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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IN THAILAND : A CASE STUDY OF  

WIS INTERNATIONAL SCHOOL 

 

Yin Yi 

Master of Arts (Teaching Chinese) 

Thesis Advisory Committee: Assoc. Prof. Dr. Li Chao 

 

ABSTRACT 

 

W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educ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nternational.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ized curriculum，

the IB program is attracting more and more schools worldwide with its advanced 

educational concepts. By January 2022, 5,518 schools in 159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have implemented the IB programs, including 32 in Thailand. The 

IB curriculum emphasizes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subjects. With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tus improving, Chinese fever continues to rise. As an additional 

language in the IB curriculum, Chinese has become the choice of more and more IB 

school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uthor's own teaching practice, exploring how Chinese, 

which is as an additional language, is implemented in the primary school program of 

the IB school in Thailand.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hinese teaching mode of WIS 

school in Thailand, and introduces in detail that PYP of the school uses three routes: 

Interdisciplinary theme unit teaching, independent unit teaching and teaching 

according to students' aptitude to carry out Chinese teaching, and pays attention to the 

embodiment of PYP element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At the same time, it compar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teaching and Chinese 

teaching under PYP mode in three aspects: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and 

evaluation methods; Finally, the conclusion section summarizes this paper and hopes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and overseas promotion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teaching. 

 

Keywords: Chinese Teaching,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PYP, Trans-disciplinary  

Unit Teaching, Thailand International School 

  



II 

国际文凭小学项目国际文凭小学项目国际文凭小学项目国际文凭小学项目(IB(IB(IB(IB----PYP)PYP)PYP)PYP)在泰国国际学校的汉语教学在泰国国际学校的汉语教学在泰国国际学校的汉语教学在泰国国际学校的汉语教学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以泰国以泰国以泰国以泰国 WISWISWISWIS 国际学校为例国际学校为例国际学校为例国际学校为例    

 

尹毅 

文学硕士学位 （汉语教学） 

指导教师：李超 副教授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在全球经济趋向一体化的过程中，教育也日益走向国际化，IB 课程作为当

今国际化课程最突出代表，以其先进的教育理念，吸引着全世界越来越多学校

的加入。截止到 2022 年 3 月，全球 159 个国家和地区总共 5518 所学校实施了

IB 项目，其中泰国有 32 所。IB 课程重视语言学科的发展，而随着近年来汉语

热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发酵，把汉语作为附加语言成为了越来越多 IB 学校的选

择。 

本文主要从笔者自身的教学实践出发，选取泰国曼谷 WIS 国际学校 IB 小学

项目汉语课程模式为个案研究对象，探究泰国 IB 学校小学项目里汉语作为附加

语言是如何来实施学科教学的。这一篇论文总结了泰国 WIS 学校的汉语教学模

式并详细介绍了该校 PYP 使用超学科主题单元教学、独立单元教学、因材施教

教学三条路线开展汉语教学，并在教学过程中注重 PYP 元素的体现。同时，对

比传统汉语教学和 PYP 模式下汉语教学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评估方式三个

方面的异同点；最后，笔者总结了 PYP 模式下汉语教学存在的挑战并提出对应

的解决建议，并从 PYP 模式下的汉语教学中得出了对我国现代化教育三点启

示，希望能对汉语国际教学的有效实施和海外推广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汉语教学 国际文凭小学项目 PYP 超学科主题单元教学 泰国国际学校 

 

 

  



III 

目目目目    录录录录    

    

ABSTRACT             I 

摘 要             II 

目 录            III 

表格目录           IV 

图表目录            V 

绪 论              1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国际文凭国际文凭国际文凭国际文凭 IBIBIBIB 项目和小学项目项目和小学项目项目和小学项目项目和小学项目 PYPPYPPYPPYP 课程课程课程课程                    7 

 一、国际文凭组织（IBO）         7 

 二、国际文凭 IB 教育理念          8 

 三、小学项目 PYP 课程           9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IBIBIBIB----PYPPYPPYPPYP 在泰国国际学校汉语教学应用在泰国国际学校汉语教学应用在泰国国际学校汉语教学应用在泰国国际学校汉语教学应用                  12 

 第一节 学校情况简介        12 

 第二节 学校汉语课教学模式       13 

 第三节 超学科主题单元教学       15 

 第四节 独立汉语单元教学        24 

 第五节 因材施教教学        28 

 第六节 教学过程 PYP 元素的体现       29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PYPPYPPYPPYP 模式汉语教学和传统汉语教学对比模式汉语教学和传统汉语教学对比模式汉语教学和传统汉语教学对比模式汉语教学和传统汉语教学对比            32 

 第一节 教学内容比较        32 

 第二节 教学方法比较        40 

 第三节 评估方式比较        43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章章章章        IBIBIBIB----PYPPYPPYPPYP 模式下汉语教学总结和启示模式下汉语教学总结和启示模式下汉语教学总结和启示模式下汉语教学总结和启示            50 

 第一节 PYP 模式下汉语教学面临的挑战      50 

 第二节 PYP 模式下汉语教学改进建议      51 

 第三节 PYP 模式下汉语教学的启示       53 

结 语            56 

致 谢            57 

参考文献           58 

论文发表同意书          62 

  



IV 

表格表格表格表格目录目录目录目录    

    

表 2-1  语言发展阶段         14 

表 2-2  “我的学校”教学目标        22 

表 2-3  “我的学校”教学活动        23 

表 2-4  一年级超学科主题单元        25 

表 2-5  一年级课表          26 

表 2-6  一年级单元授课时间安排表       28 

表 3-1  《汉语教程》第一册第一课教案       33 

表 3-2  《汉语教程》第一册教材内容       35 

表 3-3  “艺术欣赏”主题探究单元       37 

表 3-4  汉语学习各模块教学方法        40 

表 3-5  探究法探究主题“艺术欣赏”       41 

表 3-6  泰国学校成绩评估各部分比重表       44 

表 3-7  KWL 评估表          45 

表 3-8  评估方法和评估工具        48 

  



V 

图表图表图表图表目录目录目录目录    

    

图 1-1  PYP 三大课程关系           9 

图 1-2  PYP 课程结构模型         11 

图 2-1  学校汉语课程模式图        14 

图 2-2  “人类身体”探究单元案例       15 

图 2-3  探究单元教案计划表        18 

图 2-4  “气候影响我们的生活”探究单元计划表     19 

图 2-5  “生物影响并依赖于它们的生态系统”探究单元计划表   20 

图 2-6  “学校是一个有秩序的社区”探究单元计划表     21 

图 3-1  探究循环图          41 

图 3-2  自我评估表          46 

图 3-3  评估各方面权重分配图        4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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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 课程是近年来全球最为流行的国际文凭教育课程，起初是为了解决“流

动学生”就读问题，随着其先进的教育理念在全球推广起来，IB 课程开始受到

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关注，全球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实施推广IB课程。而IB

课程整体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崭新的领域，依然还有很多等待研究探索的空间，

研究 IB 课程对 IB 课程本土化实践应用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意义。 

笔者曾在泰国国际文凭IB学校小学项目工作过，对IB课程有一定的了解。

通过查阅文献资料，笔者发现大多数的 IB 课程都是围绕国际文凭大学预科项目

DP 展开的，一部分是围绕国际文凭中学项目 MYP 展开的，而关于国际文凭小学

项目 PYP 项目的介绍还是很少的。这是因为国际文凭小学项目 PYP 模式开始的

时间是最晚的，而 PYP 课程引入泰国也是近几年的事。笔者在国际文凭 IB 学校

开展汉语作为附加语言教学的过程中发现，关于 PYP 模式下教授汉语的教材只

有一本一册，而其他教学资源也是非常有限，同时，在泰国，16 所国际文凭

PYP 学校中只有 4 所 PYP 学校开设了汉语作为附加语言的教学。PYP 模式下的汉

语教学整体来说还是一个起步阶段，所以笔者认为研究 PYP 模式下的汉语教学

还是很有应用价值的。 

小学项目（PYP）是一个以超学科单元探究为特色的跨学科探究性质项目，

融合了六大基础学科（语言、人文、数学、艺术、科学技术、个人社交/体育）

的学习。但在 IB-PYP 课程模式下开展对外汉语教学依然存在很多问题，比如：

PYP 模式下的汉语教学如何开展？汉语教学内容如何整合，整合多少？如何在

汉语教学过程中体现 PYP 要求的元素？在汉语教学中如何平衡超学科单元和汉

语教学单元之间的矛盾？汉语教学老师应该如何看待学科教师角色？ 

此研究聚焦IB国际文凭本土化问题，着重研究IB-PYP模式下汉语课程在泰

国基础教育的本土化应用实践。课程本土化问题是课程在实施过程中与当地文

化教育理念的冲突和矛盾，研究 IB 课程本土化存在的问题及挑战对 IB 文凭模

式的不断完善、泰国本国的 IB 本土化整合、国际汉语教育事业的推广以及在泰

国开展汉语教育都有很高的现实意义。 

此研究重点分析以探究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以及多样化的教学评价方式，这

有别于传统的对外汉语教学，倡导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是当今教育的趋势，在

继承传统教育思想的同时，吸收现代教育新方法、新理念，与时俱进，有利于

提高教师专业素养能力以及更好的推广汉语文化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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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论文选题有关的国内外研究综述二、与论文选题有关的国内外研究综述二、与论文选题有关的国内外研究综述二、与论文选题有关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通过检索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等权威网站，查阅国内外权威期刊，比如

《世界汉语教学》、《外国中小学教育》，我们发现国内学者对国际文凭 IB 的研

究正在逐渐增多。国内对 IB 的研究总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引入“国际文凭”这个概念并整体介绍国际文凭组织的课

程、目标和评估模式，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分为概括性介绍和介绍 IB 国际文凭

最早开设的DP课程。1994年洪光磊在《外国教育资料》发表的《国际中学文凭

课程》一文中,介绍了 IB 大学预科项目六组课程内容所包含的具体学科领域以

及对应的教学目标。李继星和姚黎明在 1998 年《外国中小学教育》这本杂志发

表的《国际文凭组织和国际文凭概述》这篇文章中介绍了 IB 课程中大学预科项

目的课程分类情况、各国大学对其认可的情况以及在全世界的发展情况。 

第二个阶段主要是选取国际文凭三个课程模式其中一个模式进行具体整体

性的分析研究。顾彬彬 2006 年在其硕士论文《国际文凭项目研究》一文中介绍

了国际文凭大学预科项目（DP）理念、特征以及评价原则，并通过对比指出了

对教师培训可借鉴之处。张广财 2009 年在其硕士论文《国际文凭组织（IBO）

中学项目的课程及其特征分析》中，通过类比国内中学课程，总结了国际文凭

中学项目 MYP 在课程结构方面优点。于苏娜和姜峰在 2009 年《考试周刊》发表

的《国际文凭小学项目课程及启示》中，介绍了小学项目课程的情况和对我国

新课改可借鉴的启示。 

第三个阶段是关于国际文凭本土化实施应用研究。这部分文献主要分成两

部分，一部分是国际文凭本土化过程中制度文化、教学理念、教育教学方等方

面的特点。车丽君 2011 年在其硕士论文《国际文凭课程小学项目（PYP）研

究》中选取国内 PYP 双语学校作为个案研究，分析了 PYP 过程中的特点以及存

在的问题。熊倩怡在其 2012 年硕士论文《上海市小学课程与 PYP 课程实施的比

较研究—以探究性课程与PYP质疑项目为例》一文中，将上海市探究课程与PYP

课程质疑项目进行对比分析，并阐述了两者实施过程中的困境和建议。张催叶

在 2013 年硕士论文《国际文凭小学（IB-PYP）在上海的学校制度文化特征》

里，介绍了国际文凭学校 XH 的制度文化，对比分析了我国中小学校和 XH 学校

在制度文化之间的差异，提出了一些可供我国学校借鉴的意见。陈吉菁在 2016

年硕士论文《国际课程的本土化开发与实施研究-以上海市S小学IB-PYP为例》

中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实施和评价四个方面介绍了 PYP 课程本土过程中遇

到的挑战和应对策略。刁文芳在 2018 年硕士论文《小学教育国际化实践研究》

介绍了广州市 X 小学国际课程引入的实践经验，并提出了改进政策。杨苗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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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硕士论文《IB 校本化中的教室课程决策》一文中，提出了教师在 PYP 课

程决策中的影响因素。朱丹在2020年硕士论文《IB-PYP项目下家长参与幼儿园

教育个案研究》中以佛山市 P 幼儿园为例，介绍了 PYP 项目下家长参与幼儿园

教育的模式。赵倩在2021年硕士论文《IB课程理念小学融合课程开发》一文中

选取国内三年级学生为对象，介绍了本校课程融合案例。 

第二部分是国际文凭与具体学科本土化相整合过程中产生的碰撞以及一些

探索思考，其中 PYP 模式下的海外汉语教学有以下几篇。丁琳钰 2013 年在其硕

士论文《西班牙国际学校 PYP 的教育理念与汉语教学》中阐述了使用探究法和

超学科主题单元两种方法开展汉语教学。孟丹在 2014 年其硕士论文《浅探美国

波特兰国际学校 IB 课程 PYP 项目与中文教学》里整体论述了该校开展汉语教学

的六个跨学科单元主题。何璇在 2015 年《教育探索》发表的《国际文凭小学项

目（PYP）特征与启示》选取美国过帐橡木学校作为案例，介绍了该校在开展汉

语教学应用实践情况，包括采用探究法教学，沉浸式教学和家长参与的方式

等。金艳在 2016 年硕士论文《国际文凭小学项目（PYP）在国际学校的中文课

程教学研究》中，论述了小学项目 PYP 在四所国际学校汉语教学的应用情况，

并对汉语作为附加语言 IB 模式教学提供了教学建议。颜莞滢在 2016 年硕士论

文《IB教育体系下的PYP汉语教学-以汉诺威国际学校为例》介绍了汉诺威国际

学校汉语教学情况以及一些反思。白若然在2017年硕士论文《浅谈IB学校 PYP

中文教学》中介绍了西安汉诺威国际学校的汉语教学以及一些反思。 

截至目前为止，关于在泰国的IB汉语教学能够查到三篇文献。周媛2012年

发表在《现代语文》的《泰国国际文凭学校学生汉语学习与情绪弹性关系研

究》一文中指出针对于国际文凭学校学生在学习汉语时候不同的情绪弹性特点

可以对应的采用不用的教学策略。杜鹃 2014 年发表在《教育教学论坛》的《IB

小学课程模式在对泰汉语教学中的应用》论述了泰国国际学校 CIS 在实践 IB 课

程中，采用主题单元为主的汉语教学和探究式教学为主，并注重评价多样化。

杨蕊在2014年的硕士论文《IB初中课程模式在对泰汉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中

对比了传统汉语课程与MYP模式，论述了该校在MYP开展汉语教学的个案应用，

并提出了对泰 MYP 课程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笔者同时查阅近年国际文凭研究文献，发现国外对小学项目的研究多局限

于小学课程设置研究，而对附加语言的研究寥寥无几。2013 年 Heijden 对亚太

地区四所汉语作为附加语言的国际文凭小学项目学校进行采访，探访汉语老师

是不是能够理解探究法开展汉语教学以及如何在 IB 体系下进行汉语教学。2012

年 Thomson 通过对 10 所学校进行听课访谈，介绍了 IB 模式下学习其他非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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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政策实施情况。2014年 Lebreton通过法国两所国际文凭小学开设的两门

附加语言课（法语课和汉语课）进行对比，得出附加语言的学习有助于语言和

文化目标的实现的结论。 

总之，关于 IB 国际课程小学模式下的汉语教学研究比较少且内容往往没有

体现 PYP 教学特点。在泰国国际学校开展 PYP 模式的汉语教学研究更是接近空

白，基于此，本研究选取泰国国际学校为案例，介绍 PYP 模式下汉语教学实

践，以期为一线 PYP 汉语教师提供可参考意见。 

    

