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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 classroom instruc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in 
Thailand is Relatively monotonous and boring, and the lack of interest is a 
relatively common problem. Picture as an important applica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which is popularly applied i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ailand, but 
its effect has not yet been fully played. Based on some related theo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eaching picture using in some middle school of 
Thailand according to the features of pictur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Thailand. This paper studies the application of teaching picture 
in Chinese basic classroom in Thailand through classroom observation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At the some time, 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learning 
needs and the character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Thailand. Based on those 
mentioned above,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should begin from teach Pinyin, and then words teaching and to 
sentences conjunctions teaching.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picture teaching and the 
questionnaire study in Thailand middle school, this paper finally concluded the 
overall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nd point out some shortcomings and proposed 
some related suggestions. 

This paper aims to help teachers who teach Chinese language in Thailand 
effectively use teaching picture in teaching practice, and promot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to improve their teaching ability to use the picture. 

 
Keywords: Picture teaching,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Teach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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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汉语热”继续升温。汉语已成为了继英语之

外的第二世界通用语。泰国是中国的近邻也是中国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两

国双方政府都高度重视泰国的汉语教学，汉语在泰国也出现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

势头。 

现阶段泰国中学比较简单枯燥的传统汉语课堂教学形式，存在的一个非常普

遍的问题就是缺乏趣味性。图片作为一种重要的教学资源在泰国汉语教学中的应

用十分广泛，但是图片在泰国汉语基础课堂中的运用却还没有完全发挥出图片它

本身应有的作用。本文结合图片的特点和教学对象泰国中学生的特点，在相关的

理论基础上，就目前教学图片在泰国各个中学汉语教学中运用现状进行探讨。通

过对泰国中学汉语课堂跟踪观察、问卷调查等方法，对教学图片在汉语基础课堂

上运用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在调查访问的同时也对教学对象泰国中学的学习需求，

以及中学生的特点作了一个真实的认识和了解。在此基础上按照教学的规律，学

生学习的规律，从汉语拼音教起，再进行字词的教学，再到连词造句的教学。通

过在泰国中学基础课堂运用图片教学的实践尝试，之后结合对教师和学生的问卷

调查研究，最后总结了整体的教学效果，指出了一些不足之处，并且提出了一点

相应的建议。 

本文旨在帮助泰国汉语教师在教学中能更有效的利用教学图片，促使汉语教

师提高运用教学图片的能力。同时也希望能为图片辅助汉语教学研究提供有价值

的参考，促使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更加的深入开展。 

 

关键词：图片教学 调查分析 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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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有很多的不足。刘珣在《对外汉语教

育学引论》中就讲到：“中外汉语教学工作者普遍对目前汉语教学效果不满意。

达到同样的程度，学习汉语所花的时间和精力往往超过学习其他第二语言。”①笔

者发现在汉语初级阶段的学者中很大程度的都觉得汉语的语音和汉字书写都非

常的难，而且很多这样初阶段的学者受到自己母语思维的影响，在汉语交流中对

汉语的一些表达方式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导致这些初学者不太愿意开口说，渐渐

的失去用汉语表达的意愿，从而逐渐的失去了兴趣。我们如何把对外汉语教学质

量的提高，那就要看我们如何提高学生汉语的听说读写的能力。学生对汉语独有

的语言表达方式的掌握提高，那就需要理解汉语字、汉语结构，只有理解之后才

能够运用。所以汉语初级阶段的学者学习需要大量的汉语特定的语法结构的训练，

以及连词造句的训练。但是汉语对这些学者来说是他们的第二语言，我们现有汉

语教学方法很多都是从英语第二语言教学那借过来的，其中有一些方法根本就不

适合汉语教学。如何利用符合汉语特点的教学手段有效化解教学中问题，这是汉

语教师在教学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图片的利用设计和使用尝试来解决教学

中的问题，去串联知识，鼓励学生通过图片去想象，开拓学生自己的思维，培养

学生的观察能力和认知能力，同时也能帮助解决教师单纯讲解知识带来的枯燥乏

味。笔者所以就有了利用教学图片设计运用到教学中解决教学中的问题的设想。 

同时，对外汉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外国学生掌握并且运用汉语进行交际

的能力。近些年来在汉语教学方法主要是以任务型为主，而这种教学方式，更注

重的是实践教学。任务型教学方法是指在第二语言教学中，教师在课堂上根据具

体的目标内容设计出各项能将词汇、语法和功能有机结合的交际活动，并通过进

行这些教学活动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的一种教学方法。任务型教学的过

程中教学手段通常是通过运用直观的材料来讲授，使用直观性材料教学也是任务

型教学法很重要的一种教学手段。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以及通过学校所能提供的条件，为学生营造好的学习的环境。在教学中直观性材

料常常用到的有：幻灯片、彩色卡片、彩色照片、数字、模型、实物、漫画、连

环画、简笔画等。杨逸鸥在《浅谈图片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运用》中讲到：“在

对外汉语教学中，由于教学对象的多样性，图画的使用在各种直观性材料中显得

更加突出和方便，它可以利用学生对直观形象的感知，帮助他们加深理解语言，

提高学习效率。同时，图片作为一种“任务"，可以让学生在任务学习中获得语

言能力。”②汉语课堂上运用图片教学它可以展现一些特定的地点、物体、人物、

时间、气氛、色彩等，这些要素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从而使图片具有极鲜明的

情境化特点。就目前泰国的汉语教学课堂上仍然是以传统的教学方法为主，老师

                                                      
①
 刘珣.《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M].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0,406页. 

②
 杨逸鸥.《浅谈图片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运用》[J].语言教学研究,2007（09）,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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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生听的传统授教方式。教学课堂上教师在教学中运用到的直观性的材料中，

图片的使用在各个直观性材料中却是显得更加的突出和方便，它的使用不但活跃

了课堂气氛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的兴趣，而且也利用了学生对直观形象的感知，使

得对言语的理解得以加深，学习的效率也得到有效的提高。由此可见课堂上教学

图片它是一种重要的直观性的教学材料，课堂上图片的使用也是任务型教学中非

常重要的一种教学手段。将图片运用有效的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中，提高教学的

效果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是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 

图片教学作为一种生动有趣的教学形式，可以使学生在一个比较愉悦的环境

中学习，它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还并未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图片它直观有趣，

来自于生活，贴近生活，能够激发学习的兴趣，这决定了图片它应用于对外汉语

教学的可行性。笔者认为这个课题的提出无论是在实践方面还是在理论方面都有

着积极的意义。 

一方面，在图片教学中，教师设计一个情境，运用教学技巧形象的讲解一组

图片，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情境中来。当学生融入进来后就会变得愿意与朋友分享

他们自己生活中事情、生活中真实的故事，即使学生说的不正确，并没有关系了。

因为学生已经开始表露出表达欲望了，所以图片在刺激学生在开口说话这方面已

经发挥到积极的作用了。 

另一方面，图片在教学中对组合单句、构建语段、用汉语特有的表达方式去

布局组成文章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文章是有许多的语言片段组成，每个语言片

段又是由一个一个单句整合而成，单句有时就只是特定的句式写成的。在教学中

教师就得需要让学生从多个角度去观察各种不同生动形象的图片，充分的激发出

学生的想象力，积极的鼓励学生的表达欲望，从而使得学生自己有感而发，愉快

地抒写自己的感受。教学中的每一组图片都会表达不同的情境，在不同的情境学

习表达以及感受的过程中，学生锻炼了用汉语进行逻辑思维的能力、进行想象的

能力、及进行表达的能力和进行创新的能力。 

因此笔者根据泰国中学生的特点，就泰国中学汉语基础课堂图片教学的运用

环节状态以及遇到的教学问题做出探讨设计，分析图片在基础课堂教学中的作用，

然后总结达到的一个效果。希望能够给在泰国汉语教学的教师在图片的运用上提

供些参考，帮助教师在教学中使用图片运用的能力提高并改进课堂教学的效果，

以及促进汉语教师的教学水平能力的提高。希望也能够为汉语教学法研究提供些

有价值的案例，对汉语教学法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些帮助。 

（二）研究现状 

在搜集资料中笔者发现，随着全球的汉语热潮，汉语教学的研究使得汉语教

学方法变得更加的多样，且更加的注重文化差异以及个体性，也提出了目前存在

些的问题。比如：教材对学习者吸引力不够，学习的注意力和积极性不强，以及

个体性的重视也不够，表现在学生在阅读和书写过程中。随着图片教学慢慢被重

视，汉语教学就方式而言国内外图片在教科书上以插图的形式出现较多，一般也

就视为教学的辅助材料，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图片的作用基本没有得到深挖，运

用也是只是一晃带过，图片就只是独立的存在，没有完全发挥图片的作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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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汉语教学的学者很多但是专门研究图片教学的学者却不多，将教学图片充分

合理的运用到汉语教学当中的研究也很少，并且运用教学图片如何去解决汉语教

学中的某些问题的尝试及讨论研究也比较的少。所以笔记认为当前教学图片的运

用在汉语教学过程中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图片在汉语教学中的运用研究目前都集中在对汉语教学方法上的研究，主要

是沿着教学法方向去研究谈论的学者占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针对初级阶段的汉语

学习者的研究则主要是从语音、汉字、词汇方面展开的比较具体的汉语教学方法

上进行研究探讨。近些年具有代表性的如：杨逸鸥的《浅谈图片在对外汉语教学

中的运用》、杨箐的《图示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运用及作用》、谭雅昕的《浅议

图文并茂的教学方式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运用》、李自遥的《浅析教学图片在汉

语教学中使用的现实意义》等一些文章，研究者阐述了图片在教学中的作用以及

重要性，他们更多的是从图片运用于教学中的作用方面做出探讨研究，以及分析

对图片使用的方式方法和研究使用达到的一个效果。随着图片在汉语教学中受到

重视，越来越多学者开始研究图片在汉语中的作用，也充分说明图片在汉语教学

中价值和需求量在慢慢地提升。 

吕必松在他著作的《语言教育与对外汉语教学》的文中就指出：“语言教学

理论的研究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循环往复的永无止境的过程”。①我们

运用图片在对外汉语基础课堂上的教学及教学研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教学过

程本身的具体性，独特性以及不可复制性，都要求我们努力对每一个教学中的细

节以及教学过程进行研究，结合理论知识教师从而能够灵活多变的处理汉语教学

的课堂，让图片在汉语教学运用中，实践和理论无限循环中得到更加的完善，让

图片教学更好地融入到对外汉语教学中去。 

       

 

 

 

 

 

 

 

 

 

                                                      
①
 吕必松.《语言教育与对外汉语教学》[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年 7月,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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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图片在汉语基础课堂中的作用及应用 

我们教授外国人学习汉语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用汉语进行交际，在学习第二

语言时，吕必松在《语言教育与对外汉语教学》中就讲到：“人们学习语言，必

须同时学习关于这种语言中所包含的名族文化印记的知识，否则就不能正确理解

和正确使用这种语言。”①我们在泰国的中学汉语基础课堂当中进行教学也是不例

外的，那么教学图片它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过程中，学生语言的理解；学生

的语言表达；还有着关系密切的文化差异的教学；都需要汉语教师们特别的重视。

因为汉语课堂教学中使用带有中国文化元素的教学图片视觉上的刺激会使学生

产生汉语学习的兴趣和想了解中国文化的愿望，从而最大限度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在汉语学习过程中促使学生们提高语言理解的能力以及语言表达的能力。因此对

