汇教学方面的效果汉语词汇教学方面的效果汉语词汇教学方面的效果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任务型教学法在泰汉语词汇教学方面的效果任务型教学法在泰汉语词汇教学方面的效果任务型教学法在泰汉语词汇教学方面的效果任务型教学法在泰汉语词汇教学方面的效果    

    

一、一、一、一、任务型教学法在泰国汉语词汇教学方面的效果任务型教学法在泰国汉语词汇教学方面的效果任务型教学法在泰国汉语词汇教学方面的效果任务型教学法在泰国汉语词汇教学方面的效果    

实行任务型词汇教学后，笔者通过访谈、观察、考试成绩情况以及问卷调

查学生对学习汉语感兴趣，大部分学生开始记住词汇及能够掌握句子，考试成

绩增加。大部分学生按时上课，课堂气氛比较好，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根据问卷调查，80%的泰国 WATTHONGPHLENG 学校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大部

分喜欢学习汉语一般，他们认为在日常生活不使用汉语，20%的学生喜欢学习汉

语，因为在课堂上有意思，如果可以回答问题，教师就给了糖果。也 100%的学

生认为任务型教学法适合在泰汉语任务型词汇教学中。从问卷调查中可知，学

生们希望使用游戏教汉语，不喜欢写汉字，也想学习日常生活中必需的汉语。

在日常生活中，有的学生没有使用汉语，因此，他们觉得汉语并不重要。不

过，大部分学生认为他们的汉语能力水平及合作学习能力比较好，有的学生认

为听力能力及对说汉较差，因此，教师需要着重于学生多听、多说。 

实行任务型词汇教学后：笔者发现学生能够按照本计划：基本能按本计划

进行教学，学生能够达到百分之八十的教学效率：基本能够达到要求,学生能够

达到百分之八十的合作协调率：基本能达到目的,按照教学提纲达到要求，可以

通过老师的诱导独立完成任务，也可以逐渐地于老师或同学进行的交流学生的

学习兴趣有所提高,在快乐的学习气氛中进行交流活动，学生能记住颜色和国家

的词汇与掌握句子。 

本节将以“你是哪国人？”与“你喜欢什么颜色？”两课为例，根据课后

作业及考试来检测学习者对于所学词汇知识的掌握情况。此外，笔者在教学对

象的汉语基础极为接近的前提下，以初中三年级泰国在传统模式下的教学作为

参照，将传统模式下的对泰汉语词汇教学与任务型对泰汉语词汇教学的效果进

行了对比。同时结合教师对学生表现的课堂观察来分析任务型教学法在对泰汉

语词汇教学方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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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者课堂表现反馈者课堂表现反馈者课堂表现反馈者课堂表现反馈    

    

一、一、一、一、任务型教学法在泰国任务型教学法在泰国任务型教学法在泰国任务型教学法在泰国 WATTHONGPHLENGWATTHONGPHLENGWATTHONGPHLENGWATTHONGPHLENG 学校的应用情况问卷调查学校的应用情况问卷调查学校的应用情况问卷调查学校的应用情况问卷调查    

笔者选择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两个班一共 30 名的学生，任务型教学法的运

用情况等角度进行调查，得出任务型教学法在泰国汉语课堂中的应用情况，应

用效果等结论。 

以下是本次对泰国 WATTHONGPHLENG 学校的学生问卷调查的具体情况。 

1.1.1.1.性别性别性别性别    

本从研究进行了问卷调查，被问卷的人员男女比例情况如下。 

 

 

图图图图 1111 学生男女生性别比例学生男女生性别比例学生男女生性别比例学生男女生性别比例    

 

从问卷调查中可知，在本次调查中主要从事泰国学生的性别，绝大部分是

女性为 57%及男性为 43%。 

2222．．．．年龄年龄年龄年龄    

表显示，在泰国 WATTHONGPHLENG 学校初中三年级的学生的年龄大部分 15

岁，最小 14 岁，最大 16 岁 

 

表表表表 3333    年龄的对象年龄的对象年龄的对象年龄的对象    

年龄年龄年龄年龄    人数人数人数人数    

14 岁 6 

15 岁 21 

16 岁 3 

总合总合总合总合    30303030    

     

男生

女生

学生男女性别比例学生男女性别比例学生男女性别比例学生男女性别比例

男生

女生

13 人

1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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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学习汉语的时间学习汉语的时间学习汉语的时间学习汉语的时间    

表显示，泰国 WATTHONGPHLENG 学校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学习汉语的学习时间 

 

表表表表 4 4 4 4 学习汉语的时间学习汉语的时间学习汉语的时间学习汉语的时间    

学习汉语的时间学习汉语的时间学习汉语的时间学习汉语的时间    人数人数人数人数    

1 年    - 

2-3 年 2 

4 年以上 28 

总合总合总合总合 30303030    

 

