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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it 

has increasingly received more attention from academics.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does 

complement verbal language; somehow, both roles are irreplaceabl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practical activities in classroom teaching of Chinese language for kindergarten. It explains 

how the teachers of Chinese language for kindergarten will apply the four areas of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body language, paralanguage, artifacts, and environment in classroom 

teaching. It also summarizes the findings into rules and techniques for the use of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Before drafting this paper, the 

researcher had surveyed the possibility of using the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by 

interviewing 12 Chinese teachers for kindergarten in Thailand and assessing the situation and 

the efficiency of using such communication in kindergartens in Thailand. The information 

obtained was combined with classroom teaching in the kindergarten that the author was 

teaching. The pre and post classroom assessments were analyzed to compare the efficiency of 

using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theory in classroom teaching of Chinese language for 

kindergarten by keeping the track records of student achievement every month and collecting 

the transcripts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to test the hypothesis. Then, the paired samples T test 

was run in the SPSS program to prove the efficiency of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in Chinese 

classroom teaching for kindergarten.  

 The research utilized both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 order to 

obtain the accurate values so that the test results were scientifically proven and reliable. It is 

found from this study that the use of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of the teacher to teach 

Chinese language allowed teaching methods to be more diverse, strengthened the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encouraged students to learn Chinese in a 

more relaxed and friendly atmosphere, increased student participation in class, and aroused 

enthusiasm in learning making Chinese language classes more fun and livelier. The academic 

results of the students in Chinese classroom also improved significantly.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the author offers realistic recommendations about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Chinese for kindergarten in Thailand and proposes to use the 

standardized applied strategy by integrating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into teaching of 

Chinese for kindergar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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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非语言交际在汉语教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如今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

重视，它与语言交际相辅相成，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本文着眼于幼儿汉语

课堂的教学实践活动，从非语言交际的体态语、副语言、客体语和环境语四个

方面阐述幼儿汉语教师如何将非语言交际应用在课堂教学中，总结出汉语教学

中非语言交际的使用规律和策略技巧。笔者在起稿本篇文章前，采用访谈法针

对二十名泰国幼儿园汉语教师的非语言交际使用可能性进行调研，评估非语言

交际在泰国幼儿园中的使用情况和效果。结合笔者所在幼儿园的教学实践，根

据学生使用非语言交际理论的前后教学效果进行分析对比，每月追踪记录学生

学习效果，期末汇编成绩单，采用 SPSS 软件中的对照样本Ｔ检验以此试证非语

言交际的使用效果。 

 本论文采用定性调研和定量数据分析，力求数据准确，检验结果科学具有

服力。最后得出结论，教师在汉语教学中辅助使用非语言交际，丰富了教学手

段，加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推动学生在轻松自然的氛围中学习汉

语，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调动积极性，使得汉语教学的课堂生动活泼，幼

儿学生的汉语成绩得到了明显进步。文末笔者结合泰国幼儿汉语教学中出现的

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并针对非语言交际与汉语教学相结合，提出使用规

范化的应用策略。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非语言交际 幼儿汉语 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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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绪绪绪    论论论论    

    

一、选题背景一、选题背景一、选题背景一、选题背景    

 （一）现实需要（一）现实需要（一）现实需要（一）现实需要    

 “汉语热”席卷全球，象征着中国大国地位上升和经济迅速发展。学习汉语

的外国人来自各个年龄段和水平。其中，学汉语从娃娃抓起促使许多家长将幼儿

送进双语幼儿园，零基础的幼儿如何接受汉语作为第二甚至第三外语的学习，汉

语教师面临巨大挑战。幼儿学习基于兴趣和对教师的喜爱，如何在幼儿汉语教学

中，帮助幼儿学生理解中文词意，实现汉语基础学习和启蒙的教学目标，成为汉

语教师攻克的新难关。    

 （二）理论及学术价值（二）理论及学术价值（二）理论及学术价值（二）理论及学术价值    

 １、为幼儿汉语教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阅读整理跨文化交际与汉语教学相结合的相关研究发现，目前理论界对于非

语言交际的理论研究形势向好，非语言交际配合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性研究也在

增加，研究对象以外籍青少年和大学生居多，研究方向以中外非语言交际差异为

主。基于非语言交际视角下，学龄前幼儿与汉语教学相结合的科研文献较少。幼

儿汉语教学从非语言交际的角度进行研究，运用相关的理论分析教学中的语音、

词汇等问题，突破传统地从教学法的角度去研究幼儿汉语教学的模式，使幼儿汉

语教学的研究能从一个新的角度获得解决方法。    

 ２、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验证理论    

 通过分析非语言交际理论，明确要素，了解非语言交际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

规律和原则，借助非语言交际的理论对幼儿汉语教学展开研究。根据幼儿身心发

展特点结合非语言交际理论，建立理论到实践之间的联系，为教学理论的完善添

砖加瓦，在非语言交际理论中找到二语教学的教学新启示。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二、国内外研究综述二、国内外研究综述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中泰有关非语言交际的研究现状（一）中泰有关非语言交际的研究现状（一）中泰有关非语言交际的研究现状（一）中泰有关非语言交际的研究现状    

 中国非语言交际的研究起始于 20 世纪后期，研究起步较晚，前期成果以借

鉴国外的相关理论为主，译制国外著作为辅。孟小平译制《体态与交际》（原书

名为 Body Language）和《非语言交流》
[1]
，开创将中国和英语国家的非语言交

 

[1] （美）法斯特（Fast，J.）著；孟小平译.体态与交际[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 

    社，198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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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进行了比较全方位、多层次对比的先河。这类著作的出版和文章的发表，指导

了中国非语言交际未来研究方向的发展。毕继万的《跨文化非语言交际》
[2]
，具

有跨学科交叉研究的特点，采用心理学、传播学和语言学等多学科交互式的方式

对非语言交际进行分析，探讨非语言交际如何扮演其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角色，

起到语言沟通的桥梁作用。他在书中介绍了英语国家的典型非语言交际行为，以

此分析中英文化差异下造成的文化冲突。该书提出的基础理论和概念为后人将理

论转化为实践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义。    

 胡文仲编著的《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
[3]
，是中国第一本研究汉民族与英

语国家之间跨文化交际的论文合集，从不同角度探讨文化差异对英语的教与学的

影响。该书通过比较研究和分析英语学习中的跨文化交际，提高了英语教师和学

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胡文仲在《跨文化交际学概论》
[4]
一书中，在第六章深

入探讨了非语言交际的作用和特点，提高了人们对非语言交际的了解度。 

 毕继万在《跨文化交际与第二语言教学》
[5]
第五章中，强调非语言交际教学

在外语教学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他认为非语言交际应当成为第二语言教学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书中关于跨文化非语言交际如何与二语教学相配合完成教学目标

做出讨论。关于非语言交际规则的文化差异与师生关系，他从教师的仪态举止、

教室环境、桌椅排列、课堂内外师生非语言交际等方面做出解释和详细的案例分

析。 

 耿仁岭著的《体态语概说》
[6]
（1988）一书采用直观的图片和实例论述了体

态语的社会职能、特征和运用技巧，书中附录了各民族的体态语辞典，对了解民

族体态语提供研究和参考价值。 

 中国非语言交际的从一开始以翻译外国著作为主，接着进入中外非语言交际

差异行为对比的研究方向，近年来研究方向走向多元化，针对第二语言教学和汉

语国际教师特点所需要的非语言交际著作纷纷出版，形成学科特色。此外，将非

语言交际应用在外语教学上，非语言交际的作用得到广大学者们的认可和重视，

涉及此方面的作品数量增加。专家学者们有意将非语言交际应用在外语教学中，

开始对教师的非语言交际提出要求，该研究在外语界取得丰硕成果，推动非语言

交际在多学科上的应用。 

 

[2] 毕继万著.跨文化非语言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08. 

[3] 胡文仲编.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09. 

[4] 胡文仲著.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08. 

[5] 毕继万著.跨文化交际与第二语言教学[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 

[6] 耿仁岭著.体态语概说[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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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非语言交际的国别化研究、非语言交际的国别化研究、非语言交际的国别化研究、非语言交际的国别化研究    

 肖景恒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非语言交际——以对韩国学生教学为例》（西安

建筑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8）
[7]
中，通过收集文献发放调查问卷、采访汉语教

师和观察对韩汉语教学中的非语言交际行为，得出师生对非语言交际行为的理解

差异，会对汉语教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并针对非语言交际在汉语教学实践

中的应用提出了四个原则：非语言交际与语言交际相结合的原则，求同存异与入

乡随俗相结合的原则，避免冲突与尊重差异相结合的原则，适度适量与自然协调

相结合的原则。 

 周晓焕在《面向汉语国际教育的跨文化非语言交际研究—以中日非语言交际

对比为例》（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
[8]
中，从非语言交际角度来研究对

外汉语教学，由于对外汉语教学的跨文化性、综合性和异语言性等特点，要求教

师具有很高的素质，提出教师应重视非语言交际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通过对比中日两国的非语言交际差异后，其中提出了一个建议：非语言交际行为

应用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非语言交际与言语交际相配合使用，将两国文化在教学

过程中相互渗透，对比学习差异之处，以期降低文化差异带来的交际摩擦，达到

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教学目标。 

 李梅在《汉蒙体态语对比研究》（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12）
[9]
中，结合赴蒙

汉语教师教学实践，从蒙汉文化差异、情感表达方式、宗教信仰等三个方面对汉

蒙体态语差异进行了研究，分析了蒙古汉语教学中体态语的重要性、特点以及列

举民族差异带来的问题等，帮助赴蒙汉语教师更好地了解蒙古国的体态语知识，

可以准确、有效地运用体态语在教学和生活中。 

 松井太一在《中日非语言交际形式之考察》（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14）
[10]

中，以中日两国非语言交际形式作研究对象，阐述非语言交际的基础概念，如定

义及分类法则，并简述了非语言交际的发展现状，对后期的研究方向提出个人考

察形式。从面部表情、眼神、手势和身势、姿势、谨慎的身体接触和空间距离的

需求等方面列举典型案例，最后得出结论日本人的非语言行为偏向封闭和内向

型，而中国的非语言行为更侧重外形开放性。东亚文化圈内的两国在非语言行为

上有相同点和不同点，原因是各自的民族传统和民族观念。 

 

[7] 肖景恒.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非语言交际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8. 

[8] 周晓焕.面向汉语国际教育的跨文化非语言交际研究一中日非语言交际对比为例[D]. 

         辽宁：辽宁师范大学，2016. 

[9] 李梅.汉语体态语对比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12. 

[10] 松井太一.中日非语言交际形式之考察[D].上海：复旦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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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璐在《从非语言交际视角看中法文化之差异》（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2）
[11]

中，采用问卷调查法采访了在杭州工作的法国人和没有接触过中国文化的法

国人，从体态语、副语言、客体语、环境语等四个维度分析，并列举了大量的图

表、数据来描述法国人非语言交际行为的表现。基于中法两国文化背景各自具有

其独特性，两国人民的非语言交际行为具有差异性和相似性，文章为中国人更深

入了解法国人的非语言交际行为提供了深刻的见解和丰富的信息。 

 国别化的非语言交际研究主要以中外非语言交际行为的异同为切入点，通过

对比两国之间的非语言交际行为，发现和总结别国非语言交际的特点和个性。研

究方向从体态语、副语言、客体语、环境语四个方面出发，并据此提出在跨文化

交际的背景下进行汉语教学的教师们，需要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专业扎实的非

语言交际理论知识，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提高非语言交际能力。国别化的非语言交

际研究为汉语教师提供了大量的实际案例，展现各国之间各具特色的非语言交际

行为，汉语教师从中汲取并积累丰富的非语言交际经验。此外，国别化的非语言

交际研究具有单一性，研究方法以对比中外为主，分析为辅，以非语言交际视角

为汉语教师提出确切可行的教学建议和方法的内容较少。 

 ２、非语言交际的应用性研究２、非语言交际的应用性研究２、非语言交际的应用性研究２、非语言交际的应用性研究    

 温秀杰在《课堂教学中的非语言交际》（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1）
[12]

中提到，语言和非语言完整地组成交际。非语言交际补充语言交际中缺失的信息，

二者相互配合，完成人与人之间对话交际的完整过程。人们主观认为语言交际在

交际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忽视非语言交际也具有信息传递和信息补充

功能，因此非语言交际在研究领域中的成果较少，相关文章著作涉猎范围较浅。

该文总结出当前国内外将非语言交际运用在课堂教学中的研究不够全面和深刻，

因此在文章中对课堂教学中出现的非语言交际行为进行系统整理和归类，并呼吁

学者们多关注课堂教学中的非语言交际。 

 陈伟在《非语言交际行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

文，2017）
[13]

认为非语言交际行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用广泛，教师具有传道解

惑的责任，同时有必要规范自身的非语言交际行为，其非语言交际行为根据不同

文化背景下而做出调整。尤其在汉语教学的实践中，非语言行为贯穿整个过程，

合适的教学方法搭配非语言交际行为，教学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陈伟根据

 

[11] 李璐.从非语言交际视角看中法文化之差异[D].浙江：浙江大学，2012. 

[12] 温秀杰.课堂教学中的非语言交际[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1. 

[13] 陈伟.非语言交际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D].福建：福建师范大学，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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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在泰国的教学经历，总结了具有泰国适应性特点的非语言交际行为，将其应

用在泰国学生的汉语学习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学生提高了汉语水平。 

 李丹在硕士论文《对外汉语教学中非语言交际手段的应用研究》（福建师范

大学，2017）
[14]

中总结出目前对外汉语教学课堂中教师的非语言交际行为运用现

状，对外汉语教学界仍面临着以下几个严峻考验：整个对外汉语教学大环境忽视

使用非语言交际手段；教师对课堂教学中的非语言交际行为态度随意；师生之间

存在认知差异。李丹提出建议：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注意恰当合理地使用非

语言交际手段，这样不仅有利于教师开展课堂教学环节，而且有助于提高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从而增进师生感情，进一步优化教学效果，从而能够让学生最大限

度地掌握知识。 

 孙婉婷在《浅谈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体态语》
[15]

强调了体态语在对外汉语教学

中的重要地位，体态语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重要手段之一，它可以有效的传递

教师的指令。孙婉婷提出建议对外汉语教师要善于将体态语同教学活动结合，提

高授课效果，为对外汉语教学事业服务。 

 徐蓓蓓在《非语言交际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运用》（扬州大学硕士论文，2012）
 

[16]
中，强调非语言交际在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性，总结了中西方文化背景下汉语

教学存在非语言交际行为的差异及如何有效运用非语言交际，最后给出增强文化

差异意识、根据教学对象和教学环境的独特性来选择恰当非语言交际行为的中肯

教学建议。 

 陈楷在《中德身势语对比分析及其在对德汉语课堂上的应用》（青岛大学硕士

论文，2018）
[17]

中，在跨文化交际的背景下出发，分析中德两国间的身势语特殊

性及地域性，从目光、面部表情、手势动作、姿势状态以及身体距离这五个方面

进行对比分析研究。通过具体事例的比较，寻找中德身势语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

处，进而根据其文化背景分析其差异原因，并联系到对德汉语教学。文章还探讨

了身势语在对德汉语课堂教学中如何有效运用，总结身势语在对德汉语课堂中的

教学原则和技巧，给在一线教学的汉语教师们提出了关于使用身势语的注意事

项，并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设计了具有对德特色的教学活动，将身势语活灵活现

地运用其中，提高了学生的汉语成绩。 

 

[14] 李丹.对外汉语教学中非语言交际手段的应用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6. 

[15] 孙婉婷.浅谈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体态语[J].文学教育，2018，7(7)：15. 

[16] 徐蓓蓓.非语言交际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运用[D].扬州：扬州大学，2012. 

[17] 陈楷.中德身势语对比分析极其在对德汉语课堂上的应用[D].青岛：青岛大学，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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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阳在《中英非语言交际与对外汉语教学》（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13）
[18]

，

从非语言交际的角度出发，对比分析中国和英国在非语言交际方面的文化差异研

究，并进一步探讨非语言交际如何配合汉语教学自然有效进行，最后鼓励并呼吁

教师适当运用非语言交际来配合课堂教学，达到优化汉语教学、提升学生对汉语

学习兴趣等目的。 

 张舒杰在《体态语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运用》（黑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1）
[19]

提出体态语在课堂教学中具有四个传递信息的表现：模拟形象、辅助有声语言

以增强表达效果、防干扰功能以及替代有声语言。张舒杰提出希望越来越多的对

外汉语教师重视并加强职业能力的学习和培训，规范化使用体态语使其作为衡量

规范化、标准化课堂教学的有效途径。 

 随着对外交流和联系的日益增强，国内的专家学者们逐渐有意识地将研究重

点放在非语言交际和对外汉语教学相结合的方向上，国内学界对非语言交际的应

用探究拓展到更深层次，并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学者们积累了丰富的教

学经验，并运用非语言交际手段来提高汉语教学的课堂效率和优化教学效果。非

语言交际在汉语教学中的应用性研究，对汉语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例如重视并

加强职业能力的学习和培训，规范化使用体态语。非语言交际应用型研究中，研

究方法多样，研究对象丰富，研究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但大部分应用性研究

的学术作品中，少有使用定性定量的研究方法，通过收集有效数据，对比分析，

归纳总结并提出结论。绝大部分文章以该教师的教学实践为研究主体，总结了非

语言交际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和技巧，缺少数据证明非语言交际在汉语教学上的

效果性。 

 3333、非语言交际与泰国汉语教学的相关研究、非语言交际与泰国汉语教学的相关研究、非语言交际与泰国汉语教学的相关研究、非语言交际与泰国汉语教学的相关研究    

 郭英杰在《中泰学生非语言交际的文化差异研究—以泰国 Photharam 

Technical College 为例》（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
[20]

以中泰文化差异

中的文化因素为着力点展开论述，把非语言交际行为与两国的文化结合起来，深

刻分析行为背后的文化原因。同时从中国教师的角度，分析中国和泰国在生活习

惯和习俗礼仪等方面的不同点，总结赴泰汉语教师在课堂上、生活中、学校里会

遇到的非语言交际的差异，提出对策帮助中国教师更快地熟悉泰国文化。最后结

 

[18] 李阳.中英非语言交际与对外汉语教学[D].河南：河南大学，2013. 

