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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sently,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Chinese language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world economy. It has been raised as an influential language by many countries 
especially Thailand.  Chinese language has also been put into Thai curriculum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or a period of time. However, there were many problems along 
with the study in classroom which include lack of students' attention and ineffective 
of teaching techniques. This research aims to study about the styles of teaching and 
studying in students of Srinakharinwirot University Prasarnmit Demonstration School 
(Elementary) using the student-centered method as a norm to investigate in 
classroom activities which significantly affect to students' study. A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re are various activities which teachers can choose from. But it needs to be 
suitable and useful for students. Activities are not only informative but also can 
encourage students to happiness in studying which is an intentional objective in this 
research.  This research is divided into four chapters which include introduction in 
chapter one, teaching and studying management in Chinese language classroom of 
Srinakharinwirot University Prasarnmit Demonstration School (Elementary) in chapter 2, 
creating tools and research processing in chapter3, finally, conclusion can be found in 
chapter 4. I believe that this research will continuously help develop and improve 
ways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management in Chinese language in advance. 
 

Keywords:  Classroom Activities,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Thailand elementary          
                 Students, Design of classroom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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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语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汉语，尤其是泰国。泰国

政府非常重视汉语教育。泰国教育部把汉语列入泰国课程大纲，但现在遇到的

问题就是学生对汉语学习的兴趣不大。学生普遍认为汉语比较难，而且在授课

方式上也比较单一。笔者以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的初级小学生汉语学习

为个案，从“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出发，以汉语教学课堂活动设计案例分析

为主题来写论文。研究各类的课堂活动对小学汉语教学的影响，对比它们的优

缺点。论文主要讨论在课堂上用什么样的活动教学更有效，学生对哪些课堂活

动更感兴趣。课堂活动有很多种类，教师应该如何针对具体的教学情况选择合

适的课堂活动，使课堂教学具有趣味性和吸引力，并让学生在课堂活动中掌握

知识，调动学生热情和兴趣是本论文主要探讨的内容。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

是绪论，包括研究的缘起，研究意义及目的，研究现状和研究理论与方法；第

二章是介绍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对外汉语教学的现状和课堂活动在诗纳

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第三章是通过具体的案例介绍

本次实验的设计和实施；第四章是结论，总结了本次实验的成果、不足以及对

教学的启示。希望本次研究能够为改进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法提供有效的帮助，

为国际汉语教学事业做出贡献。 

 

关键词: 课堂活动 汉语教学 泰国小学 课堂活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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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汉语是一种很重要的语言。世界上有很多国家使用汉语，并将汉语作为官方

语言，大约 1,300 万多人都在使用汉语交流沟通
①
。中国与跟泰国从古代开始商务

往来，起源于素可泰时代。中国人来泰国做生意，开始了中泰国际贸易，使汉语

对泰国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②
。目前，汉语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各个国家都非常

重视汉语，尤其是泰国。泰国汉语热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受泰国民众敬仰的泰

国诗琳通公主也学习汉语，这也是很多泰国人跟着学习汉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

这种形势下，泰国政府非常重视汉语教育。泰国教育部把汉语列入泰国课程大纲，

从小学到大学都开设了汉语课程。 

    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也非常重视汉语教育，从 2013 年开始在五、六年

级开设汉语课。学校的课程目的是“以学生为中心”，不论用什么教材，必须考虑

到学生自身学汉语的兴趣。笔者在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当中文老师，遇到

的问题就是学生对汉语学习的兴趣不大，学生普遍认为汉语比较难。小学生在五

年级开始学习汉语和日语，然后在六年级他们可以选修其中一门，大部分学生选

择学习日语。笔者以前做过调查。学生选择日语的原因是他们认为日语的发音比

较容易，汉语发音很难学，另外汉字也不像日语表音文字（平假名、片假名）那

么容易写，而且认为汉语课在授课方式上也比较单一，缺少能够让他们参与的课

堂活动。后来，笔者设计了很多课堂活动，有时候用游戏，有时候用关于课文内

容的互动活动来教学。成果是他们上六年级时，选择学习汉语的人数变多了。因

此，笔者对于汉语教学的课堂活动设计非常感兴趣。  

笔者想以汉语教学课堂活动设计案例分析为主题来写论文。本论文以诗纳卡

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为例，以泰国初级小学汉语教学课堂活动设计为研究对象，

研究各类的课堂活动对小学汉语教学的影响，对比它们的优缺点。论文主要讨论

在课堂上用什么样的活动教学更有效，学生对哪些课堂活动更加感兴趣。如果老

                                                        
①

 ส ำนักงำน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ำรกำรอุดมศึกษำ(Office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Commission). ยุทธ์ศำสตร์ส่งเสริมกำรเรียนกำรสอน   