外汉语教学过程中教学图片的运用是符合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教学目的的。 

现阶段泰国中学汉语基础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学图片已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汉语教学教师除了根据教学内容设计教学图片外，另外还需要通过对教学图片作

用的了解，以及对教学图片的应用方式和应用的原则进行探讨，促使教师在汉语

课堂上使用的教学图片得到更好的运用，在汉语教学中让教学图片的运用能够得

到充分的发挥，帮助教师在汉语课堂教学中能更加顺利、更有效率、并且更好的

完成其教学任务。 

（一）图片在汉语基础课堂中的作用  

图片就是“用来说明某一事物的图画、照片、拓片等的统称”。（《现代汉语

词典》第五版、商务印书馆 2005）。根据百度百科的定义是“图片是指由图形、

图像等构成的平面媒体”。图片教学，奥永峰、孙忠提在《语文图片教学的几点

思考》中讲到：“所谓图片教学就是在课堂上教师主要以图片为主要载体面向学

生进行授课的教学形式。”②学生通过图片的教学形式进行观察认识和思考表达学

习，接着教师和学生之间相互进行课堂交流，最后完成课堂教学任务。整个教学

过程中图片作为主要的载体，课堂上是授课知识内容的启示点和出发点，教学前

教师根据实际情况准备不同的教学所需的教学图片，是有利于学生发展，有利于

教学效果的。那么图片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几个重要的要素它们的作用有哪些

呢？ 

（注：语法作为语言的三大要素之一，它是词汇、短语、句子等语言单位的结构

规律。由于泰国中学生汉语基础普遍还不够扎实，汉语的学习内容接触到的也是

比较简单的语法结构，笔者是通过运用教学图片教句型对话来学习汉语语法知识，

因此笔者在此没有列举图片在语法教学中的作用。） 

一 图片在语音教学中的作用 

汉语基础课堂上语音教学应该受到重视，初级阶段语音不打好基础，将会成

                                                      
①
 吕必松.《语言教育与对外汉语教学》[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年 7月,8页. 

②
 奥永峰，孙忠提.《语文图片教学的几点思考》[J].大语文论坛,教学前言,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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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日后的顽疾，纠正起来会非常的困难。初级阶段学生在汉语学习和表达时必然

会出现很多的语音错误。教师在教学中对于他们出现的各种错误要有耐心，因为

汉语语音教学中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的发音部位是看不到的，，例如：口腔里的舌

位的前或后、高或低、以及口腔发出的气流方向、强弱、畅通或阻塞等等一些发

音。特别容易混淆的一些如：“j、q、x”“z、c、s”“zh、ch、sh”这三组拼音的

发音。在语音的教学过程中我们教师只能尽可能的将每个发音器官说详细，让学

生能够明白理解大致的发音过程，通常教师会以手部动作模拟发音器官，但是这

样的方式还不够形象具体，会造成学生不能够很好地理解。汉语学习，语音作为

学习的基础，让学生更好的准确的掌握汉语发音，教师在语音教学过程中能够运

用图片授课示意，例如拼音表格示意图常见的有声母表、韵母表、发音部位图、

舌位图、声调示意图等等一些示意图。学生在语音学习过程中可以直观看到口腔

的形状及发音的部位，更好的区分相近或相似的语音，将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帮助

学生理解发音过程，可以使学生在语音学习中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二 图片在汉字教学中的作用 

中国的汉字是方块形的表意文字、由图形演变而来，字数多，字形复杂，各

种笔画，结构差别很细微，难于辨认，传统的基础课堂教师黑板上一笔一划的教

学不能引起学生的注意力也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那些比较复杂的汉字结构会更

加让学生望而生畏。利用一定的图片或图画向学生展示汉字及汉字结构部首，可

以着重讲解部首的意义，能够让学生能够举一反三，加深对汉字结构的记忆。另

外也可以出一组象形字，由实物图到象形字，再到现代汉字简化字，通过图片逐

渐演变的形式出现。汉字的教学通过图片展示演变过程中，学生在了解汉字的演

变过程也增强了学习汉字的兴趣，通过运用图片展示学生学习过的中国汉字，是

非常有利于学生他们自己进行深加工的，对他们学习过的中国汉字也会更加的深

刻牢固，这就是图片在课堂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利用图片对学生在视觉上的强烈刺

激达到的比较理想的效果。教师在汉语教学中利用一张张的图片将汉字从甲骨文

慢慢演变到现行汉字的过程，通过一组一组的图片的形式展现出来，学生直观的

了解汉字演变过程，不但会加深对汉字的理解，对汉字的学习也能产生兴趣，而

且对学生学习了解汉语汉字的表意性和文化含义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使得更有

助于对汉语汉字的学习。 

三 图片在汉语词汇教学中的作用 

学习者要学好掌握汉语这一门语言，就需要他们在汉语学习过程中准确地、

大量地掌握汉语词汇，因为词汇它是语言的组成单位。使用图片在汉语词汇的教

学中，郑艳群的《汉语教材中图片的示意功能和示意方法》一文中就讲到：“直

观性是词汇教学的一个重要原则，图片用于词语释义是最常用，而且比较有效的

教学方法。”①汉语词汇教学中使用图片这种直观手段解释词义是一种具有强烈感

官刺激的方法，图片在汉语词汇教学中的使用使得词语直接和图片建立起了联系。

图片讲解词汇范围也十分的广，名词、形容词、动词等大多数实词都可以利用图

                                                      
①
 郑艳群.《汉语教材中图片的示意功能和示意方法》[J].海外华文教育,2006年第二

期（总共第 39期）,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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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讲解。图片通过大脑形成的视觉刺激，使得汉语词汇和视觉形象在学生脑海里

直接联系起来了，教学图片的运用它绕过了使用母语翻译的环节，它很大程度的

有效的帮助减少了母语干扰引起的偏误。图片这种直观性材料的使用，教学中在

培养学生直接用汉语的思维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教学图片的运用特别是对汉语

初级阶段实词的教学，通过图片学习到的汉语生词以及通过图片开展词语扩展练

习联想到的汉语生词，学生的记忆都会非常的深刻。例如：对理解近义词和反义

词的教学，运用图片的效果会比教师用语言描述或机械做题来学习的效果要好很

多，因为利用教学图片能准确的直观的对比辨析，学生更容易理解也会更加的深

刻。 

四 图片在句型对话教学中的作用  

语言的表达应用不管是在一个真实的环境中完成还是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中

完成，总之任何的语言表达应用都应该是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中完成的，因此语言

的表达训练及练习当然也应该是在具体的环境中进行完成的。课堂教学和教材都

由于受到条件的受限，那么我们可以利用多张图片构建出一个虚拟的环境，突出

训练的点，让学生自己看图完成句子，简单的讲故事，看图复述图片的内容，等

等一些的方式，利用图示训练学生的表达能力及培养学生的综合交际能力在汉语

学习中是很常见也很常用的一种方法。学生通过在虚拟环境中的这种汉语语言表

达应用，对于学生自己学习到的汉语知识内容的理解表达，词汇的积累，汉语句

型语法点的掌握等等一些学习的情况，在这里会有一个有效的比较好的检查和掌

握情况的体现。使得学习的汉语知识内容会更具体化、形象化、深刻化。 

（二）图片在中学汉语基础课堂的教学应用  

教学图片在汉语教学中的运用不能是随意的，我们教师在运用教学图片前应

该考虑到能够保证对汉语教学效率提高有积极的作用，需要教师课前精心准备设

计图片在课堂上的运用。陈为东，杨雪在《基于图片优势效应的移情式教学设计》

中就讲到：“图片具备的可感、形象生动的情境联想不失为帮助学生理解、联想

和记忆的教学方法。”①汉语教学中基于图片的优势，由于每个时期的不同、每个

教学内容的不同、每个课堂课型的不同应用的教学图片的状况都是不一样的，教

师应该根据不同的状况设计教学内容以使图片在实际的教学中发挥它应有的作

用，让图片能够充分为教学所用并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 图片教学应用的方式  

图片教学的应用我们必须要多角度多方面的利用各种图片资源，让图片教学

更好的融入汉语教学中去。郑艳群在《汉语教材中图片的示意功能和示意方法》

中讲到：“图片作为一种教学媒体，具有形象直观、帮助记忆、提高兴趣、使用

方便等功能。”②我们就要去充分的利用图片的这些功能运用到汉语教学中去，在

                                                      
①
 陈为东，杨雪.《基于图片优势效应的移情式教学设计》[J].现代教育技术,2014年

11期,23页. 
②
 郑艳群.《汉语教材中图片的示意功能和示意方法》[J].海外华文教育,2006年第 2

期（总共第 39期）,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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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前我们要了解图片教学应用的一些方式，把握以下一些图片教学的方式在教

学中会比较好的完成教学任务。 

第一节 利用图片学习课本知识 

利用图片学习课本内容知识。汉语教学中任课老师在使用图片学习课本知识

可以使得书面文字更加的生动，弥补了文字表达的一些局限与不足。教学中图片

的运用使得书面文字的表达和教学图片相融合，图片和文字表达内容相辅相成，

学生学习理解过程中会变的更加容易轻松。而且教师通过运用教学图片引导学生

观察体会，引出课本知识内容，从而教学过程中课本知识的导入也就会更加的十

分亲切自然。我们在讲授课本内容前加上有助于理解上下文关系的图片将会使学

生的对语言知识的记忆会变得更加深刻。郑艳群在《汉语教材中图片的示意功能

和示意方法》中讲到：“图片有突出主题、调动学生积极性、活跃版面和减少视

觉疲劳的作用。”① 教师教学过程中应该有代表性地选择能够说明课本内容的几

个图片，然后对这些图片进行组接串联在一起，让学生对图片进行观察、思考、

想象，结合课文内容，根据课文相关内容设置问题，进行授课。使得原本书上的

课本内容不在那么枯燥乏味也便于理解。 

第二节 利用图片激发兴趣、锻炼思维想象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利用图片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锻炼学生的思维想象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兴

趣是学习最好的老师，这是恒古不变的真理。只有充分地了解学生他们最感兴趣

的、最希望学到的知识，学习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图片教学作为一种新的

语言形式，丰富了课堂教学，使课堂教学变的多样化。图片运用于汉语课堂中在

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兴趣，提高他们的求知欲，都有着积极的作用。使

得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不再是纯粹地与文字交流学习也不会感到乏味。图片教学过

程中学生从思维上转换了认知的方法，从抽象的回到了形象的思维。图片本身的

画面内容是十分有限的，但是学生可以通过教学图片的观察，可以根据学生自己

本身的阅历，然后再展开自己的想象，最后按照一定的顺序逻辑思维表达出学生

自己理解想象到的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即锻炼了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想象能力，也