[19] 张舒杰.体态语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运用[D].黑龙江：黑龙江大学，2011. 

[20] 郭英杰.中泰学生非语言交际的文化差异研究——以泰国 Photharam [15] Technical  

    College 学校为例[D].甘肃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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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教学实例提出应对跨文化交际的措施，包括熟练掌握理论知识、加强培养跨文

化意识，并且要做到把知识和意识融入实际交流中等措施。 

 刘妍秀在《体态语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以对泰 12 生肖教学为例》

（鲁东大学硕士论文，2019）
[21]

一文中，通过设计教案将体态语与对外汉语十二

生肖教学相结合，研究如何利用体态语提高学生汉语学习的趣味性。她以泰国学

生为教学对象，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如问卷法和访谈法，收集信息并整理出教

学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并据此探讨适应泰国学生的课堂教学方案和建议，文末提

出体态语和汉语教学的相结合丰富了课堂结构，激发学生对汉语的学习兴趣，并

达到了传播中华文化的目的。 

 孙彤在《泰国汉语教学中的非语言交际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17）
[22]

梳理了非语言交际近几十年来国内外的理论和发展概况，并结合自身所

在国的教学情况探究非语言交际运用在课堂中的效果，解析汉语教学过程中教师

们的非语言交际行为是否遵循着规范性的原则。收集赴泰汉语教师非语言交际行

为在中泰文化差异的背景下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泰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就提高非

语言交际使用效率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和应用策略，帮助教师在泰国的汉语课

堂中了解和使用非语言交际行为，改进教学方法，增强课堂教学趣味性。 

 张悦在《非语言交际行为在泰国初级汉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兰州交通大学

硕士论文，2018）
[23]

中收集真实具体的泰国汉语教学案例，通过对教学中非语言

行为的使用情况进行探究分析，发现汉语教师们对非语言交际行为存在认知上和

使用上的错误，部分汉语教师没有做到规范地使用非语言交际行为。张悦认为跨

文化非语言交际教学本质上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课堂教学中研究非语言交际

行为和手段的应用是不够的，需要将汉语中的非语言交际行为和手段教授给学生，

使学生在汉语学习和运用时，对汉语的非语言交际手段也有所了解，以期获得更

完整的汉语学习。 

 曾静在《教师体态语在泰国学生课堂问题行为处理中的应用研究》（广西大学

硕士论文，2018）
[24]

中通过观察汉语教师在泰国汉语课堂上的教学录像视频，统

计泰国学生在汉语课堂上出现的问题行为类型和频率，观察汉语教师对学生问题

 

[21] 刘妍秀.体态语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以对泰 12 生肖教学为例[D].山东：鲁东 

    大学，2019. 

[22] 孙彤 泰国汉语教学中的非语言交际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2017. 

[23] 张悦.非语言交际行为在泰国初级汉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兰州：兰州交通大学， 

    2018. 

[24] 曾静.教师体态语在泰国学生课堂问题行为中的应用研究[D].广西：广西大学，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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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应对方式。编制调查问卷，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来分析泰国中学生课堂问题

的行为，记录教师管理时的体态语运用情况，最后得出结论：泰国学生普遍存在

课堂问题行为，多集中在干扰性问题行为；学生课堂问题行为中不同教师体态语

的使用频率、侧重不同；教师处理学生问题时的体态语集中使用头部语；汉语教

师对学生课堂问题行为的忽视率较高；管理学生课堂问题行为的教师体态语无效

性较高；教师管理学生问题行为的体态语忽视率与无效率成正相关；师生间对于

课堂问题行为的原因感知不一致等内容。 

 倪虹的《跨文化中的体态语研究—以中泰体态语差异为例》（陕西师范大学硕

士论文，2013）
[25]

基于中泰体态语差异的视角，探究体态语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

应用，归纳整理阻碍跨文化交际发展的原因。为促进中泰两国间的良性发展，减

少沟通和交往障碍，她提出要重视体态语在交往时的得体运用。关于体态语在对

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倪虹总结体态语的教学功能并提出体态语的使用方法及注

意的事项：考虑学生的群体接受性、把握体态语的适度性等。 

 综上所述，非语言交际在泰国汉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主题丰富，有细分方

向类别的体态语研究，也有课堂问题处理、对比非语言交际中泰差异的研究；研

究对象多样化，从小学程度到大学程度均有涉及；研究方法科学性强，采用定性

定量的研究方法来调查泰国中学生课堂问题的行为，记录教师管理时的体态语运

用情况。总体上看，非语言交际在泰国汉语课堂上的应用研究已有小成果，学者

们针对泰国国情的独特性，提出要重视非语言交际的滥用和误用，强调规范教师

的非语言交际行为。 

 非语言交际在泰国汉语教学的课堂中愈来愈受到重视，但相关幼儿汉语教学

与非语言交际相结合的研究文章较少。在本文中，幼儿汉语教学将从非语言交际

的角度进行研究，运用相关的理论辅助解决汉语教学中的语音、词汇等问题，突

破以往从教学法应用、趣味性原则等角度去研究幼儿汉语教学的模式，使幼儿汉

语教学的研究能从一个新的角度获得解决方法。 

    （（（（二二二二）其他国家有关非语言交际的研究现状）其他国家有关非语言交际的研究现状）其他国家有关非语言交际的研究现状）其他国家有关非语言交际的研究现状    

 19 世纪 70 年代，达尔文的《人类和动物的表情》（1872）
[26]

，是非语言交际

研究的奠基之作，它详细地撰写了人类和动物各种心理活动和情感表达，人们开

始对面部表情展开科学研究。此时的研究学科仅限于心理学和社会学。20 世纪

 

[25] 倪虹.跨文化中的体态语研究——以中泰体态语差异为例[D].陕西：陕西师范大学， 

    2013 

[26] Charles Darwin. The Expression of Animals and Man [M]. London:Routledge，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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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旬，克里奇马尔（Kretschmer Ernst）在著作《体格和个性》（1925）
[27]

一书

中率先开展对非语言交际的分类研究，研究对象是人们的非语言交际面部表情和

衣着，该书的问世标志着体态语研究的正式开端。这一阶段非语言交际研究层次

较少，尚未形成研究系统，且范围狭窄，学者研究方向局限于外观、声音和面部

表情。进入 20 世纪 50 年代，非语言交际的研究取得重大发展。1952 年，伯德

惠斯特尔的著作《体语学导论》（Birdwhistell, Introduction to Kinesic）
[28]

编印成书，首次提出记录体态语的一套符号，使非语言交际研究成为独立的一个

分支；1959 年，霍尔发表著作《无声的语言》（Edward T Hall, The silent 

Language, 1959）
[29]

，霍尔在《无声的语言》中提出文化差异是影响非语言交际

的重要因素，提出用符号来记录体态语，人们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动作和姿势，

都在影响着人们的日常交际。这是非语言交际学的奠基之作，拉开了非语言交际

概念的帷幕。 

 20 世纪 60 年代非语言交际进入大发展阶段，研究方向多样化，体现在学者

们开始系统研究人体各部分姿态的非语言交际行为，包括身势语、空间语、目光

语等。在此期间，埃克曼（Ekman）和弗里森（Friesen）发表了关于非语言成因

使用及编码的文章，文章中首次提出了非语言行为的功能概念，具有象征性、说

明性和情绪表露性等特点。 

 20 世纪 70 年代，大量著作如春笋涌出，非语言交际的研究成果具有总结性

和综合性。法斯特的《体态语》（Fast, Body Language, 1970）
[30]

，旁征博引地

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地予以评价，使读者在初探体态语言的新天地时，

了解到非语言交际的功能。 

 20 世纪 80 年代，非语言交际迈进大发展时期，不再局限于纯理论的研究范

畴，开启了跨学科联合的研究方式。非语言交际与教育学、心理学等其他领域交

叉进行跨学科研究发展，扩展了非语言交际的学术研究范畴。莱克布罗斯纳安

（Bronnahan）教授的《中国和英语国家非语言交际对比》
[31]

，开创将中国与英

 

[27] Kletsehmerd Ernst. Physique and character: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nature of Constitution and  

           of the theory of term Permanent [M]. London: Routledge,1925. 

[28] Birdwhistell. Introduction to kinesics, an annotation system for analysis of body motion and  

           gestures [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1952. 

[29] Eward Hall. T. The Silence of Language [M]. Colomb: Routledge,1959. 

[30] Fast-J. Body Language [M]. Simon and Schuster Company,1970. 

[31] TeLeger Brosnahan. Chinese and English Gestures: Contrastive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M]. Academic Press,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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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国家的非语言交际从多维度进行对比分析的先例，探究文化因素在非语言交际

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提出中英文化的聚拢型和离散型概念，为非语言交际领域

的研究提供很大的参考价值。将非语言交际和教学相结合的代表学者是库珀

（Cooper），他的著作《教师课堂交际》
[32]

中提出教师在课堂交际环境下的非语

言交际能传递语言交际无法传递的信息，辅助教学的进行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综上所述可得：在跨文化交际领域，非语言交际引起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重

视，研究领域和层次在扩宽。人们从一开始的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开始探索非语

言交际，到进行系统分析和探究，认识其中的文化因素。非语言交际的发展能促

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民有效进行跨文化交流。后期的研究将非语言交际与教学相

结合，探索在教学中的辅助作用。但在初期，非语言交际研究以体态语为主，其

他非语言交际类型研究寥寥无几。非语言交际逐步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作为语

言交际的辅助手段，使得跨文化交际取得良好的效果。非语言交际地位重要，但

不会取代语言交际的位置，它将在跨文化交际中扮演重要角色。 

 

三、研究方法三、研究方法三、研究方法三、研究方法    

 （一）文献研究法（一）文献研究法（一）文献研究法（一）文献研究法    

 笔者在校图书馆查阅和收集大量文献图书和相关期刊论文、学术报告作为研

究参考。通过对这些资料的认真阅读和分析总结，掌握了大量关于跨文化交际的

理论知识。深刻学习和了解非语言交际的定义、类型、作用、发展历史，并总结

归纳出这个学科的研究现状，尤其对非语言交际运用在汉语教学中的难题和挑战

有了深刻的了解。 

 （二）统计分析法（二）统计分析法（二）统计分析法（二）统计分析法    

 参与汉语课堂教学，对学生的非语言交际应用效果进行观察和记录，分析汉

语教学中的非语言交际带来的效果。运用 SPSS 数据分析软件，采用人工操作和

计算机统计相结合的定量分析。通过人工和计算机筛选出所有符合要求的有效信

息，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 

 （三）实验研（三）实验研（三）实验研（三）实验研究法究法究法究法    

 选取本人所在的泰国 DENLA 幼儿园 195 名泰籍幼儿为研究对象，进行为期一

个学期的汉语教学实践。以真实的课堂教学实践、成绩单等材料，转化成数据进

行分析，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泰国幼儿汉语课堂上的非语言交际带来的教学效果。 

 

[32] Simonds, Cheri J, Cooper, Pamela. Communication for the Classroom teacher [M].Gorsuch  

          Scarisbrick Publisher,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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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本文旨在将非语言交际的理论知识与幼儿汉语教学相结合，为这个领域的教

学研究提供新思路。笔者将非语言交际的理论知识运用在为期一个学期的教学实

践中，以 5-6 岁泰籍幼儿作为研究对象，在真实的实践中对非语言交际进行分

析，研究非语言交际理论在幼儿汉语教学中的实际应用状况和具体的手段方法。 

 （五）访谈法（五）访谈法（五）访谈法（五）访谈法    

 邀请在泰工作的幼儿园汉语教师参与访谈，收集汉语教师在课堂中使用非语

言交际行为的可能性相关信息，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比较，探究非语言交际在幼儿

汉语教学中使用的可能性及效果。 

 （六）对比分析法（六）对比分析法（六）对比分析法（六）对比分析法    

 每月定时定量追踪评测学生汉语学习效果，评测内容有数字、词汇、对话、

教材内容理解等考核项目。期末进行综合评估，从成果及参与度（Efforts & 

Participation）、主题总结（Topics Summary）、整体进步（Overall Progress）

等三个方面进行评分。通过上下学期的综合成绩对比，探究非语言交际在幼儿汉

语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四、创新点四、创新点四、创新点四、创新点    

 （一）研究方向新颖，可挖掘空间大（一）研究方向新颖，可挖掘空间大（一）研究方向新颖，可挖掘空间大（一）研究方向新颖，可挖掘空间大    

 中国在非语言交际汉语教的研究中，国别上以欧美日韩国家为多，调查对象

的学习水平以初级汉语水平为主，青少年和大学生居多；从研究内容看主要是中

外非语言交际的差异对比以及应用在外语教学为主。泰国汉语教学的研究文献数

量在近几年的硕士论文中逐渐上升，但非语言交际应用在幼儿汉语教学的研究较

少。 

 （二）调研数据收集信息，调查应用可行性（二）调研数据收集信息，调查应用可行性（二）调研数据收集信息，调查应用可行性（二）调研数据收集信息，调查应用可行性    

 论文前期采用定性调研的研究方法，通过访谈 20 名在泰国幼儿园从事汉语

教学的老师，收集非语言交际在泰国幼儿园的使用情况，并据此做出非语言交际

在幼儿汉语教学上的应用可能性分析，为论文的正式撰写积累数据和收集信息。 

 （三）定量研究保证调研数据科学性（三）定量研究保证调研数据科学性（三）定量研究保证调研数据科学性（三）定量研究保证调研数据科学性    

 通过与现代统计技术的结合，使用 SPSS 数据分析软件，为非语言交际运用

到幼儿汉语教学提供新的视角。每月定期完成当月教学计划的学习效果检测，记

录学生月度学习情况，探究非语言交际的使用是否获得较好的反响和教学效果，

为幼儿汉语教师在非语言交际和汉语课堂的结合应用提供新思路和方向。 

     



 

12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非语言交际概念及相关理论非语言交际概念及相关理论非语言交际概念及相关理论非语言交际概念及相关理论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非语言交际的定义非语言交际的定义非语言交际的定义非语言交际的定义    

 

 人们固化思维下会以为语言交际是传递信息，情感交流，增进理解的唯一手

段，相比之下，非语言交际的作用显得无足轻重。这个刻板印象经过学者们的研

究证实是不具说服力的。Birdwhistell 在《身体语言的介绍》（1970）中做过关

于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定量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人们在社会交际的活动中

中，无论交际场景和交际对象如何变化，三成的信息通过语言交际传达，剩下七

成的信息通过非语言交际传递
[33]

。因此，汉语教学中教师使用恰当适度的非语言

交际搭配语言交际手段，教学流程衔接顺畅，教学结果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非语言交际在人类的语言符号被创造出来之前，因其独特显著的效用成为人类交

际活动的必要交际手段。在人类的交际过程中，非语言交际和语言交际同步进行，

分工明确，相辅相成，共同传达大量复杂的信息内容，产生信息和情感上的双向

互动，构成了完整的交际系统。 

 拉里·A·萨默瓦（Larry A. Samovar）和理查德·E·波特（Richard E. 

Porter）在《跨文化传播》中提出：非语言交际包括在交际的环境中人为的和环

境产生的对与传播者或受传者含有潜在信息的所有刺激
[34]

。他们认为非语言交

际与语言交际共处于同一个交际过程中，包括发出非语言交际信号的双方，同时

他们拒绝承认交际双方产生的任何行为和动作可以全部被视为非语言交际。 

 马兰·德罗（Malandro）赞成非语言交际的功能作用，并把非语言交际定义

为“不需要语言来进行沟通的交际方式”
[35]

。中国学者胡文仲提出关于非语言交

际的简洁概念：一切不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的交际活动统称为非语言交际
[36]

。在本

文中，笔者将非语言交际的概念定义为：非语言交际和语言交际一样，是能够传

递信息的交际方式。 

 

  

 

[33] 同 28 上 

[34] Larry A. Samovar, Richard E. Porter &Edwin R. McDan.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M]. Cengage Learning: USA, 2016:297.  

[35] （美）马兰德罗，（美）巴克著；孟小平等译. 非言语交流[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 

    版社，1991.07. 