    ภำษำจี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M]. กรุงเทพฯ: ห้ำงหุ้นส่วนจ ำกัด บำงกอกบล็อก, 2010. 
②

 郑淑丽. 中国文化软实力对泰国社会的影响[D].重庆：重庆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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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用合适的课堂活动来教学生，不仅可以让学生学到知识，也可以让他们改变

“汉语很难”的主观想法，从而对汉语更感兴趣。所以笔者就对泰国初级小学汉

语教学课堂活动设计进行案例分析，分析什么样的课堂活动更适合汉语初级水平

的学生。笔者认为在学生刚开始接触汉语时，学生对汉语学习的兴趣比学习成绩

更重要，有了学习兴趣的学生会更主动地去提高汉语水平。 

 

第二节 研究意义及目的 

 

      一、研究意义    

 

在泰国小学汉语教学中活动很重要，因为小学生注意力容易分散，使用课堂

活动进行教学可以使学生更好地集中注意力。合理的课堂活动使学生既可以学到

知识，又对汉语更感兴趣。笔者以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六年级学生初级汉

语教学的情况为个案，从“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出发，以课堂活动辅助初级汉

语课文教学的方法和思路为指导，分析课堂活动设计案例，调查课堂活动效果，

从而为今后的汉语教学活动提供指导。课堂活动有很多种类，教师应该如何针对

具体的教学情况选择合适的课堂活动，使课堂教学具有趣味性和吸引力，让学生

在课堂活动中掌握知识，调动学生热情和兴趣是本论文主要探讨的内容。 

研究的意义主要是设计适合泰国初级小学汉语教学的课堂活动，使教师能够

运用合适的课堂的活动来进行教学，从而使汉语教学更加有效，并为以后的汉语

教学课堂活动设计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研究目的    

 

        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是在前人相关论文的基础上，以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

选修汉语的六年级学生为个案，研究泰国初级小学汉语教学课堂活动的设计，分

析各类的课堂活动对小学汉语教学的影响，对比它们的优缺点。探讨什么样的课

堂活动对小学生更有效，什么是适合汉语初级水平学生的课堂活动，以及学生对

哪些课堂活动更感兴趣。进而为汉语教学中的课堂活动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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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对汉语教学课堂活动的研究比较多，因为课堂活动很重要，是

影响到学生在学习方面是否取得成效的一种重要因素。吕必松 (1991) 谈到语言教

学过程和教学活动有四大环节分别为：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语言测

试，鲁子问 (2008) 谈到课堂教学活动是由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组成的双边活动。

Crooks (1986) 谈到课堂活动要确定目标,是一个必要的教学过程，能够促进学生对

教学内容的掌握，课堂活动包括语言学习、语言教学和活动。以前研究的结果主

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外研究现状    

 

