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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XTRACURRICULARACTIVITIES FOR
EARLYCHILDHOOD STUDENTS IN THAILAND

Pongsathorn Kittachotworakul
Doctor of Arts (Teaching Chinese)
Thesis Advisor : Prof. Dr. Tang Qiyuan

ABSTRACT

This research was 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quantitative research. The research
process was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documentary research, curriculum design and
development,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and curriculum assessment) which aimed to:
1) collect, synthesize, and summarize the basic information and necessity of
curriculum development; 2) design TESSE blended teaching methods and develop
Chines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for early childhood students; 3) deter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urriculum and know the results of learning outcomes including
learning behaviors after implementing the curriculum in organizing experiences; and
4) know the mean of satisfaction, the mean of the course assessment, and the result of
the decision on the status of using the course. The sample group of this research was
divided into 3 phases: 1) Documentary research comprised 134 Thai early childhood
Chinese teachers, 8 experts, and 10 relevant informants, 2) The use of curriculum
phase comprised kindergarten 3/2 students studying in the first semester of the 2022
academic year of Tantrarak School, 3) The curriculum assessment phase comprised
Thai early childhood Chinese teachers, students, school personnel, and community
members. The research instruments were structured interviews, questionnaires,
curriculum manuals, experience organizational plans, learning outcome assessment,
behavior observation form, satisfaction assessment form, and curriculum assessment
Form.The data was analyzed by means, percentage, and standard deviation and T-test.
The trial period of the curriculum was 1 semester.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with a
single random sample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process including pre and post test.

In the documentary research stage, there were 12 processes of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model and 12 parts of the curriculum components including basic
information and the need for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the curriculum design and
development stage, the TESSE was merged into the teaching method and developed a
co-curricular activity curriculum for early childhood students under the concept of
blended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stage, The efficiency of
the curriculum (E1/E2) was found to be higher than the standard criterion (91.47/90.0),



II

with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equal to 0.8588 and also found that
the average learning outcome after school was higher than befo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t the .01 level. The mean of learning behavior was higher than the 2.1
standard criterion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t the .01 level. In the curriculum
assessment stage, the average satisfaction level is at the green level (4.693) and the
average of the curriculum assessment is at the green level (4.753) referring to the
specified criteria. The status of this course is “continuity”

Keywords: Early childhood Chinese,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TESSE blended

teaching methods,curriculu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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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开发与应用研究

林惠明

文学博士学位(汉语教学)

指导教师: 唐七元 教授

摘要

本研究为定量研究的研究开发类型,研究过程分成四个阶段(文献研究、课程

设计与开发、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研究的主要目标包括 1)为了收集、综合和

明确课程开发的基本信息和必要性；2)为了设计 TESSE混合教学法、开发幼儿

汉语课外活动课程；3)为了了解课程的效率,采用课程组织学习体验后的学习成

果和学习行为；4)为了了解课程满意度和课程评价均值,判断课程的使用状态。

研究样本分为三期,1)文献研究期，泰国幼儿汉语教师 134 名、专家 8名和相关

人员 10 名；2)课程实施期，丹沓纳学校 2022 学年第一学期 3/2 班级的学生；3)

课程评价期,幼儿汉语教师、幼儿学生、学校和社区成员。研究工具包括框架访

谈表、调查问卷、课程使用手册、学习体验计划、学习成果测试表、观察表和满

意度调查表。使用描述性统计，包括均值、百分比、标准差、和 t检验,课程实

施期为一学期,所选实验设计为单组随机抽样前后测设计。

研究结果表明：在文献研究阶段，得到了课程开发模式的十二个过程和课程

结构的十二个部分,以及课程开发的基本信息和必要性；在课程设计与开发阶段，

设计了 TESSE混合教学法,开发了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

课程；在课程实施阶段,发现课程效率(E1/E2)高于标准(91.47/90),组织学习体

验的有效性为 0.8588,学习成果的均值在 α =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后测高于前

测),学习行为的均值在 α =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学习行为均值高于标准 2.1)；

在课程评价阶段，满意度均值为 4.693,处于绿色区域、课程评价均值为 4.753，

处于绿色区域，根据课程的使用状态条件判断为“可以直接使用”。

关键词: 幼儿汉语 课外活动课程 Tesse混合教学法 课程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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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简介

一、问题背景和重要性 (Research Problem Background and Importance)

“普通话”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语言之一,表中的顺序显示最常用的语言是英

语、印地语、阿拉伯语和法语,此外《国语》排名第五。从调查结果可以发现,

有 1.978 亿人将普通话作为第二语言,超过 13 亿人将其作为母语(民族语,2019)

这几年笔者发现国内外媒体经常播放与普通话相关的新闻,与此同时世界上也

出现了汉语热的现象，这种现象反映在许多国家的教育中,因此许多国家的教育

机构都开始开设汉语课程,尤其在我们国家——泰国,也体现了中国合作赢得世

界的魅力,属于语言和文化元首国家,这种超级大国是主要责任(国家汉办,

2006)。中泰是亲密友好邻邦,建交 45 年来双边关系稳步发展,各领域合作成果

丰硕,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为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发展发挥

了示范作用。今年以来，双方在抗击新冠肺炎斗争中守望相助,“中泰一家亲”

的传统友谊进一步得到升华。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对泰方关系,愿同泰方一道，加

强抗疫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中泰、中国-东盟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

展作出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泰王国大使馆,2020)。

在教育方面,泰国政府于 1972 年首次允许开设汉语选修课程，最初仅限于小

学教育阶段。1992 年,泰国总理啊南·班雅拉春[1]宣布“汉语普通话”与其他外语

具有同等地位,允许泰国教育机构在各个教育阶段开设汉语学选修课程

(Theeravit,K.2008)。以前大部分学校只在初等教育阶段设立,后来为扩大教学范

围和教学对象,开始在初中高中教育阶段任教。同样过去泰国高等院校只能将中

文作为选修课,但后来都开始将选修汉语升级为独立专业。同年泰国华侨崇圣大

学也成立,中文也被列为泰国高考的外语考试项目。1997 年泰国政府颁布新宪法

时,主要内容包括泰国国民教育行为,在第 4 章第 22 节中,“教育管理必须坚持

以育为体,每个学生都能学习和发展自己,但必须把学生视为学习中最重要的成

员,教学管理的过程必须促进学生能力的自然充分发展。此外第 24 节的主要内

容中,还提到了教育,即“教育机构和教育有关部门在组织学习时,必须遵循下列

条件,一是要根据学生的兴趣来组织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但要注意人与人之间

的差异；二是让学生锻炼思维能力,知识管理能力,以及应对事物和知识应该怎

么做,从而能够预防和解决教学中遇到的问题；三是从实际情境组织活动,让学

生能做、能想、能读、能好奇；四是在教学中开展其他课科目的一体化教学,培

[1] 啊南·班雅拉春 (泰语: อานันท์ ปันยารชุน,Anan Panyarachun,1932 年 8 月 9日－ ),两度担任

泰国总理(1991-1992、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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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学生的品德、和价值观。五是支持和组织有教学氛围、情境、教学方便,能将

教育研究方法融入教学的教师；第六,教师要能够随时随地组织好的教学管理工

作,让学生的家庭或社区各界人士有机会共同培养学生”(The national Education

Act,1999)。

此外,Ministry of Education(2008)在《泰国基础教育核心课程》中指出,外语

教学旨在培养学习者对外语有良好的态度,并在生活中运用外语进行交流、求知、

求职和继续深造,能够了解世界多元文化,同时向世界人民传递泰国文化,包括

四个内容：一是交际语言；二是语言文化；三是语言与其他学科群的关系；第

四是语言与全球共同体的关系。结果是泰国的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都将根据《泰

国基础教育核心课程大纲》建设学校课程
[2]
。后来 2012 年十多家幼儿园开始重

视第二语言课程(指汉语),开始为幼儿学生开设汉语课外活动课程。这种情况与

《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有关,因为 3-6 岁的幼儿学生记忆力好,发育非常快,

是学习第二语言的最佳时期,也被认为是的家长在为孩子选择幼儿园时经常讨

论的话题之一。Ministry of Education(2017)在《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中提出

了泰国幼儿教育的定义,是针一种对幼儿成长的教育形式。幼儿学生会根据年龄

发展,因此学习内容会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身体发展，二是情感和心理发展,三是

社会发展,四是智力发展。此外,还提出了培养幼儿学生成长的四个目标：一是

幼儿学生体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强壮健康； 二是幼儿学生的情感心理方面需要

有审美、美德、道德和良好的思维能力；三是幼儿学生与其他人分享幸福的生

活；四是幼儿学生需要培养思维能力、运用语言能力、搜索知识的能力。此外

还制定了 12 项标准,标准围绕 4 个理想特征和学习内容,包括：幼儿学生自己、

幼儿学生周围的人和地方、大自然和周围事物。Depa r tmen t o f Loca l

Administration(2017)在《泰国政府幼儿学生发展中心课程指南》中提出了适合

3-5 岁幼儿的教学形式。每天总的拓展时间应在七小时左右,包括：日常生活基

本技能活动、自由发挥活动、思维创意活动、大肌肉拓展活动、教师自由策划

活动,拓展时间比例可灵活安排调整。泰国大部分幼儿园通常选择泰语课、数学

课、生活体验课和外语课（指英语）四个科目作为主要教学科目。同时通常开

设各种课外活动,如艺术课、计算机与技术活动、音乐活动、体育活动和外语活

动(指汉语和其他语言)。组织学习体验的重要性应该是可以与其他学科的内容

以一体化教学方式教授,但要以学生为中心。组织学习体验活动时,应有自由活

动、创意活动、韵律运动活动、户外活动、教育游戏活动等(Neamhom,N.2013)。

[2] 学校课程 属于泰国教育课程的第三级 (国家级课程、本地课程、学校课程、课堂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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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幼儿汉语课的教学情况发生在孔子学院总部成立五年后。2009 年早期

的证据是 CNKI数据库中的中国志愿者教师的教学报告,大部分内容是关于中国

志愿者教师在不同教育阶段所教授的汉语课。一年后发现很多幼儿园都开设了

汉语课外活动，这就是泰国幼儿汉语课外活动的教学历史。此外一些泰国人希

望将汉语技能作为未来工作的附加技能,因此这也反映在了在华留学生总数上,

目前泰国学生总数排名第二。汉办(2007)在《国际汉语教师标准》中指出国际

汉语教师要掌握词汇发音、汉语语法和汉字,还需要具备良好的听说能力。根据

《国际汉语教师标准》为泰国幼儿学生组织听说课课并不难,只要教师会考虑组

织的活动是否符合幼儿学生的年龄、需求和兴趣。因此,泰国幼儿汉语教师大多

选择先组织听说教学,再组织阅读和写作教学,而且组织的主题内容大多来自于

班主任教师讲授的内容,不会参考汉语课程的。后来留学在中国的泰国人毕业回

国后,学校领导会让他们担任幼儿和小学教育阶段的汉语教师，原因可能是泰国

本土化汉语教师在师生交流和课堂控制方面会比中国汉语教师更有优势，所以反

映出学校在应聘中文教师的时候会优先考虑泰国本土化汉语教师或者会说

泰语的中国汉语教师。

在研究初期,笔者查阅了大量文献并进行了文献回顾,发现“幼儿汉语”选题

分为五个研究领域,一是幼儿汉语词汇教学方面:林美英(2016)、邱西丽(2015)、

黎贞(2015)、祝青(2015)、尹璐(2018)；二是幼儿汉字教学方面:田海丽(2012),

王玉珏(2019)；三是幼儿汉语教学模式方面:易鑫(2014)、张斐然(2015)、韩珍

(2018)、宋琳娟(2019)；四是幼儿汉语教学报告方面:李月梅(2014)、罗芳春

(2015)、马艺畅(2017)、杨积娇(2018)、丁善伟(2020)；五是幼儿汉语教师的

素质报告方面:张亚伟(2018)、李莉佳(2018)、丁唯(2019),而所有五个研究领

域都属于第二语言教学理论的框架。Krashen,S.(1993)根据第二语言教学理论，

一是应根据幼儿的兴趣选择语言信息,教师所教授的语言信息要激发幼儿的学

习欲望；二是在对幼儿进行语言输入时,要以生动的形式进行,如有意义的游戏、

唱歌、跳舞、画画、体育锻炼等；三是教师要承认幼儿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出

现语言错误,如果不影响教学过程教师不要应立即纠正而需要接受。桂诗春

(1985)指出幼儿汉语教学必须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需要与幼儿学生的智力相关

联。赵金铭(2008)也提出幼儿学习汉语的观点,必须强调记忆,发挥幼儿学生的

模仿能力,增加训练频率,这与成人学习中文是完全不同的。后来一些研究者利

用上述观点拓展了自己的研究,如邱西丽(2015)发现幼儿汉语教学的九大主题,

共 56 个主要词汇；黎贞(2015)也支持邱西丽的观点并加入了自己的观点,即在

幼儿汉语教学的主题中加入家庭、地点、颜色、水果和动物等主题。罗芳春(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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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提到泰国幼儿汉语教学的主题应包括身体器官、饮食、家庭成员、地点、天

气、颜色、数字和姓名。这些研究者提出的观点与《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

的学习内容是一致的。此外一些研究成果体现了幼儿汉语教学的组织理念,如易

鑫(2014)指出比较有意义的研究结果是,泰国幼儿汉语教学必须从三个主要方

面着手,一是《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的特点；二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

特点；三是泰国学前教育模式的特点。张斐然(2014)得出结论是翻译法和全身

反应法(TPR)非常适合泰国幼儿学生学习第二语言。韩珍(2018)发现汉语沉浸试

教学法的初步阶段不会显示太大的效果,但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示出效果。但宋

琳娟(2019)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多元智能理论教学非常适合泰国幼儿学生

学习汉语。此外一些研究者从第二语言教学的特点得出了研究成果,如杨积娇

(2018)提出对泰国幼儿学生进行教学必须通过四项技能(听说读写)教学,尽可

能以“玩”为主要教学方式。张昊昱(2019)也同意杨积娇的观点并补充说,要增

加“异文化教学”的知识,总之大多数研究者都提到,由于泰国幼儿汉语教学没

有通用的课程,因此不会成为系统的教学。另外易鑫(2015)、黄静(2018)、陈聪

(2018)、丁善伟(2019)分别在研究建议栏写下了自己发现但无法解决的问题，

以期后人研究人员继续回答。在笔者看来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和奇怪的研究结

果是因为那些研究人员只是在泰国短期工作进行研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探索

和聆听真实的幼儿汉语课,而有没有认真看过《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所以

不敢为泰国幼儿学生开发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 因此，笔者确定自己的研究

灵感是研究“泰国幼儿汉语的教学”,原因可能是笔者的教学经验比那些研究者

丰富,而且还是长期的泰国幼儿汉语教师。

随后笔者和导师讨论了自己想研究的想法,导师让笔者设计第一份问卷,为

了了解泰国幼儿汉语教学现状与存在问题。之后笔者将本次调查结果汇报给了

导师,导师就让笔者开发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及应用研究,才能对泰国的汉语

教育行业产生良好的贡献。因此笔者的研究课题为《泰国幼儿汉语课外活动

开发与应用研究》,属于定量研究的研究与发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丹沓纳学校位于泰国东部春武里府,是泰国私立教育委员会办公室管理的一

所中型私立学校,学生总人数800余人,教职工人数 100名以上，成立于 1964 年。

开业前期丹沓纳学校指是一所幼儿园,为了接收周围的幼儿进行培养和教育,后

来开设了小学初中高中阶段部门,丹沓纳学校的学校课程以《泰国基础教育核心

课程大纲》为标准,同时还开设各种选修课以满足学生的要求。2000 年开设小学

初中高中阶段汉语科目,9 年后就开设幼儿汉语课外活动。学校位于芭堤雅市中

心,拥有丰富的外语学习资源和使用外语的周边环境,因此笔者选择丹沓纳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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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研究的实验基地。

笔者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发现泰国幼儿汉语教学存在

的问题在于缺乏针对幼儿汉语课外活动的标准课程。这样教师就会存在教学计

划模糊的问题,无法开展汉语四技能教学,而选择的教学活动也不符合《泰国学

前教育课程大纲》和执行功能概念的组织活动原则。另外幼儿学生在幼儿教育

阶段学到的知识不能用在小学教育阶段。因此笔者决定为泰国学前教育开发一

门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



6

二、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

(一)第一阶段:文献研究(Phase1:Literature Research)

1.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开发模式和课程结构是怎样？,泰国幼儿汉语教学

现状如何？,课程开发的基本情况和必要性是什么？

(二)第二阶段:课程设计与开发(Phase2:Design&Development)

1.Tesse混合式教学法的概念和教学步骤是什么？,基于 Tesse混合式教学法

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是如何开发的？

(三)第三阶段:课程实施(Phase3:Implementation)

1.课程实施过程是怎样的？,课程效率是否达到标准？,采用基于 Tesse混合

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组织学习体验后,幼儿学生会有怎样的学习成

果和学习行为？

(四)第四阶段:课程评价(Phase4:Curriculum Evaluation)

1.课程的满意度如何？,课程的评价结果如何？,课程的使用状态如何？

三、研究目标(Research Objectives)

本次研究目的是为了开发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如下：

(一)第一阶段:文献研究(Phase1:Literature Research)

1.为了收集、综合和明确课程开发的基本信息和必要性；

(二)第二阶段:课程设计与开发(Phase2:Design&Development)

1.为了设计 Tesse混合教学法、开发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

(三)第三阶段:课程实施(Phase3:Implementation)

1.为了了解课程的效率,采用课程组织学习体验后的学习成果和学习行为。

(四)第四阶段:课程评价(Phase4:Curriculum Evaluation)

1.为了了解课程满意度和课程评价均值,判断课程的使用状态。

四、研究假设(Research Hypothesis)

1.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达到 80/80 效率标准。

2.采用基于 Tesse 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组织学习体验后,幼

儿学生的后测成绩高于前测成绩。

3.采用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组织学习体验后,幼

儿学生的学习行为高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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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

本研究属于定量研究的研究开发型,研究框架如下：

图 1-01: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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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范围(Scope of research)

本研究范围如下:

(一)研究总体、样本(research Population and Samples)

本次研究的总体和样本分为以下 3个研究期:

1.第一期:文献研究期

(1)幼儿汉语教师,134 名泰国幼儿汉语教师。

(2)专家,共 8 位专家。分成课程与教学领域 1 位,汉语教学领域 2位,幼儿发

展领域 1 位,督导与教学领域 3 位,学前教育领域 1 位。笔者采用立意抽样方法

进行抽样,立意抽样准则为从事工作五年以上。

表 1-01:专家名单表
专家名单 职位与工作地点 研究方向

1 Dr.Sangrung Poolsuwan Aksorn Education公司的学习设计总监 课程与教学

2 Mr.Adirek nuansri 泰国中文教师学会理事员 汉语教学

3 Mr.Hai yang Jinbu Chinese学校 汉语教学

4 Mr.Yongyos Kotpoothorn Paidi (Kids Development)Clinic Nongpure 幼儿开发

5 Miss.Thitirat Keawpila Siriprach Wittaya学校 泰国学前教育

6 Miss.Rungsima Chanthachot K4级监督员，芭提雅城教育处 监督教学

7 Miss.Wilawan Somkuien K3级监督员，芭提雅城教育处 监督教学

8 Miss.Kaimuk Maneesri K2级监督员，芭提雅城教育处 监督教学

(3)相关人员,共 10 位相关人员,分成学校领导 1位、汉语言讲师 2位、幼儿

教师 2位、第二语言教学讲师 1位、中国文化教师 1位、中国籍的家长 1位、泰

国籍的家长 2位。笔者采用立意抽样方法进行抽样,立意抽样准则为从事工作

五年以上或有孩子在上幼儿园。

表 1-02:相关人员名单表
相关人员名单 工作地点 职位

1 Miss Piraiporn Sereemanakij 丹沓纳学校，春武里 校长

2 Miss Natthanicha Ratthanakunchon 丹沓纳学校，春武里 幼儿教师

3 Miss Nareerat Supphamongkol Ban Bo Welu学校，尖竹汶 幼儿教师

4 Miss Sudarat jongburanyasit 泰国宋卡皇家师范大学 汉语言教学专业的讲师

5 Miss Rachawadee Chanthong 爱国室利佛逝皇家理工大学 汉语言教学专业的讲师

6 Mr. Phuriphan lert o-part 泰国皇家理工大学 第二语言教学专业的讲师

7 Miss Deng hong 丹沓纳学校，春武里 中国国籍家长，汉语教师

8 Miss Kulthida Taveesinboonyakorn 丹沓纳学校，春武里 泰国国籍家长

9 Miss Jitlada Weawwab 丹沓纳学校，春武里 泰国国籍家长

10 Miss Payom Pattharawarangkul 天宝佛堂，曼谷 中国文化教师

2.第二期:课程实施期

(1)幼儿学生,总体为丹沓纳学校的 2022 学年第一学期的幼儿学生,共有

三个年级(小班、中班、大班),每个年级有 2个班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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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一年级(小班)分为 1/1 班和 1/2 班

幼儿二年级(中班)分为 2/1 班和 2/2 班

幼儿三年级(大班)分为 3/1 班和 3/2 班

样本为丹沓纳学校的 2022 学年第一学期 3/2 班的学生。笔者采用整群抽样

方法进行抽样。幼儿三年级,3/2 班级的学生总数为 24 名学生(学生水平和性别

混合)。

3.第三期:课程评价期

(1)幼儿汉语教师,第一期泰国本土化幼儿汉语教师的一部分。

(2)幼儿学生,丹沓纳学校的 2022 学年第一学期 3/2 班的学生。

(3)学校相关成员,丹沓纳学校领导、教育处教师、学前教育教师、外语部教

师。

(4)社区成员,丹沓纳学校的 2022 学年第一学期 3/2 班的家长。

(二)研究内容(Research Content)

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采用《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

纲》制定的学习内容,包括以下四大主题:

1.幼儿学生自己,幼儿姓名、身体器官、家庭成员、饮食、问候,保护卫生。

2.幼儿学生周围的人和地方,喜爱的家庭、我的家、我们的社区、美学与礼

仪、重要节日、人物、我的国王、社区的职业、国家。

3.大自然,动物生物、植物、大自然、时间、自然灾害的预防、自然能源。

4.周围事物,非生物、交流与交流工具(语言使用)、字(声母、韵母、声母)、

颜色、形状、数量、体重、时间，大小面积、交通工具、体重、金钱、课本的正

确使用方法。

（三）研究变量(Research Variable)

1.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

(1)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

2.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

(1)学习成果

(2)学习行为

(3)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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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工作计划(Research workplan)

研究工作计划分为 4个阶段,包括:第一阶段文献研究；第二阶段课程设计与

开发；第三阶段课程实施；第四阶段课程评价。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15 日,共计十五个月如下:

表 1-03:研究工作计划表

从表 1-03 研究工作计划来看,本研究工作计划分为四阶段,时间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文献研究；计划开展时间为 240 天，时间为 2021 年 9月 1日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主要任务是查阅相关资料,采访专家和相关人员,收集和分析课程

开发的基本信息和必要性,对课程开发模式和课程结构进行综合研究。

第二阶段课程设计开发；计划开展时间为 60 天,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5 月 30 日。主要任务为课程设计、课程开发、课程手册制作、研究工具

设计、研究工具评审,准备学习体验计划。

第三阶段课程实施；计划开展时间为 180 天,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 日至 10

月 30 日,主要任务是课程实施、数据收集、数据统计、结果分析。

第四阶段课程评价,计划开展时间为60天,时间为2022年 10月 01日至2022

年 11 月 30 日,主要任务是课程评价及课程修订。

2021 年 2022 年

0

9

月

1

0

月

1

1

月

1

2

月

0

1

月

0

2

月

0

3

月

0

4

月

0

5

月

0

6

月

0

7

月

0

8

月

0

9

月

1

0

月

1

1

月

第一阶段：文献研究

1.参考相关材料 ● ● ● ● ● ● ●
2.收集开发课程的基本信息 ●
3.整理基本信息并进行综合

研究
●

第二阶段：课程设计与开发

4.课程设计 ●
5.课程组织 ●
6.课程实施前分析 ●
第三阶段：课程实施

7.课程实施 ● ● ● ● ●
8.收集数据 ● ● ● ● ●
9.数据统计与分析 ● ●
10.课程实施总结 ●
第四三阶段：课程评价

11.课程评价与修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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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究术语(Definition of terms)

为便于理解,笔者对研究中的常用术语解释如下：

表 1-04:研究工术语
研究术语 解释

第一阶段:文献研究（Phase1:Literature Research）
1. 课程开发模式 通过综合研究法得出，包括分析课程要求、制定课程目标、分析原则目标结

构、选择课程的学习内容、收集课程的相关内容、选择学习体验、安排学习

体验的体系化、计划与建设、课程实施、课程培训、课程评估、课程修订。

2. 课程结构 通过综合研究法得出,包括原则、理念、想象、目的、组织内容模式/大纲、

学习内容及学习时间、组织教学活动的方法、教学经验、学习媒体和材料、

教学气氛、教学策略(标准)、测量和评估。

3. 幼儿汉语教师 共有来自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 134 泰国本土化汉语教师参与了《一号问

卷》。

4. 发展评估 在《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中“测量与评估”称为“发展评估”,是观察幼

儿学生在学习和活动中的行为的过程,必须不断地用自创的研究工具来记录。

第二阶段:课程设计与开发（Phase2:Design&Development）
1. Tesse混合教学法 Tesse混合教学法是一种全新概念混合教学法,包含五个教育概念，《泰国学

前教育课程》、执行功能概念、汉语四大技能、第二语言教学理论的部分教

学法、中国文化和跨文化交际的基本内容，字母循序就是 t-e-s-s-e，读音为意

大利语(tes-se)，意为编织,因此笔者选择泰国手工编织鱼为标识。

2. Tesse混合教学法 四个过程:(准备过程；教学过程；实践过程(基础 AIC(DEG)-高级 HBF)；总结

过程)。
3. 幼儿汉语课外活

动课程

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课程开发工作分成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规划、幼

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设计、实施前课程评估、实施前课程修订。

4. 课程使用手册 《Tesse混合教学法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使用手册》通过 7 位专家评审，

评审结果为 4.69。

5. 学习内容 学习内容包括幼儿学生自己、幼儿学生的周围人和地方、大自然、周围事物。

6. 学习体验 学习体验需要根据组织教学的原则来设计,组织教育的原则包括从全中文过

渡到中英双语教学、营造中文环境、不解释词义，多用有意义的游戏、在课

堂上保留中国特色。

7. 课程评估 课程评估的工作项目包括目标、制定课程的评估者、设计评估标准、7 位专

家评审、数据统计、课程评估后课程修订等。

8. 听力 第 1-30 课的单词；简单的句子；声调；课堂用语；日常用语；数字。

9. 口语 第 1-30 课的单词；简单的句子；简单的自我介绍；课堂用语；日常用语；数

字

10. 阅读 拼读汉语拼音(声母+单韵母+声调 / 声母+复韵母+声调)；

象形字:日、山、木、水、月、门、手、火、田、大、车；

常用汉字:我、你、他、爸爸、妈妈；数字:1-99

11. 写作 汉语拼音:23 个声母；6个单韵母；19个复韵母(ɑi、ei、ɑn、ao、ou、ang、

eng、ong、iɑ、iɑo、ie、iu、iɑn、in、iɑng、ing、uɑ、uo、uɑn)；4 个声

调；

笔画：横、竖、撇、捺、点、提、横折、竖钩、竖弯钩、横沟；

象形字：日、山、木、水、月、门、手、火、田、大、车；

常用汉字：我、你、他、爸、妈；

12. 执行功能 1.基本功能:A.“记忆后使用”；B.“在继续之前停止思考和决定”；C.“灵

活的思维”

2.自我管理功能:D.“关注力”；E.“对自己工作满意，欣赏别人的工作”；

F.“了解自己的能力并表达自己的感受”

3.实践功能:G.“敢做感想敢做决定”；H.“设计工作时间框架和准确性目

标”；I.“自己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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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术语 解释

13. 语言沉浸教学法 1.教师在课堂上尽量使用汉语言讲解；2.教师需要创造类似于中国的各种形

式的教学环境；3.出示单词卡时,教师无需要解释单词的意思,只需要领学生

朗读即可；4.教师需要将教学环境或教室设计成“中国风”。

14. 一体化教学法 混合式教学法,CLIL教学法,泰国一体化教学法。

15. 跨文化交际 重要节日(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元旦、圣诞节、父亲节、母亲节)

筷子、剪纸、舞蹈、国语歌曲、吃喝玩乐、扇子、中药、武术、舞龙、京剧、

熊猫、中国结、国画、毛笔。

第三阶段:课程实施（Phase3:Implementation）
1. 学习体验计划 学习体验计划由八个部分组成，包括一是学习目标；二是学习概念；三是主

要学习内容；四是组织学习体验过程；五是学习媒体和资源；六是学习一体

化；七是学习发展评估；八是课后记录。

2. 学习成果测试表 学习成果测试表的工作项目包括研究相关文献、设计学习成果测试表(30 道

试题)、7位专家评审、数据统计,评审结果(内容效度)为 0.91。

3. 试点实验期 对本期样本给出学习成绩测试进行测试，设计试题难度与区分度的标准，并

符合试题难度和区分度的条件共 28 道试题，信度值为 78.56%。

4. 观察表 观察表的工作项目包括查阅相关文献、设计有框架观察表、7 位专家进行评

审、数据统计，评审结果(平均数)为 4.45。

5. 总体 丹沓纳学校 2022 学年第一学期幼儿学生,分为三个年级(小班 1/1 和 1/2 班、

中班 2/1 和 2/2 班、大班 3/1 和 3/2 班)。

6. 样本 丹沓纳学校 2022 学年第一学期 3/2 班 de1 学生。笔者使用整群抽样方法进行

抽样。幼儿三年级,3/2 班学生总数为 24 名学生(学生的水平和性别混合)。

7. 教材 世界汉语教材第四册(第 18-24 课)。

8. 幼儿学生 丹沓纳学校的 2022 学年第一学期 3/2 班的学生

第四阶段:课程评价（Phase4:Curriculum Evaluation）
1. 满意度调查表 满意度调查表的工作项目包括查阅相关文献、设计满意度调查表、7 位专家

评审、数据统计,评审结果(平均数)为 4.62。

2. 课程评价表 课程评价表的工作项目包括查阅相关文献、设计课程评价表、7 位专家进行

评审、进行数据统计,评审结果(平均数)为 4.64。

3. 结果条件与课程

的使用状态

条件：项目评价的每个项目结果必须在“绿色、绿色”区域才可以直接使用；

如果在“红色、绿色”；“绿色、红色”；“红色、红色”区域,需要部分修

订或停止使用的。

八、预期收益(Expected benefits)

（一）研究结果

1.可作为未来幼儿学生学习成果发展的研究思路计划。

2.可作为今后幼儿学汉语教师教学模式发展的研究计划。

3.可作为今后汉语教学与其他科目教学混合发展的研究计划。

4.可作为今后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开发的研究思路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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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综述

一、课程开发

（一）课程定义

Tyler,R.W.(1949)学校为实现其教育目标而计划和指导的整个学习体验。

Taba,H.(1962) 将“课程”定义为包含对目的和具体目标的陈述；它表示对内容

进行一些选择和组织；它暗示或展示了某些学习和教学模式。Buasri,T.(1999)

认为课程是由教师设计和开发的,以实现课程建设的目标,使学生有能够进一步

学习和发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课程是一门内容详实、教学系统、活动有趣、评价标准,

学生可以积累经验和新知识,此外课程可以根据学生或社区环境进行修改,为学

生创造最大的潜力。

(二)课程的重要性

Wongyai,W.(1982)提出课程的重要性是每一个教育系统不可缺少的东西，因

为课程是教育管理的标准,也是学习目标的指南,也是教师的实施组织学习管理

(包括学习内容、学习过程、学习思维、社交能力、道德品质、学习价值观)。

Bua-sri,T.(1999)提出课程的重要性是向使用者传达《国民教育》的意图和目标的

工具,也是正在付诸实践的教学工具。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课程有两个重点,一是教学管理中的教学标准,教学目

标的引导；另一个是可以向课程使用者传达《国民教育》的意图和目标的工具,

也正在付诸实践的教学工具。

（三）课程结构定义

笔者研究了国内外课程开发专家提出的课程结构观点,并参考了一些相关

文献和研究成果,发现国内外 9 位课程开发专家提出了课程结构观点。专家对课

程结构的观点如下:

Tyler,R.W.(1949)提到课程结构应该包括四个部分,1)目标,2)教学体验,3)

组织教学体验的方式,4)评价方法；Taba,H.(1962)也提到课程结构还应该包括

四个部分,1)通用目标和特殊目标,2)学习内容和时间,3)教学活动的组织方

式,4)评价方法；Nolet,V.&Mclaughlin,M.J.（2000)提出各级课程必须包括三个

部分：1)课程目标,2)课程内容范围,3)课程教学与时间关系；Utranan,S.(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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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好的课程必须具备六个关键结构:1)合理性和必要性,2)通用目标和特殊目

标,3)学习内容和体验,4)教学管理建议,5)在教学中的使用教案和媒体,6)评估

方法。Bua-sri,T.(2000)提出课程必须由九个部分组成,包括 1)《国民教育》的

目标和政策,2)课程目标,3)课程形式和结构,4)课程目标,5)学习内容,6)学习

要点,7)教学方针,8)评估,9)课程教材与教材；Department of Academic

Affairs(2001)总结课程结构应包括 1)学习内容,2)学习范围,3)学习时间,以达

到课程目标；Kunanukorn,S.(2000)提出课程结构应该有四个部分,1）目的,2）

内容,3）课程的使用,4）评估；Wongsaphan,M.(2021)总结课程的结构部分应该

包括 1)课程概念,2)课程想象,3)课程原理,4)课程目的,5)学习内容,6)学习活

动和学习测量；Kaewurai,W.(2021)提出课程结构应包括 1)原则,2)目的,3)大

纲,4)组织学习经验方法,5)评估。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9位课程开发专家提出的课程结构观点是非常有道理的。

然后发现每位专家提出的课程开发模式和课程结构观点不尽相同,最后笔者选择

“综合法研究
[3]
,即综合提出各位专家的观点及信息。

[3] 研究综合法 (英文:Synthesis research)从多个来源整合对一个想法/论点的支持，同时确

定来源如何相互关联以及与您的主要想法相关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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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1:课程结构的综合研究结果

从表 2-01 可以看出,本综合研究综合了 9 位国内外课程开发专家的观点。发

现课程结构(Curriculum Structure)应包括:课程原则,课程开发的原则必须与拟

开发的科目相关,必须与国家课程大纲(指泰国学前教育课程)、本地课程大纲

(指春武里府)、学校课程大纲(指丹沓纳学校)相一致。课程概念,编写课程的理

念必须保持课程开发者想要表达或需要的理念。课程想象,编写课程的想象必须

表达课程建设者和使用课程者的承诺意图和合作,并且必须以易于记忆的方式

编写。课程目标,编写课程目标应从学习者的期望意图、教育方法和范围、选择

内容、活动和评价等方面进行设计。组织内容模式,编写组织内容模式一般是为

了明确教师课程的设计,要有教学目标、课程体系、对学生的期望和要求,课程

大纲应包括科目页面、课程描述、课程目标、课程安排、教材、参与课程先决

条件、课程要求、课程评价、课程规章制度和课程日历。学习内容和学习时间,

学习内容的编写需要符合《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的四大主题,课程的学习时

间也应该符合幼儿学生的年龄。组织学习活动的方法,必须根据执行功能概念的

课程结构

国外专家 国内专家 合计

1.
T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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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62

）

2.
Ty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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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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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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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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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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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K
un
an
uk
or
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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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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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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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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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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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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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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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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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

率

值

百分比值

1.课程原则 ● ● ● ● 4 44.44

2.课程概念 ● 1 11.11

3.课程想象 ● ● 2 22.22

4.课程目标 ● ● ● ● ● ● ● ● 8 88.88

5.组织内容模式 ● ● ● ● ● 5 55.55

6.学习内容和学习

时间
● ● ● ● ● ● 6 66.66

7.组织学习活动的

方法
● ● ● ● ● 5 55.55

8.学习体验 ● 1 11.11

9.学习媒体和资源 ● ● 2 22.22

10.课堂氛围 ● 1 11.11

11.教学策略 ● 1 11.11

12.测量与评估 ● ● ● ● ● ● 6 66.66

标注：●=专家提出过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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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进行组织。学习体验,编写学习体验需要兼顾学习计划和学习教师的内外环

境,还要考虑在学习过程中通过有意义的游戏获得真实体验,让幼儿学生自己练

习。学习媒体和资源,学习媒体主要是手工媒体和电子媒体,而选择学习资源的

规则必须选择距离学校最近的资源作为首选。课堂氛围,编写课程的课堂气氛规

则必须参照《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的相关内容。教学策略,编写课程的教学

标准必须参照《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中的十二项教学标准,汉语技能的教学

标准可以重新设计。测量与评估,编写测量与评估方法,要考虑真实评估的测量

方法,因为一般的泰国学前教育阶段总是以真实评估作为评估方式。

（四）课程开发模式定义

课程开发模式是指课程建设和修订过程。有些课程是新建的,有些课程是在

原有课程的基础上进行部分修订的。但在修订过程中必须保留开发者原有的建

设概念。Taba,H.(1962)总结了课程开发与修订的定义,一是课程开发,一般要开

发三个方面(课程目标、课程学习内容、课程测量与评估)；二是修订原有的课

程,课程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修订,但开发者的建设理念是无法修订的。

Wongyai,W.(1982)认为课程是帮助学生学习的工具,也可以成为课程开发的模

式或系统。Wongsaphan,M.(2021)认为课程就是修订原有课程的工作项目,为了

适应国内外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和治理的变化,课程开发必须围绕课程目标、

内容、教学方法、学习管理和测量评估等。Kaewurai,W.(2021)也认为了课程开

发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过程,过程比较系统。为了更好地修订课程或更好地满足学

生和社会的需求,课程修订过程中,可能会修订所有内容,也可能会选择部分内

容进行修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课程开发分成两种方式,一是重新建设；二是修订原有

课程,而课程开发必须考虑国内外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和治理变化,以及学

生和社区的需求。

（五）课程开发模式的过程

笔者研究了国内外课程开发专家提出的开发模式观点,并参考了一些相关文

献和研究成果,发现国内外 7 位课程开发专家提出了课程开发模式观点。专家对

课程开发模式的观点如下:

Tyler,R.W.(1949)提出课程开发模式必须能够回答课程的四个基本问题,包

括:1)课程的真实目标和临时目标,真实目标将来自学生群体和学术内容,临时

目标通常由教育和心理学理论提炼出来；2)制定课程的教学体验,开发者必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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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课程的教学体验内容；3)需要安排教学体验安的体验计划；4)课程评价是评

判课程质量和学习者质量的过程。Taba,H.(1962)提出自己的课程开发模式观点,

一个好的课程开发模式必须体现两点,第一点是知识和学习体验的来源、第二点

是学习思维的来源。第三点是在开发课程时,归纳教学法必须从底层过程向顶层

过程,包括七个过程 1)分析课程的基本要求；2)需要制定课程的真实目标；3)

选择课程内容；4)整理所有选择的学习内容；5)选择教学体验(必须选择符合课

程目标和学习内容)；6)收集各种教学方法和活动的教学体验（需核对教学体验、

教学方法以及活动信息的相关性)；7)课程评价。Sayler,G.&Alexander,W.(1974)

对 Tyler,R.W.(1949)和 Taba,H.(1962)的课程开发模式进行了补充。总共有四个

过程,包括 1)制定课程目标和范围,必须考虑学习者发展、人际关系和持续学习

技能和专业信息,还必须考虑外部变量(专家意见、社会成员的需求、国家法律、

研究成果、教育理念),并加以结合；2)课程建设；3)课程实施；4)课程评价,为

了能评价课程的成功性(课程各种方面、教师的教学质量、学习者的学习行为)。

Department of Academic Affairs(2001)提出了泰国本地学校课程建设与修订模式

观点,必须将新技术和媒体准备添加到课程开发模式中,总共有五个过程：1)需

要研究和分析数据,相关数据包括教育、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媒体、传播

和人口方面；2)需要对课程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包括课程原则、课程目标、课

程结构和课程描述；3)需要根据课程的基本需求来建设课程,4)制定学习管理指

南；5)制定教学计划。Wongyai,W.(2001)提出了自己的课程开发模式观点,分为

五个过程:1)需要确定课程的目标、原则、结构和建设方法；2)需要对课程的学

习内容和学习单元进行初稿 3)需要将课程带至试点学校实施,需要等待课程实

施的结果,再决定课程的修改；4)需要对教师和相关人员进行培训；5)修订后的

课程将适用于教育机构,包括教学计划、教学作业和课程评估。Wongsaphan,M.