在泰国 WATTHONGPHLENG 学校从四年级开始学习汉语，，，，有的学生从另一所学

校搬来的，因此，大部分汉语的水平完全一样的,学习汉语的时间是 4 年以上，

每周一节课的汉语课上，，，，一个学期学习汉语一共 20 节课，一年学习汉语 40 节

课。 

以下是关于对泰国 WATTHONGPHLENG 学校的学生学习汉语的问卷调查    

问题一、问题一、问题一、问题一、你喜欢学习汉语吗？ 

 

表表表表 5 5 5 5 问题一、你喜欢学习汉语吗？问题一、你喜欢学习汉语吗？问题一、你喜欢学习汉语吗？问题一、你喜欢学习汉语吗？    

选顶选顶选顶选顶    人数人数人数人数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喜欢 6 20 

一般 24 80 

不喜欢 - 0 

总合总合总合总合    30303030    100100100100    

 

在问卷调查中，20% 的学生喜欢汉语，80%的学生一般喜欢学习汉语，0%的

学生不喜欢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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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问题二、问题二、问题二、你认为汉语有意思吗？ 

 

表表表表 6666    问题二、你认为汉语有意思吗？问题二、你认为汉语有意思吗？问题二、你认为汉语有意思吗？问题二、你认为汉语有意思吗？    

选顶选顶选顶选顶    人数人数人数人数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很有意思 16 53 

一般 14 47 

没有意思 - 0 

总合总合总合总合    30303030    100100100100    

 

在问卷调查中，53%的学生认为汉语很有意思，47%的学生认为汉语一般，

0%的学生认为汉语没有意思。。。。    

问题三、问题三、问题三、问题三、你觉得汉语难吗？ 

 

表表表表 7 7 7 7 问题三、你觉得汉语难吗？问题三、你觉得汉语难吗？问题三、你觉得汉语难吗？问题三、你觉得汉语难吗？    

选顶选顶选顶选顶    人数人数人数人数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很难 13 33 

一般 14 47 

简单 3 10 

总合总合总合总合    30303030    100100100100    

 

在问卷调查中，33%的学生认为汉语很难，47%的学生认为一般，，，，10%的学生

认为汉语简单。。。。    

问题四、问题四、问题四、问题四、课后是否使用汉语？ 

  

表表表表 8888    问题四、课后是否使用汉语？问题四、课后是否使用汉语？问题四、课后是否使用汉语？问题四、课后是否使用汉语？    

选顶选顶选顶选顶    人数人数人数人数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不使用 13 43 

偶尔使用 17 57 

找机会使用 0 10 

总合总合总合总合    30303030    100100100100    

 

在问卷调查中，57%的学生课后偶尔使用汉语，43%的学生课后没使用汉

语,10%的学生课后找机会使用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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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五、问题五、问题五、问题五、课下你会做哪些与汉语有关的事？ 

 

表表表表 9999    问题五、课下你会做哪些与汉语有关的事？问题五、课下你会做哪些与汉语有关的事？问题五、课下你会做哪些与汉语有关的事？问题五、课下你会做哪些与汉语有关的事？    

选顶选顶选顶选顶    人数人数人数人数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听中文歌 7 23 

看中文影视剧 10 33 

看中文小说/漫画 11 37 

其他(没有关汉语的事) 2 7 

总合总合总合总合    30303030    100100100100    

 

在问卷调查中，37%的学生课下会看中文小说、漫画，33%的学生课后课下

会看中文影视剧，23%的学生课下会课后听中文歌，7%的学生课下会课后没有关

汉语的事。 

问题六、问题六、问题六、问题六、你喜欢之前汉语教师的上课方式吗（没有活动）？ 

 

表表表表 10 10 10 10 问题六、你喜欢之前汉语教师的上课方式吗（没有活动）？问题六、你喜欢之前汉语教师的上课方式吗（没有活动）？问题六、你喜欢之前汉语教师的上课方式吗（没有活动）？问题六、你喜欢之前汉语教师的上课方式吗（没有活动）？    

选顶选顶选顶选顶    人数人数人数人数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喜欢 7 23 

一般 6 20 

不喜欢 17 57 

总合总合总合总合    30303030    100100100100    

    

在问卷调查中，57%的学生不喜欢之前汉语教师的上课方式，，，，23%的学生之

前汉语教师的上课方式一般，，，，23%的学生喜欢之前汉语教师的上课方式。。。。    

问题七、问题七、问题七、问题七、你喜欢哪些课堂活动？ 

 

表表表表 11 11 11 11 问题七、你喜欢哪些课堂活动？问题七、你喜欢哪些课堂活动？问题七、你喜欢哪些课堂活动？问题七、你喜欢哪些课堂活动？    

选顶选顶选顶选顶    人数人数人数人数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表演 2 7 

对话 2 7 

手工制作 5 16 

游戏 21 70 

总合总合总合总合    30303030    100100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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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卷调查中，70%的学生喜欢做游戏在课堂活动，16%的学生喜欢手工制