1996 年，吕必松在《华语教学新探》谈到在教学中教师要多关注学生，因为

学生是儿童，他们的情绪可能随时发生变化，要想办法使他们对学习产生兴趣，

从而达到学习目的。2006 年，曾健在《游戏在二语习得和教学中的应用》中谈到

外语课堂教学中游戏活动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趣味性。游戏是一种课堂活动

的形式，它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兴趣，营造愉快的课堂气氛，并进行语言交际，

进而达成教学目的。2008 年，潘洪建和孟凡丽在《活动教学原理与方法》中谈到

外语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外语教学的活动应当调动学生的主

动性和自主性，提高他们使用语言的能力。2009 年，张泽青在《对外汉语口语教

学中的唇齿操练——绕口令》中谈到，他认为游戏能够有效调动学生的兴趣。他

在口语教学中，通过绕口令游戏来教学生，使学生对教学内容感兴趣，起到了很

好的教学效果。2012 年，侯红玉在《基于课堂活动实现交际功能的对外汉语教材

编写模式——以《跟我学汉语》为例》中谈到课堂活动是外语课堂教学的一个重

要部分。设计课堂活动使学生达到语言实践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如果教师设计合

适的课堂活动，学生就不难理解知识，能够降低学习难度。2004 年，王艳在《对

学生和教师关于课堂教学活动看法的调査与分析》中谈到学生要注意自己学习的

效果，同时教师要注意自己教学的任务。教师应该多关注学生，了解他们。教师

设计课堂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课堂上的“教”与“学”的效率。2009 年，

曾真在《儿童对外汉语教学形式初探》谈到在针对儿童的对外汉语教学中，教师

应该以课堂活动的教学形式为主，尊重儿童的天性，营造语言交际气氛，重视教

学的手段，培养儿童对学习的兴趣，使儿童更集中注意力。2009 年，周健在《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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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课堂教学技巧 325 例》中谈到如果汉语课堂教学的形式无趣，就难以达到预期

的教学效果，教师就应该用趣味性的教学方法，设计有趣的课堂游戏来辅助汉语

教学。对外汉语教学有很多类型，如：语音教学、词汇教学、语法教学、汉字教

学等，这些都能用游戏的形式来教学。2012 年，王巍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课堂

活动设计》中谈到设计课堂活动很重要，所以教师要选择对学生来说有用的课堂

活动，活跃课堂气氛。课堂活动的概念分为教学活动、语言游戏活动和课堂活动。

设计教学环节应包括导入、讲解、回答、练习、对话、阅读和课堂活动等内容。

2012 年，张驰在《课堂活动辅助初级汉语综合课教学研究》中谈到课堂活动能够

增加师生之间的互动，辅助汉语教学。2012 年，李智龙在《初级汉语口语课堂交

际活动设计》中谈到课堂活动是课堂教学的中心，要重视课堂活动在课堂教学中

的作用。 

 

   二、国内研究现状    

 

       2006 年，刘美玲在《泰国华校小学汉语教学现状研究》中谈到活动使学生愉

快，也容易学到语言知识，使学生能用语言跟别人沟通，从而更快地提高他们的

汉语水平。2009 年， Patchalee Makrachan 在《外语课堂研究（汉语）：用活动来

记住生词的技能》中谈到现在汉语课堂教学中，学生不能记住词汇。他就使用活

动的形式来教学生，起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2012 年，Yang Dan，Parinya 
Thongsorn 和 Montiean Chomdokmai 在《学习者在汉语教学活动中的发展》中谈到

课堂活动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引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2012 年，赵金在

《泰国中学汉语课堂教学设计研究—以曼谷的新民学校为例》中谈到教师重视日

常课堂教学设计，要分析学生情况、教学内容、教学目的、教学策略并选择合适

的手段来教学生。2012 年，邹德贞 (THANVALAI SANYAKHAN) 在《泰国小学汉语教学

课堂活动探讨》中谈到小学汉语教学要强调趣味性，小学生的年龄大部分是 6-13
岁，注意力不高，如果课堂教学无趣，他们就不想学习，达不到学习的目标。课

堂活动能让学生了解学习内容，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2014 年，王霜在《游

戏教学法在泰国初级汉语综合课堂中的运用》中谈到用游戏活动教学生要有效激

发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促进他们的主动性，改善课堂气氛，让学生喜欢上学汉

语。游戏教学有助于学生的交际能力的培养，有助于融洽师生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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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泰国初级小学生汉语教学中，大部分的学习者汉语基础比较薄