(2021)提出,课程综合发展的发展模式必须由课程建设、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三

部分组成,1)课程建设部分,包括课程基本要求、课程形式、课程质量评审和课

程实施前的修订；2)课程实施部分,包括课程审批、课程规划、课程实施；3)

课程评价部分包括课程相关文件评价、课程体系评价、课程管理体系评价、学

生学习成果评价、教学质量评价、毕业生跟踪评价。Kaewurai,W.(2021)提出了

自己的课程开发模式观点,分为八个过程:1)需要进行文献研究和分析和总结课

程建设的基本需求；2)要制定课程目标(认知类、技能类、心理类)；3)需要制

定课程的学习内容；4)学习体验需要安排顺序(难度和连续性也要符合学习者的

水平)；6)课程实施要有流程和计划,而需要设计课程实施工作计划手册；7)课

程评价,包括课程实施前评价、课程实施中评价、课程实施后评价；8)课程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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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笔者认为7位课程开发专家提出的课程开发模式观点是非常有道

理的。然后发现每位专家提出的课程开发模式和课程结构观点不尽相同,最后笔

者选择“综合法研究(Synthesis research),即综合提出各位专家的观点及信息。

表 2-02:课程开发模式的综合研究结果

从表2-02可以看出,本次综合研究是基于7位国内外课程开发专家的观点。

发现课程开发模式(Curriculum Development Mode)包括 12 个过程,具体如下:

第一过程分析课程要求,针对《泰国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开发的基本信息

和必要性》调查结果中的信息进行原因分析。第二过程制定课程目标,经过前面

的过程分析,课程建设者必须设计课程目标,课程目标需要涵盖三种学习行为,

包括认知范畴、技能范畴和心理范畴。此外课程目标的内容必须与《泰国学前

教育课程大纲》的目标相关联。第三过程分析原则目标和结构,必要结合既定

的课程原则、课程目标和课程。为体现教学规律,制定了指导教学工作的基本要

求,并可以知道期望达到什么样的教学水平,最后可以看到课程结构的详细内容。

课程开发模式

的过程

国外专家 国内专家 合计

1.
Ta
ba
,H
.（

19
62

）

2.
Ty
le
r,R

.W
.（

19
49
）

3.
Sa
yl
er
.G
.&

A
le
xx
an
de
r.W

.（
19
74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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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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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to
f

A
ca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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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fa
irs

（
20
01

）

5.
W
on
gY

ai
.W
.（

20
01

）

6.
W
on
gs
ap
ha
n.
M
.

（
20
21

）

7.
K
ea
w
U
ra
i.V

.（
20
21

）

频率值 百分比值

1.分析课程要求 ● ● ● 3 42.85

2.设定课程目标 ● ● ● ● ● ● 6 85.71

3.分析原则目标和

结构
● 1 14.28

4.选择课程内容 ● ● ● ● 4 57.14

5.收集课程的相关

内容
● ● ● 3 42.85

6.选择学习体验 ● ● ● ● 4 57.14

7.安排学习体验的

体系化
● ● ● ● ● 5 71.42

8.计划与建设 ● ● ● 3 42.85

9.课程实施 ● ● ● ● ● 5 71.42

10.课程培训 ● ● 2 28.57

11.课程评估 ● ● ● ● ● ● 6 85.71

12.课程修订 ● 1 14.28

标注：●=专家提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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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过程选择学习内容,课程的学习内容应该是一种围绕幼儿学生的故事,这些

故事的内容可以用来组织学习体验和学习活动。为了让幼儿学生激发自己的想

法和智慧,并能达到学习体验设定的目标。学习体验的组织方式最好不要让低年

级学生死记硬背内容,但教师可以自由设计学习体验的细节和过程,但必须符合

低年级学生的需要和兴趣。这使幼儿学生能够充分积累重要的学习体验。根据

《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幼儿学生学习的主要内容有四个主题,包括:幼儿学

生自己、幼儿学生周围的人和地方、大自然和周围事物,同时增加了汉语拼音、

象形字、单韵母、笔画、复韵母的。第五过程收集课程的相关内容,必须参考一

些幼儿教育阶段的第二语言课程和一些学校课程,最后需要参考《泰国学前教育

课程大纲》、《国家汉语教师标准》和基于执行功能概念的组织活动原则。第

六过程选择学习体验,《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提到,在选择学习体验时,一定

要参考重要经验
[4]
,一般幼儿教师设计学习体验时会参考重要经验,为了采取幼

儿学生行动信息,包括身体发育重要经验、情感与心理发展重要经验、社会发展

重要经验、智力发展重要经验。第七过程安排学习体验的系统化,课程必须系统

化,并能与下一阶段的教育相关联,说明幼儿教育阶段的学习经历,必然与小学

一年级的学习管理有关。第八过程规划与建设,课程建设者必须设计出一本课程

使用手册,为了使课程使用者易于操作,课程使用手册应包括课程描述、学习主

题、课程定义以及课程的各个结构的内容,然后课程使用手册需要通过质量评审。

第九过程课程实施,课程建设者在此过程中必须选择幼儿园,然后将实施完整版

课程,实施时间至少为一个学期。一般需要准备主要教学法、教材,设计学习体

验计划、课程实施工作计划、课程管理计划。第十过程课程培训,在课程实施之

前课程建设者还可以组织一次课程培训向课程使用者讲解各种教学技巧和教学

内容。第十一过程课程评价,课程建设者可以利用各种研究工具进行评价,最好

有三个评价期,分别为课程实施前、课程实施中、课程实施后。可以参与课程评

价的人员包括学习机构人员、教师、家长、学生和感兴趣的人。第十二过程课

程修订,收集课程开发中产生的数据和信息,对这些数据和信息进行数据统计和

内容分析,然后得出结果,根据课程评价准则进行评价。

二、泰国学前教育课程

Ministry of Education(2017)在《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中提出的基础知识

是关于泰国学前教育的理念和愿景,即幼儿学生必须通过有意义的游戏发展自

[4] 重要体验表 将有助于向教师解释幼儿学生要做什么,了解周围的事物,了解每一种经验对幼儿学生的

成长有多么重要。帮助教师观察、支持和规划幼儿学生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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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身体、情感和心理、社会和智力。教学还需要符合大脑功能发展的基本理

念。为了造福于幼儿学生今后的生活,让幼儿学生懂得在生活中积累纪律,在更

好的学习环境中为幼儿学生组织更好的教育,根据课程目标的要求帮助幼儿学

生发展和学习,然后根据课程评价准则对幼儿学生的各个发展方面进行评价。最

后,泰国的学前教育还让幼儿学生家长、教育机构和社区成员一起参与发展幼儿

学生的基础教育。Phonyotin,P.(2020)认为泰国学前教育课程是幼儿教育机构在

教育管理中使用的框架和课程标准。Sakulpradit,k.(2019)认为泰国学前教育课程

是泰国核心课程之一,具有灵活性。教育机构可以根据幼儿学生和当地课程条件

进行调整,以主动学习为重点教学法,强调幼儿学生的行动和有意义游戏,而泰

国学前教育课的主要目标是让幼儿学生成为优秀、自律、睿智、快乐的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泰国的学前教育课程应该是通过幼儿学生的学习行动

和有意义游戏来进行的课程,要让幼儿学生家长、教育机构和社区成员共同开发

幼儿学生的基础知识和教育,并且课程可以根据个人情况进行调整。

(一)关于《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发展方面的理念

1.关于幼儿学生发展的理念，

Ministry of Education(2017)在《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中提出幼儿学生发

展的概念,是指幼儿学生在生活中不断发展变化,包括量的发展和质的发展。一

般来说,它是根据幼儿学生的年龄来发展的,即同龄的幼儿学生发展步骤相同,

而年龄异同的幼儿学生发展速度和发展过程则不同。一般发展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身体发展；二是情感和心理发展；三是社会发展；四是智力发展,并且每一

个发展都会相互关联。因此,幼儿学生发展的理念也可以看作是幼儿教师经常用

来发展幼儿学生的发展指南。同时可以根据每个幼儿学生的差异促进教学,组织

一个接近自然的教学过程。此外,它还可以激发幼儿学生的潜能,预防幼儿学生

的学习障碍,帮助幼儿学生解决相关问题。

图 2-01:幼儿学生发展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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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01 来看,笔者认为三年级的幼儿学生在四个方面的发展一定有系统

的发展过程。例如:三个年级的学生可能学习相同的主题,但教师需要以幼儿学

生的身体生长速度和年龄作为教学标准。小班应该用最短的学习时间,大班应该

用最多的学习时间。最后,笔者认为此概念可以作为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开发

的基础信息。

2.幼儿学生全面发展的理念和符合幼儿学生发展的实践理念

Ministry of Education(2017)在《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中提出了幼儿学生

全面发展的理念和符合幼儿学生发展的实践理念,指全面发展教育需要考虑到

幼儿学生发展的方面,在组织教学时,教师不能只关注概念教学的任何一个方面,

此外还要注重幼儿学生身体发展、情感和心理发展、社会发展和智力的重要经

验,包括:

(1)符合幼儿学生年龄

要了解不同年龄段的幼儿学生有哪些不同的发展方面,并且有必要知道如

何将促进给那些年龄段的幼儿学生。这种方式就可以猜测学生下一个年龄段的

幼儿会发展成什么样,从而为幼儿学生安排最适合的学习体验和活动。

图 2-02:学习体验、学习活动需要符合幼儿学生的年龄

从图2-02来看,笔者认为三个年级的幼儿学生会有不同的促进发展的方法。

比如在身体发展方面,小班中班和大班学习相同的主题内容,但学习经验的组织

不会大同小异。因此,此理念可以作为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开发的基本信息。

(2)符合每个幼儿学生

必须考虑到每个幼儿学生爱好、兴趣、能力和天资方面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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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学习体验、学习活动需要符合每个幼儿学生

从图 2-03 来看,笔者认为课堂教学不像补习班教学,因为不能满足每个学

生的专注力、兴趣、能力和天资的需要。因此,此概念可能值得进一步讨论。

(3)符合幼儿学生生活的社区和文化背景

必须考虑幼儿学生的学习环境,能否为幼儿学生创造最佳的学习效率。学习

的周边环境包括家庭和日常生活社区。此概念的信息可用于课程开发的早期阶

段,例如组织有意义的学习体验、组织学习小组、为幼儿学生寻找最合适的评估

方面,以及如何创造良好的亲校和社区关系。

图 2-04:学习体验、学习活动需要符合幼儿学生生活的社区和文化背景

从图 2-04 来看,笔者认为当世界被 2019 冠状病毒疾病感染时,技术和无线

通信将在学习和建立关系方面发挥相对较大的作用,比如:幼儿学生在线学习知

识和提交作业等。但问题是幼儿学生不能自己操作,需要依靠家人的帮助。此想

法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教学讨论。

3.关于教学管理符合幼儿学生大脑行动的理念

Ministry of Education(2017)在《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中提出,教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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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幼儿学生大脑活动的理念。大脑是教育发展最需要的身体器官,而大脑从母

亲的子宫开始发育,此时脑细胞开始与其他器官连接,开始控制身体各部分的功

能。执行功能是前脑的思维功能,负责幼儿的思维、感觉和行动,在幼儿时期发展

最佳。执行功能用于管理和控制幼儿的工作记忆、注意力、决策、抽象思维和

其他认知方面。此外执行功能可以通过有意义的活动和学习体验得到发展,对

幼儿学生未来的生活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图 2-05:教学管理需要符合幼儿学生大脑行动的概念

图 2-05 来看,笔者相信很多研究者都提到了幼儿学生执行功能的话题,因为

执行功能是一种可以帮助幼儿学生发展和管理自我的功能,包括:基本技能
[5]
、

自我调节
[6]
、实用功能

[7]
。现在大多数研究者都会受到执行功能概念的启发,

所以笔者也想利用执行功能的概念来开发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

4.关于幼儿学生通过有意义的游戏学习的理念

Ministry of Education(2017)在《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中提出幼儿学生通

过有意义游戏学习的概念。有意义游戏是幼儿学生可以自由表达和创造想象力

的活动。可以从物体人和周围环境反映了生活中的发展和学习水平。有意义游

戏还可以给幼儿学生带来乐趣和放松,从而促进身体、情感和心理、社会和智力

的发展。因此,有意义游戏是学习体验或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A)有意义的游戏,是学习体验的基本教学工具,有意义的游戏被认为是幼儿

学生学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教学结构,因为有意义的游戏可以让幼儿学生轻松

获得知识的途径,同时他们也有机会移动他们的身体器官并使用他们的感官知

[5] 基本技能(英文:Basic Skill)
[6] 自我调节(英文:Self-regulation Skill)
[7] 实用功能(英文:Practical Sk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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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在这种学习方法中,幼儿学生可以了解自己的感受和他人的感受。此外幼儿

学生有机会自己探索、实验、创造、思考和解决问题,这也有助于他们从周围的

环境和人物中学习获得到更多的知识。有意义的游戏必须通过教学媒介、设备

和玩具进行的。

图 2-06:幼儿学生通过有意义的游戏学习的理念

从图 2-06 来看,笔者认为有意义的游戏应该是幼儿学生学习体验中不可或

缺的结构,因为幼儿学生在玩游戏时会感到乐趣,不会感到有压力,又是一种发

展最快的幼儿学生教育方法。

5.关于学前教育一体化教学
[8]
的理念

Ministry of Education(2017)在《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中提出了学前教育

一体化教学的概念。学前教育是一种需要通过有意义的游戏和活动来学习的教

学方式,而泰国学前教育让教师可以在学习体验中自由组织教学,所以经常可以

看到教师会把很多科目的知识做成一体化内容来教学的。另外幼儿教育阶段可

以进行一体化的教学内容包括：数学、科学、语言、音乐、艺术、道德、健康等。

但是组织的学习体验内容必须围绕《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的四大主题内容。

[8] 学前教育一体化教学(英文:The integration of Early Childhood System),《泰国学前教育课

程大纲》中的主要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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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7:学前教育一体化教学的理念

从图 2-07 来看,笔者认为最适合学前教育的是一种系统的教学。因为一体

化教学可以让幼儿学生在教学中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如艺术课上的画画儿知识

可以用在汉语课的教学中,数学课上的加减法知识可以用在汉语课的教学中。最

后笔者认为此概念可以作为泰国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开发的基础信息。

6.关于有利于学习媒体、技术、环境的理念

Ministry of Education(2017)在《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中提出有利于学习

的媒体技术和环境的概念,即教师可以利用课外技术媒体安排教学环境来加强

自己的教学,因为课外媒体是一种教学工具,可以让幼儿学生根据学习目标学习

到知识。课外媒体一般是指人物、设备、玩具、教学包和教学技巧,但必须考虑

在课堂上使用的安全性。此外教师必须选择范围广泛的教学媒体,例如自然媒

体、物理媒体、文化媒体、本地智慧媒体。

图 2-08:学习媒体、技术、环境的理念

从图 2-08 来看,笔者认为幼儿学生发展知识的最佳时机是教师使用各种学

习媒体的时候,因为学习媒体可以模仿幼儿学生学生需要学习的场所和学习环

境,一般称为情境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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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真实评估的理念

Ministry of Education(2017)在《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中提出了真实评估

的概念。评估幼儿学生的发展工具一般为观察表。因为幼儿学生的每一个学习

过程都可以被观察到。真实评估的主要目标是获取有关幼儿学生发展的信息,

并将真实评估结果作为改进学习的计划。

图 2-09:幼儿学生真实评价的理念

从图 2-09 来看,笔者认为观察法非常适合学前教育。因为它可以让教师了

解幼儿学生学习各个过程的信息,但有时也需要通过测试题来判学习成果的。

8.关于家庭、学校、社区能参与发展幼儿教育的概念

Ministry of Education(2017)在《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中提出了家庭、学

校和社区共同参与幼儿教育阶段发展的理念。因为父母和家庭成员是幼儿学生

最接近的单位,幼儿教育阶段的发展工作必须从家庭单位做起。

图 2-10:家庭、学校、社区参与发展幼儿教育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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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10 来看,笔者认为家庭组和学校组的关系比较密切。如果在本研究

的课程建设过程中,能够让每一组人都能参与到工作项目中,那么此课程就是完

美的。另外汉语的知识都在幼儿学生身边,而教学媒或学习资源一定要在幼儿学

生社区中选出来就更加意义了。

9.关于知足经济、泰式性、多样性的概念

Ministry of Education(2017)在《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中提出关于知足经

济、泰式性、多样性的概念,在幼儿教育的发展中幼儿学生的社会、文化、信仰、

家庭背景等信息可以看作是一种最重要的信息。因为教师可以方便地帮助幼儿

学生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一起学习和生活,也算是给幼儿学生准备了美好的未

来,泰式性是指泰国文化遗产、语言、礼仪、道德、伦理和知足经济等。

图 2-11:知足经济、泰式性、多样性的概念

从图 2-11 来看,笔者认为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要考虑到幼儿学生各方面

的问题,但教学中还要保留泰式性以及知足经济概念。此外还需要补充一下中泰

两国的文化差异,让泰国的幼儿学生能够接触到各国的多元文化。

(二)泰国学前教育课程(适合用于 3-6 岁)

Ministry of Education(2017)在《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中提出了两类课程。

一是适合 2-3 岁学生的课程；二是适合 3-6 岁学生的课程。关于泰国学前教育

课程(适合 3-6 岁)是指促进幼儿学生全面发展并为下学习阶段做好准备的课程,

也是一种培养和教育幼儿学生的教育形式,受过训练和教育的幼儿学生将在身

体、情感和心理、社会和智力方面得到发展,共有四个理想特性以及 12 项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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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3:泰国学前教育课程(适合用于 3-6 岁)的理想特性方面

(数据来源:泰国学前教育课程,2017,26)

从表2-03中,笔者认为理想特性的12项标准包括四大发展方面,一是身体发

展；二是情感和心理发展；三是社会发展；四是智力发展方面,12 项标准已经

完善了幼儿学生发展方面的需求,但第二语言发展的需要必须调整或增加。

(三)泰国学前教育课程的学习指标和理想条件(适合用于 3-6 岁)

Ministry of Education(2017)提到教学总体上要符合《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

的理想特性。此外《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还指定了“理想条件”,让幼儿学

生根据年龄表现自己的行为和能力,教师可以利用理想条件来设计自己的教学

内容。

表 2-04:理想特性方面表的标准一
指标

理想条件

3-4 岁（幼 1） 4-5 岁（幼 2） 5-6 岁（幼 3）

标准一：身体随年龄增长，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1.1 正常体重和

身高

1.1.1体重和身高符合规

定标准

1.1.1体重和身高符合规

定标准

1.1.1 体重和身高符合

规定标准

1.2 有良好的健

康和卫生

1.2.1 指出时，愿意吃有

营养的食物和喝干净的

水

1.2.1愿意吃有营养的食

物和喝干净的水

1.2.1 愿意吃有营养的

食物和喝干净的水

1.2.2 指出时，愿意在饭

前和如厕后洗手

1.2.2愿意在饭前和如厕

后洗手

1.2.2 愿意在饭前和如

厕后洗手

1.2.3 按时睡觉 1.2.3 按时睡觉 1.2.3 按时睡觉

1.2.4 经常锻炼 1.2.4 经常锻炼 1.2.4 经常锻炼

1.3 保护自己和

他人的安全

1.3.1 指出时，在玩耍和

活动中注意自己的安全

1.3.1 在玩耍和活动中，

注意自己的安全

1.3.1 在玩耍和活动中

注意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数据来源:泰国学前教育课程,2017,27)

标准 理想特性方面

第一个理想特性方面——身体的发展

标准 1 身体随年龄增长，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标准 2 大肌肉和小肌肉都很强壮并且流畅地相互使用

第二个理想特性方面——情感与心理的发展

标准 3 健康和快乐

标准 4 欣赏和表达艺术作品、音乐和运行

标准 5 有道德、善良

第三个理想特性方面——社会的发展

标准 6 拥有基于知足经济理念的生活技能和实践思路

标准 7 热爱大自然、环境、文化和泰式性

标准 8 与他人快乐生活、表现得像民主社会的好成员

第四个理想特性方面——智力的发展

标准 9 使用适合年龄的语言进行交流

标准 10 思考能力作为自己学习的基础

标准 11 富有想象力和创新精神

标准 12 有良好的学习态度,能够找到适合自己年龄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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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04 可以看出,指标 1.1 正常体重和身高,不应列入幼儿汉语课外活动

课程,但是指标 1.2 和 1.3 的部分理想条件可以表现为幼儿学生的学习行为,如

日常生活单词、课堂用语等。因此笔者认为指标 1.2 有良好的健康和卫生的理

想条件 1.2.1、1.2.2、1.2.3、1.2.4 和指标 1.3 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的理想

条件 1.3.1,可作为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建设的基本信息。

表 2-05:理想特性方面表的标准二
指标 理想条件

3-4 岁（幼 1） 4-5 岁（幼 2） 5-6 岁（幼 3）

标准二：大肌肉和小肌肉都很强壮并且流畅地相互使用

2.1 能够流畅地

移动身体，协调

和保持平衡

2.1.1能够在给定的方向

上行走

2.1.1能够在不要张开双

臂的情况下向前行走

2.1.1 能够在不要张开

双臂的情况下向后行走

2.1.2能够用两条腿原地

上下跳跃

2.1.2能够用单腿跳跃而

不失去平衡

2.1.2 能够用单腿向前

跳跃而不失去平衡

2.1.3 能够行动和停止 2.1.3奔跑和避开障碍物

的能力

2.1.3 能够轻松奔跑并

避开障碍物的能力

2.1.4能够用身体和手接

球

2.1.4 能够用双手接球 2.1.4 能够用双手接从

地板反单的球

2.2 能够互相用

手和眼睛

2.2.1能够用剪刀单手剪

纸

2.2.1 能够剪直线 2.2.1 能够剪弯线

2.2.2 会画圆形 2.2.2 会画四角形 2.2.2 会画三角形

2.2.3 可以把绳索穿过 1

厘米的洞

2.2.3 可以把绳索穿过

0.5 厘米的洞

2.2.3 可以把绳索穿过

0.25 厘米的洞

(数据来源:泰国学前教育课程,2017,28)

从表 2-05 可以看出,笔者认为指标 2.1 能够流畅地移动身体、协调、保持

平衡,可以作为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建设的基本信息,但需要改变理想条件以

适应汉语课程的要求；指标 2.2 能够互相用手和眼睛的理想条件 2.2.1 和 2.2.2

可以作为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建设的基础信息。

表 2-06:理想特性方面表的标准三
指标 理想条件

3-4 岁（幼 1） 4-5 岁（幼 2） 5-6 岁（幼 3）

标准三：健康和快乐

3.1 适当地表达

情绪

3.1.1在特定情况下表达

情绪和感受

3.1.1在特定情况下表达

情绪和感受

3.1.1 根据情况表达情

绪和感受

3.2 对自己和他

人感觉良好

3.2.1 敢说敢做 3.2.1能够根据特定情况

说和做合规的事情

3.2.1 能够根据特定情

况说和做合规的事情

3.2.2对自己的工作感到

满意

3.2.2对自己工作和能力

感到满意

3.2.2 对自己和他人工

作和能力感到满意

(数据来源:泰国学前教育课程,20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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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06 可以看出,笔者认为指标 3.1 的理想条件 3.1.1；指标 3.2 的理想

条件 3.2.1 和 3.2.2 与汉语能力相关,例如理想条件 3.2.1 敢说敢做,为了发展

第二语言幼儿学生必须敢说敢做,因此这些理想条件需要保留下来,作为幼儿

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建设的基础信息。

表 2-07:理想特性方面表的标准四
指标 理想条件

3-4 岁（幼 1） 4-5 岁（幼 2） 5-6 岁（幼 3）

标准四：欣赏和表达艺术作品、音乐和运行

4.1 欣赏和表达

艺术作品、音乐

和运行

4.1.1通过艺术品表现出

兴趣和快乐

4.1.1通过艺术品表现出

兴趣和快乐

4.1.1 通过艺术品表现

出兴趣和快乐

4.1.2通过音乐和唱歌表

现出兴趣和快乐

4.1.2通过音乐和唱歌表

现出兴趣和快乐

4.1.2 通过音乐和唱歌

表现出兴趣和快乐

4.1.3通过音乐表现出兴

趣和快乐的动作和行动

4.1.3通过音乐表现出兴

趣和快乐的动作和行动

4.1.3 通过音乐表现出

兴趣和快乐的动作和行

动

(数据来源:泰国学前教育课程,2017,29)

从表 2-07 可以看出,笔者认为指标 4.1 欣赏和表达艺术作品、音乐和运行

的理想条件 4.1.1、4.1.2、4.1.3 与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学习内容信息相

关,因为课程的学习内容一般都离不开艺术、音乐、体育,所以需要保留这些理

想条件作为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建设的基础信息。

表 2-08:理想特性方面表的标准五
指标 理想条件

3-4 岁（幼 1） 4-5 岁（幼 2） 5-6 岁（幼 3）

标准五：有道德、善良

5.1 诚实 5.1.1告诉或指出什么是

自己的

5.1.1 想要别人的东西，

需要询问或等待，但需要

指出

5.1.1 想要别人的东

西，可以自己询问或等

待，

5.2 仁慈、同情、

帮助、分享

5.2.1 向朋友表达爱意，

善待动物

5.2.1 向朋友表达爱意，

善待动物

5.2.1 向朋友表达爱

意，善待动物

5.2.2 指出后，可以与他

人分享

5.2.2 被指出时，可以分

享和帮助他人

5.2.2 可以自己分享和

帮助他人

5.3 同情心 5.3.1 感知别人的感受，

可以通过面部和手势表

现出来

5.3.1 感知别人的感受，

可以通过面部和手势表

现出来

5.3.1 感知别人的感

受，可以通过面部和手

势表现出来，并在现场

应对情况

5.4 要负责任 5.4.1 在人帮助下，可以

完成任务

5.4.1 在人帮助下，可以

完成任务

5.4.1 可以自己完成任

务

(数据来源:泰国学前教育课程,20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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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08 可以看出,笔者认为指标 5.1 诚实的理想条件 5.1.1；指标 5.2 仁

慈、同情、帮助、分享的理想条件 5.2.1 和 5.2.2；指标 5.3 同情心的理想条件

5.3.1；指标 5.4 要负责任的理想条件 5.4.1 与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学习体验

的组织有关,因为课程建设者在设计学习体验或学习活动时会考虑到,因此这些

理想条件需要保留下,作为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建设的基础信息。

表 2-09:理想特性方面表的标准六
指标 理想条件

3-4 岁（幼 1） 4-5 岁（幼 2） 5-6 岁（幼 3）

标准六：拥有基于知足经济理念的生活技能和实践思路

6.1 在日常生活

中帮助自己

6.1.1 在人帮助下，穿衣

服

6.1.1 可以自己穿衣服 6.1.1 可以穿衣服穿得

流利

6.1.2 可以自己吃 6.1.2 可以自己吃 6.1.2 根据正确的方法

可以自己吃

6.1.3 当有人帮助时，可

以使用卫生间

6.1.3 可以使用卫生间 6.1.3 可以自己用卫生

间，使用后可以冲水

6.2 了解自己的

自律

6.2.1 当有人指出时，可

以把玩具或东西放回原

处

6.2.1可以把玩具或东西

放回原处

6.2.1 可以把玩具或东

西放回原处，更整洁

6.2.2 当有人指出时，可

以排队

6.2.2可以排队并知道顺

序

6.2.2 可以排队并知道

顺序

6.3 了解储蓄和

充足

6.3.1 当有人指出时，可

以节俭和适度地使用东

西

6.3.1 当有人指出时，可

以节俭和适度地使用东

西

6.3.1 可以节俭和适度

地使用东西

(数据来源:泰国学前教育课程,2017,30)

从表 2-09可以看出,笔者认为指标 6.1在日常生活中帮助自己,只能作为话

题词向幼儿学生解释相关信息,如衣服、食物、饮料、上厕所等。但指标 6.2 了

解自己自律的理想条件 6.2.1 和 6.2.2；指标 6.3 了解储蓄和充足的理想条件

6.3.1,这些对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非常重要,因为这些理想条件如:6.2.1 可

以把玩具或东西放回原处,是课程建设者需要考虑的问题。如何设计学习体验

或学习活动可以使学生产生这种行为,而这些理想条件是需要保留的。

表 2-10:理想特性方面表的标准七
指标 理想条件

3-4 岁（幼 1） 4-5 岁（幼 2） 5-6 岁（幼 3）

标准七：热爱大自然、环境、文化和泰式性

7.1 爱护自然和

环境

7.1.1 当有人指出时,参

与关心自然和环境的管

理工作

7.1.1 当有人指出时,参

与关心自然和环境的管

理工作

7.1.1 参与关心自然和

环境的管理工作

7.1.2可以将垃圾扔到正

确的回收地点

7.1.2可以将垃圾扔到正

确的回收地点

7.1.2 可以将垃圾扔到

正确的回收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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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理想条件

3-4 岁（幼 1） 4-5 岁（幼 2） 5-6 岁（幼 3）

7.2 了解泰国文

化的礼仪，以身

为泰国人为荣

7.2.1 当有人指出时，可

以遵守泰国礼节

7.1.1可以遵守泰国礼节 7.1.1 可以遵守泰国礼

节,并在现场应对情况

7.2.2 当有人指出时，可

以说谢谢和道歉

7.2.2可以说谢谢和道歉 7.2.2 可以说谢谢和道

歉

7.2.3听到国歌时起立向

国歌敬礼

7.2.3听到国歌时起立向

国歌敬礼

7.2.3 听到国歌时起立

向国歌敬礼

(数据来源:泰国学前教育课程,2017,30)

从表 2-10 可以看出,笔者认为指标 7.1 爱护自然和环境的理想条件 7.1.2；

指标 7.2 了解泰国文化的礼仪,以身为泰国人为荣的理想条件 7.2.1 和 7.2.2

可以作为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建设的基本信息,但理想条件 7.1.1 和 7.2.3

可忽略不计,因为幼儿学生可以在其他科目学习。

表 2-11:理想特性方面表的标准八
指标 理想条件

3-4 岁（幼 1） 4-5 岁（幼 2） 5-6 岁（幼 3）

标准八：与他人快乐生活、表现得像民主社会的好成员

8.1 接受个体之

间的异同

8.1.1可以和与自己个体

不同的孩子一起玩耍和

做活动

8.1.1可以和与自己个体

不同的孩子一起玩耍和

做活动

8.1.1 可以和与自己个

体不同的孩子一起玩耍

和做活动

8.2 与他人有良

好互动

8.2.1可以和朋友一起玩 8.2.1可以和朋友一起玩

耍和工作

8.2.1 可以有目的地与

朋友一起玩耍和工作

8.2.2 当有人指出时，可

以向比自己年大的人和

认识的人打招呼

8.2.2可以向比自己年大

的人和认识的人打招呼

8.2.2 可以向比自己年

大的人和认识的人打招

呼，并在现场应对情况

8.3 成为社会的

好成员

8.3.1遵守课堂规程的能

力

8.3.1 当有人指出时,能

参与制定课堂协议并能

遵守协议

8.3.1 能参与制定课堂

协议并能遵守协议

8.3 成为社会的

好成员

8.3.2 当有人指出时,可

以是班上代领也可以是

跟随者

8.3.2可以是班上代领者

也可以是跟随者

8.3.2 可以是班上代领

者也可以是跟随者,视

现场情况而定

8.3.3 当有人指出时,能

够接受妥协和解决问题

8.3.3 当有人指出时,能

够接受妥协和解决问题,

而不是诉诸暴力

8.3.3 能够接受妥协和

解决问题，而不是诉诸

暴力

(数据来源:泰国学前教育课程,2017,31)

从表 2-11 可以看出,笔者认为指标 8.1 接受个体之间的异同的理想条件

8.1.1；指标 8.2 与他人有良好互动的理想条件 8.2.1 和 8.2.2；指标 8.3 成为

社会的好成员的理想条件 8.3.1、8.3.2、8.3.3,这对于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

非常重要,这些理想条件需要保留下来,作为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建设的基础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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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理想特性方面表的标准九
指标 理想条件

3-4 岁（幼 1） 4-5 岁（幼 2） 5-6 岁（幼 3）

标准九：使用适合年龄的语言进行交流

9.1 让别人明白

你的对话、故事

9.1.1 听完别人的话,可

以用刚才听到的回答

9.1.1 听完别人的话,可

以用刚才听到的回答

9.1.1 听完别人的话,

可以用刚才听到的回答

9.1.2用简的单句子自己

讲一个故事

9.1.2用简单的句子自己

讲故事

9.1.2 用简单的句子自

己讲故事

9.2 会读、画、画

符号

9.2.1能够根据自己的理

解阅读和说话

9.2.阅读图表、符合和单

词时，手指和眼睛同时

9.2.1 阅读图表、符号、

词语时,同时会用手指

跟着指和用眼睛跟着

看,并且知道从哪里开

始和结束

9.2.2 有方向地写 9.2.2 可以写字 9.2.2 可以写自己的名

字,可以写自己想写的

(数据来源:泰国学前教育课程,2017,32)

从表 2-12 可以看出,笔者认为指标 9.1 让别人明白你的话和故事的理想条

件 9.1.1 和 9.1.2；指标 9.2 会读、画和画符号的理想条件 9.2.1 和 9.2.2 是

《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理想特性的重要方面之一,因为它是开发幼儿学生智

力的方面,包括幼儿学生使用语言的方向。因此这些理想条件需要保留下来,作

为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建设的基础信息。

表 2-13:理想特性方面表的标准十
指标 理想条件

3-4 岁（幼 1） 4-5 岁（幼 2） 5-6 岁（幼 3）

标准十：思考能力作为自己学习的基础

10.1 有综合性思

考能力

10.1.1 通过观察陈述事

物的性质

10.1.1 通过观察陈述事

物的性质和构成

10.1.1 通过观察陈述

事物的性质、构成、变

化和关系

10.1.2 配对或比较某物

的一个方面

10.1.2 通过事物的一个

方面来配对或者比较差

异

10.1.2 通过事物的两

个以上方面来配对或者

比较差异

10.1.3 根据功能对事物

进行分类

10.1.3 根据一种特性对

事物进行分类

10.1.3 根据两种以上

特性对事物进行分类

10.1.4 事物的排列顺序

（3个)

10.1.4 事物的排列顺序

(4 个)

10.1.4 事物的排列顺

序（5个)

10.2 有理性思考

能力

10.2.1当有人指出时,事

情的结局就可以定下来

10.2.1当有人指出时,可

以确定事情的因果关系

10.2.1 可以自己确定

事情的因果关系

10.2.2 可以猜到发生什

么

10.2.2 可以猜到发生什

么,但可以提供知道的信

息

10.2.2 可以猜到发生

什么,但可以提供知道

的信息

10.3 战略性思考

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10.3.1 可以决定简单的

事情

10.3.1 可以决定简单的

事情，并知道后果

10.3.1 可以决定简单

的事情，知道后果并能

够接受

10.3.2 通过迭代解决问

题

10.3.2知道问题的结果，

并迭代解决问题

10.3.2 知道问题的结

果，并迭代解决问题

(数据来源:泰国学前教育课程,20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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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13 可以看出,笔者认为指标 10.1 具备综合思维能力的理想条件

10.1.1、10.1.2、10.1.3、10.1.4；指标 10.2 有理性思考能力的理想条件 10.2.1

和 10.2.2；指标10.3策略性思考和解决问题能力的理想条件10.3.1和10.3.2；

这是《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理想特性的重要方面之一,因为幼儿学生可以自

己思考和解决问题。因此这些理想条件需要保留下来,作为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

程建设的基础信息。

表 2-14:理想特性方面表的标准十一
指标 理想条件

3-4 岁（幼 1） 4-5 岁（幼 2） 5-6 岁（幼 3）

标准十一：富有想象力和创新精神

11.1 根据想象力

和创造力制作艺

术品

11.1.1 制作艺术品，为

了能够把自己想表达的

想法和感受告诉别人

11.1.1 可以修改和添加

到别人的艺术品，以便能

够告诉别人自己想表达

的想法和感受

11.1.1可以修改和添加

到别人的艺术品，以便

能够告诉别人自己想表

达的想法和感受

11.2 表示想象力

和创造力的行为

11.2.1 表达行为，表达

一个人的想法和感受

11.2.1 表达更多的动作

和行为，以表达自己的想

法和感受

11.2.1表达更多的动作

和行为，以表达自己的

想法和感受

(数据来源:泰国学前教育课程,2017,34)

从表2-14可以看出,笔者认为指标11.1基于想象力和创造力创作艺术品的

理想条件 11.1.1；指标 11.2 表示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行为的理想条件 11.2.1,

作为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建设的基础信息。因为想象力和创造力对幼儿学生

非常有用。

表 2-15:理想特性方面表的标准十二
指标 理想条件

3-4 岁（幼 1） 4-5 岁（幼 2） 5-6 岁（幼 3）

标准十二：有良好的学习态度，能够找到适合自己年龄的知识

12.1 有良好的学

习态度

12.1.1 有兴趣地听和读 12.1.1有兴趣地问,关于

看到的字和符号

12.1.1 总是有兴趣翻

书来读和写下自己的

想法

12.1.2 热情参与活动 12.1.2 热情参与活动 12.1.2 热情参与整个

活动

12.2 有求知能力 12.2.1 当有人指出时,寻

找答案

12.2.1 根据自己的想法

寻找答案

12.2.1 根据自己的各

种想法寻找答案
12.2.2 可以用“谁”“什

么”作为疑问词

12.2.2 可以用“哪里”

“为什么”作为疑问词

12.2.2 可以用“什么时

候”“怎么”作为疑问

词

(数据来源:泰国学前教育课程,2017,34)

从表2-15可以看出,笔者认为指标12.1有良好的学习态度的理想条12.1.1；

指标 12.2 有求知能力的理想条件12.2.1对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非常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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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幼儿学生反映的学习态度是非常自然的信息,可以作为课程未来的修订信息。

因此这些理想条件需要保留下来,作为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建设的基础信息。

笔者根据《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的 12 项理想特性进行综合研究,并将

综合信息录入表格,便于观察和使用,这些信息可以作为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

建设的基础信息,信息表如下:

表 2-16:关于可以作为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建设基本信息的指标
理想条件

标准 指标 可以作为创建课程

的基本信息

不可以作为创建课程

的基本信息

注意

1 1.1 - 1.1.1 / 1.1.2 /

1.1.3

1.2 1.2.1 / 1.2.2 /

1.2.3 / 1.2.4

-

1.3 1.3.1 -

2 2.1 - 2.1.1/2.1.2/2.1.3

/2.1.4

需要重新设计

2.2 2.2.1 / 2.2.2 2.2.3

3 3.1 3.1.1

3.2 3.2.1 / 3.2.2

4 4.1 4.1.1 / 4.1.2

/4.1.3

5 5.1 5.1.1

5.2 5.2.1 / 5.2.2

5.3 5.3.1

5.4 5.4.1

6 6.1 - 6.1.1 / 6.1.2 /

6.1.3

该指标的内容可以作为

学生内容的主题词

6.2 6.2.1 / 6.2.2

6.3 6.3.1

7 7.1 7.1.1 7.1.2

7.2 7.2.1 / 7.2.2 7.2.3

8 8.1 8.1.1

8.2 8.2.1 / 8.2.2

8.3 8.3.1 / 8.3.2 /

8.3.3

9 9.1 9.1.1 / 9.1.2

9.2 9.2.1 / 9.2.2

10 10.1 10.1.1 / 10.1.2

/ 10.1.3 /

10.1.4

10.2 10.2.1 / 10.2.2

10.3 10.3.1 / 10.3.2

11 11.1 11.1.1

11.2 11.2.1

12 12.1 12.1.1 / 12.1.2

12.2 12.2.1 / 12.2.2

总量 29 6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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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16 可以看出,《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的理想条件共有 12 项标准