锻炼了语言表达能力，同时也有利于开发学生他们的创造性。 

第三节 利用图片创造情境 

利用图片创造情境。杨箐在《图示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运用及作用》中讲

到：“图片是为教学中提供场景的行之有效的一个手段。”②利用图片示意或创造

教学需要的情境也是一种比较方便、经济、有效，同时也是比较常用的方法。课

堂上教师会经常利用图片创造一个情境，在教师利用图片模拟的情境中，学生对

教师利用图片设计到的情境内容进行分析、判断、理解、描述。这个过程中学生

不但要获取对图片人物、时间、事件、地点、等相关信息，而且要分析、判断、

整理各个要素之间关系。最后学生通过教师利用图片创造的情境，使用自己的语

                                                      
①
 郑艳群.《汉语教材中图片的示意功能和示意方法》[J].海外华文教育,2006年第 2

期（总共第 39期）,46页. 
②
 杨箐.《图示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运用及作用》[J].科技信息（高校讲坛）,2011

年第 5期,5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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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进行总结复述交流。图片教学创造情境，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更加容易理解知

识点，串联知识内容，轻松的记住学习重点，从而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教学效果，

我们教师在汉语教学中则需要根据学生的汉语的学习的水平程度做适当调整而

定，需要教师精心的设计创造适合学生学习阶段的情境。 

二 图片教学应用的原则 

图片教学的应用中，学生对于每一张教学图片，他们每一个人对其图片的认

知是不一样的导致理解的结果也不一样。因此我们教师课堂使用的教学图片，要

注意用一些方法给予图片一定限制，如：用一些符号、颜色、加框或文字的注释

等等。还有我们教师在使用教学图片时也要进行有效的引导和提示，尽量的避免

学生自己联想而产生偏差，导致产生的一些教学效果上的反作用。我们知道，图

片教学应该注重将交际场景，尽量以幽默、灵动的方式将对话场景呈现出来，让

学生能够被教学图片所吸引，进而结合文字内容理解、读图、记忆、想象实际生

活的场景画面，促使语言文化知识的消化吸收。那么我们在图片教学中应该遵循

图片的哪些原则才能利于实现教学的最优化呢？ 

第一节 图片与教学内容一致性的原则 

教学图片的使用与教学内容要一致性的原则。即教师应用的教学图片所表达

的内容必须要与教学内容一致，或者使教学图片与教学内容最大程度地接近。卢

杨的《初中语文教科书的形象助读系统——关于插图功能及其利用探讨》中就讲

到：“研究显示，图与文相关程度越高，对阅读理解的影响越大。”①那么教学图

片的使用是要我们教师精心设计选择的，只有当使用的教学图片和教学内容一致

或最大程度地接近时，才能让两者互为一体，相得益彰，教学过程中学生才能见

图懂文、见文如图，使教学图片的应用能够有助于学生对教学内容理解，提高学

习效率。 

第二节 图片与教学内容突出性的原则 

教学图片的使用要在教学内容中有突出性原则。突出性即教学的内容或者教

学的主题必须在教学图片中能得到突出的表现。教师设计图片教学要充分利用图

片的直观性突出学习的重点内容，避免过多的使用图片反而分散了学生的注意力。

在教学过程开始之前，图片的呈现就可以提前引起学生的注意了，图片的呈现就

会帮助学生专注于即将学到的知识内容，同时通过图片这种教学方式，突出教学

想要表达的内容信息，这样不但可以让学生能够对教师讲的知识点显而易见，也

能够让学生很清晰的明白教学内容，学生自己就会把握住课程学习内容的重点和

学习方向。使得图片教学过程更轻松的完成教学任务，达到一个不错的教学效果。 

第三节 图片与教学内容相容性的原则 

教学图片的使用要与教学内容要有相容性的原则。相容性即设计考虑教学图

片是否与我们的教学对象学生年纪和文化生活背景相容。因此教师在图片教学中

随意的使用教学图片是不可取的，宁可不用也不能滥用无关的教学图片。现代发
                                                      

①
 卢杨.《初中语文教科书的形象助读系统——关于插图功能及其利用探讨》[J].北京

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 12月,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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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信息技术，我们教学设计使用的图片的来源更为的广泛了，这有利于教学图

片的和教学内容相容的图片选择，也有利于将图片教学的运用和其他的教学手段

融为一体。教学中当教师应用的教学图片类型和教学对象学生年纪、生活文化背

景相容时，图片在学生的心理上才会产生共鸣，课堂上学生的参与度也会增加，

学习的知识内容也会更加的记忆深刻，图片的运用就会在教学过程中发挥其应有

的教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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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泰国中学图片教学运用现状调查分析及学生特点 

教学图片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有着重要作用。笔者通过随堂听课观

察和问卷调查两种方式对泰国中学汉语基础课堂进行研究，发现教学图片在汉语

基础课堂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效果。另外通过随堂听

课观察和问卷调查结合笔者在泰国汉语教学和学生的接触，笔者同时也对泰国中

学生特点做了一个分析。因为只有充分了解这些泰国中学生，了解这些教学对象，

教师们才能更好的制定合理的适合学生的教学内容，才能更好的进行汉语教学。 

（一）泰国中学汉语基础课堂跟踪观察实录和分析 

在泰国中学汉语基础课堂教学访问过程中，笔者一共访问了五所学校，分别

对各学校的一位中学汉语老师进行了一次随堂听课观察，并且记录下来了观察结

果。主要是为了观察了解汉语教师在泰国中学汉语基础课堂教学过程中图片使用

的情况，同时笔者也做出了自己的随堂听课的观察分析。 

一 汉语课堂跟踪观察实录 

案例一： 

学校：艺术大学附属中学 

教师：黄平老师，男，36 岁，研究生学历，中国籍，从事汉语教学 10 年，

外聘 

学生：高二（4）班，11人 

教材：《体验汉语》高中版第二册 

教学内容：第十课 《城市》 

主要句型：我去过北京。我没去过上海。我去过北京和上海。 

教学时间：2016 年 1月 15日，星期五，上午：10：20-11：10 

黄老师在课堂上使用的是多媒体 PPT 课件进行教学，这节课黄老师使用的图

片是 12 张，用的是网络下载的图片，教学中图片是以多媒体形式展示的，介绍

了 12 座不同的城市，主要是泰国的城市和中国的城市，对不同城市的建筑风格

学生很感兴趣。相信学生对这些城市会记忆深刻，在接下来的讲授句型及语法也

使用了图片相结合。练习环节通过图片展示跟学生还进行了对话练习，由于班级

人数比较少，每个人都参与了至少一次以上的对话练习。学生本身的基础不错，

教学效果也比较的好。 

案例二： 

学校：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中学 

教师：唐森文老师，男，29 岁，本科学历，中国籍，从事汉语教学 7 年，

外聘 

学生：初二（1）班，13人 

教材：《初级汉语》一册 修订版 

教学内容：第十九课《你来中国多长时间了》 

主要句型：我来中国两个月了。我学了半年中文了。他说对了。你学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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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2015 年 12月 22日，星期二，中午：12：30-13：20 

唐老师在课堂上使用的是多媒体 PPT 课件进行教学，这节课唐老师使用的图

片共9张，图片是以多媒体PPT形式展示的。通过利用多媒体图文相结合的方式，

在讲解句型语法的环节中使用了教学图片，还利用图片和学生一起学习句型对话，

使得学生很顺利的学会了句型，掌握了结果补语和数量补语的用法。再接下的对

话练习环节中唐老师并没有再展示图片，中间学生遇到点表达上的困难，唐老师

都给予了一定引导，学生们表现得也都很积极，在练习环节中学生们之间的对话

还比较流利顺畅。整节课下来课堂气氛活跃，学生学习积极性很高，教学效果很

好。 

案例三： 

学校：鳄鱼溪中学 

教师：谭淇元老师，女，29 岁，本科学历，中国籍，从事汉语教学 4 年，

外聘 

学生：初三（1）班，40人 

教材：无固定教材 

教学内容：汉语拼音以及《我爱我的妈妈》 

主要句型：我爱我的妈妈。妈妈也爱我。 

教学时间：2016 年 1月 29日，星期五，下午：13：30-14：20 

谭老师这节汉语课堂教学，她是根据学生的学习基础自编的教学内容。这节

课谭老师首先运用了拼音图表一张，进行了拼音字母的复习并纠正了一些学生的

发音。然后教学中展示了 8张图片，主要讲的是家庭成员的图片，图片家庭成员

是泰式的图片，可以看得出学生学习兴致是很高的，学习过程中很积极，非常轻

松的就学会了生词。接着通过图片的组合让学生和学生之间一起做对话游戏，课

堂上通过图片的展示成功的导出了上课的句型内容，教学目的明确，直捣教学主

题，并且让学生轻松的掌握了所学习的主要句型，学生很活泼教学气氛也很愉快，

达到了一个不错的教学效果。 

案例四： 

学校：Sakol wittaya school  

教师：饶洒荣老师，女，23 岁，本科学历，中国籍，从事汉语教学 2 年，

汉办自愿者 

学生：初三（1）班，28人 

教材：《快乐汉语》第三册（英文版） 

教学内容：第二十一课《中文歌表演比赛》 

主要句型：我们用中文唱歌。她唱歌比我唱得好。我请马小姐教你们。 

教学时间：2016 年 2月 5日，星期五，下午：13：00-13：50 

饶老师这节汉语课是教新课，课堂上使用的图片共 7张。教学过程中集中在

讲解生词的阶段运用了图片教学，在接下来的课堂练习、课文朗读讲解等教学环

节中就没有再使用图片教学。整节课学生都比较活泼调皮，通过做小游戏和比赛

吸引学生，饶老师基本还能把握得住课堂纪律。整个课堂部分学生学习汉语的兴

趣不高，学生没有完全地跟着饶老师的上课节奏走，整个教学的效果一般。 

案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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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Sahabumrung wittaya school 

教师：陈圆圆老师，女，23 岁，本科学历，中国籍，从事汉语教学 2 年，

外聘 

学生：初二（1）班，30人 

教材：《快乐学中文》第五册 

教学内容：第九课《我的课表》 

主要句型：现在几点了？你们今天几节课？星期一第一节是什么课？ 

教学时间：2016 年 1月 7日，星期四，上午：8：20-9：10 

陈老师这节汉语课是上新课，课堂上使用的图片共 5 张，生词卡片共 8 张。

课堂上在讲解生词时运用了生词卡片领读讲解的，在讲解句型和做练习的环节都

运用了图片，运用图片设置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比较自然的理解了要学习的内容。

这节课教学进行了生词学习、课文朗读、课后练习等教学环节，课堂上陈老师通

过运用生词卡片和图片使得教学节奏把握的很好，整节课下来学生的注意力都是

跟着老师的节奏走的，教学效果很好。 

二 汉语课堂跟踪观察分析 

笔者通过观察以上几位老师的汉语课堂教学效果来看，图片在汉语课堂的使

用会受到教师的教学的经验、学生学习的汉语水平程度、以及学生所学汉语知识

内容这三个因素的影响。教学经验比较丰富的教师在教学中对图片的运用根据课

堂情况可以进行灵活的处理对于教学图片的依赖性比较低，教师的教学经验较浅

的一般在课前准备的图片相对会较多一些，课堂上对教学图片的依赖性会相对较

高一些。另外低年级学生的班级课堂上使用的图片频率相对较高，高年级学生的

班课堂上使用图片的频率相对较低。总的来讲运用图片教学笔者认为泰国中学汉

语基础课堂图片的运用还存在着以下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老师准备的教学图片并没有在自己的汉语课堂上充分地利用。可以看