弱，要重视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学习热情，所以教师应该使用正确的教学法教学。

汉语教学有很多种类教学如：语音教学、词汇教学、句型和会话教学、文化教学、

语法教学和汉字教学等。这些教学都可以设计课堂活动。目前，汉语教学应该依

照朗读课文和抄写汉字这类的传统教学手段，也要用多媒体手段和课堂活动的形

式来教学生，因为目前的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只是发挥引导作用，要让学

生自己学习，自己解决的问题。现在科技很发达，学生可以使用高科技手段来完

成学习目标。他们都是 GenZ 时代学生，喜欢高科技。如果教师能用高科技手段教

学，他们就会对教学活动感兴趣。现在汉语课堂教学中，如果学生记不住生词，

不妨采用活动的形式来教学生，因为活动可以创造更多运用生词的机会。如果学

生对教学活动缺乏兴趣，教师就应该用趣味性的教学并设计有趣的课堂游戏。对

外汉语教学有很多课型，例如：语音教学、词汇教学、语法教学、汉字教学等，

这些课型都能用游戏来教学。2003 年泰国语言学家 Wichittra kanklang 提出外语教

学应该强调人与人之间交际，要利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和学生与学生之间的

关系。教学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在能用所学的语言进行沟通。教师应该设计课堂活

动模拟学生的日常生活情境，使用课堂活动和媒体设备，让每位学生能通过使用

媒体设备参与到课堂活动中，要强调教师与学生之间互动和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

动。如果教学对象是小学生，学生年龄在 6-13 岁，他们的注意力还不够集中，在

学习过程中“趣味性”对学习效果的影响较大，因此必须要采用课堂活动来吸引

学生的注意力，并使学生达到语言实践的目的。如果教师设计出好的课堂活动，

学生就不难理解知识，他们也会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因此课堂活动设计很重要，

合理的教学活动能让教师达到教学的目的，所以教师要选择对学生有用的课堂活

动类型来活跃课堂气氛。课堂活动的概念分为教学活动、语言游戏活动和课堂活

动。它的教学环节是导入、讲解、回答、练习、对话、阅读和课堂活动等。教师

在设计课堂活动中，除了设计活动的内容，也要考虑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学生

的年龄和人数、学生的汉语水平、使用的教材、教学方法和课堂气氛等。好的教

学的气氛能增加学生学习的效果，所以教师应该营造轻松愉悦的课堂气氛和活跃

的课堂活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2004 年，昝淑华在他的文章写到“课堂活动设

计要注意:1. 探究激趣,体现自主性。2. 真实自然，注重交际性。3. 侧重听说,遵循

实践性。4. 教学设计要体现连贯性、层次性和快节奏。”在课堂活动中要保持师

生的互动，学生的互动交流。从心理学研究来看，人们掌握语言是通过互动和交

流，外语教学的目标就是使学习者能多运用语言进行互动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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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汉语教学中应该有课堂活动因为课堂活动能促进他们的注意力，调动

他们学习汉语的兴趣，学生可以集中注意力去了解学习的内容，帮助学生掌握语

言知识，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汉语教学课堂活动中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以及

增加课堂的趣味性。游戏是一种课堂活动的形式，它提高学生的兴趣和愉快的课

堂气氛,进行语言交际,达到教学目的。所以教师应该使用游戏 如：在语音教学把

绕口令游戏来教学，可以使学生感兴趣和有良好的学习效果。把游戏教学教学生

要激发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促进他们的主动性，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喜欢学

汉语。游戏教学有助于学生的交际能力和有助于师生之间的关系。 

 

第四节 研究理论与方法 

 

      一、研究理论    

 

    通过研究相关的理论和有关的模式建立本论文的理论依据。本论文以泰国初级

小学汉语教学课堂活动设计案例为研究对象，使用约翰杜威的“做中学”教育理

论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以及 Bloom 的理论和 SAMR 模型作为理论依

据。 

 

    （一）约翰杜威的教育理论 

     

    约翰杜威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提出“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教育思想，是强调以学生为中心，重视儿童的天性，促进儿童的发展。他

的理论在泰国非常流行。他提出“三个中心论”，即儿童中心（学生中心）、活动

中心和经验中心。 

     

      1. 教育与生活 

    在儿童的生活中会遇到很多事情，这些都能成为他们自己的经验，这些经历

是很好的教育，是他们自己通过实践学到的。他们越成长经验越多，多使他们与

社会接触，通过实践培养他们自己知识和技能，是很重要的教育方式。  

 

2. 教育无目的论 

“教育无目的”理论认为不存在有“教育过程以外”的目的，教育目的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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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教育过程以内”。因此，教师和家长不应该把自己的“教育目的”强加于儿

童，应当让儿童按照“符合他们自己经验的目的”进行学习和发展。 

 