三、主要研究目的、方法、内容和创新性三、主要研究目的、方法、内容和创新性三、主要研究目的、方法、内容和创新性三、主要研究目的、方法、内容和创新性    

1.1.1.1.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笔者曾作为一名汉语志愿者教师在泰国公立学校工作过三年，也曾在泰国

PYP模式下的WIS国际学校教过两年汉语课程，并亲身参与了PYP模式在汉语课

堂最初的摸索过程，在过去的两年里笔者也参加了国际文凭小学项目 PYP 培

训、跨学科探究法教学谈论小组和学校 PYP 政策的制定工作，因此有机会对学

校相关负责人进行一些以汉语为附加语言的调查。 

1）本研究立足于笔者亲身教学实践，通过对比泰国普通学校传统对外汉语

教学模式和泰国国际学校 PYP 探究型教学模式，找出两类课程在实施过程中的

差异分析，并指出两类教学模式值得借鉴地方，以此为两类教学模式下的汉语

教学提供建议。 

2）本研究通过对泰国 WIS 国际学校自申请 PYP 文凭以来的汉语教学进行分

析研究，总结了笔者在学校开展汉语教学的总体路线，分析在 PYP 模式下汉语

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为越来越多的准备开展汉语教学的 PYP

学校和相关老师提供参考意见和启发建议。 

2.2.2.2.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通过查找中国知网、IB 官方网站及其文件和相关书籍报

刊，整理 IB 和 PYP 相关理论基础，分析前人经验总结。 

2）访谈法：和学校负责老师沟通交流，进一步了解具体情况。比如在汉语

课程整合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在跨学科主题单元中值得学习的经验总

结。 

3）案例分析法：笔者选取 WIS 国际学校汉语学习情况为例，探究该校如何

应用超学科单元教学法、探究法、概念驱动法来学习汉语。 

4）比较分析法：本研究将 PYP 模式下的对外汉语课堂和传统的对外汉语课

堂进行比较，主要从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评估方式等几个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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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研究路线研究路线研究路线研究路线 

笔者首先收集相关文献资料，介绍 IB 及 PYP 课程理念及特点；然后通过案

例分析 PYP 模式下汉语教学的实际应用案列；继而从自身任职过的泰国普通学

校和 PYP 学校教学实践出发，对比传统的汉语教学与 PYP 模式汉语教学在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和评估方式方面的异同；最后总结 PYP 模式下汉语教学存在着

哪些具体挑战以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建议，最后结合国内教育现代化的指

导性文件提出了一些思考。 

1）笔者从 2013 年来到泰国教汉语，在泰国公立学校、孔子学院以及泰国

国际学校都有相关工作经验，对传统课堂汉语教学和 PYP 模式下的汉语教学都

有所了解，这有助于笔者对两者的教学方式进行横向比较。 

2）笔者曾任职于 WIS 国际学校，作为一线 PYP 汉语教师接触了大量一手资

料，这能让笔者比较方便又全面的对 WIS 国际学校的汉语教学应用实施进行调

查分析。 

3）笔者查阅了历年 PYP 模式下汉语教学的相关文献，也曾参加过两次 PYP

教师课程培训，对 PYP 模式下的汉语教学有一定的理论了解，方便笔者开始下

一步的调研工作。 

4.4.4.4.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研究以 WIS 国际学校的汉语教学情况为视角，探究泰国国际文凭小学项

目下的汉语教学情况，主要研究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文凭IB课程理念、小学项目PYP课程设置、八大概念、十大培养目

标、六大超学科主题。 

2）PYP 课程模式与传统课程模式三大方面比较：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评

估方法。 

3）WIS 国际学校的办学宗旨、对汉语学习的重视程度、该校汉语教学应用

实践。 

4）国际文凭小学项目下汉语教学挑战和建议。 

5）汉语作为附加语言的启示。 

5.5.5.5.创新性创新性创新性创新性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整理归纳总结，笔者发现，目前对国际文凭小学项目中

汉语教学应用研究非常少，近年来虽有文章介绍 IB-PYP 模式下的汉语课程本土

化情况，但大多数还停留在对 PYP 整体性叙述介绍、介绍案例学校如何开展汉

语教学或者通过一个主题活动体现 PYP 特点，往往并没有按照 PYP 要求将整个

汉语学科教学融入到全校 PYP 项目中。本论文结合本校具体案例聚焦 PYP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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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如何开展汉语学科教学，包括超学科主题单元如何与汉语教学进行整合、以

及 PYP 汉语课堂如何体现 IB 理念，希望给从事 PYP 模式下汉语教学的老师带来

一些启发。。。。 

    

四、所四、所四、所四、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1）通过对比传统汉语课程与 PYP 汉语课程，得出比较性结论。 

2）分析国际文凭学校 PYP 模式下汉语教学应用实施情况，介绍跨学科单元

和汉语教学的具体整合问题、超学科单元汉语教学与独立汉语单元教学之间的

矛盾问题以及在汉语课堂里如何体现 IB 理念，为海外环境下 IB-PYP 汉语教学

提供借鉴价值。 

3）总结 PYP 模式下汉语作为附加语言存在的挑战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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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国际文凭国际文凭国际文凭国际文凭 IBIBIBIB 项目和小学项目项目和小学项目项目和小学项目项目和小学项目 PYPPYPPYPPYP 课程课程课程课程    

    

一、国际文凭组织（一、国际文凭组织（一、国际文凭组织（一、国际文凭组织（IBOIBOIBOIBO））））    

国际文凭组织（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Organization） 1968 年成

立于瑞士日内瓦，是一家由联合国科教文卫组织登记的国际性教育基金会，是

当今国际上公认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国际性教育机构。众所周知，随着世界经济

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变得越来越频繁，人员

的流动也愈发的密切起来。跨国员工、政府外交人员、海外生活旅居人士等等

带来了很多“流动学生”。为了帮助这些“流动学生”们解决教育难题，就需要

提供一种跨国的、开放的、标准的，相对统一的国际化教育和被世界各国大学

公认的评估结业方式，以使得这些“流动家庭”子女们无论在哪个国家什么背

景下完成教育都能平等一致的在国际范围内顺利申请到理想的大学。IBO 就是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流动的学生群体提供高质量的教

育环境，并且确保流动学生们受到的教育能够被世界主流大学所认可。 

国际文凭组织 IBO 目前面向全世界 3-19 岁青少年及儿童开设了四个国际文

凭项目（简称 IB），分别为:国际文凭小学项目(Primary Years Programme，简

称 PYP)，开始于 1997 年，为年龄在 3-12 周岁的儿童提供国际化课程；国际

文凭中学项目(Middle Years Programme， 简称 MYP)，开始于 1994 年，是为

了满足年龄在 11-16 周岁的初中生制定的学习课程；国际文凭大学预科项目 

(Diploma Programme，简称 DP)，于 1968 年开始实施，是针对 16-19 岁学生设

计的课程体系；国际文凭职业项目(Career-related Programme，简称 CP),开

始于 2012 年，同样是旨在为 16-19 周岁的学生设置的课程。 

随着国际文凭（IB）更加系统的发展，它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在世界范围

内的扩展速度也越来越快,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实施 IB 课程。根据 IBO 官网的

数据显示，截止 2022 年 2 月，国际文凭组织已经向全世界 159 个国家或者地区

5518 所学校的 195 万学生提供 IB 文凭教育。我国接触引进 IB 课程的时间比较

晚，IB 课程 1991 年才开始进入中国，中文成为教学和评估语言则是 1995 年才

获得批准。迄今为止，249 所学校被授予 IB 学校资格，其中小学项目 PYP 学校

有 149 所，中学项目 MYP 学校有 61 所，大学预科项目 DP 学校有 151 所，职业

发展项目 CP学校有 2所。IB从 1984 年进入泰国，到目前为止共有 32所国际学

校开设了国际文凭课程。在这些学校中，有 16 所学校是小学项目（PYP），有 9

所学校实施中学项目(MYP)，有24所学校是大学预科项目(DP)，2所学校实施职

业发展项目(CP)。其中 16 所 PYP 学校中有 4 所学校开设了汉语作为附加语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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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这篇文章所做的分析研究就是围绕国际文凭小学项目项目(IB-PYP)中汉语

作为附加语言的教学实践而展开。 

 

二、国际文凭二、国际文凭二、国际文凭二、国际文凭 IBIBIBIB 教育理念教育理念教育理念教育理念 

国际文凭组织的使命宣言中提到：“国际文凭组织的目标是培养勤学好问、

知识渊博、富有爱心的年轻人，他们通过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为开创更

美好、更和平的世界贡献力量。” 

首先，IB 课程旨在培养具有国际意识的人。他们需要认识到作为地球的一

份子，要承担守护地球的责任，作为人类中一员，要有爱心、学会尊重和包

容。国际文凭项目会在教学过程中为学生提供各种机会以此来帮助学生养成国

际情怀。比如，通过帮助学生反思自身及他人的观点，来树立自我意识和身份

认同；通过探究全球重要性问题，欣赏不同地方的信仰，不同国家的文化，不

同种族的价值观以及跨文化跨学科合作，养成包容他人、尊重他人的品格。国

际文凭项目鼓励国际文凭学习者通过学习一种以上的语言来进一步加强和发展

国际情怀。利用一种以上的语言进行交流和学习会为发展跨文化理解和尊重提

供更好的机会，这有助于学生更好的理解附加语所属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国

际文凭项目同样注重学习者参与有意义的社区服务和全球服务来形成国际情

怀，以此来鼓励学习者对权利和特权进行批判性思考，并认识到全球属于命运

共同体，我们只是为子孙后代管理这个星球及资源，每个人都应当承担社区和

人类的共同责任。 

其次，国际文凭项目致力于培养学生终身学习能力，倡导学习者成为终身

学习者。在 IBO 看来，“一、学习是一项从人出生到离开，贯穿一生的活动。

它包含了人类发展各个阶段各种各样的学习活动。二、学习是人自发采取的一

种生活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通过观察、倾听别人、提出问题、发表自己的

观点，从而了解并掌握自己渴望的知识。一个学习课程要有足够多的探索空

间，才能激发和增强学生的求知欲并培养他们的学习技能，最终使得学习者养

成终身学习的习惯,所以培养学习的能力，是终身学习的关键”。 

此外，国际文凭 IB 教育注重培养学习者十大品质：积极探究，保持对未知

世界充满好奇，积极发展自己的求知欲。知识渊博，通过对各个“概念”的指

引，去了解各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勤于思考，遇到问题积极思考，从不同角度

不同方面看待问题、讨论分析问题。善于交流，学会和他人展开沟通、合作，

认真聆听别人的意见，尊重他人的思想观点。坚持原则，有自己的为人处世的

标准以及做人原则。胸襟开阔，学会聆听对待同一件事情不同的声音，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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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懂得关爱，做一个有爱心的学习者，关心爱护他人。勇于

尝试，遇事三思而后行且有坚定的决心。全面发展，明白各方面能力均衡发展

的重要性。及时反思，对这个世界的问题和重要观点进行积极的思考，对自己

行为举止进行总结和反思。 

 

三、小学项目三、小学项目三、小学项目三、小学项目 PYPPYPPYPPYP 课程课程课程课程    

1.PYP1.PYP1.PYP1.PYP 三大课程三大课程三大课程三大课程    

PYP 课程由书面课程、教学课程和评估课程三个部分内容构成。书面课程简单

来说就是教什么。它确定了课程主要框架，包含了学习者要学习的五个要素：

知识、概念、技能、态度和行动；教学课程指的是怎么去教，它侧重于如何运

用教学原理、教学方法以及如何引导学生去学会知识；评估课程关注的是如何

检验教学的效果，侧重为了学习者进一步学习而去评估。这三个课程是紧密联

系，互相作用的，书面课程提供了内容载体，教学课程提供了实践依据，而评

估课程提供了成果反馈。（见图 1-1） 

图图图图 1111----1 PYP1 PYP1 PYP1 PYP 三大课程关系三大课程关系三大课程关系三大课程关系    

 

2.PYP2.PYP2.PYP2.PYP 六大跨学科主题六大跨学科主题六大跨学科主题六大跨学科主题    

PYP 课程是一个跨学科探究课程，学生的所有探究围绕着六个对全人类和世

界具有普遍共性意义的跨学科主题展开：我们是谁，探索作为人的本能、信念

和价值观等等。我们身处什么时空，探索我们身在的位置、我们所处的时代背

景等等。我们如何表达自己，探索我们如何阐述自己的看法、表达自己的感情

等等。世界如何运作，探索大自然生存之道和自然法则等等。我们如何组织自

己，探讨人类所创造的社会制度规则和社群之间的关系、社会决定机制等等。

共享地球，探索与其他人或者其它生物分享有限资源时所承担的义务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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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解决冲突等等。 

3.PYP3.PYP3.PYP3.PYP    “八大概念”“八大概念”“八大概念”“八大概念”    

PYP 课程以概念驱动为导向展开探究，提出了八个维度的重大概念：形式

（它是什么样子的？）、功能（它是如何运作的？）、原因（它为什么是这样

的？）、变化（它是怎样改变的？）、连系（它与其它事物如何联系起来？）、观

点（有哪些观点？）、责任（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和反思（我们是如何知道

的？）。这八个重大“概念”涵盖了事物发展的一系列过程，组成了一个完整框

架模型，为了让学习者更好的去理解这些概念，教师往往以概念为导向，结合

不同探究线索，设置具体问题，引发学习者对此展开探究。 

4.PYP4.PYP4.PYP4.PYP 课程结构课程结构课程结构课程结构 

PYP 课程将跨学科主题和六大基础学科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系统

的超学科主题单元课程。PYP课程结构可以用下面的图1-2来加以说明：圆环的

最中心是学习者，表示 PYP 课程是以学习者为中心。圆环第二层是学习者十大

培养目标，PYP 课程的中心目标是将学习者培养成为具有十大目标品质的优秀

公民。圆环第三层和第四层包含概念、态度、教学方法、学习方法和行动等要

素，这是 PYP 三大课程内容。圆环第五层是 PYP 六门基础学科，圆环第六层是

六个跨学科主题。PYP 课程认同传统课程的学习，因此同样设置有艺术、数

学、社会学、语言、科学和体育/个人教育/社会教育六大基础学科，但有别于

传统的课程模式，它没有单独授课，而是以跨学科主题单元为导向，融合各个

基础学科内容进行超学科主题单元教学。学生即能在这个超学科单元的学习中

掌握六门传统学科领域的相关知识，又能认识到学科之间、事物之间的相互联

系，并且还能不断强化理解本单元传递给学习者的中心思想和核心概念，以便

用这种理解的概念进行新知识探索。而圆环的最外层是国际情怀，这也是 PYP

课程的培养目标，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意识的世界公民，承担起守护地球的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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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 1111----2 PYP2 PYP2 PYP2 PYP 课程结构模型课程结构模型课程结构模型课程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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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IBIBIBIB----PPPPYPYPYPYP 在泰国国际学校汉语教学应用在泰国国际学校汉语教学应用在泰国国际学校汉语教学应用在泰国国际学校汉语教学应用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学校情况简介学校情况简介学校情况简介学校情况简介    

 

笔者曾工作过的学校是已经获得国际文凭小学项目授权的 IB 学校，主要采

用 IB-PYP 教学模式，教学对象是 3-12 岁的儿童，这些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和

地区，泰国、英国、美国、韩国、南非、新西兰、日本、印度、中国大陆、中

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学校分为幼儿园部和小学部，幼儿园部有 4 个年级：

Pre-K、K1、K2、K3。每个班级人数不超过 15 人。Pre-K 和 K1 的学生没有开设

汉语课。K2 每星期有一节汉语课，K3 每个星期有两节汉语课，每节课时 40 分

钟。小学部有六个年级，分别是：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

和六年级。每个班级一周有 3 节汉语课，每节课时 40 分钟。每个班级人数不超

过 10 人。学校的教学语言是英语，每个班级有一名本土英语老师教授超学科主

题课程，此外学生还有汉语课、泰语课、音乐课、体育课、美术课和计算机

课。 

学校的办学宗旨是在充满创造力和探索精神的培养环境中为多元化的国际

学生提供优质的大学预科教育，激发学生热情，培养学生敢于质疑的态度和好

奇心，并通过学校和家庭共同合作培养出有责任感的全球公民。“学校提倡终身

学习观点，致力于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并在充满关爱的环境中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学生要取得人生成功依赖于在学生时代所养成的态度和品质，而学校