得出来老师上课准备的教学图片都是根据课文内容精心设计准备的，教学图片准

备得也很丰富。但是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展示的教学图片并没有充分利用，老师运

用图片讲解知识之后就没有再次利用了，甚至一些时候一些准备的教学图片都没

有机会得到展示利用。 

其次，老师准备的教学图片在教学中运用的环节不合适。教学过程中老师展

示图片的时候，学生的注意力并没有跟着老师的节奏走，有的时候部分学生可能

还停留在老师讲的上一个环节中，还没有跟着老师到下一个教学环节。或者在其

他教学环节中如：教读，讲解，提问等等一些教学环节中耽误了过长的时间，图

片的展示没有很好的连续，使得图片教学在汉语课堂中运用的效果不是很好。 

再次，老师准备的教学图片使用随意性大且类型不够多样化比较单一。教师

对图片的课前准备也不够充分。课堂上可以使用的图片类型是很多的，课堂上老

师在使用教学图片要么就只准备了 PPT 课件，或者就只准备了卡片。在教学过程

中教学图片老师展示比较随意，一些教学图片的利用没有贴切泰国学生的年龄、

生活、文化，教学图片在运用中老师想要表达的意思，由于学生自己对教学图片

都感受各异，容易产生不同的争议，从而容易偏离教学内容的轨迹，所以老师准

备教学图片要注意尽量避免这种争议，同时课堂上适当增加教学图片的类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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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教学课堂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 

最后，运用教学图片的效果。从课堂观察教师运用教学图片的效果来看，教

师运用教学图片的时候，学生大多数还是比较积极投入的，通过图片的运用也都

能够顺利进入老师引领的语言学习的状态中。但是笔者观察汉语教学课堂中老师

运用教学图片的次数并不多，一般情况下也就只是在进行导入环节讲解生词上有

教学图片的运用，其他的教学环节教学图片使用的很少或者没有，还有一些课堂

上学生的注意力没有一直跟着老师的教学节奏走，偶尔还要维护下课堂纪律，导

致教学图片的运用效果不是很理想。经验丰富的教师在运用图片的依赖性很低，

会采用较多教学方法对教学图片灵活处理，相反经验较浅的教师在课堂上对教学

图片的依赖性会要大一些，课前准备的图片也会较多一些，这也是造成汉语教学

效果差异的一些原因。另外笔者自己从汉语课堂观察效果来看教学图片的运用效

果主要受到以下三个因素的影响，汉语教师教学经验的深浅、学生汉语学习的水

平高低、学生学习的汉语知识点的不同。 

（二）泰国中学图片教学现状调查分析 

笔者分别对泰国的一些中学汉语教师和学生做了关于图片教学的问卷调查，

调查的结果分析如下： 

一 教师问卷调查分析 

笔者调查访问的对象是泰国中学的老师，其中外聘的中国籍教师，汉办公派

来泰国的自愿者，以及泰籍的本土教师和实习的老师都有。 

表格一：泰国中学教师使用教学图片相关调查 

 选 A（单位：人） 选 B（单位：人） 选 C（单位：人） 

第一题 5 12 0 

第二题 8 7 2 

第三题 6 10 1 

第四题 2 12 3 

第五题 9 8 0 

第六题 9 6 2 

第七题 10 5 2 

第八题 14 3 0 

第九题 4 12 1 

第十题 10 7 0 

笔者一共对泰国九所学校的中学教师进行了图片教学的问卷调查，实际获得

返回的调查问卷只有其中六所学校，一共十七位老师的问卷调查（见附件 1 和附

件 2），调查的结果如下： 

（1）在泰国中学汉语课堂上教师使用图片进行教学是否重要的调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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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选择认为很重要的约占 30%，而选择认为比较重要的教师约占 70%之多，调

查中还没有一个汉语教师选择泰国中学基础课堂上使用图片教学不重要。  

（2）在调查教师认为课堂使用图片教学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是否有帮助中，

约 47%的教师认为帮助很大，约 41%的教师认为一般，约 12%的教师认为没有帮

助。 

（3）对课堂上教师图片使用的频率上看，约 35%的教师经常使用，约 59%

的教师很少使用，约 6%的老师基本不用。 

（4）教师在教学中对于使用图片量的调查，教师自己认为课堂上使用图片

量较多的约占 12%，认为使用图片的量适当的约占 71%，认为使用图片的量较少

的约占 17%。 

（5）对调查教师课堂上使用图片教学的主要目的上，约 53%的教师使用图

片激发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从而引导学生输出目的语，约 47%的教师使用图片活

跃课堂学习气氛。没有教师使用图片维护课堂秩序的，可见教师在使用图片的目

的是很明确的。 

（6）在调查教师使用图片教学前的准备中，精心设计图片教学的约占 53%，

随性挑选图片的约占 35%，不做准备的约占 12%。 

（7）对教师课堂上哪个教学环节使用图片最多的调查中，约 59%的教师使

用图片课堂导入，约 29%的教师使用图片做课堂练习，约 12%的教师使用图片复

习课程。 

（8）课堂上教师在使用的图片与课本内容知识是否相关调查中，约 82%的

教师认为自己选择的图片与课本内容知识是密切相关，约 18%的教师认为自己选

择的图片是基本相关的。没有教师认为自己选择的图片和课本内容知识无关的。 

（9）课堂上教师在使用的图片是否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符程度调查中，约

24%的教师认为自己使用的图片和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约 70%的教师自己认为是

基本相关的，约 6%的教师自己选择基本无关，认为两者没有关系。 

（10）在汉语教学中教师使用图片教学的教学效果调查，教师认为使用图片

教学效果非常好的约占 59%，认为效果一般的约占 41%，没有教师认为使用图片

教学的教学效果不好。 

二 学生问卷调查分析 

笔者调查访问的对象是泰国中学生，在对中学教师做调查访问的同时随机对

五所学校的中学生做了问卷调查。这次问卷调查自愿参加的中学生一共有 146

名，实际收回有效的调查报告有 141 份。 

表格二：泰国中学学生对教师使用图片教学相关问题调查 

 选 A（单位：人） 选 B（单位：人） 选 C（单位：人） 

第一题 84 37 20 

第二题 39 87 15 

第三题 41 83 17 

第四题 42 58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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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题 28 69 44 

第六题 72 61 8 

第七题 21 73 47 

第八题 48 77 16 

这次 146 名自愿填写调查问卷的泰国中学生，是初二、初三、高一、高二年

级的学生。实际有效的调查问卷收回是 141 份（见附件 3 和附件 4）。调查的结

果如下： 

（1）对于汉语课堂教师利用图片教学的态度上，表示喜欢的约占 60%，不

喜欢的约占 26%，表示无所谓的学生很少约占 14%。 

（2）调查表明，中学生在认为图片是否有趣味性的问题上，大多数的学生

都是给予了肯定，大约 28%的学生觉得图片很有趣，大约 62%的学生觉得有趣，

只有 10%的学生觉得无趣。 

（3）在问及汉语课堂上老师是否经常使用图片教学，大约 29%的学生表示

老师经常使用，大约 59%的学生表示只是偶尔使用，少数大约 12%的学生反映自

己的汉语课堂老师基本上不运用图片进行汉语教学。 

（4）在汉语课堂上学生对老师运用图片教学一般是在哪个教学环节运用的

问卷回答情况来看，课堂上开始上课的时候运用图片教学的大约占 30%，在讲解

新课的时候的大约占 41%，在做练习的时候老师运用图片教学的大约占 29%。 

（5）对于教师利用图片教学，使用图片的量是否适当。学生的回答大约 20%

觉得比较多，大约 49%的学生觉得比较适当，有大约 31%的学生觉得比较少。 

（6）老师使用的教学图片是否和课本内容相关的问题上，大约 51%的学生

觉得是密切相关的，大约 43%的学生觉得基本相关，只有大约 6%的学生觉得基

本无关。 

（7）调查学生认为老师使用的教学图片是否和自己本身生活实际相符的问

题上，大约 15%的学生觉得非常相符，大约 52%的学生觉得基本相符，大约 33%

的学生觉得基本无关。 

（8）汉语课堂老师运用图片教学，对学生学习汉语是否有帮助的调查回答

来看，大约有 34%的学生觉得帮助很大，大约 55%的学生觉得一般，只有少数的

大约 11%的学生觉得没有帮助。 

（三）教学对象——泰国中学生的需求及特点 

吕必松在《语言教育与对外汉语教学》中就讲到：“在教学实践上，我认为

我们当前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教学路子问题。我在这里所说

的教学路子，是指帮助学生掌握所学语言的途径和方式。”①对外汉语教学，教师

面对的对象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所面对的学习对象是不同的国别、不同的背景、

以及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对生活有着不同观念等等方面有差异的群体。教师在对

                                                      
①
吕必松.《语言教育与对外汉语教学》[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 7月,1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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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汉语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根据不同的学习对象努力寻找更好适合教学对象的

教学途径，同时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一边积累经验改善自己的教学方式，目的就

是为了帮助学生学习汉语水平的提高，可是外因的努力也只有通过内因的主动配

合才能达到好的汉语学习效果，所以教师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要充分的了解教

学对象，做到因材施教。 

当然影响教学效果是和很多因素相关的，但是对于教师而言最重要的还是得

从学生的特点来考虑。笔者通过自己的教学实践和对教师的访问调查，对泰国中

学生汉语学习的需求及中学生的特点做了一个分析，总结如下： 

一 泰国中学生的学习需求 

对外汉语教学，教师面对的教学对象同样是学生，但是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各

个阶段学习汉语的学习需求是不一样的，我们教师需要根据学生不同阶段的学习

需求区别来对待。 

目前泰国学生总体上来讲一般是从小学就开始接触汉语了，小学这个阶段的

学生对汉语学习大多数都是充满热情的，首先从学习内容上来讲主要是一些非常

简单的单词和一些日常的用语，而且这阶段的学生由于强烈的好奇心，加上很强

的模仿能力，汉语的学习还往往都带着浓厚的兴趣，甚至对汉语教师都会十分的

好奇，所以这阶段的学生兴趣是非常高的。而大学阶段的学生学习汉语一般都是

具有目的性的，都是自己选择学习汉语的也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不管他们是自己

的兴趣所在也好还是为了自身以后的发展也好，都是他们这个阶段学习汉语的动

力。那么泰国中学生在这两者之间就显得比较的尴尬了，学生他们从小学开始学

习汉语的积极性是非常高的，到初中后就开始有些不愿意学习汉语，再到了高中

以后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几乎没有了，除了极少数的学生对汉语学习感兴趣，另

外就只有一些少数华裔家庭的学生在坚持学习汉语。 

笔者自己通过调查和访问，泰国中学这个阶段的学生很大一部分放弃学习汉

语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对汉语毫无兴趣。据一些汉语教师和学生们给笔者的反馈，

一方面是由于目前泰国华文教育管理还不够规范，汉语教学标准不清晰，导致汉

语教学成果高低不齐，很多汉语基础不牢的学生对学习汉语的困难望而却步了。

另一方面，现在泰国很多学校已经把汉语安排成了必修课，汉语这门课程的平时

成绩对升学考试都有影响，这个硬性的学习要求对于学生来说影响了他们学习的

兴趣。这样一来学生即使想学习汉语，却无法保持对汉语学习的兴趣，学生在面

对后面越来越复杂的汉语句型语法学习的时候就更加无法适从了。 

目前泰国中学生学习汉语主要的需求笔者个人认为还是集中在保持对汉语

兴趣的基础之上的。汉语的学习泰国的中学生没有了兴趣就不会有注意力，没有

了注意力就不会愿意去努力学习，不愿意努力学习当然就学不好汉语。目前泰国

各个学校的中学生汉语水平都不一，大多还是一个初级阶段的学习，部分是初级

阶段学习过渡到中级阶段的学习。很明显比如：有的学生对汉语不但掌握了读写，

甚至连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都很了解；而还有很多学生学了好几年的汉语，就只

是勉强的会读几个拼音，会说几句简单的打招呼的汉语句子。为了让中学生能够

不厌倦学习汉语，因此教师在汉语教学过程中要尽量让泰国中学生能够处在一个

快乐地汉语学习环境中，要尽量使学生在学习汉语知识的过程中不会觉得汉语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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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燥，不会觉得汉语过于的很难，进而使得影响到学生他们汉语学习的积极性，