和 61 个指标。其中有 13 个指标因不符合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需要开发的内

容而需要忽略。此外笔者还认为在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建设阶段还需要增加

几个理想条件,如:汉语语言能力、执行功能、夸语言文化等。

(四)学习内容

Ministry of Education(2017)提到了《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中的学习内容。

是指一种围绕幼儿学生的故事信息,而可以用来设计学习体验和学习活动,并能

实现学习目标的主要信息,但不能重点在记忆内容方面。此外教师可根据幼儿学

生的年龄设计学习内容和学习细节,但要关注幼儿学生的需求和兴趣,而让他们

从重要经验中学习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如果我们为幼儿学生建设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一定要

加上中国的主要节日,比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然后也要注重泰国的主要

节日,比如:父亲节、母亲节、教师节、宗教节等,可能需要将汉语知识融入到教

学中,让幼儿学生体验中国重要节日目的知识。

1.重要经验

Tantiphalachiva,K.(2008)认为重要经验是一种使幼儿学生能够从真实情境或

事物中学习的活动,而获得的新知识将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参与。Ministry of

Education(2017)提到了《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的重要经验,是指教师在设计

学习体验采取幼儿学生行动和获得全面发展支持时的使用指南。重要经历包

括四个方面的发展,即身体发展、情感和心理发展、社会发展和智力发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重要经验是幼儿学生可以参与的一种学习体验和活动,

这些重要经验可以反映幼儿学生的发展和成熟是否与幼儿学生的年龄相符。

(1)身体发展方面的重要经验

Padan,R.(2014)的研究结果发现,幼儿学生需要通过手撕、剪、贴等活动来培

养自己的小肌肉。Nahuanin,C.(2020)的研究结果发现,幼儿学生需要通过跳跃、

身体平衡和奔跑等动作行为来锻炼自己的大肌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身体发展的重要经验,是指幼儿学生锻炼自身大小肌肉,

让身体大小肌肉与神经系统协调工作的机会。另外还可以让幼儿学生体验哪种

叫做爱护卫生、安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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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7:身体发展方面的重要经验

(数据来源:泰国学前教育课程,2017,35)

从表 2-17 来看,身体发展重要经验分为五个小标题,即 1.1.1 使用大肌肉；

1.1.2 使用小肌肉；1.1.3 维护自身健康；1.1.4 维护自身安全；1.1.5 了解

自己的身体。笔者注重使用大肌肉、使用小肌肉,因为大小肌肉的使用非常适合

幼儿教育阶段,在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中可以用来设计一些学习体验和活动。

维护自身安全也很重要,因为幼儿学生组织活动必须考虑到各项活动的安全性。

另外维护自己的健康应该作为幼儿学生口语训练的主题内容。

(2)情感与心理发展方面的重要经验

Saarni,C.(2011)发现幼儿学生的情感和心理发展会影响其他方面的发展和

能力,如幼儿学生的行为表达、思维想法、选择动机等。Ministry of Education(2017)

提出《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将培养幼儿学生的情感和心理发展。为了使幼

儿学生有良好的心理和快乐的心情,鼓励教师使用艺术作品、儿童音乐、表现动

作和道德美学知识来设计学习体验。Silpakityan,K.(2021)在研究结果中发现,大

多数教师只注重智力的发展,而忽略了情感和心理的发展,因此泰国幼儿学生

的情感和心理发展得不够理想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情感和心理发展的重要经验,是指幼儿学生发展自己的

情感表达的机会,而让幼儿学生认识自己的特点并能与他人产生同理心的机会。

此外在课堂上我们可以教给幼儿学生什么是道德、伦理、审美、善意和自信。

表 2-18:情感与心理发展方面的重要经验

身体发展方面 重要经验

1.1.1 大肌肉的使用 可以不移位置的运动、可以移位置的运动、可以带

东西的运动、可以使用大肌肉（摸、扔、抓、踢）、

可以自己玩操场

1.1.2 小肌肉的使用 可以玩木块、可以画画、可以玩颜色水、可以造型

彩泥、可以用废料制造东西、可以剪纸、撕纸,贴纸

1.1.3 维护自身健康 可以自我卫生习惯

1.1.4 维护自身安全 可以在日常生日维护自己的安全、可以听懂关于维

护安全的故事、可以知道安全玩操场的玩法、可以

演出某些情况的各个角色

1.1.5 了解自己的身体 可以控制自己行动的方向、位置、可以跳过障碍物

情感与心理发展方面 重要经验

1.2.1 美学和音乐 听音乐、唱歌、与音乐有互动、学和玩乐器、跟着音乐

行动、扮演角色、做艺术品和参加艺术活动、制造漂亮

的人工制品

1.2.2 游戏 自由游戏、单人游戏、群体游戏、大群体（全班或年级）

游戏、自己在班里的玩具角玩、在班外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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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泰国学前教育课程,2017,36)

从表 2-18 来看,情感和心理发展的重要经验分为六个小标题,即 1.2.1 美学

与音乐；1.2.2 游戏；1.2.3 道德；1.2.4 表达你的情绪；1.2.5 有独特的身份

和相信自己的能力；1.2.6 对他人产生同理心。笔者认为情感和心理发展重要经

验的六个小标题可以作为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建设的基础信息,因为儿童音

乐、艺术作品和有意义的游戏都是培养幼儿学生情感和心理方面的教学工具。

(3)社会方面发展的重要经验

Dechakup,Y.(1999)提到 Piaget,J.提出 3-5 岁的幼儿可以在学校和朋友一起学

习社会成员认可的行为和动作,但这个年龄不还不能判别对错。Suphagumnerd,P.

(2002)从研究结果中发现,幼儿学生的社会发展是从重要经验中获得出来,幼儿

学生可以与其他人进行交流,并且可以在部分学生的表现中反映出交流的结果。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经验是指幼儿学生发展与他人和事物互

动的机会。发展方式是在幼儿学生所处的社会中学习或进行活动,如与他人合作、

自己的日常生活、爱护自然、解决问题、遵守文化和传统习俗等。

表 2-19: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经验

(数据来源:泰国学前教育课程,2017,37)

情感与心理发展方面 重要经验

1.2.3 道德 根据自己信仰的宗教实践、听懂关于道德的故事、

交换关于道德的知识和想法

1.2.4 表达自己的情绪 说出自己和别人的情感、扮演角色,而表达自己的情感、

跟着音乐行动,而表达自己的情感、自己唱歌、制作艺术

品

1.2.5 有独特的身份、相信自己有能力 根据自己的能力进行活动

1.2.6对他人产生同理心 看到别人开心的时候也想根别人祝贺、帮助别人

社会发展方面 重要经验

1.3.1 日常生活 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帮助自己、遵守知足经济的理念

1.3.2关爱自然和周边环境 爱护教室里和周围的环境、珍惜东西和材料的价值、拿

废料来制造艺术品、种树、养动物、知道大自然和周围

环境的新闻

1.3.3 遵守泰国文化和传统习俗 扮演或者模仿泰式的各个文化和传统习俗、遵守自己居

住地方的文化和传统习俗、会做泰国菜、去校外参加实

地考察、知道泰国传统玩法和玩具、

1.3.4 尊重纪律、参加各个社会活动 一起制定教室里的规律、成为一个教室的好成员、每个

活动都愿意配合、爱护自己教室的卫生、参加学校的重

要节日、

1.3.5 小组合作游戏和工作 跟别人一起交换学习和工作的想法、跟别人一起玩和工

作、

群体合作式的制作艺术品

1.3.6 问题解决 参与选择解决问题方法、参与解决问题、

1.3.7 接受个体之间的异同 跟朋友一起玩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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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19 来看,社会发展的重要经验分为七个小标题,即 1.3.1 日常生活；

1.3.2 爱护自然及周边环境；1.3.3 遵守泰国文化和传统习俗；1.3.4 遵守纪律、

参加各种社会活动；1.3.5 小组合作游戏和工作；1.3.6 解决问题；1.3.7 接受

个体之间的异同。笔者认为 1.3.1、1.3.3、1.3.4、1.3.5、1.3.6、1.3.7 可以

作为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建设的基础信息。但 1.3.2 关爱自然及周边环境,

要看使用课程的学校有没有重新强调,如果有可以补充。

(4)智力发展方面的重要经验，

Vygotsky,L.(1997)在智力中也提到了语言,即幼儿学生会使用语言进行交流、

表达自己的要求、想法和行动。Horadal,A(2014)认为语言是传达信息的最佳工

具。幼儿学生可以用语言进行询问和交流,然后会得出他们所理解的知识概念,

同时幼儿学生语言技能也会一起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智力开发的重要经验是指幼儿学生发展认知的机会。发

展方法需要经过各种学习过程。教师一般为幼儿学生提供学习或认识语言、想

像力、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机会和思路。这样可以让幼儿学生积累各方面的基

础知识,尤其是语言、数学的基础知识。

表 2-20:智力发展方面的重要经验

(数据来源:泰国学前教育课程,2017,38)

智力发展方面 重要经验

1.4.1 语言使用 旁听周围的声音、听和实践老师所说的话、听懂故事押

韵歌曲、跟别人说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故事、解释遇到

的东西事情关系、有创造力地说、说话有顺序、阅读书

刊（卡通、儿童故事）、自由阅读、模仿成年人的正确

阅读方法、有方向的阅读字和词语、用手指和用眼睛观

看的阅读、认出自己名字的字、认识常用词语、认出成

年人写的字、猜测别人要说、要写、要唱的字和词、玩

语言的游戏、常观看正确的写法、自由写、写有意义的

词语和常用词语、拼写和拼读词语、

1.4.2 综合、理性思维能力、能够解决

问题

观察外貌成分变化关系、观察某些东西和事情（不同角

度）、认出方向和位置、与圆形方形圆柱形的玩具玩、

可以按照外形功能特性来分组、连接和拆卸东西、反复

玩和制造、数东西配件的数字、拿东西进行比较、拼合

和分开、排序、使用测量工具、配对比较排序体重身高

体积、告诉排序事情、在日常中可以用数学表达、解释

事情的原因和结果、参与课堂评论、参加班里的选择解

决问题方法和解决问题

1.4.3 想象力和创造力 通过教学媒体感到认知并可以表达、通过语言动作行为

艺术品表达自己的创造力、使用各种形式东西制造艺术

品

1.4.4 有良好的学习态度 探索周围的事物和学习资源、询问自己有兴趣的问题、

寻找答案、收集信息通过图表呈现信息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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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运用方面,笔者认为一切重要经验都可以作为幼儿汉语课外活动建设

的基础信息。1.4.2 具有全面、理性的思维能力和能够解决问题,这个小标题也

可以参考一下,以便能够设计出更完美的课程。1.4.3 想象力和创造力和 1.4.4

有一个好的学习态度。笔者也认为可以作为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建设的基础

信息。

2.主题内容

Ministry of Education(2017)在《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中提到了主题内容。

是指一种围绕幼儿学生的故事,而这些故事的内容可以用来组织学习体验和活

动,并让幼儿学生能够自主开发思想和智力和能满足学习目标的要求,最好不组

织成记忆教学的方法,教师可以自己设计学习细节和过程,但必须符合幼儿学生

的需要和兴趣。这样可以让幼儿学生充分积累学习经验。根据《泰国学前教育

课程大纲》,幼儿学生学习的主要内容共有四大主题,包括幼儿学生自己、幼儿学

生周围的人和地方、大自然和周围事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如果要开发一门关于幼儿教育阶段的课程,就必须以《泰

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学习内容中的主题为基础,有四大主题包括幼儿学生自己、

幼儿学生周围的人和地方、自然和周围的事物。

(1)幼儿学生自己

Ministry of Education(2017)在《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中提出了幼儿学生

自己的主题的细节。幼儿学生应了解姓名、外貌、身体器官、保护自己的健康、

家庭成员和健康饮食、自身安全、与他人安全、自己和家人的信息、自己和他

人的权利、自己和他人的意见、自我指导、与他人合作、自我意识、自豪感、

处理他人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一个人的情绪和感受、良好举止、道德和审美的

内容。丹沓纳学校的教育处(2020)将在 2020 学年选择 6个关于幼儿学生自己的

话题,包括丹沓纳学生、幼儿学生自己、打招呼的词语、我的身体器官、健康饮

食、保护自己与健康的身体。汉办(2010)在 YCT1 标准课程中出现了 5 个关于

幼儿学生自己的主题,包括问候语、姓名、家庭成员、身体器官和饮食。

笔者通过文献研究法后,将三种资源的信息录入综合研究法表中。为综合本

研究可利用的幼儿学生自己的主题内容,综合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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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幼儿学生自己主题的内容

从表 2-21 看出,三个资源的信息有五个主题相似,分别是（幼儿）姓名、身

体器官、家庭成员、饮食、问候语,然后有一个主题内容来自两个资源就是保护

健康主题的。因此以上 6 个主题可以作为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建设的基础信

息。

(2)幼儿学生的周围人和地方

Ministry of Education(2017)在《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中提出了关于幼儿

学生的周围人和地方的主题细节,幼儿学生该理解的内容是家庭、与幼儿学生接

近的地方和人物、社区的各个地方、重要节日、社区的各个职业、信仰、文化地

方、泰国的重要符号、泰式风格、社区学习资源。丹沓纳学校的教育处(2020)

选定了 12 个关于幼儿学生的周围人和地方的主题作为 2020 学年的主题内容,包

括美学与礼仪、三宝佛节、喜爱的家庭、我的家、我的国王、母亲节、我们的

社区、社区职业、泰国、泰国和东盟、父亲节、儿童节和教师节。汉办(2010)

在 YCT1 标准教程中出现了 3三个关于幼儿学生的周围人和地方的主题,包括家

庭成员、社区地点和我的家。

笔者通过文献研究法后,将三种资源的信息录入综合研究法表中。为综合本

研究可利用幼儿学生的周围人和地方的主题内容,综合结果如下:

表 2-22:幼儿学生的周围人和地方主题的内容

幼儿学生自己的主题内容

主题内容 1 2 3 主题内容 1 2 3

1. （幼儿）姓名 ◉ ◉ ◉ 2. 身体器官 ◉ ◉ ◉

3. 保护卫生 ◉ ◉ 4. 家里人 ◉ ◉ ◉

5. 饮食（主食、饮料、水果） ◉ ◉ ◉ 6 打招呼的词语 ◉ ◉ ◉

标注: 1=泰国学前教育课程；2=丹沓纳学校；3=YCT1 标准教程

幼儿学生周围人和地方的主题内容

主题内容 1 2 3 主题内容 1 2 3

1. 美学与礼仪 ◉ ◉ 2. 三宝佛节（重要节日） ◉ ◉

3. 喜爱的家庭（周围人物） ◉ ◉ ◉ 4. 我的家（周围人物） ◉ ◉ ◉

5. 我的国王 ◉ ◉ 6 母亲节（重要节日） ◉ ◉

7. 我们的社区 ◉ ◉ ◉ 8. 社区的职业 ◉ ◉

9. 泰国（国家） ◉ ◉ 10. 泰国与东盟（国家） ◉ ◉

11. 父亲节（重要节日） ◉ ◉ 12. 儿童与教师节（重要节日） ◉ ◉

标注: 1=泰国学前教育课程；2=丹沓纳学校；3=YCT1 标准教程,颜色相同就是主题内容非常

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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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22可以看出,三个资源的信息有3个相似的主题,分别是喜爱的家庭、

我的家、我们的社区,两个资源又衍生出 7个主题就是美学与礼仪、重要节日、

人物、我的国王、我们的社区、社区的职业、国家。因此以上 7 个主题可以作为

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建设的基础信息。

(3)大自然

Ministry of Education(2017)在《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中提出了大自然主

题细节内容。幼儿学生应了解动植物的名称、人与动植物的性质、人与动物的关

系、人与动植物的变化、人与动物植物的关系、土、水、天空、天气、

自然灾害、自然能源、保护环境、保护公共财产和事物的内容。丹沓纳学校的教

育处(2020)在 2020学年幼儿园教育部选择 10 个关于大自然作为主题内容,包括

快乐的科学、生物、动物、植物、大自然环境、快乐的土石、冬季、白天和晚上、

预防自然灾害、自然能量。汉办(2010)在 YCT1标准教程里出现的关于大自然的

主题内容共有 2个主题内容,包括动物、白天与黑夜。

笔者通过文献研究法后,将三种资源的信息录入综合研究法表中。为综合本

研究可利用的大自然主题内容,综合结果如下:

表 2-23:大自然主题的内容

从表 2-23 可以看出,三个资源只有 1个主题内容相似就是动物,然后有 6个

主题来自两个资源,分别是生物、植物、大自然、时间、预防自然灾害、自然能

源。因此以上 7 个主题可以作为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建设的基础信息。

(4)周围事物

Ministry of Education(2017)在《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中提出了关于周边

事物的主题细节。幼儿学生应了解语言的使用、教科书的正确使用方法、文字、

颜色、形状、表面、大小、面积、重量、数量、事物的组成、事物的变化、事

物的关系、时间、金钱、功能、事物的选择和使用、交通工具、运输、技术、

通讯、日常生活中的安全、满足的生活和经济知足理念的内容。丹沓纳学校的

教育处(2020)选择了 11 个关于周边事物作为主题内容,包括大小和面积、非生

大自然的主题内容

主题内容 1 2 3 主题内容 1 2 3

1. 快乐的科学（大自然） ◉ ◉ 2. 生物 ◉ ◉

3. 动物 ◉ ◉ ◉ 4. 植物 ◉ ◉

5. 大自然环境（大自然） ◉ ◉ 6 快乐的土石（大自然） ◉ ◉

7. 冬季（时间） ◉ ◉ 8. 白天和晚上（时间） ◉ ◉

9. 预防自然灾害 ◉ ◉ 10. 自然能量 ◉ ◉

标注: 1=泰国学前教育课程；2=丹沓纳学校；3=YCT1 标准教程，颜色相同就是主题内容非常

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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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交通和车辆、通讯和交流工具、文字、颜色、形状、数量、重量、时间、

金钱。汉办(2010)在 YCT1 标准课程中,将 7 个关于周边事物的主题,包括形状、

数字、时间、文字、非生物、颜色、如何使用语言等。

笔者通过文献研究法后,将三种资源的信息录入综合研究法表,以综合出本

研究可利用的周边事物主题内容,综合结果如下:

表 2-24:周围事物主题的内容

从表 2-24 可以看出,三种资源只有 8 个主题相似,包括非生物、交流和交流

工具(语言使用)、字(声母、韵母、声母)、颜色、形状、数量、重量、时间,

然后是来自两个资源的 4 个主题,分别是大小和面积、交通工具和交通工具、金

钱以及教科书的正确使用方法。因此以上 12 个主题可以作为幼儿汉语课外活

动课程建设的基础信息。

3.日常活动安排

Ministry of Education(2017)在《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中提出了日常活动

的安排,属于一体化教学,日常活动可以帮助幼儿学生发展知识、技能、道德、

道德、身体、心理、社会和智力方面。

(1)组织活动的原则,《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中提出了组织活动的原则,

包括:一是要为幼儿学生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游戏和学习体验,让幼儿学生各方面

得到发展；二是要满足幼儿学生的需求和兴趣,又要考虑如何为具有个体差异和

个体正常性的幼儿学生组织相同的学习体验；三是通过学习过程和学前发展理

念,安排幼儿学生发展规划；四是开展学习体验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作为下一步

教育计划的制定。五是要让家庭社区教育机构成员有机会参与幼儿学生发展教

育。六是要为幼儿学生提供语言文化知识。

周围的事物的主题内容

主题内容 1 2 3 主题内容 1 2 3

1. 尺寸与面积 ◉ ◉ 2. 非生物 ◉ ◉ ◉

3. 交通与交通工具 ◉ ◉ 4. 沟通与沟通工具（语言使用） ◉ ◉ ◉

5. 字（声母、韵母、声调） ◉ ◉ ◉ 6 颜色 ◉ ◉ ◉

7. 形状 ◉ ◉ ◉ 8. 数量 ◉ ◉ ◉

9. 体重 ◉ ◉ 10. 时间 ◉ ◉ ◉

11. 钱 ◉ ◉ 12. 使用课本的正确方法 ◉

标注: 1=泰国学前教育课程；2=丹沓纳学校；3=YCT1 标准教程，颜色相同就是主题内容非常

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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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以上六项活动组织原则是非常合理的,可以作为幼儿汉

语课外活动课程建设的基础资料。但是有必要补充组织语言和文化活动的原则。

为了让幼儿学生有语言和文化的学习体验。

(2)组织活动的指南,《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中提出活动组织指南,包括:

一是要符合心理发展和脑功能的理念,但需要根据幼儿学生的年龄、成熟度和发

展水平；二是让幼儿学生通过自我探索、自我游戏、自我观察、自我实验、自

我解答等五种感官和行动体验获得知识。三是必须组织成一体化教学,即将活动、

技能和学习科目融为一体；四是必须让幼儿学生自己设计方案、自己决定、自

己提出想法,教师只充当引导者的角色,然后和幼儿学生一起学习；五是幼儿学

生必须有机会与朋友和成人互动和交流；六是必须允许幼儿学生从社区的各种

媒体和学习资源中获取知识；七是在日常生活中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学习一

些技能,要从知足经济概念中学德、学美、学纪；八是必须有预先计划和非预先

计划的教学方法；九是需要收集幼儿学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信息,以便课后研究

使用；十是要让家庭社区教育机构成员有机会参与幼儿发展教育(教案、媒体、

学习资源、活动、评估)。

综上所述,笔者在组织活动时特别注意第一、二、三、六、七、九、十条组

织活动指南,因为这些组织活动指南可以作为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建设的基

础信息。

(3)日常活动原则,《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提出了日常活动的原则,包括:

一是每项活动必须适合幼儿学生年龄的时间限制,但时间也可以灵活调整,时间

长度要符合幼儿学生的需要,例如:3-4 岁学生每次活动时间为 8-12 分钟、4-5

岁学生每次活动时间为 12-15 分钟、5-6 岁学生每项活动时间为 15-20 分钟；

二是集体活动时间不宜过长；大概 40-60 分钟,为了可以让幼儿学生思考解决问

题或自己创造的；四是发展大小肌肉活动量也应该平衡。大小集体和单人活动

量之间也要平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第一原则非常适用于幼儿教育阶段,因为不同年龄阶段

组织活动的时间应该不同,课程建设者必须考虑到这一点。第二个原则笔者认为

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应该是课堂形式,少做集体活动或组织课外活动,因为幼

儿学生可以在课堂上进行语言表达训练。如果需要做一些互动活动,应该选择和

身边的朋友一起做,否则幼儿学生会乱跑而变得不受控制。第三个原则是关于自

由活动,最适合组织自由活动的时间应该是重要的节日,比如春节、中秋节、端

午节或者泰国的重要节日。第四个原则笔者也觉得很合理,在设计一些活动或者

学习体验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量的平衡,这样才能对幼儿学生各方面的发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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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力的作用。

4.活动的范围

Ministry of Education(2017)在《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中,提出提出了活动

范围,为了便于选择需要组织的学习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最主要的是要符合自己

所在教学机构的教学环境,包括七个发展方面:一是发展大肌肉(体力、身体平衡、

动作的灵活性、动作的流畅性、运用大肌肉的能力),如玩游乐设备、攀爬、唱

歌、跳舞等；二是发展小肌肉(小肌肉和指肌力量、手眼舒适度和协调性),如拿

起叉子勺子和艺术材料、穿衣服、玩游戏等；三是培养良好的情感(自信、主张、

纪律、责任、诚实、节俭、善良、慷慨、分享、礼貌),按照文化习俗行事,尊重

自己的信仰；四是养成社交习惯并与他人愉快相处；五是开发思维,如自我探索、

自我游戏、自我观察、自我实验和自我解决活动和有意义的游戏；六是发展语

言,如老师可以在教学中提问,让幼儿学生训练听说读写能力。七是促进想象力

和创造力,一般要组织美术活动、音乐舞蹈活动、游乐活动、玩建活动、

玩水玩沙活动、玩积木活动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活动范围应兼顾大肌肉的发

展,活动内容以歌舞为主。在发展小肌肉方面,活动应着重于手眼协调顺畅。在

情感和心理发展方面,活动应着重于灌输良好的感受。在养成社交习惯方面,活

动要着重养成良好的习惯、对自己有帮助的习惯、热爱工作的习惯、维护自己

和他人安全的习惯。在开发思维、发展语言、促进想象力和创造力方面,活动应

以《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为基础。这样就可以与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融

为一体。

5.发展评估

Ministry of Education(2017)在《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中,一般称为测量和

评估,但在泰国学前教育阶段称为发展评估
[9]
。

(1)发展评估的定义

Office of the Private Education Commission(1988)认为发展评估是一种总结

幼儿学生发展信息的过程,以便为未来的幼儿学生选择更适合的学习体验。Na

[9] 发展评估(英文:Development Assessment)《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将测量与评估称为

发展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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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korn,N.(2004)认为对幼儿学生的测量和评价是一种持续的过程,也是学习管

理的一部分。Office of the Basic Education Commission(2017)提出了发展性评估

的定义,即观察幼儿学生在学习和活动中的行为过程,必须使用研究工具进行记

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发展评估是使用研究工具对幼儿学生在学习和活动的

任何部分所产生的信息进行连续记录,为了获得出幼儿学生各方面信息。

(2)发展评估原则

Office of the Basic Education Commission(2017)提出了发展评估的五项原则:

一是规划体系的需要；二是需要满足《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的理想特性和

理想条件；三是需要单独考核,考核时间为整个学年；四是要运用多种评估工具

及方法,少用测试表等；五是要开展评估数据统计,并将其用于幼儿学生发展的

各个方面。3-6 岁幼儿发展评估的范围是身体、情感和心理、社区和智力发展。

Department of Local Administration(2017)提出了适合 3-6 岁儿幼儿学生发展评

估方法,包括行为观察、行为记录、谈话、访谈、评分作品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观察和记录幼儿学生的行为是非常适合学前教育的发

展评估方法。如果教师使用框架式的观察表进行收集的信息,可以说是非常系统

的,并可以反映出幼儿学生的行为。

(3)发展评估过程

Department of Local Administration(2017)根据《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的

主要内容提出发展评估过程,发展评估工作项目一般会发生于课堂中,因为刚好

就是幼儿学生正在进行学习体验和活动的时间,包括:第一过程是分析理想特性

标准和理想条件,而设计评估问题；第二过程是确定评估方法和工具。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发展评估过程应该有两个过程,包括:分析教学标准及设

计评估问题的过程、确定评估方法和工具的过程。评估工具可能是观察记录表、

检查清单、行为观察记录表的。

(4)设计发展评估标准

Office of the Basic Education Commission(2017)提出评价标准需涵盖幼儿学

生四大发展方面(身体、情感和心理、社区、智力),并应反映理想特性指标、理

想条件或行为考核标准,一般使用三级评分法
[10]
(好、一般、需要提倡)。Nanakorn,

[10] 三级评分法(英文:Three-level Scoring method)好、一般、需要提倡(泰文:ดี ปานกลาง

ควรส่งเสริ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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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004)提出幼儿学生智力的评估细节包括:语言、数学、推理、关系维度、感

觉和知觉、记忆、思维、创造力和想象力。教师需要使用三级评分法(好、一

般、需要提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应该使用三级评分法(好、一般、

需要提倡)。而必须附加评分等级的解释。

(5)收集发展评估信息与数据

Office of the Basic Education Commission(2017)提到收集数据的方式,如访

谈、交谈、评估系统等,收集信息后将其记录在记录表中。最好每学期进行两次

评估,第一次应该考核幼儿学生的发展状况,第二次就是考核幼儿学生有没

有学习进步。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每学期应进行两次发展评估。

(6)发展评估结果报告

Nanakorn,N.(2004)提出了三种报告幼儿学生发展结果的格式。一是使用检

查清单；二是使用记录表；三是使用分数表,而每个教育机构都使用不同的评估

工具和方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 Nanakorn,N.(2004)提到的三种发展评估结果报告格式

可以用于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但笔者认为检查清单非常适合幼儿教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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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汉语教师标准

(一)国际汉语教师标准的定义

汉办(2008)提出国际汉语教师标准的定义,就是对从事国际汉语教学工作的

教师所应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全面描述,旨在建立一套完善、科学、规范的

教师标准体系,为国际汉语教师的培养、培训、能力评价和资格认证提供依据。

由五个模块组成,一是语言基本知识与技能,包括汉语知识与技能、外语知识与技

能；二是文化与交际,包括中国文化、中外文化比较与跨文化交际,要求教师具备

多元文化知识,了解中国和世界文化知识及其异同,掌握跨文化交际的基本规则；

三是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策略,要求教师了解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规律和学

习者特点,能够帮助学习者成功学习汉语；四是教学方法,包括汉语教学法、测试

与评估、汉语教学课程、大纲、教材与铺助材料、现代教育技术及运用。要求教

师掌握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理论和教学法知识,具备教学组织和试试能力；

五是教师综合素质,主要对教师的职业素质、职业发展能力和职业道德进行描述。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五个国际汉语教师标准的模块非常适合作为幼儿汉语课

外活动课程建设的基本信息。

(二)语言基本知识与技能

1.听力技能教学

日常生活中的听力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休闲聆听(Casual Listening)；另

一种是专注聆听(Focused Listening)。聆听目标是识别和理解他人传达的信息。

因此听力是学生需要训练的一项技能。

(1)听力(教学)的定义

Laddawan,T.(1999)认为听力是人类的一种感知,可以看作是人类神经系统

的一种预期功能,包括听觉、知觉、记忆和理解。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听力是听者对听到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然后将加工后

的信息加以运用的能力。

(2)听力教学的目的

Laddawan,T.(1999)认为听力教学的目标是让学习者能够听懂外语,听懂电

子教具播放的声音。对初学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视听电子教具和图片,学习者可以

通过听单词、短语、日常用语和简单句子来练习听力。听力技能教学分为两大

类,一是听力和发音(声母、韵母、重度、声调、停顿)；二是听力理解(听句子

重音,听后理解词语、单词、句子的意思,理解没听过的信息,理解其他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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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听力教学的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让听者听懂别人的声

音,并能复述；另一个是让听者能够理解他们听到的信息。初级阶段的听力教学

必须借助与课文内容相关的电子教具和图片。

(3)听力教学的技巧

Laddawan,T.(1999)提出了两种提高听力教学技巧的方法。一是教学情境,

可以用外语交流的模仿教学情境,如听对话、听老师讲课、听课文、听电话、听

电视等；二是教学活动,分为三个过程,一是预听过程,教师向学习者提供他们将

要听到的信息,让学习者了解更多的学习内容或可以理解相关图片,然后一定要

在单词下面画个记号；二是听力过程中,就是让学习者训练听力,能否理解听到

的内容,适合的活动是听后指出、听后做拼图、听后画画、听后配对；三是听

后过程,就是让学习者在听完之后进行运用,例如听写单词或句子。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听力教学的技巧应分为三个过程,包括听前、听中和听

后。在听前过程中教师可以提供要听的内容或相关图片和单词。在听的过程中

教师要通过教学活动培养技能,如听后指出、听后拼图、听后画画、听后搭配、

听后行动、听后写指示等。最后听后的过程中,教师应该复习所听到的单词或对

文本的答案提供反馈。

(4)听力教学的范围

汉办(2010)在新中小学生汉语考试(YCT)介绍中提到通过YCT1的考生一般

会知道 80 个词语左右,而可以理解并使用最常用的汉语词语和句子,具备进一步

学习汉语的能力。YCT1 的听力考试内容,包括四部分共二十个题,第一部分有五

个题,每个题听两次,每个题只有一个词语,在考试卷会提供一张图片,考生需要

根据听到的内容判断出对错；第二部分也有五个题,每个题听两次,每个题只有一

个段话,在考试卷会提供三张图片,作为三个选择答案,考生需要根据听到的内容

选出对应的图片；第三部分也有五个题,每个题听两次,每个题只有一个句子,在

考试卷会提供一张图片,考生需要根据听到的内容判断出对错；第四部分也有五

个题,每个题听两次,每个题只有一个段话对话,在考试卷会提供三张图片,作为

三个选择答案,考生需要根据听到的内容选出对应的图片。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 YCT1 的词汇量一般在 80 个单词左右,所以如果要建设

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也要参考 YCT1 的词汇大纲,然后在课堂上可以模仿

YCT1 的题型作为听力教学活动。

2.口语技能教学

每种语言的教学都有相同的学习本质,就是从听力技能开始,然后学习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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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阅读技能,最后才学习写作技能。因此在口语教学中教师要掌握词汇、发音、

语法结构等方面的知识,并需要讲出语法正确的句子,才能组织出比较成功的汉

语口语教学。

(1)口语(教学)的定义

Yamaphai,S.(1982)认为口语是说话者用语调和行为来表达,以传达思想感

情和需要,让听着理解与回应。Sumniangngam,S.(2004)认为口语是用语言、语

调、面部、表情和眼神来传达说话者的知识、思想、情感和感受,还包括各种手

势,以使听者理解所要表达的意思。Bailey,K.M.(2005)认为早期的口语教学意味

着帮助学习者获得知识、声音、词汇和语法结构,因此学习者必须能够在各种情

况下使用语言与他人交流,还需要了解一下语言的相关文化和习俗,此外学习者

需要具备三个方面才能有更好的沟通能力,一是能够在社交中使用恰当的语言；

二是能与攻略沟通；三是要有一定的表达能力。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口语是一种用声音与他人交流的方式,需要听话者理解

说话者的意思、感受和需要。此外还可以选择使用手势,为了能够表达更加清晰

的意思。

(2)口语教学的目的

Ministry of Education(1990)在《泰国小学课程大纲》提出了小学口语的教学

目标。在小学 1-2 年级学生应该能够说话、讲故事、报告和讨论,而说话时要口

齿清晰准确,并在使用语言的场中能够有礼貌地沟通。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幼儿汉语口语教学的目标应该与《泰国小学课程大纲》

中的 1-2 年级口语教学目标相关。

(3)口语教学的技巧

Ministry of Education(1996)提到口语教学和训练活动应包括三种类型,一是

机械式练习
[11]
；二是有意义性的练习

[12]
；三是交际口语训练练习

[13]
。

Nawarat(2019)提出口语教学技巧,包括第一过程介绍内容,教师需要向幼儿学

生介绍课文,然后引出之前学过的知识,同时提供教学中的部分内容；第二过程

练习,首先用机械性练习来练习和简化一些单词和句子,学习者掌握语言结构后,

可以分组进行对话练习,然后让学习者开始训练写作技能,学习者获得到的知识

就会变成长期的知识；第三过程使用语言进行交流,最适合的活动是角色扮演和

[11] 机械性练习 (英文: Mechanical Drills)
[12] 有意义性的练习 (英文: Meaningful Drills)
[13] 交际口语培训的练习 (英文: Communicative Dr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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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情境,因为学习者可以自己解决口语使用问题。此外教室还可以从真实媒体

进行教学,如广告文章、电视广播、新闻、天气预报、菜单、时间表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幼儿汉语口语教学技巧也必须有三个过程:分成介绍、

训练、使用语言进行交流。

(4)口语教学的范围

汉办(2010)在新中小学生汉语考试 YCT介绍中,YCT1 的考试内容由三部分

组成,包括语言功能部分、词汇部分、语法部分。

○1 语言功能:

表 2-25:新中小学生汉语考试(YCT)介绍的语言功能
语言功能

1 打招呼、告别 你好、再见

2 表示感谢 谢谢

3 简单介绍个人

信息

我叫明明、我九岁、这是我的爸爸和妈妈、

我不爱吃米饭、我爱吃面条

4 表达数量 三个、很多

5 表达时间 现在 4点、今天 8月 7号、明天星期四

6 简单描述 哥哥的个子很高、爸爸的手大，我的手小

他现在再中国、她喝牛奶、我不高兴

7 指称事物 这是猫，不是小狗

8 表示领有 我有一个苹果

9 提问、回答简单

的问题

明天星期几？、你在哪儿？、他是谁？

你认识她吗？、这是什么？

(数据来源:新中小学生汉语考试(YCT)介绍,2010,24-28)

从表 2-25 可以看出,YCT1 共有 9 种语言功能,分别是问候告别、表达感谢、

简要介绍个人信息、表达数量、表达时间、简要描述、指代事物、表达归属、

提问和回答简单问题。笔者认为这九种语言功能狗满足教学目标,但需要调整部

分教学内容,要符合《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的学习内容。

○2 词汇:

表 2-26:新中小学生汉语考试(YCT)介绍的词汇
词汇

1 名词（32 个） 家、学校、商店、中国人、爸爸、妈妈、哥哥、姐姐、老师、手、

口、眼睛、头发、耳朵、鼻子、个子、猫、狗、鸟、鱼、水、牛奶、

米饭、面条、苹果、今天、明天、现在、月、号、星期、点

2 动词（12 个） 谢谢、再见、是、有、看、吃、喝、去、叫

3 形容词（7个） 好、多、大、小、长、高、高兴

4 代词（11 个） 我、你、他、她、我们、这、那、哪、谁、什么、几

5 数词（10 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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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新中小学生汉语考试（YCT）介绍,2010,27-28)

从表 2-26 可以看出,YCT1 共有 10 种词汇类型,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

代词、数词、量词、副词、连词、介绍词和助词。笔者认为连词和介词有一定

的难度,不适合幼儿教育阶段的教育,所以暂时不选择作为学习的内容。此外需

要针对其他词汇类型调整单词的顺序和难度。

○3 语法:

表 2-27:新中小学生汉语考试（YCT）介绍的语法

(数据来源:新中小学生汉语考试(YCT)介绍,2010,31-32)

从表 2-27 可以看出,YCT1共有 10 个语法点,包括代词、数词、量词、副词、

连词、介词、助词、陈述句、疑问句、特殊句型。笔者认为人称代词、指示代

词和疑问代词对幼儿学生来说很重要,但应根据《关于幼儿学生的全面发展概念

词汇

6 量词（2个） 个、岁

7 副词（2个） 不、很

8 连词（1个） 和

9 介词（1个） 在

10 助词（1个） 的

语法

1 代词 人称代词:我、你、他、她、我们

指示代词:这、那

疑问代词:谁、哪、什么

2 数词 表示时间:8 点、7月 5号、星期四

表示年龄:我 10 岁

3 量词 用在数词后:一个

用在“这”“那”“几”后:这个、那个、几岁

4 副词 否定副词“不”:我不是老师

程度副词“很”:他的个子很高

5 连词 和:水和牛奶

6 介词 在:他在家吃饭

7 助词 结构助词“的”:我的眼睛

语气助词“吗”:他在家吗？

8 陈述句 肯定句：今天星期一、他去商店、姐姐很高兴

否定句：我不认识他

9 疑问句 吗:你爱我吗？

谁:那个人是谁？

哪:你是哪国人？

哪儿:你在哪儿？

几:今天星期几？

什么:你喜欢吃什么？

10 特殊句型 “是”字句:这是我的爸爸。

“有”字句:我有一个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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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符合幼儿学生发展的实践理念》加以区分；表年龄的数字可以教给幼儿学生,

比如我三岁、我四岁、我五岁等等；副词“不”和“很”也可以教；介词“在”

笔者认为幼儿学生比较难理解,暂时不选择作为学习内容；助词“的”笔者认为

大班学生可以理解,比如红色的车、我的书、你的钱等；陈述句,笔者认为中小

班先教肯定句,大班再教否定句；疑问句,笔者认为疑问句是老师多用汉语说出

句型,以便幼儿学生练习听力和口语技能,而且疑问句的难度需要根据《泰国学

前教育课程大纲》的理想特性来区分学习内容”,另外也可以教授特殊句型“是”

和“有”。

3.阅读技能教学

阅读技能相当于接收信息的过程,读者必须依靠自己的思维、记忆和处理能

力来接收和理解所阅读到的信息。

(1)阅读(教学)的定义

Mansettawit,S.(2002)认为阅读是理解词词组和信息意义的过程,读者必须

说出所读信息的意义。Sukchotrat,M.(2006)认为阅读是一种发现认识和理解所

读文献内容的过程,阅读经验只能通过理解和解释技巧获得,也可以促进一个人

的智力情感和社会发展。Wongwisit,K.(2008)认为阅读是理解所读文献的过程,

需要获得所读信息的意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阅读是一种从阅读到理解信息的过程,能够知道阅读的

信息意味着什么。幼儿教育阶段阅读教学的内容是指声母韵母声调和单词等信

息。

(2)阅读教学的目的

玛哈朱拉隆功佛教大学的讲师群(2008)提出了三个阅读教学目标。一是为了

求知,包括阅读专著期刊等信息；二是为了征求意见,包括阅读通知文化知识道

德知识观点等；三是为了娱乐性,即自由阅读、休闲阅读、娱乐阅读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幼儿汉语阅读教学也应具备三个目标,即为了求知、为

了征求意见和为了娱乐性,这三个教学目标幼儿学生可以达到的,但在教学初期

幼儿学生必须用手眼来辅助为了能获取所见的知识,有时候教师还要领读。

(3)阅读教学的技巧

Cholkasem,U.(2011)提出了两种阅读教学技巧,一是朗读,即训练学生正确及

流利地阅读,包括基本步骤教学
[14]

(BST)、流利阅读
[15]

、阅读和抬头
[16]

、快速

[14] 基本步骤教学(英文: Basic Step of Teaching: 简称 BST)
[15] 流利阅读(英文: Reading for fluency: 或称 Chain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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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7]
和准确阅读

[18]
。二是默读,分为三个过程(预读、阅读、读后)。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朗读非常适合幼儿学生,因为教师可以观察学生是否用

手指指着课文,可以听到学生朗读的声音。另外预读在读和读后过程的学习内容

需要调整,而需要选择什么样的活动才适合幼儿学生学习。

(4)阅读教学的范围

Lertpanitkul(2004)提到阅读教学的范围应该是汉语拼音的教学,因为它是一

种以拉丁字母为现代标准汉语音标的方案,为现代标准汉语罗马拼音的国际标准

规范,有的音与国际音标(IPA)相同,有的音完全与国际音标(IPA)不同。所以汉

语拼音就是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语音辅助工具。Wasinanon,N.(2008)提到阅读教学

的范围应该是让学习者记住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发音,然后需要正确的拼写和读

写。此外汉语拼音还可以帮助初学者阅读简单的汉字。汉办(2010)在新中小学

生汉语考试(YCT)介绍中提到 YCT1 的阅读考试内容,包括三部分共十五个题,

第一部分有五个题目,每个题目会给考生提供一张图片和一个词语(汉字和汉语

拼音),考生要判断是否一致；第二部分也有五个题目,每个题目会给考生提供一

个句子,然后考试卷上会有三张图片,让考生判断所看到的内容而选择正确答案；

第三部分,每个题目会给考生提供一张图片和不完整的对话,而试卷上会有六个

选择答案,要求考生给不完整的会话选择正确答案。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幼儿学生的阅读内容应以汉语拼音为主,同时以声母、

单韵母、复韵母、单词为主要学习内容。然后在模仿 YCT1 阅读部分的考题,

教师需要给学生提供图片句子短语。

4.写作技能教学

写作技能是汉语教学中最难的一门课,因为汉语有汉语拼音(声母、韵母、

声调)和汉字(笔画、笔顺)两部分组成。

(1)写作教学定义

Wongsopa,N.(1982)认为写作是一种教学活动,通常与阅读一起进行,即阅

读的信息可以作为一种抄写形式,可以看作是一种需要经常练习的汉语技能。

Bureau of academic affair and education standard(2007)提出写作是一种用文字来

交流知识、思想、情感、感受、经历和信息的方式。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写作是与阅读同步进行的教学活动,需要反复训练才能

[16] 阅读和抬头(英文: Reading and Look up)
[17] 快速阅读(英文: Speed Reading)
[18] 准确阅读(英文: Reading for 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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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因为写作技巧将表达的信息写成字体。另外幼儿小时需要模仿教师书

写的字体。

(2)写作教学的目的

Sunthornroj,W.(2006)认为写作教学大约有九个目标,包括能写出正确汉字、

能练习写作技巧、能使用正确拼写和标点符号、能理解书面语言及使用,能

笔记和总结所读的内容能选择正确单词和成语,具有多种类型的写作技巧,利用

空闲时间,对未来工作有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幼儿汉语的写作教学目标应该是让幼儿学生写出正确

的拼音和汉字,拼写时顺便写下字体。

(3)写作教学的技巧

Aksornnukoa,S.(1989)提出写作教学技巧,必须先教简单的内容,然后逐渐增

加难度,分为三种类型:有范围的写作、有指导写作、自由写作。Haphuriwat,N.