的教育理念正是为了培养学生这些良好的态度和品质。我们因材施教，鼓励他

们成为有原则、有决心、均衡发展的、有爱心的、思想开放的、知识渊博的沟

通者和思考者。总的来说，这些目标培养了一个具有国际意识全面发展的学

生”。学校的教育理念和 IB 教学理念是高度一致的，都重视学生的探索精神的

发展，提倡全面发展和终身学习观点，注重扩展学生国际化视野，培养学生具

有国际化意识，注重在学习过程中积极态度的养成和优秀品质的塑造，旨在把

学生培养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公民。 

学校属于美制国际学校，校长是美国人，而学校校董是台湾人，所以学校

对汉语的重视程度比较高，也是泰国四所开设了汉语作为附加语言的 PYP 学校

之一。除了 Pre-K 和 K1 两个年级，每个班级都开设汉语课，汉语课是每个班级

的必修课程。学校和家长们重视汉语活动和汉语学习，每逢中国传统新年、国

际日、家长教师学生三方会议等活动，校长、学校其他科目的老师、助教、学

校工作人员和家长们都会给予汉语活动极大的支持，这也为笔者在学校进行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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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教学和开展汉语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学校汉语课教学模式学校汉语课教学模式学校汉语课教学模式学校汉语课教学模式    

 

国际文凭小学项目认为发展学生的语言能力对于满足人类交流沟通是最为

关键的，语言可以支持并强化我们的思考和理解。在整个教学大纲中，超学科

教学和各个学科领域的教学，语言都是学习的媒介。学生在所有学科领域的学

习中都涵盖了语言层面的学习,即在日常生活中聆听并运用语言进行沟通学习。

语言在培养多元文化意识和国际情怀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多语言学习是多元

文化的一种表现特征。因此，PYP课程鼓励每一位学习者从7岁起，开始学习一

门除了母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学习者通过学习附加语言可以了解到不同国家的

不同文化，从而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思维去看待问题，这将促进学习者的自

身发展，并能培养他们的国际化意识。 

PYP 课程相信学习一门语言要基于学生的经验、学生对语言的需求以及兴

趣，而非把语言的学习分成几个单独板块进行单项技能训练，这样是不利于学

生完全系统掌握一门语言的。就比如:学生通过听的技能训练，能够听懂汉语，

但是因为忽略了书写技能不能正确书写。再比如，学生能够写汉字知道汉字意

思，却不能用话语进行表达，出现哑巴汉语的情况。所以，小学项目课程倡导

教学应该建立在真实地情景下，而非将其看成一种学习技巧的获得。教师在设

计探究单元的过程中，应该给学习者制造机会，使其能够在一个真正的、真实

的、可靠的情景中学习语言，运用语言、操练语言。教师设计真实化场景教

学，能让学习者极快的提升语言水平的同时，还能够提升学习者学习语言的兴

致，这些愉快的学习体验将帮助学习者从内部对知识和概念建立联系，把所学

到的经验应用到新的学习情境中，从而为学生终身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在教

学中，我们要注重学习社区的建构，让学生体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教师

可以通过各种小组活动、实地调查访问等情景下开展语言教学。 

《语言学习范围与顺序》是小学项目关于语言学习的指导性文件，它确认

了语言的学习是一种逐步发展、循序渐进的过程。它提出了一整套的语言发展

的总体要求，以协助教师制定一系列的语言教学方案，以此来考查学生在整个

阶段发展情况。这份文件不但可以用来支持教学语言进行的学习，还可以用来

考察在学校中开设的任何其他语言的学习课程。这份文件列出了语言的 3 个分

支：口头语言，视觉语言、书面语言，每一个分支都从接受到表达两个方面考

虑，如下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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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222----1 1 1 1 语言发展阶段语言发展阶段语言发展阶段语言发展阶段    

 接受-接受和形成理解 表达-创造和交流理解 

口头语言 听                                    说 

视觉语言 视看                                   演示 

书面语言 阅读 写作 

     

传统语言学习侧重于听、说、读、写技能均衡发展，而与之不同的是，PYP

课程同时强调视看和演示技能发展，学习者不仅要学会欣赏交流他人的作品，

还要创造并展示自己的作品。《语言学习范围与顺序》明确了适合小学项目的语

言发展总体要求，但并不要求学校完全采用，相反，每一个国际文凭学校都可

以根据本校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本校特色的语言学习范围和规范，只要它体现出

来的总体要求符合《语言学习范围与顺序》所体现的总体要求水平即可。学校

可以把小学项目学习范围和顺序的连续发展各个阶段总体要求跟本校已有的语

言要求文件相结合，采用小学项目的语言范围作为本校语言学习范围和顺序的

框架，再自行编写填充内容。 

    汉语课程在国际小学课程框架中属于语言这一学科领域，前面说到小

学项目允许学校通过教师小组的集体合作，开发制作与学校背景有关的教学内

容，所以我们学校根据小学项目语言指导文件《语言学习范围与顺序》、泰国

《促进汉语教学，提高国家竞争力战略规划（2006-2010 年）》、泰国《2008 年

基础教育核心课程》、《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编写了自己学校的汉语语

言作为附加语言的各层级学习范围和顺序。在教材的使用上我们以北京语言大

学出版社编订的《轻松学中文》为框架，结合学校超学科小组讨论的主题单元

来发展我们本校的校本教材。 

    基于以上的思考，结合我们学校学生情况，笔者设定了本校的汉语课

程教学模式： 

图图图图 2222----1 1 1 1 学校汉语课程模式图学校汉语课程模式图学校汉语课程模式图学校汉语课程模式图    

超主题探究教学 

独立汉语单元教学 

因材施教教学 

十 

大 

培 

养 

目 

标 

构建情景法 

探究法 

概念驱动法 

国际情怀 

终身学习 

态度/技能 



15 

这个汉语课程模式，概况来说，就是在教学策略上使用超主题探究教学、

独立汉语单元授课、因材施教教学；在教学方法上重点运用构建情景法、探究

法和概念驱动法；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情怀、养成终身学习能

力、倡导十二种积极态度、发展五种学习者技能，努力把学习者塑造成为具有

十大目标优秀品质的世界公民。后面将具体对各部分内容做详细介绍。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超学科主题超学科主题超学科主题超学科主题单元单元单元单元教学教学教学教学    

 

PYP 教学的一大特点就是超学科主题教学。所谓超学科，就是指在学校的每

一个社区内，实施项目的方法应该是整体的，而不是各学科的教学各行其是。

PYP 课程认为孤立的学科内部学习是必需的，却是远远不够的，学生需要在具

体情境中掌握技能，建立学科间的联系，做到学以致用。超学科课程需要各学

科领域尽量融合在超学科领域探究中，为超学科领域探究提供知识、技能、概

念等方面的知识。PYP 课程希望通过这种超学科探究为主的课程学习，为学生

创造一种和外部世界建立联系的真实情景，在真实情景中运用各学科领域的知

识，来加强各学科之间的联系，以此融会贯通，完成对知识的建构，使得学习

者形成理解。所以，不同学科的老师们，选择同一个主题，结合学科内容进行

教学。比如下图 2-2 的跨学科单元教学： 

图图图图 2222----2 2 2 2 “人类身体”探究单元案例“人类身体”探究单元案例“人类身体”探究单元案例“人类身体”探究单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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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元中心视角是系统，主题是人的身体。不同学科的老师可以从自己学

科角度出发，阐述人类身体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比如：社会教育老师从营养平

衡、饮食失调、体重管理、药物滥用等角度说明人体营养方面的均衡性；科学

老师从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等角度介绍人体各器官组成的系统；数

学老师将心率、身体质量指数等数据关联人类身体质量展开探究；艺术老师从

对称、线条、形状等角度说明人体骨骼的整体性；体育老师从肌肉系统、控制

身体、移动等角度介绍人类在运动方面的协调性；语言课老师从研究过程、阅

读理解、展示过程等角度介绍人类认知思考过程中体现的连贯性。不同科目的

老师围绕同一个话题同一个中心思想进行教学，学生则在不同学科领域的探索

中对人体这一个复杂的系统有了全面的认识。超学科单元教学把汉语课教学和

其他学科相融合，学习者不仅获得了汉语知识，培养了汉语技能，同时也获取

和扩大了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超学科单元汉语教学步骤如下： 

    

一、协同备课一、协同备课一、协同备课一、协同备课    

PYP 项目在每个超学科单元教学前都会集合所有学科教师，开展教师集体协

作备课会议，学科老师各抒己见，开展学科和超学科之间的协作活动，其目标

是超越学科定位，突破学科之间界限，聚焦主题目标、彰显学科魅力，贡献整

合智慧，使分散于各门学科中的同一或相似的教学内容有机的纳入超学科单元

主题，以便学生形成对事物的完整认知和思维系统，为帮助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而奠定基础。在协作备课中，全体教师要共同讨论，互相协作，使用 PYP 所提

供的参考文件—小学项目单元教案计划表来制定本单元超学科单元教案，见下

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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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 2222----3 3 3 3 探究单元教案计划表探究单元教案计划表探究单元教案计划表探究单元教案计划表    

 

二、择“适”而选二、择“适”而选二、择“适”而选二、择“适”而选 

汉语科目作为附加语言，也应该积极参与其中,小学项目要求所有老师都要

将自己视为小学项目 PYP 中的老师，都要身体力行实践小学项目的教学理念和

实践方法。超学科单元的教学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各个学科独立开展学科内教

学，汉语老师也应该去理解超学科单元主题相关概念，从汉语教学角度出发，

围绕探究计划设置出适合于汉语教学的教学计划，融入到超学科教学单元中。

比如下图 2-4 的这一份超学科单元教案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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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 2222----4 4 4 4 “气候影响我们生活”探究单元计划表“气候影响我们生活”探究单元计划表“气候影响我们生活”探究单元计划表“气候影响我们生活”探究单元计划表    

 

这份超学科探究单元的跨学科主题是“世界如何运作”，中心思想是气候影

响我们的生活。本单元需要让学生理解的重要概念有形式、功能和改变。三个

重要概念对应的三条探究线索。教学对象是 5-6 岁 K3 年级的学生。对于这个年

龄段的学生，汉语水平程度还是初级水平，词汇量掌握太少，汉语老师很难从

“功能”这个概念的角度来融合，只能从形式和改变这两个概念出发，选取其

中两条探究线索，介绍不同的天气类型以及天气对我们的影响来融合主题。比

如，从形式的概念出发，选取教学词汇可以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刮风、晴

天、下雨、下雪、多云五种常见的天气类型，暖和、热、凉爽、冷四种描述天

气的词汇。从改变这个概念出发，可以结合图片、绘本或者多媒体的方式设置

以下问题引导学生思考：春天是怎么样的？夏天的天气是怎么样的？你喜欢下

雨吗？下雪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做什么？教师还可以采取给图片涂色的方式，让

幼儿感受随着春夏秋冬季节的不同，大自然和人类生活会发生哪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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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的海外国际学校里，学校的教学语言都不是汉语，汉语学习是作

为附加语言学习出现的，在其他学科，任课教师可以带领学生使用英文围绕单

元中心思想进行学习，而受制于学生的汉语水平，使用汉语让学生去理解这些

概念是很困难的。比如下面图 2-5 这一份超学科主题单元教案计划表。 

图图图图 2222----5 5 5 5 “生物影响并依赖于它们的生态系统”探究单元计划表“生物影响并依赖于它们的生态系统”探究单元计划表“生物影响并依赖于它们的生态系统”探究单元计划表“生物影响并依赖于它们的生态系统”探究单元计划表    

 

这一份跨学科主题是共享地球，中心思想是生物影响并依赖于他们的生态

系统，学生需要理解的概念有原因、变化和责任。本单元的三条探究线索分别

为生态系统组成部分、生态系统如何变化和我们保护生态系统的责任。学习对

象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他们对汉语的掌握程度属于初级水平，掌握的词汇量

很少。对于只学过 120 个课时汉语课的二年级学生，无论结合探究单元三条线

索中的哪一条线索来探讨生物对自然环境产生的影响都显得不切实际。可能我

们会想到生态系组成部分这一条线索里面是可以教授一小部分大自然词汇的，

比如山、水、木等等，但是生态系统包括的内容是远远不止这几个词汇的，而

这条探究线索对应的概念是原因，少量的词汇教学是不能让学生理解为什么生

态系统组成部分含有这些元素，所以单纯的词汇教学并没有从概念层面上和本

单元的中心思想发生衔接。在埃里克森博士《Transitioning to Concept-

Based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一书中写道“when a unit doe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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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a conceptual level of worked involved  we would consider it multi-

disciplinary rather than interdisciplinary”，也就是说当一个单元各学

科没有从概念层面去发生衔接，我们认为它只是多学科教学，而不是超学科教

学。如果我们只是单纯去展开词汇教学，并不算是超学科单元教学。 

PYP 核心文件要求，所有学科老师都需要设计教授由概念驱动的课程，而不

是一个仅仅教授词汇的单元。汉语老师在融合汉语学科做超学科单元课程设计

时，应该择“适”而选，选择能和汉语课程相衔接的中心思想、探究线索和核

心概念进行整合，而不能和汉语课程相衔接的中心思想、探究线索和核心概

念，则不用牵强的融入到超学科主题单元中。 

    

三、融合汉语内容探究式教学三、融合汉语内容探究式教学三、融合汉语内容探究式教学三、融合汉语内容探究式教学    

选择好了能和汉语课相衔接的超学科主题后，下一步就是将汉语教学整合

到超学科主题框架中，我们以下图 2-6 的超学科主题单元为例： 

图图图图 2222----6 6 6 6 “学校是一个有秩序的社区”探究单元计划表“学校是一个有秩序的社区”探究单元计划表“学校是一个有秩序的社区”探究单元计划表“学校是一个有秩序的社区”探究单元计划表    

 

这个单元的跨学科主题是“我们如何组织自己”，中心思想是学校是一个有

秩序的社区，重要的概念是形式、联系和责任，三个重要概念分别对应的三条

探索线索分别是学校社区的组成机构，我们在学校社区中的行为对他人产生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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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影响，我们在维护学校秩序时候要担负的责任。我们通过四个问题对应三条

线索诠释三个重要概念，引发学生思考。学校都有哪些地方和设施？这些地方

是用来做什么的？学校有哪些人？这几个问题是为了帮助学生理解学校的组成

机构。学校中每个人在学校中发挥怎么样的作用？如果缺少一部分人，学校会

变得怎么样？这两个问题是是为了帮助学生理解学校中每个人各司其职，每个

人的行为都会对社区产生影响。你在学校中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来让学校变得

更加美好？是为了帮助学生理解责任这一概念，从而在维护学校秩序中承担相

应的责任。 

结合以上超学科单元中心思想、概念、探究线索的理解，我们结合三年级

学生所用的校本教材，寻找是不是有能够融合的单元主题。学校采用的教材

《轻松学中文》第三册第八课内容的主题正好是“学校设施”，于是我们以本课

的内容为基础点，将超学科单元的重要概念和线索融入到本课教学中，把本课

内容进行适当的补充编辑，再根据前面提到的小学项目语言学习三大方面:口头

语言（听与说）、视觉语言（视看与演示）、书面语言（阅读和协作），确定本单

元汉语学习的学习目标： 

 

表表表表 2222----2 2 2 2 “我的学校”教学目标“我的学校”教学目标“我的学校”教学目标“我的学校”教学目标    

标题标题标题标题    我的学校我的学校我的学校我的学校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听说 

1.能理解并说出学校设施、教职工职位的生词； 

2.能听懂他人对学校的描述并能用汉语对学校设施进行介绍； 

3.会询问学校设施处所所在地并能对他人询问做出正确回答； 

阅读 
1.认识并区分学校设施的词语：图书馆、操场、游泳池..... 