才能使学生保持或提高对汉语学习的兴趣，才更有利于学生自己努力学习汉语。 

二 泰国中学生的特点 

笔者通过对泰国中学的汉语教师和汉办自愿者们的调查访问，结合自己在泰

国几年的教学实践。总结出泰国中学生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的活泼，特别的

爱表现自己，并且他们动手的能力也特别的强，不过也有不少的汉语教师或自愿

者们也反映学生学习的状态比较懒散的缺点。总结泰国中学生的一些特点如下： 

（1）泰国中学生活泼好动但是纪律性差。泰国中学生课堂上非常活跃的，

他们非常喜欢参加课堂的教学游戏活动，但是他们在汉语教学课堂上却比较难长

时间集中注意力。而且课堂纪律比较差，学生比较随意，老师在讲课时他们会相

互换座说话吃东西，或要求出去上厕所，一些相对差一点的班级学生在上课过程

中会有打闹的现象，或者借口出去上厕所之类一去就不回教室等等现象。 

（2）泰国中学生学习态度比较懒散，他们学习的目标不明确。平时懒散的

表现在上课的时候学生会经常迟到，可以算是家常便饭，上课之前经常需要教师

等待学生进教室来上课。课堂上大多学生学习汉语目标不明确，采取的都是一种

不太重视的态度，使得汉语教师授课有些困难，若整个班级大多数学生不能和老

师配合，整堂课 50 分钟下来，要完成教学内容是非常不容易的。另外，课堂上

学生就非常喜欢做游戏之类的，厌恶枯燥乏味的传统课堂教学方式。学生也时常

抱怨老师讲的太多，作业太多，汉语学习他们就喜欢些简单有趣的，厌恶复杂的

学习内容。也就造成了汉语教师课程设置上的一些困难。 

（3）泰国中学生心灵手巧，动手能力都很强。在访问期间，在泰的这些汉

语教师们一说到泰国学生都不会忘记称赞学生们的心灵手巧。泰国学生他们从小

学开始就会制作各种手工作品，在各种节日展览，或者平时的作业中都会有学生

的手工制作品。尤其是中学生的手工制作更为的精致，他们不仅仅是会做各种工

艺活，还会画画，玩音乐，舞蹈，等等。总的看来他们是非常能干，平时生活上

动手自理能力非常强。 

（4）泰国中学生大多数都是热爱表现自己的，非常乐于参加学校的各类活

动。他们这种热爱表现自己的性格也是十分有助于教师课堂活动的开展的。课堂

上学生很喜欢和老师互动的环节，学生们很善于表演，教师要学生表演，或者做

游戏的时候学生都很积极主动参与，他们大多都会争先恐后的，表现得非常积极

都愿意参与到其中并不会有丝毫的胆怯。 

因此，在对教学对象有了一个真实的认识后，总结了这些优缺点。然而在教

学过程中泰国中学生表现出的懒散的缺点是不容忽视的，泰国天气的炎热可能是

影响学生在课堂精神不振的一个原因，另外教师课堂教学安排不能吸引他们注意

力可能也是一个缘故。针对这些初级汉语水平的中学生而言，笔者认为汉语课堂

运用图片教学是非常适合目前的教学对象的，因为图片它直观、生动，教学中往

往可以使得抽象复杂的事物形象化，可以图文并茂，声形俱现。只要教师课堂上

能够善用、巧用、妙用、活用好教学图片，就可以利用好学生活泼好动的性格把

学生的注意力转到汉语学习上来，不但能调动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课堂纪

律也会好。另一方面教学图片也很便于收集，不受一些具体的条件和时间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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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具有实物等直观教具不可比拟的优势。基于泰国中学课堂目前还是传统的教学

方式，图片运用于中学汉语教学课堂是非常有必要的。 

 

 

 

 

 

 

 

 

 

 

 

 

 

 



 

19 

第四章 泰国中学汉语基础课堂图片教学设计实践尝试 

所有的理论是离不开实践的，而实践则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教学图

片在汉语教学中是否能不能起到预期的教学效果，都有待于教学图片在汉语教学

过程中的运用实践。因此笔者在泰国中学汉语基础课堂中对图片教学运用进行了

一些尝试性的实践，并且对学生在图片教学后的学习效果做了一些分析。 

（一）图片教学设计运用实践尝试 

我们汉语教师在课堂上运用图片进行汉语教学，课前备课准备的教学图片，

每一张的选择使用都应该带有一定的目的性，是不可以随意拿来使用的，并且教

师自己也要清清楚楚的知道每一张教学图片的选用的目的，要达到的教学效果。

因此教师准备教学图片要用心，首先，教学图片的选择要根据不同的课本内容知

识，学生们的不同需求，并且是能够使学生感兴趣的，然后再精心的选择准备形

式多样的图片。这样的教学图片才会在汉语课堂上不但能够吸引住学生的注意力，

学生汉语学习的兴趣也会加强提高，还能很好的活跃汉语课堂学习的气氛。其次，

教学图片的选择要注意图片的内容是要能够贴近学生实际生活的，它是具有一定

真实性的。运用这样的图片教学，学生在教学课堂中的参与度也会有所提高，使

得学生见图有话可说，对学生的汉语表达能力提高也有很好的帮助。最后，教学

图片的准备教师要根据学生汉语水平能力及学习的程度，合理的选择相关教学图

片，然后利用教学图片设计相关汉语语言教学任务，同时教师运用教学图片而设

计的语言教学任务也要把握得难易得当，观察学生在汉语课堂上的表现适时的做

出相应的调整。 

姜丽萍在《对外汉语教学论》中讲到：“综合课是从语音、词汇、语法、汉

字和相关的文化知识等语言知识和语言要素出发，对学生的听、说、读、写等语

言技能和言语交际技能进行多方位的综合训练的课程，其基本特点是综合传授陈

述性的语言知识，综合训练程序性的语言技能。”
①在泰国中学基础课堂的汉语综

合课教学中，语言要素和语言技能的教学两者相辅相成的。语言技能的训练是横

贯在综合课的教学中，在汉语综合课教学中语言要素的教学对目前泰国初级阶段

的中学生中的地位是十分突出的，教学图片的运用在语言要素的教学中也比较容

易的体现出来了。 

图片简单易操作，在泰国中学汉语基础传统的教学课堂中，现阶段由于教学

资源还有一定的缺乏，学生接触到的内容大部分是课本上的语言知识和老师讲授

的汉语知识。教学图片的运用使得汉语教学内容变得更加的丰富多样，不仅仅局

限在课本上的信息，能丰富教学话题和交际的素材，对语言交际的能力有提高的

作用，很适合目前泰国大多数中学初级阶段的汉语教学的状况。笔者就泰国

BENYAPHAT SCHOOL 担任中学汉语教师，这所学校使用的教材是《体验汉语》学

生用书系类。在此汉语教学期间笔者自己通过整合图片、设计图片在汉语综合课

的教学中运用实践尝试，希望教学图片在汉语教学中能够达到一个好的教学效果。 

                                                      
①
姜丽萍.《对外汉语教学论》[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8,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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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运用图片教拼音 

对于语音和文字它们是语言学习的两个基础，其中一个基础没有打稳，到后

面语言的学习将会影响到整个过程。所以任何一种语言的学习发音是非常至关重

要的，语音是语言学习关键的基础之一，它既是语言学习的重点也是难点。李晓

琪在《对外汉语口语教学研究》中就讲到：“加强语音教学是保证汉语教学质量

的重要一环，无论是教材还是课堂教学，语音都不应该被忽视。”①学生在学习发

音的过程是个比较枯燥的过程，学习中想要获得正确的发音，需要学生不断的进

行模仿，不断的进行反复练习，另外教师在教授发音的方法和练习发音的方法是

尤其重要的。 

汉语教学语音的基础就是拼音，在拼音的教学过程中，对于简单的比较容易

发音的声母韵母，教师大多都是采用直接教读的方法，教师发声学生模仿。对于

一些他们难以掌握的发音，教师会通过利用图表挂图和一些发音的图片帮助学生

理解记忆掌握正确读音。笔者就在泰国中学课堂运用图片教学拼音也进行了实践

尝试。 

第一个综合课汉语拼音教学片段： 

班级：初一（1）班 

时间：2015 年 11 月 10 日 

地点：BENYAPHAT  SCHOOL 

拼音：a、o、e、i、u、ü  

在汉语课堂基础入门，教授单韵母拼音字母“a、o、e、i、u、ü”，单韵母

拼音的发音过程中，口型大小和形状都会影响到发音的效果。笔者在课堂就运用

了六张拼音口型的图片。（部分教学图片如图：1-1）图片毕竟是静态的，对于学

生来说可能要发挥想象力才能理解，所以笔者在教授的时候一边出示图片，一边

让学生模仿图片的发音口型，笔者自己也做好示范和学生一起模仿嘴型，再一边

讲解发音。跟着老师读，嘴巴张大“a 、a、 a”；嘴巴圆圆“o、o、o”；嘴巴扁

扁“e、e、e”；牙齿对齐“i、i、i”；嘴巴突出“u、u、u”；嘴吹口哨“ü、ü、ü”。 

 

（1-1） 

学生他们通过观察展示的图片直观的形象的明白了这六个单韵母的口形的

                                                      
①李晓琪.《对外汉语口语教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 7 月,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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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通过和老师一起模仿跟读学习，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困难，不但比较轻松