作，7%的学生喜欢对话，7%的学生喜欢表演。。。。    

问题八、问题八、问题八、问题八、你喜欢同学合作还是独立完成任务？ 

 

表表表表 11112 2 2 2 问题八、你喜欢与同学合作还是独立完成任务？问题八、你喜欢与同学合作还是独立完成任务？问题八、你喜欢与同学合作还是独立完成任务？问题八、你喜欢与同学合作还是独立完成任务？    

选顶选顶选顶选顶    人数人数人数人数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同学合作 19 63 

独立完成 11 37 

总合总合总合总合 30303030 100100100100 

 

在问卷调查中，63%的学生喜欢同学合作，，，，37%的学生喜欢独立完成任务。    

问题九、问题九、问题九、问题九、你会因为什么原因而不愿参与到课堂活动中？ 

 

表表表表 11113 3 3 3 问题九、你会因为什么原因而不愿参与到课堂活动中？问题九、你会因为什么原因而不愿参与到课堂活动中？问题九、你会因为什么原因而不愿参与到课堂活动中？问题九、你会因为什么原因而不愿参与到课堂活动中？    

选顶选顶选顶选顶    人数人数人数人数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自己的汉语水平没信心 18 60 

害羞 0 0 

没兴趣 3 10 

喜欢参与课堂活动 9 30 

总合总合总合总合    30303030    100100100100    

 

在问卷调查中，60%的学生自己的汉语水平没信心，30%的学生喜欢参与课

堂活动，10%的学生没兴趣参与课堂活动中，0%的学生害羞。 

问题十、问题十、问题十、问题十、你认为汉语教学中词汇教学重要吗？ 

 

表表表表 11114444    问题十、你认为汉语教学中词汇教学重要吗？问题十、你认为汉语教学中词汇教学重要吗？问题十、你认为汉语教学中词汇教学重要吗？问题十、你认为汉语教学中词汇教学重要吗？    

选顶选顶选顶选顶    人数人数人数人数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非常重要 17 57 

一般 13 43 

不重要 0 0 

总合总合总合总合    30303030    100100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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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卷调查中，57%的学生认为汉语教学中词汇教学非常重要，，，，43%的学生

认为汉语教学中词汇教学一般，0%的学生认为汉语教学中词汇教学不重要。    

问题十一、问题十一、问题十一、问题十一、你喜欢学习汉语词汇教学吗？ 

 

表表表表 11115555    问题十一、你喜欢学习汉语词汇教学吗？问题十一、你喜欢学习汉语词汇教学吗？问题十一、你喜欢学习汉语词汇教学吗？问题十一、你喜欢学习汉语词汇教学吗？    

选顶选顶选顶选顶    人数人数人数人数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喜欢 10 33 

一般 20 67 

不喜欢 - 0 

总合总合总合总合    30303030    100100100100    

 

在问卷调查中，33%的学生喜欢学习汉语词汇教学，，，，67%的学生学习汉语词

汇教学一般，，，，0%的学生不喜欢学习汉语词汇教学。。。。    

问题十二、问题十二、问题十二、问题十二、你认为任务型教学法有意思吗？ 

 

表表表表 11116666    问题十二、你认为任务型教学法有意思吗？问题十二、你认为任务型教学法有意思吗？问题十二、你认为任务型教学法有意思吗？问题十二、你认为任务型教学法有意思吗？    

选顶选顶选顶选顶    人数人数人数人数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很有意思 15 50 

一般 14 47 

没有意思 1 3 

总合总合总合总合    30303030    100100100100    

 

在问卷调查中，50%的学生认为任务型教学法很有意思，，，，47%的学生认为任

务型教学法一般，3%的学生认为任务型教学法没有意思。。。。    

问题十三、问题十三、问题十三、问题十三、你认为任务型教学法在汉语词汇教学有意思吗？ 

 

表表表表 11117 7 7 7 问题十三、你认为任务型教学法在汉语词汇教学有意思吗？问题十三、你认为任务型教学法在汉语词汇教学有意思吗？问题十三、你认为任务型教学法在汉语词汇教学有意思吗？问题十三、你认为任务型教学法在汉语词汇教学有意思吗？    

选顶选顶选顶选顶    人数人数人数人数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很有意思 19 63 

一般 11 37 

没有意思 0 0 

总合总合总合总合    30303030    100100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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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卷调查中，63%的学生认为任务型教学法在汉语词汇教学很有意思，，，，

37%的学生认为任务型教学法在汉语词汇教学一般，0%的学生认为任务型教学法

在汉语词汇教学没有意思。    

问题十四、问题十四、问题十四、问题十四、你认为任务型教学法适合在泰国汉语词汇教学中使用吗? 