2.独立阅读课文内容； 

写作 

1.能听写本课要求掌握的生词； 

2.理解生词的偏旁部首； 

3.写出简单主题文章“我的学校”； 

视看与演说 

1.校园实地采访，汉语表达各种场所和学校组织人员； 

2.个人汇报“我的学校”； 

3.角色扮演学校不同教职工，汉语表达自己扮演身份职责； 

4.口头陈诉自己为维护社区要担负的责任。 

 



23 

基于本单元的学习目标，我们采用探究法对这一探究单元展开一系列的教

学活动，如下表 2-3： 

 

表表表表 2222----3 3 3 3 “我的学校”教学活动“我的学校”教学活动“我的学校”教学活动“我的学校”教学活动    

教学活动教学活动教学活动教学活动    

一、导入（一、导入（一、导入（一、导入（Tuning InTuning InTuning InTuning In））））    

第一个概念是“形式”，对应的第一条线索是学校社区的组成机构，从设

置好的两个问题（学校组成结构和学校组成人员）出发，在导入阶段，教师

可以带领学生进行一场“校园之旅”，参观的地方包括有学校教室、校务室、

图书馆、医务室、操场、游泳池、食堂等，在每个地方启发学生这个地方有

哪些教职人员，比如校长、教务主任、办公室人员、老师、图书馆老师、校

工、保安等等，并在每个地方初步教授学生用汉语如何去表达这些词汇。提

醒学生注意观察思考每个设施的作用，学校教职人员工作内容是什么，他们

是如何在各自的岗位上履行职责来确保学校工作顺利进行的，以此为下个一

个阶段做准备。 

回到课堂，结合语言教学目标，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们开展听、说、

读、写、视听和演说方面的技能学习。 

二、发现搜集信息（二、发现搜集信息（二、发现搜集信息（二、发现搜集信息（Finding OutFinding OutFinding OutFinding Out））））    

探究第二个概念是“连系”，对应的第二条线索是“我们在社区中的行为

对他人产生的影响”。在这个阶段，重点引导学生理解学校每一位成员的行为

如何影响他人，包括学校每个组织成员在岗位如何发挥作用，学生之间的行

为对他人的影响。我们采用角色扮演的方式去了解教职工们如何发挥作用，

每个学生扮演学校中一名成员，通过课下采访学校对应教职工人员的方式去

深入了解他是如何发挥影响的，在回到课堂上，和同学们分享。我们以情景

表演的方式带领学生去了解学生行为对他人的影响。比如，两名学生为了操

场的篮球产生矛盾而争吵，老师可以激发学生开展批判性思考，并反省自己

的不良行为是如何影响到别人的。 

在角色扮演环节，学生要求制作好写有汉语职位的牌子并带在身上来进

行汇报，并尽可能用汉语来进行表达；在情景表演环节，学生也要突出在已

学的有关学校的具体场景背景下，使用已学的汉语来进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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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活动教学活动教学活动教学活动    

三、整理（三、整理（三、整理（三、整理（Sorting OutSorting OutSorting OutSorting Out））））    

在整理阶段，同学们分组合作，将学校所有设施和人员全绘制在一张图

纸上，并且注明这个地方涉及的主要教职工人员以及教职工人员的工作对他

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在这个环节，老师要求图片上学校设施和人员要标注成汉语，对他人的

影响尽可能用已学的汉语来表达。比如图书馆-图书馆管理员-学习知识；食

堂-厨师-提供食物；操场-体育老师-身体健康。 

四、进一步深入探究（四、进一步深入探究（四、进一步深入探究（四、进一步深入探究（Going FurtherGoing FurtherGoing FurtherGoing Further））））    

在进一步阶段，汉语老师、班主任老师、美术老师一起协助，带领学生

们为学校不同设施设置中英文标牌，并写好相应的中英文标语。比如图书馆-

请保持安静、食堂-请不要浪费粮食、游泳池-请注意安全等等。 

五、得出结论（五、得出结论（五、得出结论（五、得出结论（Making ConclusionMaking ConclusionMaking ConclusionMaking Conclusion））））    

根据一些列的探究活动，不仅让学生学习到汉语语言基础知识，还让学

生理解到学校组成机构，认识到学校中每个人的付出都是为了学校正常运

行，并教会学生们在校园里和他人的相处要团结友爱、互相帮助。 

六、采取行动（六、采取行动（六、采取行动（六、采取行动（Take ActionTake ActionTake ActionTake Action））））    

通过六周的学习，学生们在学校里看到各个场所自己设置的标语会更加

切身体会到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从而更加遵守学校的规章秩序，更能明

白作为学生这一角色在校园这个社区应该承担怎样的社区责任。 

 

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 独立汉语单元教学独立汉语单元教学独立汉语单元教学独立汉语单元教学 
 

本校的汉语课程模式第二条线就是独立的汉语单元教学，这里说的独立汉

语单元教学指的是没有和 PYP 超学科主题单元融合的教学内容，是独立开展汉

语知识教学的单元教学，这一节主要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说明进行独立汉语

单元教学的重要性。 

    

一、外部因素一、外部因素一、外部因素一、外部因素    

前面一节已经提到并不是每个超学科单元都能和汉语学科形成融合，在大

多数海外国际学校，英语是学校的教授语言，也是学生平时的使用语言，学生

的英文程度和汉语程度并不能处在同一个水平线，同一个年级的学生可以用英

文去探索深奥的主题，却只能用汉语去表达比较浅显的句子，学生已经处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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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去探索其他学科知识的阶段，但对于汉语，仍处在“语言学习”这一初级

阶段。面对同一个超学科主题单元同样的探究线索，要求同一个水平层次的探

究，在汉语课进行的超学科探究往往都需要借助英文来表达，这就很容易把汉

语课上成了英文课，从而失去了学习语言这一目标。因此，受制于学生的汉语

水平程度和主题难易程度，汉语老师要对超学科主题进行选择，可以像“我的

学校”这个主题一样整体全部融合到超学科单元中，也可以像前面提到的“天

气”这个主题只选择两条探究线索部分融合到超学科单元中，还可以像“生态

系统”这个主题选择不融合。汉语课只从每学年的超学科单元中选取部分单元

或者概念进行融合教学，其他的时间则开展独立汉语单元教学。比如下面一年

级的六个超学科单元，我们就可以根据学生汉语情况作出合理融合选择。 

 

表表表表 2222----4 4 4 4 一年级超学科主题单元一年级超学科主题单元一年级超学科主题单元一年级超学科主题单元    

1st Grade POI1st Grade POI1st Grade POI1st Grade POI 一年级超学科单元一年级超学科单元一年级超学科单元一年级超学科单元    

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我们是谁    
我们身处什么时我们身处什么时我们身处什么时我们身处什么时

空空空空    

我们如何表达自我们如何表达自我们如何表达自我们如何表达自

己己己己    
世界如何运作世界如何运作世界如何运作世界如何运作    

我们如何组织自我们如何组织自我们如何组织自我们如何组织自

己己己己    
共享地球共享地球共享地球共享地球    

标题：标题：标题：标题：    

做最好的

自己 

中心思中心思中心思中心思

想：想：想：想：我们

在社会中

的角色和

责任帮我

们作出明

智的决

定，让我

们成为最

好的自

己。 

探究线探究线探究线探究线

索：索：索：索：    

1.在学

校、家庭

和社区中

的责任和

权利 

2.承担责

任 

3.作出明

智的决定 

概念：概念：概念：概念：责

任、因

果、反思    

标题：标题：标题：标题：    

改变 

中心思想：中心思想：中心思想：中心思想：

人物和事件

随着时间推

移引起改变

的发生    

探究线索：探究线索：探究线索：探究线索：    

1.改变历史

的人物 

2.他们的成

就带来的益

处 

3.不同文化

下的个人 

概念：概念：概念：概念：变

化、反思 

标题：标题：标题：标题：    

庆祝美好时

光 

中心思想：中心思想：中心思想：中心思想：

世界各地的

人们通过庆

祝节日和活

动来表达他

们的信仰和

价值观。    

探究线索：探究线索：探究线索：探究线索：    

1.不同的文

化如何庆祝

节日 

2.庆祝节日

活动中使用

的符号 

3.文化、宗

教和传统如

何影响假期 

概念：概念：概念：概念：形

式、功能、

原因    

标题：标题：标题：标题：    

你能挖一下

吗？ 

中心思想：中心思想：中心思想：中心思想：

土的组成具

有决定其用

途的多种特

性。    

探究线索：探究线索：探究线索：探究线索：    

1.岩石和土

壤的特性 

2.土的组成

成分来源 

3.不同的地

方使用不同

岩石和土壤 

概念：概念：概念：概念：形

式、原因、

变化    

标题：标题：标题：标题：    

去购物 

中心思想：中心思想：中心思想：中心思想：

人通过资源

来满足自己

的需求。    

探究线索：探究线索：探究线索：探究线索：    

1.人们如何

赚取收入 

2.需求和愿

望之间的差

异 

3.商品和服

务的类型 

概念：概念：概念：概念：观

点、连系、

因果    

标题：标题：标题：标题：    

我会活下去 

中心思想：中心思想：中心思想：中心思想：

生存取决于

满足生物的

需要 

探究线索：探究线索：探究线索：探究线索：    

1.生物生存

的基本需求 

2.使用自然

资源 

3.我们的行

为如何影响

地球资源 

概念：概念：概念：概念：连

系、责任、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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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个单元包括六个主题：“做最好的自己”、“改变”、“庆祝美好的时

光”、“你能挖一下吗”、“去购物”以及“我会活下去”。其中“做最好的自己”

这一单元三条探究线索都比较简单，可以结合本校汉语教材“家庭”、“学校”

这些单元的内容做全部整合的超学科单元教学。而其他五个主题的探究线索都

需要有一定的汉语语言积累才能展开进行探究，对于一年级学生这些主题难度

很大，所以我们可以选取其中一些探究线索（比如不同文化如何庆祝节日这条

线索可以结合中国节日）或者不做汉语整合。 

除了学生汉语水平程度因素外，汉语课时也是一大制约因素。小学课程要

求每一年级在每一学年要完成六个超学科单元学习，六个跨学科主题正好对应

六个超学科单元，而3-5岁的幼儿除外，只需要完成4个超学科主题单元学习，

包括两个被视为与所有小学生紧密联系的跨学科单元，它们分别是“我们是

谁”以及“我们如何表达自己”。也就是说小学一到六年级学生一学期需要完成

3 个超学科探究单元，每个超学科主题单元一周一般 10 个课时，往往需要花 4-

6周时间来完成一个超学科单元，而汉语课时一周才3个课时，如果按照英文授

课的探究进度，上完一个超学科单元就要用掉接近一个学期的汉语课时。所

以，汉语任课老师并不能像英文探究课一样所有单元都做超学科主题教学，只

能选择部分单元或者概念。下面是本校一年级课表，可以看出，一周只有三节

课时的汉语课要同时兼顾语言学科目标和 PYP 课程目标，课时压力还是很紧张

的。 

 

表表表表 2222----5 5 5 5 一年级课表一年级课表一年级课表一年级课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20-08:40 集合 
集合 

P1 08:40-09:20 英语 
英语 超学科 

泰语 

P2 09:20-10:00 音乐 数学 音乐 

10:00-10:20 课间休息 

P3 10:20-11:00 汉语汉语汉语汉语    阅读 汉语汉语汉语汉语    英语 体育 

P4 11:00-11:40 
数学 艺术 数学 舞蹈 

汉语汉语汉语汉语    

P5 11:40-12:20 泰语 

12:20-13:20 午餐 

P6 13:20-14:00 
超学科 超学科 英语 

超学科 
计算机 

P7 14:00-14:40 

P8 14:40-15:20 泰语 泰语 游泳 超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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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部因素二、内部因素二、内部因素二、内部因素    

汉语学习作为语言学习，同样应该遵守语言学习的一般规律。汉语作为学

生的附加语言学习，根据克拉申第二语言习得理论，“语言学习”的过程，是通

过教师讲解语言现象和语法规则，并辅之以有意识的练习、记忆等活动，来达

到对所学语言的了解和对其语法概念的“掌握”。语言的学得是有意识的学习语

言知识，这就需要有三个先决条件：一、要有足够充裕的时间去选择和使用语

法规则；二、要注意语言的使用过程中形态是否正确；三、要掌握学习语的语

法和它的规则。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有足够量的汉语输入量，学生要学

得新的语言结构，单单是靠几个生词、几个句子、几道练习题、几篇文章是不

能达到期望的学习效果的，还需要学习者进行大量的阅读和练习，并做到持之

以恒。PYP 汉语课老师不仅仅是超学科单元老师，更是语言课老师，任课老师

同样和传统汉语授课老师一样需要在语言层面设计大量模仿重复的教学活动、

同样需要讲解语法语言规则知识来提高学生在听说读写、视听演说等方面的技

能，学生只有持续不断的获得大量的汉语语言输入，掌握了汉语的相关知识才

有可能学会汉语这门语言。所以，学好汉语基础知识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学习

超学科单元和独立汉语单元的时间冲突，笔者的经验是：根据每个年级探究单

元的内容，开展的时段，配合自身汉语课程全年的教学安排，从每个年级选择

一个探究单元为主，当做整体整合的超学科单元学习，其他超学科单元探究线

索、中心思想、概念和本年度汉语课有关联的，则把超学科单元内容部分整合

到汉语课中，剩下汉语课时则作为独立的汉语知识探究单元来学习。具体到时

间的安排上，做出的安排如下，以一年级单元授课方案安排为例，如下表 2-

6：一年级一学年有六个超学科主题单元，汉语课只选择其中一个探究单元完全

整合汉语内容开展跨学科汉语单元教学，余下的 14 个单元主题做独立汉语知识

单元授课，部分整合内容只穿插在独立汉语知识单元中。每一个超学科主题单

元上课时间为 6 周，每周 3 个课时，共计 18 个课时，其中这 18 个课时还包括

本单元 6 个课时独立汉语知识授课。独立汉语单元一学年包括 15 个单元，每个

单元 6 个课时，共 90 个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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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222----6 6 6 6 一年级单元授课安排表一年级单元授课安排表一年级单元授课安排表一年级单元授课安排表    

 
上课单元 主题单元

数 

每单元课

时 
总课时 

上学期 
超学科主题单元（完全整合） 1 18 18 

独立汉语单元(包含部分整合) 6 6 

90 
下学期 

独立汉语单元（包含部分整

合） 
9 6 

 

第五节第五节第五节第五节    因材施教教学因材施教教学因材施教教学因材施教教学 
 

国际学校人员流动性和多元文化背景决定了要用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开展

汉语教学。因材施教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手段和教学原则，“以人为本”，它在教

学中要求教师基于不同学生的认知能力、学习经验和个人特质，采取针对性的

教学方式方法，找出学生的短板不足，查漏补缺，帮助学生弥补不足，发挥优

势，从而唤起学生学习的热情，树立自信，促进学生得以全面发展。我们学校

的学生往往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他们的年级是根据年纪和英文程度水平

来划分的，这就造成了同一个年级中有汉语背景的学生汉语水平比同班同学高

出很多的现象。同样，国际学校学生因家长工作原因发生调动而转入转出也是

很常见的情况，而学生的转入也是按照英文年级划分的，势必也会造成转入学

生的汉语水平和同班同学的汉语水平不一致。基于以上原因，笔者的 PYP 汉语

课堂除了超学科主题教学和独立汉语单元教学，针对班级部分学生，还有第三

线索来补充教学：因材施教教学。 

一般来说，我们会根据学生语言背景和能力，将同一个班级的学生分为母

语组、近母语组、非母语高级组、非母语中级组和非母语初级组。在汉语课堂

里要进行差异性教学。根据克拉申输入假设理论，只有当习得者接触到“可理

解的语言输入”，即略高于他现有语言技能水平的第二语言输入，而他又能把注

意力集中于对意义或者对信息的理解而不是对形式的理解时，才能产生习得。

也就是说，我们在给学生准备学习内容的时候，应该基于学生目前现有的汉语

水平，提供略高于学生现有汉语水平的语言材料。比如，对于来自中国大陆、

中国台湾的学生，他们属于母语组学生，《轻松学中文》这本教材对于他们来

说，其难度是低于学生目前已有的汉语水平的，所以笔者使用的是目前国内人

教版《语文》系列。对母语组的学生汉语教学不需要只停留在学习语言本身，

还可以通过语言开展各种学科领域的学习，通过“学习语言的知识”来提高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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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能力，例如阅读文章时查字典、学习成语谚语、鉴赏小说诗歌、分析历史人