(2012)在对外汉语教学管理研究中发现,识别及会写汉字是不同的教学方法,而

是不同的语言技能。因此汉字教学应考虑到词汇难度和会话写作熟悉度。另外

还提出三点设计汉字教学方面,一是口语和书面语教学需要分开；二是要先认后

写；三是要解释汉字的意思。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幼儿汉语写作教学技巧应在一定范围内使用书写的教

学形式,如画线、写汉语拼音、写简单汉字、汉字笔画等。

(4)写作教学的范围

任景文(2008)认为汉字书写是一种表达意义的学习系统,每个汉字由不同

的笔画组成,每个汉字都有不同的字形和部首。

○1 汉字种类

任景文(2008)提出了四种造字方法。一是象形字,根据物体的形状绘制的；

二是指事字,用抽象的符号来表达；三是会意字,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体汉字按

各自的意思组成的新汉字；四是形声字,由两个文或字复合成体,包括义范畴的

意符(形旁)和表示声音类别的声符(声旁)组合而成。

○2 汉字笔画

Distance learning foundation(2002)提出汉语写作教学中的八种重要笔画,包

括：点、横、竖、撇、捺、提、折、钩，因为每个汉字一般都有 8种笔画构成的,

所以学生必须掌握的。

○3 汉字笔顺

任景文(2008)提出了汉字笔顺的规范教学,教师先讲解了十一个汉字的书

写标准,先横后竖；二是先左到右；三从上到下；四是先写左边部分再写右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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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五是先外后内；六是先外后内在封口；七是先中间后两边；八是点在右上或

里面后写；九是左下包围的,先里后外；十是缺口向上的,先里后外；十一是缺口

向右的,先上后里在左下。刘靖年(2011)提到汉字笔顺教学范围必须由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笔画组成。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汉字教学,因为幼儿学生不会自

己写出自己想表达的文章,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训练幼儿学生写笔画和笔顺。而

必须根据内容的难易程度来学习,比如小班只学画线、写笔画、写汉语拼音(声

母、韵母、声调),中班学笔画和象形文字,大班开始学笔顺和简单汉字。

(5)与汉字相关的幼儿汉语研究

田海丽(2012)对九所华文民校的教师开展了调查,以幼儿学生识字理论为基

础,获得了适合幼儿学生学习的 86 个汉字,得出了幼儿学生识字教学的原则和

教学方法。王玉珏(2019)以乌汶府两大公立和私立幼儿园为例,编写了幼儿学生

识字教学现状研究报告,调查分析的内容包括识字教学现状、识字教学情况和汉

语课堂情况,并提出解决方案(学习环境、识字教与学、识字教材),最后认为常

用的汉字在 150 个左右。林惠明(2022)设计了一个《多彩汉语教学包》帮助泰

国幼儿学生学习汉字笔顺,教学包开发基于执行功能的概念,让学大班学生学习

后测成果高于前测以及教学包的效率达到 80/80 的标准。

综上所述,笔者看到在泰国对幼儿汉字教学进行研究的只有三个人,田海丽

最早在泰国研究幼儿汉语教学课题,因此她的研究成果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而提

出适合泰国幼儿学生的 86 个汉字表。王玉珏她设计了班主任面谈记录表,可以

反映幼儿汉语教学大纲的方向,而得出大班学生已经有识字能力了。另外林惠明

的《多彩汉语教学包》非常符合《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的开发要求,所以

《多彩汉语教学包》的效率特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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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执行功能

(一)执行功能的定义

李红(2004)认为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是指个体对思维、行为进行有

意识监控的心理过程和能力。王晶(2008)是一种有目的性的控制机制,以灵活有

效的方式协调不同的认知过程并调节人类复杂的认知活动。刘玉娟(2019)认为执

行功能是一系列对心理和行为的操控技能,帮助人们监控自己的认知过程。在解

决问题时,它帮助人们抑制无关反应,灵活思考,在工作记忆中对相关信息进行加

工。成熟的执行功能包括工作记忆、认知灵活性和抑制等多种成分。Harnmethee,

S.(2016)认为执行功能是人类的一项基本技能,可以通过科学过程来解释,并且

这些功能可以在经过训练和培养后保持在一个人的人格中。 Thanasetkorn,P.

(2019)认为执行功能是人脑的控制能力,可以控制思想、情绪和行动,为了让人

们实现自己的目标,执行功能也在幼儿的前脑上,根据哈佛大学的研究执行功能

的最高发展时期是在儿童早期阶段(3-6 岁)。Thai HealthPromotion Foundation

(2018)认为执行功能是人最高级的控制功能,也是一个前脑思维和认知的过程,

对人生的成功性很重要,并通过训练来发育,最佳发育期为 4-6 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执行功能的最佳发展时期是 4-6 岁,也就是幼儿教育阶

段,因为这个阶段的幼儿开始懂得准备责任合作的感觉。

(二)执行功能的成分

王静梅(2019)提到执行功能的每个成分。包括工作记忆、抑制控制和认知灵

活性,而研究结果中发现学龄前儿童的每个成分的发展度完全不相似,抑制控制

发展最快,认知灵活性排在第二位,而工作记忆的发展相对滞后。Harnmethee,S.

(2016)提出了执行功能的九个方面,包括:一是工作记忆
[19]

,通过多次学习体验

获得记忆知识,并可以随时使用；二是抑制性控制
[20]

,是一种会停止思考哪个是

好哪个是坏的,继续做下去会发生什么；三是转变认知灵活性
[21]

,即能够灵活应

对某些情况,也符合 21 世纪的特快变化；四是注意力
[22]
,凡事都要注意；五是情

绪控制
[23]
,幼儿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六是自我监控

[24]
。幼儿会告诉我们他们

[19] 工作记忆(英文: Working Memory)
[20] 抑制性控制(英文: Inhibitory Control)
[21] 转变认知灵活性(英文: Shift Cognitive Flexibility)
[22] 注意力(英文: Focus / Attention)
[23] 情绪控制(英文: Emotion Control)
[24] 自我监控(英文: Self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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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们会感到自豪；七是发起
[25]
,幼儿可以自己发起行动思

想和感受；八是规划和组织
[26]
,训练幼儿的计划与组织能力；九是目标导向的坚

持
[27]

,需要培养坚持工作的习惯。Palitpolkarnpim,P.(2019)提到执行功能的一个

方面是自我监控,并认为父母必须参与这一方面,包括:母亲的存在
[28]
、创造关系

[29]
、创造自己

[30]
。如果幼儿能够拥有自我监控方面,他们的专注力就会更强。

Thanasetkorn,P.(2019)也提到了执行功能的九个方面,并分为三大类:一是基本

功能(工作记忆、抑制性控制、转变认知灵活性)；二是管理自己功能(注意力、

情绪控制、自我监控)；三是实践功能(发起、规划和组织、目标导向的坚持),

以上三组功能必须来自于合适的条件,比如幼儿在学习时感到舒适和放松。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执行功能分为三大类,一是基本功能(工作记忆、抑制性

控制、转变认知灵活性)；二是管理自己功能(注意力、情绪控制、自我监控)；

三是实践功能(发起、规划和组织、目标导向的坚持)。

(三)执行功能的重要性

王静梅(2019)在研究中表明,3-6 岁儿童的执行功能能力发展迅速,到四岁左

右为其急速发展期,与国外儿童类似。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学龄前儿童的抑制性发

展最快,其次就是认知灵活性,而工作以及的发展相对滞后。李传江(2015)认为执

行功能对儿童的身体发展、入学准备和学业能力有一定的重要性。涂梦璐(2018)

认为,执行功能与儿童的计划能力、自我调控能力密切相关,学前期执行功能有一

个明显的发展过程,能够为成年期高级认知功能提供平台,预测个体后期的成就。

Pokam,N.(2020)指出执行功能具有一定的重要,因为学习者的学习准备和生活

成功将比智力技能更重要,尤其是人的思想感受和行动,因此执行功能需要从幼

儿教育阶段开始培养。刘玉娟(2019)在研究中表明,语言学习包括快速匹配、扩

展和联想,这些过程对构建及使用词汇和语法至关重要,这些能力的发展都离不

开执行功能的参与。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幼儿教育阶段,幼儿学生最少能表现出一个方面的执

行功能,执行功能对幼儿的语言学习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25] 发起(英文: Initiating)
[26] 规划和组织(英文: Planning and Organizing)
[27] 目标导向的坚持(英文: Goal-Directed Persistence)
[28] 母亲的存在(英文: Mother existence)
[29] 创造关系(英文: Emotional attachment)
[30] 创造自己(英文: The Creation of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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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执行功能的好处

李泉(2019)发现执行功能能够预测幼儿学生情绪胜任力的发展,尤其表现在

抑制控制能力上。刘玉娟(2019)发现执行功能促进幼儿学生早期语言能力,尤其

是早期读写能力的发展。Promsukkul,P.(2018)提出了执行功能对幼儿学生的四

大好处。第一可以加强记忆力,使幼儿学生能够按照老师的多步指令进行；第二

可以创造积极的行为,培养团队合作能力。第三促进身体健康和选择绿色产品的

习惯；第四帮助幼儿学生在任务中取得成功。Boontiang,O.(2019)指出了执行功

能对幼儿学生的两个好处。一是幼儿学生在主动学习中会感到幸福和快乐；二

是教师可以利用执行功能组织各科目的教学体验。Pokam,N.(2020)指出执行功

能对幼儿学生的好处在幼儿学生的记忆中,可以开发幼儿学生的智商和情商,

也可以发展身体、情感和心理,社会和智力方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执行功能的好处出现在学习语言的早期阶段。执行功能

将帮助幼儿学生培养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另外幼儿教育阶段的教师可以利用

执行功能来组织教学体验或教学活动。

（五）执行功能组织活动原则

涂梦璐(2018)提出思考方向就是从学校教育角度来看,可以将幼儿执行功能

发展任务纳入教学和活动中,比如:增加幼儿的体育活动时间、创设学业相关的训

练活动等。在教学中必须注意课堂的组织形式,关注同伴互动和师生互动状况。

从家庭教育角度来看,向家长宣传促进幼儿早期执行功能发展的知识,引导其形

成正确的教养态度能够促进幼儿更好地发展,避免教育误区。 T h a i

HealthPromotion Foundation(2018)提出了学习管理的三个设计原则。一是要考虑

幼儿学生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从幼儿学生家里学来的,

但是在学校也会学到,而且学校也属于社会,所以学校要让幼儿学生相信此地方

很适合他们学习；二是需要考虑到学习管理必须符合幼儿学生的发展和特点,

教师应制定类似于幼儿学生发展的学习目标,包括九项内容:通过七种感官进行

教学,通过自己动手做事获得直接经验,通过教师操作或样本获得知识,通过具

体到抽象,通过反复操作,通过易到难的学习步骤,通过老师同学和教学环境学

习,通过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补充或创新,通过适合情景教学让幼儿学生获得快

乐答案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融合教学一体化教学让幼儿学生理解和记忆而

找到因果关系；三是考虑对幼儿学生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教学。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要想举办执行功能课程,必须遵循 Thai HealthPromotion

Foundation(2018)提出的三个原则。首先你需要考虑幼儿对自己、对他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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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的态度；其次需要考虑到学习管理必须符合幼儿学生的发展和自然性；第

三是需要考虑对幼儿学生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教学。因此以上原则可以作为幼儿

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建设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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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理论的教学方法

(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

吕必松(1992)认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是一种第二语言教学,又是一种外

语教学,跟作为第二语言和外语的其他语言的教学,例如跟作为第二语言和外语

的英语教学,发育教学等,属于同一学科。刘询(1997)认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

属于语言学范畴,跟英语、法语、德语等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一样,是应用语言学的

一个分支学科。赵金铭(2008)认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就是导语言教学的根本思想。

我国早期对外汉语教学曾提出“实践性”的教学原则,主张“学以致用”,因此采

用“语文并进”的教学模式,重视听、说、读、写技能训练,课堂上提倡“精讲多

练”。尹桂丽(2012)认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是一种第二语言教学理论框架

建构的核心,具体的教学法即反映这一教学法的活动形式、活动方法,也反映了这

一教学法的思想、教学原则,是构成比较完整的有序活动方式方法的体系。孙德

金(2015)认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是语言学界的第一件事情,语言学的科学规

划与建设要包括对外汉语教学。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汉语是泰国幼儿教育阶段的一门语言选修课,教师使用

汉语授课的比例不高。

(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理论的教学模式

1.认知派教学法

孟辛(2012)认为认知法就是外语教学的目的在使学生能够开发应用外语的

实践能力及理解能力,尤其是理解与自学能力。学习行为应当是以学生为中心并

且鼓励学生积极投入学习并且使其在学习过程中富有创造力,同时外语教师在学

习过程中扮演的是组织者或指导者的角色。李大博(2013)提到认知派教学的主要

特点就是强调学习者对语言规则的理解和自觉掌握,也认为语言教学是一种自觉

的智力活动,又是学习者主动发现和掌握并运用语言规则的过程。

(1)泰国幼儿汉语认知派教学法的相关研究

易鑫(2014)从幼儿汉语教学的三个特点(幼儿特点、二语教学特点、教学特

点)入手,分析了幼儿汉语教学在二语教学中的作用。以泰国圣约瑟幼儿园为例,

提出适合中班学生的教学内容,包括单词、中文儿歌和舞蹈、中国经典动画片欣

赏,认为适合泰国幼儿汉语教学的教学方法应符合心理学理论、学习特点、认知

特点。教学安排的合理性也应以“以自我为中心”为主要内容。宋琳娟(2019)

以 Marie Upatham 学校为例,探讨中文儿歌在泰国幼儿汉语教学中的应用,文章

围绕多元智能理论和认知发展理论,提出幼儿汉语教学的选择方法和教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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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中文儿歌词汇简单,旋律欢快,形象生动,有效地吸引了幼儿学生的注意力,

提高了学习成果的效率。杨积娇(2018)以 Chongfah xinseng wanishbamrung学校

为例,研究泰国幼儿汉语教学现状,以幼儿语言发展理论为研究核心,了解幼儿

学生的四种语言技能(听、说、读、写)。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教师表现得像在和

他们一起玩,那么幼儿学生会有很好的学习效果。最后总结了幼儿汉语教学现状、

教师教学现状和家庭幼儿汉语教学现状。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易鑫的观点还是有道理的,因为泰国幼儿教育阶段的课

程在组织教学体验时必须符合心理学理论的特点、学习特点、认知特点。不过

宋琳娟认为不仅是认知发展理论的教学,还需要加入多元智能理论才有效。最后,

杨积娇认为泰国幼儿汉语教学必须像玩游戏一样来教。因此这些研究成果可以

作为泰国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建设的基础资料。

2.经验派教学法

李大博(2018)提到语言经验派教学法就是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联结一行为

主义心理学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二语言教学法流派,一般指直接法、听说法、情景

法、阅读法、视听法。

(1)经验派教学法种类

○1 直接法

李大博(2013)提出外语的直接法教学,就是直接不用母语、不用翻译而直接

通过目的语本身进行会话、交谈、阅读来教学外语的一种教学法,而直接法的主

要特征有:一是直接用外语讲课；二是主张以口语为基础；三是以句子为教学的

基本单位；四是反对语法翻译法,而以当代通用语言为教学内容。王亚娟(2020)

提出直接法适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各个方面,在各种教学方法中更适用于小学

生的初级汉语词汇教学。

综上所述,王亚娟认为小学生必须以直接法为主的教学方法,笔者也认为是

正确的。例如在教学时教师必须用外语直接授课,在口语教学的基础上,经常训

练学生用简单的词造句,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幼儿学生就会理解教师使用汉语讲

授的内容了。

○2 听说法

王杨琴(2008)认为听说法强调大量与目的语的接触和练习,强调语法结构

的练习,同时也提出了听说法的特点:一是听说领先于阅读和写作；二是以句式

为中心,反复练习,形成习惯；三是限制或排斥母语。张敏(2021)认为听说法在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教学效果是明显的。应结合听说法教学实践和时代发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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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在教学过程中进行相应的改进和创新,促进听说综合研究。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听说法会给幼儿学生带来良好的学习效果,因为在学前

教育中听力和口语应该先于阅读和写作,因为幼儿学生的小肌肉还没有发育成

熟,写作字体可能有点困难。所以笔者赞同王扬琴和张敏的观点。

○3 情景教学法

马悦馨(2011)提出情境教学法的定义,即通过一定的情境设计教案让学生

完成相应的教学任务,并认为在对外汉语课堂中,教师采用情境教学法进行教学

时,应注意以学生为学习主体,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更好地参

与教学活动。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朱剑钊(2020)认为情境教学

法是通过营造良好的课堂语言学习氛围,帮助学生在课堂上有更多的时间来合

理运用和消化课堂上所学的知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情景教学对幼儿学生来说非常重要的。

○4 视听法

李香玲(2005)提出了视听法的基本原理。第一听说先于阅读和写作；第二

通过刺激反应加重复练习养成语言习惯；第三重视句型教学；第四禁止使用母

语；第五通过比较语言结构来诊断语言学习的难度；第六及时检查和纠正语言

学习者的每一个错误,使他们避免使用错误的语言；第七强调情境教学。张璐

(2013)认为视听法是一种视觉与听觉相结合的方法体系,在我国外语教学和对

外汉语教学中得到广泛应用,它使抽象的汉语教学变成具体的形象生动的演示

真正做到了形声结合、情景结合,符合语言学习规律。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教师很难禁止使用母语,因为泰国本土化的幼儿汉语教

师的汉语水平并不算太高。如果要建设一门课程需要考虑到这一点,但张璐提出

情景教学法可能符合《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

○5 语法翻译法

章兼中(1983)认为语法翻译法是一种用母语教授外语的方法。何瑞(1998)

认为无论是中国人学外语还外国人学汉语的教学中,语法翻译法都一个共同的

特点。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语法翻译法也适合用于泰国幼儿学生的教学里的,尤其

是在讲解单词或简单句型时。

○6 全身反应法(TPR)

宋娇(2013)发现采用 TPR教学法可以对幼儿学生的语言发展给予适当的引

导和帮助。商艳涛(2014)认为 TPR教学法在幼儿学生的课堂注意力方面具有明

显优势,能够使幼儿学生快速理解所学内容,并且比传统教学方式具有更高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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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率。何冰洁(2015)认为 TPR教学法是一种符合幼儿学生心理特点,需要多种

方法相结合的教学方法。王改莉(2018)认为 TPR教学法非常适合幼儿年学生的

心理发展特点。通过语言和动作反应相结合,既提高了幼儿学生汉语教学的兴

趣,又增强了幼儿学生的听力理解和记忆力。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很多教师在幼儿教育阶段教学时都会选择 TPR教学法,

因为可以让幼儿学生通过身体活动来学习语言,其实泰国的学前教育也是这种

教学方式。

○7 语言沉浸教学法

于明娇(2019)提到沉浸式教学法是教师提倡以母语以外的第二语言作为直

接教学语言,教师直接使用目标语言进行教学,这不仅需要提高学生的听说能力,

也要求学生阅读、写作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全面发展和提高。夏晓碟(2019)认

为沉浸式教学法是国外取得丰硕成果的一种教学方法,提出语言与环境的有机

结合,强调环境对语言学习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如果教师的中文水平能够达到沉浸式教学法的要求,那

么学生的学习成果会更高。沉浸法还强调语言和跨文化交际的四项技能。

(2)泰国幼儿汉语经验派教学法的相关研究

张斐然(2015),她的研究设计以“翻译法”和“全身反应法”为例,进行比较

分析。结果表明翻译法和全身反应法都能够引起幼儿学生的注意,但是全身反应

法的“译”没有翻译法高。全身反应法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口语率、记忆率和跟

进率。翻译法对学生的回答率有帮助,但是她觉得泰国幼儿汉语教学法不能照搬

成年人的汉语教学法,更不要说国内幼儿汉语教学的方法了,由于文化差异,应

实行因材施教的原则,成人汉语教学和幼儿汉语教学不能一概而论。韩珍(2018)

以 Anuban Nakornphathom 为例,她提出了浸入式课程的幼儿汉语教学法,并提

出了课外活动和教学调查的研究方法,研究结果表明在采用沉浸式的前期幼儿

学生的成绩会出现略低的状态,但是到了中后期就会出成绩可以慢慢追上的现

象。张曦(2017)以泰国佛丕府 Pariyatrangsan 学校,对幼儿汉语口语教学进行了

研究,文章对课堂教学方法和教学方法进行了探讨,以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和儿童

心理学为研究核心,对游戏法、全身反应法、直接法等口语教学进行研究,并给

出例子。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前人的研究成果非常重要。例如张斐然在用经验教

学法为泰国幼儿学生组织汉语课外活动,就认为不可以照搬国内幼儿汉语教学

法,因为泰国的学前教育非常有特色。韩珍认为泰国幼儿汉语教学在浸入式教学

初期成绩会略低,因为笔者认为早期的泰国幼儿学生不习惯教师使用的语言。最

后张曦认为泰国的学前教育必须采用游戏法、全身反应法、直接法。因此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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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可以作为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建设的基础资料。

3.人本派教学法

李大博(2013)提到人本派的教学法就是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人本注意心理

学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二语言教学法流派,一般指团体语言学习法、默教法、暗示

法等。

(1)泰国幼儿汉语人本派教学法的相关研究

-没有发现-

4.功能派教学法

李大博(2013)提到功能派教学法就是在功能主义语言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

的基础上产生的教学法流派,一般强调语言的本质功能、语言形式、语言的内容

和意义。韩蓉(2011)认为认知功能教学法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外语教学,

教学研究的重点由“教”转向“学”,强调对学习者的研究和学习过程,强调理

解和有意义的操作,提倡以学生为中心。

笔者认为,功能主义教学法应该讲授语言的本质功能、语言形式和语言内容。

因此不适合幼儿学习。

(1)泰国幼儿汉语功能派教学法的相关研究

罗芳春(2015)以泰国七所私立幼儿园为例,开展了主题式教学研究。主题分

析发现五种类型:日常事务、交流、文化、歌曲、日常,在七所私立幼儿园常用

的主题式包括：水果、动物、食物、衣服、数字、身体部位、问候语和亲属称

呼。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芳春提出的常见事务、交流、文化、歌曲、套路五类主

题更符合《泰国学前有课程大纲》。此外常用的主题表达包括水果、动物、食

物、衣服、数字、身体部位、问候语和相关术语。这些研究成果可以作为幼儿

汉语课外活动课程成建设的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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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题目为:泰国幼儿汉语调查与研究,属于定量研究中的研究开发类型

(英文: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缩写:R&D)

一、第一阶段:文献研究(Phase1:Literature Research)

(一)研究课程开发模式和课程结构的相关信息

1.研究课程开发模式

笔者研究了国内外教育专家提出的课程开发模式的观点,共7位教育专家,分

为 3 位国外教育专家 Tyler,R.W.(1949)、Taba,H.(1962)、Sayler&Alexander

(1974)和 4位泰国教育专家 Department of Academic Affairs(2001)、Wongyai,W.

(2001) 、Wongsaphan,M.(2021)、Kaewurai,W.(2021)。由于教育专家提出的观

点不尽相同,笔者采用综合法综合教育专家的观点,综合结果发现课程开发模式

应有 12 步骤,包括：1)分析课程要求；2)设定课程目标；3)分析原则目标结构目

标；4)选择课程内容；5)收集课程的相关内容；6)选择学习体验；7)安排学习体

验的体系化；8)计划与建设；9)课程实施；10)课程培训；11)课程评估；12)

课程修订。

上述 12 步骤课程开发模式可作为本研究所需要的课程开发模式。

2.研究课程结构

笔者研究了国内外教育专家提出的课程结构的观点,共7位教育专家,分为三

位国外教育专家 TylerR.W.(1949)、Taba,H.(1962)、Nolet & Mclaughlin(2000)

和六位泰国教育专家 Utranan,S.(1989) 、Bua-sri,T.(2000)、Kunanukorn,S.(2000)、

Department of Academic Affairs(2001)、Wongsaphan,M.(2021) 、Kaewurai,W.

(2021)。由于教育专家提出的观点不尽相同,笔者采用综合法综合教育专家的观

点,综合结果发现课程结构应有 12 步骤,包括：1)原则；2)理念；3)想象；4)目

的；5)组织内容模式；6)学习内容和学习时间；7)组织学习活动的方法；8)

学习经验；9)学习媒体和资源；10)课堂气氛；11)教学策略；12)测量和评估。

上述 12 步骤的课程结构可作为本研究所需要的课程结构。

(二)研究关于语言混合教学法的相关信息

1.研究关于《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的相关材料

(1)研究关于《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的相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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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在与泰国学前教育相关的概念中,笔者认为

有 9个概念适合本研究使用,可以作为课程建设的基本信息。

○1 关于幼儿学生发展方面的理念

幼儿学生发展方面是指幼儿学生在生活中不断发展变化,包括量的发展和

质的发展。一般来说,它是根据幼儿学生的年龄来发展的,即同龄的幼儿学生发

展步骤相同,而年龄较大的幼儿学生发展速度和发展过程则不同。一般发展包括

四个方面,一是身体发展；二是情感与心理发展；三是社会发展；四是智

力开发。

○2 关于幼儿学生的全面发展概念和符合幼儿发展的实践理念

幼儿学生的全面发展概念和符合幼儿发展的实践理念是一种幼儿学生(爱好、

兴趣、能力、天资)；符合幼儿学生生活的社区和文化背景。兼顾幼儿学生各方

面发展的理念,教师在组织教学时不应只关注某一方面,共三个方面主要关注：

一是符合幼儿学生年龄；二是符合每个幼儿学生的爱好兴趣能力性向；三是适

合幼儿学生生活的社区和文化背景。

○3 关于教学管理符合幼儿大脑行动的理念

教学管理符合幼儿大脑行动的理念指大脑是一个教育发展最需要的身体器

官,大脑在母亲的子宫中开始发育,在此时间脑细胞会开始与其他器官连接,并开

始控制身体各部分的功能。根据《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执行功能是最符合

幼儿大脑行动理念。

执行功能是指前脑的思维功能,负责幼儿的思维、感觉和行动,在幼儿时期具

有最佳的发展状态。执行功能用于管理和控制幼儿的工作记忆力、注意力、决策、

抽象思维和其他认知方面。此外执行功能可以通过有意义的活动和学习体

验得到发展,对幼儿学生未来的生活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4 关于幼儿学生通过有意义的游戏学习的理念

幼儿学生通过有意义的游戏学习的理念指有意义的游戏是一种幼儿学生自

由表达和创造想象的活动,能从所见之物、人物、周围环境中反映出自己在生活

中的发展和学习水平。有意义的游戏还可以给幼儿学生带来了乐趣和放松,从而

促进身体、情感与心理、社会及智力方面的发展。

○5 关于学前教育一体化教学的理念

学前教育一体化教学的理念,学前教育是一种需要通过有意义的游戏和活动

来学习的教学法,而泰国学前教育允许教师自由组织学习体验,所以经常可以看

到教师会将很多学科的知识整合成内容进行教学。此外幼儿教育阶段可一体化的

教学内容包括:数学、科学、语文、音乐、艺术、道德、健康等。但组织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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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内容必须围绕一下四大主题展开:《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

○6 关于有利于学习媒体、技术、环境的理念

有利于学习媒体、技术、环境的理念是指教师可以利用课外技术媒体和教学

环境在学习体验中提升课堂氛围,因为课外媒体是一种教学工具,可以让幼儿学

生根据学习目标来学习知识。课外媒体一般是人物、事物、设备、玩具、教学包

和教学技巧,但要考虑在课堂上使用的安全性。此外教师必须选择广泛的教学媒

体,如自然媒体、实物媒体、文化媒体、地方智慧媒体、以及幼儿学生在各个领

域发展的媒体。

○7 关于真实评估的理念

真实评估的理念,评估幼儿学生的发展一般使用观察表,因为幼儿学生的每

一个学习过程都可以被观察到,真实评估的主要目标是获取有关幼儿学生的发

展信息,并将真实评估结果作为改进学习计划。

○8 关于家庭、学校、社区能参与发展幼儿教育的概念

家庭、学校、社区能参与发展幼儿教育的概念,《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

让家庭学校和社区共同参与幼儿教育的发展,甚至是家庭成员。由于父母和家庭

成员是幼儿学生最接近的单位,幼儿教育的发展必须从家庭做起。此外还有学校

方,一般是指幼儿园或者发育性幼儿教育中心,因为学校方介于家庭方和社区方

之间。

○9 关于知足经济、泰式性、多样性的概念

知足经济、泰式性、多样性的概念,在幼儿教育的发展中幼儿学生的社会文

化信仰家庭背景等信息可视为最重要的信息。因为教师可以方便地帮助幼儿学生

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一起学习和生活,也算是为幼儿学生准备美好的未来,如在

多样性方面、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政治思想等,但必须以泰式性为

基础。泰式性是指泰国的文化传承、语言、礼仪、道德、伦理和知足经济概念。

(2)研究关于《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的适合 3-6 岁的课程

这部分研究发现《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中适合 3-6 岁幼儿学生的课程是

一种培养和教育幼儿学生的教育形式。培养和教育的幼儿学生在身体、情感与心

理、社会及智力方面都有所发展,可以发展幼儿学生的各种能力。总共有十二个

标准,包括理想特性的四大方面

(3)研究《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的学习指标和理想条件

这部分研究发现《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的学习指标总体上符合《泰国学

前教育课程》理想特性的标准,此外《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还制定了“理想

条件”,让幼儿学生根据年龄表达行为和能力,教师可以利用这些来设计自己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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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内容。另外幼儿教育阶段分为三个学年(3-4 岁、4-5 岁、5-6 岁),然后理想

条件也分为三个部分,为了让幼儿根据年龄发展他们的行为和能力。

(4)研究关于《泰国学前教育大纲》的学习内容

这部分研究发现《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的学习内容就是一种围绕幼儿学

生的故事信息,这些故事信息可以用来设计学习体验和学习活动,为了实现学习

目标的主要信息,而在学习体验和学习活动中不能将注意力集中在记忆内容上,

而且学习内容的选择一般应根据幼儿学生的需要和兴趣。另外《泰国学前教育课

程大纲》还制定了重要经验,以作为教师在设计幼儿学生学习体验时使用的指南。

○1 重要经验

在身体发展方面就是发展幼儿学生的大肌肉和小肌肉,肌肉和神经系统在日

常生活中能够工作和协调。还支持幼儿学生注意卫生、安全和健康；在情感与心

理发展方面就是幼儿学生表达情感的机会,让幼儿学生认识自己的特点,对他人

产生同情心,培养道德、伦理、审美、善意和自信；在社会发展方面是幼儿学生

与他人和事物互动的机会；在智力发展方面是幼儿学生认知和学习的机会。

○2 主题内容

这部分研究发现《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幼儿学生自己主题内容,包括（幼

儿）姓名、身体器官、家里人、饮食、打招呼、保护卫生；幼儿学生周围的人和

地方主题内容,包括喜爱的家庭、我的家、我们的社区、美学与礼仪、重要节日、

人物、我的国王、我们的社区、社区的职业、国家；大自然主题内容,包括动物、

生物、植物、大自然、时间、预防自然灾害、自然能量；周围事物主题内容,包

括非生物、沟通与沟通工具(语言使用)、字(声母、韵母、声母)、颜色、形状、

数量、体重、时间、尺寸与面积、交通与交通工具、体重、钱、使用课本的正确

方法。

○3 日常活动安排

这部分研究发现泰国学前教育必须组织成一体化教学和活动才有效果,并能

帮助幼儿学生发展自己的知识、技能、道德、伦理、身体、心理、社会和智力,

以及学习体验的设计必须根据活动原则进行组织,包括:一是要为幼儿学生提供

一些有意义的游戏和学习体验,让幼儿学生各方面得到发展；二是满足幼儿学生

的需求和兴趣,考虑如何为个体师生和不同幼儿学生组织相同的学习体验；三是

需要通过学习过程和幼儿发展理念安排幼儿学生的发展计划；四是需要进行学习

体验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作为下一步教育的制定；五是需要让家庭成员、社区成

员、教育机构成员有机会参与幼儿学生发展教育；六是需要为幼儿学生提供语言

文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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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活动范围

这部分研究发现《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的活动范围必须符合自己教学机

构的教学环境,活动的范围包括七种发展方面:发展大肌肉；、发展小肌肉、发展

情感与心理并补充道德与美学、发展社会习惯、发展思维、发展语言和促进想

象力与创意力。

(5)研究关于《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的发展评估

这部分研究发现《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中的发展评估必须符合五个原则,

包括一是需要规划系统；二是需要符合《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的理想特性标

准和理想条件；三是需要个别考核,考核时间为整个学年；四是需要用多种评估

工具和方法进行评估,少用测试表；五是需要开展评估数据统计,运用到幼儿学生

发展的各个方面,3-6 岁的幼儿学生的发展评估的范围是身体、情感与心理、

社区、智力发展。

2.研究关于国际汉语教师标准

这部分研究发现全面描述了从事国际汉语教学的教师应具备的知识、能力和

素质,旨在建立完善、科学、规范的教师标准体系,为国际汉语教师的培养、培训、

能力评价和资格认证提供依据。由五个模块组成,一是基本的语言知识和技能；

二是文化与交际；三是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策略；四是教学方法；五是教师

综合素质。此外汉语教学还有四种技能:听、说、读、写。

3.研究关于执行功能理念

这部分研究发现执行功能的最佳发展时期是 4-6 岁,共分三个功能组,包括:

一是基本功能(工作记忆、抑制性控制、转变认知灵活性)；二是管理自己功能(注

意力、情绪控制、自我监控)；三是实践功能(发起、规划和组织、目标导向的坚

持)。执行功能对幼儿学生的语言学习具有一定的重要性,设计活动的三个原则包

括：一是考虑幼儿学生对自己、他人、社区的态度；二是考虑到学习体验的管理

必须符合幼儿学生的发展与天性；三是考虑对幼儿学生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教学。

4.研究关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理论的教学方法

这部分研究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理论四大派的教学方法,包括认知派教

学法、经验派教学法、人本派教学法、功能派教学法,发现以往研究者选择以认

知教学法和经验派教学法作为主要教学法。事实上选择使用认知教学进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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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并不多,因为以往研究者都认为幼儿学生能够培养外语应用的实践能力和理解