 

表表表表 11118 8 8 8 问题十四、你认为任务型教学法适合在泰国汉语词汇教学中使用问题十四、你认为任务型教学法适合在泰国汉语词汇教学中使用问题十四、你认为任务型教学法适合在泰国汉语词汇教学中使用问题十四、你认为任务型教学法适合在泰国汉语词汇教学中使用????    

选顶选顶选顶选顶    人数人数人数人数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适合 30 100 

不适合 0 0 

总合总合总合总合 30303030 100100100100 

 

在问卷调查中，100%的学生认为任务型教学法适合在泰国汉语词汇教学

中。 

问题十五、问题十五、问题十五、问题十五、你期望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学习汉语？ 

从问卷调查中可知，学生们希望使用比赛任务教汉语，不喜欢写汉字，也

想学习日常生活中必需的汉语。在日常生活中，有的学生没有使用汉语，因

此，他们觉得汉语并不重要。 

综上所述，根据问卷调查，80%的泰国 WATTHONGPHLENG 学校初中三年级的

学生，大部分喜欢学习汉语一般，他们认为在日常生活不使用汉语，20%的学生

喜欢学习汉语，因为在课堂上有意思，如果可以回答问题，教师就给了糖果。

也 100%的学生认为任务型教学法适合在泰汉语任务型词汇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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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任务型词汇教学学生反馈表任务型词汇教学学生反馈表任务型词汇教学学生反馈表任务型词汇教学学生反馈表    

在实行任务型词汇教学后，你觉得自已的汉语在哪反面有进步？请打对号 

 

表表表表 11119999    任务型词汇教学学生反馈表任务型词汇教学学生反馈表任务型词汇教学学生反馈表任务型词汇教学学生反馈表    

内容内容内容内容    
汉语水平情况汉语水平情况汉语水平情况汉语水平情况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好好好好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差差差差    很差很差很差很差    

汉语词汇 1 12 15    2    - 

汉字的认读能力 3    12 14 1    - 

汉字书写 2 13 15 ----    ----    

合作学习能力 5 11 14 - - 

口语流利度 1 4 18 7 - 

听力能力 3 5 15 6 1 

对说汉语 1 6 16 5 2 
 

图图图图 2 2 2 2 汉语水平的情况调查汉语水平的情况调查汉语水平的情况调查汉语水平的情况调查    

 

从问卷调查中可知，在实行任务型词汇教学后，大部分学生认为他们的汉

语能力水平及合作学习能力比较好，有的学生认为听力能力及对说汉较差。因

此，教师需要着重于学生多听、多说。 

根据调查结果，总体来看，学生对任务型词汇教学模式表现出了强烈的兴

趣。可见，根据学生的实际特点，教师精心设计教学任务，实施任务型词汇教

学，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还能培养学生语言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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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能力，从而达到交际的目的。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学习者考试的成绩对比学习者考试的成绩对比学习者考试的成绩对比学习者考试的成绩对比    

    

两课词汇方面的考试主要为根据图片写出相应的词语或拼音以及选择词汇

题，，，，考题有 20 题 每个题 1 分共 20 分。在实行任务型教学之前及实行任务型教

学后的成绩下学习的初中三年级一班有 30 名学生，考试情况如下表： 

泰国初中三年级考试泰国初中三年级考试泰国初中三年级考试泰国初中三年级考试情况情况情况情况    

    

表表表表 20202020    泰国初中三年级考试泰国初中三年级考试泰国初中三年级考试泰国初中三年级考试情况情况情况情况    

班级（人） 

成绩（ 分） 

2

0 

1

9 

1

8 

1

7 

1

6 

1

5 

1

4 

1

3 

1

2 

1

1 

10 分及 

10 分以下 

实行任务型词汇教学之

前 
     7 3 4 2 6 8 

实行任务型词汇教学后 3 1 2 4 6 7 5    2 

 

图图图图 3 3 3 3 实行任务型实行任务型实行任务型实行任务型词汇词汇词汇词汇教学前期的成绩教学前期的成绩教学前期的成绩教学前期的成绩    

  

实行任务型词汇教学前期 27%（8 人）的学生得了 10 分及 10 分以下,23%（7

人）的学生得了 15 分，20%（6 人）的学生得了 11 分，13%（4 人）的学生得了

13分，10%（3人）的学生得了 14分，7%（2人）的学生得了 12分。学生的成绩

比较少。 

 

23%

10%

13%
7%

20%

27%

实行任务型词汇教学前期的成绩实行任务型词汇教学前期的成绩实行任务型词汇教学前期的成绩实行任务型词汇教学前期的成绩

7人=15分

6人=11分

4人=13分

3人=14分

2人=12分

8人=10分及10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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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 4444    实行任务型词汇教学后的成绩实行任务型词汇教学后的成绩实行任务型词汇教学后的成绩实行任务型词汇教学后的成绩    

 