[36] 同 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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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非语言交际的种类非语言交际的种类非语言交际的种类非语言交际的种类    

 

 外国关于非语言交际的归类标准很多，其中康登
[37]
（Canden）的分类最详细，

他认为非语言交际是一门跨学科的学术研究，涵盖范围广，因此他将跨文化交际

中已经引起人们注意的非语言交际内容归纳为手势、面部表情、体距、装饰用品、

时间观念等 24 种类型。 

 中国学者祖晓梅将与跨文化交际关系密切的非语言交际分为四大类：包括外

貌服饰、面部表情、眼神交流、手势等在内的体态语（Body Language）；包括音

高、音量、语速和话语转换在内的副语言（Paralanguage）；包括个人空间、人

体距离、座位安排在内的空间利用（Proxemics）以及时间观念（Chronemics）
 

[38]
。中国学者胡文仲提出关于非语言交际的分类，包括眼神、手势、身势、微笑、

面部表情、服装打扮、沉默、身体的接触、讲话的音量、时间观念、对空间的使

用等
[39]

。毕继万从跨文化和第二语言教学的角度出发，借鉴西方学者比较统一的

认知，将非语言交际分为四大类进行对比
[40]

。其一是基本的姿势，例如姿势和身

势；以及人体四肢及五官提供的交际信息动作，该交际信息我们称之为体态语

（Body Language）。其二是副语言（Paralanguage），它的范围包括沉默、滑轮

转接和各种非语言声音。其三是客体语（Object Language），包括皮肤的修饰、

气味的掩饰、穿衣打扮等提供的交际信息。最后一个是环境语（Environment 

Language），包括时间信息、建筑设计与室内装修等等。 

 关于非语言交际的涵盖范围，笔者基于跨文化交际背景下的汉语教学视角，

借鉴毕继万和祖晓梅的分类策略，将其分为体态语、副语言、客体语和环境语四

大类。本文旨在探讨非语言交际在泰国幼儿汉语教学课题中的应用研究，涉及具

体到汉语教学中的运用将在第二章进行详细阐述。下文展开阐述非语言交际的四

大种类，且列举出泰国人在非语言交际上的主要表现作资料补充，为赴泰进行汉

语教学的教师提供跨文化交际方面的非语言交际信息，帮助教师们更好地融入泰

国生活及教育。 

 

 

 

[37] John C. Condon, Fathi S. Yousef.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M].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Company: Indiana, 1975: 123. 

[38] 祖晓梅著. 跨文化交际.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04. 

[39] 同 4 上 

[40] 同 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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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态语（一、体态语（一、体态语（一、体态语（Body LanguageBody LanguageBody LanguageBody Language））））    

 体态语也可以叫“身势语”，也有人叫“身体语言”
[41]

。英语中有多个名称，

例如 Body language、Body movements、Body behaviors、Kinesics 等说法。汉

语翻译中也有不同说法，例如体态语、身体语言、身势学等。从严格意义上来区

分以上术语，主要是体态语的概念为人广知。体态语可从面部表情、眼神交流、

姿势以及身体接触等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面部表情（一）面部表情（一）面部表情（一）面部表情    

 面部表情可以自然地表露出内心情感，人们在交际中通过面部表情来判断对

方意图和情感。面部表情的运用体现了文化的不同，有的人表情丰富，习惯用夸

张的方式表达喜怒哀乐；有的人表情比较平静严肃，不苟言笑。例如微笑是常见

的面部表情，它可以表达多种非语言信息的传递，如尴尬、害羞、掩饰、抱歉、

拒绝、欣赏、赞许、友好、快乐等含义。微笑根据不同使用对象和场合，有极大

的差异性。泰国素有“微笑之国”的美誉，在中国人在旅游时能感受到泰国人的

友好，大部分的泰国人和游客四目相对时，都会回以友好的微笑。初到的游客可

能会不习惯陌生人的微笑，认为对方是不怀好意。中国人较少对陌生人微笑，这

与其价值观有很大关系。 

 （二）眼神交流（二）眼神交流（二）眼神交流（二）眼神交流    

 信息传递的另一种方式是眼神交流，也称作目光交流。对于眼神交流，不同

的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做法。与人交谈时。西方人习惯直视对方的眼睛，表示专

注和尊重；反之，在泰国，上下级、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对话，等级或年纪较小的

人需要俯首低眉来表达尊敬。 

 （三）姿势（三）姿势（三）姿势（三）姿势    

 姿势指的是身体呈现的样子，包括立、坐、卧、跪等，概括起来有立姿、屈

姿和卧姿。姿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人的身体素质、思维敏捷和职业特点、

社交地位和社交态度。泰国有一种颇具文化特色的叠腿侧坐的坐姿礼仪。男子坐

时，两腿跪地，脚尖直立登地，臀部坐在脚跟上，上身挺直，两手掌相叠放在大

腿上。若是女子，脚背贴地，其他动作与男子相同。还有一种叫做“跏趺坐”，

又称“盘腿坐”。泰国和尚的传统坐姿。有时也会在公共场合看到有些泰人如此

席地而坐。但一般在长辈或上级面前，这样的坐姿是不礼貌的。 

 

 

 

[41] 同 3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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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身体接触（四）身体接触（四）身体接触（四）身体接触    

 身体接触是常见的交际行为，借助身体之间的接触来表达和交流信息，在非

语言交际中表达礼节性的问候，例如握手，亲吻和拥抱。社交场合文化不同，身

体的接触行为有许多区别。在泰国，触摸他人头部是一个禁忌行为。泰国佛教认

为，头部是心灵的住所，神圣纯洁，如果他人不经允许触碰了头部，会给对方带

来麻烦。尤其是泰国儿童的头部，一般只允许父母长辈和僧人触碰，他人在触摸

前需要得到其父母的许可。未经许可触儿童的头部，被视为带走了儿童的好运气

和灵气。在泰国需要格外注意，在文化差异的背景下，身体接触传递出的信息是

不同。 

 

二、副语言（二、副语言（二、副语言（二、副语言（ParalanguageParalanguageParalanguageParalanguage））））    

 副语言又称为“类语言”或者“伴随语言”，一般指的是随话语而发出的无固

定语义的声音（包括沉默），它包括音质、音幅、音量、语速以及会话中发出的

一些非语言的声音
[42]

。在特定环境下的生活和语言体验，才能了解不同文化中的

副语言行为。泰国人性格十分温和沉静，说话间的语音语调起伏落差大，情绪表

达丰富。音质来说，大部分泰国人说话轻声细语，给人以温婉娴静的形象；若是

男性，在交谈中也总是温声细语，不急不躁。从音量方面来看，泰国人不喜大声

喧哗，尤其在公众场合，鲜有人嬉闹尖叫。从语速方面来讨论，泰国人的说话速

度较慢，重在表达清晰，表现了这个民族不急不躁的性格。泰语中有极具该国特

色的非语言声音，也指的话语间的停顿衔接，临时代替语言的有声行为。例如，

表示赞许和感叹的“哦豁”；表示惊吓的“噢咦”；说话前，先发出的非语言声音

“哦～”，拉长音；句末语气词“喏～”；表达不满和气愤的“哎咦呀”；表达失

望的“［oi］”。 

 

三、客体语（三、客体语（三、客体语（三、客体语（Object LanguageObject LanguageObject LanguageObject Language））））    

 客体语指的是对皮肤加以修饰，掩饰身体气味或通过衣着和化妆等行为所提

供的交际信息
[43]

。在交际信息的传递过程中，客体语展示了使用者的文化特征和

个人特征，因此客体语是非语言交际的重要媒介之一。首先是皮肤颜色的修饰，

泰国处于热带地区，大部分人的肤色是健康的小麦色或黝黑发亮的深棕色，泰国

人对于美的标准之一是白皙的皮肤。泰国人无论男女，都十分在意皮肤颜色的修

 

[42] 同 38 上 

[43] 同 3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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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出门逛商场或是上班，都是妆容整洁，给人以精神干练的形象。泰国人对于

外貌的要求还体现在胡子与发型。男士的胡子修理整齐，常使用发胶来固定发型，

身上的衣服笔挺整齐。女性则根据职业的要求，或将长发盘起固定。关于身体气

味的掩盖，泰国常年炎热，为了避免汗水来带异味，大部分泰国人会借助香水来

掩盖汗味和体味。泰国人的衣服洗涤剂也是出名的芳香，持续时间久，清洁力度

强，每每经过泰国人身边，总能闻到沁人心脾的香味袭来。 

 

四、环境语（四、环境语（四、环境语（四、环境语（Environmental LanguageEnvironmental LanguageEnvironmental LanguageEnvironmental Language））））    

 基于非语言交际的角度，环境语指的是在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生理和心理环境，

与常谈的居住环境大相径庭。环境语包括对待拥挤态度（Attitudes towards 

Crowding）、近体距离（Proxemics）以及时间观念（Conceptual time）
[44]

。文

化的不同，对人与人之间产生碰撞、拥挤接触时采取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中国人

在拥挤的相互碰撞采取容忍的态度，甚至有主动“凑热闹”的习惯。泰国人对待

拥挤的态度也是允许的，甚至是主动挪动，使得大家在狭小的空间也能够下脚。

在极具泰国特色交通工具双排车上，无论人们是否相识，坐在位置上的人总会自

然地接过站着的人手中的书包或重物。泰国人对近体距离和对待拥挤的态度是开

放包容且人性化的。在时间观念上来阐述，泰国人对遵守时间的态度与中国截然

相反。中国人强调赴约要提前到，不让客等，且将迟到视为对主人的不敬，有失

风节。泰国人在赴约时则习惯性迟到，笔者在泰国做交换生期间曾有过授课老师

迟到半个小时后才姗姗来迟的经历，因此可推断出泰国人对时间观念具有延后性。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非语言交际的功能和特点非语言交际的功能和特点非语言交际的功能和特点非语言交际的功能和特点    

 

一、非语言交际的功能一、非语言交际的功能一、非语言交际的功能一、非语言交际的功能    

 （一）支援语言交际（一）支援语言交际（一）支援语言交际（一）支援语言交际    

 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渠道中，非语言交际与语言交际同步进行相辅相成，其中

一个都不可或缺。非语言交际对于语言交际的表达起到了重复（Repeating）、补

充（Complementing）、代替（Substituting）、规范（Regulating）、否定

（Contradicting）等支持作用
[45]

。 

 

[44] 同 38 上 

[45] 同 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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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复（Repeating）：非语言行为重复语言信息。汉语教学的课堂中，教师

指着黑板上的卡片提问：“苹果在哪儿？”，学生回答：“在这里。”同时学生的手

指向苹果的卡片，手的动作实在重复所说的信息。教师指着香蕉继续提问：“这

个是苹果吗？”，学生一边摇头一边回答：“不是。”摇头的非语言动作是对语言

信息的重复。 

 2、补充（Complementing）：非语言行为对语言信息进行补充。学生在表达喜

好时，常常会说：“我喜欢 XX”。同时脸上露出高兴的表情，这个表情表达了对某

物由衷喜爱之情；反之，当学生表达相反态度时，脸上的表情常表现为皱眉、嘟

嘴巴、神色嫌弃，这类表情补充表达学生抗拒和讨厌的情感信息。 

 3、代替（Substituting）：非语言行为代替语言信息的表达。教学活动中，

学生在兴奋的状态下很难听进教师的语言指令，笔者常采取手势来代替语言信息

的表达。左手手掌平举至头顶，方向朝下，右手食指和中指并拢轻轻敲击左掌手

心，示意学生“暂停活动”，收回学生注意力。 

 4、规范（Regulating）：非语言行为规范语言交际的使用。教师在课间休息

时带领学生去洗手间，需要先让学生排列成整齐有序的队伍。教师将右手手臂平

举伸直，示意学生在教师的前面按顺序排队，排列成直线。 

 5、否定（Contradicting）：非语言行为所表达的意思与实际的语言信息存在

差异甚至是相反。笔者的幼儿学生争夺玩具打闹的情况发生，双方都坚持说该玩

具是自己的，但是说假话的学生会表现出微微颤抖或眼神飘忽的非语言行为。此

时的非语言行为否定了该学生所说的话。 

    （二）传递内在感情（二）传递内在感情（二）传递内在感情（二）传递内在感情    

 非语言交际具有强大的情感力量，人们信息沟通的传递可以通过非语言交际

来表达情感倾向和态度，观察和接收非语言交际的信息来判断信息发出者的意图

或动机
[46]

。比如，教师在提问学生问题时，回答的学生眼神飘忽不定，眉头紧皱，

回答声音微弱，身体甚至有些不自觉的摇摆。从这些非语言交际信息中，可以判

断出该生对提问者感到紧张，以及传达出对该部分知识掌握程度较低的信息。 

 （三）营造交际印象（三）营造交际印象（三）营造交际印象（三）营造交际印象    

 非语言交流通过身体语言传达的信息，帮助我们营造和谐的交际印象，以达

到吸引对方的目的。教师在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亲切和蔼的微笑及不厌

其烦的态度，给学生营造出平易近人的印象，吸引学生和教师产生更多言语的沟

通同和互动。 

 

[46] 祖晓梅著.跨文化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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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进行会话管理（四）进行会话管理（四）进行会话管理（四）进行会话管理    

 手势、眼神、表情、谈话距离、沉默等非语言信息对会话起着指引、解释和

强化的作用
[47]

。根据笔者的观察，教师发出学生无法理解的指令时，使用手势辅

助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教授新学生时，让他们掌握一些课上的基础指令，有利

于教师的课堂管理。例如，教师说“请坐下”，同时手心朝上，整个手掌略微倾

斜，指向椅子的方向，学生能马上领会到这是坐下的意思。 

 

二、非语言交际的特点二、非语言交际的特点二、非语言交际的特点二、非语言交际的特点    

 （一）非语言交际难判断有无意识性（一）非语言交际难判断有无意识性（一）非语言交际难判断有无意识性（一）非语言交际难判断有无意识性    

 非语言交际中有些仅仅为个人的表达习惯，有些则表达了明确的意图。面带

微笑地和他人打招呼，身着符合气质和职业的服饰，佩戴首饰表现时尚品味等，

这些行为可归类为有意识的非语言行为。反之，无意识的非语言交际行为在不同

文化的人错误理解为有意识的非语言交际行为时，会产生文化误解。在泰国旅游

的中国人，常被泰国人诟病说话的音量高，误以为中国人在吵架。许多中国游客

在公共场合大声地交谈，没有意识到这给外国人留下了误解和负面的评价。非语

言行为的不确定性，人们难以判断该行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这为跨文化交际

来一定的挑战。 

 （二）非语言交际具有文化限制性（二）非语言交际具有文化限制性（二）非语言交际具有文化限制性（二）非语言交际具有文化限制性    

 非语言交际受到文化的影响，它作为一种语言符号，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具

有不同含义。中国人常用“嗯”来表示赞成和认可，在泰国回应他人时使用“嗯”，

被视为不礼貌和缺少礼貌的表现，正确做法是回应“Ka”或“Krub”。非语言交

际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使用受到限制，有些是社会约定俗成的，如果不是母语者

或中长期生活在当地的人，无法深入了解到不同的含义。 

 （三）非语言交际具有语境限制（三）非语言交际具有语境限制（三）非语言交际具有语境限制（三）非语言交际具有语境限制    

 语境限制指的是非语言交际行为的含义和运用规则收到了教育程度、社会阶

层、性别、年龄、个人爱好和性格等因素的影响。有些非语言交际行为在某部分

语境中是恰当合理的，在另一个语境中则表达欠缺，甚至会导致信息接收者产生

误解。在特定的汉语教学语境中，教师的非语言交际行为要起到给学生做示范的

作用，配合语言教学；同时理解学生的非语言交际行为，发现其背后的文化内涵，

在有限语境中做到相互尊重。 

 

 

[47] 同 4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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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非语言交际具有模糊性（四）非语言交际具有模糊性（四）非语言交际具有模糊性（四）非语言交际具有模糊性    

 人们受到非语言交际行为含糊性的影响，有时无法正确判断行为发出者的的

目的和意图，同理信息接收者也无法确定他们所接受到的非语言交际信息是否正

确。这在跨文化交际中是难解的难题，需要沉浸在该文化环境中的人才能娴熟掌

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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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    皮亚杰儿童认知心理学皮亚杰儿童认知心理学皮亚杰儿童认知心理学皮亚杰儿童认知心理学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
[48]

被视为语言学习认知理论的创始人，

在研究儿童认知过程中提出了著名的认知发展论（Cognitive-Development 

Theory）。在儿童认知发展阶段性的问题研究中，皮亚杰否定认知发展的过程取

决于数量上的累积，赞成认知图式不断重建的构思。同时，皮亚杰基于认知图式

的性质，把儿童认知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49]

。 

 1、感知运动阶段（0～2 岁）儿童处于智力和思维萌芽的阶段，通过感觉和

动作来认识周围世界。 

 2、前运算阶段（2～7 岁）儿童脑海中开始有事物的表现，并且能用词代表

头脑中的表象，认知具备符号功能。知觉表象占据很大优势，思维形式以形象思

维和直觉思维为主。 

 3、具体运算阶段（7～11 岁）儿童的思维水平在这一阶段有了实质性的变化，

认知结构中出现抽象概念，借助具体事务和形象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 

 4、形式运算阶段（11～15 岁）儿童逐渐摆脱具体实际经验对推理的控制，

能够做到不借助具体事物，做出形式符号的推理假设。 

 我们由前运算阶段（2～7 岁）可得，基于语言在该时期的出现和发展，儿童

使用表象符号来代替外界事物的频率增加。在该阶段的前期，儿童智能对当前感

知的事物施以实际的运作；后期符号功能的出现，儿童凭借象征性图式在头脑中

进行“表象性思维”。“表象性思维”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儿童将思维具体化，想象

出一个具化的形象来代替概念。儿童凭借表象来进行思维，依赖于这种思维，它

们可以进行各种象征性活动和游戏、延缓性模仿以及绘画活动等，同时也拓展了

儿童的空间时间概念。皮亚杰
[50]

提出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是教学的基础，为教学

提供必要前提，教学又能促进学生德认知发展。学生的认知发展是一个逐步建构

的过程，因此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必须与学生一定的认知发展阶段特点相适应。 

 鉴于非语言交际的视角下，汉语教师创设或提供合适的教学情境，采取符合

学生认知水平和发展特点的非语言交际教学策略，既能引起学生的认知兴趣又不

过分超越学生已有的认知水平和知识经验。笔者试将符合幼儿学生认知发展特点

的非语言交际教学策略应用在幼儿汉语课堂中，激发学生的表象性思维。以学生

 

[48] 皮亚杰. 儿童的语言与思维 [M]. 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 1980. 