能力,原因源于他们的天赋能力。不过以往选择采用经验教学法的研究者认为这

派教学法非常适合幼儿学生的教学阶段

常用的教学法有直接法、听说法、情景教学法、视听法、语言翻译法、全身

反应法和语言沉浸法。

(三)研究课程建设的基本信息

1.研究课程建设的基本信息

本次课程建设的基本信息包括:《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汉语国际教师

标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理论教学、执行功能概念、课程建设的相关信息。

2.研究泰国幼儿汉语教学的现状及问题

(1)研究目标

想了解泰国幼儿汉语教学的现状和问题。

(2)研究范围

内容范围,研究幼儿汉语教学的现状和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幼儿汉语教

学的现状；二是幼儿汉语教学的相关问题。

总体和样本范围,总体为 ภาษาจีนอนุบาล群组成员的泰国幼儿汉语教师。2021 年

05 月群主开始让有兴趣者注册,作为本次研究的研究总体,共 200 人。注册条件

为必须有至少 1 年教学经验的泰国幼儿汉语教师。根据样曲线标准(Krejcie,

R.W.and Morgan,D.W,1970)因此本次研究使用了 134 名提供信息者作为研究样

本,分为来自泰国私立与公立幼儿园。通过简单随机抽样(Simple Random

Sampling)。

时间范围，2021 年 06 月 02-08 日(共 8 日)。

(3)研究工具

调查问卷,调查问卷的问题形式为开放式问题和闭合式问题,包括第一部分

关于幼儿汉语教学现状的问题,包括 1)幼儿汉语教学的现状和 2)泰国幼儿汉语

教师对幼儿汉语教学现状的看法,共 11 个问题；第二部分关于幼儿汉语教学存在

问题的问题,包括 1)存在问题；2)测量与评估；3)教学政策与教学大纲；4)教学

内容；5)教学媒体；6)泰国幼儿汉语教师对幼儿汉语教学存在问题的看法,共 10

个问题。

(4)收集信息

笔者将调查问卷提交指导老师进行初审,为了检查问题的符合度和连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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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据导师的建议进行修改,得到一份完整的问卷(见附件),然后在线分发 134

份调查问卷,使用自动响应系统而问卷回收率为 100%。

(5) 研究结果

表 3-01:幼儿汉语教学现状的人数及百分比
方面 / 问题 人数 百分比 顺序 方面 / 问题 人数 百分比 顺序

方面 1: 幼儿汉语教学的现状

问题 1: 教授汉语的年级

小班、中班、大班 61 45.52 1 小班 10 7.46 4
小班、中班 4 2.98 6 中班 7 5.22 5
中班、大班 23 17.16 3 大班 28 20.89 2

问题 2: 开设幼儿汉语时间

多于 5 年 52 38.80 1 2 - 4 年 35 26.11 3

1 年 45 33.58 2 其他 2 1.4 4

问题 3: 教学频率

1 天 / 星期 / 班 61 45.52 1 4 天 / 星期 / 班 10 7.46 4

5 天 / 星期 / 班 30 22.38 2 3 天 / 星期 / 班 6 4.47 5

2 天 / 星期 / 班 25 18.65 3 其他 2 1.4 6

问题 4: 教学时间

多于 45 分钟 56 41.79 1 不超过 45 分钟 11 8.20 4

36-45 分钟 39 29.10 2 其他 1 0.74 5

26-35 分钟 27 20.14 3

问题 5: 使用中国国籍幼儿汉语教师历史

未有过 83 61.94 1 一直都有 16 11.94 3
曾经有、现在没有了 34 25.37 2 其他 1 0.74 4

问题 6: 教学中主要语言

泰语 115 85.82 1 其他 1 0.74 3
汉语 18 13.43 2

从表 3-01 来看,第一方面幼儿汉语教学的现状的第一问题教授汉语的年级,

大部分提供信息者表明要担任小班、中班和大班的汉语教学,为 45.52%。第二问

题开设幼儿汉语时间,大部分提供信息者表明自己的幼儿园已开设多于 5年汉语

课外活动了,为 38.80%。第三问题教学频率,大部分提供信息者表明自己学校每

星期每班必须有 1次课,为 38.80%。第四问题教学时间,大部分提供信息者表明

自己学校的汉语课教学每次多于 45 分钟,为 41.79%。第五问题使用中国国籍幼

儿汉语教师历史,大部分提供信息者表明自己学校未有过中国国籍幼儿汉语教师,

为 61.94%。第六问题教学中主要语言,大部分提供信息者表明会使用泰语作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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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主要语言,为 85.82%。

表 3-02:泰国有汉语教师对幼儿汉语教学现状的看法的人数及百分比
方面 / 问题 人数 百分比 顺序 方面 / 问题 人数 百分比 顺序

方面 2: 泰国幼儿汉语教师对幼儿汉语教学现状的看法

问题 1: 你是否同意幼儿汉语需要有更系统地开发

同意 130 97.01 1 其他 2 1.49 3
不同意 2 1.49 2

问题 2: 你是否同意幼儿汉语需要促进动手写字

同意 85 63.43 1 其他 8 5.97 3
不同意 41 30.59 2

问题 3: 你是否同意幼儿汉语需要与小学一年级汉语基础有链接

同意 121 90.29 1 不同意 1 0.74 3
其他 12 10.44 2

问题 4: 你是否同意幼儿汉语需要促进教师使用教材或练习本

同意 121 90.29 1 其他 5 3.74 3
不同意 8 6.0 2

问题 5: 你是否同意幼儿汉语需要促进教学中使用语言沉浸式教学法

同意 64 47.76 1 其他 9 6.71 3
不同意 61 45.52 2

从表 3-02 来看,第二方面泰国幼儿汉语教师对幼儿汉语教学现状的看法的

第一问题你是否同意幼儿汉语需要有更系统地开发,大部分提供信息者表明同

意,为 97.01%。第二问题你是否同意幼儿汉语需要促进动手写字,大部分提供信

息者表明同意,为 63.43%。第三问题你是否同意幼儿汉语需要与小学一年级汉语

基础有链接,大部分提供信息者表明同意,为 90.29%。第四问题你是否同意幼儿

汉语需要促进教师使用教材或练习本,大部分提供信息者表明同意,为 90.29%。

第五问题你是否同意幼儿汉语需要促进教学中使用语言沉浸式教学法,大部分提

供信息者表明同意,为 47.76%。

表 3-03:幼儿汉语教学存在问题的人数及百分比
方面 / 问题 人数 百分比 顺序 方面 / 问题 人数 百分比 顺序

方面 1: 存在问题

问题 1: 幼儿汉语教学中的存在问题

没有标准课程 96 71.64 1 没有学前教育的教学知

识
62 46.26 4

没有培训班 74 55.22 2 没有泰国幼儿汉语教师

群组
42 31.34 5

没有标准教程 72 53.73 3 其他 4 2.9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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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 问题 人数 百分比 顺序 方面 / 问题 人数 百分比 顺序

方面 2: 测量与评估

问题 1: 关于符合幼儿汉语教学中的测量与评估方法

通过/不通过 66 49.25 1 未评估 19 14.17 3
分数 47 35.07 2 其他 2 1.49 4

方面 3: 教学政策与教学大纲

问题 1: 关于教学政策与教学大纲

让教师自由选话题 58 43.28 1 根据年级的教学话题，

而把班主任讲解的内容

进行翻译

14 10.44 4

根据年级的教学话

题，但可以

自由选内容

38 28.35 2 其他 6 4.47 5

方面 4: 教学内容

问题 1: 关于符合幼儿汉语教学中的语音教学话题

声母的音 103 76.86 1 拼读的音 28 20.89 5
单韵母的音 63 47.01 2 轻声 20 14.92 6
声调的音 50 37.31 3 变调 15 11.19 7
复韵母的音 35 26.11 4

问题 2: 关于符合幼儿汉语教学中的汉语语法教学话题

简单的陈述句 89 66.41 1 未教过 36 26.86 4
简单的否定句 46 34.32 2 助词“的” 32 23.88 5
简单的疑问句 41 30.59 3

问题 3: 关于符合幼儿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话题

课文中的汉字 70 52.23 1 笔画笔顺 46 34.32 4
汉字和汉语拼音 58 43.28 2 中文名字中的汉字 24 17.91 5
象形字 50 37.31 3 未教过 20 14.92 6

问题 4: 关于符合幼儿汉语教学中的教学话题

颜色 128 95.52 1 汉语拼音声母 50 37.31 12
数字 126 94.02 2 气候 41 30.59 14
动物 124 92.53 3 象形字 33 24.62 15
水果 121 90.23 4 汉语拼音单韵母 32 23.88 16
课堂用语 87 64.92 5 国家 32 23.88 16
日常用语 73 54.47 6 国家重要节日 31 23.13 18
食品 70 52.23 7 笔画笔顺 28 20.89 19
中文名字 69 51.49 8 汉语拼音复韵母 27 20.14 20
简单动词 64 47.76 9 时间 26 19.40 21
饮料 60 44.77 10 交通 26 19.40 21
职业 56 41.79 11 生物 24 17.91 23
地点 50 37.31 12 钱 15 11.19 24

问题 5: 关于符合幼儿汉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教学话题

春节 113 84.32 1 扇子 18 13.43 7
中秋节 47 35.07 2 未组织过 16 11.9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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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 问题 人数 百分比 顺序 方面 / 问题 人数 百分比 顺序

灯笼 31 23.13 3 中国画 8 5.97 9
端午节 24 17.91 4 茶道 8 5.97 9
筷子 24 17.91 4 中医 1 0.74 11
毛笔 18 13.43 6 龙/狮子 1 0.74 11

方面 5: 教学媒体

问题 1: （小班）使用教学媒体发展幼儿学生的小肌肉

蜡笔 75 55.97 1 彩泥/面团 16 11.94 4
未使用过 40 29.85 2 纸（撕/贴） 15 11.19 5
颜色笔 38 28.35 3 剪刀（剪） 7 5.22 6

方面 6: 泰国幼儿汉语教师对幼儿汉语教学存在问题的看法

问题 1: 意见

想看到幼儿汉语课程

开发
9 64.28 1 想看到标准教程 2 14.28 2

想看到幼儿汉语教学

的培训班
2 14.28 2

从表 3-03 来看,第一方面存在问题的第一问题幼儿汉语教学中的存在问题,

大部分提供信息者表明泰国没有标准幼儿汉语课程,为 71.64%。第二方面测量预

评估问题的第一问题关于符合幼儿汉语教学中的测量与评估方法,大部分提供信

息者表明他们会使用“通过”和“不通过”作为教学中的评估准则,为 49.25%。

第三方面教学政策与教学大纲的第一问题关于教学政策与教学大纲,大部分提

供信息者表明让教师自由选话题,为 43.28%。第四方面教学内容的第一问题关于

符合幼儿汉语教学中的语音教学话题,大部分提供信息者表明声母的音是幼儿汉

语语音教学的最主要内容,为 76.86%。第二问题关于符合幼儿汉语教学中的汉语

语法教学话题,大部分提供信息者表明简单的陈述句是幼儿汉语语法教学的最主

要内容,为 66.41%。第三问题关于符合幼儿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话题,大部分

提供信息者表明课文中的汉字是幼儿汉语汉字教学的最主要内容,为 52.23%。第

四问题关于符合幼儿汉语教学中的教学话题，大部分提供信息者表明颜色、数字、

动物、水果、课堂用语是幼儿汉语教学的最主要话题,第五问题关于符合幼儿汉

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教学话题,大部分提供信息者表明春节、中秋节、灯笼、端

午节、筷子是幼儿汉语教学的最主要的文化话题。第五方面教学媒体的第一问

题（小班）使用教学媒体发展幼儿学生的小肌肉大部分提供信息者表明蜡笔是最

适合的文具,为 55.97%。第六方面泰国幼儿汉语教师对幼儿汉语教学存在问题的

看法的第一问题意见,大部分提供信息者表明想看到幼儿汉语课程开发,为

6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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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从以上的调查结果来看笔者将提出解决问题方案,第一应该开发幼儿汉语课

外活动课程,而课程教育方法必须易于操作；第二开发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必

须符合《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的四个发展方面(身体、情感与心理、社会和

智力)；第三开设学前教育教学技能和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教学的培训班。

(7)调查结果对课程建设的要求

从调查结果来看,笔者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必须是符合《泰国学前教育课程

大纲》四个发展方面(身体、情感与心理、社会、智力)的课程；第二必须是完善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四项技能(听、说、读、写)教学的课程；第三必须是可让

不同汉语水平的教师使用的课程。

3.研究泰国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开发的基本信息

(1)研究目标

想了解泰国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开发的基本信息。

(2)研究范围

内容范围,本研究的访谈问题表共有十三个方面,包括课程建设的目标；课程

教学时间结构；关于《泰国学前教育课程》的四个发展方面；四大发展方面的学

习体验和活动；汉语技能教学；汉语文化和传统习俗教学；关于基于执行功能概

念组织学习体验和活动的原则；教学媒体、技术；教材；课程的一体化教学；课

程发展评估；课程与其他教育阶段的关联性；其他。

总体和样本范围,本研究抽样方式为立意抽样,样本为 8位专家和 10 位相关

人员。8位专家包括一位课程与教学方面、两位汉语言教学方面、一位幼儿发展

方面、三位监督教学方面和一位学前教育方面。另外 10 名相关人员包括一位学

校领导、两位汉语言教学专业的讲师、两位幼儿教育阶段教师、一位第二语言教

学专业的讲师、一位泰国幼儿汉语教师、一位中国文化教师、一位中国国籍的家

长和两位泰国国籍的家长。

时间范围,2022 年 03 月 01-30 日(共 30 日)。

(3)研究工具

有框架访谈表,有框架访谈表的问题形式为开放式问题,分成一部分如下:

第一部分关于泰国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开发的基本信息,包括课程建设的目标；

课程教学时间结构；关于《泰国学前教育课程》的四个发展方面；四大发展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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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体验和活动；汉语技能教学；汉语文化和传统习俗教学；关于基于执行功

能概念组织学习体验和活动的原则；教学媒体、技术；教材；课程的一体化教学；

课程发展评估；课程与其他教育阶段的关联性；其他。共 13 个问题。

(4)收集信息

笔者将有框架访谈表提交指导老师进行初审,为了检查问题的符合度和连通

性,并根据导师的建议进行修改,得到一份完整的有框架访谈表(见附件),然后在

线和线下进行访谈 8位专家和 10 位相关人员,访谈成功率为 100%。

(5)研究结果

表 3-04:课程目标的内容总结表
专家 观点

汉语教学专家 1 要先回去看一下在学前教育阶段使用过的第二语言教学课程，比如：英语、

日语。然后可以参考美国、加拿大、英国的语言沉浸教学课程的，是否可以

拿来在泰国幼儿汉语课程中应用的。课程开发必须是一种强调汉语言技能、

中国文化、幼儿学生的享受的。

课程与教学专家 应该是一种能让幼儿学生感觉快乐、有新挑战、像玩游戏一样的课程，还要

让幼儿学生对汉语言有喜好的态度。

汉语教学专家 2 应该是一种符合《泰国学前教育课程》，而要有幼儿学生的发展策略。还要

在外国人使用外语的语境中使用汉语。

芭提雅城教育处监

督员

应该是一种与其他科目一体化教学的课程，其他科目包括艺术、音乐、科技

等。然后需要以学生为中心的。

丹沓纳学校校长 应该是一种有明确目标的课程，比如：教学法、教学技巧、教学管理。

泰国学前教育的教

师

应该是一种在一体化教学中能够使用汉语的课程。

汉语言教学专业讲

师 2
应该是一种自然使用汉语表达的课程，比如：词汇、陈述句、否定句和疑问

句。

泰国学前教育专家 应该是一种能够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课程，而且课程能够通用的。

从表3-04来看,汉语教学专家认为在为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建设之前有必

要观察泰国学前教育阶段使用的英语、日语等第二语言教学课程。那么还要参考

美国、加拿大、英国的语言沉浸式教学课程,是否可以在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

中使用,开发的课程一定注重汉语技能、中国文化和幼儿学生教育乐趣。另一位

汉语教学专家认为,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符合《泰国学

前教育课程大纲》,对幼儿学生发展有策略,在外国人使用外语的情况下熟练使用

汉语也是很有必要的。课程与教学专家认为,这应该是一门能让幼儿学生感到快

乐和挑战的课程,教学应该像玩游戏一样,让幼儿学生对汉语产生热爱的态度。丹

沓纳校长认为，建设一门适合我校的幼儿汉语课程最好目的应该要明确的,比如：

在教学中用什么教学法、在教学技巧上用什么策略、在教学过程中如何管控学生。

芭提雅城市教育处监督员认为,这应该是一门一体化性的教学课程,可以整合其



82

他科目(艺术、音乐、科技)的知识,然后教学必须以学生为中心。在学前教育教

师看法,她们认为应该是一门可以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课程,可以让学前教育

教师更容易学习教学法。

表 3-05:课程教学时间结构的内容总结表
专家 观点

课程与教学专家 如果是强调口语和阅读应该组织3-4节/周,每节30分钟,但如果是一种只让

幼儿学生体验汉语的话,那可以组织 2 节/周,每节 30 分钟。(需要看课程的

目标)

汉语教学专家 1 1-2 节/周,每节 45-50 分钟。

汉语教学专家 2 1 周不能少于 3节课,每节课大概 30 分钟。

泰国学前教育专家 每节课不应该超过 20分钟。

汉语言教学专业讲

师 1
1-2 节课/周,每节课 50 分钟,前 30 分钟是教师讲解,后 20 分钟是幼儿学生

进行课堂活动。

第二语言教学专家 应该是听说形式,每日 20 分钟,但是如果是一种正规的外语科目应该是 1-2

节课/周。

汉语言教学专业讲

师 2
1-3 节/周,每节课 30 分钟。

芭提雅城教育处监

督员

小班要组织 1 节/周,每节课 30 分钟,中班要组织 1 节/周,每节课 50 分钟,

大班要组织 1节/周,每节课 60分钟。

丹沓纳学校校长 要组织 1节/周。

丹沓纳学校家长 听说形式 1节课/周,但是如果能增加成 2节课/周是最好的。

泰国学前教育的教

师

2节/周,每节课 40 分钟。

从表 3-05 来看,汉语教学专家认为每周 1-2 节课,每节课 45-50 分钟最合适

的。课程与教学专家认为,如果强调口语和阅读的话应该是 3-4 节课/周,但如果

是只让幼儿学生体验汉语可以减少到 1-2 节课/周,每节课 30 分钟。泰国学前教

育专家认为,不应超过 20 分钟,因为幼儿学生的专注注意力是有限的。在汉语言

教学讲师的看法，她们认为前 30 分钟应该用来讲课,后 20 分钟应该用来组织幼

儿学生的课堂活动。第二语言教学讲师认为,让幼儿学生每天学习第二语言 20

分钟是有效的。丹沓纳校长认为汉语是我们学校课外活动,所以 1周 1 节课是最

合适的。芭提雅城市教育处监督员们认为,小班应该组织每周 30 分钟的课、中班

应该组织每周 50 分钟的课、大班应该组织每周 60 分钟的课。我们学校的学前教

师认为要把幼儿汉语分成每周两节课会很有效,因为幼儿学生每周一节课记不住

太多的知识。家长们认为,最好学校要增加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教学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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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6:课程四个发展方面的内容总结表
专家 观点

课程与教学专家 幼儿汉语课程要把《泰国学前教育课程》的四个主题内容融合在一起，因为

语言是人生不可以缺少的能力，但是应该从幼儿学生自己的主题内容开始教

学，然后教幼儿学生的周围人物和地方主题内容，再扩展到大自然主题内容，

最后才教幼儿学生周围的事物主题内容。最好要从简单教到难的。

汉语教学专家 2 幼儿学生自己 : 名字、年龄、家庭信息、喜不喜欢的东西（颜

色、食品、地方、动物、职业）；

幼儿学生的周围人物和地方: 学校、寺庙、社区的有名景点、中国景点；

大自然 : 动物名称、颜色、大自然、植物名称；

幼儿周围的事物 : 文化、中国技术的发展(飞船)。

汉语言教学专业讲

师 1

必须按照《泰国学前教育课程》的四个主题内容,个人觉得不能缺少的主题

就是身体器官、颜色、数字、幼儿身边东西等。

泰国学前教育专家 在幼儿教育阶段,幼儿学生应该学习关于自己身体、人物、地点、课堂用语、

幼儿身边东西、颜色和数字的话题。

芭提雅城教育处监

督员

幼儿自己 : 打招呼用语。

幼儿的周围人物和地方 : 学校里经常用语。

大自然 : 动物、植物。

幼儿周围的事物 : 身体器官。

第二语言教学专家 幼儿自己 : 名字、年龄、家的位置、班。

幼儿的周围人物和地方 : 学校家庭成员、地点。

大自然 : 应该跟着学前教育课程大纲教学。

幼儿周围的事物 : 身体器官、服装、课堂设备。

汉语言教学专业讲

师 2
介绍自己、家庭成员的数量、地点、食品、饮料。

泰国学前教育的教

师

必须组织成主题单元，比如：我的身体器官单元、我的家庭单元、我的社区

单元等。

从表 3-06 来看,本方面笔者制定了研究术语：幼儿学生自己的主题内容,简

称为第一主题；幼儿学生的周围人物和地方的主题内容,简称为第二主题；大自

然的主题内容,简称为第三主题；幼儿学生周围的事物的主题内容,简称为第四主

题。汉语教学专家认为,第二主题应该补充中国旅游景点,让学生感受到中国的重

点名胜,在第四主题中应该辅以文化、发展中国科技(飞船)。课程与教学专家认

为,以上的四个主题必须结合在一起，因为语言课是一类能力培养课,最好由浅入

深地讲授。汉语教学讲师们认为不可或缺的内容是身体器官、颜色、数字、幼儿

学生身边的事物等等。泰国学前教育专家认为,上述主题不能缺少人物、地点、

课堂用语等主题。芭提雅城市教育处监督员们认为,第一主题需要增加问候的学

习内容、第二主题需要增加课堂用语、第三主题需要增加动植物的内容、第四主

题需要以增加身体器官的内容。第二语言教学讲师认为第四主题应该增加(中泰)

服装和课堂设备的知识。汉语言教学讲师们认为,在幼儿教育阶段最好教幼儿学

生如何用简单的汉语自我介绍。学前教育教师们认为无论设计什么内容,

都应该设计成一个主题单元,而且一定要和自己学校的主题单元内容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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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7:课程四大发展方面的学习体验和活动的内容总结表
专家 观点

课程与教学专家

课程与教学专家

身体发展方面 : 可以分成 2种，一是每个方面单独发展；二是每个方

面一起发展。

感情与心理发展方面: 必须组织能够让幼儿感到开心、幸福的活动，比如通

过儿歌、游戏、艺术学习汉语。

社会发展方面 : 必须组织让幼儿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和别人一起合作

的活动。

智力发展方面 : 必须组织能够使用语言思考、解决、比较问题的活动。

汉语教学专家 2 身体发展方面 : 要强调教室外的活动。

感情与心理发展方面: 要强调有规律的活动,群体活动。

社会发展方面 : 必须组织群体的活动。

智力发展方面 : 必须组织与主题单元有关的活动。

幼儿开发专家 身体发展方面 : 要强调有节奏的活动,或者与主题单词有关的活动

(强调小肌肉、大肌肉)。

感情与心理发展方面: 可以使用诗歌、儿歌组织的活动。

社会发展方面 : 要使用教室周围环境组织的活动。(强调幼儿使用语

言与别人沟通)。

智力发展方面 : 可以组织写作的活动。

泰国学前教育专家 身体发展方面 : 应该是一种可以动身的活动(可以与智力方面一体化

组织)。

感情与心理发展方面: 幼儿参加以上的活动，感情与心理方面会自己显示出

来的。

社会发展方面 : 强调群体的活动。

智力发展方面 : 与身体方面一体化组织。

芭提雅城教育处监

督员

身体发展方面 : 可以组织听从教师的话的活动。

感情与心理发展方面: 要和音乐科目一体化教学或者采用儿歌组织活动。

社会发展方面 : 强调幼儿可以用语言与别人沟通的活动。

智力发展方面 : 要组织与其他科目(音乐、艺术、科技、体育)一体化

教学的活动。

第二语言教学专家 身体发展方面 : 可以组织动身的活动。(跳舞、玩彩泥、涂颜色)。

感情与心理发展方面: 可以组织强调孝顺的活动。

社会发展方面 : 强调群体的活动(强调社区、文化、习俗)。

智力发展方面 : 要把孔子理念与主题单元组织成活动。

汉语言教学专业讲

师 2

身体发展方面 : 可以组织强调幼儿小肌肉的活动。(剪纸、玩彩泥、

涂颜色)。

感情与心理发展方面：可以组织唱歌、听音乐的活动。

社会发展方面 : 强调大群体的活动(全校一起组织中秋节春节的活

动)。

智力发展方面 : 要组织像个问答比赛模式的活动。

汉语言教学专业讲

师 1

身体发展方面 : 可以组织强调幼儿动身的活动（跳舞、玩彩泥、运动）。

泰国学前教育的教

师

身体发展方面 : 可以组织强调幼儿动身的活动。

感情与心理发展方面: 可以组织唱歌、听音乐、制作艺术品的活动。

社会发展方面 : 强调扮演的活动(全校一起组织中秋节、春节的活

动)。

智力发展方面 : 要组织强调幼儿能增加经验的活动。

从表3-07来看,本方面笔者制定了研究术语:身体发展方面,简称为身体方面；

感情与心理发展方面,简称为感情方面；社会发展方面,简称为社会方面；智力发

展方面，简称为智力方面。汉语教学专家认为,身体方面应注重课外活动,情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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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应注重定期或集体活动。课程与教学专家认为,在情感方面要组织能让幼儿学

生感到快乐和幸福的活动,如唱歌、游戏、艺术等,在智力方面要组织可以使用语

言来思考、解决和比较问题的活动。幼儿开发专家认为,从形体上强调节奏性活

动,或与主题词相关的活动(强调小肌肉和大肌肉),从情感上可以组织诗歌和童

谣的活动,在社会方面使用围绕课堂环境组织的活动(强调幼儿学生使用语言与

他人交流)。在智力方面要组织写作的活动。泰国学前教育专家认为,应在情感上

要多的幼儿学生参加上述活动,在智力方面和身体方面上组织一体化教学。芭提

雅城教育处监督员认为,情感和智力方面必须与其他科目(音乐、艺术、科技、体

育)组织成一体化教学或活动。第二语言教学和汉语教学讲师都认为教师可以组

织剪纸、跳舞、玩彩泥、涂颜色等体育活动，我校的学前教师认为教师可以组织

唱歌、听音乐等活动是很情绪化的。

表 3-08:课程汉语技能教学的内容总结表
专家 观点

课程与教学专家 听力技能方面 : 先从简单的儿歌、游戏开始。

口语技能方面 : 听力和口语活动应该连续的。

阅读技能方面 : 先从阅读简单的单词、句子开始。

写作技能方面 : 先不要让幼儿动笔写字,可是要让他们训练拉线、连

线等。

汉语教学专家 1 四种喊一技能必须有体验汉语的活动,比如:在日常活动可以用上汉语,以及

可以使用汉语表达喜爱、快乐、享受等

汉语教学专家 2 听力技能方面 : 先从简单的问答开始。

口语技能方面 : 先从幼儿周围的东西开始。

阅读技能方面 : 先从阅读单词、声母、韵母开始。

写作技能方面 : 先从拉线、连线、简单汉字开始。

汉语言教学专业讲

师 1

听力技能方面 : 先从简单的儿歌开始。

口语技能方面 : 先从自我介绍、打招呼开始。

阅读技能方面 : 先从朗读单词、阅读有拼音的童话故事开始。

写作技能方面 : 先从汉语拼音、笔画、简单汉字开始。

第二语言教学专家 听力技能方面 : 先从电子媒体播主简单的声音开始。

口语技能方面 : 先从朗诵、背诗开始。

阅读技能方面 : 先从听力和口语教学内容开始。

写作技能方面 : 此阶段不应该让幼儿写字，如果必须有的话，应该是

从训练拉线开始。

芭提雅城教育处监

督员

听力技能方面 : 先从简单的儿歌开始。

口语技能方面 : 先从复述教师的话开始。

阅读技能方面 : 先从朗读单词、跟着教师阅读词语和句子开始。

写作技能方面 : 先从照着模样汉字写出来开始。

中国文化教师 听力技能方面 : 先从简单的词语、句子开始。

口语技能方面 : 先从复述教师的话开始。

阅读技能方面 : 先从朗读单词、阅读有拼音的单词、唱简单的歌开始。

写作技能方面 : 先从汉语笔画、笔顺、象形字开始。

泰国学前教育的教

师

听力技能方面 : 先从教师说出简单的话开始。

口语技能方面 : 先从复述教师的话开始。（主题单词、句子）

阅读技能方面 : 先从朗读开始。

写作技能方面 : 先从简单字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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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观点

汉语言教学专业讲

师 2

听力技能方面 : 先从简单的儿歌开始。

口语技能方面 : 先从自我介绍、打招呼开始。

阅读技能方面 : 先从朗读单词、阅读有拼音的童话故事开始

写作技能方面 : 先从汉语拼音、笔画、简单汉字开始。

从表3-08来看,汉语教学专家认为,汉语四大技能必须有体验汉语的活动,如

能够在日常活动中使用汉语,能够用汉语表达爱、快乐、享受等。课程与教学专

家认为,在听力方面应从简单的儿歌入手,练习听力能力；口语中让幼儿学生说出

刚刚听到的内容；在阅读中我们应该练习从简单的单词到简单的句子的阅读能力,

在写作方面不要让幼儿学生开始写,而是让他们练习拉线、连线等。另一个汉语

教学专家在阅读方面补充教学内容,即从单词、声母、韵母开始练习阅读才能见

效。第二语言教学讲师认为,口语训练必须采用朗诵、朗诵诗歌的练习。芭提雅

城教育处监督员认为,幼儿学生应该学习一些简单的汉字书写。汉语教学讲师认

为,需要从汉语拼音(声母、韵母)、笔画和简单汉字入手,让幼儿学生了解汉语

写作能力的学习体系。

表 3-09:课程中国文化和传统习俗教学的内容总结表
专家 观点

课程与教学专家 中国文化和习俗方面 : 不必要太多的强调中国习俗和复杂的文化,但先让

幼儿学生了解什么样的活动与中国文化和习俗有

关。

汉语教学专家 1 中国文化和习俗方面 : 需要让幼儿了解和体验文化，还有要让幼儿知道

茶、毛笔、画儿、跳舞、食物。

汉语教学专家 2 中国文化和习俗方面 : 要促进幼儿汉语课程中必须重视中国文化和习俗,

比如:清明节、吃斋节

汉语言教学专业讲

师 1

中国文化和习俗方面 : 至少到春节时教师应该组织活动,最好要有与泰国

文化相关的活动。

第二语言教学专家 中国文化和习俗方面 : 要促进幼儿体验中国传统游戏和玩具,而促进学校

组织文化活动,但要把孝顺和恩爱加上去。

中国文化教师 中国文化和习俗方面 : 要使用视频让幼儿了解中国文化,然后教师可以讲

自己在中国体验过的中国文化,比如：春节、端午

节、中秋节、清明节、红色文化、饺子文化。

丹沓纳学校校长 中国文化和习俗方面 : 每节课教师必须讲一点。

汉语言教学专业讲

师 2

中国文化和习俗方面 : 要注重中国的重要节日（春节、中秋节）,要注重

代表中国文化的东西（月饼、汤圆、狮舞工具）。

从表 3-09 来看,汉语教学专家认为,需要让幼儿学生有必要了解和体验中国

文化,如毛笔、国画、舞蹈、名食等。课程与教学专家认为,没有必要强调更复杂

的中国风俗文化,但有必要介绍与幼儿学生相关的简单风俗文化。汉语教学讲师

认为，至少可以在幼儿教育阶段体验到春节文化。第二语言教学讲师认为,中国

玩具可以让幼儿学生对中国文化着迷。中国文化教师认为应该用一些短视频让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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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学生了解中国文化,然后教师可以讲讲自己在中国的经历,比如：春节、端午节、

中秋节、清明节、红色文化、饺子文化。丹沓纳校长认为每个主题单元都要加入

一点中国文化才会有用。

表 3-10:课程学习体验和活动的内容总结表
专家 观点

课程与教学专家 一是基本功能(工作记忆、抑制性控制、转变认知灵活性)；二是管理自己功

能(注意力、情绪控制、自我监控)；三是实践功能(发起、规划和组织、目

标导向的坚持)学习体验和活动：必须建设幼儿的重要的执行功能，比如：

从幼儿能记住的词语掌握到可以使用的情况,而且在语言使用中教师必须有

设定好的计划,最后让幼儿展示自己能完成的任务。(教师必须记录幼儿的动

作行为)

幼儿开发专家 学习体验和活动: 必须从自我监控功能开始组织活动,记录幼儿是否互相帮

组、是否爱护公共卫生,这些活动会让幼儿自己获得执行

功能,自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如果幼儿不能跟得上

这些活动,教师必须回头看是哪一方面造成的。

汉语教学专家 2 学习体验和活动: 可能像个“主动学习”,个人觉得实践功能最重要的。

泰国学前教育专家 学习体验和活动: 执行功能的 3种功能（基本功能、管理自己功能、实践功

能）都重要,教师可以选择来组织活动。

芭提雅城教育处监

督员

学习体验和活动: 基本功能幼儿可以通过模仿获得的。管理自己功能幼儿可

以通过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获得的。实践功能幼儿可以

通过按教师的话进行做获得的。

汉语言教学专业讲

师 2
学习体验和活动: 基本功能要强调幼儿多使用颜色笔。管理自己功能要强调

幼儿多与别人合作。实践功能幼儿可以通过汉语听力和口

语部分。

汉语言教学专业讲

师 1
学习体验和活动: 基本功能教师要拿真实媒体来展示为了增加幼儿的记忆

力。

从表 3-10 来看,课程与教学专家认为一是基本功能(工作记忆、抑制性控制、

转变认知灵活性)；二是管理自己功能(注意力、情绪控制、自我监控)；三是实

践功能(发起、规划和组织、目标导向的坚持),可以拿来组织幼儿汉语课外活动。

汉语教学专家认为要组织执行功能的活动必须组织像个“主动学习”,因为执行

功能的实践功能最重要的。幼儿开发专家认为必须从自我监控功能开始组织活动，

而要进行记录是否幼儿学生们互相帮助、爱护公共卫生,这些活动会让幼儿学生

自己获得执行功能,自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如果幼儿学生不能跟得上这些

活动,教师必须回头看是哪一方面造成的问题。芭提雅城教育处监督员们认为在

基本功能,幼儿学生可以通过模仿动作获到的,在管理自己功能幼儿学生可以通

过自己的想象力或创造力获到的，在实践功能幼儿学生可以通过进行动作获到的。

汉语教学讲师认为在基本功能要强调幼儿学生多使用颜色笔，然后教师多拿真实

媒体来展示,这样就可以增加幼儿学生的记忆力了,在管理自己功能必须强调幼

儿学生多与别人合作,在实践功能一般幼儿学生可以通过汉语听力和口语部分获

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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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课程教学媒体、技术的内容总结表
专家 观点

课程与教学专家 教学媒体和技术: 词语和句子应该要用手工媒体，但表示形状的内容必须电

子媒体的。

汉语教学专家 1 教学媒体和技术: 手工媒体和电子媒体都要保留中国风味

汉语教学专家 2 教学媒体和技术: 手工媒体要有一定让幼儿关注的特点,比如：尺寸、数量、

摆放位置。

电子媒体,现在的所有课程缺少不了,但要看学校设备和

语境。

幼儿开发专家 教学媒体和技术: 手工媒体非常独特,可以组织 DIY活动

泰国学前教育专家 教学媒体和技术: 手工媒体和电子媒体都可以使用。

汉语言教学专业讲

师 2

教学媒体和技术: 现在电子媒体非常方便使用,而且可以转发给家长给自己

孩子使用。

第二语言教学专家 教学媒体和技术: 手工媒体必须可以行动才吸引幼儿的关注。

电子媒体到现在非常流行。

芭提雅城教育处监

督员

教学媒体和技术: 手工媒体应该用于单词、声母韵母、句子教学中。

电子媒体最好要从 YouTube选择出来。

泰国学前教育的教

师

教学媒体和技术: 手工媒体应该是角色人物、手偶。

电子媒体应该是儿歌、卡通。

汉语言教学专业讲

师 1

教学媒体和技术: 手工媒体应该是一种能反复使用、一般指单词图、声母韵

母图。

电子媒体应该是儿歌、卡通。

从表 3-11 来看,课程与教学专家认为一般的词语和句子媒体应该使用手工

媒体,但表示形状必须使用电子媒体的。汉语教学专家认为不管哪种类媒体都要

保留中国风,而要注意大小、尺寸、颜色、性别、摆放位置等。幼儿开发专家认

为幼儿教育阶段手工媒体非常有独特性,可以一边可以是用来教学一边可以组织

DIY活动。泰国学前教育专家认为两种类的媒体都可以使用。汉语教学讲师认为

现在电子媒体非常方便，而可以转发给家长们使用教自己的孩子。第二语言教学

讲师认为手工媒体非常吸引幼儿学生。芭提雅城教育处监督员们认为电子媒体最

好要用 YouTube里的视频。学前教育教师们认为在手工媒体里除了纸布以外,还

包括角色人物和手偶。

表 3-12:课程教材的内容总结表
专家 观点

课程与教学专家 教材: 词语部分,应该从字的基本知识练习,而要从泰语中开始。

听力部分,听词语然后画出或表现动作。

口语部分,连续地说话、复述。

阅读部分,应该月的常见的词语。

写作部分,应该是拉线、连线、写简单的字（此阶段不必要重视）。

文化部分,应该是涂颜色的画。

汉语教学专家 2 教材: 应该是一种传达单元词语的故事,有课文、练习、游戏、语法。

泰国学前教育专

家

教材: 应该是一种按照幼儿发展制定的教材。

汉语言教学专业

讲师 2

教材: 应该是一种多训练题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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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观点

芭提雅城教育处

监督员

教材: 应该是一种按照幼儿发展制定和多训练题的教材。

中国文化教师 教材: 文化部分,应该是一种涂颜色、写汉字的教材。

泰国学前教育的

教师

教材: 应该有部分是电子媒体,多图片。

汉语言教学专业

讲师 1

教材: 必须有大一点的字体,多彩,图片与词语对应,有听力部分的训练。

从表 3-12 来看,课程与教学专家认为教材里应该设计一些看图说话、听力、

连线、连线、写简单汉字、涂颜色练习的。汉语教学专家认为应该是一种传达故

事,有课文、有练习、有游戏、有语法点的。泰国学前教育专家和芭提雅城教育

处监督员们都认为应该是一种按照幼儿学生发展设计的教材,而教材里要多设计

与幼儿学生发展有关练习题。中国文化教师认为在教材里的文化部分可以让幼儿

学生涂颜色、剪纸、或者写汉字的练习题。学前教育教师们认为适合用于幼儿教

育阶段的教材应该是一种有多图片的教材。汉语教学讲师认为字体要加粗加大,

图片对学生性别要平衡。

表 3-13:课程一体化教学的内容总结表
专家 观点

课程与教学专家 一体化教学:答案与第 7问题相似。

汉语教学专家 2 一体化教学:幼儿汉语课程必须通过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和语言沉浸教学法组

成的。

汉语教学专家 2 一体化教学:幼儿汉语课程必须与其他科目(数学课、科学课、泰文课、英文

课)一体化的。

泰国学前教育专家 一体化教学:最好一体化的科目是音乐课。

汉语言教学专业讲

师 2

一体化教学:最好要与所有幼儿阶段学习过的科目一体化。

第二语言教学专家 一体化教学:最好一体化的科目是体育课,因为可以让幼儿多动身,比如：武

术、跳舞等。

芭提雅城教育处监

督员

一体化教学:幼儿汉语课程必须与其他科目(音乐课、科学课、泰文课、英文

课、数学课）一体化的。

泰国学前教育的教

师

一体化教学:最好要与所有幼儿阶段学习过的科目一体化。

汉语言教学专业讲

师 1
一体化教学:最好一体化的科目是艺术课与数学课(算盘)。

从表 3-13 来看,汉语教学专家认为幼儿汉语课程必须通过建构主义教学理

论和语言沉浸教学法组成的,而要跟其他科目的内容有一体化教学。泰国学前教

育专家认为最好要跟音乐课有相连的地方,比如唱歌、舞蹈等。芭提雅城教育处

监督员们认为幼儿汉语课程必须与其他科目(音乐课、科学课、泰文课、英文课、

数学课)进行一体化教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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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课程发展评估的内容总结表
专家 观点