物等等。而对于非母语组水平低于当前班级汉语水平的新转入学生，笔者则是

重点采用降低难度、课外支援配合的方式，在课堂内主要学习比同班水平略低

的教材为主，课后补充学习为辅，努力拉近学生汉语程度。 

差异化的汉语教学符合小学项目对于语言教学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原则，同

时还能充分利用学生不同的语言背景，激活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在超学科单元

主题学习、分组活动和课外兴趣班等活动过程中，教师还可以充分利用汉语程

度好的学生带动汉语程度较差的学生，并把难度较大的问题分配给汉语程度较

好的学生等这些方式来实现互帮互助、拔高补低，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在汉语课

堂上实现进步。 

    

第六节第六节第六节第六节    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 PYPPYPPYPPYP 元素的体现元素的体现元素的体现元素的体现    

 

国际文凭小学项目强调所有老师都要自视为 PYP 课程的老师，而不是单纯

的学科老师，在超学科单元教学、独立汉语单元教学和差异化教学三条主线

中，笔者在汉语教学中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体现 PYP 元素： 

 

一、从教学策略方面一、从教学策略方面一、从教学策略方面一、从教学策略方面    

探究法：探究法：探究法：探究法：IB 课程倡导课程的实施应该以提出、分析、解决问题为主线，使

用探究法来引导学生对所学内容进行探究。笔者在汉语教学过程中的三条主线

教学中都注重运用探究式的学习方式。在汉语课堂里，教师先通过诗歌、音

乐、电影片段、实地考察、情景表演、图片等多种方式导入话题，以问题为导

向，引导学生开展自主思考、开动脑筋、展开联想，发现话题之间的联系，找

到问题答案，继而对问题进行梳理，整理相关材料，得出结论，最后再做进一

步的反思，采取力所能及的行动。探究法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主观能动性，学

生往往更能积极响应、踊跃参与，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整体问题、汇报结

果、采取行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逐步培养了学生整理处理信息的能力，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合作沟通交流的能力以及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构建情景法：构建情景法：构建情景法：构建情景法：国际文凭小学项目认为，孩子最开始的学习来自于家庭环境

获取的经验，随着孩子的成长，新的环境转变为学校环境、社区环境、国家环

境、世界环境等，所有的学习环境应该是真实存在、真实发生的。因此小学项

目关注真实学习环境的构建，希望学生在学习中能将家庭、学校、社区、国

家、世界紧密联系起来，所以教师设计的教学要在真实的场景中进行，要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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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世界息息相关。在课堂内，教师将每个主题单元设置成身临其境的场景中，

比如参观旅游、情景表演、角色扮演、课内游戏、运动体操等，使学生能够有

机会在具体的情景中得以操练运用汉语。比如在“学校”这一主题单元学习过

程中，同学们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每位同学选择扮演学校中一位组成成员来

感受学校的组成结构。在课堂外，还可以给学生营造一个大的汉语社区学习场

景，让学生产生一种汉语世界的感觉，可以布置汉语教室、装扮学校大社区环

境、举办形式多样的汉语比赛、开展春节国际日等文化活动、打太极拳、练广

播体操、播放汉语歌曲等方式来实现，让学生在安全又有归属感的汉语学习社

区中进行汉语言学习。 

概念驱动法：概念驱动法：概念驱动法：概念驱动法：国际文凭小学项目要求所有学科的探究都应该从概念层面发

起。PYP 的八大概念是超越事实的，具有持久价值、迁移价值和普适价值的，

凌驾于单独学科的概念之上。在学年之初，老师们协同备课时，没有针对具体

年级设置固定研究的概念，而是在各个超学科单元和各个学科的探究中不断重

复这八个概念的学习，以此来帮助学习者强化对八个概念的理解，认清事物的

本质联系，从而掌握规律，应用到解决其他问题场景中。PYP 课程从八大概念

出发驱动整个学习进行，而传统课程由教学内容出发引导教学进行。汉语课的

学习同样是以八大概念为驱动的，当我们在学习一个单元的时候，同样从最本

质的八大概念出发，通过八大概念设置相关的线索问题，在整个学习过程中，

紧紧围绕“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等来引导学生展开汉语学习，让学生

不仅了解到汉语层面的学科知识，也能在不断重复训练中得出研究问题的一般

性规律，了解事物的内部联系。 

 

二、从学生能力和品质方面二、从学生能力和品质方面二、从学生能力和品质方面二、从学生能力和品质方面    

PYP 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具备“十大培养目标”品质，具有国际情怀的终身学

习者，提倡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发展学生十二种积极的态度和养成五种技能，这

就要求所有 PYP 小学项目中的老师在课堂内外都要将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品

质设为立足点。汉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学科教学，更是“人”的培养，汉语教

师也不单单是学科老师，同样是课程老师。汉语课同样需要采用多种多样的活

动或手段为发展学生品质和技能提供机会。比如我们可以通过汉语学习小组、

社区采访调查来提高学生的沟通技能和社交技能；我们通过汉语板报比赛、书

法设计比赛来提高学生的思考技能和研究技能；我们通过学生汉语演讲、口头

陈诉来提高学生自我管理技能；我们开展中国文化欣赏、互相评估、情景表演

等培养学生合作、尊重、宽容的态度等等。教师要从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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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让学生能够展现这些态度和技能，并积极引导学生发展这些品质，一旦学

生在作业中或者日常行动中展示了这些品质，老师都要给予认可。老师也可以

把十大培养目标放在自己和学生沟通的常用词上。这些能力和品质方面的培养

不是课程的隐形部分，而是体现在课堂里每时每刻，作为显性课堂展开讨论，

正向支持和引导学生去反思自己，鼓励学生形成一套自己的价值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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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PYPPYPPYPPYP 模式汉语教学和传统汉语教学对比模式汉语教学和传统汉语教学对比模式汉语教学和传统汉语教学对比模式汉语教学和传统汉语教学对比    

    

泰国公立学校和普通私立学校汉语课堂是传统汉语课堂模式的代表， 笔者

曾在泰国三所普通学校工作过，三所学校的所有年级都开设有汉语课程。第一

所是清莱府万佛寺慈恩中学，是一所华宗寺庙学校，属于普通私立学校。汉语

是该校的必修课程。全校汉语课统一的在同一个时间点上课，所有年级按照汉

语水平程度重新划分汉语程度班级，总共有4个汉语水平班级，1班到 4班汉语

水平程度逐渐递增。第二所学校是泰国曼谷玫瑰园孔子课堂，属于泰国公立学

校。每个年级有两个学习汉语为主的中文班，汉语课是中文班的必修课，而对

于非中文班的学生，汉语课则是选修课。第三所学校是曼谷 Sirirattanatorn 

School，属于泰国普通公立学校。这样的公立学校在泰国最具代表性，没有专

门的中文班，全校每个年级都开设有汉语课，汉语课作为学校选修课或者兴趣

课，往往一周只有一节或者两节。学校对汉语课重视度不足，对汉语课要求不

高，对汉语课的课程规划缺乏连贯性、整体性和系统性，学生并没有随着泰文

年级的递增而呈现汉语水平程度递增。往往每个学期开始，学生的汉语水平退

回到起点，老师们需要从最基本的声韵母以及问好打招呼开始教授汉语。 

笔者根据自己的教学经历，选择曾任教的泰国普通学校和 PYP 国际学校汉

语课教学为例，选取有代表的教学示例，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评估方式三

个维度做出比较，从而对两种学校的汉语教学模式展开对比分析。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教学内容比较教学内容比较教学内容比较教学内容比较    

 

教学内容是师生在教学相互过程中传递的信息，是教师结合学校制定的规

划决定向学习者传递的内容，是“教什么”的范畴。总体来说，涵盖了学校教

给学生的知识、教会的技能、灌输的思想观点、养成的生活习惯以及在行动方

面的表现。具体说来，教学内容包括有学生教材、课程标准等内容。 

    

一、传统汉语课“教什么”一、传统汉语课“教什么”一、传统汉语课“教什么”一、传统汉语课“教什么”        

泰国学校汉语课的教学内容往往没有固定的教材，依赖于教师对教材的选

择、处理、再加工或者老师自编教材。在新学期开始之初，任教老师需要考虑

任教班级的整体汉语水平、学生所处的环境、年龄层次、校方要求以及学生的

需求选择加工教材。对于笔者工作过第一所华宗寺庙学校而言，四个不同水平

程度的中文班采用的是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汉语教程》一二三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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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内容是声韵母、字、词、句、对话、文章逐步由易到难，课程内容涉及日常

生活交际用语、衣食住行用等各个主题。第二所是孔子课堂，3 位汉语老师负

责授课一个汉语班课程，分别负责综合课、文化知识课和语言技能课。不同类

型的课型由任课教师找到对应教材，根据学生汉语水平删减编排教材。汉语班

综合课采用的是《体验汉语》高级阶段 6 册，课程内容侧重培养学生听说读写

基本技能。口语交际技能训练则采用了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汉

语会话 301 句》，教学内容侧重于对话练习、句型训练，以此来锻炼学生的口头

表达能力。中国文化课内容没有固定教材，由任课老师选择网上材料自编教

材。第三所泰国学校则是根据学校外文组要求的授课主题，全校年级教授同样

的主题内容，中文老师自行查找资料，设计编辑各个年级的教材内容。任课教

师需要因材施教，根据学生不同年龄特点、学生中文水平程度、接受能力、汉

语背景等安排教学内容，比如同样是针对“数字”这一主题，低年级的学生只

需要掌握一百以内的数字汉语表达，而高年级学生则需要再引入百、千、万、

亿的概念。 

笔者工作过的泰国华校、孔子课堂、普通公立学校三种不同类型的泰国学

校汉语课教学框架都是：依托于教材或者教师自编材料，在一个大主题下，按

照任课教师设计的课程内容进行教学，上课的内容由浅显到复杂、传递信息由

简单点及面，根据汉语习得顺序由语音、字词、句文的先后次序，依次不断加

深，教师在学生已建构的知识前提下不断叠加新的知识点，在不断的重复示范

和学生反复的练习中，使得学生顺利掌握汉语的听说读写技能。我们选取传统

汉语课堂一篇课文的教案来举例： 

 

表表表表 3333----1 1 1 1 《汉语教程》第一册第一课教案《汉语教程》第一册第一课教案《汉语教程》第一册第一课教案《汉语教程》第一册第一课教案    

教案设计教案设计教案设计教案设计 

教学对象教学对象教学对象教学对象    泰国小学生 课型课型课型课型    综合课 

教材教材教材教材    《汉语教程》第一册第一课 你好 课时课时课时课时    4 课时 

教法教法教法教法    图示法、演示法、听说法、图片法、带读法 

教具教具教具教具    卡片、PPT、发音图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学会用汉语进行打招呼、问好、道别，能用汉语进行简单的

自我介绍，能用汉语询问同学的名字。 

2.能熟练朗读全文，掌握本课大意，能用课文中的句式进行对

话练习和实践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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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设计教案设计教案设计教案设计 

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教学内容    

1.语音练习。通过带读、齐读、分组读、语音图、多媒体展示

发音部分等多种手段帮助学生掌握本课的 6 个元音“a、o、

e、i、u、ü”。 

2.学习生词。通过游戏法、多媒体展示等方法帮助学生掌握本

课生词“你好、我、是、再见、叫、你、什么、姓、王飞飞、

李明” 。 

3.汉字学习。复习之前学习过的基本笔画笔顺知识，并通过图

片、多媒体演示、教师板书等方式演示汉字笔画顺序“十、

八”，要求学生能够熟练掌握这两个汉字的书写以及笔画顺

序。 

4.句型学习。通过扩展法不断操练帮助学生掌握“你/您/你们

/老师...好”和“我是....(飞飞/学生/老师)”这两个简单句

型，并能灵活造句。 

5.课文练习。能够复述课文，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进行对

话演练，并能够背诵课文。 

6.文化学习。多媒体展示汉字的起源和中国的“百家姓”，结

合学生特点，给学生取姓，让学生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重点与难点重点与难点重点与难点重点与难点    
1.难点：学生能区分 u 和ü，并能发出元音ü。 

2.重点：学会问好以及简单的自我介绍。 

教学步骤教学步骤教学步骤教学步骤    

一、导入 用泰语向学生们打招呼，询问学生是否知道怎么用汉语打招呼。 

二、语音练

习 

1.带读语音，并用点读、齐读、分组读、男女读等方式检验效

果， 

2.将元音和辅音拼合，配上声调练习，听音标声调。 

三、讲练生

词 

1.认读生词，带读生词， 

2.分组读、点读、齐读、卡片游戏抽读等演练， 

3.汉字笔画顺序演练，书写。 

四、句型讲

练 

1.学习句型，老师领读讲解， 

2.句型替换操练练习。 

五、课文讲

解 

1.设置疑问朗读课文， 

2.学生分角色朗读， 

3.上台表演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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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步骤教学步骤教学步骤教学步骤 

六、文化常

识 
老师讲解百家姓知识。 

七、布置作

业 

1.抄写记忆生词， 

2.熟读背诵课文， 

3.完成课后练习册。 

板书设计板书设计板书设计板书设计    

PPT 演示为主 

 

这是一份传统汉语课常见的教案，从具体的教学内容来说，教学的内容往

往包括语音、词汇、汉字、句型、语法、句子、短文、写作、文化、历史等方

面，教学过程往往从语音开始着手，由易到难，逐步延伸到字、词、句、文。

从学生技能方面来说，主要是为了提高学生在听说读写方面的能力。从教学内

容特点来说，传统的汉语课堂课程内容往往具有生活化、口语化、具体化的特

点，选择的主题往往来源于学生的学习生活，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目的是

培养学生日常交际沟通能力和实际生活中运用汉语的能力。从涉及主题角度来

说，这些主题涵盖了日常生活用语、出行、购物、住所、方位、职业、家庭、

国家、自然环境等各个方面，我们以教材《汉语教程》第一册为例： 

 

表表表表 3333----2222《汉语教程》第一册教材内容《汉语教程》第一册教材内容《汉语教程》第一册教材内容《汉语教程》第一册教材内容    

课文课文课文课文    句型对话句型对话句型对话句型对话    涉及领域涉及领域涉及领域涉及领域    

第一课 你好 我是... 打招呼/自我介绍 

第二课 汉语不太难 
你忙吗？ 

汉语难吗？ 
家庭成员/疑问句 

第三课 谢谢 谢谢 日常用语 

第四课 你去哪儿 
今天星期..... 

你去..../不去 

时间词/“不”变调/星

期 

第五课 这是什么书？ 
这是...... 

那是谁的.... 
生活用语 

第六课 复习课 

第七课 我学习汉语 
你是哪国人？ 

你学习..... 
国家/认识自我/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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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课文课文课文    句型对话句型对话句型对话句型对话    涉及领域涉及领域涉及领域涉及领域    

第八课 你吃什么 
你要..... 