通过实行任务型词汇教学，考试的情况总结如下，大部分学生的成绩增

加，7%（3 人）的学生获得 20 分，3%（1 人）的学生得了 19 分，7%（2 人）的

学生得了 18 分，13%（4 人）的学生得了 17 分,20%（6 人）的学生得了 16 分，

15%（7 人）的学生得了 15 分，17%（5 人）的学生得了 14 分。总体得成绩更

高，7%（2 人）的学生得了 10 分及 10 分以下，更少的学生失败。 

根据实行任务型词汇教学，看考试成绩，大部分学生的成绩增加，也词汇

教学课堂明显得感兴趣了，学习效果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上面是针对任务型词

汇教学法的相关方面对学生做的一些考试，希望通过与前面的考试对比，看任

务型教学法在词汇教学中的得失。 

  

10%

3%

7%

13%

20%

23%

17%

7%

实行任务型词汇教学后的成绩实行任务型词汇教学后的成绩实行任务型词汇教学后的成绩实行任务型词汇教学后的成绩

6人= 16分

7人=15分

5 人=14 分

4人=17分

2人=10分及10

分以下

1人=19分

3人=20分2人=1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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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在泰国汉语词汇教学中任务型教学法应用在泰国汉语词汇教学中任务型教学法应用在泰国汉语词汇教学中任务型教学法应用在泰国汉语词汇教学中任务型教学法应用    

须注意的问题须注意的问题须注意的问题须注意的问题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执教老师应注意的问题执教老师应注意的问题执教老师应注意的问题执教老师应注意的问题 

 

根据实行任务型教学在对泰国 WATTHONGPHLENG 学校初中三年级的学生词汇

教学前及实行任务型教学，也通过访谈、观察、问卷调查及考试成绩，笔者发

现这些教师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少数学生不愿意参与活动。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 笔者经常会发现

少数学生没有参与到活动中去，所有人不愿意参与到课堂活动中，因为他们对

自己汉语水平的不自信以及害怕犯错的心态导致的。因此，学生参与任务并不

完整。根据问卷调查，60%的学生自己的汉语水平没信心，由于笔者应注意在设

计任务的活动要有针对性所设计的活动应吸收全体学生参加，而不是只让部分

水平好的学生参加。因此，笔者把活动设计为易到难形式，以保证有效的分层

次教学。 

第二、根据问卷调查发现有的学生认为听力能力及对说汉语较差，他们的

成绩以下 10 分，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笔者经常会发现他们没有参与到活动中

去。由于任务型汉语课堂中任务的完成是需要团队合作的，但是这是个别学生

偷懒的原因所在。每个班级都有少数性格内向或者汉语较差的学生，这些学生

在参与课堂活动时往往很被动，需要团队的监督和教师的帮助解决的问题。 

第三、在任务型语言教学过程中，虽然强调学生处于主体地位，但是教师

的地位不容忽视，甚至对整个任务的顺利完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教师不仅要

根据实际情况设计真实的任务，还要在教学过程起到指导、监督、帮助、总结

等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任务型教学法在对泰汉语词汇教学中的顺利进

行，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为了把任务型教学法的优势在对泰汉语词汇教

学中充分挖掘出来，教学就应该努力学习研究，提高自身的语言水平素质和语

言运用的能力。 

因此，教师应尽量给每位学习者参与的机会，虽然大多数泰国学生活泼好

动，十分乐于表现自己，但也有部分性格较为内向，或对自身汉语水平没有信

心的学习者，不敢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教师应积极开导，在不影响正常交际的

前提下，相应的提高对其错误的容忍度。在对所有学习者进行点评时，教师应

以鼓励为主，在不打击学习者积极性的情况下，对其错误进行纠正。由于课堂

时间有限，很难在一个课时内让所有的学生将自己的任务实践情况展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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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下一课时，应尽量料将机会给之前没有参与或较少参与任务的学习

者。同时，教师也要注意时间的控制与进度的把握，不能在不必要的环节浪费

过多的时间。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学习者应注意的问题学习者应注意的问题学习者应注意的问题学习者应注意的问题    

    