课程与教学专家 发展评估: 要以幼儿的发展为主,为了可以促进幼儿能够提高,再采用观察

表记录幼儿的动作行为,然后进行修改,而教师要自己评估。

汉语教学专家 2 发展评估: 重视为口试,有正规的分数表。

幼儿开发专家 发展评估: 个人比较喜欢“通过”、“不通过”,腹股沟第一次不通过要再

给一次机会。

泰国学前教育专家 发展评估: 最好要用评分规准(Scoring rubric)和观察表。

汉语言教学专业讲

师 1

发展评估: “通过”、“不通过”

第二语言教学专家 发展评估：只要考问答题。

芭提雅城教育处监

督员

芭提雅城教育处监

督员

发展评估：听力部分,要使用问答题。

口语部分,要测量幼儿学生的智力方面(语言记忆和使用)。

阅读部分,要测量幼儿学生是否能读出看到的词语。

写作部分,要用观察表和练习题。

从表 3-14 来看,课程与教学专家认为要以幼儿学生的发展为主,为了可以促

进幼儿学生发展提高,可以采用观察表记录幼儿学生的动作行为,然后在找办法

让幼儿学生修改得更好,而教师要自己评估。汉语教学专家认为要重视为口试,

有正规的分数表。幼儿开发专家认为个人比较喜欢“通过”、“不通过”,如果

第一次不通过必须再给幼儿学生一次机会。泰国学前教育专家认为最好要用评分

规准(Scoring rubric)和观察表。第二语言教学讲师认为实践考试和问答考试非常

适合幼儿学生。汉语教学讲师认为应该使用“通过”、“不通过”来评估幼儿学

生。芭提雅城教育处监督员们认为在听力部分,必须使用问答题,在口语部分,必

须测量幼儿学生的智力方面(语言记忆和使用)。在阅读部分,必须测量幼儿学

生是否能读出看到的词语。在写作部分,必须用观察表和练习题。

表 3-15:课程与其他教育阶段的链接性的内容总结表

从表 3-15 来看,课程与教学专家认为要强调幼儿学生爱学习外语的习惯、

专家 观点

课程与教学专家 连接性: 要强调幼儿学生爱学习外语的习惯、会阅读词语(拼音)。

汉语教学专家 2 连接性: 最好要强调汉语拼音(声母、韵母、声调)。

汉语教学专家 1 连接性: 最好要是一个学习系统。

泰国学前教育专家 连接性: 要加强阅读和写作技能(声母、韵母、声调、名字)。

汉语言教学专业讲

师 1
连接性: 要加强幼儿周围的词语(家庭人员、学校、食物)

芭提雅城教育处监

督员

连接性: 要加强口语方面(表达：自己、自己所需要、日常生活)

泰国学前教育的教

师

连接性: 要加强会读会写的。

汉语言教学专业讲

师 2
连接性: 要作成一个系统以 YCT1 级的词语大纲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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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阅读词语(拼音)。汉语教学专家认为最好要强调汉语拼音(声母、韵母、声调),

而要做成一个学习系统的。泰国学前教育专家认为要加强阅读和写作技能(声母、

韵母、声调、名字)。芭提雅城教育处监督员们认为要加强口语方面(表达:自己、

自己所需要、日常生活)。汉语教学讲师认为要作成一个系统以 YCT1 级的词语

大纲为准。

表 3-16:课程其他方面的内容总结表
专家 观点

课程与教学专家 其他: 幼儿汉语课程最好要是一体化教学,但是教室要知道现在在教什么主

题内容,因为每个活动可以发展幼儿的很多方面和学科。

汉语教学专家 2 其他: 希望幼儿汉语课程是一个通用形式的(政府学校和私立学校都可以用

上)。

汉语教学专家 1 其他: 希望幼儿汉语课程选择语言沉浸教学法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法。

汉语言教学专业讲

师 1
其他: 希望幼儿汉语课程最好一个学期只有 7-8 单元(1 单元大概使用 2 周

时间教学)。

汉语言教学专业讲

师 2
其他: 希望幼儿汉语课程能够有更多的有趣活动，比如：泰国父亲节、泰国

母亲节、情人节等。

从表3-16来看,课程与教学专家想补充的方面就是幼儿汉语课程最好要是一

体化教学,但是教师要知道现在班上在教什么主题内容,因为同样的内容,但不同

的活动就可以发展幼儿学生的很多方面和学科的。汉语教学专家认为希望幼儿汉

语课程是一个通用形式的课程(政府学校和私立学校都可以使用),而课程中会选

择语言沉浸教学法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法作为课程的主要理念。汉语教学讲

师认为一个学期最多是 7-8 个主题单元,而还希望幼儿汉语课程能够有更多

的有趣活动,比如:泰国父亲节、泰国母亲节、情人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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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阶段:课程设计与开发(Phase2:Design&Development)

(一)设计 Tesse混合教学法概念

1.Tesse混合教学法的来源和标志

图 3-01:编织的手工鱼(Tesse混合教学法的标志)

Tesse混合教学法是一种混合教学法的新概念,包含五种教育概念,如下:

T(英文: Thai Early Childhood Curriculum),是指《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的

基本内容,如: 幼儿学生的四大发展方面、理想特性与指标、学习内容、重要经

验、学习体验的时机、发展评估、链接到下一教育阶段等。

E (英文: Executive Functions ; EFs),是指《执行功能概念》的基本内容,包括

基本功能(工作记忆、抑制性控制、转变认知灵活性)、管理自己功能(注意力、

情绪控制、自我监控)、实践功能(发起、规划和组织、目标导向的坚持)、组织

学习体验或学习活动的原则。

S (英文: Skills of Chinese),是指汉语四大技能,包括学生的听力技能、学生的

阅读能力、学生的口语能力、学生的写作能力（汉语拼音、笔画、笔顺、象形

字、汉字)。

S (英文: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是指《第二语言教学理论》

的一些教学法,如语言沉浸式教学法、语言翻译教学法、TPR教学法等。

E (英文: Experience of Cross-Cultures),是指中国文化和跨文化交际的基本内

容,包括中国节日、中国民俗、中国画、中国音乐、汉字等。

Tesse的字母循序是 T-E-S-S-E,意大利语发音(tes-se)是编织的意思,所以笔

者选择泰国手工编织鱼作为标识(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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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esse混合教学法概念的主要原则

图 3-02:Tesse混合教学法概念主要原则

Tesse混合教学法概念有五个主要原则,如下所示:

第一原则需要符合《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的相关理念。

第二原则组织活动需要符合《执行功能概念》的原则。

第三原则需要符合《国际汉语教师标准》的四大汉语技能教学。

第四原则需要符合《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理论》的语言沉浸式教学法。

第五原则需要符合《跨文化交际学导论》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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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esse混合教学法概念与其他教育理念的连接

(1)与《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的连接点

图 3-03:Tesse混合教学法概念与《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

第一个连接点是《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中幼儿学生的四大发展方面,包

括身体发展、情感和心理发展、社会发展和智力发展。第二个连接点《泰国学

前教育课程大纲》的四大学习内容包括幼儿学生自己、幼儿学生的周围人和地

方、大自然和周围事物的主题内容。第三连接点《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主题

内容单元。泰国学前教育阶段往往将主题内容做成单元,然后根据幼儿学生的年

龄段区分学习内容的难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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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国际汉语教师标准》的连接点

图 3-04:Tesse混合教学法概念与《国际汉语教师标准》

Tesse 混合教学法是让幼儿学生通过周围的活动学习汉语言,为幼儿学生提

供听说读写四项汉语技能的培养机会,并能够接受跨文化差异。

在听力部分,幼儿学生需要听汉语拼音的声母、单韵母、复韵母、声调、读

音,从而能够区分声调不同的的单词、听懂教师讲的语言、并理解句子中的单词

部分。在口语部分，幼儿学生需要说出自己的简单信息(姓名、班级、年龄、学

校名称),然后用适合的语速和停顿来说话。在阅读部分,幼儿学生通过阅读单词

(拼音、象形文字、汉字)用手指指出所读的单词,从而知道所阅读的词性。在写

作部分,幼儿学生可以按照拼音、象形文字、汉字模板写出字体,认识汉字笔画的

书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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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理论》的连接点

图 3-05:Tesse混合教学法概念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理论》

有必要设计类似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学习氛围,特别是语言沉浸教学

法的学习氛围,调整语言沉浸教学法的组织教学原则,以适应泰国学前教育的基

本信息,有四个原则。

1.教师在课堂上尽量使用汉语言讲解。

2.教师需要创造类似于中国的各种形式的教学环境。

3.出示单词卡时,教师无需要解释单词的意思,只需要领学生朗读即可。

4.教师需要将教学环境或教室设计成“中国风”。

以上的原则出现于 Tesse混合教学法的第二、第三教学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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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执行功能概念》的连接点

图 3-06:Tesse混合教学法概念与《执行功能概念》

执行功能的九个方面可为三大类,基本基本功能类、管理基本功能类、实践

功能类,详细内容如下:

○1 基本功能类包括三个方面,如下:

A.在工作记忆方面,在 Tesse 混合教学法中称为“记忆后使用”；B.抑制

性控制方面,Tesse 混合教学法称为“在继续之前停止思考和决定”；C.转变认

知灵活性方面,Tesse混合教学法称为“灵活的思维”。

○2 管理自己功能类包括三个方面,如下:

D.注意力方面,在 Tesse 混合教学法中称为“注意力”；E.情绪控制方面，

Tesse 混合教学法称为“对自己工作满意,欣赏别人的工作,能等待”；F.自我

监控方面,Tesse混合教学法称为“了解自己的能力并表达自己的感受”。

○3 实践功能类包括三个方面,如下:

G.发起方面，在 Tesse 混合教学法中称为“敢做敢想敢做决定”；H.规划和

组织方面,Tesse 混合教学法称为“设计工作时间框架和准确性目标”；I.目标

导向的坚持方面,Tesse混合教学法称为“自己完成任务”。

在 Tesse混合教学法第三过程“实践过程”的基础过程中,需要幼儿学生表现

出 A、I、C、(DEG)的执行功能才符合课程要求,并在第三过程“实践过程”的

高级过程中,需要幼儿学生表现出 H、B、F 的执行功能才符合课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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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与中国文化（跨文化交际方面）的连接点

图 3-07:Tesse混合教学法概念与中国文化（跨文化交际方面）

《国际汉语教师标准》第二模块“文化与交际”,包括中国文化和中外文化

比较、跨文化交际。要求教师具备多元文化知识,了解中国和世界文化知识及其

异同,掌握跨文化交际的基本规律。

关于中国文化方面,要求教师具备一定的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中国文学艺

术、中国民俗文化、中国国情等方面的知识。

在中外文化比较和跨文化交际方面,要求教师了解中外文明的一些特点和历

史、中外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异同、世界主要宗教和哲学思想家、懂得汉语言教学、

教学研究可用于教学、了解世界现状可用于教学中、可用于教学的跨文化影响的

基础知识、以及可应用于自己学习者的汉语使用实践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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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esse混合教学法概念的教学过程

图 3-08:Tesse混合教学法概念的四个教学过程

Tesse混合教学法包括四个教学过程,具体如下:

在第一过程“准备过程”中,教师需要复习之前所学的知识,时间为 5分钟。

在第二过程“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对内容进行讲解,时间为 10分钟。

在第三过程“实践过程”中,学生动手实践的内容,时间为 20分钟。可以分为

两个小过程,即“基础过程”和“高级过程”。

在第四过程“总结过程”中,教师需要对所学内容进行总结,时间为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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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计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

1.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规划

(1)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对象

表 3-14:课程的对象

(2)发展方向

表 3-15:课程的发展方向

(3)发展对象过程和时间计划

表 3-16:课程的发展对象过程和时间计划

对象 内容

1.学生对象 泰国 3-6 岁幼儿学生在泰国的公立和私立幼儿园就读。

2.单位对象 泰国的公立和私立幼儿园。

3.教师对象 泰国籍汉语教师。

对象 内容

1.学生对象 1.发展幼儿学生的四大方面(身体、感情与心理、社会、智力)。

2.发展幼儿学生对不同文化的学习和理解。

3.发展幼儿学生的执行功能。

4.发展幼儿学生的汉语能力(听、说、读、写)。

2.单位对象 1.开发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教学管理系统。

3.教师对象 1.培养教师为幼儿学生组织学习体验的能力和技巧。

2.培养教师教导幼儿学生组织不同于他们自己的文化的能力和技巧。

3.培养教师组织幼儿学生执行功能活动的能力和技巧。

4.培养教师组织幼儿学生汉语教学能力和技巧。

对象 内容

1.学生对象 1.前测过程(使用 10-20 道试题进行测试),1 节课。

2.学习过程(7 个主题单元教学),18-20 节课。

3.后测过程(与前测相同的考题),1 节课。

4.数据统计及分析过程(描述性统计),7-10 个工作日。

5.推进过程(设计下学期学习推进计划),30 个工作日。

2.单位对象 1.选择适合的教师,选择课程的主题单元,开始制定教学计划。

2.准备教室、学习媒体和资源、教材和预算。

3.准备评价工作项目(课程使用前中后)。

3.教师对象 1.自学过程(需阅读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使用手册)。

2.在线培训过程,10小时。

3.提案流程,在每年 3-4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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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设计

本部分是根据本研究的课程开发模式和课程结构设计的,共有12个课程结构

部分,如下:

(1)课程原则

表 3-17:课程原则
内容

课程

原则

本课程主要培养泰国 3-6 岁幼儿学生的汉语文化基础知识和能力,而基于语言混合

教学法的概念、执行功能的概念和泰国学前教育四大发展方面的概念,对汉语有热爱

和好奇,进而促进幼儿学生的创造能力、第二语言使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执行

功能能力。

《幼儿汉语课程,混合体验,从基础继续发展》

(2)课程概念

表 3-18:课程理念
内容

课程

理念

本课程旨在培养 3-6 岁的泰国幼儿学生对汉语有基本的了解,培养幼儿学生四大发

展能力、第二语言使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执行功能能力,为幼儿学生组织运作

和组织适合年龄和有意义的学习体验和活动。

(3)课程想象

表 3-19:课程想象
内容

课程

想象

1.必须是一门针对泰国 3-6 岁幼儿学生提升汉语基本知识、培养四方面能力的课程。

2.必须是一门提升泰国 3-6 岁幼儿学生理解中泰文化差异的课程。

3.必须是一门提升泰国 3-6 岁幼儿学生执行功能能力的课程。

(4)课程目标

表 3-20:课程目标
内容

课程

目标

1.为了让泰国 3-6 岁幼儿学生有机会发展汉语能力,同时发展培养四个方面的能力。

2.为了让泰国 3-6 岁幼儿学生有机会培养对中泰文化差异的良好态度。

3.为了让泰国 3-6 岁幼儿学生有机会在学习或玩游戏中发展执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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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组织内容模式

○1 课程的标准和理想条件

表 3-21(1):课程的标准和理想条件
标准一:身体随年龄增长,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理想条件

3-4 岁(幼 1) 4-5 岁(幼 2) 5-6 岁(幼 3)

1.2 有良好的健

康和卫生

1.2.1 指出时,愿意吃有营

养的食物和喝干净的水

1.2.1 愿意吃有营养的食

物和喝干净的水

1.2.1 愿意吃有营养的食

物和喝干净的水

1.2.2 指出时,愿意在饭前

和如厕后洗手

1.2.2 愿意在饭前和如厕

后洗手

1.2.2 愿意在饭前和如厕

后洗手

1.2.3 按时睡觉 1.2.3 按时睡觉 1.2.3 按时睡觉

1.2.4 经常锻炼 1.2.4 经常锻炼 1.2.4 经常锻炼

1.3 保护自己和

他人的安全

1.3.1 指出时,在玩耍和活

动中注意自己的安全

1.3.1 在玩耍和活动中，注

意自己的安全

1.3.1 在玩耍和活动中注

意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标准二:大肌肉和小肌肉都很强壮并且流畅地相互使用

2.1 能够流畅地

移动身体,协调

和保持平衡

2.1.1 指出时,愿意移动身

体

2.1.1 愿意移动身体 2.1.1 愿意移动身体

2.2 能够互相用

手和眼睛

2.2.1 能够用剪刀单手剪纸 2.2.1 能够剪直线 2.2.1 能够剪弯线

2.2.2 会画圆形 2.2.2 会画四角形 2.2.2 会画三角形

标准三:健康和快乐

3.1 适当地表达

情绪

3.1.1 在特定情况下表达情

绪和感受

3.1.1 在特定情况下表达

情绪和感受

3.1.1 根据情况表达情绪

和感受

3.2 对自己和他

人感觉良好

3.2.1 敢说敢做 3.2.1 能够根据特定情况

说和做合规的事情

3.2.1 能够根据特定情况

说和做合规的事情

3.2.2 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

意

3.2.2 对自己工作和能力

感到满意

3.2.2 对自己和他人工作

和能力感到满意

标准四:欣赏和表达艺术作品、音乐和运行

4.1 欣赏和表达

艺术作品、音乐

和运行

4.1.1 通过艺术品表现出兴

趣和快乐

4.1.1 通过艺术品表现出

兴趣和快乐

4.1.1 通过艺术品表现出

兴趣和快乐

4.1.2 通过音乐和唱歌表现

出兴趣和快乐

4.1.2 通过音乐和唱歌表

现出兴趣和快乐

4.1.2 通过音乐和唱歌表

现出兴趣和快乐

4.1.3 通过音乐表现出兴趣

和快乐的动作和行动

4.1.3 通过音乐表现出兴

趣和快乐的动作和行动

4.1.3 通过音乐表现出兴

趣和快乐的动作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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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2):课程的标准和理想条件
标准五:有道德、善良

理想条件

3-4 岁(幼 1) 4-5 岁(幼 2) 5-6 岁(幼 3)

5.1 诚实 5.1.1 告诉或指出什么是自

己的

5.1.1 想要别人的东西,需

要询问或等待,但需要指

出

5.1.1 想要别人的东西,

可以自己询问或等待,

5.2 仁慈、同情、

帮助、分享

5.2.1 向朋友表达爱意,善

待动物

5.2.1 向朋友表达爱意,善

待动物

5.2.1 向朋友表达爱意,

善待动物

5.2.2 指出后,可以与他人

分享

5.2.2 被指出时,可以分享

和帮助他人

5.2.2 可以自己分享和

帮助他人

5.3 同情心 5.3.1 感知别人的感受,可

以通过面部和手势表现出来

5.3.1 感知别人的感受,可

以通过面部和手势表现出

来

5.3.1 感知别人的感受,

可以通过面部和手势表

现出来，并在现场应对情

况

5.4 要负责任 5.4.1 在人帮助下,可以完

成任务

5.4.1 在人帮助下，可以完

成任务

5.4.1 可以自己完成任

务

标准六:拥有基于知足经济理念的生活技能和实践思路

6.2 了解自己的

自律

6.2.1 当有人指出时,可以

把玩具或东西放回原处

6.2.1 可以把玩具或东西

放回原处

6.2.1 可以把玩具或东

西放回原处,更整洁

6.2.2 当有人指出时,可以

排队

6.2.2 可以排队并知道顺

序

6.2.2 可以排队并知道

顺序

6.3 了解储蓄和

充足

6.3.1 当有人指出时,可以

节俭和适度地使用东西

6.3.1 当有人指出时,可以

节俭和适度地使用东西

6.3.1 可以节俭和适度

地使用东西

标准七:热爱大自然、环境、文化和泰式性

7.1 爱护自然和

环境

7.1.2 可以将垃圾扔到正确

的回收地点

7.1.2 可以将垃圾扔到正

确的回收地点

7.1.2 可以将垃圾扔到

正确的回收地点

7.2 了解泰国文

化的礼仪,以身

为泰国人为荣

7.2.1 当有人指出时,可以

遵守泰国礼节

7.1.1 可以遵守泰国礼节 7.1.1 可以遵守泰国礼

节,并在现场应对情况

7.2.2 当有人指出时,可以

说谢谢和道歉

7.2.2 可以说谢谢和道歉 7.2.2 可以说谢谢和道

歉

标准八:与他人快乐生活、表现得像民主社会的好成员

8.1 接受个体之

间的异同

8.1.1 可以和与自己个体不

同的孩子一起玩耍和做活动

8.1.1 可以和与自己个体

不同的孩子一起玩耍和做

活动

8.1.1 可以和与自己个

体不同的孩子一起玩耍

和做活动

8.2 与他人有良

好互动

8.2.1 可以和朋友一起玩 8.2.1 可以和朋友一起玩

耍和工作

8.2.1 可以有目的地与

朋友一起玩耍和工作

8.2.2 当有人指出时,可以

向比自己年大的人和认识的

人打招呼

8.2.2 可以向比自己年大

的人和认识的人打招呼

8.2.2 可以向比自己年

大的人和认识的人打招

呼,并在现场应对情况

8.3 成为社会的

好成员

8.3.1 遵守课堂规程的能力 8.3.1 当有人指出时,能参

与制定课堂协议并能遵守

协议

8.3.1 能参与制定课堂

协议并能遵守协议

8.3.2 当有人指出时,可以

是班上代领也可以是跟随者

8.3.2 可以是班上代领者

也可以是跟随者

8.3.2 可以是班上代领

者也可以是跟随者,视现

场情况而定

8.3.3 当有人指出时,能够

接受妥协和解决问题

8.3.3 当有人指出时,能够

接受妥协和解决问题,而

不是诉诸暴力

8.3.3 能够接受妥协和

解决问题,而不是诉诸暴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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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3):课程的标准和理想条件
标准九:使用适合年龄的语言进行交流

理想条件

3-4 岁(幼 1) 4-5 岁(幼 2) 5-6 岁(幼 3)

9.1 让别人明白

你的对话、故事

9.1.1 听完别人的话,可以

用刚才听到的回答

9.1.1 听完别人的话,可以

用刚才听到的回答

9.1.1 听完别人的话,可

以用刚才听到的回答

9.1.2 用简的单句子自己讲

一个故事

9.1.2 用简单的句子自己

讲故事

9.1.2 用简单的句子自

己讲故事

9.2 会读、画、

画符号

9.2.1 能够根据自己的理解

阅读和说话

9.2.阅读图表、符合和单

词时,手指和眼睛同时

9.2.1 阅读图表、符号、

词语时,同时会用手指跟

着指和用眼睛跟着看,并

且知道从哪里开始和结

束

9.2.2 有方向地写 9.2.2 可以写字 9.2.2 可以写自己的名

字,可以写自己想写的

标准十:思考能力作为自己学习的基础

10.1有综合性思

考能力

10.1.1 通过观察陈述事物

的性质

10.1.1 通过观察陈述事物

的性质和构成

10.1.1 通过观察陈述事

物的性质、构成、变化和

关系

10.1.2 配对或比较某物的

一个方面

10.1.2 通过事物的一个方

面来配对或者比较差异

10.1.2 通过事物的两个

以上方面来配对或者比

较差异

10.1.3 根据功能对事物进

行分类

10.1.3 根据一种特性对事

物进行分类

10.1.3 根据两种以上特

性对事物进行分类

10.1.4 事物的排列顺序

(3 个)

10.1.4 事物的排列顺序

(4 个)

10.1.4 事物的排列顺序

(5个)

10.2有理性思考

能力

10.2.1 当有人指出时,事情

的结局就可以定下来

10.2.1 当有人指出时,可

以确定事情的因果关系

10.2.1 可以自己确定事

情的因果关系

10.2.2 可以猜到发生什么 10.2.2 可以猜到发生什么

,但可以提供知道的信息

10.2.2 可以猜到发生什

么,但可以提供知道的信

息

10.3战略性思考

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10.3.1 可以决定简单的事

情

10.3.1 可以决定简单的事

情,并知道后果

10.3.1 可以决定简单的

事情,知道后果并能够接

受

10.3.2 通过迭代解决问题 10.3.2 知道问题的结果,

并迭代解决问题

10.3.2 知道问题的结

果,并迭代解决问题

标准十一:富有想象力和创新精神

11.1 根据想象力

和创造力制作艺

术品

11.1.1 制作艺术品,为了

能够把自己想表达的想法

和感受告诉别人

11.1.1 可以修改和添加到

别人的艺术品，以便能够告

诉别人自己想表达的想法

和感受

11.1.1 可以修改和添加

到别人的艺术品，以便能

够告诉别人自己想表达

的想法和感受

11.2 表示想象力

和创造力的行为

11.2.1 表达行为,表达一

个人的想法和感受

11.2.1 表达更多的动作和

行为，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

感受

11.2.1 表达更多的动作

和行为，以表达自己的想

法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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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4):准和理想条件
标准十二:有良好的学习态度,能够找到适合自己年龄的知识

理想条件

3-4 岁(幼 1) 4-5 岁(幼 2) 5-6 岁(幼 3)

12.1有良好的学

习态度

12.1.1 有兴趣地听和读 12.1.1 有兴趣地问,关于

看到的字和符号

12.1.1 总是有兴趣翻书

来读和写下自己的想法

12.1.2 热情参与活动 12.1.2 热情参与活动 12.1.2 热情参与整个活

动

12.2有求知能力 12.2.1 当有人指出时,寻找

答案

12.2.1 根据自己的想法寻

找答案

12.2.1 根据自己的各种

想法寻找答案

12.2.2 可以用“谁”、“什

么”作为疑问词

12.2.2 可以用“哪里”、

“为什么”作为疑问词

12.2.2 可以用“什么时

候”、“怎么”作为疑问

词

标准十三:有汉语能力

13.1 听力能力 13.1.1 有兴趣听汉语拼音

的声母和单韵母

13.1.1 有兴趣地听单词、

声母、单韵母和复韵母的

发音

13.1.1有兴趣地听单词、

声母、单韵母、复韵母、

简单句子的发音

13.2 口语能力 13.2.1 敢于重复教师的话 13.2.1 指出时,会说简单

的问题和学过的单词

13.2.1指出时,会说简单

的句子和学过的单词

13.3 阅读能力 13.3.1 敢跟教师读汉语 13.3.1 敢读由声母韵母声

调组成的单词

13.3.1 敢读由声母韵母

组成的单词和简单句子

13.4 写作能力 13.4.1 敢写汉语拼音 13.4.1 敢写单词的汉语拼

音

13.4.1 敢写单词的汉字

笔画和汉语拼音

标准十四:拥有良好的学习态度、了解中泰文化的异同

14.1接受中泰文

化异同

14.1.1 能接受中泰文化异

同

14.1.1 能接受中泰文化异

同

14.1.1 能接受中泰文化

异同

标准十五：在课堂上使用执行功能

15.1 基本功能 15.1.1 指出时,能云涌所学

的知识

15.1.1 能独立运用所学知

识

15.1.1 能根据现场情况

把所学知识拿来运用

15.2管理自己功

能

15.2.1 指出时,能注意眼前

的任务或活动

15.2.1 能够长时间专注于

眼前的任务和活动

15.2.1 能长时间专注于

眼前的工作任务,并能自

我监控

15.3 实践功能 15.3.1 指出时,可以练习 15.3.1 可自行练习 15.3.1可自行练习,结合

现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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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要经验

表 3-22(1):课程的重要经验
1.1 身体发展方面 重要经验

1.1.1 大肌肉的使用 可以移动而不改变位置、可以移动位置、可以搬运物体、

可以使用大肌肉（触摸、投掷，抓握，踢）、可以自己

玩游乐场

1.1.2 小肌肉的使用 会玩积木、画画、玩彩水、塑造彩泥、用废料制作东西、

剪纸、撕纸，贴纸

1.1.3 维护自身健康 自我卫生习惯

1.1.4 维护自身安全 能在日常生日维护自己的安全、能听懂维护安全的故事、

能安全地在游戏场玩耍、能在特定情景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1.1.5 了解自己的身体 可以控制动作的方向和位置、可以跳过障碍物

1.2 情感与心理发展方面 重要经验

1.2.1 美学和音乐 听音乐、唱歌、与音乐互动、学习和演奏乐器、与音乐一

起表演、角色扮演、制作艺术品和参加艺术活动、创造美

丽的工艺品

1.2.2 游戏 自由游戏、单人游戏、小组游戏、大组（全班级或年级）

游戏、课堂玩具角自己玩、课外玩

1.2.3 道德 根据自己的信仰修行、聆听道德故事、交换道德知识和思

想

1.2.4 表达自己的情绪 说出自己和别人的情绪、扮演角色并表达自己的情绪、根

据音乐表演并表达自己的情绪、自己唱歌、创作艺术品

1.2.5 有独特的身份、相信自己有能力 根据自己力量而行

1.2.6对他人产生同理心 看到别人开心自己也想祝贺，帮助别人

1.3 社会发展方面 重要经验

1.3.1 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中自助、遵守知足经济理念

1.3.2关爱自然和周边环境 关心教室内外的环境、欣赏事物和材料的价值、利用废料

来制作艺术品、种植树木、饲养动物、了解有关大自然和

周围环境的新闻

1.3.3 遵守泰国文化和传统习俗 玩或模仿各种泰国文化和传统习俗、遵守居住地方的文化

和传统习俗、会做泰国菜、参加校外实地考察、了解泰国

传统游戏和玩具

1.3.4 尊重纪律、参加各个社会活动 一起制定班级规则、做班级的好成员、乐于配合每一次活

动、注意自己班级的卫生、参加学校的重要节日

1.3.5 小组合作游戏和工作 与别人交流学习和工作的想法、与别人一起玩耍和工作、

并在小组中进行艺术创作

1.3.6 问题解决 参与选择解题方法

1.3.7 接受个体之间的异同 与朋友一起玩耍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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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2):课程的重要经验
1.4 智力发展方面 重要经验

1.4.1 语言使用 听周围的声音、听和练习老师说的话、听懂故事、

韵律、歌曲、告诉别人你自己的经历，你自己的故

事、解释你遇到的事情、事情、关系、创造性地说

话、有效地说话顺序、阅读书籍(卡通、儿童故事)、

自由阅读、模仿成人的正确阅读方法、定向阅读单

词和词组、用手指和用眼睛阅读、认识自己名字的

单词、认识常用单词、认识成人写的单词、猜别人

要说写唱的单词和短语、玩语言游戏、经常看正确

的写写、自由书写、写有意义的单词和常用单词、

拼写和拼读单词

1.4.2 综合、理性的思维能力、能够解决问题 观察表象、构成、变化、关系、看实物和事情(不

同的角度)、认识方向和位置、玩圆形方形圆柱形

具玩、能根据形状功能特点进行分组、连接和拆卸

东西、反复玩和创作、数东西的零件数量、比较东

西、拼合和分开、排序、使用测量工具配对比较排

序体重量高体积、告诉、排序事情、能在日常生活

中进行数学表达、解释事物的前因后果、参与课堂

点评、参与选课解题方法

1.4.3 想象力和创造力 通过教学媒体感受意识和表现力

通过语言、动作行为、艺术品表达自己的创造力

使用各种形式的对象创作艺术品

1.4.4 有良好的学习态度 探索周围的事物和学习资源、询问自己有兴趣的问

题、寻找答案、收集信息通过图表呈现信息和数据

(6)学习内容

○1 幼儿学生自己

幼儿学生必须学习的主题是(幼儿学生)名字、身体器官、家庭成员、饮食、

问候语、保护健康等。

表 3-23:课程的学习内容(幼儿学生自己的主题内容)

○2 幼儿学生的周围人和地方

幼儿学生必须学习的主题是美学与礼仪、重要节日、周围人物、我的国王、

我们的社区、社区的职业、国家。等。

幼儿学生自己的主题内容

主题内容 主题内容

1. (幼儿学生)名字 2. 身体器官

3. 保护健康 4. 家庭成员

5. 饮食(主食、饮料、水果) 6 问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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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课程的学习内容(幼儿学生周围人和地方的主题内容)

○3 大自然

幼儿学生必须学习的主题是动物、生物、植物、大自然、时间、预防自然灾

害、自然能源等。

表 3-25:课程的学习内容(大自然的主题内容)

○4 周围的事物

幼儿学生必须学习的主题是非生物、交流与交流工具(语言使用)、字(声母、

韵母、声母)、颜色、形状、数量、体重、时间，大小和面积、交通工具、金钱、

教科书的正确使用方法等。

表 3-26:课程的学习内容(周围的事物的主题内容)

幼儿学生周围人和地方的主题内容

主题内容 主题内容

1. 美学和礼仪 2. 三宝佛节(重要节日)

3. 喜爱的家庭(周围人物) 4. 我的家(周围人物)

5. 我的国王 6 母亲节(重要节日)

7. 我们的社区 8. 社区的职业

9. 泰国(国家) 10. 泰国与东盟(国家)

11. 父亲节(重要节日) 12. 儿童与教师节(重要节日)

大自然的主题内容

主题内容 主题内容

1. 快乐的科学(大自然) 2. 生物

3. 动物 4. 植物

5. 大自然环境(大自然) 6 快乐的土石(大自然)

7. 冬季(时间) 8. 白天和晚上(时间)

9. 预防自然灾害 10. 自然能源

周围的事物的主题内容

主题内容 主题内容

1. 大小和面积 2. 非生物

3. 交通工具 4. 交流与交流工具(语言使

用)

5. 字(声母、韵母、声调) 6 颜色

7. 形状 8. 数量

9. 体重 10. 时间

11

.

金钱 12. 教材的正确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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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组织学习活动的方法

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教学大纲设计为 3年学制,

分为 6 个学期,每学期不少于 18 节课,在 3 年学制中,幼儿学生总共可学习 108

节幼儿汉语课外活动。

○1 小班(幼一),第一学期的学习大纲

幼儿学生必须从听说能力方面学习汉语拼音,包括:23 个声母、6形 7音节单

韵母、4个声调。幼儿学生可以学习一些主题,即家里人、身体器官、颜色等。

表 3-27:课程的组织学习活动的方法(小班的第一学期的学习大纲)

小班(幼一)第一学期

主题单元 副主题 学习时间

(小时)

主要内容

介绍教师和认识学生 1 -

0 介绍 介绍汉语拼音

0.1 汉语拼音声母 b p m f 的声

0.2 汉语拼音声母 d t n l 的声

0.3 汉语拼音声母 g k h 的声

0.4 汉语拼音声母 j q x 的声

0.5 汉语拼音声母 zh ch sh r 的声

0.6 汉语拼音声母 z c s 的声

0.7 汉语拼音声母 y w 的声

0.8 汉语拼音单韵母 ɑ 的声

0.9 汉语拼音单韵母 o e 的声

0.10 汉语拼音单韵母 i u 的声

0.11 汉语拼音单韵母 ü 的声

0.12 汉语拼音声调（声、形）

0.13 我的家庭

0.14 我的身体

0.15 颜色

15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周围的事物

幼儿学生自己

幼儿学生自己

周围的事物

中国文化和重要节日 1

中国文化和重要节日 2

1

1

学习时间总共(小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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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班(幼一),第二学期的学习大纲

本学期的幼儿学生将继续学习汉语拼音部分,同时学习汉语拼音的音形、并,

开始写字。

表 3-28:课程的组织学习活动的方法(小班的第二学期的学习大纲)

小班(幼一)第二学期

主题单元 副主题 学习时间

(小时)

主要内容

复习第一学期的知识 1 -

1 声母 声母

1.1 汉语拼音声母 b p 的声和形

1.2 汉语拼音声母 m f 的声和形

1.3 汉语拼音声母 d t 的声和形

1.4 汉语拼音声母 n l 的声和形

1.5 汉语拼音声母 g k 的声和形

1.6 汉语拼音声母 h j 的声和形

1.7 汉语拼音声母 q x 的声和形

1.8 汉语拼音声母 zh ch 的声和形

1.9 汉语拼音声母 sh r 的声和形

1.10 汉语拼音声母 z c s 的声和形

1.11 汉语拼音声母 y w 的声和形

1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周围的事物

2 单韵母 单韵母

2.1 汉语拼音韵母 ɑ o 的声和形

2.2 汉语拼音韵母 e i 的声和形

2.3 汉语拼音韵母 u ü的声和形

3

1

1

1

周围的事物

3 声调 声调

3.1 汉语拼音声调的声和形

1

1 周围的事物

中国文化和重要节日 1

中国文化和重要节日 2

1

1

学习时间总共(小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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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班(幼二),第一学期的学习大纲

中班第一学期中,幼儿学生要学习 7 个主题单元,如:我的家庭、我的身体、

我爱老师、我是歌手、我去医院、我在家、我有狗,一共出现了 58 个单词、5个

动词、2个疑问代词、7个汉字笔画、6个单韵母。

表 3-29:课程的组织学习活动的方法(中班的第一学期的学习大纲)

中班(幼二)第一学期

主题单元 副主题 学习时间

(小时)

主要内容

复习小班的知识 1 -

4 我的家庭 我的家庭

4.1 学习单词

4.2 学习“横”笔画

2

1

1

幼儿学生自己

5 我的身体 我的身体

5.1 学习单词

5.2 学习“竖”笔画 、“什么”

2

1

1

幼儿学生自己

6 我爱老师 我爱老师

5.1 学习单词

5.2 学习“撇”笔画 、“爱”

2

1

1

幼儿学生周围的

人和地方

7 我是歌手 我是歌手

5.1 学习单词、“捺”笔画 、“是”

5.2 职业剪纸活动

2

1

1

幼儿学生周围的

人和地方

8 我去医院 我去海边

5.1 学习单词、“去”、“哪里”

5.2 学习“点”笔画

2

1

1

幼儿学生周围的

人和地方

9 我在家 我在家

5.1 学习单词、“在”、“ü”

5.2 学习“提”笔画

2

1

1

幼儿学生周围的

人和地方

10 我有狗 我有狗

5.1 学习单词、“有”

5.2 学习“横折”笔画

2

1

1

大自然

中国文化和重要节日 1

中国文化和重要节日 2

测量与评估期

1

1

1

学习时间总共(小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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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班(幼二),第二学期的学习大纲

中班第二学期,幼儿学生要学习 7 个主题单元,如:我看熊猫、我吃饭、面条

好吃、大苹果、我买葡萄、我喝茶、橘汁好喝,一共出现了 42 个单词、4个动词、

3个汉字笔画、4个形容词、4个象形字、7个复韵母。

表 3-30:课程的组织学习活动的方法(中班的第二学期的学习大纲)

中班(幼二)第二学期

主题单元 副主题 学习时间

(小时)

主要内容

复习第一学期的知识 1 -

11 我看熊猫 我看熊猫

11.1 学习单词、“看”、“ɑi”

11.2 学习“竖钩”笔画

2

1

1

大自然

12 我吃饭 我吃饭

12.1 学习单词、“吃”、“ei”

12.2 学习“竖弯钩”笔画

2

1

1

周围事物

13 面条好吃 面条好吃

13.1 学习单词、“好吃”、“ɑn”

13.2 学习“横沟”笔画

2

1

1

周围事物

14 大苹果 大苹果

14.1 学习单词、“大小”、“en”

14.2 学习“日”

2

1

1

周围事物

15 我买葡萄 我买葡萄

15.1 学习单词、“买”、“ɑo”

15.2 学习“山”

2

1

1

周围事物

16 我喝茶 我喝茶

16.1 学习单词、“喝”、“ou”

16.2 学习“木”

2

1

1

周围事物

17 橘汁好喝 橘汁好喝

17.1 学习单词、“好喝”、“ɑng”

17.2 学习“水”

2

1

1

周围事物

中国文化和重要节日 1

中国文化和重要节日 2

测量与评估期

1

1

1

学习时间总共(小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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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班(幼三),第一学期的学习大纲