[49] 皮亚杰，吴福元译. 儿童心理学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50] 皮亚杰．儿童的语言与思维［Ｍ］．文化教育出版社：北京，1980．15-93 



 

21 

已有的认知结构为基础，综合考虑幼儿学习者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认知发展水平，

将非语言交际的应用与幼儿认知水平相配合，为其提供了符合该阶段的教学情

境，以期取得良好的汉语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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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非语言交际在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可能性研究非语言交际在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可能性研究非语言交际在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可能性研究非语言交际在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可能性研究    

 

 泰国幼儿汉语教学中仍是以培养汉语兴趣为主，语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为

辅，忽视了非语言交际手段的应用。为了深入探究非语言交际手段在泰国幼儿汉

语教学应用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笔者采用电话和视频访谈的形式对泰国部分

幼儿园的汉语教师在课堂中使用的非语言交际手段的可能性进行调查研究，本次

问卷的调查对象为 20 名泰国幼儿园汉语教师，这些幼儿园教师的教学环境覆盖

政府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和国际学校等等的幼儿园，调查对象具有典型代表性，

有一定的实际参考价值和研究意义。此访谈大纲一共二十四个问题，主要从三个

方面来设计问题，首先是泰国幼儿汉语教师的教育及工作背景调查，以及对非语

言交际手段进行系统学习情况的；其次是泰国幼儿汉语教在课堂教学中使用非语

言交际手段的现状调查，最后是探究泰国幼儿汉语教对非语言交际手段的态度看

法。本次总共邀约教师 20 人，记录在案 20 份，实际访问率 100%，其中有效记

录 20 份，实际有效率 100%。笔者在本章节中先简单阐述访谈法的相关理论概念，

而后对给予反馈的访谈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出第二节的分析结果，最后就该

访谈进行问题性总结。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访谈法访谈法访谈法访谈法    

 

一、含义及适用范围一、含义及适用范围一、含义及适用范围一、含义及适用范围    

 访谈法是指，与访谈对象通过面谈、电话交谈等方式收集所需信息的调查方

法。访谈法是一种目的性谈话，由采访者通过提问的方式来引导被访者回答，借

此了解调查对象的行为或态度，以达到调查目的。这种访谈集中于研究的特定内

容，以期系统的解释、描述和预测一定的心理特征或者活动。笔者罗列了 24 个

问题作为提纲，邀请 20 名在泰国幼儿园就职的汉语教师参与访谈，借此了解非

语言交际在泰国幼儿汉语教学课堂上的应用可能性，为教学实践的案例总结收集

前期数据基础，提供质化数据，以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式更能保证结论的真实性

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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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访谈法的类型二、访谈法的类型二、访谈法的类型二、访谈法的类型
[[[[51515151]]]]

    

 

 

 

 

 

 

 

 

 

 

图图图图 2222----1111：：：：访谈法的类型访谈法的类型访谈法的类型访谈法的类型 IIII    

 

 

 

 

 

 

 

图图图图 2222----2222：：：：访谈法的类型访谈法的类型访谈法的类型访谈法的类型 IIIIIIII 

 

 

 

 

 

 

 

 

 

图图图图 2222----3333：：：：访谈法的类型访谈法的类型访谈法的类型访谈法的类型 IIIIIIIIIIII    

 

 

[51] 程亮.教育研究方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以控制程度分

结构性访谈
访谈提纲标准化，受访者
按照设计好的访谈调查提

纲依次回答问题

非结构性访谈
不制定完整的调查问卷和
详细的提纲，访谈者根据

主题方向进行提问

半结构性访谈
有访谈提纲或问卷，但受
访者留有较大的表达意见

观点的空间

以调查对象数量分

个别访谈

集体访谈

以人员接触方
式分

面对面访谈

电话访谈

网络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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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本次采用的访谈法是通过访谈个别对象，以电话访谈和面对面访谈两种

形式并行，提前设计好访谈提纲，依次对受访者提问，记录 20 名教师的回答，

整理后以文字报告的方式呈现。 

 

三三三三、访谈法的特点、访谈法的特点、访谈法的特点、访谈法的特点    

 （一）访谈方法灵活多样（一）访谈方法灵活多样（一）访谈方法灵活多样（一）访谈方法灵活多样    

 研究者可以采取灵活灵现的访谈方法，如面谈、电话会议、视频平台等直接

或者间接的方式与受访者进行交谈。在面对面的访谈下，受访者的情绪、表情、

眼神和动作通过视讯传达在眼前，可以预测和推测受访者的心态，结合实际情况

来调整问题次序。研究者预先罗列出访谈的问题，在实际的交谈过程中，如有纰

漏或是某个环节无法进行时，可以根据现实情况做出灵活调整。有的教师性格较

内向，不习惯接受面对面采访，电话访谈可以化解对方的尴尬，从而也使得访谈

顺利进行。 

 一名受访老师对非语言交际中的体态语颇有见解，结合其教学经验讲解了许

多与汉语教学相结合的实例，笔者受益良多，收集到了意料之外的资料。当受访

者对问题理解错误或畅所欲言导致了偏题跑题，采访者可以及时解释和切回主

题。有极个别受访者没有接触和理解非语言交际的概念，笔者简单阐述后对方也

能迅速领会，因此没有影响到访谈的进程。 

    （二）真实丰富的一手资料（二）真实丰富的一手资料（二）真实丰富的一手资料（二）真实丰富的一手资料    

 访谈法收集到的资料可信度高，具有真实性。研究者与被访者直接进行沟通

和对答，被访者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紧张、害羞、不安等情绪得到舒缓，使得访

谈过程顺利进行。访谈法基本采用你问我答的方式，对方在短时内需要快速反应，

并据实回答，他们没有时间进行深度思考，真实反应下的回答是研究者最希望得

到的。受访者没有提前预热和练习过问题，不需要提供给研究者过于官方和客套

的回答，因而研究者根据受访者的回答收集到许多真实有效的一手材料。有些老

师聊到擅长的领域时，还结合自身独特的教学经验提供给研究者许多丰富的信

息。 

    （三）研究问题挖掘空间大（三）研究问题挖掘空间大（三）研究问题挖掘空间大（三）研究问题挖掘空间大    

 访谈法是面对面交互的过程，采取开放的态度，短时内放松受访者的心情，

引导其表达出心中的真实想法。访谈者在访谈过程中能直接观察和确认受访者的

反应，通过适当的言语技巧来趁热打铁拓宽问题的深度，以期探讨更深层次的看

法和观点。访谈话题和方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逐渐拓展开来，问题深度逐

渐增加，研究者达到了研究目的，即通过访谈的方式挖掘到受访者们更深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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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和分享。大部分教师在问及“是否应重视非语言交际的规范性使用” 时，

都给予了正面的态度；笔者继续深入提问“关于如何规范性使用非语言交际行为”

的问题时，大部分教师就这个问题的讨论度很高，从对外汉语教育培训机制和从

业人员的资质要求以及跨文化交际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障碍沟壑，全方位展示了一

线泰国汉语教师对于非语言交际和汉语教学相结合的体会和感受。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非语言交际在泰国幼儿汉语课堂非语言交际在泰国幼儿汉语课堂非语言交际在泰国幼儿汉语课堂非语言交际在泰国幼儿汉语课堂的的的的应用可能性调查分析应用可能性调查分析应用可能性调查分析应用可能性调查分析    

 

一、教师教育、工作背景及非语言交际相关理论的学习一、教师教育、工作背景及非语言交际相关理论的学习一、教师教育、工作背景及非语言交际相关理论的学习一、教师教育、工作背景及非语言交际相关理论的学习    

 此次受访的 20 名泰国幼儿园汉语教师均来自中国大陆，本科及以上学历背

景有教育类、汉语国际教育、学前教育等人数占比达到 40%，其中入职前接受过

相关汉语教学培训的人数占比是 70%，接受非语言交际理论系统学习的人数占比

仅为 15%。在教学活动中，经常使用非语言交际辅助汉语教学的老师为 15 人，

很少使用有 5 人，没有使用的人数为 0 人。综上所述，泰国幼儿园的汉语教师教

育程度都达到了本科水平，但专业相关度较低，换而言之，科班出身的老师较少；

侧面也反映出泰国幼儿园对于汉语教师的包容性较高，这与幼儿园对学生的教学

目标有关。幼儿学生的汉语课程以基础为主，且强调培养学生兴趣，因此在老师

专业限制上而言不会提出较高的要求。课上使用非语言交际辅助教学的老师占了

七成，可据此推测出无论是有意或无意地使用非语言交际，它都在汉语教学的课

堂中呈现出来，且有着良好的教学效果。系统地学习过非语言交际相关知识的老

师较少，但该理论却被广泛地使用在教学中，这体现了汉语教师们没有意识到非

语言交际的重要性，缺乏对非语言交际的正确认识，因此在使用过程中缺乏规范

性。所有的教师都认同了非语言交际在幼儿汉语教学中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教学

效果，及是否有必要重视非语言交际的使用时，20 名教师均给出了“有必要规

范”的认同态度。 

 

二、教师二、教师二、教师二、教师应用应用应用应用体态语的可能性调查体态语的可能性调查体态语的可能性调查体态语的可能性调查    

 应用体态语在汉语课堂教学中，15 名教师在学习拼音和声调时，采取手势辅

助教学；16 名教师曾使用肢体语言来辅助解释词语；18 名教师在邀请学生回答

问题时使用眼神给予鼓励和认可；5 名教师在发出指令时选择直视学生；5 名教

师会习惯性地环视教室四周。教师们认可运用体态语，学生通过来自老师的手势

和眼神，理解了指令并能做出回应，且肯定使用肢体语言在帮助学生理解中文词

汇的作用。13 名教师谈到尊重所在国国情和风俗文化，和学生发生体触行为时，



 

26 

击掌的发生次数最多，其次是牵手，拍背和摸头发生的次数最少，在鼓励和安慰

学生时不建议触碰学生头部。65%的教师也有过以下情况，学生的注意力被过度

夸张的动作、手势、表情而无法回到正常教学中。因此，非语言交际在汉语教学

课堂中的使用教师会注意哪些问题里，有教师提出了避免过度使用夸张的表情和

动作来喧宾夺主教学的角色。 

 

三、教师三、教师三、教师三、教师应用应用应用应用副语言的可能性调查副语言的可能性调查副语言的可能性调查副语言的可能性调查    

 教师们在应用副语言时，他们的声音都会倾向于根据不同教学情境而起伏变

化，游戏和教学时轻快活泼，整顿纪律时严肃低沉。其中 11 名教师都赞成音量

的高低起伏使得教学内容生动活泼，认为过度单调沉闷的语调无法吸引学生的注

意力，从而影响教学效果；15 名教师在访谈中都曾提到教师的语速会根据学生

的接受程度而放慢，在强调重点知识、句型时会通过提高音量，放慢语速来提示

学生学习的重点。11 名教师认为，学生注意力分散时，通过提高音量，换回注意

力，可以起到良好的维持课堂纪律效果。受访的教师们都提及到副语言的恰当运

用，可以消除学生在汉语课上的紧张感，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增加教师与学生

之间的双向互动交流。 

 

四、教师四、教师四、教师四、教师应用应用应用应用客体语的可能性调查客体语的可能性调查客体语的可能性调查客体语的可能性调查    

 12 名教师所在的幼儿园都会提供统一的工作制服，并要求身着黑色裤子；5

名教师所工作的幼儿园则对上班的服装没有提出限制，舒服得体即可；还有 3 名

教师的工作单位对着装则没有提出要求。教师们还提及服装应以舒适方便为主，

明艳夸张的服饰会过度吸引学生注意力。本次接受访谈的汉语教师中，女教师达

到 18 位，泰国幼儿园倾向于接受女性教师作为招聘对象，男教师数量在本次访

谈中寥寥可数。所有的教师在问及妆容时，表达了两派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派是

入乡随俗，每天和泰国老师一样，精心打扮，以得体的妆容投入教学工作。另一

派教师则认为，教学任务繁重，在着装打扮上只要仪态良好，服装整洁即可，工

作重心放在提高教学质量而非外貌。男教师们则表态，赴泰进行汉语教学工作后，

提高了自身对于仪容仪表的要求，每天出门前沐浴修理毛发，衣服熨烫整齐，在

正式场合还会佩戴领带，喷淡香水来表凸显教师形象。 

 

五、教师五、教师五、教师五、教师应用应用应用应用环境语的可能性调查环境语的可能性调查环境语的可能性调查环境语的可能性调查    

 受访教师们对于幼儿园的环境语在汉语教学课堂中的应用，50%的人认为就

职学校的教室布置方面，中文元素较少。幼儿园一个课时的时长普遍在 30-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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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左右；班级人数方面，一般而言国际学校一个班的人数控制在 15 人以内，私

立学校班级人数为 15-25 人，政府公立学校的班级人数则达到 25 人以上。在教

室座位排列方面，13 名教师在提及客体语的应用时，强调根据不同的课型来布

置学生的座位，也有 7 名教师认为课时短，排列座位会浪费一定的时间。常见的

教师座位安排中，块状型是最受欢迎的座位排列方式，依次是马蹄形和一字形。

在教学时长设计中，多数教师认为结合幼儿心理特征来合理分配课时，松弛有度

符合幼儿的身心发展，可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非语言交际在汉语教学中应用可能性研究结论非语言交际在汉语教学中应用可能性研究结论非语言交际在汉语教学中应用可能性研究结论非语言交际在汉语教学中应用可能性研究结论    

 

一、教师认可非语言交际在幼儿汉语教学中的运用一、教师认可非语言交际在幼儿汉语教学中的运用一、教师认可非语言交际在幼儿汉语教学中的运用一、教师认可非语言交际在幼儿汉语教学中的运用    

 从体态语、副语言、客体语和环境语四个方面的非语言交际行为在幼儿汉语

教学课堂上的应用性来看，教师们都认可其辅助性和成效性。教师们对非语言交

际的使用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在教学过程中无处不体现了非语言交际的存在，

教师的手势、眼神、肢体语言、声音、妆容服饰、教室布置、课时设计以及座位

安排，非语言交际理论提供了支持。笔者访谈时有一名教师提及，教学过程中无

处不显示了非语言交际行为和信号，当无意或有意的非语言交际行为持续输出，

学生作为信息接收者即便不能立刻理解教师的语言交际，在非语言交际信号的帮

助下，却也能快速反应教师的指令并做出反应。 

 

二、汉语教学大环境下对非语言交际缺乏重视二、汉语教学大环境下对非语言交际缺乏重视二、汉语教学大环境下对非语言交际缺乏重视二、汉语教学大环境下对非语言交际缺乏重视    

 中国对外汉语事业的发展蒸蒸日上，不断向各个国家输送新鲜优秀的汉语教

师，对外汉语教师们在出国前都接受过一系列相关的语言本体知识和跨文化交际

培训课程。其中，最受重视的是汉语知识和教学技能，非语言交际手段的相关运

用重视程度不够，导致教师们在汉语教学的课堂上忽视了非语言交际手段的作

用，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传授语音、词汇等语言知识上。非语言交际具有强烈的文

化特性，语言交际背后的文化差异体现了跨文化理论，然而非语言交际的实际推

动作用没有引起对外汉语教育行业的足够重视
[52]

。第二语言教学是教师教授语

言任务的重头戏，但也不能遗漏非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 

 

 

[52] 同 1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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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师的非语言交际行三、教师的非语言交际行三、教师的非语言交际行三、教师的非语言交际行为缺乏规范性为缺乏规范性为缺乏规范性为缺乏规范性    

 根据访谈结果来看，泰国幼儿园对汉语教师的专业要求具有一定包容性，一

定程度上接受任教老师非科班出身的背景。教师们没有真正系统学习过非语言交

际的理论知识，通过教学实践的累积独创出具有个人特色的非语言交际行为，辅

助其汉语教学，获得以期的教学目标即可。教师自身非语言交际行为缺乏规范性，

在课堂中无法全面地向学生展示非语言交际的相关知识，无法达到第二语言教学

的主要目标，即强调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再者，教师忽略了非语言交际

行为的作用，不重视非语言交际在汉语教学中的无可替代性，强调教学目标的达

成，忽视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有匿名教师和笔者坦言，非语言交际的

规范性没有具体而言的实例，只能依据现实的教学情况结合教所在地的国家国

情，自行斟酌使用的程度和范围，因而主观能动性影响下的非语言行为具有个人

特色，而无法做到规范科学。实际上，即使接受过跨文化非语言交际知识的系统

学习，部分汉语教师对此依旧缺乏深入透彻的了解，对其抱有随性的态度，因而

教师在汉语教学中非语言交际的运用都存在了不同程度规范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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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非语言交际在幼儿汉语教学中的应用非语言交际在幼儿汉语教学中的应用非语言交际在幼儿汉语教学中的应用非语言交际在幼儿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节节节节    DDDDENLAENLAENLAENLA 幼儿园简介幼儿园简介幼儿园简介幼儿园简介    

 