你吃/喝..... 
饮食/食物名/量词 

第九课 苹果一斤多少钱 
......多少钱一斤？ 

买...... 
水果/购物/数字 

第十课 我换人民币 我要去..... 生活用语/数字 

第十一课 他住哪儿 
他住/在哪儿？ 

我住/在.... 
方位词/住所/电话号码 

第十二课 复习课 

第十三课 我们都是留学

生 

我是学生 

黄种人/白种人 
职业/身份/人种 

第十四课 你在哪儿学习 我在....+动词 语法 

第十五课 这个箱子很重 形容词谓语句 语法 

 

二、二、二、二、IBIBIBIB----PYPPYPPYPPYP 汉语课“教什么”汉语课“教什么”汉语课“教什么”汉语课“教什么” 

每个学年开始之初，年级的 PYP 协调员就会把各科教师（包括班主任、汉

语老师、泰语老师、体育老师、音乐老师、艺术老师、计算机老师和舞蹈老

师），以年级为单位集中在一起，围绕 PYP 课程中六大跨学科主题共同商讨并确

定本学年教学内容。所有学科老师根据六个跨学科主题，结合当下时代背景，

确定合适的中心思想和概念，再设置好相关探究线索，最终敲定本年度的超学

科探究学习单元。汉语课也需要围绕单元探究计划来展开教学。知识、概念、

技能、态度和行动是 PYP 书面课程的五大要素，汉语课的教学内容也是围绕这

五个要素展开的，下面以 PYP 课堂探究单元案例对教学五大要素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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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333----3 3 3 3 “艺术欣赏”主题探究单元“艺术欣赏”主题探究单元“艺术欣赏”主题探究单元“艺术欣赏”主题探究单元    

跨学科主题跨学科主题跨学科主题跨学科主题    我们如何表达自己 

单元题目单元题目单元题目单元题目    艺术欣赏 

学生年级学生年级学生年级学生年级    五年级 

中心思想中心思想中心思想中心思想    
通过参与一系列创新体验和反思， 

拓宽我们对艺术的认识和欣赏。 

探索线索探索线索探索线索探索线索    

1.艺术作品呈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形式”概

念） 

2.不同的人对艺术作品喜好不同（“观点”概念） 

3.艺术作品体现艺术家性格和时代背景（“原因”

概念） 

重要概念重要概念重要概念重要概念    形式、观点、反思 

态度态度态度态度    欣赏、求知、尊重 

技能技能技能技能    思考技能、社交技能、自我管理技能 

 

从知识层面出发从知识层面出发从知识层面出发从知识层面出发，知识是我们希望学生学会的事物，在 PYP 探究计划中，

“知识”涵盖了学科层面的知识和超越学科领域层面的知识，包括自身的发展

和经验总结。汉语课属于六门基础学科领域语言学科的范畴，学生学习汉语，

倾听汉语，并学习汉语的知识，从而才能用汉语进行交流思考、讨论和反思。

PYP 汉语课堂和传统的汉语课堂一样，学生也要遵循学习语言的一般规律，由

易到难，由点及面，在不断的模仿、重复、运用、理解记忆并反思过程中，掌

握汉语学科层面的知识，比如拼音、字形、词汇、句意、语法、礼貌用语、人

物、文具、名词、动词、代词等等。同时，学生还应该理解本单元概念层面的

知识。比如上表艺术欣赏主题，学生需要完成本单元的汉语语言层面听说读

写、视听演说技能方面的学习目标，也需要理解人类表达自己观点的方式以及

审美鉴赏。 

从概念层面出发从概念层面出发从概念层面出发从概念层面出发，概念是我们希望学生能够理解什么，通过设置相关问题

来引导学生思考，它可以帮助学生和老师去探究未知知识、去思考问题，进而

学习认识世界。从表 3-3 中的探究单元范例中，教师引入了三个“概念”。第一

条探究线索是围绕“形式”概念展开的，老师可以引导学生探究不同的艺术形

式，比如中国艺术形式有书法、剪纸、中国结、京剧、脸谱、黄梅戏、青花瓷

等等，外国的艺术形式有油画、雕塑、泰拳等等。第二条线索是观点，在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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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观点时候，学生语言水平有高有低，老师要鼓励他们互相倾听彼此间感

受，并用学过的汉语词汇表达对艺术作品的感受。第三条线索是“原因”概

念，老师引导学生自我思考找寻艺术作品的成因。学生在概念问题的引导下，

不仅锻炼到了汉语相关技能，同时加强了形式、观点、原因这三个概念的理

解。 

从技能要素出发从技能要素出发从技能要素出发从技能要素出发，技能指的是学生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而必须具备的

能力。为了应对这个充满挑战的社会，小学项目旨在培养学生的五个超学科技

能：社会交往技能、交流技能、自主探究技能、思考技能和自我管理技能，以

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学生学习汉语课程，从语言这

个层面来分析，学好汉语可以锻炼学生社会交际能力、沟通交流能力。同时，

还能以汉语为工具，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开启更广阔的知识世界和领域。从

PYP 课程目标来讲，汉语课程也像其他课程一样，注重在课堂内外构建情景、

提供机会来培养学生的其他超学科技能。如表 3-3 的艺术欣赏单元学习中，教

师鼓励学生思考艺术形式的方式是为了锻炼学生的思考技能；在小组做艺术成

果展，老师鼓励学生们互相倾听彼此的感受也是了培养学生社会交往技能；老

师要求学生选择一种自己喜欢的艺术形式和全班同学分享可以帮助发展学生的

自我探究技能。 

从态度层面出发从态度层面出发从态度层面出发从态度层面出发，PYP强调知识、概念和技能要素的同时，也将重点放在培

养学生对待他人、环境和学习的个人态度上，鼓励学生养成十二种积极的态

度。欣赏，用尊重和赞赏的眼光去看待人类文明瑰宝和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承

诺，言而有信，能够约束自己，信守自己做出的决定。信心，有自信去面对生

活中困难，勇于承担风险，有决断力。合作，善于与他人沟通交流，有诚意和

他人合作共赢。创造，处理问题和复杂情况时勤于思考，有自己的思维和创

意。求知，保持童心和求知欲，对一切事物抱有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包容，能

换位思考，站在别人角度想问题，体谅别人。热情，生活乐观积极、有进取

心、有激情，保持热忱。自立，能够独立思考、判断、分析和解决问题。正

直，做人公平公正。尊重，尊重别人和自己，善待他人。宽容，理解差异性、

尊重不同性的存在。汉语课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同样需要开展多种方式来培养

学生十二种积极态度。比如，中国文化单元就可以培养学生欣赏、求知、尊重

的态度；汉语互帮小组可以培养学生合作、包容的态度；汉语演讲比赛可以培

养学生自信、热情的态度。 

就行动方面而言就行动方面而言就行动方面而言就行动方面而言，是我们希望学生如何进行反思、选择和行动，它是学生

表现出来的责任感以及对自身、他人和对社会的尊重。小学项目鼓励学生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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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习知识、技能，还要有将知识、技能付之行动的意愿。行动可以让学生在

自主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在反思中改变自己甚至改变世界。在每一个汉语单

元学习结束，教师也会设置相应的行动环节，比如表 3-3 的艺术欣赏主题的探

究，老师鼓励来自不同国籍的学生尊重不同文化艺术瑰宝，呼吁学生珍惜爱护

全人类艺术结晶，积极传承人类优秀文化遗产。比如“我的学校”学习单元结

束，老师也会引导学生反思个人行为会给学校及他人产生怎样的影响，并鼓励

学生对每一处学校设施设置中英文警示标语，让学生从行动上做起，肩负起在

每一个社区应该履行的责任。 

 

三、三、三、三、PYPPYPPYPPYP 模式汉语教学和传统汉语教学教学内容比较模式汉语教学和传统汉语教学教学内容比较模式汉语教学和传统汉语教学教学内容比较模式汉语教学和传统汉语教学教学内容比较    

相似点：相似点：相似点：相似点：泰国普通学校代表的传统汉语教学和 PYP 国际学校汉语教学，两

者都设置有汉语科目语言基础知识的学习，都致力于通过发展学生语言能力来

培养学生的社会交际能力和沟通能力。两者都在一个大的主题框架下，遵循语

言的习得规律，通过学习汉语基本要素来培养学生掌握语言的听说读写能力。 

差异性：差异性：差异性：差异性：传统的汉语课堂教学内容比较单一，偏向于单纯的学科知识传

授，以目的性教学为趋向，由内容来引导教学的进行。学生以掌握汉语的语

音、汉字、生词、句子、文段、含义为教学目标，教师以此目标设立相应的教

学活动，少量的课堂活动也都是围绕着这个目的展开的，很少或基本不会涉及

延伸到其他方面，传统汉语教学是学科层面的教学，教师是学科老师。而 PYP

汉语课堂紧扣五个要素，注重五个要素都得到均衡发展，教师以设置的“概

念”为驱向，要求学生理解“概念”为目的，中间重点教授学科基础知识，并

在课堂内外注重发掘培养学生相关技能，鼓励养成积极的态度。也就是说，学

生在学习汉语语言知识的同时，注重培养这个语言知识所承载的其他知识，比

如概念层面上事物发展的深层次规律，技能层面上辩证思维思考问题，态度层

面上人与人关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行动层面上社会责任等，这是与 IB 十大

培养目标一致的。此外，传统的汉语课程主要围绕学生，主要教授与学生日常

学习生活、衣食住行用密切相关的主题为主。而 IB 小学课程项目主题涵盖范围

更广泛，不仅包括学生平时能接触到的内容，还包含科学技术、权利和义务、

国际和平冲突等日常生活不易接触的话题。主题深度往往不局限在日常生活表

面，也不停留在具体国别，而是结合当下时代热门话题为主，在八大概念驱使

下深入探索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人类和自然、全球问题以及我们在各个社区

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等深奥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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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教学方法比较教学方法比较教学方法比较教学方法比较 

 

教学方法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为了达到教学目标和实现教学任务要

求而产生的的行为方式的总和。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为了教“会”学生，采取

的教学方法是多种多样和丰富多彩的。笔者下文则是对传统汉语课堂和 PYP 课

堂所用的教学方法进行分别阐述。 

    

一、传统汉语课：服务于学习为主的教学法一、传统汉语课：服务于学习为主的教学法一、传统汉语课：服务于学习为主的教学法一、传统汉语课：服务于学习为主的教学法    

在传统的汉语课堂整个学习过程中，教师是课堂的主体，而学生是知识接

收者。学生通过教师设计的活动被动的参与学习的全过程。教师以学生为中

心，主要以讲授法开展汉语教学，具体教学实施过程一般为：教师先通过图

片、字卡、音乐、电影、多媒体、情景模拟、问答、对话等各种方式引入上

课，再以提问、测试、表演、朗读、背诵、听写等手段带领学生们复习已学过

的知识，接着承接旧知识的基础上开展新课教学。新课教学过程中往往按照从

简单到复杂，从语音字词到语法句文的顺序不断加深，带领学生掌握汉语各板

块基础知识。在对语音、汉字、词语、句子、语法、文段等不同板块的学习

中，教师会设计出各种不同的活动，采用不同教学方法来演练，以求学生能够

提高汉语的听说读写技能。下面就汉语学习中各个模块常见的教学方法做如下

整理： 

表表表表 3333----4444：汉语学习各模块教学方法：汉语学习各模块教学方法：汉语学习各模块教学方法：汉语学习各模块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语音 
演示法、跟读法、图示法、示范法、模仿法、对比法、

夸张法 

字形 讲授法、演示法、拆解法、临摹法 

词汇 直观法、定义法、关联法、联想法、比较法、对比法 

语法 图示法、演绎法、归纳法、对比法、归类法 

句子 跟读法、游戏法、练习法 

 

二、二、二、二、PYPPYPPYPPYP 汉语课：探究法贯穿全过程汉语课：探究法贯穿全过程汉语课：探究法贯穿全过程汉语课：探究法贯穿全过程    

PYP 教学理念是充分利用学生的好奇心和对未知世界的求知欲，建构于他们

所掌握的知识基础上，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探索，来积累新知识。PYP 课程使

用探究法开展学习。探究是以学生当前固有的认知为出发点，通过将现有的知

识储备和新知识、新信息建立联系，继而对新内容进行消化、梳理、再整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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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加深巩固，从而使得学习者对事物产生新的认识。探究法可以让学生主动地

投入到他们的学习中，并对他们自己的学业负起责任，从而养成自我学习的习

惯。探究包括六个步骤：导入、发现、梳理、延伸、总结、反思与行动。不同

于传统汉语课堂以讲授法为主，在 PYP 汉语课堂里采用探究法贯穿整个学习过

程，老师按照探究循环（如下图 3-1 所示）来组织一系列的学习活动。 

图图图图 3333----1 1 1 1 探究循环图探究循环图探究循环图探究循环图    

 

PYP 探究课堂教学实践一般过程为：老师根据探究线索构建相应情景，通过

设置问题的方式引导学生展开开放性思考，学生充分发挥自我思考技能和自我

管理能力，发现问题，自我梳理问题，查找资料，解决问题。整个过程中，教

师是引导者，学生是实施者。我们依然用“艺术欣赏”这一主题单元下的教学

活动来阐述探究课程的实施过程。 

 

表表表表 3333----5 5 5 5 探究法探究主题“艺术欣赏”探究法探究主题“艺术欣赏”探究法探究主题“艺术欣赏”探究法探究主题“艺术欣赏”    

超学科主题超学科主题超学科主题超学科主题    我们如何表达自己我们如何表达自己我们如何表达自己我们如何表达自己    

单元题目单元题目单元题目单元题目    艺术欣赏艺术欣赏艺术欣赏艺术欣赏    

探究线索探究线索探究线索探究线索    

1.艺术作品呈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2.不同的人对艺术作品喜好不同 

3.艺术作品体现了艺术家特质和时代背景    

教学活动教学活动教学活动教学活动    

导入导入导入导入    
发散性思维引导学生探究国内外不同艺术形式，中国京剧脸

谱、水墨画、书法、中国结、武术，泰国泰拳、孔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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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活动教学活动教学活动教学活动 

发现发现发现发现    

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中国艺术形式进行深入探究，比如书法

组探索汉字的不同时期的不同字体，并对不同字体不同结构进

行探讨，学生同时对汉字的偏旁、部首、结构、笔画笔顺有了

更深了解。脸谱组对不同颜色代表的京剧角色的特征进行探

讨，加深了不同颜色的汉语表达..... 

梳理梳理梳理梳理    

书法组的学生们通过把汉字结构和平时词语学习联系起来，进

行汉字换偏旁部首练习，加强了他们的汉字的理解记忆。脸谱

组通过对不同脸谱主色调和人物性格的联系，整理出不同人物

角色对应不用性格.... 