3. 学校与社会 

教师要在传授知识的课堂中培养学生的兴趣，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进入课堂

活动中，在课堂活动中不知不觉地养成品德和获得知识，实现生活、生长和经验

的积累。 

 

4. 教学论“做中学” 

约翰杜威提出了“做中学”的思想，它认为人们最初的知识和最牢固地保持

的知识，是关于怎样做(how to do)的知识。如果学生没有“做”的机会，就不能释

放学生的自然天性。儿童生来就有一种要做事和要工作的愿望，对活动有兴趣性，

这一点要给予特别的重视。约翰杜威认为“做中学”也就是“活动中学”，也就

是从自己的经验中学到。它使得学校里知识的获得与生活过程中的活动联系起来。

学生能从那些真正有教育意义和有兴趣的活动中进行学习，这样的教育形式才能

帮助学生发展。在杜威看来，“做中学”思想也许能够成为对于儿童一生有益的一

个转折点。 

 

5. 道德教育论 

道德是教育的最高和最紧要的目的。道德培养过程和教育过程是统一的。德

育在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强调道德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活动中培养儿童

的道德品质，要求结合智育达到德育的目的。因此，教师要注重教育方法的道德

教育作用。 

    

6. 儿童中心论 

约翰杜威是在批判旧教育的过程中提出“儿童中心主义”思想的，他认为在

传统教育，学校的中心不是在学生，而是在教师。教育的计划把成人的标准、教

材和方法强加给还只是正在逐渐成长，而未成熟的儿童。差距是如此之大，所规

定的教材、学习和行动的方法，对于儿童的现有能力来说，都是没有关联的。儿

童是中心，教育措施便是要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把教育的中心从教师、教材

那里转移到儿童身上，这就是杜威倡导的新教育，也就是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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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Bloom 的理论 

   

     Benjamin S.Bloom 分类法（传统）： 

     1. 知识 (knowledge)    ：辨识与回想资讯，是记忆性的知识。 

     2. 理解 (Comprehend) ：了解概念，并能以自己的话陈述。 

     3. 应用 (Application)    ：将概念运用于新情境。 

     4. 分析 (Analysis)     ：分解资讯或概念，更透彻理解。 

     5. 综合 ( Synthesis)   ：整合资讯，产生新的概念。 

     6. 评鉴 ( Evaluation)  ：价值判断，能够有逻辑性地作出决定和 

                          评估，分辨出对错。 

分类法与所有理论模型一样，有其优点，也有不足之处，最大的优点是关注

于思考技能这个重要主题，建立可供运用的结构架。毫无疑问，依据 Bloom 分类

的不同层次来规划问题，比起没有使用此类方法的教师，更能鼓励激发学生的高

层次思考。不过，在另一方面，任何一教育工作者如果曾经共同依据 Bloom 分类

法归类问题和学习活动，可能都遇到过相同的困境：“分析”和“评鉴”这类看

似意义明确的术语，大家却各有不同解释。此外，很多有价值的活动，比如真实

情境问题和专题，是 Bloom 分类法无法涵盖的，如果一定要套用 Bloom 分类，反

而可能招致反效。 

 

   （三）SAMR模型 

 

以前汉语教学传统的教学手段有教材、马克笔、黑板等，现代的教学手段应

该利用最新的技术成果，例如 iPad 教学。在利用最新的网络和多媒体技术进行教

学活动时不仅要考虑到教学内容，也要考虑到学校的情况和学生的情况。不同的

情况下，选择合适的教学活动才能让学生感兴趣，并且学到知识。本研究对课堂

活动案例设计进行检测，研究课堂活动对泰国小学生学习的辅助作用，和在实际

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鲁本.普特杜拉博士( Dr.Ruben Puentedura ) 提出了 SAMR 模型，这个模型是 

解释关于技术对教学的结果，提出了应该将新技术应用到教学中。SAMR 分为四种:

重塑、修改、加强和替代。SAMR Model 提到了使用 iPad 教学是一种有效的课堂授

课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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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 (Redefinition) 
 

 

 

 

 

 

 

 

 

 

 

 

 
 

   从以上来看，SAMR 模型分为： 

 