一、学校环境一、学校环境一、学校环境一、学校环境    

 泰国 DENLA 幼儿园是泰国著名私立幼儿园之一，DENLA 教育集团专注于幼儿

教育，在泰国的私立幼儿园中享有较高声望。DENLA 学校总共设有三个校区，其

中 Rama 5 校区和 Petchkasem 校区以幼儿教育为主，另一个则是以英制教育为主

的一体化校区，涵盖幼儿园到高中的英制课程。其中，笔者所在的 Rama 5 分校，

学生在校学习泰语、英语、汉语、数学、艺术、计算机、体育等课程。本校学生

家庭条件优越，大部分为中产阶级，家长重视幼儿的汉语教育，支持孩子的汉语

学习。本校的幼儿学生入校时汉语基础薄弱，但是大部分幼儿学生对于汉语学习

抱有极大热情，态度积极。 

 笔者所在的 Rama 5 校区中，幼儿园一至三年设置有普通班（Denla 

Intergrated Program）和英语班（Denla English Program）。其中，一年级有

22 个班级（DIP 有 10 个班级，DEP 有 12 个班级），共 430 人，年龄在 3 岁左右；

二年级有 23 个班级（DIP 有 10 个班级，DEP 有 13 个班级），共 445 人，年龄在

4 岁左右；三年级有 23 个班级（DIP 有 11 个班级，DEP 有 12 个班级），共 455

人，年龄在 5 岁左右。正常情况下，幼儿园有五名汉语教师任教，皆为中国籍教

师，一位汉语教师负责两个年级的汉语教学工作，一般为 DIP 和 DEP 班级都会兼

任。 

 

二、教学资源二、教学资源二、教学资源二、教学资源    

 教师资源方面，本校区自 2007 年起正式投入使用，并于 2009 年课程设置中

加入汉语课程，学校配备有专门的汉语教师负责汉语课程，并根据泰国教育部课

程纲要制定了教学大纲，以期符合泰国课程开设标准。本校区全职汉语教师共计

5 名，均为具有 2 年以上的汉语教学经验的中国籍教师，具有丰富的对泰幼儿汉

语教学实践经验。 

 汉语教材及教辅资料方面，本校区采用课本《彩虹华文教室》为主，复习阶

段则采用“小书本”形式，根据教学内容设置复习题，巩固所学知识。每月月底

还会发放家庭作业，学生完成后收回，教师根据月度表现在评分系统对学生进行

记录并评分。教师们还根据教学实际情况设计了识字卡片以及教辅教具，借助教

具展开汉语教学，减缓学生对汉语学习的压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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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设计三、课程设计三、课程设计三、课程设计    

 本校区幼儿园汉语教学计划中，一个学年的上课时间为四十四周，每周课时

则根据班级类别而有所差异。普通班（DIP）人数一般为 25 人，汉语课每周一节，

课时 45 分钟。英语班（DEP）人数一般为 15 人，每周两节汉语课，累计课时 90

分钟。此外，还设置了兴趣班，为拟加强汉语学习的学生提供补习。按照能力等

级分为 A、B、C 组，也有独立于课本外的大纲供教师使用。兴趣班每周两节，累

计课时 120 分钟。教学目的旨在于启蒙学生对汉语的学习，激发兴趣，掌握基础

句式和简单词汇，为步入小学的汉语学习打下基础。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节节节节    体态语在幼儿汉语教学中的应用体态语在幼儿汉语教学中的应用体态语在幼儿汉语教学中的应用体态语在幼儿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一、韵母教学一、韵母教学一、韵母教学一、韵母教学
[[[[53535353]]]]

    

 语音学习是学习汉语词汇、语句的基础，在汉语教学中扮演着奠基石的角色。

笔者在泰国的 DENLA 幼儿园的教学实践中发现，低龄学生在学习韵母时遇到很大

的障碍，其中一个原因是受到英语字母发音的干扰，另一个原因是学生注意力集

中时间短，不愿意进行枯燥乏味的语音训练。对汉语教师而言，不能因为学生的

年龄和天性而放松要求，应充分利用体态语的示范作用，配合多媒体，帮助学生

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会模仿教师的发音，做到玩中学，学中玩，纠音和练习两

不误。 

 《现代汉语》中，汉语的元音分为单元音（10 个）和复元音（13 个）两类，

韵母共有三十九个，单元音韵母发音的特点是自始至终口型不变，舌位不移动。

汉语的舌面元音有七个，它们的差异是主要是不同口型及舌位造成的。抓住不同

发音口型的区别，是教会学生发音的前提。笔者所在的 DENLA 幼儿园教学大纲中

要求学生能够认读六个单元音韵母［ａ］、［ｏ］、［ｅ］、［ｉ］、［ｕ］、［ü］且发

音标准。作为授课教师，笔者将体态语融入韵母教学中，利用口型和手势动作等，

向学生生动地展示汉语语音的发音情况。在讲解过程中，离不开借用体态语中的

手势来做相关示范。例如，用左手比作舌头，右手比作上颚，模拟不同发声时口

腔和舌头的状态。 

 ［ａ］，舌面，央，低，不圆唇元音
[54]

。发音时，口大张，舌位低，舌头居中

央。基于它发音的舌位，开口度特点，结合体态语在教学中的应用，笔者会演示

 

[53] 引用自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30-72。 

[54] 同 5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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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学生，嘴巴张大，口型强调夸张，辅助“［ａ］［ａ］［ａ］阿姨”。［ｏ］，舌面，

后，半高元音，圆唇元音，发音时，口半闭，舌位半高，舌头后缩，唇拢圆
[55]

。

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先指导学生口唇做到合拢成圆状，可借用手作合拢圆圈状，靠

在嘴上，模拟公鸡打鸣的叫声：“［ｏ］［ｏ］［ｏ］公鸡哦哦哦”。［ｅ］，舌面，

后，半高，不圆唇元音，但双唇自然展开
[56]

。笔者在教学时会注意口型的指导，

微笑的的角度使双唇延伸为扁平状，微微露齿，右手弯曲掌心镂空，带领学生边

摆手边朗读：“［ｅ］［ｅ］［ｅ］鹅鹅鹅，嘴巴扁扁鹅”。［ｉ］，舌尖前，高，不圆

唇元音
[57]

。发音时。舌尖前接近上齿背，气流通路虽狭窄，但气流经过时不发生

摩擦，唇形不圆。笔者演示发音时，伸出食指，示意阿拉伯数字一，在数字一的

同音效应下，学生提高了对这个单韵母的熟悉度，且发音准确。［ｕ］，舌面，后，

高，圆唇元音
[58]

，发音时，双唇拢圆，留一小孔，舌头后缩，使舌面后接近软腭。

笔者借助乌龟卡片，比划手脚模拟乌龟憨劲十足的走路姿势姿态，领读：“［ｕ］

［ｕ］［ｕ］，乌龟”，同时告知学生嘴巴不可全闭。［ü］，舌面，前，高，圆唇元

音
[59]

。其发音舌位与［ｉ］基本相同，但唇形拢圆，笔者在教学时双手虚拢，做

鱼儿水中畅游状，领读：“［ü］［ü］［ü］，鱼儿水中游”。 

 学习完口型和发声，进入巩固阶段。教师播放歌曲，配合有韵律的音乐节奏，

齐唱韵母歌。期间，教师第一遍歌唱时，注意时刻用手指向嘴巴，提示学生口型

的变化。接下来的歌唱中，教师用目光环视学生，发现跟不上的学生时，哑声做

出口型，带领学生在逐渐熟悉的音乐中跟唱。通过口型的操练和歌曲伴唱记忆，

大部分学生都能够做到跟着音乐唱出正确的韵母歌。最后是检测阶段，教师唱出

歌曲前部分歌词，如“张大嘴巴”，同时张大嘴作［ａ］的发声状，观察学生能

否反应迅速地跟上节奏。依次类推，也可以混淆韵母歌词顺序，检验教学成果。

教学实践证明，手势加口型的辅助教学不仅能使学生感到直观易懂，配合歌曲韵

律还可加快记忆和集中注意力，效果明显。 

 

二、利用手势辨别声调二、利用手势辨别声调二、利用手势辨别声调二、利用手势辨别声调    

 声调是依附在音节上的超音段成分，主要由音高构成。音高格式由于有平升

曲调的不同，形成了代表不同意义的语素。在汉语拼音声调里。我们以“阴平”、

 

[55] 同 53 上 

[56] 同 53 上 

[57] 同 53 上 

[58] 同 53 上 

[59] 同 5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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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平”、“上声”、“去声”命名。作为二语学习者的泰国学生，接触的泰语有五

个声调，其中汉语二声和汉语四声是学生经常发声不到位，甚至是变调的问题重

灾区。汉语拼音的声调语调没有准确掌握，在拼读时会出现“洋腔洋调”，也会

影响信息发出者的表达。笔者所在的幼儿园，对声调的学习目标是做到能够正确

地将声母［ｂ］、［ｐ］、［ｍ］、［ｆ］和韵母［ａ］拼读，帮助学生理解声调和声

韵母相拼后的发音。 

 在泰国幼儿汉语教学中，笔者利用手势来帮助学生辨别声调。学生在学习第

一声时，教师辅以手势，用食指从左至右平行滑动，表现平声平滑无起伏的特点；

学习第二声时，教师举起手掌合拢手指，屈前臂，略微 45 度叫向右上方斜划，

表现上声高声调的特点；学习第三声时，教师会在空中比划“打勾”动作，表现

上声先降后升的曲折调特点。这个上声的手势动作一上一下，幅度大，肢体语言

夸张，能吸引学生注意力，提高记忆声调的准确性；最后学习第四声去声，动作

与第二声阳平相同，但方向相反，这个动作颇具全降调名称特色。这样的手势法

直观地呈现出声调的高低起伏，在动静结合下学生能更好地理解和记忆每个声调

的发声特色，从而避免了和泰语声调混淆，为认读汉字打下拼音声调基础。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节节节节    副语言在幼儿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副语言在幼儿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副语言在幼儿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副语言在幼儿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一、音量大小一、音量大小一、音量大小一、音量大小    

 笔者在汉语教学实践中，特别注意发音标准，力求每个词语的发音做到字正

腔圆以及控制音量大小。教师在领读生词时，屡屡举起卡片齐读的学习方式易引

起学生的焦躁感，从而分散注意力，达不到良好的学习效果。教师通过变换声音

大小的方式，将大小声游戏加入新词学习中。老师小声领读，学生大声跟读；亦

或是老师大声领读，学生小声跟读。这样音量大小变换的游戏，吸引学生注意力，

全神贯注地投入跟读的同时，一些走神或是分心的学生不由自主加入到班级活动

中，一起聆听老师的课堂。 

 再者教师在讲述重要单词或者句子时，可通过某字词的重读来吸引学生注意

力。泰国学生普遍无法正确发出“绿色”，原因是泰语元音中没有类似［ü］这个

前高圆唇音，学生们大部分会读成“右色”。笔者在教学时，会特意在“绿”字

家中读音，尽量大声且标准地重读“绿”，借此提示学生不要发音被惯性的泰语

拼读带偏。此外，教师提高音量可以将学生涣散的注意力唤回，避免大吼大叫，

略微提高声量下达指令性的动作例如“拍拍手，点点头”、“请看黑板”；班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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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出现混乱时，教师提高音量要求学生坐下或保持安静，通过提高声音传递出保

持纪律的信息，可以达到良好的纪律整顿效果。 

 

二、音质变化二、音质变化二、音质变化二、音质变化    

 声音是语言的载体，通过各式各样的声音，语言信息才能得到完整的传达。

因此在汉语教学中，教师音质的变化辅助语言传递出预期的信息。笔者的教学对

象是低龄的幼儿学生，用温柔的声音对鼓励学生参与课堂或赞许学生的表现，可

以减缓学生对汉语学习的紧张感，营造出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当学生的行为和

谈论影响到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例如课上，三三两两的幼儿学生常会因为一个

话题或一个玩具而忽视教师聊得起劲，教师模拟咳嗽一声，学生会小心翼翼地看

向教师，感受到教师的委婉提示。 

 作为幼儿汉语教师，更是要注意音质的轻重急缓，温柔和煦的声音能拉近与

幼儿的距离，吸引学生走进汉语课堂的氛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免要通过讲故

事的方式来教学，当讲到《小红帽》这个故事时，教师在模拟大灰狼和小红帽的

声音时要注意声音的转换。小红帽的声音可用清脆天真的腔调，大灰狼可用低沉

浑厚的腔调来阐释它的狡诈，幼儿可通过教师音质上的区别来学校到不同的角色

性格和品质。 

 丰富多变的音质，体现汉语课堂的生动活泼，学生聆听教师富含感情、情绪

饱满的声音，有利于带动课堂气氛，将汉语学习的热情带动给学生。丰富多样的

音质变化，打破课堂的沉闷，促进教学活动的开展，也促进师生关系，使得教学

任务顺利自然地完成。 

 

三、语速变化三、语速变化三、语速变化三、语速变化    

 幼儿汉语学习者对于教师指令的理解度不高，常常会有滞后性反应，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需要降低语速，这样有助于学生对中文的理解。学习新内容时，学生

的接受程度存在差异，教师需要照顾到绝大部分学生的学习水平，因此在讲解和

学习时应放慢语速。判断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达到尚可水平之后，再逐渐地提

高语速，例如在操练的过程中，通过提高语速可以训练学生的反应能力，提升听

力水平。再者，快速和慢速可以帮助学生在区别相反词性，例如动作“快”和“慢”，

教师可以快速说“快快快”，相反学习“慢”的时候，教师的语速放慢“慢慢慢”，

通过语速差异，学生能够马上理解这两个字的意思和区别。 

 笔者在面对幼儿学生时，前期的授课选择简单的用词和句式来帮助学生走进

汉语课堂，语速也较平时交谈时放缓，和学生共同学习一段时间后，再慢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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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速，结果是学生对汉语的理解度和接受度会得到很大提高。幼儿在 3-5 岁期间

模仿能力和语音信息接收能力的发展迅速，教师在与学生磨合期间的语速减缓，

利于学生对指令和知识的理解，磨合期间学生会不断地接收并处理教师发出的信

息，累积的语言能力对于汉语学习的铺垫起到很大作用；进入过渡期，教师开始

逐渐提高说话的语速，学生处于语言发展的敏感期，会尝试习惯教师的表达语速

和猜测意思，不断地接触不断地学习，学生的听力和理解都得到极大地的进步。 

 

四、音调变化四、音调变化四、音调变化四、音调变化    

 汉语中的每个汉字声调经过排列组合，构成了句子的句调。汉语通常有两种

语调：升调和降调。前者表示疑问、反问；后者表示陈述或命令。笔者在泰国的

教学实践中，通过不同的语调可以传递出不同的意义，例如，笔者常在课上惯例

提问学生“你叫什么名字？”、“准备好了吗？”、“ＸＸＸ在哪里呢？”。疑问性

的句调一般是升调，学生通过声调来理解教师是发出指令或是提问；降调口气常

常用在具有指示性的句子，例如“请坐下”、“请安静”。笔者在教学活动中经常

使用音调变化来表达信息，学生听到上升的声调，会接收到教师发出的提问信号，

从而进行思考后决定是否参与其中；听到教师下降的声调，明白教师在发出指示

或警示，会思考教师的话语信息，从而自觉地停止影响课堂正常进行的行为。 

 

五、话语轮转五、话语轮转五、话语轮转五、话语轮转（（（（TurnTurnTurnTurn----talkingtalkingtalkingtalking））））    

 1111、沉默停顿、沉默停顿、沉默停顿、沉默停顿    

 沉默停顿在非语言交际中是指信息发出者在说话的过程中，没有明确做出有

声的表态，取而代之的是无声的停顿或反应。恰当的沉默和停顿，给予了学生足

够的思考空间和余地，因此教师需要高度关注非语言交际在汉语教学课堂上使

用，有些时候恰到好处的沉默是一种教学技巧，也是一种沟通的技术。教师作为

语言的传授者，文化的桥梁，将这个技巧运用在汉语教学的课堂中，巧妙地带动

课堂节奏，提高学生的参与程度。例如，在复习家庭成员环节，教师可以一边指

着卡片一边领读，此时不要立即领读下一张卡片，适当的沉默和停顿，手指着下

一张卡片，示意这学生通过回忆所学知识认读出其他家庭成员。教师向学生提出

问题时，可将沉默停顿的技巧贯穿其中，先提出问题，确认学生们都理解问题后，

停顿话语环视教室一周，给予学生思考的时间，再邀请学生回答。例如，学习句

子“这是谁？”、“这是警察。”教师提问后，不要着急点名学生回答，短暂停顿

观察学生是否明白问题，然后再邀请学生回答句子。幼儿园的学生课堂需要连续

连贯地衔接，学生在各个教学活动的衔接中轻松自如地过渡到下一个阶段，这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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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教师的沉默停顿需要用在恰到好处的地方，设计出符合幼儿学生思考时间空间

的余地。 

 沉默停顿还可以表达教师的情绪和态度，根据笔者的教学经验来看，这个作

用仅限于年龄层次较高的学生。笔者教授的幼儿学生年龄在 5-6 岁，心智成熟度

没有发育尚且没有达到察言观色，判断教师的喜怒，因此笔者在此不作过多赘述。 

 2222、插话声音、插话声音、插话声音、插话声音    

 幼儿学生有强烈表达自我的积极性和分享性，在感兴趣的话题里具有强烈的

表达欲望，在汉语教学的过程中会打断教师的讲解，这在汉语教学课堂屡见不鲜。

教师要理解学生的反应，耐心地将话题收回，不要因为插话而责怪学生。正确地

引导学生回到话题中心，鼓励学生尝试用中文表达。笔者不主张在学生表达时打

断对方，当学生滔滔不绝地表达超出了话题范畴，甚至带动了大部分学生偏离教

学轨道，教师需要及时插话，将话题带回正轨。 

 3333、话语失误、话语失误、话语失误、话语失误    

 在汉语课堂上，幼儿学习者在注意力不集中或情绪紧张的情况下，常常会有

表达失误的情况。学习者在汉语学习中出现话语失误，例如词语认读错误，声调

误读，对话回答牛头不对马嘴，无法表达出正确的信息。失误是没有规律可循，

笔者依据教学实践简单总结了以下三类学生的失误类型，仅做参考。话语失误的

原因有可能是学生因为紧张误解教师的提问，也可能是学生分心没有听到问题匆

忙作答。笔者认为学生偶然产生的失误，是可以接受和理解的，这类错误没有规

律性可言，即使是汉语母语者也会经常发生。 

 