大班第一学期,幼儿学生要学习 7 个主题单元,如:我的铅笔、我穿衣服、开

门开门、我用牙刷、我要蘑菇、今天下雨、我不喜欢黑色。一共出现了 42 个单

词、5个动词、1个结构助词、1个副词、7个象形字、7个复韵母。

表 3-31:课程的组织学习活动的方法(大班的第一学期的学习大纲)

大班(幼三)第一学期

主题单元 副主题 学习时间

(小时)

主要内容

复习中班的知识 1 -

18 我的铅笔 我的铅笔

18.1 学习单词、“的”、“eng”

18.2 学习“月”

2

1

1

周围事物

19 我穿衣服 我穿衣服

19.1 学习单词、“穿”、“ong”

19.2 学习“门”

2

1

1

周围事物

20 开门开门 我穿衣服

20.1 学习单词、“开/关”、“iɑ”

20.2 学习“手”

2

1

1

周围事物

21 我用牙刷 我用牙刷

21.1 学习单词、“开/关”、“iɑo”

21.2 学习“火”

2

1

1

周围事物

22 我要蘑菇 我要蘑菇

22.1 学习单词、“要”、“ie”

22.2 学习“田”

2

1

1

幼儿学生自己

23 今天下雨 今天下雨

23.1 学习单词、“今天”、“iu”

23.2 学习“大”

2

1

1

大自然

24 我不喜欢黑色 我不喜欢黑色

23.1 学习单词、“喜欢”、“不”

23.2 学习“车”、“iɑn”

2

1

1

周围事物

中国文化和重要节日 1

中国文化和重要节日 2

测量与评估期

1

1

1

学习时间总共(小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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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班(幼三),第二学期的学习大纲

大班第二学期,幼儿学生要学习 6个主题单元,如:中文数字、我的中文名字、

我爱泰国、红色车、我肚子疼、我去中国。一共出现了 35 个单词、1个动词、1

个副词、5个汉字、6个复韵母。

表 3-32:课程的组织学习活动的方法(大班的第二学期的学习大纲)

大班(幼三)第二学期

主题单元 副主题 学习时间

(小时)

主要内容

复习第一学期的知识 1 -

25 中文数字 中文数字

25.1 学习单词、“in”

25.2 学习“多彩汉语——数字”

25.3 学习汉字“我”

3

1

1

1

周围事物

26 我的中文名字 我的中文名字

26.1 学习单词、“iɑng”、中文名字

26.2 学习“多彩汉语——名字”

26.3 学习汉字“你”

3

1

1

1

幼儿学生自己

27 我爱泰国 我爱泰国

27.1 学习单词、“ing”

27.3 学习汉字“他”

2

1

1

幼儿学生周围

的人和地方

28 红色车 红色车

28.1 学习单词、“uɑ”

28.2 学习汉字“爸爸”

2

1

1

周围事物

29 我肚子疼 我肚子疼

29.1 学习单词、“疼”、“uo”

29.2 学习汉字“妈妈”

2

1

1

幼儿学生自己

30 我去中国 我去中国

30.1 关于中国的基本知识、“uɑn”

30.2 关于中国的基本知识

2

1

1

幼儿学生周围

的人和地方

中国文化和重要节日 1

中国文化和重要节日 2

测量与评估期

1

1

1

学习时间总共(小时) 18



116

(8)学习体验

在幼儿教育阶段,设计学习体验是一项非常重要工作,因为幼儿学生特别想

自己学习、探索和体验,所以教师必须设计更多有趣的学习体验。本课程介绍了

Tesse混合教学的概念,其中的第二个“s”指的是第二语言教学理论中的语言沉

浸教学法。因此学习体验的设计必须符合语言沉浸教学组织教学的四项原则。为

了更好地符合《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的基本要求,笔者将对语言沉浸教学法

的四大组织教学原则进行修改。

○1 组织教学的原则

表 3-33:课程的学习媒体和学习资源

○2 学习体验计划

学习体验计划共有八个部分组成,包括学习目标；学习概念；学习的主要内

容；组织学习体验过程；学习媒体和资源；学习一体化；学习的发展评估；课后

记录。

(9)学习媒体和学习资源

表 3-34:课程的学习媒体和学习资源
课程结构 内容

媒体特性

1.易于使用来组织学习活动

2.容易发展幼儿学生的四个方面

3.多形状(二维、三维)

4.新近大自然

5.围绕幼儿学生的生活

6.能提现中泰文化

7.有儿童感和安全感

课程结构 内容

学习体验

1.教师在课堂上尽量使用汉语言讲解

本课程教师可使用部分中介语(泰语、英语)进行教学,汉语与中介语教

学比例为: 50%:50%(小班)、60%：40%(中班)、70%:30%(大班)。

2.教师需要创造类似于中国的各种形式的教学环境

教师应选择中文版教材、中国媒体(毛笔、汉语词汇卡、文化玩具、中

国画、中国舞具、中国水果)。

3.出示单词卡时,教师无需要解释单词的意思,只需要领学生朗读即可

教师直接出示词汇卡,引导学生朗读两遍。最重要的是不要翻译单词的

意思，因为单词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另外单词的练习要组织成有意义

的游戏,例如:边读单词边涂色、边听单词边画画等。

4.教师需要将教学环境或教室设计成“中国风”

教师要结合幼儿学生的四个发展方面、执行功能和中国文化特点，将他

们组织成一节非常有意义的汉语课。例如:用面团橡皮泥组织月饼活动、

用彩泥组织汉字笔画活动、用毛笔组织发展身体发展活动、用汉语儿歌

组织情感与心理发展活动等。



117

课程结构 内容

媒体特性 8.可以通过幼儿学生的五种感官进行学习

学习媒体

1.手工媒体，一般用彩纸制作手工展示品

(便宜、耐用、色彩鲜艳、安全)

2.数字媒体，一般是视频、网页、电子图片、

录音、mp3、mp4。

学习资源

1.距离学校不超过 30 公里

2.与主题单元或中国文化相关的内容。

(Chak-ngaew华人村、明满善坛)

(10)课堂氛围

表 3-35:课程的课堂气氛

(11)教学策略

表 3-36:课程的教学策略
课程结构 内容

教学策略

1.先听和记，后说和模仿

2.先学习声，后学习形

3.先学习声母、韵母、声调，后学习拼读

4.先学习笔画和象形字，后学习汉字

5.先学习教材里的内容，后学习其他科目的知识

6.先学举例泰文句子、后练习中文句子

7.先举行单人活动、后举行群体后动

8.先复习学习过的知识，后进行教新的知识

9.先参考学前教育教师使用的活动，后进行在自己课堂应用

10.先讲解泰国文化、后讲解中国文化

11.先讲解声母韵母的声与形，后进行比较

12.先反复练习，后进行使用

教学中的

五必须

1.必须观察学生的动作行为和表情。

2.一定要找班主任帮忙。（举办课堂活动时）

3.上课一定观察其他科目内容，能不能加点汉语知识

4.必须举办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活动

5.必须参加泰国重要节日的活动

课程结构 内容

课堂氛围

1.教师要有人格魅力

2.教学风格像游戏式教学

3.保持良好的师生关系

4.需要控制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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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测量与评估

表 3-37:课程的测量与评估
课程结构 内容

测量与评估策略

1.需要评估幼儿学生的身体发展。

2.需要评估幼儿学生的情感与心理发展

3.需要评估幼儿学生的身社会发展

4.需要评估幼儿学生的智能发展

5.需要对幼儿学生的汉语能力进行评估

6.需要评估幼儿学生在执行功能方面的能力

评估工具 1.观察表、访谈表、文件夹、成绩测试表

(三)实施前的课程评估

在课程实施之前,完成的课程必须通过评审,评审必须由与课程相关的专家

来进行评审,以了解课程结构的适合性。

1.评估目标

○1 为了了解课程结构的适合性。

2.指定课程的评估人员

本研究邀请了来自课程与教学领域、学前教育领域、测量与评估领域、汉语

教学领域、教学监督领域的专家作为评审者。共 7位,评审专家名单如下:

表 3-38:实施前课程评估的评审专家名单
专家姓名 工作单位， 专业领域

1 Rossarin Jermthaisong,博士,助理

教授

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泰国皇家理工大学，

巴吞他尼

课程与教学

2 Pradittha Parsapratet,博士,助理

教授

家政技术学院，泰国皇家理工大学，巴吞

他尼

学前教育

3 Surat Kwanboonjan,博士 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泰国皇家理工大学，

巴吞他尼

测量与评估

4 Paskorn Paksripang,博士 Piboonbumpen Demonstration学校,东方大

学，春武里

课程与教学

5 Citphong Sothikul,博士 Watprapiren学校,曼谷 汉语教学

6 Dan Ni,博士 Wattana Witthaya Academy 学校,曼谷 汉语教学

7 Yaowatida Seawseng,博士 K2级监督员，北柳府教育处,北柳府 汉语教学、教学监督

3.评估准则

在本过程中,笔者采用李克特量表作为评估工具,让专家对Tesse混合教学幼

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使用手册的适合性进行评审,并确定等级,本研究的评估

准则分为一下五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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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9:实施前的课程评估的量表等级表
等级 等级解释

5分 完全符合

4分 大部分符合

3分 不一定符合

2分 大部分不符合

1分 完全不符合

量表总平均值的解释及结果条件如下:

表 3-40:实施前课程评估量表的总平均值解释及结果条件表

4.评估数据统计

统计表 3-01:评审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使用手册结果

评审幼儿汉语课外活动 专家一 专家二 专家三 专家四 专家五 专家六 专家七

课程的使用手册结果 4.66 5.00 4.90 5.00 4.30 4.56 4.43

平均数�1 = 4.69 标准差��1 = 0.7423 变异系数 ��1 = 10.07%

从统计表3-01来看,本过程的评估数据统计结果,平均值�1= 4.69,相当于完

全适合、符合、同意的；标准差��1 = 0.7423 ；变异系数��1 = 10.07%,总平均

值结果条件说明是“需要修改和再审”。

(四)实施前的课程修订

根据本研究阶段的评估准则,将总平均结果条件描述分为两个条件,第一个

条件是总平均值在 3.51-5.00 之间“可以直接使用”；第二个条件是总平均值在

1.00-3.50 之间“需要修改和再审”。

本研究阶段的总平均值为 4.69,属于第一条件“可以直接使用”。

总平均等级 总平均值解释 总平均值结果条件说明

4.51-5.00 完全适合、符合、同意 3.51-5.00 区域

可以直接使用3.51-4.50 大部分适合、符合、同意

2.51-3.50 不一定符合 3.50-1.00 区域

需要修改和再审1.51-2.50 大部分不适合、不符合、不同意

1.00-1.50 完全不适合、不符合、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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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阶段:课程实施（Phase3:Implementation）

(一)设计研究工具与试点实验

1.Tesse 混合教学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使用手册

已在研究第二阶段设进行设计与评审了。

2.学习体验计划

本研究的实验期为一个学期，因此学习体验计划共 18 课(每课一个学习体验

计划),本研究工具的设计步骤如下:

图 3-09:设计学习体验计划过程

(1)研究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以作为学习体验计

划的设计思路。

(2)设计学习体验计划,共有 18 个计划。学习体验计的划构成部分包括：一

是学习目标；二是学习概念；三是学习的主要内容；四是组织学习体验过程；五

是学习媒体和资源；六是学习一体化；七是学习的发展评估；八是课后记录。

(3)研究工具评审期,第一期将学习体验计划提交导师进行初审,并根据导师

的建议进行修订。第二期将学习体验计划提交评审专家进行评审。(评审准则、

评审专家名单同研究的第二阶段)

统计表 3-02: 评审学习体验教案结果

评审学习体验计划结果： 专家一 专家二 专家三 专家四 专家五 专家六 专家七

4.77 4.88 5.00 5.00 4.33 4.77 4.22

平均数�2 =4.71 标准差��2 =0.3132 变异系数 ��2 =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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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计表 3-02 可以看出,评审研究工具(学习体验计划)的结果平均值 �2=

4.71,相当于完全适合、符合、同意的；标准差��2 = 0.3132 ；变异系数��2 =

6.64%。

(4)获取完整版的学习体验计划。

3.学习成果测试表

此研究工具是新设计的,因为是笔者自己设计的新工具。根据学习体验计划

设计学习成果测试表的目标,为测试幼儿学生的智力发展方面情况,此研究工具

的设计步骤如下:

图 3-10:设计学习成果测试表过程

(1)研究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并将其作为学习成

果测试表的设计思路,分为三个步骤,首先要分析学习体验计划的学习目标；其二

要选择学习成果测试的类型；其三开始设计学习成果测试表共 30 道试题。

(2)设计学习成果测试表,共 30 道试题，本次学习成果测试表题型为多项选

择题
[31]
(三个选项题)。

(3)研究工具评审期,第一期将学习成果测试表提交导师进行初审,并根据导

师的建议进行修订。第二期将学习成果测试表提交评审专家评审,本研究工具需

要评审内容效度
[32]
(ioc),评审准则如下:

[31] 多项选择题(英文:Mutiple Choice test)
[32] 内容效度(英文:Index of Item Objective Congruence；简称:I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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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容效度的评审准则

表 3-41:内容效度的评审准则
等级 等级解释 总平均值结果条件说明

+1 确定，考题是按照学习行为目标 0.51-1.00 区域

保留考题，而可以使用0 不太确定，考题是按照学习行为目标

-1 确定，考题不按照学习行为目标 0.01-0.50 区域

忽略考题，不可以使用

统计表 3-03:评审学习成果测试表的内容效度结果

评审学习成果测试表： 专家一 专家二 专家三 专家四 专家五 专家六 专家七

的内容效度结果

1.00 1.00 0.80 0.96 0.80 1.00 0.86

平均数�3 =0.91 标准差��3 = - 变异系数 ��3 = -

从统计表 3-03 来看,评审研究工具(学习成果测试表)的结果,内容效度的总

平均值为 �3 = 0.91,相当于完全适合、符合、同意的。

○2 总平均内容效度为 0.51-1.00,共选出 30道试题。以作为试点实验期的研

究资料。

(4)试点实验期(pilot Experimental)

○1 试点实验期的目标

1.为了把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进行试点实验。

2.为了可以看到 Tesse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中的问题和障碍

点。

○2 试点实验期的样本

试点实验期样本为丹沓纳学校 2022 学年第一学期的小学 1 年级 1 班(简称

P.1/1),共有 36 个学生。

○3 使用 Tesse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第一学期大班内容教学

○4 使用完整版的学习成果测试表进行测试,并收集数据。

○5 将采集到的数据进行项目难度数据统计,再进行区分度数据统计

○6 设计考题的项目难度与区分度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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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考题的项目难度与区分度的准则

○7 数据统计结果,符合考题的项目难度和区分度的条件共有二十八个试题

○8 继续使用通过 KR-20公式收集的数据来查找此学习成果测试表的信度。本

次信度值为 78.56%。方差= 27.8672,pq = 6.7037,n = 36

(5)获取完整版的学习成果测试表。

(6)准备好使用真实的研究样本进行数据收集。(在研究的第三阶段中)

4.观察表

此研究工具是新设计的,但是有一个框架观察表,为观察幼儿学生在学习汉

语课外活动中出现的执行功能动作行为,本研究工具的设计步骤如下:

图 3-11:设计观察表过程

(1)研究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而研究组织执行功

能活动的原则,有框架观察表的基本信息,进而学习四大发展的动作行为《泰国学

前教育课程大纲》和活动的各个方面。

(2)设计一个有框架观察表,共一份,包括观察表和评分标准。

等级 考题的项目难度(P) 区域 考题的区分度(R)

0.20-0.80 保留考题 0.20-1.00 保留考题

0-0.19 忽略考题 0.-0.19 忽略考题

条件:必须有项目难度在 0.20-0.80 之间和区分度在 0.20-1.00 之间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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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工具评审期,第一期将有框架观察表提交导师初审,并根据导师的建

议进行修订。第二期将有框架观察表提交评审专家评审。(评审准则、评审专家

名单同研究的第二阶段)

统计表 3-04:评审有框架类观察表的结果

评审有框架类观察表结果： 专家一 专家二 专家三 专家四 专家五 专家六 专家七

4.60 5.00 5.00 5.00 3.60 5.00 3.00

平均数�4 =4.45 标准差��4 =0.8223 变异系数 ��4 = 18.47%

从统计表 3-04 来看,评审研究工具(有框架观察表)的结果平均值为 �4=

4.45,相当于完全适合、符合、同意的；标准差��4 = 0.8223 ；变异系数��4 =

18.47%。

(4)获取完整版的有框架观察表。

(二)定量研究的描述性统计

1.数据集中

(1)平均数(mean)

简单算术平均主要用于未分组的原始数据。设一组数据为X1,X2,...,Xn，

� = X�
n

(2)百分比(percent)

分母为100的分数,用来表示一个数占另一个数的百分比,也叫百分率或百分

比。百分比通常不写成分数，而采用符号“%”(百分号)来表示。

p =
f
n

× 100

(3)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

最常用于概率统计,是指统计分布程度的度量。标准差的定义是人口各单位

标准值的算术平均值与均值差的平方的平方根,反映了群体中个体间的离散程

度。

�� =
N X2 −( X� )2�

n(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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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量研究工具数据

(1)内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

IOC =
R�
N

(2)项目难度(item difficulty)

P =
H+ L

2n

(3)区分度(discrimination)

R =
H− L
n

(4)信度(reliability)
KR-20 rt =

n
n−1

[1 − ง]

(5)方差(variance)

σt2 =
N X 2 − ( X� )2�

N2

3.检验统计量

(1)效率(Efficiency)

E1 =
X�
n
A

× 100 E2 =
X�
n
B

× 100

(2)有效性(Effectiveness Index)

(E. I. ) =
P1 − P2
total −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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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检验(T-test dependent)

t =
D�

n D2� − ( D� )2
n − 1

(三)实验研究(Experimental Research)

1.实验研究目标(Experimental Research Purpose)

(1)为了研究幼儿学生的学习成果，采用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组织学习体验。

(2)为了研究幼儿学生的学习行为，采用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组织学习体验。

(3)为了研究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课程效率。

(4)为了发现研究课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和障碍。

2.实验研究类型与设计(Experimental Research Type and Design)

(1)实验研究类型

准实验研究
[33]

(2)实验研究设计

本研究选择的实验设计为单组随机抽样前后测设计
[34]

表 3-43:实验研究设计框架

G 代表 单组学生(随机抽样后(R))

O1 代表 前测

O2 代表 后测

X 代表 采用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组织学习体验

[33] 准实验研究(英文: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
[34] 单组随机抽样前后测设计(英文:The Randomized Pretest-Postest Group Design)

G(单组) 前测

(Pretest)
人为变量

(Treatment veriable)
后测

(Posttest)
(R) O1 X 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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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研究的总体与样本

(1)总体

总体为丹沓纳学校的 2022 学年第一学期的幼儿学生,共有三个年级(小班、

中班、大班),每个年级下设 2个班级:(总体单位:班级)

幼儿一年级(小班)分为 1/1 班和 1/2 班,共 2 个班。

幼儿二年级(中班)分为 2/1 班和 2/2 班,共 2 个班。

幼儿三年级(大班)分为 3/1 班和 3/2 班,共 2 个班。

(2)样本

样本为丹沓纳学校的 2022 学年第一学期的 3/2 班学生。笔者采用整群随机

抽样的方法进行抽样。幼儿 3年级,3/2 班的学生总数为 24 名学生(学生的水平、

性别混合)。

4.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一共有四个工具,包括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

课程和课程使用手册；学习体验计划；学习成果测试表；观察表。

5.研究范围

(1)实验变量

自变量(IV):采用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组织学习

体验。

因变量(DV):学习成果、学习行为

(2)实验内容

大班第一学期的学习内容。

(3)实验时间

实验时间为 1个学期,即 2022 学年的第一个学期(2022.05 至 09 月)

6.收集数据

向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国学学院索取学校作为实验基地的许可函。将学校作

为实验基地的许可书提交丹沓纳学校校长,等待校长同意后,再在样本班开展实

验工作。

(1)前测,实验之前需要通过学习成果测试表进行前测,为了收集数据。

(2)采用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组织学习体验。



129

(3)观察样本学生在学习体验过程中的动作行为。

(4)后测,组织学习体验之后需要通过学习成果测试表进行后测,为了收集

数据。

(5)将采集到所有数据进行数据统计,得出结果并进行分析。

表 3-44:收集数据的设计框架
序 数据 研究工具 收集数据者 提供数据者 收集时间

1 前测 学习成果测试表 笔者 样本学生 实验的第一周

2 学生动作行为 有框架观察表 笔者、班主任 样本学生 学习体验

3 后测 学习成果测试表 笔者 样本学生 实验完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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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阶段:课程评价(Phase4:Curriculum Evaluation)

(一)课程评价

1.课程评价目标(Course evaluation Purpose)

(1)为了决定课程的使用状态。

(2)为了了解课程的满意度和课程评价总均值。

（二）研究工具

1.满意度调查表

此研究工具是新设计的,但是以调查问卷的形式。采用李克特量表的五个等

级评分法进行评判,此研究工具的设计步骤如下:

图 3-12:设计满意度调查表过程

(1)研究满意度调查表的基本信息,并研究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

课外活动课程,为了能够设计出比较完整的满意度调查问题。

(2)设计满意度调查表,总共一份,包括满意度调查表问题和评分标准。

(3)研究工具评审期,第一期将满意度调查表提交导师初审,并根据导师建议

进行修订。第二期将满意度调查表提交评审专家评审。(评审准则、评审专家名

单同研究第二阶段)

统计表 3-05:评审满意度调查表的结果

评审满意度调查表结果： 专家一 专家二 专家三 专家四 专家五 专家六 专家七

4.50 5.00 5.00 5.00 4.00 4.00 4.90

平均数�5 =4.62 标准差��5 =0.3997 变异系数 ��5 = 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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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计表 3-05 可以看出,评审研究工具(满意度调查表)的结果平均值�5 =

4.62,相当于完全适合、符合、同意的；标准差��5 = 0.3997 ；变异系数��5 =

8.65%。

(4)获取完整版的满意度调查表。

2.课程评价表

此研究工具是新设计的,是一种有框架类的评价表,为了评价课程的使用状

态,此研究工具的设计步骤如下:

图 3-13:设计课程评价表过程

(1)研究课程评价表的基本信息,对 Tesse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

程进行研究,以期能够设计出较为完整的课程评价表。

(2)设计课程评价表,共计一份,包括课程评价表试题和评分标准。

(3)研究工具评审期,第一期将课程评价表提交给导师进行初审,并根据导师

的建议进行修订。第二期课将程评价表提交评审专家评审。(评审准则、评审专

家名单同研究第二阶段)

统计表 3-06:评审课程评价表的结果

评审课程评价表结果： 专家一 专家二 专家三 专家四 专家五 专家六 专家七

4.50 5.00 5.00 5.00 4.00 4.50 4.50

平均数�6 =4.64 标准差��6 =0.3966 变异系数 ��6 = 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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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计表 3-06 可以来看,评审研究工具(课程评价表)的结果平均值�5=4.64，

相当于完全适合、符合、同意的；标准差��5 = 0.3966 ；变异系数��5 = 8.54%。

(4) 得取完整版的课程评价表。

3.课程评价准则(Course evaluation Criteria)

在此过程中,笔者采用李克特量表作为评估工具,将请信息提供者对 Tesse混

合教学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进行评分,本研究的评估准分为以五个等级:

(1)评分等级标准

本研究阶段共有两个研究工具,满意度调查和课程评价表。但是这两种工具

使用相同的评分等级标准,如下所示:

表 3-45:满意度调查表和课程评价的评分等级表
等级 等级解释

5分 完全满意

4分 大部分满意

3分 一般

2分 大部分不满意

1分 完全不满意

(2)评分等级的总平均值解释及结果条件说明

○1 满意度调查表

表 3-46:满意度调查表的总平均值解释及结果条件说明表

○2 课程评价表

表 3-47:课程评价表的总平均值解释及结果条件说明表

总平均等级 总平均值解释 总平均值结果条件说明

4.51-5.00 完全满意 3.81-5.00 区域

可以直接使用3.51-4.50 大部分满意

2.51-3.50 一般 1.00-3.80 区域

选择修订或停止使用1.51-2.50 大部分不满意

1.00-1.50 完全不满意

总平均等级 总平均值解释 总平均值结果条件说明

4.51-5.00 完全满意 4.01-5.00 区域

可以直接使用3.51-4.50 大部分满意

2.51-3.50 一般 1.00-4.00 区域

选择修订或停止使用1.51-2.50 大部分不满意

1.00-1.50 完全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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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条件与课程的使用状态

表 3-48:结果条件与课程的使用状态表

(三)课程的使用状态

1.可以继续使用状态

根据表 3-46 结果条件和课程使用状态表,“可以继续使用状态”应为满意

度调查表的总平均值为 3.81-5.00(绿色区域),课程评价表的总平均值为

4.01-5.00(绿色区域)。

2.需要选择修订或停止使用状态

根据表 3-46 结果条件与课程使用状态表,“需要选择修订或停止使用状态”

应该有一些总平均值落在红色区域。满意度调查表的红色区域为 1.00-3.80；课

程评价表的红色区域为 1.00-4.00。

总平均值 满意度调查表条件说明 总平均值 课程评价表条件说明 区域

3.81-5.00 可以直接使用 4.01-5.00 可以直接使用 绿色区域

1.00-3.80 选择修订或停止使用 1.00-4.00 选择修订或停止使用 红色区域

条件解释：进行项目评价的每个项目结果必须在“绿色、绿色”区域才可以直接使用；如果在“红

色、绿色”；“绿色、红色”；“红色、红色”区域需要进行部分修订或者停止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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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研究的数据分析结果的符号

为了能够准确的理解数据分结果符号的解释,笔者将指定本研究数据分析结

果使用符号的解释,如下:

n 代表 样本学生的总数

X� 代表 数字中的求和

X 代表 X的平均值

m 代表 平均数

p 代表 百分比

f 代表 频率

S. D. 代表 标准差

S2 代表 方差

E1 代表 教学过程中的分数

E2 代表 学习成果

t 代表 单样本 t检验(One sample t test)

t 代表 配对样本 t检验(Pair-samples t test)

** 代表 P值< 0.01

二、数据分析结果报告的顺序

本研究的结果将按照数据分析结果报告的先后顺序进行报告,具体如下:

(一)第三阶段:课程实施的研究结果

1.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课程效率分析。

2.采用基于Tesse混合教学法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组织学习体验的教学有

效性分析。

3.研究假设检验分析。

(1)研究假设 2:采用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组织学习

体验的后测学习成果高于前测学习成果。

(2)研究假设 3:采用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幼儿汉语选课外活动程组织学习

体验的幼儿学生行为高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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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四阶段:课程评价的研究结果

1.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满意度结果分析。

2.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课程评价结果分析。

3.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使用状态结果分析。

三、数据分析结果

(一)第三阶段:课程实施的研究结果

1.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课程效率分析

表 4-01:Tesse混合教学法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课程效率数据

序

号

教学过程中的分数（E1） 学习成果（E2）

合计 前测 后测

100 X �� X ��

1 85.21 3 9 10 100

2 86.26 2 4 7 49

3 89.91 2 4 10 100

4 99.42 3 9 9 81

5 89.62 2 4 10 100

6 89.12 3 9 10 100

7 95.79 4 16 10 100

8 98.32 4 16 10 100

9 98.32 5 25 9 81

10 94.92 6 36 8 64

11 71.54 3 9 8 64

12 92.40 4 16 9 81

13 98.32 6 36 9 81

14 99.16 2 4 9 81

15 97.17 2 4 9 81

16 98.22 2 4 9 81

17 97.61 1 1 9 81

18 96.80 2 4 7 49

19 90.26 2 4 9 81

20 89.19 3 9 9 81

21 95.09 3 9 9 81

22 82.93 2 4 10 100

23 93.49 2 4 10 100

24 66.09 2 4 7 49

合计（ �� ） 2195.16 70 244 216 1966

百分值（p） 91.47 29.16 90.00

平均（m） 91.47 2.916 9.00

标准差（s.d.） 1.316 0.978

方差（s^） 1.731 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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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表 4-01: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课程效率结果

数据信息 满分 n 平均分数 百分比 课程效率

教学过程中的分数(E1) 100 24 91.47 91.47 (91.47/90.0)

学习成果(E2) 10 24 9.0 90.0

从统计表 4-01 可知,教学过程中的分数(E1)来自 L18-24 课的练习题加上文

化任务的参与,平均分 91.47 分,满分 100 分(91.47%),此外学习成果(E2)来自后

测的分数,平均分 9.0，满分 10.0 分(90.0%),表 4-01(E1/E2)等于(91.47/90.0),

高于课程效率标准。

2.采用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组织学习体验的教学有

效性分析

统计表 4-02:采用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

n 满分 前测总分数 后测总分数 有效性(El)

24 10 70 216 0.8588

从统计表 4-02 发现,教师采用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

组织学习体验后,组织学习体验的有效性等于 0.8588,相当于幼儿学生的接受的

知识量增长了 8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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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假设检验结果

(1)研究假设 2

○1 描述性假设 : 采用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

组织学习体验,后测学习成果高于前测学习成果

○2 统计假设 H0 : �1= �2 (9.00 = 2.91)

H1 : μ1> μ2 (9.00 > 2.91)

�1 代表 后测的平均分

�2 代表 前测的平均分

○3 尾检验类型 : 单尾检验 ¨双尾检验

○4 t检验方法 : 配对样本 t检验 ¨独立样本 t检验

统计表 4-03:研究假设 2的统计数据

从统计表 4-03 可以看出,本研究的样本量为 24 名。

前测结果,平均分为 2.91 分(满分 10 分、最高分 6 分、最低分 1 分),中

位数 2.50,众数 2.00 分(11 个样本学生总数),标准差为 1.31,方差为 1.732。

后测结果,平均分 9.0 分(满分 10 分、最高分 10 分、最低分 7 分),中位

数 9.0,众数 9.00 分(11 个样本学生总数),标准差为 0.978,方差为 0.957。

由此可见,本研究后测的均值高于前测。

配对样本 t检验的结果解释,SPSS输出 Paired-Sample Test表格如下：

○5 t检验值 : 18.477

○6 t决断值 : α = 0.01 和 df= 23 等于 t ≥ 2.4999

○7 对比分析 : t检验值 (18.477) 多于 t临界值 (2.4999)

○8 假设检验结果 : ¨接受H0 拒绝H0

Paired Samples Statistics (配对样本的统计数据)

Mean n Std. Deviation Std. Error Mean
Pair 1 前测 2.9167 24 1.31601 .26863

Median 2.5

Mode 2.0

Variance 1.732

Mean n Std. Deviation Std. Error Mean
后测 9.0000 24 .97802 .19964

Median 9.0

Mode 9.0

Variance 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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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 H1

2.499 18.477

图 4-01:统计假设 2的图形

统统计表 4-04:研究假设 2的配对样本 t检验结果

从统计表 4-04 可以看出,P值为 0.000(“Sig.(2-tailed)栏)小于 0.01,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t=18.477,p<0.01),所以拒绝原假设H0 ,而接受H1 (如图 4-01) ,

表明在 α =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认为样本的均值高于前测。

Paired Samples Test (配对样本的统计数据)

Paired Differences

t df
Sig.

(2-tailed)Mean
Std.

Deviation
Std. Error
Mean

99% Confidence
Interval of the
Difference

Lower Upper
Pair 1 后测 -

前测

6.083

33

1.61290 .32923 5.15907 7.00760 18.477 2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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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假设 3

表 4-02:研究假设 2的配对样本 t检验结果

○1 描述性假设 : 采用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

程程组织学习体验后的学习行高于标准

A.标准 : 百分之 70 的 3.00 是 70
100*3.00 = 2.1

○2 统计假设 H0 : � = �0
H1 : � > 2.1

�0 代表 百分之 70 的 3.00 是 70
100*3.00 = 2.1

○3 尾检验类型 : 单尾检验 ¨双尾检验

○4 t检验方法 : 单样本 t检验 ¨独立样本 t检验

序号 学习动作行为

X � X-� （� − �）
�

1 2.19 2.24 -0.05 0.0025

2 2.19 2.24 -0.04 0.0016

3 2.34 2.24 0.11 0.0121

4 2.45 2.24 0.22 0.0484

5 2.24 2.24 0.01 0.0001

6 2.12 2.24 -0.11 0.0121

7 2.15 2.24 -0.08 0.0064

8 2.19 2.24 -0.04 0.0016

9 2.22 2.24 -0.02 0.0004

10 2.10 2.24 -0.13 0.0169

11 2.17 2.24 -0.06 0.0036

12 2.17 2.24 -0.13 0.0169

13 2.28 2.24 0.05 0.0025

14 2.18 2.24 -0.049 0.002401

15 2.36 2.24 0.13 0.0169

16 2.32 2.24 0.08 0.0064

17 2.16 2.24 -0.3 0.09

18 2.37 2.24 0.1 0.01

19 2.24 2.24 0 0

20 2.27 2.24 0.04 0.0016

21 2.44 2.24 0.21 0.0441

22 2.29 2.24 -0.1 0.01

23 2.32 2.24 0.07 0.0049

24 2.22 2.24 -0.01 0.0001

合计（ �� ） 53.98 0.312

平均（m） 2.24

百分值（p） 74.97

标准差（s.d.） 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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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表 4-05:研究假设 3的统计数据
One-Sample Statistics（单样本的统计数据）

n Mean Std. Deviation Std. Error Mean
DATA* 24 2.2259 .11630 .02374

从统计表 4-05 可以看出,本研究的样本量为 24 名学生。学生动作行为的均

值得分为2.2259,学生动作行为标注差值为0.11630,标准误得平均值是0.2347。

单样本 t检验的结果解释,SPSS输出 One-Sample Test表格如下:

○5 t检验值 : 5.302

○6 t决断值 : α = 0.01 和 df= 23 等于 t ≥ 2.4999

○7 对比分析 : t检验值 (5.302)多于 t临界值 (2.4999)

○8 假设检验结果 : ¨接受H0 拒绝H0

H0 H1

2.499 5.302

图 4-02:统计假设 3的图形

统计表 4-06:研究假设 3的单样本 t检验结果
One-Sample Test（单样本 t检验）

Test Value = 2.1

t df
Sig.