    1. 重塑 (Redefinition)   ：技术允许创造全新的任务。 

    2 .修改 (Modification)   ：技术允许对重大任务进行再设计。 

    3. 增强 (Augmentation) ：技术扮演一种替代的工具，在功能上予以提升。 

    4. 替代 (Substitution)    ：技术扮演一种替代的工具，在功能上无变化。 

 

 

    SAMR Model 和 iPad Apps 的关系： 
 

SAMR Levels iPad Apps 

 
Substitution 

     iBooks, Symbaloo, Pages, Popplet, Simple Mind, Photo Collage 
Creator, Bamboo Paper, Jumbo Calculator, Dictionary, Draw 4 Free 

 
Augmentation 

     Pages, Google Search, Haiku Deck, Wikinodes, Grammar Jammers, 
The Elements, Virtual History, Qwiki, Articles, Draw 4 Free 

 
Modification 

     Flipboard, Idea Sketch, Comic Book, PhotoSync, Chrome, Dual 
Browser, Keynote, QR Code Reader, Dragon Dictation, PDF Expert 

 
Redefinition 

     iMovie, Book Creator, ShowMe, Toontastic, ScreenChomp, 
Educreations, Voice Thread, Sock Puppets, Puppet Pals, Nearpod 

改变 

Transformation 

替代(Substitution) 

增强(Augmentation) 

修改 (Modification) 

改善 

Enhancement 

https://itunes.apple.com/ca/app/ibooks/id364709193?mt=8
https://itunes.apple.com/ca/app/symbaloo-bookmark-share-your/id521081559?mt=8
https://itunes.apple.com/en/app/pages/id361309726?mt=8
https://itunes.apple.com/ca/app/popplet/id374151636?mt=8
https://itunes.apple.com/ca/app/simplemind+-mind-mapping/id305727658?mt=8
https://itunes.apple.com/ca/app/photo-collage-creator/id460538754?mt=8
https://itunes.apple.com/ca/app/photo-collage-creator/id460538754?mt=8
https://itunes.apple.com/ca/app/bamboo-paper-notebook/id443131313?mt=8
https://itunes.apple.com/ca/app/jumbo-calculator/id361121377?mt=8
https://itunes.apple.com/ca/app/dictionary!-for-ipad/id364879902?mt=8
https://itunes.apple.com/app/draw-4-free/id364252041?mt=8
https://itunes.apple.com/en/app/pages/id361309726?mt=8
https://itunes.apple.com/ca/app/google-search/id284815942?mt=8
https://itunes.apple.com/ca/app/haiku-deck/id536328724?mt=8
https://itunes.apple.com/ca/app/wikinodes/id433834594?mt=8
https://itunes.apple.com/ca/app/grammar-jammers-primary-edition/id386384446?mt=8
https://itunes.apple.com/ca/app/elements-visual-exploration/id364147847?mt=8
https://itunes.apple.com/ca/app/virtual-history-roma/id410358487?mt=8
http://www.qwiki.com/
https://itunes.apple.com/ca/app/articles/id364881979?mt=8
https://itunes.apple.com/app/draw-4-free/id364252041?mt=8
https://itunes.apple.com/ca/app/flipboard-your-social-news/id358801284?mt=8
https://itunes.apple.com/ca/app/idea-sketch/id367246522?mt=8
https://itunes.apple.com/ca/app/comicbook!/id436114747?mt=8
https://itunes.apple.com/ca/app/photosync-wirelessly-transfers/id415850124?mt=8
https://itunes.apple.com/ca/app/chrome/id535886823?mt=8
https://itunes.apple.com/ca/app/dual-browser/id380640600?mt=8
https://itunes.apple.com/ca/app/dual-browser/id380640600?mt=8
https://itunes.apple.com/ca/app/keynote/id361285480?mt=8
https://itunes.apple.com/ca/app/qr-code-reader-and-scanner/id388175979?mt=8
https://itunes.apple.com/ca/app/dragon-dictation/id341446764?mt=8
https://itunes.apple.com/ca/app/pdf-expert-fill-forms-annotate/id393316844?mt=8
http://www.apple.com/ca/apps/imovie/
https://itunes.apple.com/ca/app/book-creator-for-ipad/id442378070?mt=8
https://itunes.apple.com/ca/app/showme-interactive-whiteboard/id445066279?mt=8
https://itunes.apple.com/ca/app/toontastic-free/id404693282?mt=8
https://itunes.apple.com/ca/app/screenchomp/id442415881?mt=8
https://itunes.apple.com/ca/app/educreations-interactive-whiteboard/id478617061?mt=8
https://itunes.apple.com/ca/app/voicethread/id465159110?mt=8
https://itunes.apple.com/ca/app/sock-puppets/id394504903?mt=8
https://itunes.apple.com/ca/app/puppet-pals-hd/id342076546?mt=8
https://itunes.apple.com/ca/app/nearpod/id523540409?m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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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文献法、个案研究法和调查问卷法。 