表表表表 3333----1111：：：：话语失误类型话语失误类型话语失误类型话语失误类型    

 

 

 

 

 

 教师面对学生的话语失误时，首先要控制情绪，不要带着责备的口气去纠正，

也不要表现出讥笑的表情，这会伤害学生的自尊心，增加其挫败感；其次，允许

学生的失误，这是基于失误的发生的不规律性，教师无法预测它发生的时间，失

误发生后学生一般能快速进行自我纠正。幼儿学生处于汉语学习初级阶段，各式

各样的失误会出现，教师的宽容和理解，使得学生降低紧张感，迅速进行自我纠

正。 

话语失误类型话语失误类型话语失误类型话语失误类型    发生原因发生原因发生原因发生原因    

词语认读 误认词语，图片和汉字的匹配错误 

数字误判 汉字结构相似而误判 

对话回答 分心或紧张而误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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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节节节节    客体语在幼儿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客体语在幼儿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客体语在幼儿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客体语在幼儿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一、服饰与场合一、服饰与场合一、服饰与场合一、服饰与场合    

 人靠衣裳马靠鞍，教师肩负传道解惑的社会责任，得体的衣着，保持整洁，

保持妆容发型清爽，能体现教师的端庄大气稳重形象。服饰符合职业身份，这是

所有文化的共同准则。笔者从普通教学和特殊节日教学两方面来阐述服装衣着在

汉语教学中的作用。笔者目前就职的泰国私立幼儿园，在教师的着装要求上体现

了泰国对教师的角色期待。周一至周五，教师上身身着不同颜色的工作服（Polo

衫），下身配以黑色长裤，且非紧身包臀。五个工作日对应的颜色分别是象征灿

烂明媚及信任的黄色；温暖柔和的粉色；代表繁荣昌盛和生命力的绿色；寓意希

望富足的橙色以及代表和平、安宁和理想的蓝色。在特别的教学情境中，教师允

许穿搭符合课程特色的服饰。例如，春节是本校庆祝的隆重节日之一，在春节文

化课上教师可以身着汉服旗袍等，但需注意不可长度高于膝盖。这是基于笔者工

作的幼儿园环境，教学过程中时常需要席地而坐与学生练习对话，玩游戏，裙子

过短不利于教学的实施。此外，教师着装不可过于另类时髦、配饰不可夸张，服

装的存在喧宾夺主，学生的精神无法集中在课堂中，影响教学效果。 

 以下是笔者对于服饰的意见：首先，在课堂上女教师尽量避免穿暴露、紧身

的衣服，特别是透明的白衬衫；男教师避免穿无领的上衣和过短的裤子。服饰需

要体现出教师的职业特点和良好形象。其次，注意个人的清洁卫生。泰国是天气

炎热的国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做到每天勤洗澡勤换衣服。泰国人习惯在早

上洗澡，也是由于当地炎热的气候特点，出门上班前洗澡可以冲净身上的气味。

最后是熨烫衣服，尤其是工作服。在泰国不论是上班族还是上学的学生，他们的

制服都是干净笔挺，整理利落的裁剪加上平整的衣角，给人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

和良好的工作状态。 

 

二、妆容修饰二、妆容修饰二、妆容修饰二、妆容修饰    

 据笔者观察，绝大部分工作人员及教职工每天都是妆容完整，神采奕奕地投

入工作。他们认为，适当得体的妆容不仅令自己赏心悦目，还能给对方美的感受。

尤其在正式场合，得体的妆容能表现个人的修养和形象。一般而言，中国教师讲

究含蓄美和内在美，化妆的频率低，即使化妆也是淡妆。汉语教师可以适当地化

淡妆，以提升气色和精神状态为最佳目的。泰国人认为，化妆可以给对方留下美

好印象，也体现对他人的重视和尊重。妆容修饰是重要的身体语言，作为汉语教

师经常要和外国人打交道，因此更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以下是笔者对于妆容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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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首先是女教师适度化妆并配搭合适的首饰可以增加个人自信和魅力，但

应避免浓妆艳抹和夸张的修饰，这类行为分散了学生的注意力，给教学带来负面

影响。其次，教师应习惯应注意个人卫生，每天整理仪容仪表，例如男教师要每

天修剪胡子勤洗头等，避免给学生造成不修边幅的负面印象。整洁的仪容仪表，

帮助教师们树立良好的形象和风范。 

 

三、随身物品三、随身物品三、随身物品三、随身物品    

 汉语教师每天随身携带的物品也具有传递信息的功能。笔者随身物品中有水

杯、卡片、贴贴纸、印章和教具。学生在教师进入教室时会额外关注教师的随身

物品，对篮子里充满了好奇心。3-5 岁的幼儿在智力发展期间，尤其是中枢系统

的发育，刺激幼儿的感知觉。他们对于身边的物品形状、颜色、气味和声响充满

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带着极大成分的随意性，即新鲜感来得快去得也快，且观察

时注意力仅围绕着物体的表轮廓。当教师的篮子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教具，学生的

情绪会异常高涨，对教学活动充满期待。学生们通常会认为，教具越多游戏越多

因此该课堂越具有吸引力。汉语教师应该多关注这一类问题，恰当地增加随身物

品中的教具，利用随身物品来协助完成非语言交际的信息传递。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节节节节    环境语在幼儿汉语教学中的应用环境语在幼儿汉语教学中的应用环境语在幼儿汉语教学中的应用环境语在幼儿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一、教室座位排列一、教室座位排列一、教室座位排列一、教室座位排列    

 祖晓梅
[60]

在《跨文化交际》中提到在教育环境中，教师的桌椅排列反映了不

同的教学理念和师生关系模式，桌椅的排列方式受到学生年龄人数教师格局等因

素的影响。笔者的教学对象有 DIP 一年级和 DEP 三年级，人数分别是 25 人／班

以及 15 人／班，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室的排列方式会根据教学内容、班级学

生人数情况而做出调整。笔者根据不同的教学课程会采取与之更适配的教室座位

排列方式。一般笔者会采取以下三种排列方式： 

 1、一字型排列。这是最常见也是传统的教室布局，学生的座位都面向教师，

教师站在前面讲课。这样的课堂布局便于教师传授知识，笔者在为幼儿园大班三

年级讲解十至五十的倍数练习时，在白板上分别贴上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十，然后邀请学生在数字下边画上对应数量的圆圈。学生在白板上画圆圈，座位

上的每一个学生都能清晰直观地看到这个学习的过程。这样的课堂布局利于教师

 

[60] 祖晓梅著.跨文化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138-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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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知识，但不适合对话练习。 

 2、马蹄形排列。在课堂上老师站在或坐在学生正前方，学生围坐在地上排成

马蹄形。这种布局方便了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也体现出教师与学生之间

的比较平等的交流。这是笔者在在小班授课时最常用的布局方式，适用于以教师

讲述为主的课堂。教师讲述故事、教唱歌曲、讲解词汇含义，带领学生认识数字，

情景对话时，往往可以全面地照顾到每一个学生，观察到学生的状态，如若有分

心说话开小差等情况出现，教师可以及时提醒和制止。 

 3、圆圈形。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散坐在不同的桌子。这种教室布局特别适合

小组活动的开展，例如合作制作手工。在这种环境中，教师完成了知识传授者到

学习组织者和辅导者的角色转变，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重视合作式学习方法的

特点。这个教师座位排列方式适应性强，无论是大班还是小班，都可采取。 

教师桌椅的排列方式影响着课堂上师生互动的方式和教学效果，教师要有根据不

同的教学内容和课程活动来选择最佳的座位排列方式的意识，班级学习水平和学

生掌握程度也是是教师在教师座位排列方式需要综合考虑的因素。为了达到最佳

教学效果，以为师生互动创造有利的条件为目的，对教师座位排列的多样性提出

了要求。 

 

二、教学二、教学二、教学二、教学时长设计时长设计时长设计时长设计    

 泰国幼儿园一般一个课时设置在三十分钟至五十分钟，以笔者所在的 DENLA

幼儿园一个课时的设置为 45 分钟／课时，一周两个课时，一个主题的学习时间

为半个月或一个月，月底有随堂作业以及手工。教师需要根据学生学习能力和学

习目标来分配教学时长的，以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根据幼儿的认知发展规律，

3-5 岁幼儿尚未掌握记忆方法，形象鲜明、具体生动能满足幼儿个体需要的事物，

例如充满乐趣且接连不断的游戏穿插在教学活动中，教师通过游戏调节学习的氛

围，学生自然而然地习得汉语。幼儿其自我控制能力较差，记忆活动容易受情绪

影响而出现差异，幼儿心情愉快时记忆力好，心情低落或抗拒时学习效果不佳。

笔者的教学对象中，汉语成绩优秀的孩子绝大部分是积极活跃参与课堂教学，但

也有极少数内向的学生在汉语学习中也取得较好的成绩。教学时长怎样设计才符

合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笔者以“职业”为主题，阐述完整周期的教学时长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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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科目：教学科目：教学科目：教学科目：综合课 

教学教学教学教学对象：对象：对象：对象：泰国幼儿园三年级 DEP 学生 

课程代码：课程代码：课程代码：课程代码：CN8651 课时：课时：课时：课时：6 课时（每个课时 45 分钟） 

授课日程：授课日程：授课日程：授课日程：2020 年 8月 25 日 使用教材：使用教材：使用教材：使用教材：《华文教室》 

单元名称：单元名称：单元名称：单元名称：《职业》 

教师：教师：教师：教师：黄惠萍 

一、教学目标一、教学目标一、教学目标一、教学目标    

    词汇方面：正确认读职业名称，做到看图能说出中文。 

    常识方面：理解并说出与职业相关的行为 

    功能和任务方面：记住七个常用的职业名称并能回答父母的职业。 

二、教学方法二、教学方法二、教学方法二、教学方法    

    １、情景对话教学法 

    ２、全身反应法 

    ３、联想法 

三、教学内容三、教学内容三、教学内容三、教学内容    

    １、词汇：医生、护士、农夫、邮差、警察、老师、消防员、用药、打针、

照顾、病人、流汗、送信、捉拿坏人、救火 

    ２、句型：你爸爸妈妈是干什么工作的？ 

    ３、数字：从小到大排列一到一百的倍数 

              从大到小排列一到一百的倍数 

四、教学重点难点四、教学重点难点四、教学重点难点四、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记住七个常用的职业名称 

    难点：明白其中常见职业的工作范围 

五、教学过程五、教学过程五、教学过程五、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第一课时第一课时第一课时    

            （一）组织教学（（一）组织教学（（一）组织教学（（一）组织教学（5555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进门后和学生打招呼，全体学生起立，一起做热身动作，配合热身舞蹈《你

好歌》活跃课前氛围。结束后，全体师生合十礼相互问好。 

   （二）词语学习（（二）词语学习（（二）词语学习（（二）词语学习（22220000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１、导入１、导入１、导入１、导入    

    播放动画视频《我的职业》，一边观看一边引导学生观察视频中的职业表

达。结束后，老师拿出卡片提问学生视频中是否出现了这个职业。通过回顾，

锻炼学生的记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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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学习２、学习２、学习２、学习    

    老师展示卡片领读，学生跟读三遍。老师在白板左侧展示职业，在右侧展

示该职业所着制服，让学生来配对。 

    老师：“这个衣服是什么颜色的呢？”（指着医生的衣服） 

    学生：“白色。” 

    老师：“很棒，这是谁的衣服呢？” 

    学生：“doctor” 

    老师：“很棒！doctor 的中文是什么？ 

    学生：“医生” 

    老师：“好，请和我读一遍医生。” 

    配对结束后，老师带领学生再读一遍。 

    ３、操练３、操练３、操练３、操练    

    老师请学生在箱子中抽取工具，例如医生的听诊器，农夫的锄头，警察的

枪，消防车，护士的针筒，老师的书本等等。学生轮流抽取一张，说出这是谁

的工具。 

   （三）对话学习（（三）对话学习（（三）对话学习（（三）对话学习（11110000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步骤一： 

    老师准备好爸爸妈妈的玩偶，同时将职业中常用的工具放在玩偶旁。 

    老师提问：“你爸爸妈妈做什么工作？”（举起手里的工具，任意 2-3 个） 

    老师：“医生还是警察？” 

    学生：“医生。” 

   （学生没有选择，可能是老师拿起的工具不符合，可让学生自行选择） 

步骤二： 

    老师：“你爸爸妈妈做什么工作？” 

   （老师举起医生卡片） 

    老师：“医生，请举手。” 

   （老师举起警察卡片） 

    老师：“警察，请举手。” 

   （老师举起邮差卡片） 

    老师：“邮差，请举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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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数字排列从小到大（（四）数字排列从小到大（（四）数字排列从小到大（（四）数字排列从小到大（10101010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步骤一：老师和学生按十的倍数一起数数，老师一边数一边在白板上写 10、 

        20、30 等等。 

步骤二：老师随机擦掉其中一个数字，例如“70”，提问学生被擦掉的数字是 

        哪个。 

步骤三：老师在白板上写５个倍数，其中有一个错误。例如“40、50、70、80、 

        90”，请学生找出错误的数字并改正。 

 

                第二课时第二课时第二课时第二课时    

            （一）组织教学（（一）组织教学（（一）组织教学（（一）组织教学（5555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进门后和学生打招呼，全体学生起立，一起做热身动作，配合热身舞蹈《你

好歌》活跃课前氛围。结束后，全体师生合十礼相互问好。 

   （二）词语复习（（二）词语复习（（二）词语复习（（二）词语复习（22220000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步骤一：老师展示 PPT，领读一遍，学生跟读三遍。 

步骤二：老师制作人物头套，学生抢答获得头套参与游戏。 

步骤三：萝卜蹲游戏 

        学生站成一排，听老师指令。“萝卜蹲萝卜蹲，萝卜蹲完警察蹲，警

察蹲警察蹲，警察蹲完护士蹲，护士蹲护士蹲，护士蹲完邮差蹲…” 

            （三）对话复习（（三）对话复习（（三）对话复习（（三）对话复习（11110000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老师将卡片翻面，提问学生：“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工作？”，让学生抽取

卡片，学生抽到什么卡片就回答该职业的中文名称。 

   （四）数字复习（（四）数字复习（（四）数字复习（（四）数字复习（11110000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步骤一：学生跟着老师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数一数十的倍数。 

步骤二：在白板上展示九宫格，请学生完成。 

10 ？ 30 

40 ？ ？ 

60 ？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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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课时第三课时第三课时第三课时    

   （一）组织教学（（一）组织教学（（一）组织教学（（一）组织教学（5555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进门后和学生打招呼，全体学生起立，一起做热身动作，配合热身舞蹈《你

好歌》活跃课前氛围。结束后，全体师生合十礼相互问好。 

   （二）手工作业（（二）手工作业（（二）手工作业（（二）手工作业（44440000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步骤一：老师展示 PPT 上的手工作业，提问学生想成为什么职业。按照学生的 

        喜好职业，发放对应手工。 

步骤二：老师指导学生写上名字和班级。发放手工材料小木棍。 

步骤三：学生在小纸条后面贴上木棍，到讲台上展示手工，并说出自己想要成 

        为的职业。 

 

                第四课时第四课时第四课时第四课时    

   （一）组织教学（（一）组织教学（（一）组织教学（（一）组织教学（5555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进门后和学生打招呼，全体学生起立，一起做热身动作，配合热身舞蹈《你

好歌》活跃课前氛围。结束后，全体师生合十礼相互问好。 

   （二）词语学习（（二）词语学习（（二）词语学习（（二）词语学习（33330000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１、导入１、导入１、导入１、导入    

    播放歌曲《职业儿歌》，学生通过视频复习上两节所学的职业词汇。 

    ２、学习２、学习２、学习２、学习    

步骤一：老师将上周所学的职业单词，领读一遍。 

步骤二： 

    老师将职业角色的头套发给每一个学生，全班学生涵盖所有的职业。老师

在 PPT 上展示消防员救火的动作和声音，老师在旁模仿。 

    老师：“这是谁？” 

    学生：“消防员。” 

    老师：“他在干什么？” 

 （老师模拟消防员救火动作） 

 （学生跟着模仿） 

    老师一边做动作一边说：“救火。” 

    老师：“谁救火？请起立。” 

 （戴消防员头套的学生起立） 

老师和学生一起做动作，大声说：“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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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动作：警察作持枪射击（捉拿坏人）；医生做心脏复苏（救人）；护士

在胳膊上注射（打针）；农夫耕田（流汗）；邮差发信（送信）。 

    ３、操练３、操练３、操练３、操练    

    PPT 播放职业有关行为，出现消防员救火的图片时，戴着消防员头套的学

生起立一起做动作；出现警察捉拿坏人的图片时，戴着警察头套的学生起立一

起做动作。老师要提问学生这是谁？在干什么？ 

   （三）数字排列从大到小（（三）数字排列从大到小（（三）数字排列从大到小（（三）数字排列从大到小（11110000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步骤一：PPT 展示 1-100 的倍数，老师借助 PPT 的动画退出效果，将数字按照 

        从大到小的顺序退出。100、90、80…等，每消失一个数字就提问学 

        生，连续退出数字直到 10。 

步骤二：请学生将数字小卡按照老师的指令排列，例如老师给出指令“从大到 

        小排列 100－50。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课时课时课时课时    

   （一）组织教学（（一）组织教学（（一）组织教学（（一）组织教学（5555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进门后和学生打招呼，全体学生起立，一起做热身动作，配合热身舞蹈《你