顺利的就学会了，而且对图片的示意很感兴趣学习发音的兴致很高。但是在教读

“ü”的时候遇到些困难，泰语发音里面没有“ü”这个音节，很多学生发不了

这个音。尽管我费尽心思的向学生解释“ü”的发音要领，先发长音“i”然后再

继续发这个音的同时嘴唇的形状慢慢变圆。配合图片嘴型示意图部分学生慢慢的

掌握要领学能发出这个音，但是还有部分学生就是发不准这个音。学生已经明白

要怎么去练习发这个音，在努力模仿尝试发“ü”，课堂上笔者没有一直去纠正

学生这个音，给予了学生一定的鼓励，因为不想让学生觉得汉语太难而影响学生

学习汉语的兴趣。图片的示意也使得学生记忆更深，同时也可以帮助学生在课后

巩固和回忆，学生自己练习的时候忘记了哪个拼音的发音，就会去回想老师教拼

音的时候展示的图片嘴型，能正确的读出相应的音。 

单韵母之后学生学习了另一个重要的学习内容“声调”，声调教学也是语音

教学的难点，往往学生刚接触普通话的四个声调是不容易区分开来的，出现声调

把握不住的情况是会时常出现的。泰语就有五个声调，泰语的声调和普通话的声

调有相似的音调但是不一样的。为了让学生更好理解感受声调的异同，在教授过

程中笔者借助了声调的图示。（如图：1-2）教授发音的过程中用手势辅助结合图

示，学生跟着笔者一起用手势一起互动，结合图示学习模仿发音，很快的就感受

到四个声调的异同。同时我也要求记住了“ā”、“á”、“ǎ”、“à”，成了他们口中

的顺口溜，使得和泰语的五个声调区分开来不混淆。 

 

（1-2） 

第二个综合课汉语拼音教学片段： 

班级：初一（1）班 

时间：2015 年 11 月 12 日 

地点：BENYAPHAT  SCHOOL 

拼音：b、p、m、f、d、t、n、l 

学习汉语拼音 b、p、m、f、d、t、n、l 的时候，笔者准备的是一张大的拼

音挂图另外还有一张大的拼音发音图示挂图。（部分教学用图如 1-3）教授过程

中学生在学习这几个声母的时候经常习惯性的就读成了“b、b、m……”,其中拼

音“b”和“p”常常分不清楚。笔者并没有通过相应的泰语字母“ป”、“พ”来

帮助学生区分发音，而是通过运用图片让学生很直观的观察这两个拼音发音的不

同之处，然后再模仿老师来发音。为了让学生学习发音不那么的枯燥，笔者让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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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学生拿着一张纸，竖立放在嘴巴前，用来区分送气和不送气。结合图片的示意

在一遍又一遍的跟读模仿中，纸张被送气音一次次吹倒时，学生对自己学会了正

确读音都特别的高兴也越来越感兴趣，在练习发音的同时也逐渐明白掌握了发音

的要领，学习起来更加有信心。在接下来的几个送气音学习中学生很快就能掌握

要领，能正确的读出来。笔者让学生单独读这些拼音的时候，每个学生都是争先

恐后，积极的举手要表现自己。通过学生单人领读，分组练习，大家一起读。学

生对学习的拼音“b、p、m、f、d、t、n、l”掌握的非常好。 

  
（1-3） 

第三个综合课汉语拼音教学片段： 

班级：初一（1）班 

时间：2015 年 11 月 17 日 

地点：BENYAPHAT  SCHOOL 

拼音：g、k、h、j、q、x、zh、ch、sh、r、z、c、s 

在的拼音学习 g、k、h、j、q、x、zh、ch、sh、r、z、c、s 的时候，笔者同

样也选择了两张大挂图，一张大的拼音挂图，一张大的拼音发音图示挂图。学生

明白了送气音，不送气的音，接下来学习的拼音有平舌、翘舌、卷舌的。（部分

教学用图如图：1-4）在教学生拼音发音时，在这过程中老师也不可能把发音器

官说的那么详细，运用挂图对发音部位进行辅助说明，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理解

大致的发音的过程，再配合老师用手部动作来模拟发音器官一起发音。在这学习

过程，学生通过观察理解图片的示意，再跟着老师发音实践练习。学生理解后发

音，学习的很快，很大一部分学生就很好的掌握了读音。一些如：“j”“q”“x”

“zh”“ch”“sh”等一些比较难发的音，还有部分学生还没有掌握。学生有些着

急，笔者给予了鼓励，很耐心的示范，在一些理解后能正确读音的同学帮助下也

逐渐理解，掌握了正确的读音。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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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的学习过程中学生总有一些发不准的，重要的是要学生理解如何去练习

发音，给予他们鼓励称赞，不要一味的纠正打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毕竟我们中

国人也有平翘舌发音不好的存在。但是学生课堂掌握了正确的读音，单纯的几个

字母发音，活跃的泰国中学生想要表现自己，想运用他们学到的知识。所以笔者

适当的设计了一些加强记忆的句子，其中：由于泰国天气炎热，学生们经常会去

买可乐喝，笔者运用了一张喝可乐的图片。（如图：1-5）这张图片贴近他们的生

活，现学现用，学习过程积极性更高了。这张图片是泰国广告经常见的，一下就

吸引住了他们。笔者设计的句子是“哥哥喝可乐”（gē ge hē kě lè）。对于“g、k、

h”发音会混淆的学生就学得有点困难，但是笔者的目的就是为了他们更好的区

分“g、k、h”的发音。图片的吸引力使得他们很努力的去练习尝试去说，通过

这个句子学生把自己会的生词都复习了一遍，他们自己就会说，如：爸爸喝可乐、

妈妈喝可乐、姐姐喝可乐……。直到下课的时候很多学生还在练习说哥哥喝可乐，

笔者相信“g、k、h”学生他们是不会再混淆了。 

 

（1-5） 

二 运用图片教字词 

刘珣的《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在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中就指出：“汉字是用

来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汉字教学是汉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掌握汉字

就学不好汉语。”①同时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也指出：“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

是句子的基本结构单位。没有词汇就无法传递信息，也就无从交际。”②我们进行

对外汉语教学，最终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让学生能够使用汉语进行交际。在进行对

外汉语的教学中，汉字是用来记录汉语交际的书写符号系统，词汇则是言语交际

的建筑材料，由此可见，对外汉语教学汉字的教学和词汇的教学都是我们教师在

汉语教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教师运用教学图片在汉语教学过程中，如何教授汉字本身的形态结构及其蕴

含的文化意义，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者们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学

习汉语，汉字它其独有的特点，它在汉语教学中汉语教师能够通过运用教学图片

向学生形象的展示教学，同时对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提高也有显著的帮助。在词

                                                      
①刘珣.《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M].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0,369页. 
②
刘珣.《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M].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0,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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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教学中教学图片的运用也直接将词汇和图片建立起联系，是非常有利于学生形

成直接用汉语的思维，学生对汉语生词的学习记忆也能更加的深刻牢固。 

综合课汉字教学片段： 

班级：初一（1）班 

时间：2015 年 11 月 24 日 

地点：BENYAPHAT  SCHOOL 

内容：笔顺、汉字（日、月、木、山、心、人、口、吃、水、冰） 

汉语教学汉字的难点在于形态复杂，书写困难。学生学习汉字前，要对汉字

有一个了解，我们汉语汉字的基本笔画只有八种：点、横、竖、撇、捺、提、折、

勾。汉字也有笔顺是：先上后下、先左后右、先横后竖、先撇后捺、先框后收口，

这五种笔顺。泰国学生很多用左右写字，他们学习写汉字理解笔顺尤为的重要。 

笔者准备了四张教学图片介绍汉字以及一张大的汉字笔顺挂图，在教学生汉

字的之前笔者就把泰国诗琳通公主写毛笔字图片给学生展示，还有两张带有中国

文化特色的字，这些图片把所以学生的眼球吸引住了，笔者并没有着急要学生打

开课本学习今天要学习写的汉字。（教汉字部分用图如：2-1）而是通过诗琳通学

中文的图片，汉字书法的魅力，让学生对汉字产生兴趣。  

 

 

 
（2-1） 

通过运用图片介绍结合书上课本《体验汉语》学生用书初中一册（22-23 页）

汉字的笔画，笔顺让学生对汉字结构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根据课本上的介绍学习

汉字的笔画，笔顺做基本练习。通过前面图片的运用介绍，在接下来这过程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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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没有觉得枯燥而是认真的去学习汉字笔顺，笔画。 

单纯的笔画笔顺练习之后，当然就要通过学习写汉字来练习笔顺笔画。我们

中国的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外国学生在学习写汉字的过程中，他们是不

容易一下子就能掌握书写的。教学中运用图片直观的手段可以加强学生的认读能

力，而且教学图片的运用将一些简单的汉字直观的表示出来，利用好这一点便可

以激发引起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笔者精心准备了一些教学图片六张。（部分教

学用图如：2-2）运用这些教学图片教学实践中，学生觉得汉字就像画画一样，

他们很直观的发现汉字原是这样演变而来，学生学习过程中非常感兴趣，这样加

深了他们对汉字的印象记忆也更加深刻。 

       

（2-2） 

在学习过程中笔者还设计图片猜字的游戏，笔者准备了四张图片。（部分教

学用图如：2-3）让所有学生参与进来，每个学生都积极的参与想象。笔者先展

示的是“口”字的图片，“口”为什么是这样写？是什么意思？图片非常形象的

展示出来了，笔者并没有做任何的解释，学生参与度很高，台下学生你一句我一

句的很快就明白了。理解“口”的意思后，再教会了学生正确的读音。那么“吃”

就是游戏的重点，活泼好动的泰国学生最喜欢做课堂游戏，观察图片后学生都充

分的发挥他们的思维想象，参与到猜字游戏这样一个过程让学生们觉得汉字并不

是那么难，反而是那么有趣。 

            

（2-3） 

第一个综合课词汇教学片段： 

班级：初一（1）班 

时间：2015 年 12 月 16 日 

地点：BENYAPHAT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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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教材第三课《五个香蕉》 

这节课主要运用教学图片的是认识各种“水果”生词。课前笔者准备了十八

张水果图。（部分教学用图如：2-4）教材上只介绍了十种水果，笔者另外补充了：

葡萄、莲雾、椰子、山竹、木瓜、荔枝、红毛丹。另外教材里面没有“水果”这

个单词笔者也另外补充进去了。泰国就有“水果王国”的美称，水果品种很多，

笔者补充的这些都是学生平常吃得到的，在泰国超市能常见也买得到的水果。因

此课堂教学中学生见到水果的教学图片就能马上认得出来是什么水果。 

笔者先展示的是水果这张图片，询问学生：“这是什么？”学生看着笔者展

示的图片指着图片“水果”说出了图片上的各种水果，笔者摇摇头，经过学生们

的讨论，最后还是猜出来这是“水果”，笔者同时也教了学生“水果”的读音。

接着笔者继续询问学生：“你喜欢吃什么水果？”笔者让学生一个一个的回答，

当学生们说出喜欢吃的水果时，笔者就顺着学生喜欢吃的水果把准备好的教学图

片展示出来，并教会他们汉语的读音。陆陆续续地笔者把所以水果图片都一一的

展示了出来，并让他们一一学会了用汉语说这些水果，很好的掌握了这些水果汉

语读音。 

 