根据实行任务型教学在对泰国 WATTHONGPHLENG 学校初中三年级的学生词汇

教学前及实行任务型教学后，也通过访谈、观察、问卷调查及考试成绩，笔者

发现学习者学习汉语并想不重要，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没使用汉语，可能会导致

类似这些的问题：    

第一、在问卷调查中，60%的学生自己的汉语水平没信心，学习者害怕犯错

误。少数学生没有参与到活动中去，所有人不愿意参与到课堂活动中，因为他

们对自己汉语水平的不自信以及害怕犯错的心态导致的。要注意培养学生良好

的倾听习惯要强调合作不仅是学习方式，更是教学要达到的一个重要目标。学

习者不要害怕犯错误，而应勇于表达，这样即使有错误，教师能够及时发现并

改正。 

第二、学习者应该具有汉语学习动机。对于学习者而言，学习动机制约着

学习者的学习效果。明确的学习动机和学习目标决定了学习者对汉语学习的态

度和学习效果。学习者为什么学习汉语以及学习者想要使用该语言达到的目标

等因素都决定了，学习者在学习汉语过程中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根据调查

有部学生学习汉语的目标不明确，仅仅因为学校开设了汉语课被迫学习汉语。

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很少参与课堂教学活动，不敢说汉语，因此汉语水

平的提升比较缓慢。 

第三、由于泰国公立学校的学习者汉语学习仅仅局限在每周一节的汉语课

上，课后几乎不会在汉语上花时间。学习者学习汉语并想不重要，因为在日常

生活中没使用汉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并且无聊的教学和课堂气氛，也没想学

习汉语。因此，学习者应该寻找学习汉语的机会比如，听中文歌、看中文影视

剧、看中文小说及漫画、跟中国朋友做游戏，这将使学习者能够复习汉语词汇

并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 

关于不愿意参与课堂活动的学生，对于这一类学习者，教师需要在教学过

程中设计多种类型的任务教学活动，吸引这一类学生的注意力。教师应通过任

务设计之间并非完全孤立，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包含的。教师应根据学生的汉

语水平、性格特点、学习兴趣等实际情况、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确定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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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任务设计的内容层层递进，最终使学生通过参与完成任务活动习得汉语。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汉语教学环节应注意的问题汉语教学环节应注意的问题汉语教学环节应注意的问题汉语教学环节应注意的问题    

 

根据实行任务型教学在对泰国 WATTHONGPHLENG 学校初中三年级的学生词汇

教学前及实行任务型教学后，也通过访谈、观察、问卷调查及考试成绩,笔者发

现汉语教学环节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由于学生语言水平的差异性，在完成任务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阻碍

任务顺利进行的，所以有时候可能个别学生完成任务的时间较长，因此，可能

会浪费其他学生的时间。 

第二、在任务完成过程中，学生要自主练习、积极参与，但是可能部分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强，可能会导致其他成员注意力的分散。 

第三、由于泰国 WATTHONGPHLENG 学校初中三年级的学生的性格，尤其是中

学时期的泰国学生，异常的活跃好动。所以可能会有部分学生表现过分活跃，

导致课堂秩序混乱。 

第四、任务型教学模式相适应的教材和教学大纲还很缺乏。教材和教学大

纲是教师设计任务的向导，因此，这就增加了汉语教师设计任务的难度。 

第五、小组活动没适合于所有学习者，任务型教学法注重师生，生生之间

的互动，课堂中涉及大量的交际小组活动。这就要求每一位学生都要参与其

中。然而每一个学生的性格、学习风格、认知方式等都不尽相同，对于性格内

向，属于场独立认知方式，偏向独自学习方式的学生来说，任务型课堂中的小

组合作学习可能会对其造成一定的困扰。在学生访谈和调查问卷中，此问题一

直存在。另外学习者汉语水平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个别水平较低

的学习者在小组活动中会容易产生挫折感，尤其在竞争机制下完成任务时，容

易造成小组其他成员的不满，导致学习积极性下降。 

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笔者通过任务设计之间并非完全孤立，而是相互联

系、相互包含的。教师应根据学生的汉语水平、性格特点、学习兴趣等实际情

况、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确定任务，使任务设计的内容层层递进，最终使学

生通过完成任务活动习得目的语。 

第六、教材方面，，，，研究对象用的教材就是《实用汉语》(ภาษาจีนประยุกต์)，
内容不合适泰国学习者的兴趣，这套教材在词汇教学方面的优点有泰语翻译就

使学生更理解，但是课文或对话内容极少、相关练习比较少，让学生运用词汇

的机会很少，此外，每课之间的词汇并无关联，导致学习内容稍显杂乱，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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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强，难以加深学习者的印象，影响了他们的学习效率。泰国初中三年级学

生对世界上的事物感兴趣。因此，笔者自己选择学习者感兴趣的教学内容及教

学活动，课文内容学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比如“你是哪国人？”，“我是

泰国人”。我的建议应该选择教材内容合适泰国学生的兴趣及可以在日常生活

中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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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结结结    语语语语    

 

本文针对任务型词汇教学提高泰国学生学习汉语词汇的效率，増强汉语学

习的兴趣，并能在恰当的话境中利用所学的词汇进行对话交际。分析任务型教

学模式与泰国汉语课堂环境以及泰国学习者个性特点的契合程度。通过任务型

教学在对泰语汉词汇教学的课堂实践中、访谈、观察及问卷调查、实行任务型

教学前后考试成绩对比提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任务型教学法与泰国学生的特点相契合。根据问卷调查发现 100%的