延伸延伸延伸延伸    

老师根据语言层面设置的教学目标，开展汉语基础知识方面的

学习，重点掌握用中文如何去表达对艺术作品的鉴赏，提高学

生汉语听、说、读、写、视听和演说方面的技能。 

总结总结总结总结    

每个小组在组内或者组外开展分享自己小组的探究成果，了解

到艺术作品的呈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围绕第二条探究线索，

结合本课学到表达观点的词汇和句型，对不同艺术作品发表自

己的观点和看法。在行动环节，老师可以根据学生不同程度的

汉语水平对学生设置不同的要求，可以是写标语、写文章或者

是口头汇报。 

反思与行动反思与行动反思与行动反思与行动    

同学们做好自己小组的成果展，书法组将已学过的汉字进行同

偏旁不同部首归类，脸谱组手绘不同颜色的脸谱并标注人物性

格......这些都在巩固他们已学的语言知识。同时，引导学生

思考这些艺术形式的成因以及我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三、三、三、三、PYPPYPPYPPYP 模式汉语教学和传统汉语教学教学方法比较模式汉语教学和传统汉语教学教学方法比较模式汉语教学和传统汉语教学教学方法比较模式汉语教学和传统汉语教学教学方法比较    

相似性：相似性：相似性：相似性：教师和学生无论在传统汉语课，还是 PYP 汉语课都扮演着极其重

要的角色，学生在整个过程中都是立足点和中心。教师的所有方法都是为了帮

助学生能够学会相应的知识和技能。在学习汉语基础知识各模块时，PYP 汉语

课同样需要借鉴传统汉语课使用的教学方法。 

差异性：差异性：差异性：差异性：传统的汉语课主要采用讲授法，虽然也会使用探究法，但往往只

是引入话题，或者为了服务某一个语言板块的学习。教师在设计问题时往往带

有很强的导向性，引导学生朝着老师设置好的教学内容前进。在整个教学过程

中，教师设置的游戏活动，使用的教学方法都是为了提高学生汉语听说读写技

能。而 PYP 小学课程主要采用探究法，探究课程从头贯穿到结尾，教师致力于

促进学生在已有的知识建构里去理解探究线索的概念，以探究线索为导向，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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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生展开开放式探究，并没有固定的探究答案，所以学生的思考更具发散性，

思维更加开阔，这有助于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发挥主观能动性发现问

题，在老师帮助下或者自己查找资料解决问题。整个探究过程有助于激发了学

生的创造性思维和自我管理能力，发展了学生知行合一的能力。此外，不同于

传统课堂有秩序的教学方式，探究式课堂由教师带领学生在设计的真实情景中

展开探究，教学活动往往以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学生通过亲自参与体验式的

学习方式，在扩展自身知识的同时，也培养和发展了其他技能。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评估方式比较评估方式比较评估方式比较评估方式比较    

    

教学评估是一个完整的教育过程所不可或缺的一环，评估不仅仅是对学生

掌握情况的检测，也是对教师教学成果的一种反馈。教师可以通过教学评估获

得学生的反馈来改进教学，学生可以通过教学评估查漏补缺以此来获得更大的

进步。下面将对笔者曾工作过的泰国普通学校和 PYP 国际学校的评估情况分开

阐述。 

    

一、以量化评估为主的传统汉语课一、以量化评估为主的传统汉语课一、以量化评估为主的传统汉语课一、以量化评估为主的传统汉语课    

泰国普通学校对学生成绩的评估主要是采取量化评价为主的传统评估方

式。老师评估的手段主要有单元测试、练习册、抄写、背诵、生词听写、默

写、校内外汉语知识竞赛、HSK 考试、SAT 中文考试等,考察的目的是检查学生

在一段时间内汉语学习的累计获得情况，并检验教学目标是否完成。而学校一

般着重于考察总结性评价，教师在每学期期末会以分数的形式评估学生的学习

情况，评估内容一般分为平时上课出勤情况、平时课堂课外作业情况、课堂上

课表现、分组活动表现成绩、期中成绩和期末成绩等。按照泰国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关于推进中小学学业评价改革的弹性化指导建议各部分的比重分布为：期

中考试前平时成绩占 20%，期中考试成绩占 20% ,期中考试后平时作业占 20%，

期末考试成绩占 30%，课堂表现占 10%。而在实际教学实践中，泰国公立学校教

师对汉语成绩的评估方式往往是比较灵活的，任课教师可以参考“指导意见”

的比重情况以及借鉴学校成绩评定的相关规定，进行自行安排调整。不同于国

内只注重期中期末考试成绩，泰国公立学校平时成绩和表现在成绩评估中也占

据着比较大的比重，并且平时成绩的评分标准也是比较灵活的，一般由任课老

师根据学生平时表现打分。可以是平时对学生印象打分，可以按平时上课回答

问题的次数打分，可以是一次活动表现附加给分，也可以是根据一次课堂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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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分等等。学生如果期中或者期末考试不及格，任课教师往往采取让学生补

考、补交作业、抄写课文生词、参加汉语活动等等方式给学生额外加分，从而

帮助学生通过及格线。学生本学期最终的汉语成绩为几项评估内容的总和，满

分 100 分，50 分及格，80 分以上平均绩点（GPA）为 4 学分，学生本学期最终

评估以绩点的方式来表示。下面列举出笔者曾工作过的三所泰国学校成绩评估

各部分比重情况： 

 

表表表表 3333----6 6 6 6 泰国学校成绩评估各部分比重表泰国学校成绩评估各部分比重表泰国学校成绩评估各部分比重表泰国学校成绩评估各部分比重表    

 泰国 W 华宗院校 曼谷 M 孔子课堂 曼谷 S 泰校 

出勤 10% 10% 10% 

课堂表现 10% 20% 20% 

平时成绩 10% 20% 10% 

期中考试 30% 20% 20% 

期末考试 40% 30% 30% 

小组作业 - - 10% 

    

二、多种多样评估方式的二、多种多样评估方式的二、多种多样评估方式的二、多种多样评估方式的 PYPPYPPYPPYP 汉语课汉语课汉语课汉语课    

课程评估是 PYP 三大课程之一，评估课程是所有教与学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评估课程是针对学生在书面课程五个维度（获得知识、理解概念、掌握技

能、培养态度和采取行动）上的表现进行综合评估。国际文凭小学项目 PYP 评

估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侧重为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提供有参考意义的信息反馈。

评估工作主要涉及采取不同手段和方式收集学习者表现的信息，把学习者的信

息整理记录，并且和学习者沟通分析，总结反思学习者在不同学习阶段知道什

么、理解什么、发展了什么、有能力做什么、以及感受到了什么，从而为下一

个阶段的学习提供参考。学生和教师应该积极参与促进学生学习进步的评估，

并以此作为努力掌握广泛批判性思维和自我评估技能的组成部分。 

从评估作用分析从评估作用分析从评估作用分析从评估作用分析，PYP课程模式同样包括三种评价方式：诊断性评价、形成

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诊断性评价开始于探究单元主题之初，老师会用下表 3-

7 KWL 了解学生已有知识，鼓励学生写出想知道的知识，在单元结束再总结学到

的知识。形成性评价是在开展探究单元过程中，通过定期经常性的收集学生的

信息反馈来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以便促进教学更好的进

行。形成性评价贯穿于整个汉语课堂的学习中，可以采用一场情景对话表演、

一场角色扮演、随堂口头小测试、口头演讲、制作海报、手工制作、口头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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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作文书写、背诵文段等方式。例如在前面提到的艺术欣赏这个主题的教学

中，老师给学生布置任务，让每一个学生去了解一种自己喜欢的艺术形式，并

且向全班同学介绍这种艺术形式，老师通过学生准备情况来了解学生对艺术形

式的了解。而每个探究单元结束时，学生展示自己通过本探究单元所学到的东

西，是一种总结性评价。总结性评价旨在了解学生对本探索单元重要概念的理

解程度，学科层面知识的掌握情况。比如在艺术欣赏这个单元中，书法组的同

学把学过的汉字整理在一块，总结出一份偏旁部首汉字表。 

 

表表表表 3333----7 KWL7 KWL7 KWL7 KWL 评估表评估表评估表评估表    

What I KKKKnow 

我已知道..... 

WWWWant to know 

我想知道..... 

What I LLLLearned 

我学到了..... 

 

 
  

 

从评价主体来看从评价主体来看从评价主体来看从评价主体来看，根据评测主体不同，可以分为自我评测和他人评测。小

学项目鼓励评价的主体应该多元化，不应该局限于任课老师，社区中每个人如

教师、同伴、家长、活动围观者、自己都可以是评估者。自我评测是学习者对

自身学习情况的总结和反思，有助于学习者从旁观者的角度认清自身的学习，

同时也能帮助学习者养成自我学习的习惯。评估的形式可以根据提前制定的评

估细则来进行评估(如图 3-2)，可以是简单的几句话描述学习者的学习情况，

也可以是画星星的个数来评价学习者的表现。评估不是为了单纯量化学习成果

的好与坏，而是给学习者的学习和老师反馈信息。每次评估之后，学生和老师

都会坐下来讨论这一段时间以来的学习表现，反思表现好的地方和不足之处，

明确接下来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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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 3333----2222 自我评估表自我评估表自我评估表自我评估表    

 

从评估内容来看从评估内容来看从评估内容来看从评估内容来看，小学评估课程包括四大方面，即考查、记录、测评和报

告。每个方面都各具有其功能，都旨在为学习和教学提供依据。四个方面的权

重如图 3-3 所示： 

图图图图 3333----3 3 3 3 评估各方面权重分配表评估各方面权重分配表评估各方面权重分配表评估各方面权重分配表    

 

1.以考察的方式评估学生是评估课程中最常见最重要的，教师每天都可以

采用考察的评估方式来评估学生表现。用于考察的各种方式可以是观察、提

问、反思、与老师或者同学们讨论学习、意见反馈、开放式作业、书面或者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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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评估、学写档案等等。汉语老师在授课的时候或者小组活动的时候可以以旁

观观察者的角度去观察整个班级和个人，了解任教班级汉语学习热情和学生表

达汉语的能力；汉语教师也可以以参与者的身份和学生一起完成活动或者任

务，从中了解学生接下来想学习的内容；老师还可以在课堂里以提问和谈论交

流的方式去了解学生在学习汉语中遇到的问题以及老师需要提供帮助的地方。 

2.以记录的方式来评估学习是把学习证据汇聚在一起记录成文档，可以收

集学生各种作品成果展，还可以以电子多媒体的形式来记录。师生们用于记录

的工具有评估细则表，任务完成清单表，平时学习日志或者笔记，学习者自叙

的学习故事，学生学习历程的学习实物档案等等。在汉语课堂里，每一位学生

都会有一本属于自己的学生成长档案，这里记录了学生在汉语课堂里学习的点

滴。包括课堂上的一些汉语演讲汇报音视频资料、平时课堂上的一些汉字卡片

书法作品、小组合作的单元成果展照片、学生不同时期作文集锦、教师某个时

间点对学生一小段评价等等。教师通过记录学生平时的学习表现，是为了方便

下一个阶段让整个学习社区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3.以测评的方式评估是为了评估学习者某一段时间内学会了哪些东西，可

以进行随堂测试、随堂听写、单元测试、参加政府规定的或者国际标准化的测

试来测评学生表现。尽管小学课程不鼓励任课教师采用测评的方式去评估学

生，但适当的测评对了解一个阶段内学生的学习情况还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汉

语课同样会有单元测试和平时听写测试。从汉语学科作为一门语言学科的角度

来说，测试和听写的目的在于了解这一段时间内学生的汉语掌握情况，以便帮

助学生调整好汉语学习的方向，当然笔者也会尽力淡化这种成绩对学生可能带

来的负面影响。 

4.以报告的方式评估是为整个学习社区了解学生学习情况而设计的，报告

要描述学生学生进步和成就，指明改进之处。小学项目使用的报告方式有：个

人成长文件夹，召开家长/教师/学生会议，召开由学生主导的会议，提供书面

报告，素质报告单，提供学习进展表和小学毕业成果展。汉语课堂每个学期同

样也会有一次家长/教师/学生三方会议，老师会向家长展示学生这一学期的学

习信息包括学生成长文件夹、学生书面报告单，肯定学生在这一学期取得的进

步，并寄予希望。学生每一学期也会有一次由学生主导的口头汇报会议，学生

会邀请任课老师和同学参加，总结这一学期在汉语学习方面的表现、学到的知

识以及不足之处，并提出下一阶段的汉语学习目标。 

总的来说，PYP课程的评价是服务于学习的过程性评价，可以使用五种评价

方法配合五种评价工具来完成评估，如下表 3-8。教师确定一种评估方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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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选取其中一种评估工具对学生进行评估，比如当我们选用观察法来评估学

生课堂表现时，教师可以制定汉语课堂的课堂纪录评估细则表来约束学生在课

堂的行为；我们可以列出一张课堂任务清单表来督促学生学习；我们可以在日

常课堂记录表上写上一两句简单的点评、打勾勾、画星星、贴贴纸等等方式来

记录学生当天的课堂表现；我们还可以每个月对学生课堂表现做一次全方位总

结，形成一学期一学年的连续课堂表现记录汇总。最后，把这些记录证据放在

学生的成长记录文件夹中。 

 

表表表表 3333----8 8 8 8 评估方法和评估工具评估方法和评估工具评估方法和评估工具评估方法和评估工具    

评估工具 

    

评估方法    

评估细则

表 
标准范例 任务清单 

日常记录

表 

连续阶段记

录 

观察法 √  √ √ √ 

成果展示法 √ √  √ √ 

学习过程 

评测法 
√  √ √ √ 

阶段性测试  √ √  √ 

开放式作业 √ √  √ √ 

 

三、三、三、三、PYPPYPPYPPYP 模式汉语教学和传统汉语教学评估方式比较模式汉语教学和传统汉语教学评估方式比较模式汉语教学和传统汉语教学评估方式比较模式汉语教学和传统汉语教学评估方式比较    

相似点：相似点：相似点：相似点：两者的评估方式有一定的重合性，在观察评估模块，两者都会以

观察的方式配合提问、讨论、小组开放式作业等方式来评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

况；在测试模块，两者都有以测试的方式配合随堂考试、参加校内外的考试来

检验学生的学习情况；在报告模块，两者都有家长会议和学生成绩报告的方式

来反馈学生学习情况。 

不同点：不同点：不同点：不同点：两者评估方式有比较大的差异，传统课堂的评估以老师为评价主

体，以量化评价为主，评估方式有听写、比赛、校内外考试、单元测试、期中

测试、期末测试等。评估结果往往通过学习者在规定时间独立完成测试，教师

批改测试内容后，以分数高低的形式来衡量学生汉语水平，注重的是学生学习

的结果。而 PYP 汉语课评估的主体是多元化的，以质化评价为主，评估方式是

多种多样的，以测试来衡量学生成绩的比重非常低。评估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反

馈学生在一个阶段的学习状况，看重的是学生在此学习期间各种技能的提高，

态度的养成以及十大培养目标是不是得到发展，是一种侧重于评价过程的发展



49 

性评估。评估结果也不是由最终的分数或者绩点数字来表示，而是由学生平时

学习过程中一系列的记录证据共同组成。这种记录体现了学生的成长过程，不

再是单纯的关注学习者知识层面的获得以及智能的发展，更多的是关注学习者

在整个过程中体现的情感态度、做人价值观、遇到问题的分析处理能力、解决

难题的创新意识、与人相处的合作精神和协作能力等等方面是不是取得了长足

的发展，以此帮助学习者积累经验，改进前进方向，在不断的评估反馈中成为

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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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IBIBIBIB----PYPPYPPYPPYP 模式下汉语教学总结和启示模式下汉语教学总结和启示模式下汉语教学总结和启示模式下汉语教学总结和启示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PYPPYPPYPPYP 模式下汉语教学面临的挑战模式下汉语教学面临的挑战模式下汉语教学面临的挑战模式下汉语教学面临的挑战    

    

一、汉语教学资源有限一、汉语教学资源有限一、汉语教学资源有限一、汉语教学资源有限    

PYP 小学项目和传统的教学不同，它没有考纲或者固定的教材，所有的教学

内容都是结合本校本学年老师们协同备课制定的超学科主题单元而自行设计

的。以我们学校为例，很多时候本学年老师们共同设计的六个超学科主题要不

难度程度太高、主题内容太过于深奥很难融合汉语内容进行教学，要不就是六

个主题没有一个能和本学年该年级使用的汉语教材内容相接近的，这就需要汉

语老师根据教学经验、对学生水平的了解、PYP 教学要求和本校汉语课程大纲

自行去设计编辑教学内容。同时，无论是超学科主题单元教学还是独立汉语单

元教学，任课教师都需要结合 PYP 元素开展教学，而 PYP 探究式情景教学要求

教师设计丰富多彩的活动来给学生创造身临其境的机会，所以老师课前需要花

大量的时间去寻找教学资源，搜集教学案例，设计教学步骤。而目前市面上关

于 IB-PYP 模式下汉语作为附加语言的整套配套教材基本没有，也没有相关的教

学优秀示范课可以参考，一线汉语老师们作为 PYP 课程的实施者和推进者，只

能在摸索中教学。没有系统成型的教材或者教学资源来做参考会使得教学内容

比较零散、不全面、不成体系，没有优秀的汉语示范课或者值得借鉴的教学经

验总结会使得一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跌跌撞撞、步履维艰。 

 