(2-tailed)** Mean Difference

99% Confidence Interval of the
Difference

Lower Upper
DATA* 5.302 23 .000 .12588 .0592 .1925

从 统 计 表 4-06 可 以 看 出 , 标 准 值 为 2.1(“Test Value ” 栏 ),P 值 为

0.000(“Sig.(2-tailed)”栏)小于 0.01,差异具有统显着性(t=5.302,p<0.01),因此原

假设被拒绝H0但被接受H1 (如图 4-02),表明在 α =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样本的

均值可以认为高于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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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四阶段:课程评价的研究结果

1.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满意度结果分析

统计表4-07: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满意度结果分析
评价问题 � 解释

1 本课程建设概念清晰,围绕幼儿学生的四大发展、汉语技能、

执行功能,解决泰国幼儿教育阶段汉语教学存在的问题

4.63 完全满意

2 本课程有比较清晰的过程,易于操作 4.71 完全满意

3 本课程讲解了概念、想象、原则、目标、标准和理想特征,

并通过示例进行说明,讲解非常清楚，操作简单

4.72 完全满意

4 本课程讲解幼儿学生四大发展、汉语技能、执行功能的重要

经验,讲解非常清楚,操作简单

4.71 完全满意

5 本课程讲解学习内容(基于《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讲

解非常清楚,便于组织学习体验

4.71 完全满意

6 本课程的学习主题安排得非常适当、清晰和系统,包括 3个

学年的课程

4.67 完全满意

7 本课程的学习时间安排得很好 4.69 完全满意

8 本课程安排好组织学习体验方法,并举例说明,方便教师修

订学习内容

4.66 完全满意

9 本课程提出混合教学法的四个教学过程(根据执行功能概念

组织活动的原则)

4.73 完全满意

10 本课程的 Tesse混合教学法概念易于理解 4.64 完全满意

11 本课程提出适合泰国学前教育阶段的语言沉浸教学法 4.64 完全满意

12 本课程提出学习媒体和学习资源,并举例说明 4.75 完全满意

13 本课程提出幼儿发展评估及评估工具 4.76 完全满意

14 本课程提出更清晰的课程管理 4.66 完全满意

15 本课程提出与下一学习阶段(小学一年级)相关的学习内容 4.72 完全满意

合计（ �� ） 70.40

平均（m） 4.693 完全满意

百分比（p） 93.86

标准差（s.d.） 0.041

从统计表4-07可以看出,根据满意度调查表的总平均值的解释
[35]
及结果条件

说明
[36]
表来看:

数据统计,总均值为 4.693 分(满分为 5 分、最高分数为 4.76 分、最低分数

为 4.63 分),百分比为 93.86，标准差为 0.041。

统计结果,根据结果条件说明:1.00-3.80 为选择修订或停止使用；3.81-5.00

表示可以直接使用,本研究的总平均分是 4.693 分,意思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35] 总均值解释:1.00-1.50 为完全不满意；1.51-2.50 为大部分不满意；2.51-3.50 为一

般；3.51-4.50 为大部分满意；4.51-5.00 为完全满意。

[36] 结果条件说明:1.00-3.80 为选择修订或停止使用；3.81-5.00 为可以直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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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课程评价结果分析

统计表 4-08: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

课程的课程评价结果分析
评价问题 � 解释

1 课程目标是否符合幼儿学生的各方面 4.87 完全满意

2 学习体验目标是否符合幼儿学生的各方面 4.92 完全满意

3 课程学习内容的比例是否合适 5.00 完全满意

4 课程的学习体验是否合适 4.92 完全满意

5 课程中的学习体验或活动非常适合幼儿学生学习和获取

知识

4.85 完全满意

6 教师在课堂上具有使用课程的能力，而使用课程的准确

性

4.92 完全满意

7 教师在课堂上具有使用课程学习主题内容的能力 4.92 完全满意

8 教师课前备课现状 5.00 完全满意

9 教师在课堂上使用学习媒体、学习资源和学习技巧的现

状

5.00 完全满意

10 教师在课堂上进行幼儿学生发展评估的现状 4.92 完全满意

11 课堂上师生关系的状态 5.00 完全满意

12 教师在在课堂上组织学习体验或活动的责任 5.00 完全满意

13 教育机构预科课程实施的情况 4.54 完全满意

14 教育机构的制度准备的状况 4.46 大部分满意

15 教育机构开设课程的情况 4.46 大部分满意

16 教育机构提供的教学环境的可用性状态 4.53 完全满意

17 教育机构提供的教学场所的状态 4.46 大部分满意

18 教育机构提供预算可用性状态 4.00 大部分满意

19 教育机构提供的支持人员的可用性状况 4.54 完全满意

20 发展评估与课程目标是否合适 4.77 完全满意

21 发展评估与评估期是否合适 4.77 完全满意

22 发展评估的正确性 4.85 完全满意

合计（ �� ） 104.7

平均（m） 4.759 完全满意

百分比（p） 95.18

标准差（s.d.） 0.262

从统计表 4-08 可以看出,根据课程评价表总均值解释
[37]
及结果条件说明

[38]

表来看:

统计结果,总平均分为 4.753 分(满分 5分、最高分 5.00 分、最低分 4.00 分),

百分比为 95.18,标准差 0.262。

统计结果,根据结果条件说明:1.00-4.00 为选择修订或停止使用；4.01-

5.00 为可以直接使用,本研究的总平均分为 4.753 分,所以表示“可以直接使用”

的。

[37] 总均值解释:1.00-1.50 为完全不满意；1.51-2.50 为大部分不满意；2.51-3.50 为一

般；3.51-4.50 为大部分满意；4.51-5.00 为完全满意。

[38] 结果条件说明:1.00-4.00 为选择修订或停止使用；4.01-5.00 为可以直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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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使用状态结果分析

(1)项目评价结果：

表 4-09:项目评价结果
项目 总均值 区域 课程评价表条件说明

满意度结果 4.693 绿色区域 可以直接使用

课程评价结果 4.759 绿色区域 可以直接使用

从表 4-09 可以看出,满意度为 4.693,处于“绿色”区域；课程评价为 4.759,

处于“绿色”区域。

(2)课程的使用状态判断：

从表4-09可以看出,评价有两项,包括满意度结果和课程评价结果,满意度结

果为 4.693,处于“绿色”区域,课程评价结果为 4.759,也处于“绿色”区域。根

据课程使用状态条件
[39]
中,发现本研究项目的结果均处于“绿色”区域,因此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使用状态为“可以直接使用”的。

[39] 课程的使用状态条件：进行项目评价的每个项目结果必须在“绿色、绿色”区域才可

以直接使用；如果在“红色、绿色”；“绿色、红色”；“红色、红色”区域需要进

行部分修订或者停止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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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讨论、建议

一、结论

(一)第一阶段:文献研究(Phase1:Literature Research)

笔者采用文献研究法,收集了九位提出课程结构观点的教育专家的资料,并

认为上述的观点不尽相同。因此笔者选择采用研究综合法对课程结构观点的内容

进行综合,得出本研究的课程结构由 12 部分组成的,包括课程原则、课程概念、

课程想象、课程目标、组织内容模式、学习内容和学习时间、组织学习活动的方

法、学习体验、学习媒体和资源、课堂氛围、教学策略、测量和评估。此外还收

集了七位提出课程开发模式观点的教育专家的资料,也认为上述的观点不尽相同，

因此选择采用研究综合法对课程开发模式观点的内容进行综合,本研究的课程开

发模式共 12 个过程,包括分析课程要求、设定课程目标、分析原则目标和结构、

选择课程内容、收集课程的相关内容、选择学习体验、安排学习体验的体系化、

计划与建设、课程实施、课程培训、课程评估、课程修订。

本研究阶段从三种研究方法中收集数据,如下：

一是文献研究法,笔者通过四种文献收集了课程开发的基本信息,包括《泰国

学前教育课程大纲》、国际汉语教师标准、执行功能概念、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

学理论的教学方法、跨文化交际学概论。

二是调查法,从调查结果来看,笔者提出了解决问题方案,包括○1 在泰国幼儿

教育阶段应开设幼儿学生共同的汉语课外活动课程，课程的教育方法必须易于操

作；○2 所建设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必须符合《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中身

体、情感与心理、社会、智力四大发展的内容；○3 开设学前教育知识和幼儿汉语

课外活动课程的教学培训班,还对课程建设提出了三点要求,包括○1 必须是符合

《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的四大发展方面(身体、情感与心理、社会、智力)

的课程；○2 必须是一门完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四项技能(听、说、读、

写)的课程；○3 必须是不同层次的教师都能使用的课程。

三是访谈法,本次访谈样本为专家 8 名、相关人员 10 名,访谈结果可作为幼

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开发的基本信息和必要性。

(二)第二阶段:课程设计与开发(Phase2:Design&Development)

(1)Tesse混合教学法的来源和标志,Tesse混合教学法是一种新的混合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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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包含五个教育概念,分别为:《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简称为 t)、执行功

能概念(简称为 e)、汉语四项技能(简称为 s)、第二语言教学理论的部分教学法(简

称为 s)、中国文化和跨文化交际的基本内容(简称为 e),字母循序是 t-e-s-s-e，意

大利语发音( t e s - s e )是编织的意思,所以笔者选择泰国手工编织鱼为标

识。

(2)Tesse混合教学法概念的主要原则,包括五个主要原则,第一原则需要符合

《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的相关理念；第二原则,组织活动需要符合《执行功

能概念》的原则；第三原则,需要符合《国际汉语教师标准》的四大汉语言技能

教学；第四原则,需要符合《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理论》的语言沉浸式教学法；

第五原则,需要符合《跨文化交际学概论》的相关内容。

(3)Tesse 混合教学法概念与其他教育概念的联系也有五个,包括与《泰国学

前教育课程大纲》的连接点；与《国际汉语教师标准》的连接点；与《执行功能

概念》的连接点；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理论》的连接点；与中国文化（跨

文化交际方面)的连接点。

根据第一阶段得出的课程开发模式和课程结构,笔者设计了幼儿汉语课外活

动课程如下：

(1)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规划,包括○1 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对象(见表

3-14)；○2 发展方向；○3 发展对象过程和时间计划。

(2)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设计,包括○1 课程原则；○2 课程概念；○3 课程想象；

○4 课程目标；○5 组织内容模式（标准、理想条件、重要经验）；○6 学习内容；○7

组织学习活动的方法,(小班、中班、大班的教学大纲)；○8 学习体验(组织教学的

原则、学习体验计划)；○9 学习媒体和学习资源；○10课堂氛围；○11教学策略；○12测

量与评估

(3)实施前的课程评估,为了解课程结构的适合性,笔者邀请 7 位评审专家对

《Tesse混合教学法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使用手册》进行了评审,并设计了评

审的标准,最终评审结果为 4.69,相当于完全适合,根据总均值结果条件说明,

《Tesse 混合教学法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使用手册》可以直接使用。

(4)实施前的课程修订,由于本研究阶段的总均值为 4.69,属于第一条件“可

以直接使用”,暂时不需要修订。

(三)第三阶段:课程实施(Phase3:Implementation)

(1)设计研究工具与试点实验,○1 学习体验计划(4.71)；○2 学习成果测试表,

共 30 道试题,然后让评审专家进行内容效度(ioc),结果为 0.91,然后进入试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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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期,让 36 名 P1/1 学生进行试考,试考后发现只有 28 道试题符合试题的项目难

度和区分度的准则,最后通过 KR-20 公式得出学习成果测试表的信度,信度值为

78.56%。○3 观察表(评审结果为 4.45)。○4 满意度调查表(评审结果为 4.62)。

(2)定量研究的描述性统计,使用描述性统计,包括平均数、百分比、标准差、

内容效度、项目难度、区分度、信度、方差、效率、t检验。

(3)实验研究设计,笔者设计实验研究目标、准实验研究为单组随机抽样前后

测设计,样本为丹沓纳学校2022学年第一学期3/2班级的学生,总数为24名学生

(水平、性别混合)。

(4)实施期,2022学年第一学期(2022.05.16至2022.09.30),共有100个学日,

学习体验将根据《学习体验计划》进行,总共将组织 16 次学习体验,包含了四次

文化课。每节课都有录像,为了将学生的动作行记录在《记录表》中,实施期的第

一天使用《学习成果测试表》进行前测,然后最后一天也使用相同的《学习成果

测试表》进行后测。

本研究制定的课程效率标准为(E1/E2)等于(80/80),E1为 L18-24 课的练习

题加上参与文化任务的分数,E2为后测分数,根据统计表 4-01 的结果来看,(E1/

E2)等于(91.47/90.0),达到课程效率的标准。此外根据统计表 4-02 的结果来看,

本研究组织学习体验的有效性等于 0.8588,相当于幼儿学生的接受知识量

增加了 85.88%。

学习成果

前测平均分是2.91 分,后测平均分是 9.0分(满分 10分),本研究对统计数据

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发现:P 值为 0.000 且小于 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8.477，p<0.01),拒绝原假设H0 ,而接受H1 ,表明样本的均值在 α = 0.01 的显

著性水平下,可以认为样本的均值高于前测。

学习行为

本研究制定的学习行为标准为百分之70,等于2.1,本研究对统计数据采用单

样本 t检验,结果发现:P值为 0.000且小于 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302，

p<0.01),拒绝原假设H0 ,而接受H1 ,表明样本的均值在 α = 0.01 的显著性水下,

可以认为样本的均值高于标准(2.1)。

(四)第四阶段：课程评价(Phase4：Curriculum Evaluation)

满意度

数据统计,总平均分 4.693 分(满分 5分、最高分 4.76 分、最低分 4.63 分),

百分比 93.86,标准差 0.041。统计结果,根据结果条件说明:1.00-3.80表示选择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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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或停止使用；3.81-5.00表示可以直接使用,本研究的总平均分是 4.693分,意思

是“可以直接使用”。

课程评价

数据统计,总平均分 4.753 分(满分 5分、最高分 5.00 分、最低分 4.00 分),

百分比 95.18,标准差 0.262。统计结果，根据结果条件说明:1.00-4.00表示选择修

订或停止使用；4.01-5.00表示可以直接使用,本研究的总平均分是 4.753分,意思

是“可以直接使用”。

课程判断

结果条件与课程的使用状态,本研究设计课程的使用状态条件,每个项目的

项目评价结果必须处于“绿色、绿色”区域才可以直接使用；如果处于“红色、绿

色”；“绿色、红色”；“红色、红色”区域需要部分修订或停止使用。项目评价结

果：满意度为 4.693,处于“绿色”区域；课程评价为 4.759,处于“绿色”区域。判断

课程的使用状态,根据课程的使用状态条件的“可以直接使用”条件,发现本研究

的项目评价结果都处于“绿色”区域,所以 Tesse 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

课程的使用状态为“可以直接使用”。

二、讨论

(一)Tesse混合教学法的的学习行为结果

Tesse混合教学法(Tesse blended teaching methods)由《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

纲》、《执行功能概念》、《汉语四项技能》、《第二语言教学理论》和《中国

文化与跨文化交际》五个教育概念组成,共有 4个过程,包括“准备过程”、“教

学过程”、“实践过程”和“总结过程”。这是因为在幼儿教育阶段组织学习体

验,是一种针对幼儿成长的教育形式。幼儿学生会根据年龄发展,所以学习内容

会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身体方面的发展,二是情感和心理发展,三是社会发展,四

是智力发展。组织学习体验一般必须按照《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的四大主

题内容进行教学,而大多幼儿教师普遍选择采用《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中提

出的“一体化教学法”进行教学,为了促进幼儿学生的四大发展,而是更系统的

发展教育。目前在《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中提到了基于大脑学习理念,这与

《执行功能》直接相关,符合 Thanasetkorn,P.(2019)提到的三组九方面的执行功

能,包括基本功能组(工作记忆、抑制性控制、转变认知灵活性)；管理自己功能

组(注意力、情绪控制、自我监控)和实践功能组(发起、规划和组织、目标导向

的坚持),以上三组功能必须来自于合适的条件,如幼儿在学习时感到舒适、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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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的观察表中,有六个方面来观察学生的学习行为,包括 A.“记忆后使

用”、I.“自己完成任务”、C.“灵活的思维”、G.“敢做感想敢做决定”

、D.“关注力”、E.“对自己工作满意，欣赏别人的工作”,从本研究的观察结

果来看，各方面都处于“正常”区域的水平,这对于幼儿汉语教学非常有用。

类似 Pokam,N.(2020)的研究结果,她研究了幼儿学生的执行功能，发现执行功能

是幼儿学生必不可少的,应该鼓励在幼儿教育中发展,同样类似 Dawson,P.&

Guare,R.(2010)提出的执行功能开发三种原则,1)考虑幼儿学生的发展水平,教

师或家长期望幼儿学生做超出标准水平的事情,其实教师或家长应该要观察幼儿

学生的发展是否符合他们的念年龄段,在本研究中笔者还发现幼儿学生必须制定

自己的学习目标,例如准确性目标或时间范围目标,如果幼儿学生自己决定这些

目标,大部分幼儿学生都能做到,也认为在课堂练习中也是幼儿学生最好的发展

期间；2)幼儿学生周边的一切都可能发生变化,教师可能会建议实现目标的方法,

而每个幼儿学生可能有不同的学习方法,例如：让幼儿学生用毛笔画熊猫时,有的

同学先画熊猫的头,有的同学先画熊猫的脚。在选择儿童歌曲时,教师首先要考虑

熟悉的歌曲,这将有助于从前未参加过活动的幼儿学生出来参加活动。上述的教

学环境可由教师自行创设,可用于幼儿汉语课外活动；3)创作适合幼儿学生能力

的作品而让幼儿学生发挥最大的能力,学前教育阶段的项目大多是幼儿学生必须

自己做的练习,如字体的画线练习、拼读单词练习、区分声调练习、造句练习、

关系匹配练习、手指和眼睛在阅读时保持一致的练习,这些练习都是帮助幼儿学

生尽最大努力创作作品的方法,因为这些练习是在《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的

重要经验中制定的。或者有时教师有些活动可能不适合幼儿学生的年龄,但教师

可以改变活动的教学方法,这将使幼儿学生从中获得乐趣并努力学习这些活动。

在本研究中,笔者组织了制作月饼的活动,为了符合幼儿学生的年龄段,所以笔者

选择使用彩色面团和月饼塑料模具来组织学习活动,这堂课会让幼儿学生感受

到乐趣、得到各方面的发展。

(二)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课程效率结果

从研究结果来看,基于 Tesse 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课程效

率值(E1/E2)为 91.47/90.0,高于课程效率的指定标准(80/80)。结果表明,采用

基于 Tesse 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组织学习体验,在学习体验中幼

儿学生的学习成果达到 91.47%,后测中的学习成果达到 90.0%。与研究假设一致

的课程效率结果。由于学习体验计划的制定比较系统,是通过课程使用手册的学

习,学习体验计划框架也按照《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来安排的,之后将学习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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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计划提交给 7位评审专家进行评审,并根据专家的建议修改。然后利用学习体

验计划用来对研究样本进行实验,符合开发学习管理的框架,这也符合 Ministry

of Education(2008)提出的教育工具的创造必须经过很多步骤,必须以更适当的

方法以系统的方式创造,必须要从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相关研究等方面进行研

究，为了让学生取得良好的学习成果。然而有效的课程或教学包一定让学生可以

自己学习、研究、探索和实践,还可以帮助学生在学习中不感到无聊,此外还可以

让学生自己练习到更新的知识,让教学达到最高的效率。类似 Jaisuta,A.&

Sirichaisil,K.(2020)的《基于大脑学习的泰语阅读能力课程开发》,用课程来组织

小学一年级的教学管理,结果表明实验期间参加各项练习测试的平均值(E1)为

81.06,后测的平均值(E2)为 80.83,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该课程的效率高于指定

标准,因为该课程和课程材料是以系统的方式创造的。同样类似 Leknoi ,

P.(2021)的《Donsak村的旅游英语课程开发》,结果表明实验期间参加各项练习

测试的平均值(E1)为 87.31,后测的平均值(E2)为 83.0,因为是一种比较系统的

课程开发模式,从探索课程的基本信息、进行文献研究、研究教育理论、研究

学校和社区的需求入手。

(三)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学习成果结果

从研究结果来看,基于 Tesse 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学习成

果,后测成果高于前测成果,P值为 0.000小于 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表明

采用基于 Tesse 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组织学习体验,可以使幼儿

学生具有更高的学习成果,符合 Patphol,M.(2019)在《课程开发理念》中提出,

课程作为教学指导工具对教师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课程让教师意识到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教学测量与评估,并能够以课程质量培养学生。同样类似 Jaisuta,A.&

Sirichaisil,K.(2020)《基于大脑学习的泰语阅读能力课程开发》,他们在课程建设

过程拥有更加系统地建设和开发,所以在研究结果中他们发现后测成果高于前测

成果,P 值为 0.000 小于 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同样类似 Lekno i ,P.

(2021)的《Donsak 村的旅游英语课程开发》,她也有更加系统地建设和开发,所

以在研究结果中他们发现学生的后测成果高于前测成果,P值为 0.000小于 0.0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四)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学习行为结果

从研究结果来看,基于 Tesse 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学习行

为高于指定标准(2.1),P值为 0.000小于 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表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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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基于 Tesse 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组织学习体验,可以使幼儿学

生具有高于标准的学习行为,因为采用课程组织学习体验是参考了《泰国学前教

育课程大纲》组织学习体验的原则,类似 Sokampa,A.(2008)在研究结论中提出采

用情景教学法组织讲故事的学习活动的幼儿学生在每项学习行为上均有统计上

的显着增加。这对应于 Gronlund,N.E.(1959)的声明:让幼儿与朋友和老师互动的

活动会给幼儿更多的社会发展经验。在本研究的观察表中,还发现幼儿学生的学

习行为分为 3 种情况,一是幼儿学生愿意参加学习体验或活动；二是幼儿学生需

要得到教师的鼓励,才能参加学习体验或活动；三是幼儿学生可能反对或不想参

加学习体验或活动的行为。笔者通过课后记录表获得了 3种情况下学习行为的结

果,例如幼儿学生会表现出幸福和自豪的迹象、幼儿学生会把这些故事转告朋友、

幼儿学生会为自己鼓掌、幼儿学生经常底下头、幼儿学生经常用手捂住眼睛和耳

朵、幼儿学生随意走在教室的任何地方、幼儿学生经常举手、幼儿学生经常复喊

自己的名字、幼儿学生经常从座位上站起来而走到教室前面、被点名的幼儿学生

表示出了抗拒，甚至有些幼儿学生不会表现出任何反应。上述学习行为在任何教

学过程中都可能发生,但如果教师能设计一些有趣的学习体验或活动,这些学习

行为就会很好,举个例子来说明：在教学过程,教师要教一些贴近学生自己但又适

合年龄段的东西,时间不超过 8-12 分钟,例如在小班教学中教师不应该教学生

“汉字”这个主题,因为内容有点难,超出了他们年龄段的能力,教师应该教“汉

语拼音”,因为汉语拼音使用英文字母与所学内容非常接近,还不要要求他们写字，

而是教他们用铅笔或蜡烛笔画线，类似与学前教育教师教的学习内容。类似

Thongsawat,R.&et al.(1986)在研究结果中提出，学习体验或活动必须按照学习体

验计划进行,而课室内外的学习环境也要安排得非常恰当,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热

情,促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四大发展。同样类似 Chatpong,P.(1987)在研究结果

中提出的,幼儿学生通过各种活动进行学习,这种情况有助于使想法具体化,幼儿

学生可以创造自己的知识，这些知不易抹去，例如要结合学生想学习的内容进行

教学、利用周边的学习资源、拥有丰富的学习媒体、组织符合学生需求的活动。

组织更灵活、而适合学生群体和环境的活动,这可以给幼儿学生带来最大的学习

收益。

三、建议

(一)应用研究成果建议

使用本研究结果的人必须通过课程手册阅读并理解《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

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概念、目标、教学法运用及操作过程、组织学习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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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技巧。课程手册的主要内容,由九个方面组成,包括一是 Tesse混合教学法的概

念、二是 Tesse混合教学法概念与其他教育理念的连接、三是基于 Tesse混合教

学法组织学习体验的例子(包含 4个过程)、四是课程大纲的应用、五是学习媒体

和学习资源的应用、六是发展评估、七是课程管理、八是与小学一年级的连接点、

九是附录。以上研究结果可以证明采用《基于 Tesse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

活动课程》组织学习体验,将让幼儿学生有更高的学习成果和学习行为,因此使用

本研究结果的人能够应用《基于 Tesse 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

笔者认为本课程也适合在泰国进行组织汉语教学的各种场合,因此《基于 Tesse

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可用于组织其他阶段的教学,还认为学生

的学习行为可能高于平时的水平。本课程的另一个特点是可以帮助幼儿学生发展

执行功能，所以使用本研究结果的人也可以应用这部分的内容去开发自己的研究。

最后,使用本研究结果的人应该考虑到 Tesse 混合教学法的教学过程、教学

时间和教学要求,因此要参考《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大纲》的没部分内容,因为不同

年龄段的幼儿学生会有发展不同,学习时间长短也不同,最重要的是每个学校都

会安排不同的组织学习体验时间,因此有必要对本课程进行修订以适应贵学校的

要求,可是课程建设者的原则不能改变。

(二)进一步研究建议

1.能够将 Tesse混合教学法的概念应用于教学包、教学活动、教学媒体的设

计方面,并运用于教学实践过程中。

2.应研究幼儿学生的其他学习行为。

3.可能设计一个连续三年从样本中收集数据的课程实施实验。

4.可能在实践过程中设计更多的高级学习学习体验。



154

致谢

三年的博士生活非常艰难和痛苦,每晚都无法安然入睡,因为脑子里还是在

想着明天要做什么,要写什么。但是我个人觉得我是很幸运的,因为遇到了下

面这些人的关爱的帮助,所以才有了完美的今天。

第一个是唐七元教授,他是我的导师,我素未谋面,但感受到了他温暖的帮助,

很多次我快不能写下去,他总是鼓励我,经常给我建议,尤其就在调整研究课题,

只有他的帮助,我才有今天的笑容和快乐,谢谢您老师！第二个是海阳老师,他是

泰国汉语教学经验最丰富的老师,当我觉得我的研究思路开始模糊时,他立即给

我建议了最好的方法,为了回去开展研究工作,谢谢您海阳老师！第三个是泰国皇

家理工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教师，因为我在华侨崇胜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同时在攻读教师专业资格证,他们知道我是一个非常热爱学习的学生,所以他们

都很想帮助我,特别是Rossarin Jermtaisong助理教授和Phuriphan Lert o-pas讲师,

他们都站在我身后鼓励我帮助我,非常感谢您们!第四个是 134 名泰国幼儿汉语

教师和信息提供者,很诚恳地向我提供了泰国学前华文的现状和课程的基本要

求,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如此完美的幼儿汉语课程，非常感谢您们！第五个是丹

沓纳学校的校友,因为我在这里工作,所以就选择这里作为研究实验基地,在校长、

副校长、幼儿园教师、家长和学生的帮助下,我的研究实验才会有如此完美顺利

的过程,尤其是 3/2 班的 24 个学生,他们非常听话、热爱中文、想参加各种学习

活动,多亏了他们,我才有了本次研究的结果，非常感谢您们！第六就是七位课程

评审专家,有的是泰国皇家理工大学的讲师、有的是出版社公司的总经理、有的

是市政府的教育监督员、有的是学校的汉语教师,因为有他们的点评和建议,所以

有比较完美的幼儿汉语课程使用手册,真的感谢您们！第七就是我的家庭,尤其是

我的妈妈,她每天都在鼓励我,所以这个成功就是妈妈的成功,非常感谢您妈妈！

最后是我们班的同学,我们班有五个学生,四个中国人和一个泰国人,其中一个泰

国人是我,我想说“谢谢你们,我们终于一起毕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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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有框架的采访问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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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意度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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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调查表的内容效度评估结果

平均（�） 标准

1该满意度调查表的问题分的很清楚 4.85 完全适合

2该满意度调查表提出关于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原则问题非常适合 4.57 完全适合

3该满意度调查表提出关于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构成部分问题非常适合 4.57 完全适合

4该满意度调查表提出关于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学习内容问题非常适合 4.85 完全适合

5该满意度调查表提出关于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学习时间问题非常适合 4.71 完全适合

6该满意度调查表提出关于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课堂气氛问题非常适合 4.57 完全适合

7该满意度调查表提出关于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媒体和资源问题非常适合 4.71 完全适合

8该满意度调查表提出关于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其他部分问题非常适合 4.57 完全适合

9该满意度调查表提出关于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实用性问题非常适合 4.71 完全适合

10该满意度调查表提出关于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使用手册问题非常适合 4.71 完全适合

总平均�� = 4.62 完全适合

备注： 总平均值为 4.51-5.00 分级 指 完全适合、完全符合、完全同意

总平均值为 3.51-4.50 分级 指 适合、符合、同意

总平均值为 2.51-3.50 分级 指 不一定

总平均值为 1.51-2.50 分级 指 不适合、不符合、不同意

总平均值为 1.00-1.50 分级 指 完全不适合、完全不符合、完全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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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评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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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评价量表的内容效度评估结果

平均（�） 标准

1该课程评价量表的问题分的很清楚 4.71 完全适合

2该课程评价量表提出关于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目标非常适合 4.71 完全适合

3该课程评价量表提出关于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组织学习体验非常适合 4.57 完全适合

4该课程评价量表提出关于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教师教学法常适合 4.57 完全适合

5该课程评价量表提出关于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课程管理非常适合 4.71 完全适合

6该课程评价量表提出关于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课课程发展评估体系非常适合 4.57 完全适合

总平均�� = 4.64 完全适合

备注： 总平均值为 4.51-5.00 分级 指 完全适合、完全符合、完全同意

总平均值为 3.51-4.50 分级 指 适合、符合、同意

总平均值为 2.51-3.50 分级 指 不一定

总平均值为 1.51-2.50 分级 指 不适合、不符合、不同意

总平均值为 1.00-1.50 分级 指 完全不适合、完全不符合、完全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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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成果测试表的内容效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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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成果测试表的内容效度评估结果

试题 X� 内容效度 结果 试题 X� 内容效度 结果

1 7 1.00 合适 16 7 1.00 合适

2 7 1.00 合适 17 7 1.00 合适

3 6 0.85 合适 18 6 0.85 合适

4 4 0.57 合适 19 7 1.00 合适

5 4 0.57 合适 20 7 1.00 合适

6 5 0.71 合适 21 7 1.00 合适

7 5 0.71 合适 22 7 1.00 合适

8 6 0.85 合适 23 7 1.00 合适

9 5 0.71 合适 24 7 1.00 合适

10 7 1.00 合适 25 7 1.00 合适

11 7 1.00 合适 26 7 1.00 合适

12 7 1.00 合适 27 7 1.00 合适

13 6 0.85 合适 28 7 1.00 合适

14 6 0.85 合适 29 7 1.00 合适

15 7 1.00 合适 30 7 1.00 合适

备注：拥有 0.50-1.00 内容效度之间的考题可以拿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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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点实验的学习成果测试表结果

▆ 高分区和低分区

เลข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คะแนน 19 18 13 23 30 21 11 17 20 16 21 15 16 18 13 11 18 19

เลขที่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คะแนน 11 15 19 14 19 20 18 15 15 14 16 12 19 13 17 2 5 3

เลขท่ี 5 4 6 11 9 24 1 18 23 21 31 25 17 14 2 33 8 10

คะแนน 30 23 21 21 20 20 19 19 19 19 19 18 18 18 18 17 17 16

อันดับ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9

กลุ่ม

25%

H H H H H H H H H H

เลขท่ี 29 13 27 26 20 12 28 22 32 15 3 30 19 16 7 35 36 34

คะแนน 16 16 15 15 15 15 14 14 13 13 13 12 11 11 11 5 3 2

อันดับ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กลุ่ม

25%

L L L L L L L L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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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难度和区分度

项目难度和区分度表 (第 1/3部分 ：试题 1-10)

试

题

答案 高分

组 (H)

低分

组(L)

项目难度

P = (H + L) / 2n

区分度

R = (H - L) / n

解释

01 A 7 3 0.5 0.4 项目难度 ： 一般

区分度 ： 好

◎保留B 0 1 0.05 -0.1

C 3 6 0.45 -0.3

02 A 9 2 0.55 0.7 项目难度 ： 一般

区分度 ： 很好

◎保留B 0 3 0.15 -0.3

C 1 5 0.3 -0.4

03 A 9 3 0.6 0.6 项目难度 ：比较简单

区分度 ： 好

◎保留B 1 6 0.35 -0.5

C 0 1 0.05 -0.1

04 A 8 6 0.7 0.2 项目难度 ： 比较简单

区分度 ： 一般

◎保留B 1 3 0.2 -0.2

C 1 1 0.1 0

05 A 3 2 0.25 0.1 项目难度 ： 比较难

区分度 ： 不可以区分

◎忽略B 6 5 0.55 0.1

C 1 3 0.2 -0.2

06 A 8 1 0.45 0.7 项目难度 ： 一般

区分度 ： 很好

◎保留B 1 8 0.45 -0.7

C 1 1 0.1 0

07 A 8 1 0.45 0.7 项目难度 ： 一般

区分度 ： 很好

◎保留B 1 4 0.25 -0.3

C 1 5 0.3 -0.4

08 A 4 5 0.45 -0.1 项目难度 ： 比较难

区分度 ： 一般

◎保留B 1 3 0.2 -0.2

C 5 2 0.35 0.3

09 A 3 1 0.2 0.2 项目难度 ： 比较难

区分度 ： 低

◎忽略B 3 6 0.45 -0.3

C 4 3 0.35 0.1

10 A 1 3 0.2 -0.2 项目难度 ： 一般

区分度 ： 好

◎保留B 2 4 0.3 -0.2

C 7 3 0.5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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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难度和区分度表 (第 2/3部分 ：试题 11-20)

试

题

答案 高分

组 (H)

低分

组(L)

项目难度

P = (H + L) / 2n

区分度

R = (H - L) / n

解释

11 A 0 1 0.05 -0.1 项目难度 ： 比较简单

区分度 ： 好

◎保留B 0 4 0.2 -0.4

C 10 5 0.75 0.5

12 A 0 3 0.15 -0.3 项目难度 ： 比较简单

区分度 ： 好

◎保留B 1 2 0.15 -0.1

C 9 5 0.7 0.4

13 A 2 3 0.25 -0.1 项目难度 ： 一般

区分度 ： 好

◎保留B 8 2 0.5 0.6

C 0 5 0.25 -0.5

14 A 9 3 0.6 0.6 项目难度 ： 比较简单

区分度 ： 好

◎保留B 0 1 0.05 -0.1

C 1 6 0.35 -0.5

15 A 8 6 0.7 0.2 项目难度 ： 比较简单

区分度 ： 一般

◎保留B 2 2 0.2 0

C 0 2 0.1 -0.2

16 A 8 3 0.55 0.5 项目难度 ： 一般

区分度 ： 好

◎保留B 2 4 0.3 -0.2

C 0 3 0.15 -0.3

17 A 0 1 0.05 -0.1 项目难度 ： 比较简单

区分度 ： 好

◎保留B 10 5 0.75 0.5

C 0 4 0.2 -0.4

18 A 0 2 0.1 -0.2 项目难度 ： 比较简单

区分度 ： 好

◎保留B 2 4 0.3 -0.2

C 8 4 0.6 0.4

19 A 1 8 0.45 -0.7 项目难度 ： 比较难

区分度 ： 好

◎保留B 6 1 0.35 0.5

C 3 1 0.2 0.2

20 A 0 4 0.2 -0.4 项目难度 ： 比较简单

区分度 ： 一般

◎保留B 7 5 0.6 0.2

C 3 1 0.2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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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难度和区分度表 (第 3/3部分 ：试题 21-30)

试

题

答案 高分

组 (H)

低分

组(L)

项目难度

P = (H + L) / 2n

区分度

R = (H - L) / n

解释

21 A 3 4 0.35 -0.1 项目难度 ： 一般

区分度 ： 一般

◎保留B 6 4 0.5 0.2

C 1 2 0.15 -0.1

22 A 6 3 0.45 0.3 项目难度 ： 一般

区分度 ： 一般

◎保留B 3 4 0.35 -0.1

C 1 3 0.2 -0.2

23 A 4 2 0.3 0.2 项目难度 ： 一般

区分度 ： 一般

◎保留B 0 5 0.25 -0.5

C 6 3 0.45 0.3

24 A 3 4 0.35 -0.1 项目难度 ： 比较难

区分度 ： 一般

◎保留B 4 2 0.3 0.2

C 3 4 0.35 -0.1

25 A 4 5 0.45 -0.1 项目难度 ： 一般

区分度 ： 一般

◎保留B 1 2 0.15 -0.1

C 5 3 0.4 0.2

26 A 6 3 0.45 0.3 项目难度 ： 一般

区分度 ： 一般

◎保留B 1 3 0.2 -0.2

C 3 4 0.35 -0.1

27 A 1 4 0.25 -0.3 项目难度 ： 一般

区分度 ： 一般

◎保留B 6 3 0.45 0.3

C 3 3 0.3 0

28 A 1 3 0.2 -0.2 项目难度 ： 一般

区分度 ： 很好

◎保留B 9 2 0.55 0.7

C 0 5 0.25 -0.5

29 A 9 3 0.6 0.6 项目难度 ： 比较简单

区分度 ： 好

◎保留B 0 5 0.25 -0.5

C 1 2 0.15 -0.1

30 A 5 2 0.35 0.3 项目难度 ： 比较难

区分度 ： 一般

◎保留B 3 3 0.3 0

C 2 5 0.35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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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KR-20 公式):试点期样本的测试表试用结果

参加人数 n = 36

试题 答对 答错 � � （��） 试题 答对 答错 � � （��）
1 21 15 0.5833 0.4166 0.2430 16 21 15 0.5833 0.4166 0.2430

2 25 11 0.6944 0.3055 0.2121 17 27 09 0.7500 0.2500 0.1875

3 22 14 0.6111 0.3888 0.2376 18 24 12 0.6666 0.3333 0.2222

4 20 16 0.5555 0.4444 0.2469 19 18 18 0.5000 0.5000 0.2500

5 05 31 0.1388 0.8611 0.1195 20 14 22 0.3888 0.6111 0.2376

6 11 25 0.3055 0.6944 0.2121 21 14 22 0.3888 0.6111 0.2376

7 17 19 0.4722 0.5277 0.2492 22 16 20 0.4444 0.5555 0.2469

8 14 22 0.3888 0.6111 0.2376 23 16 20 0.4444 0.5555 0.2469

9 12 24 0.3333 0.6666 0.2222 24 15 21 0.5833 0.4166 0.2430

10 17 19 0.4722 0.5277 0.2492 25 11 25 0.3055 0.6944 0.2121

11 30 06 0.8333 0.1666 0.1388 26 16 20 0.4444 0.5555 0.2469

12 28 08 0.7777 0.2222 0.1728 27 20 16 0.5555 0.4444 0.2469

13 22 14 0.6111 0.3888 0.2376 28 22 14 0.6111 0.3888 0.2376

14 25 11 0.5833 0.4166 0.2430 29 21 15 0.5833 0.4166 0.2430

15 28 08 0.7777 0.2222 0.1728 30 14 22 0.3888 0.6111 0.2376

VAR.� = 27.8672

��� = 6.7037

信度 KR20 公式 ： KR20 = （
�

�−1
）（1-

���
�2

）

= 0.7856

百分之 ： =78.56%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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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成果测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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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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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表的内容效度评估结果

平均（�） 标准

1该观察表的框架分的很清楚 4.28 适合

2该观察表比较时代，而容易使用 4.57 完全适合

3该观察表有比较适当的观察问题 4.42 适合

4该观察表适合用于幼儿学生 4.57 完全适合

5该观察表适合测试在学习体验中出现过的执行功能动作行为 4.42 适合

总平均�� = 4.45 完全适合

备注： 总平均值为 4.51-5.00 分级 指 完全适合、完全符合、完全同意

总平均值为 3.51-4.50 分级 指 适合、符合、同意

总平均值为 2.51-3.50 分级 指 不一定

总平均值为 1.51-2.50 分级 指 不适合、不符合、不同意

总平均值为 1.00-1.50 分级 指 完全不适合、完全不符合、完全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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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se 混合教学法的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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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的使用教材

小班的第一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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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彩汉语教学包(Colorful Chinese)

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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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se混合教学法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使用手册的内容效度评估结果

平均（�） 标准

1该课程的原则与《泰国学前教育》的符合性 4.57 完全适合

2该课程的原则与国际汉语教师标准的符合性 4.71 完全适合

3该课程的原则与执行功能概念的符合性 4.85 完全适合

4该课程的想象与问题现状、教学政策、建设课程的基本要求的符合性 4.57 完全适合

5该课程的目标的实践性 4.57 完全适合

6该课程的标准和理想条件与《泰国学前教育》的符合性 4.85 完全适合

7该课程制定汉语教学标准和理想条件的符合性 4.85 完全适合

8该课程制定执行功能标准和理想条件的符合性 4.85 完全适合

9该课程组织三年制的幼儿汉语教学和活动方法的符合性 4.85 完全适合

10该课程制定的组织学习体验原则和方法与《泰国学前教育》的符合性 4.57 完全适合

11 该课程制定的四个发展方面活动与幼儿年龄的符合性 4.85 完全适合

12 该课程制定的发展智力（汉语言技能）方面活动与幼儿年龄的符合性5.00 完全适合

13 该课程制定的发展执行功能活动与幼儿年龄的符合性 4.85 完全适合

14 该课程制定的课堂气氛与《泰国学前教育》的符合性 4.85 完全适合

15 该课程制定的课堂气氛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理论的符合性 4.85 完全适合

16 该课程制定的学习媒体和学习资源与《泰国学前教育》的符合性 4.85 完全适合

17 该课程制定的学习媒体的安全和现代性 4.57 完全适合

18 该课程制定的学习资源的符合性 4.42 适合

19 该课程让家长和社区人员一起使用幼儿学生使用的数字媒体的符合性4.42 适合

20该课程的发展评估与《泰国学前教育》的符合性 4.71 完全适合

21该课程的发展评估工具的符合性 4.71 完全适合

22该课程制定管理人员角色和任务符合性 4.57 完全适合

23该课程制定管理人员在教育阶段链接角色和任务人的符合性 4.57 完全适合

24该课程制定在教育阶段链接的教学内容的符合性 4.57 完全适合

25使用课程手册的方便使用性 4.57 完全适合

26使用课程手册安排每部分的符合性 4.57 完全适合

27使用课程手册安排学习体验单元和主题的明确性 4.71 完全适合

28使用课程手册安排大纲的明确性 4.71 完全适合

29使用课程手册安排学习过程的明确性 4.57 完全适合

30使用课程手册安排管理人员角色和任务的明确性 4.57 完全适合

总平均�� = 4.69 完全适合

备注： 总平均值为 4.51-5.00 分级 指 完全适合、完全符合、完全同意

总平均值为 3.51-4.50 分级 指 适合、符合、同意

总平均值为 2.51-3.50 分级 指 不一定

总平均值为 1.51-2.50 分级 指 不适合、不符合、不同意

总平均值为 1.00-1.50 分级 指 完全不适合、完全不符合、完全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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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体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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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体验计划（小班） 学习体验计划（中班） 学习体验计划（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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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体验计划大纲

总共有 16 页，包含大班的 2个学期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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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体验计划的内容效度评估结果

平均（�） 标准

1该学习体验教案的目标完善所有的学习内容 4.57 完全适合

2该学习体验教案的目标完善了认知领域、动作技能领域、情感领域 4.71 完全适合

3该学习体验教案的学习概念清楚、容易理解 4.71 完全适合

4该学习体验教案的学习主要内容制定了符合《泰国学前教育课程》的理想条件 4.85 完全适合

5该学习体验教案的学习主要内容制定了符合《国际汉语教师标准》的理想条件 4.85 完全适合

6该学习体验教案的学习主要内容提到执行功能概念 4.71 完全适合

7该学习体验教案的组织学习体验过程有详细、清楚的步骤，并容易操作 4.85 完全适合

8该学习体验教案的组织学习体验过程是一种混合组织教学方法 5.00 完全适合

9该学习体验教案的组织学习体验过程时间合理、清楚 4.42 适合

10该学习体验教案的学习体验适合幼儿年龄 4.57 完全适合

11 该学习体验教案使用的媒体适合幼儿年龄、而有安全性 4.71 完全适合

12 该学习体验教案选择使用多种多样的媒体 4.71 完全适合

13 该学习体验教案选择使用的媒体可以促进学习目标的实现 4.85 完全适合

14 该学习体验教案选择使用的教材符合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大纲 4.71 完全适合

15 该学习体验教案选择使用的学校周围的地方作为学习资源 4.42 适合

16 该学习体验教案使用的发展评估方法符合学习目标 4.71 完全适合

17 该学习体验教案的发展评估适合幼儿年龄 4.71 完全适合

18 该学习体验教案的格式精美，一目了然 4.71 完全适合

总平均�� = 4.71 完全适合

备注： 总平均值为 4.51-5.00 分级 指 完全适合、完全符合、完全同意

总平均值为 3.51-4.50 分级 指 适合、符合、同意

总平均值为 2.51-3.50 分级 指 不一定

总平均值为 1.51-2.50 分级 指 不适合、不符合、不同意

总平均值为 1.00-1.50 分级 指 完全不适合、完全不符合、完全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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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หนังสือขออนุญาตสถานศึกษา เพ่ือทดลองการใช้หลักสูตร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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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หนังสือขออนุญาตผู้ปครอง เพ่ืออนุญาตให้บุตรหลานเข้าร่วมการทดลองการใช้หลักสูตร 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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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หนังสือเรียนเชิญผู้เชี่ยวชาญตรวจเครื่องมือวิจั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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