泰国 WATTHONGPHLENG 学校初中三年级的学生认为任务型教学法适合在汉语词汇

教学中。泰国相对自由的学习环境非常适合任务型教学的实施，同时，任务型

教学模式让泰国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将其乐于表现、实践能力强的特点

发挥得完美。此外，一系列小组合作完成的任务也提高了学习者的团队合作意

识。大部分学生的成绩增加，也词汇教学课堂明显得感兴趣了，学习效果也有

了明显的提高。 

第二、泰国学生喜欢做游戏，使用游戏法辅助完成任务，创造动力记住汉

语词汇并营造一种有趣的氛围，给奖项和成绩，学生表现出更好的兴趣，提高

泰国学生学习汉语词汇的效率，増强汉语学习的兴趣，并能在恰当的话境中利

用所学的词汇进行对话交际。 

综上所述，任务型教学模式符合泰国学习者的学习环境与性格特点，非常

合适用于对泰汉语词汇教学。该教学法能够给予学习者更多的在课堂上说汉

语、用汉语的机会，在培养学习者运用目的语进行交际的能力方面，有显著效

果。因此，任务型教学法总体上来说符合泰国汉语课堂的特点，也能满足泰国

学生对汉语的学习要求，有利于提高汉语学习的效果。希望本文的结论能够对

在泰汉语教师的教学工作产生一些有益的影响，帮助他们的教学工作顺利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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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致致致    谢谢谢谢    
    

在我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每当在键盘上敲下一个字，那敲击的声音就仿佛

在提醒我毕业时间的临近。随着论文书写的完成，送一路走来，在我身边不断

帮助我、支持我、鼓励我的可爱的人们也都随之浮现在眼前。在此，我要对他

们表示我最真诚的感谢！ 

首先，我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李志艳教授。在我的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以

及最后的论文定稿时都给予我宝贵的学术指导意见，即使他身在中国教书，也

在百忙之中回复我的邮件，耐心地帮我指导论文。一直以来，我都非常感谢李

老师的教导和关怀，在此献上我真挚的祝福。 

其次，我要感谢华侨崇圣大学的尹士伟老师、王燕琛老师、夏建兴老师给

我的指导和建议。感谢华侨崇圣大学的每一位老师的辛勤付出，感谢班里每一

位同学的帮助，感谢有幸遇到了黎枝发、李文静等好朋友，谢谢他们一路相

伴。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感谢他们在我求学过程中的鼓励和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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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    录录录录    

    

附录一附录一附录一附录一    

学生调查问卷学生调查问卷学生调查问卷学生调查问卷    

你的性别： 

A.男      B.女        年龄________________ 

    你学习汉语多长时间了？ 

A.一年一下   B.2-3 年  C. 4 年以上 

1.你喜欢学习汉语吗？ 

A.喜欢       B.一般       C.不喜欢 

请说明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你认为汉语有意思吗？ 

A.很有意思  B.一般  C.没有意思 

3.你觉得汉语难吗？ 

A.很难   B.一般  C.简单 

4.课后是否使用汉语？ 

A.不使用   B.偶尔使用  C.找机会使用 

5.课下你会做哪些与汉语有关的事？ 

A.听中文歌    B.看中文影视剧 

C.看中文小说/漫画/游戏  D.其他 

6.你喜欢之前汉语教师的上课方式吗（没有活动）？ 

A.喜欢   B.一般  C.不喜欢 

7.你喜欢哪些课堂活动？ 

A.表演   B.对话  C.手工制作  D.游戏  

8.你喜欢与同学合作还是独立完成任务？ 

A.同学合作  B.独立完成 

9.你会因为什么原因而不愿参与到课堂活动中？ 

A.对自己的汉语水平没信心  B.害羞 C.没兴趣 D.其他 

10.你认为汉语教学中词汇教学重要吗？ 

A.非常重要  B.一般  C.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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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你喜欢学习汉语词汇教学吗？ 

A.喜欢   B.一般  C.不喜欢 

12.你认为任务型教学法有意思吗？ 

A.很有意思  B.一般  C.没有意思 

13.你认为任务型教学法在汉语词汇教学有意思吗？ 

A.很有意思  B.一般  C.没有意思 

14.你认为任务型教学法适合在泰国汉语词汇教学中使用? 