       
（2-4） 

在练习水果这些词语的时候，当笔者把图片展示出来，学生都能很快很准确

的说出水果的名称了。图片这种直观手段解释词语强烈刺激着学生大脑，图片和

词语直接建立起联系，学生通过图片学习到的水果生词，相信他们记忆会更加的

深刻。 

第二个综合课词汇教学片段： 

班级：初一（1）班 

时间：2016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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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BENYAPHAT  SCHOOL 

内容： 教材第五课《我的眼睛很大》 

这节课笔者运用图片复习了身体的各个部位，运用了十张教学图片。（部分

教学用图如：2-5）通过教学图片的运用学生对身体部位的生词学习很顺利，掌

握的非常好。笔者再把教学图片摆在黑板上，根据图片让学生来黑板自由发挥做

画画游戏，一共分成四组一组八个人，分别在黑板上画画。一个学生画身体的一

个或两个部位，然后大家合力完成了一幅整体的身体图画。让学生来对比四组的

最终完成图。 

          

（2-5） 

在这样一个利用图片让所有学生参加的一个游戏过程中，快乐的学习汉语，

同时也牢牢地记住了汉语生词。 

根据课本内容在接下来的形容词学习，笔者也准备了相应的教学图片。课本

中的形容词是：“高、大、长”，笔者另补充了对应的“矮、小、短”一起讲授。

运用图片在形容词的学习中，笔者准备了三张教学图片。（部分教学用图：2-6）

课堂上笔者运用教学图片教学释义时，例如：图片上人物是姚明，大家熟悉的

NBA 球星，大部分学生都认识，知道他打篮球很棒长得很高。学生通过从图片反

映出的生动鲜明的对比信息内容，不需要笔者过多的讲解释义，稍作提示，学生

立马就明白了“高”“矮”的词义，笔者再配合图片讲授“高”“矮”的汉语的读

音，通过教学图片的运用学生自己理解的生词记忆上一定会更加犹新。 

在教材内容中出现的形容词句型如：“我的眼睛很大。”“我的个子很高。”“我

的头发很长。”三个句子。在接下来的练习环节中，笔者让学生用学到的汉语描

述下自己。在学生自述的过程中，用汉语表达遇到困难的时候，笔者时常拿出教

学图片在旁边给予一定的提示，经过引导提示学生自己很自然把学到的形容词运

用在这几个句型当中。也说明学生他们真正理解掌握了高、矮、大、小、长、短

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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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三 运用图片教句子 

我们都知道词汇是构成句子的基本单位，在进行语言交际的前提是具有足够

的词汇量。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学生也有一些词汇的积累。通过观察学生学

习的情况，笔者发现他们越来越有想用汉语表达的欲望，他们会经常会问老师一

些问题，如：“这样说对不对？”，“这个中文怎么说”等等。所以在教学过程中

笔者也适当让学生多用汉语说话表达和练习。 

第一个综合课句子教学片段： 

班级：初一（1）班 

时间：2015 年 12 月 22 日 

地点：BENYAPHAT  SCHOOL 

内容：教材第三课《五个香蕉》 

笔者准备的教学图片是十八张，（部分教学用图如：2-4）学生通过教学图片

直观的学习生词，学生很快掌握这些“水果”用汉语怎么说。本课的句型是：我

要 + 几个 +“水果”。在讲解完生词后，笔者同样还是把所有教学图片摆在黑板

上，询问一个学生，笔者指着图片示意：“你要什么水果？”学生：“芒果。”经

过笔者的提示学生完整的再次说：“我要芒果。”笔者把手掏出来示意问：“你要

几个芒果？”学生：“三。”笔者提示了下学生是“三个”，顺便复习了“个”这

个量词。笔者就指着芒果的图片再次问学生：“你要几个芒果。”学生想了想说了

几次最后：“我要三个芒果。”接着笔者马上又接着开始问另一个学生：他要什么

水果？（“他”我说的特别重，“他”指刚才回答问题的学生）这个学生想了想根

据刚才那个学生的回答重复了一遍。就这样反复提问回答的形式，也在学生之间

展开，通过上台提问回答。这样学生不但巩固复习了生词，还学习了灵活的运用

人称的转换，教材中的句型也熟练的掌握了。课堂也给了学生更多的开口用汉语

表达的时间。在这过程中笔者只是给学生表达适当的提点，并没有打断学生进行

纠正出现的错误。在总结的时候笔者才把刚才学生不对的地方指出来。 

第二个综合课句子教学片段： 

班级：初一（1）班 

时间：2016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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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BENYAPHAT  SCHOOL 

内容：教材第六课《这是我妈妈》 

笔者准备了 9 张教学图片，（部分教学用图如：3-1）通过教学图片的运用，

学生复习了家庭成员的名称。复习过程中，可见学生印象很深，笔者指着图片问：

“这是谁。”学生看见图片都能把汉语正确的名称说出来。这节课笔者是通过学

生自己的作业，作业内容是画我的家人和朋友，利用学生画的画开始课堂句子学

习的展开。课本句型是：那是我+（家庭成员名称）。这是我+（家庭成员名称）。

学生人称的转化也在这次句型练习中得到了练习，如：这是你哥哥。那是他朋友。 

学生的作业画得很丰富，很多都涂上了颜色，非常漂亮。笔者运用教学图片

先示范了句型，学生根据图片学的很认真。部分学生还有些不明白，在接下来教

学中，笔者把一个学习比较好的学生作业拿到讲台上，指着她画的人物问：“这

是谁？”学生：“这是我爸爸”笔者接着问：“那是谁？”学生：“那是我哥哥。”

笔者在一旁提示，经过几个学生的示范，接下来两人一组上台，用汉语介绍自己

的家庭成员，经过几组学生的对话，接下来学生都争着来讲台上来，他们想展示

自己画的画，其次也想表现自己学会的汉语。由于学生画画丰富多彩，在句型对

话中，学生之间也有讨论，整个课堂汉语学习的气氛十分的好。学生的汉语对话

学习轻松愉快。 

 

 

（3-1） 

（二）图片教学运用实践尝试效果分析 

谭雅昕在《浅议图文并茂的教学方式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运用》中就讲到：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由于教学对象的文化背景多元性,图画的使用在各种直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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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中显得更加突出和方便,它可以利用学生对直观形象的感知,帮助他们加深对

语言的理解,从而提高学习效率。”①而且作者他通过自己的实践验证了图片在对

外汉语教学中的积极作用。前辈的观点与实践给了笔者借鉴和鼓励，笔者经过一

段时间的努力，把图片应用在了自己的对外汉语教学当的中。按照教学的规律，

学生学习的规律，从拼音教起，再进行字词的教学，再到连词造句的教学。笔者

就只选取了初中一年级运用图片教学，由于个人精力有限，还有选取的班级人数

不多，针对的学生样本相对有限，时间也不长，对实践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这

样使得论文显得有点单薄。由于笔者第一次尝试运用教学图片进行教学，教学的

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的不足之处，最后笔者还通过自己的实践尝试对图片教学运

用的效果做了自己的分析，希望能给接下来的对外汉语教学提供些材料，在以后

将来的汉语教学中使得图片教学逐渐的完善。 

一 学生的学习态度 

对于初一年级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学生对汉语学习的兴致很高，汉语课

堂上表现非常的活跃的。根据教材《体验汉语》学生用书初中一册，从拼音字母

开始教，起初学生只要认真学习掌握发音，再慢慢开始接触汉字接触到词语，再

到简单的句型说话。如何让学生们一直保持兴趣继续认真的学习汉语，保持这种

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很关键的。 

运用图片教学后从汉语课堂学习参与度情况看，初一年级的学生们汉语学习

是非常积极的，不会像其他年级的学生，对汉语的学习只是一时的兴致，逐渐的

失去热情和兴趣。另外泰国中学生的懒散，喜欢迟到课堂老师经常等学生来上课，

上课期间去上厕所，课堂上睡觉等等一些现象，初一年级的学生基本都没有出现

过了。课堂上运用图片教学，学生的注意力也是跟着老师的教学节奏走，提问都

是很积极的举手，争着用汉语表达，汉语学习的课堂气氛很好。课间休息期间，

学生也会主动来找老师问问题，对今天学习不理解的向老师询问，也有询问当天

老师运用的教学图片是从哪找来的，学生会要求拿去照着自己画画等等，也有的

就只是和老师用学习到的中文来聊聊天。 另外在完成汉语作业的情况方面来看，

学生完成的作业字迹明显的要工整，可以看得出来是非常认真的完成的。汉语作

业的情况除了个别学生迟交的现象，还没有发现不交作业的现象。 

笔者平时也通过课间和学生的交流，从完成作业情况就可以反映出，课外学

生学习中文的时间也有不同程度多了许多，他们主动去学习汉语的积极性也在慢

慢的增强。 

二 学生的学习成绩 

学习一门语言同时也是在考验学生的记忆力，学生学习过程中记忆是不可缺

少的一环，成绩则是最快反映学生学习效果的一种有效方式。运用图片教学虽然

说不上对学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是至少在学习兴趣上对学生是有很大的帮助

的。笔者还发现学生他们自己复习功课的时候经常会去回忆老师课堂上的教学图

片内容，平时也会因教学图片提问很多的问题。 

                                                      
①谭雅昕.《浅议图文并茂的教学方式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运用》[J].中国科教创新导

刊,2013,1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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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通过每个月的汉语小测试，发现学生记住了很多汉语词汇以及课本之外

的更多词汇了。学生的期末考试的成绩也是非常理想的，初一年级两个班总共

67 人，达到优秀九十分以上的学生有 17 人占 25%，八十分以上高分的学生有 31

人占到了比率的 46%，及格人数是 63 人及格率是 94%。 

笔者运用图片教学的实践尝试，虽然图片的运用对学习学习汉语起到一定的

积极作用，但是笔者运用图片教学的尝试各方面还很欠缺，依然还有很多问题亟

待解决。 

（三）教学图片在运用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及建议和未来展望 

对外汉语教学中，运用图片教学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帮助学生对学习语言知

识的理解，激发兴趣提高汉语语言交际的能力。教师运用图片在对外汉语教学实

践过程中，就会发现问题，就要去了解问题，再进一步迎刃解决问题，才能为未

来教师运用图片教学研究和实践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一 泰国中学汉语基础课堂运用图片教学注意的几个问题 

笔者自己通过在泰国中学汉语基础课堂图片教学中的教学实践尝试，和自己

在泰国中学汉语课堂的跟踪观察，以及通过问卷调查的总结，汉语作为第二语言

教学中，运用图片教学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泰国中学汉语基础课堂教师应该要注意使用教学图片的量。目前泰国