好歌》活跃课前氛围。结束后，全体师生合十礼相互问好。 

   （二）课堂作业（（二）课堂作业（（二）课堂作业（（二）课堂作业（44440000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步骤一：复习上次课所学的职业及与职业相关的行为。老师做动作，学生来说

出中文。警察作持枪射击（捉拿坏人）；医生做心脏复苏（救人）；护士在胳膊

上注射（打针）；农夫耕田（流汗）；邮差发信（送信）。 

步骤二：老师发放作业，指导学生写上名字。老师讲解题目，逐个选项朗读。 

步骤三：老师读中文，学生判断对应的职业行为。 

 

                第第第第六六六六课时课时课时课时    

    全体小测（45 分钟） 

步骤一：播放卡通视频《动物王国》和《我的职业》，请学生安静欣赏。 

步骤二：按名单点名，请学生依次到教室外接受测评。 

步骤三：测评内容如下：打招呼、问好、认读卡片、数数、从小到大排列数字、 

        从大到小排列数字、匹配职业相关行为。 

六、教学用具六、教学用具六、教学用具六、教学用具    

    板书、白板、卡片、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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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一个课时的教学时长设计主要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别是热身，

学习和道别。 

 第一阶段 5 分钟，教师带领小朋友配合歌曲做热身动作以及和教师打招呼，

动作为泰国合十礼并说“老师您好！”，借助 5 分钟左右的中文歌曲开场，带领小

朋友从上节课的氛围中带出。第二阶段，教师会花 30-35 分钟进行本次课程的教

学，首先是数字复习和对话复习。通过简单游戏复习上节课所学，一问一答之间

教师可以感受到该班级的汉语掌握程度，以便及时调整教学进度和教学策略。接

着带领学生学习新课，一般形式为教师借助多媒体手段展示所学新词，领读过后

邀请学生一起参与汉语游戏，通过游戏来操练和巩固新知识。教师在新课学习的

过程中，会穿插至少两个游戏来配合教学，“玩中学——学中乐”的模式能拉近

学生和教师的举距，增加学生对汉语学习的兴趣和期待。第三阶段，教师会在下

课前带领学生一齐吟唱《再见歌》，歌词包含告别和感谢老师的单词，例如“谢

谢老师！”、“老师再见！”，这为结束汉语教学起到缓冲作用。 

 月底有随堂作业和手工，教师在课前会安排 10-15 分钟来进行复习，通过简

单的游戏将单词复习一遍，带领学生完成作业。至于手工课，教师先展示手工样

品，随后发放材料让学生自行发挥，老师在一旁提供必要的协助。手工课整体氛

围轻松愉悦，学生通过触觉和视觉的感官接触，学生体会到手工的乐趣的同时，

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得到最大程度开发。笔者在教学时长设计上考虑到幼儿注意力

集中时间较短，性格活泼好动等因素，将游戏穿插其中，既符合幼儿天性好动的

心理特点，又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将知识传授给幼儿。 

 

 

 

七、板书设计七、板书设计七、板书设计七、板书设计    

重点词汇重点词汇重点词汇重点词汇    
医生、护士、农夫、邮差、警察、老师、消防员、用药、 

打针、照顾、病人、流汗、送信、捉拿坏人、救火 

重点句型重点句型重点句型重点句型    你爸爸妈妈是干什么工作的？ 

重点数字重点数字重点数字重点数字    
从小到大排列一到一百的倍数 

从大到小排列一到一百的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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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室装饰三、教室装饰三、教室装饰三、教室装饰    

 一个好的语言学习环境，应具有学习该语言的文化氛围
[61]

。笔者所在的泰国

幼儿园学校在教室的装饰元素中用到了窗花、饰品、自制汉字卡片以及挂画等。

教室室内设计，内饰颜色、灯光、温度都有可能对学习者的学习情绪造成影响，

舒适的学习环境使得学生学习更安心更投入。因此在装饰元素上，尽量避免色彩

灰暗，次序杂乱无章；合理规划出学习区域和游戏区域，在位置上区分出使用功

能。同时适当地展示学生的手工作品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创造沉浸式的教学

氛围。例如春节主题，将学生制作的鞭炮手工品展示在窗户或墙壁上，学生获得

巨大的成就感，从而激发了更加浓厚的汉语学习兴趣。除了作品展示，一些中国

文化元素的摆件和挂饰也能起到很好的效果，例如中国结、京剧、脸谱等等。一

些和教学内容相关的汉语卡片或常用句型“你好，老师”、“再见，老师”等制作

成卡通对话，贴在墙上，根据教学主题和内容来更变，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地消化课堂知识。 

  

 

[61] 张悦.《非语言交际行为在泰国初级汉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苏州:苏州交通大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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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基于基于基于基于 SPSSSPSSSPSSSPSS 下的非语言交际应用效果分析下的非语言交际应用效果分析下的非语言交际应用效果分析下的非语言交际应用效果分析    

 

 本文关于非语言交际在泰国幼儿汉语教学课堂上的应用研究，对收集到的数

据进行自身配对的处理方式，比较学生前后学期的学习效果，拟验证非语言交际

的使用效果。评测项目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成果与参与度、总体进步和主

题总结。每个部分下有详细的考核单项，如下图 4-1 所示为 DEP 三年级上学期考

核项目，图 4-2 为 DEP 三年级下学期考核项目。同时，评分等级从一到四分划

分，其中四分代表优秀，自主认知能力强，测试完成度高，不需要教师提示；三

分代表良好，自主认知能力尚佳，测试完成度较高，少数问题需要教师提示；两

分代表中等，自主认知能力一般，测试完成度中等，部分问题需要教师提示；一

分代表不及格，缺乏自主认知能力，无法完成测试，全部问题需要教师提示。教

师每个月根据当月所学知识，对学生进行评测，评测方式有课上观察、作业考核

以及一对一问答等多种方式，月底记录在 Excel 表格中，为后期进行检验数据作

储备。笔者将上下学期的数据作为对照组，输入 SPSS 数据分析软件，利用对照

样本 T 检验的方式，检验教学效果。当 P 值小于 0.05 时，我们可得非语言交际

在幼儿汉语课堂的应用效果是卓有成效的结论。根据 P 值的区间，还可以推断出

非语言交际在幼儿汉语课堂应用效果的强弱。反之，当 P 值大于 0.05 时，我们

可得非语言交际在幼儿汉语课堂的应用效果不明显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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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 4444----1111：：：：DEPDEPDEPDEP 三年级上学期考核项目三年级上学期考核项目三年级上学期考核项目三年级上学期考核项目 

 

 

 

 

 

 

 

 

 

 

 

 

 

 

 

图图图图 4444----2222：：：：DEPDEPDEPDEP 三年级下学期考核项目三年级下学期考核项目三年级下学期考核项目三年级下学期考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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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调查方法及原理调查方法及原理调查方法及原理调查方法及原理    

 

一、一、一、一、数据配对数据配对数据配对数据配对    

 配对样本 T 检验，用于检验两个相关的样本（配对资料）是否来自具有相同

均值的总体。配对数据的方法有两种： 

 1、自身配对：同一个实验对象，在两个不同时间上分别接受前后两次的处理，

用起前后两次的观测值进行对照和比较。 

 2、同源配对：将来源相同、性质相同的两个个体配对成一对，将配对的两个

个体随机地实施不同处理，再根据所得实验数据检验两种处理方法的效果。 

 3、配对样本 T 检验的的适用性数据一般如表所示 

 

表表表表 4444----1111：：：：配对样本配对样本配对样本配对样本 TTTT 检验的适用性数据表检验的适用性数据表检验的适用性数据表检验的适用性数据表
[[[[62626262]]]]

    

 

 

 

 

二、检验方法二、检验方法二、检验方法二、检验方法    

 T 检验采用小概率反证法原理，在推断过程中，建立检验假设： 

 1、假设前后教学效果相等，该事件符号为 H0 

 2、选择对照样本 T 检验计算 H0成立的概率 

 3、根据显著性水平判断，决定接受还是拒绝 H0 

 

三、验证原理三、验证原理三、验证原理三、验证原理    

 为了解释一个检验统计量的值，我们建立反对Ｈ０证据的一个概率总结。根据

Ｈ０为验证这种假定，它使用检验统计量的抽样分布。目的是总结观察的检验统

计量值与Ｈ1预言的值相比是多么罕见。如果检验统计量落在由Ｈ1预示方向的抽

样分布的尾部，则它远离Ｈ０的预言值。根据该值和更极端值的尾部概率，我们

可以概述检验统计量落在尾部有多远。在由Ｈ1预示的方向上，有可能检验统计

量值提供反对Ｈ０的证据至少同观察到的检验统计量一样多。这个概率被称为Ｐ

值。Ｐ值是检验统计量等于在由Ｈａ预示方向上的观测值或甚至更极端值的概率。 

 

[62] 表格来源于:杜强,贾丽艳,严先锋.SPSS 统计分析从入门到精通[M].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京,2014:120. 



 

49 

表表表表 4444----2222：：：：TTTT 检验的检验的检验的检验的 PPPP 值意义值意义值意义值意义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调查数据分析调查数据分析调查数据分析调查数据分析    

 

 利用学生前后学期成绩调查数据，推断非语言交际在泰国幼儿汉语课堂教学

的应用效果。该问题设计的是相同对象在不同时间接受同一个处理方式后的教学

效果，且要进行总体平均数差值的比较，笔者收集的样本差值数据符合正态分布

性，基本上满足配对样本Ｔ检验的前提要求，因此采用对照样本Ｔ检验来进行分

析，基于此前提力求数据结果的科学性、准确信和可说服性。 

 

一、一、一、一、成果与参与度（成果与参与度（成果与参与度（成果与参与度（Effort & ParticipationEffort & ParticipationEffort & ParticipationEffort & Participation））））    

    

表表表表 4444----3333：：：：Effort & Participation Effort & Participation Effort & Participation Effort & Participation 的配对样本统计的配对样本统计的配对样本统计的配对样本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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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444----4444：：：：Effort Effort Effort Effort &Participation&Participation&Participation&Participation 的配对样本相关性的配对样本相关性的配对样本相关性的配对样本相关性    

 

 

 

 

 

 

 

 

表表表表 4444----5555：：：：Effort & ParticipationEffort & ParticipationEffort & ParticipationEffort & Participation 的配对样本检验的配对样本检验的配对样本检验的配对样本检验    

 

 

 

 

 

 

 

 

 

    

    1111、、、、描述性分析描述性分析描述性分析描述性分析    

 由表 4-3 配对样本统计可知，195 名学生在成果与参与度（Effort & 

Participation）表现中，非语言交际在使用后，“明白和遵守指令”的成绩平均

值 3.36，标准差为 0.512，误差平均值为 0.037；“在课上的专注力”的成绩平均

值 3.09，标准差为 0.456，误差平均值为 0.033；在“有兴趣并热情参加活动”

的成绩平均值 3.36，标准差为 0.522，误差平均值为 0.037；在“对老师和学生

有礼貌”的成绩平均值 3.90，标准差为 0.314，误差平均值为 0.022；在“能够

独立完成课堂作业”的成绩平均值 3.20，标准差为 0.533，误差平均值为 0.038。 

 

    2222、、、、推论性统计分析推论性统计分析推论性统计分析推论性统计分析    

 原假设（H0）：没有显著性差异 

 备择假设（H1）：两个样本的均值有显著性差异 

 P 值大于 0.05，接受原假设，总体均值和检验值之间没有差异，即非语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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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在成果与参与度（Effort & Participation）没有显著性作用的。P值小于0.05，

接受备择假设，总体均值和检验值之间有差异，即非语言交际在 Effort & 

Participation（成果与参与度）有显著作用。在表 4-4 配对样本相关性中，我

们可以得出 5 个项目的 P 值均为 0.000，我们可以认为使用后的教学效果出现了

显著的提高统。在表 4-5 配对样本检验中，sig 尾数分别为 0.032、0.003、0.000、

0.004、0.000，均小于 0.05。我们可以推断出在 Effort & Participation 中，

非语言交际使用前后效果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 

 

二、二、二、二、总体进步（总体进步（总体进步（总体进步（Overall ProgressOverall ProgressOverall ProgressOverall Progress））））    

 

表表表表 4444----6666：：：：Overall Progress Overall Progress Overall Progress Overall Progress 的配对样本统计的配对样本统计的配对样本统计的配对样本统计    

 

 

 

 

 

 

 

表表表表 4444----7777：：：：Overall ProgressOverall ProgressOverall ProgressOverall Progress    的配对样本相关性的配对样本相关性的配对样本相关性的配对样本相关性    

 

 

 

 

 

    

表表表表 4444----8888：：：：Overall Progress Overall Progress Overall Progress Overall Progress 的配对样本检验的配对样本检验的配对样本检验的配对样本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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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描述性分析描述性分析描述性分析描述性分析    

 由表 4-6 配对样本统计可知，195 名学生在总体进步（Overall Progress）

的表现中，使用非语言交际后，“语言能力”成绩平均值 2.98，标准差为 0.329，

误差平均值为 0.024；“中文发音和口音清晰度”的成绩平均值 3.05，标准差为

0.376，误差平均值为 0.027。 

    2222、、、、推论性统计分析推论性统计分析推论性统计分析推论性统计分析    

 原假设（H0）：没有显著性差异 

 备择假设（H1）：两个样本的均值有显著性差异 

 P 值大于 0.05，接受原假设，总体均值和检验值之间没有差异，即非语言交

际在提高学生语言能力和发音口音清晰度方面没有作用。P 值小于 0.05，接受备

择假设，总体均值和检验值之间有差异，即非语言交际在提高学生语言能力和发

音口音清晰度方面起到了作用。在表 4-7 配对样本相关性中，得出 2 个项目的 P

值均为 0.000，可以认为非语言交际的使用，学生的中文发音和口语清晰度出现

了显著的提高。在表 4-8 配对样本检验中，sig 尾数分别为 0.000 和 0.000，均

小于 0.05。据此推断出非语言交际在学生语言能力和发音口音清晰度成绩方面，

使用前后的教学效果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 

 

三、三、三、三、主题总结（主题总结（主题总结（主题总结（Topics SummaryTopics SummaryTopics SummaryTopics Summary））））    

 

表表表表 4444----9999：：：：Topics SummaryTopics SummaryTopics SummaryTopics Summary 的配对样本统计的配对样本统计的配对样本统计的配对样本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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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444----10101010：：：：Topics Summary Topics Summary Topics Summary Topics Summary 的配对样本相关性的配对样本相关性的配对样本相关性的配对样本相关性    

 

 

 

 

 

 

 

 

表表表表 4444----11111111：：：：TTTTopics Summaryopics Summaryopics Summaryopics Summary 的配对样本检验的配对样本检验的配对样本检验的配对样本检验    

 

 

 

 

 

 

 

 

 

 

 

 

 

 

    1111、、、、描述性分析描述性分析描述性分析描述性分析    

 由表 4-9 配对样本统计可知，195 名学生在主题总结（Topics Summary）的

表现如下所述，非语言交际在使用后，“基本会话”的成绩平均值 3.32，标准差

为 0.267，误差平均值为 0.019；“基本动作和指令”的成绩平均值 3.30，标准差

为 0.513，误差平均值为 0.037；在“数字学习”的成绩平均值 3.12，标准差为

0.327，误差平均值为 0.023；在“教材内容”的成绩平均值 2.88，标准差为 0.327，

误差平均值为 0.023；在“儿歌学习”的成绩平均值 2.50，标准差为 0.501，误

差平均值为 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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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推论性统计分析推论性统计分析推论性统计分析推论性统计分析    

 原假设（H0）：没有显著性差异 

 备择假设（H1）：两个样本的均值有显著性差异 

 P 值大于 0.05，接受原假设，不能否定差别由抽样误差引起，总体均值和检

验值之间没有差异，即非语言交际在提高学生语言能力和发音口音清晰度方面没

有作用。P 值小于 0.05，接受备择假设，认为差别不由抽样误差引起，总体均值

和检验值之间有差异，即非语言交际在提高学生语言能力和发音口音清晰度方面

起到了作用。在表 4-10 配对样本相关性中，得出 5 个项目的 P 值均为 0.000，

可以认为非语言交际的使用，学生的 Topics Summary（主题总结）成绩得到了显

著的提高。在表 4-11 配对样本检验中，sig 尾数均为 0.000，且小于 0.05。可

以推断出使得语言交际在 Topics Summary（主题总结）成绩方面，使用前后的教

学效果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调查结论调查结论调查结论调查结论    

 

一、一、一、一、成果与参与度（成果与参与度（成果与参与度（成果与参与度（Effort & ParticipationEffort & ParticipationEffort & ParticipationEffort & Participation））））    

    1111、、、、课堂管理课堂管理课堂管理课堂管理    

课堂上学生的纪律得到很大改善，样本学生年龄层次在 5 岁至 6 岁，性格天真活

泼，不喜收到过多的约束。笔者在下学期首节课和所有学生规定，进出教室之前

要请示老师。学生在课堂上时常自由进出教室或随意在教室走动，这给教学活动

的进行带来一定影响。学生使用特定的手势或句子，先通过手势示意教师，然后

做出请求“老师，我想去洗手间”，得到教师示意后，学生在助教老师的陪同下

安静地退出教室。 

    2222、、、、学习专注度学习专注度学习专注度学习专注度    

学生课上专注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高，专注力是学生完成一件事情和学习新事

物的基础。幼儿天性好动，笔者观察到其学习和注意力集中的时间一般在 15 分

钟。灵活运用非语言交际手段，融入贯穿在课堂环节中，学生情绪节奏跟着教师

走，注意力得到集中，学习效果逐渐提高。 

    3333、、、、课堂参与度课堂参与度课堂参与度课堂参与度    

有兴趣并热情参与课堂活动，一方面取决于教师的教学设计具有新颖性，吸引学

生兴趣；另一方面，通过非语言交际的手段，如鼓励性质的手势和眼神，夸奖性

的语言和奖励，学生的积极参与度较上学期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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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4、、、、礼貌友好度礼貌友好度礼貌友好度礼貌友好度    