二、二、二、二、忽视汉语基础知识学习忽视汉语基础知识学习忽视汉语基础知识学习忽视汉语基础知识学习    

汉语作为附加语言的学习是语言学习的范畴，不同于其他领域通过语言去

学习知识和技能，附加语言的学习本质是学习语言的本身，也就是说其他学科

领域已经可以通过语言进行探索了，而附加语言的学习尚处在教师用附加语言

和学生建立联系去探索语言本身的阶段。学校实施 PYP 课程的同时意味着原本

汉语语言知识学习的时间被压缩，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汉语任课老师不仅是

学科老师，也是 PYP 老师，汉语老师即要完成汉语语言学科目标，也需要在日

常课堂中结合 PYP 元素来展开教学，而有限的课时限制了学生学习汉语的时

间。对于没有汉语背景的学生，附加语言的学习时间往往只有短短的课堂上课

时间。回归到语言本体这个角度，学生需要掌握语音、词汇、语法这些基本的

要素和知识点，才能熟练的学会汉语，进而使用汉语沟通交流和思考，而学生

在有限的时间里没有获得足够多的语言输入，很难取得进步。此外，PYP 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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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向学生系统的传授这些知识，鼓励探究式教学为主，虽然开放式教学方法能

让学生听说表达技能有所提高，但是对于汉字书写、语法演练需要大量模仿重

复、机械性的操练运用，才能掌握语言本体，蜻蜓点水似的语言学习很容易学

完就忘，从长远学习汉语的角度来说，对汉语基础知识的不重视不利于学生听

说读写各方面的均衡发展。 

    

三、教师专业能力面临挑战三、教师专业能力面临挑战三、教师专业能力面临挑战三、教师专业能力面临挑战    

在传统语言教学中，教师具备了教学认知能力、教学操控能力、教学监控

能力和教学探究能力就能成功的开展教学工作。但 PYP 探究式教学对教师的协

作性教学的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探究问题设计的能力、教材编辑设计能

力，课堂上探究实践把握能力、探究教学组织能力、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灵活

应变的能力以及课后信息材料整理能力、材料汇报总结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在 PYP 汉语教学实践中，汉语教师要不断思考：怎么样把汉语教学内容整

合到超学科主题中，即要和超学科主题的中心思想、探究线索、核心概念相衔

接，又要兼顾汉语学科教学目标；既要确保学生对概念层面上“知识”的理

解，又要考虑到学生当前汉语水平；即要在课堂上体现 PYP 元素，又要遵循汉

语语言学习的一般规律。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PYPPYPPYPPYP 模式下汉语教学改进建议模式下汉语教学改进建议模式下汉语教学改进建议模式下汉语教学改进建议    

    

一、国际文凭组织一、国际文凭组织一、国际文凭组织一、国际文凭组织 IBOIBOIBOIBO 应该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支持应该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支持应该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支持应该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支持    

教学资源匮乏是 PYP 模式下汉语教学的一大挑战，虽然 PYP 课程给出了语

言学科的学习范围与顺序，但并不适用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教学实践。

PYP 课程应该细化学科标准，制定不同学科的标准范例，确立好汉语作为附加

语言学习的语言范围和顺序，这样可以为设置本校汉语教学大纲提供参考，从

而为教师的备课和教学指明方向。 

IBO 国际文凭组织应该积极和学校或者 PYP 从业多年的一线老师一起合作，

共同编写一些 PYP 模式下开展汉语教学的教材用书或者相关资料。目前只有一

些英文为授课语言的 PYP 教材用书或者教学案例，但英文为授课语言的超学科

主题探究是“通过语言去开展学习”，而对于海外的汉语教学基本都停留在“学

习语言”和“学习语言有关的知识”这两个阶段。目前，市面只有一本由华南

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文凭小学项目 IB-PYP 六大主题汉语绘本》，它是

根据 PYP 实施要求编订的国内第一本 PYP 模式汉语读本，该书以六大主题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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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编订，适合于幼儿园 K3 和小学一年级的学生阅读。 

国际文凭组织还可以在官网增设汉语课程资料库，组织并鼓励不同地区的

PYP 一线汉语教师分享本校编写的汉语学习范围和顺序、单元整合优秀教学案

例、教学资源、教学心得等等，互助合作的方式能够帮助一线汉语教师节约大

量搜集、筛选、整理资料的时间，并且还能启发、补充、促进汉语教师开展教

学、对提升汉语教学的整体质量以及落实 PYP 汉语教学都具有重大意义。 

 

二、重视汉语语言本体知识学习二、重视汉语语言本体知识学习二、重视汉语语言本体知识学习二、重视汉语语言本体知识学习    

要想学好汉语这门语言，掌握好汉语语音、语法、词汇、汉字书写是不可

或缺的。语音是语言学习三要素之一，学好语音关系着学生是否能开展有效的

交流；语法是教学重点和难点，刘珣在《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中提到语法教

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核心。学好语法关系着掌握一张套的认知系统，对于非母

语的学习者来说，是重新建立一种“语言自我”；词汇作为建构语言的必要成

分，它在语言习得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第二语言习得者来说，词汇

知识是决定了学习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汉字作为汉语表达的书写体系，

是阅读和书写汉语的必要工具，是掌握汉语的入门技能。PYP 学校在开设汉语

作为附加语言学习课程时，应该充分认识到语言学习的特殊性，尊重语言学习

的一般规律，重视语言学科的本体学习，在政策上给予汉语学习课堂更多的灵

活性和便利性，在教学时间上给予汉语课堂充分的时间保障。 

    

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PYP 模式下的汉语教学和传统的对外汉语教学在课程理念、教学方式、评估

方式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这对任课教师的专业能力提出了很大的挑战。针

对这个问题，学校应该建立健全教师职业发展规划，完善教师职业培训机制，

积极组织并鼓励教师参加行业课程培训，为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提供更多的机

会。每年国际文凭组织都会针对各个年级不同学科开设不同级别不同主题的短

期培训会议，学校可以安排汉语老师参加不同主题的相关培训；也可以邀请国

际文凭组织协调员到学校指导老师如何在课堂开展 PYP 教学；学校还可以和其

他国际学校合作，互相参观学习，借鉴同类院校在开展汉语教学方面的优点。

同时，教师可以通过各种学习机会提升专业技能，比如参加从业多年经验丰富

的 PYP 汉语老师主持的 PYP 汉语教学讲座；加入相关的 IB 论坛、微信群组；关

注有关国际文凭 IB 课程方面的公众号；研读 PYP 汉语老师发表的教学心得或者

期刊论文；搜集 PYP 教学资源以供教学使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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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PYPPYPPYPPYP 模式下汉语教学的启示模式下汉语教学的启示模式下汉语教学的启示模式下汉语教学的启示    

    

一、将教育理念融入贯穿到所有课程的学习中一、将教育理念融入贯穿到所有课程的学习中一、将教育理念融入贯穿到所有课程的学习中一、将教育理念融入贯穿到所有课程的学习中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指出八大理念：更加注重以德为先、更加注重全

面发展、更加注重面向人人、更加注重终身学习、更加注重因材施教、更加注

重知行合一、更加注重融合发展、更加注重共建共享。可见我国当下的教育理

念和国际文凭项目的教育理念在总体上是一致的。 

我们强调“以德为先”为先的素质教育，强调教育是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

根本目标，以树人为核心，立德为根本；我们重视学生的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重视学生意志品质、思维能力、创新精神等综合素质和身心健康全

面发展；我们强调知行合一辩证统一，强调学生素质能力要与生产劳动、社会

实践相结合，这一些都是和国际文凭小学项目强调学生“十大培养目标”、“态

度”、“技能”、“全面发展”、“终身学习”、“构建情景”这些内容一一对应的。

不同的是，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往往由具体学科老师负责具体某一方面

的教学内容，知识类学科教授知识、技能类学科教授技能、品德类学科教授品

德。学生通过不同学科领域的学习获得技能、知识和态度方面的发展，而国际

文凭小学项目的每一位老师都是教育理念的践行者和推动者，学生在每一个学

科课堂里都会受到同一套教育理念的熏陶，每一位学科老师不仅教授学科知

识，同时还注重将育人的思维全面融入贯穿到教学过程中，使学生在技能、知

识、态度、品格、能力等各个方面同时得到促进和发展。 

我国教育现代化八大理念同样提到，注重学科融合发展。强调建立健全可

持续协同发展的学科体系，突破传统学科领域界限，便于让学生形成知识体

系，增强对知识点的理解，提高学生综合知识和实践能力。但在实际教学过程

中，我国传统的课程体系依然是分科本位，以具体学科为单元，各门课程间的

整合程度较低，而现今的社会问题往往比较复杂，需要多个专业、多个领域的

知识和技能结合在一起，进行跨学科甚至超学科探究。对于这个问题，PYP 模

式下超学科主题教学给我国教育现代化学科融合发展提供可行性参考范例。 

总之，教师在新时代的教学中应该转变角色，每一位学科教师即要教好学

科知识，又要将与时俱进的教育理念融入到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角色不再单单

是“教书匠”，而应该是拥有统筹的见识、务实的精神、创造性的思维等素质的

“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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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构建科学而又多元化的评价方式二、构建科学而又多元化的评价方式二、构建科学而又多元化的评价方式二、构建科学而又多元化的评价方式    

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我国的课程评价往往以标准化考试的形式来评价学

生的学习结果，注重学生最终学习结果而忽视其中学习过程。这种以考试成绩

作为衡量学生学习情况的标准，容易受到很多情况的影响，比如学生心态情

绪、考试的环境、突发事件等，并不能充分的表现出学生作为一个完整人所具

有的各方面特质。我国进行新课改以来，基础教育领域发生了许多重大结构的

调整，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强调建立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

评估体制，明确指出了课程评价即要关注学生学业成绩，又要关注他们学习的

过程；不仅要关注学生学习水平，更要关注他们在学习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

态度和价值观。IB 课程的评价理念和新课改的课程评价理念大体是一致的，但

在实际教学评估中，IB 课程评价体系值得我们学习借鉴。首先是评估多维度原

则，多维度原则是指从多个角度采用不同的评估工具衡量学生学习情况，对学

生进行评价。受到不同家庭成长背景、不同个体情况的影响，学生之间会存在

着很大的个体差异，学生的发展应该是多样化的，用一个标准评估易导致了千

篇一律的学生，失去了学生的创造性和个体特色。其次是发展性原则，发展性

原则指的是侧重观察和衡量学生的学习过程，淡化以量化评价总结性考试成绩

对学生的意义，更多的关注质化评价注重记录学生在日常生活学习中的态度行

为表现，鼓励学生进行总结和反思，充分认识自己的优势和不足，从而促进自

己的发展进步。 

 

三、培养具有国际意识的全球公民三、培养具有国际意识的全球公民三、培养具有国际意识的全球公民三、培养具有国际意识的全球公民 

世界正在发生巨变，人类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这两年肆虐全球的新冠

病毒、当下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各地此起彼伏的颜色革命、非法买卖人口等

等。世界是同一与多元的统一体，科技的进步、多媒体的发展，让世界联系得

越来越紧密，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频繁。作为新时代的青年，理解

不同的文化差异，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履行自己作为世界公民的义务，对促进

世界和谐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

确指出，“扩大教育开放”、“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需求，培养大批具有

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但

是，我们在培养新时代国际人才方面依然存在着挑战：很多学校或者教师往往

机械地把他国的地形、气候、文化等知识点的理解记忆当成课程目标；很多学

校只是流入形式地开展一些互换交换生、举办外国节日等交流活动来体现国际

教育；而在课程实施上依然无法摆脱长期以来应试教育的弊端，以单一化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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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为主。 

IB 国际情怀教育对我们培养国际意识的全球公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IB

教育鼓励学习附加语言，了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群，从而从

不同的角度、观点来理解世界。IB 教育鼓励构建情景化教学，注重对国际环

境、人类自然地球、国际重大议题的关注，主张以学生为中心，建立家庭背

景、社区背景、国家背景、世界背景、全球背景不同的学习社区，通过学习探

究，培养学生在不同社区中承担不同的历史责任，成为一名合格的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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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结结结    语语语语    

 

IB 国际文凭小学项目开始于 1997 年，发展速度迅猛，截至 2022 年，全球

已经有 2112 所 IB-PYP 学校，而 PYP 模式下的汉语教学却依然是起步阶段。笔

者在最开始接触的时候，同样是一头雾水，哪怕参加了两三次的 PYP 培训，也

依然不知道从何教起。在网上寻找相关的教学范例更是少之又少，从那时候

起，笔者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总结自己的 PYP 教学经验，给后面的一线汉语教师

提供一些参考。慢慢地，在工作中不断的实践和学习，笔者对 PYP 模式下的汉

语教学也有了一些认识。 

笔者的这篇论文先根据本校的具体情况，总结本校的 PYP 汉语课教学模

式：每个年级从六个超学科主题中选择一个主题和学校的校本教材相结合，开

展为期 6 周共计 18 个课时的超学科单元探究课程，其他超学科单元只做部分线

索或者部分概念融合，并融入到独立汉语单元教学中；独立汉语单元教学是教

学主体部分，遵循学习语言的一般习得规律开展教学；针对课堂上不同汉语水

平程度的学生使用因材施教教学法；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注重融入 PYP 元素开展

教学，即教学方法上使用构建情景法、探究法和概念驱动法，并同时兼顾学生

能力和技能培养，将其作为显性课堂的一部分，鼓励学生成为有责任感的全球

公民。 

继而，结合自己在泰国普通学校和 PYP 学校下的教学实践，对传统的汉语

教学和 PYP 模式下的汉语教学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估三个方面进行

对比分析:传统汉语课教学内容偏重学科知识的输入，而 PYP 汉语课同时兼顾概

念、知识、技能、态度和行动；传统汉语课以讲授法为主，教学方法是为了帮

助学生习得学科知识而服务的，而 PYP 汉语课以探究法贯穿全过程，获取学科

知识的教学方法只是其中一个部分；传统的汉语课以量化评估衡量学生成绩，

侧重学习最终结果，而 PYP 汉语课以质化评估为主，注重为了学习而去评估，

更多的是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体现的态度、情感和价值观。 

笔者希望通过自身的教学实践总结，能够为海外汉语教学提供一些参考和

借鉴，从而推动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发展。当然，由于笔者自身的局限性，对

IB 课程的解读依然是浅显的，研究内容不够深入、详细和全面，笔者今后也会

在这些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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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致致致    谢谢谢谢    

    

从小我就喜欢老师这个职业，我记得小时候，我会扮演自己是老师，院子

里其他小朋友就是我的学生，我会一板一眼的教他们写字算术。大学毕业后，

看到了国家汉办的汉语志愿者项目，本打算来泰国教书一年就回国，一年过去

了舍不得离开，又待了一年，又是舍不得离开，再待一年，就这样，我发现我

喜欢上了这份工作，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一晃一下就是十年过去了。 

在 2018 年的时候，我突然想停下来再去系统的学一下对外汉语专业的知

识。因为大学的时候我是学制药工程专业的，虽然说，这些年也经过了国家汉

办很多次的培训，在实践中，教学相长，也成长了很多，但是还是希望能静下

心来，认真全面的学习一下汉语言的知识。 

在这里，首先我非常感谢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学校汉语教学这个专业给了

我一次很好的机会，让我能够重新回到学校，回到课堂学习，让我能够有机会

对汉语教学这个专业进行一次系统的学习，让我对这个专业有了更多更深刻的

体会。 

我也非常感谢学校里的每一位老师和工作人员，感谢每一位用心给我们上

课的老师，感谢很多位不辞辛苦从国内飞过来的老师，感谢学校每一位领导和

后勤老师背后的付出，感谢每次辛苦准备签证资料的老师们，是你们才让我们

得以顺利开展学习....... 

我要感谢我的导师李超老师，从开题报告到论文提纲再到论文，辛苦李老

师帮助我修改，并及时给我建议，帮助我顺利完成论文的修改工作，再次向李

超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 

我还想感谢我最好的朋友、我的大学校友、我的研究生同班同学、我的同

事，韦兰千。由于工作和疫情原因，我的这篇论文一直一度搁置状态，感谢韦

兰千一直帮助着我，一直督促着我。 

我还要感谢我工作过四所学校，感谢学校所有的老师们和孩子们，谢谢你

们让我能成为一名老师，也谢谢你们给了我很多素材，没有你们，这篇论文也

很难完成。 

这一段人生旅程已经告一段落，感恩所有的相遇，下一段旅途已经开始，

祝福所有的人们平安顺遂，也希望自己能在接下来的旅程中一切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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