中学课堂一节课的时间基本上都是 50 分钟，课堂上的教学时间是相对有限的。

如果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使用展示的图片过多，图片运用过程中学生对感兴趣

的图片会发挥他在自己的想象，只要是新鲜的事物，就会出现打断教师提问图片

表达的是什么，为了满足学生求知欲，教师需要回答他们，又不忍拒绝他们，这

样一来会耗费太多的教学时间，那么教师教授的时间就会相对的缩短减少。另外

教学过程中使用过多的教学图片也会导致分散学生学习的注意力，达不到运用图

片教学的效果。所以教师在课前准备教学图片的时候就应该要注意控制图片在教

学各个环节中使用的量。 

（2）泰国中学汉语基础课堂教师应该要注意安排设计好图片在各个教学环

节的使用。教师在上课之前，备课的时候就要设计安排好教学图片使用的环节，

这对教师自己的课堂教学时十分重要的。在笔者调查中，一般情况下教师都会对

教学图片作精心的准备，但是在课堂上教学图片的使用环节，却常常被忽视，没

有得到汉语教师们注意。例如：教学中一些教师可能是认为内容简单，教学图片

的使用有的是简简单单的一笔就带过了，通常是一个教学步骤完成之后就不再使

用了把图片放在了一旁，课前精心准备好的丰富教学图片，在教学中没有好好利

用发挥图片的价值。使得图片在教学中没有起到应有的教学作用，所以在教学中

安排把握好教学图片在各个教学环节中的运用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3）泰国中学汉语基础课堂图片教学提问过程中教师应该注意要给予学生

一定的引导和启示。教师利用图片给学生复习环节中，教师通常会使用图片向学

生提问，因为泰国中学生大多数汉语基础不是很好，可以直接能用汉语回答问题

的学生并不是很多，即使学生有直接用汉语回答问题的能力学生也需要用一定的

时间来进行思考。课堂教学中如果教师能够给学生一定启示使得学生有一个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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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学生也有一定的心理准备，这样运用图片复习才能激起学生他们思维，努

力思考。教学过程中教师利用图片进行复习汉语知识，向学生提出问题要求用汉

语回答这个过程也不是要难倒学生，主要的目的是要学生真正了解掌握所学习的

汉语知识，因此教师运用教学图片向学生提出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适当的引导

学生，可以从教学图片它直观的形象着手，也可以根据教学图片它的画面内容为

学生创造具体语境，从而引导激发学生对以前汉语知识学习的记忆，启发学生思

考想象，最后让学生自己形成自己的汉语口语表达。因此教师在使用图片提问时

要注意利用图片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适当的给学生一些引导和启示。课堂上当某一

个学生在回答问题或讲述图片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适当的调动其他学生

的积极性，接下来让其他学生复述回答，不能让一个学生唱独角戏，使得学生学

习汉语的气氛太沉闷。 

（4）泰国中学汉语基础课堂运用教学图片进行练习的教学环节中，教师运

用教学图片应该注意要有多样化的练习的方式。泰国中学学生由于学生学习的态

度比较的懒散，因此他们学习的目的性也十分的不明确，学习状态也是不理想的。

我们汉语教师想要运用图片教学完成一堂课、也能较好的完成教学任务，那是少

不了运用各种的教学图片的。教学图片的运用教师在课堂上也是需要注意多样化

的，不要让学生在课堂上觉得枯燥无味。一堂课的内容就那么多，准备的图片是

有限的，运用展示的图片也就那些，所以少不了教师在运用教学图片的环节上多

样化，才能使得教学效果达到一个满意的程度。在利用图片教学的各个练习环节

中，例如：单张展示图片，双张展示图片，串联的展示图片灵活运用在汉语练习

的活动中，调动学生积极性分组练习或分组比赛，让他们参与教学活动中来发挥

他们动手能力，使得学习气氛轻松自然。 

（5）泰国中学汉语基础课堂图片教学过程中，应该注意不要过分的给学生

纠错打断学生的汉语语言表达。杨逸鸥在《浅谈图片在啊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运用》

中就讲到：“交际法要求教师对学习者出现的语言错误要有一定的容忍度，要尽

量鼓励学习者发挥言语交际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影响交际的错误不用纠

正。”①因此我们教师汉语课堂上在运用图片教学的过程中，例如：看图说话环节、

或利用图片创造场景对话练习环节等等，学生需要用汉语表达完成练习，但是学

生他们汉语表达能力有限，需要慢慢消化理解或者他们会觉得比较难就失去兴趣，

所以教师可以先给学生示范，结合图片让学生理解之后鼓励学生再复述练习。在

学生在用汉语叙述中的时候尽量不要打断纠正，只要学生能够大胆说出目的语，

就达到了教学的目的。 

（6）泰国中学汉语基础课堂图片教学运用过程当中，汉语教师要注意教学

图片它的应用范畴，要避免课堂上教学图片的运用仅仅就集中在对词汇的讲解释

义上。教师在汉语课堂上也许是受到知识点影响等原因，就目前在泰汉语教师课

堂上运用教学图片讲解生词的环节比较多，尤其是在对名词的讲解释义上特别普

遍，教师较少的使用图片用于语法讲解或配合图片运用到句型练习中去。笔者认

为在泰教师在汉语基础课堂上还未能充分利用教学图片，完全的发挥图片它在汉

语课堂教学中的运用价值。 

                                                      
①杨逸鸥.《浅谈图片在啊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运用》[J].语言教学研究,2007（09）,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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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泰国中学汉语基础课堂运用图片教学的几点建议 

针对以上泰国中学汉语基础课堂图片教学，教师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笔者通

过自己运用图片在泰国中学汉语课堂中的观察和实践，就运用图片在泰国中学汉

语基础课堂教学提出自己的以下几点建议： 

（1）首先建议我们汉语教师课前备课使用的教学图片要根据教学内容精心

的准备。选用的教学图片要合理，还有选用的教学图片要注意改进应用的数量还

有质量。在汉语授课之前我们教师也要对图片做好充分地准备，对教学图片运用

的过程要有目的性有针对性的设计安排。在选择教学图片的过程一定要根据课本

内容为基础，再选择一些与学生实际生活相关的图片，贴近他们的实际生活。这

样的教学图片在课堂上教学运用学生才会更感兴趣会让学生心理上产生共鸣，学

生学习的语言知识也会更加的深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学生的参与度激发他

们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的主动性。 

（2）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把握好教学图片的使用，汉语课堂教学过程中要

注意学生学习的关注度，适当的调整教学环节运用教学图片的量，图片的使用不

宜过多。不要因为教学图片使用过量反而使得分散了学生的注意力，混淆了学生

的思维和判断。也不要因为教学图片使用过量而耽误太多的课堂教学时间而未能

完成教学任务。所以建议教师课前就要精心安排好图片使用的环节，避免在课堂

上没把握好教学图片使用的量过多而影响学生注意分散的可能性，使教学图片的

运用在汉语教学中更好的辅助完成教学任务。 

（3）教师在运用图片教学过程中要想充分发挥图片教学的作用，就单纯的

仅仅依靠图片是远远还不够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教学图片的运用需要和其他

教学媒体手段结合起来使用，才能发挥教学图片更大的作用。不同年级的学生，

不同的班级学生学情也不一样，也使得教师要根据学生具体的学习情况调整自己

的图片教学的方法。 

三 图片运用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未来展望 

笔者自己通过在泰国中学课堂运用图片进行汉语教学实践，在笔者的教学课

堂中图片它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图片本身独特的优势使得它在抓住学生的兴

趣点，激发学生的学习激情方面作用突出；图文并茂，在学习过程中使得学生学

习轻松情感愉悦；图片的运用它贴近生活，可以现学现用，有效地做到了图片来

源于生活最终又回归于生活。笔者对教学图片在泰国中学基础课堂的运用研究讨

论只是抛砖引玉的尝试，但是笔者认为运用图片教学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

领域。 

现在目前英语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势的语言，汉语在努力的朝这个方向迈进的

同时，在未来的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汉语教师教授汉语则是扮演着一个至关重

要的角色。研究者也一直致力于研究各种各样有效的教学方法，如何让学生在学

习汉语时会更加有趣，这也是研究者研究的重点与难点。图片运用在对外汉语教

学中对未来的研究，笔者希望能够探究建立教学图片资料库、共享管理。我们教

师从网络上搜集图片，从中挑选下载的图片材料，然后整合，耗时长、图片看起

来不是很精致甚至很粗糙。汉语教师在备课时对每一课书内容的教学图片需要都

不一样。如果能够有相应的教学图片资料库可以搜索并选用相应的有质量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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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对教师备课的效率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这需要我们汉语教材编写工作者

在编写汉语教材过程之中，能够考虑设计相应的教学图片并做好教学图片资料的

资源共享。另外笔者还希望能够探索以图片为基础为主的汉语教学。目前我们对

外汉语教学课堂上图片也只是作为辅助工具的一种，教学图片也运用在汉语教学

的各个教学环节之中。汉语教师课堂上运用教学图片辅助汉语教学的研究讨论，

也反映获得了不错的教学效果。但是在以后将来的汉语教学中我们能否以教学图

片为主的汉语教学可行性的研究，非常值得我们后面的研究者进一步的深入探究。 

语言的规律是相通的，教学方法也是可以相互借鉴的，经过教学的实践改良

和变换，对外汉语教学也可以从中学习和利用。在将来对外汉语这一个漫长而又

困难重重的教学道路上，则还需要我们每一位对外汉语教师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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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语 

图片作为一种重要的非常直观性的教学材料，它从视觉上能直接刺激学生，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学习的动机，帮助学生对学习语言知

识的理解。它也能为学生提供真实的情境，可以把学生真实的生活世界带入课堂，

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语言运用的交际语境，提高学生的汉语语言技能，从而使得学

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单单是跟着老师机械的重复跟读句子，学习过程不再是不关

注不理解其表达的意思。泰国现阶段就教学资源来讲还不是很充足，尤其是在泰

国这传统的汉语教学课堂上，学生在汉语学习过程当中接触到的知识内容大部分

都是课本上的语言知识，然而教学图片的丰富多彩可以让汉语课堂内容更加的丰

富，在教学中起到丰富汉语的话题内容和汉语的交际素材，促使学生学习过程中

更好更快的提高汉语语言交际能力的作用。 

在通过对汉语教师在泰国中学课堂上运用教学图片的观察，以及对汉语教师

和泰国中学生的问卷调查分析，就课堂上运用图片教学发现了几个问题教师要加

以注意。笔者发现教学图片在汉语教学中的运用，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教师在课堂

上运用图片的方式还不够多样化，教学图片在各个汉语教学环节上的运用相对还

比较的单一，另外就是我们汉语教师在课前备课上对教学图片的准备还不够充分

等等。这些方面还需要教师们在教学中注意教学图片的运用。笔者也通过自己教

学的实践尝试，运用教学图片在汉语教学中，也达到了一个不错教学的效果，也

凸显出图片运用于汉语教学的研究还是有一定应有价值。 

由于笔者个人能力不足，理论知识缺乏、实践能力也不强，缺少经验。同时

也受到研究时间和条件的一些限制，本文还存在很多的不足之处。但是教师如何

更好地将图片运用于泰国中学汉语基础课堂中去，还需要我们教师在以后的教学

中积极探索图片教学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途径，积累汉语教学经验的同时，在

教学过程中获得更多的一手资料，然后通过整合做出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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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调查问卷 

附件 1：教师调查问卷（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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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教师调查问卷（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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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学生调查问卷（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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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学生调查问卷（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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