 对老师和其他学生有礼貌的项目分数保持高分状态，泰国学生一贯尊重教师，

因此在前后学期评分时分数均较高。此项分数在本次项目分数中提高的空间较少。 

    5555、、、、独立完成度独立完成度独立完成度独立完成度    

  独立完成课堂作业的情况有明显的进步趋势，学生在拿到作业后能自觉拿出

铅笔在正确的地方写上名字和班级。上学期常常需要提醒学生名字和班级的位置

不要混淆。课上对知识的吸收和消化效果佳，因此独立完成作业且正确率高，是

学生在下学期的进步最大的地方之一。 

 

二、二、二、二、总体进步（总体进步（总体进步（总体进步（Overall ProgressOverall ProgressOverall ProgressOverall Progress））））    

 1111、、、、语言能力语言能力语言能力语言能力    

 上下学期的汉语课时均为一周两次课，一次课为 45 分钟。在学习相同课时

条件下，学生的语言能力提升的空间在实验分数中显示较小。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语言学习是一个长期和持续的过程，通过一个学期的加强学习不会给学生

带来突飞猛进的效果。其次语言能力的提升基于语言学习者的语言基础和语言环

境，样本学生为泰语环境下的学习者，课下练习和开口说中文的机会较少。样本

学生整体汉语水平处于中等水平，要得到更好的教学效果需要更长久的观察计划

和学习策略的辅助。 

 2222、、、、中文发音和口音清晰度中文发音和口音清晰度中文发音和口音清晰度中文发音和口音清晰度    

 幼儿学生具有得天独厚的语言习得能力，中文发音和口语的清晰度相较而言

高于成人。在本次项目中，参与测试的 195 个样本经过一个学期的训练和强化，

大部分学生的中文发音和口音清晰度得到了明显地提高。尤其是韵母的发音，借

助于手势、口型和肢体语言等非语言交际手段的辅助，学生的分数普遍高于上学

期。 

 

三、三、三、三、主题总结（主题总结（主题总结（主题总结（Topics SummaryTopics SummaryTopics SummaryTopics Summary））））    

 1111、、、、基本会话基本会话基本会话基本会话    

 本论文在非语言交际的实际应用中，对于教学时长的设计有专门的介绍。课

前的基本会话，流程固定，学生在环境的熏陶下，能熟练地和教师进行基本对话，

不需要提示也能对答如流。 

 2222、、、、基本动作和指令基本动作和指令基本动作和指令基本动作和指令    

 在初期，教师向学生发出指令，学生需要时间理解和接受。通过手势和动作

的指示帮助学生理解该词语的含义，老师使用时的固定用语和手势，起到强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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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记忆的作用。因此，在后学期强化训练下，当教师念出“耸…”，学生能快速

反应并做出动作“耸耸肩”。 

 3333、、、、数字学习数字学习数字学习数字学习    

 样本学生数数能力较强，在认字方面尚有欠缺，原因之一是本校教学大纲不

对学生的汉字书写做要求。样本学生为幼儿园三年级学生，大部分学生在一至五

的汉语数字识字水平中达到优秀水平，但仍存在部分学生在六至七的认字目标上

不合格。在讲解数字和认读数字上，教师会注重非语言交际的运用，如营造教室

环境的汉语文化氛围。例如将汉语数字的图示挂在教室的装饰墙上，耳濡目染下，

学生在回答教室问题时能第一时间想起身边的参照物。因此，在下学期，学生的

汉语数字认字能力得到很大提高，包括拓展延伸出来的汉语数字排列也取得较好

的成绩。 

 4444、、、、教材内容教材内容教材内容教材内容的评分的评分的评分的评分    

 教材内容评分涵盖了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对句式的运用以及单词的认知等三

方面，取其平均值作为最后分数。学生在上学期的学习内容涉及到了方位介词 

“…在…”的学习，例如“牛在吃草”，“马在拉车”。学生对于“在”的运用不

熟练，对课文的内容理解更多称得上是一知半解。在认识颜色中，极少数学生能

完整说出句子“绿色的草地”，学生对于描述性的句子不能达到脱口成句的水平。

下学期，教材内容涉及“吃喝的搭配”以及“身边人物”。“吃”、“喝”在教学中，

教师采用肢体及动作辅助记忆及建设固定思维。当老师示意食物图片，学生不仅

能做出对应动作，还达到了认知图片的教学目标。“身边人物”，医生做心脏按压

状，警察举枪缉拿坏人，校工拖地清洁等具有非语言交际意义动作，都起到很好

的教学效果。因此，该项得分表现了学生飞跃的进步。 

 5555、、、、儿歌学习的效果儿歌学习的效果儿歌学习的效果儿歌学习的效果    

 在项目测试中的提升幅度较大，但总体的成绩分布仍居于下游。一首儿歌学

习和吟唱的频率取决于它和主课的相关程度。部分歌曲作为补充歌曲，一个学期

可能只听过两三次，但期末考核时仍将该歌曲加入考核题干，这在一定程度上拉

低了学生分数。 

 综上所述，通过非语言交际在幼儿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

果，学生的整体汉语成绩有着明显的进步趋势，教师的课堂管理高效有序，学生

的学习专注度和课堂参与度有着明显提升，独立完成汉语作业的表现良好。总体

而言，经过这一个学期的实践，幼儿学生的语言能力得到了小幅度提升，具体表

现在中文发音饱满、吐字清晰。从期末考核的各项主题来看，学生对于师生之间

基本的会话、指令大部分都能娴熟应答和做出反应。教材内容方面，句式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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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词认知的评分结果显示，学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当然，也有因教学时长有限

而不能大幅度提高成绩的部分，例如儿歌学习，本次实践中学生分数提升幅度不

大，这与教学时长的设计有着紧密。课时紧凑的情况下，一些作为补充知识出现

的歌曲，播放频率低，学生没有机会反复吟唱，往往在还没有理解歌词和熟悉旋

律的情况下就匆忙结束了该课时的学习，因而部分儿歌的学习效果打了折扣。 

 总体而言，非语言交际与幼儿汉语教学的相辅相成，为幼儿汉语教师在传授

汉语过程中提供了强大的帮助，使得泰国幼儿在生动活泼、富有乐趣汉语课堂中

接触到渊博的中华文化，学习到获益匪浅的汉语启蒙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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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    非语言交际的应用策略非语言交际的应用策略非语言交际的应用策略非语言交际的应用策略    

 

 非语言交际在泰国幼儿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笔者结合

自身教学实践和理论知识，总结出以下三点非语言交际与幼儿汉语教学应用策

略，分别是符合幼儿认知发展、非语言交际与语言交际相辅相成和适度运用并规

范非语言交际行为。 

 

一、符合幼儿认知发展一、符合幼儿认知发展一、符合幼儿认知发展一、符合幼儿认知发展    

  皮亚杰提出的儿童的认知发展中，前运算阶段（2-7 岁）的幼儿思维已形成

新的能力行为特征。在此期间，他们学会了模仿、符号游戏、会话和口头语言表

达，主要思维受当前的情景和感知的支配，容易受外在事物显著特征的影响
[63]

。

因此汉语教师使用的非语言交际手段需要符合该学生群体的认知特点，使用形状

新颖、造型别致、颜色鲜艳且符合教学要求的教具，刺激学生的视觉系统，随着

视觉系统的越发完善，幼儿在脑海中建立表象，随着表象的累积，易于与实物建

立相关联系，加深了对汉语的认知和理解。幼儿的神经系统未发育成熟，处于前

运算阶段的幼儿学生注意力时间不长，容易受到外界的因素干扰而随时转移注意

力。教师使用非语言交际手段，慢慢引导和培养学生遵守规则，不扰乱课堂秩序

的良好习惯。创造生动活泼又不失幽默风趣的课堂，灵活使用非语言交际手段，

融入贯穿在教学活动中，营造轻松愉悦的氛围，促进幼儿身心发展，在快乐中学

习汉语。 

 

二、与语言交际相辅相成二、与语言交际相辅相成二、与语言交际相辅相成二、与语言交际相辅相成    

  基于跨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汉语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使用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

际相互补充，完成教学任务。长期以来，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在汉语教学方向

侧重于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教师培养侧重语言本体技能知识的学习，学生培养

则倾向于语言交际。中泰两国具有不同文化、语言和习惯背景，在与幼儿学生的

交际过程中，协调使用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能使沟通交流变得更加轻松顺畅，

提高汉语学习效果。体态语和副语言等非语言交际手段能更加直观形象地表达和

传递信息，在一些无法用言辞来表达的信息上，非语言交际的补充帮助语言表达

和信息传递达到准确。 

 

 

[63] 吴微.《基于皮亚杰儿童认知理论的儿童绘本插画设计》[D].苏州大:苏州大学,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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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适度运用且规范非语言交际行为三、适度运用且规范非语言交际行为三、适度运用且规范非语言交际行为三、适度运用且规范非语言交际行为    

 非语言交际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帮助教师正确地传达信息并完成教学活动，

其中体态语和副语言是常用的非语言交际手段，在实际教学中起到了主要作用。

使用过度的、夸张的非语言交际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混乱结果，扰乱课堂管理，给

汉语教师的教学带来影响。尤其是低龄幼儿学生，夸张的非语言交际行为，转移

了学生的注意力，甚至会造成错误信息的传递，影响了教学秩序和效果。因此有

必要规范教师的非语言交际行为，建议幼儿汉语教师们善于利用非语言交际的生

动性、直观性和形象性，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平和特点有针对性地使用非语言交际

行为，避免因盲目性和不规范性带来的负面影响。 

 

四、入乡随俗，尊重差异四、入乡随俗，尊重差异四、入乡随俗，尊重差异四、入乡随俗，尊重差异    

 入乡随俗，是尊重别国文化的表现；尊重差异，尽可能减少或避免文化差异

带来的冲突或误解。尊重学生所在国独特的文化和历史和习俗，汉语教师们在课

堂中运用非语言交际行为时，应充分了解和注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培

养教师的跨文化表达能力，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思辨能力，拓宽国际视野，促

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补和发展，是作为具有跨文化交际视野的教师应具备的素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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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结结结    语语语语    

    

  理论和实践相结下，我们不可否认非语言交际作为重要的教学辅助手段，得

到越来越多的汉语教师的青睐和追捧，它在教学思想上与对外汉语的教学目标相

契合，即培养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目的与使用者。在前期的访谈调研中，笔者

收集到了关于泰国幼儿汉语课堂中非语言交际的应用可能性数据，得出汉语教师

们对非语言交际和汉语教学相结合的认可，肯定非语言交际与语言交际相辅相成

促进汉语教学的作用，并据此总结出非语言交际在泰国幼儿汉语教学中的应用现

状，并指出存在的相关问题，例如教师使用非语言交际时存在不规范性、汉语教

学大环境下缺乏对非语言交际的重视等潜在问题。 

 笔者结合自身在泰国幼儿园的教学实践，将非语言交际灵活自然地运用在汉

语教学中，幼儿学生不仅提高了对汉语学习的热情，积极参与到汉语课堂，在总

体评测中还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为升入小学打下汉语基础。非语言交际来辅助语

言交际，在汉语教学中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为理论到实践提供了具有说服力

的佐证。综上所述，教师在汉语教学中辅助使用非语言交际，丰富了教学手段，

加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推动学生在轻松自然的氛围中学习汉语，提高

学生的课堂参与度，调动积极性，使得汉语教学的课堂生动活泼。 

 但是非语言交际在泰国幼儿汉语教学的课堂应用模式尚未成熟，大部分教师

倾向于使用具有个人教学风格的非语言交际行为，忽视非语言交际行为在汉语教

学课堂中的使用规范性。非语言交际在未来的应用模式中，笔者斗胆提出了三点，

希望在泰国幼儿园从事汉语教学工作的教师们引以为用。 

 其一，教师应在入行前学习跨文化交际的相关知识并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

重视非语言交际和语言交际的互补互助关系，在教学过程中规范非语言交际行为。 

 其二，作为传播中国文化和汉语知识的教师，在汉语教学过程中需要注意所

赴国家的地域文化的限制，针对学生的文化背景来完善自己的非语言交际行为，

灵活处理并准确自然地使用非语言交际来辅助教学。 

 其三，教学要松弛有度，幼儿园的汉语教师面对的教学对象天性活泼好动，

在认知发展层面极度以自我为中心，汉语教师不可操之过急要求学生短期内达到

较高的教学目标。根据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保护学生的天性，松弛有度循环渐

进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对汉语学习的热情。 

 由于笔者经验欠缺，本文在撰写中仍存在些许不足之处，尚有一些问题值得

商榷，比如访谈对象单一，以泰国中部的幼儿园汉语教师为主，受访教师数量较

少，关于非语言交际在泰国汉语教学的应用可能性调研不全；学生前后学期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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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项目中教师存在一定的主观性等等。此外，笔者结合自身使用非语言交际在

汉语教学中的经验，提出的教学建议以应用策略具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具体的实

施结果需要时间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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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度过了两年的紧张学习时光，系统地学习了汉语教学专

业的各方面知识，深深地佩服各位专业老师的学识，从中我不仅学习到语言本体

知识，而且学到很多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道理，在此表示真挚的谢意。在论文

即将完成之际，我要感谢我的导师李志艳教授。在论文撰写的整个过程中，从论

文选题、到撰写开题报告、最后到正文撰写，李志艳教授都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

李志艳教授指出的每一个问题，指导的每一个思路，都使我有醍醐灌顶之感。给

我感受最深的是其严谨治学的态度，无论从格式规范、论文要点、还是文章结构，

李教授都不厌其烦，给予我及时的帮助，使我能够最后顺利完成论文写作工作。 

 在此我要感谢华侨崇圣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及研究生院的所有老师，你们

无私的奉献精神和爱岗敬业的治学态度，不仅使我对汉语教学有了更进一步的理

解，将理论和自己的工作互相印证，受益匪浅。而且使我能够将所学理论应用于

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解决，继而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感谢我的各位同学，是你们的无私帮助让我感受到校园的温暖，在我的论文

写作过程当中，多位同学为我提供了信息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最后再次感

谢华侨崇圣大学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使我能够走上一个新的平台，开始

一段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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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    录录录录    

    

非语言交际在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可能性研究非语言交际在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可能性研究非语言交际在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可能性研究非语言交际在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可能性研究问卷调查问卷调查问卷调查问卷调查    

    

尊敬的老师： 

 您好，为了了解当前非语言交际在泰国幼儿汉语教学中应用时存在的问题，

特为此设计了调查问卷，调查结果仅用于学术研究，您的信息将被严格保密。以

下问题，请根据您的真实情况填写，感谢您的参与！ 

 

1、请填写您的姓名和国籍： 

2、您就职的幼儿园位于？ 

3、您就职的泰国幼儿园属于什么性质？ 

4、您在泰国从事幼儿园汉语教师多久？ 

5、您本科时学习的专业是？ 

6、您在入职前是否接受过相关的汉语教学培训？ 

7、您接受过非语言交际的系统学习么？ 

8、您在汉语课堂教学中使用过非语言交际来辅助教学？ 

9、和幼儿汉语课堂教学中，哪些问题时您经常遇到的？ 

10、您是否曾经用过以下非语言交际行为来辅助汉语教学？ 

 1）学习拼音和声调时，采用手势辅助教学 

 2）邀请学生回答问题时，会使用眼神给予鼓励和认同 

 3）学生注意力分散时，会通过提高音量来唤回 

 4）根据不同的课型来对座位进行布置 

 5）结合幼儿心理特征分配课时 

 6）微笑表示赞成学生的回答 

 7）使用肢体语言来解释词语 

 8）发出指令时，直视学生 

 9）经常性地环视教室四周 

11、课堂上，您和学生是否有以下体触行为？ 

 1）击掌 

 2）摸头 

 3）拍背 

 4）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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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课堂上，您的声音是否会根据不同情景而产生起伏？ 

13、您在上班时衣着为？ 

14、您所在的学校里，教室布置中的中文元素多么么？ 

15、您就职的幼儿园一个课时为多长时间？ 

16、您就职的幼儿园一个班级平均有多少个学生？ 

17、您是否会根据不同课型变换教室座位安排 

18、您常用的教室座位安排有以下几个？ 

19、当您使用较为夸张的动作、手势或者表情时，学生的注意力是否会被过度吸

引而不能回到教学中？ 

20、您是否会依据学生年龄层次来使用不同的非语言交际？ 

当您使用较为夸张的动作、手势或者表情时，学生的注意力是否会被过度吸引而

不能回到教学中？ 

21、使用非语言交际能辅助您的课堂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吗？ 

22、您在课堂上使用非语言交际和语言交际比重分别为？ 

23、您认为非语言交际在幼儿汉语教学中起到了哪些辅助作用？ 

24、非语言交际在汉语教学课堂中的使用您会注意哪些问题？ 

25、您认为泰国幼儿汉语教学中有必要重视非语言交际的使用么？ 

21、非语言交际在您的幼儿汉语教学课堂中起到了哪些辅助作用？ 

24、非语言交际在汉语教学课堂中的使用您会注意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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