A.适合   B.不适合 

15.你希望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学习汉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任务型教学学生反馈表任务型教学学生反馈表任务型教学学生反馈表任务型教学学生反馈表    

在实行任务型教学后，你觉得自已的汉语在哪反面有进步？请打对号 

内容内容内容内容    
汉语水汉语水汉语水汉语水平情况平情况平情况平情况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好好好好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差差差差    很差很差很差很差    

汉语词汇                     

汉字的认读能力                     

汉字书写                     

合作学习能力                     

口语流利度                     

听力能力                     

对说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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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附录附录附录二二二二    

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 
สำรวจ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การ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ของนักเรียนช้ันมัธยมศึกษาปีท่ี 3 

โปรดเลือกและเขียนคำตอบท่ีถูกต้อง 
เพศ  
ก.ชาย   ข.หญิง   อายุ......................... ปี 

  คุณ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มาก่ีปี? 
     ก. 1 ปี   ข. 2-3 ปี   ค. มากกว่า 4 ปี  
  คุณชอบ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หรือไม่ 
     ก. ชอบ   ข. เฉย ๆ   ค. ไม่ชอบ 
อธิบายเหตุผล
................................................................................................................................................................
................................................................................................................................................................
1. คุณคิดว่าภาษาจีนน่าสนใจไหม? 
     ก. น่าสนใจ   ข. เฉย ๆ   ค. ไม่น่าสนใจ 
2. คุณรู้สึกว่าภาษาจีนยากไหม? 
     ก. ยากมาก   ข.ไม่ยาก   ค.ง่าย 
3. หลังจากเลิกเรียนแล้วได้ใช้ภาษาจีนหรือไม่ 
     ก. ไม่ได้ใช้   ข. ได้ใช้บางครั้ง   ค. หาโอกาสใช้ 
4. หลังเลิกเรียนคุณได้เรียนรู้เก่ียวกับภาษาจีนบ้างหรือไม่ (เลือกคำตอบ) 
     ก. ฟังเพลงจีน    ข. ดูซีรีย์จีน 
     ค. ดูนิยายจีน/การ์ตูนจีน   ง. อ่ืน.......................... 
5. คุณชอบวิธีการสอนแบบนั่งฟังคุณครูบรรยายในห้องเรียนแบบไม่มีกิจกรรมหรือไม่? 
     ก. ชอบ   ข. เฉย ๆ   ค. ไม่ชอบ 
6. คุณชอบกิจกรรมแบบไหน? 
     ก. การแสดงบทบาท  ข. บทสนทนา   ค. งานฝีมือ(วาดรูป) 
     ง. เล่นเกม   จ. อ่ืน................... 
7. คุณชอบทำงานเป็นกลุ่มหรือทำงานคนเดียว? 
     ก. ทำงานกลุ่ม  ข. ทำงานเด่ียว 
8. เหตุผลท่ีคุณไม่อยากเข้าร่วมกิจกรรมในชั้นเรียน? 
     ก. ไม่ม่ันใจในความรู้ภาษาจีน   ข. อายเพ่ือน 
     ค. ไม่สนใจ     ง. อ่ื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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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คุณคิดว่าการเรียนคำศัพท์ภาษาจีนมี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หรือไม่? 
     ก. สำคัญมาก   ข. เฉย ๆ  ค. ไม่สำคัญ 
10. คุณชอบเรียนคำศัพท์ภาษาจีนหรือไม่ 
     ก. ชอบ    ข. เฉย ๆ  ค. ไม่ชอบ 
11. คุณคิดว่าวิธีการสอนแบบเน้นการปฏิบัติน่าสนใจไหม? 
     ก. น่าสนใจมาก   ข. เฉย ๆ  ค. ไม่น่าสนใจ 
12. คุณคิดว่าการเรียนคำศัพท์ภาษาจีนโดยเน้นการปฏิบัติ(กิจกรรม) น่าสนใจหรือไม่ 
     ก. น่าสนใจมาก   ข. เฉย ๆ  ค. ไม่น่าสนใจ 
13. คุณคิดว่าการเรียนคำศัพท์ภาษาจีนโดยเน้นการปฏิบัติ(กิจกรรม)เหมาะสมกับนักเรียนไทยหรือไม่? 
     ก. เหมาะสม    ข. ไม่เหมาะสม 
14. คุณคาดหวังว่าครูควรใช้วิธี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อย่างไร (อธิบาย) 
................................................................................................................................................................
................................................................................................................................................................ 

แบบสำรวจความคิดเห็นของนักเรียนเก่ียวกับการเรียนแบบเน้นการปฏิบัติ 
หลังจากใช้วิธีการสอนแบบเน้นการปฏิบัติแล้ว คุณคิดว่าภาษาจีนพัฒนาด้านใดบ้างพัฒนาอย่างไร? 
ใส่เครื่องหมาย ในช่องว่าง 

เนื้อหา 

ระดับภาษาจีน 

ดี
มาก 

ดี ปกติ ไม่ดี
ข้ึน 

ไม่ดีข้ึนอย่าง
มาก 

คำศัพท์ภาษาจีน      
การอ่าน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การเขียน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ร่วมกับเพ่ือนนักเรียน      
ความคล่องแคล่วในการพูดคำศัพท์ภาษาจีน      
การฟังภาษาจีน      
การสนทนาภาษาจี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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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附录附录附录三三三三    

    

教学图片教学图片教学图片教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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หนังสือยินยอมการเผยแพร่ผลงานวิจัย 
论文发表同意书论文发表同意书论文发表同意书论文发表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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