 

    （一）文献法 

    文献法是指选很多对研究有用的文献资料来分析。收集相关的文献进行阅读、

整理和筛选。  

      

（二）个案研究法 

个案研究法是利用案例来验证理论。基于用课堂活动辅助汉语教学的理念，

笔者选取初级小学六年级一班、二班、三班和四班为实验的四个小组来研究，课

堂活动的内容分为语音课、词汇课、句型和会话课和文化课。根据每节课文的活

动内容用游戏、唱歌等活动来进行教学。如在语音课学拼音环节笔者设计的活动

是比赛汉语绕口令和让学生学冰雪奇缘歌等。最后对四个班实验小组做测验，测

验结束后，笔者把成绩拿来对比分析，判断学生的汉语学习情况，总结实验结果。 

     

    （三）调查问卷法 

    除了文献法和个案研究法，本论文研究还使用调查问卷法，分为： 

1. 对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汉语老师和教过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

学生的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中学汉语老师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其教学中出现的

问题，并探讨什么样的课堂活动和测试更适合该校的小学生。 

    2. 对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的六年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小学生什

么样的课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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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的对外汉语教学概况 

 

第一节 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对外汉语教学现状 

      一、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概况 

          

    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是泰国曼谷市诗纳卡琳威洛大学教育学院管理下

的小学，成立于 1956 年 6 月 24 日，是曼谷的一所著名的学校。校址立于曼谷市

Wattana 县 Klongtoeynua 区素坤逸路 23 巷 174 号。学校的面积为 14,404.6 平方米。

学生总数大约 1,400 名，分为幼儿园三年级、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年

级、小学四年级、小学五年级和小学六年级。学生的年龄是 6-13 岁，有一百多位

教师，其中汉语老师两名。学校的宗旨是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在教学中学生要愉

快，要敢想敢做。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发展学生的知识技能，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学校的课程一共有十五门课，分别为泰语课、英语课、汉语课、日语课、数学课、

科学课、社会课、历史学和佛教课、计算机课、体育课、艺术课、泰国和西乐课、

职业与农业课、泰国跳舞与孔剧课、童子军课。除了日常的课程，还有课外的活

动，如：年度表演、与日本朋友交流活动、家庭活动、参观农村学校活动、运动

会、附属学校的运动会和童子军军训等。 

 

      二、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汉语教学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手段 

 

   （一）课程设置 

    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的课程设置强调学术和活动，为了发展学生的技

能和创新能力。目前汉语是一种重要的语言，也重视学习汉语。2013 年诗纳卡琳

威洛大学附属小学就开设汉语课，让学生在五年级开始学习汉语。学校的课程目

的是“以学生为中心”，不论用什么教材，必须照顾到学生的兴趣。小学生在第

五年级开始学汉语和日语，然后在六年级他们可以选择学汉语或是日语。 

 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外语部的汉语课的课程是按照泰国教育部 2008 年

基础教育核心教学大纲做的③，还重视做中学的思想。汉语课程设置采用语音课、

词汇课、句型和会话课和文化课相结合的教学理念。 

汉语课是外语部的一节语言课，在外语部有三种语言，是英语、日语和汉语。

                                                        
③泰国教育部. 2008 年基础教育核心教学大纲[M]. 曼谷：泰国农业合作社联合会印刷工厂，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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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阶段是幼儿园三年级到小学六年级。每年级有四班。幼儿园三年级到小学

六年级要学习英语，小学三年级和四年级要学 Soundlab 和 Project 课，他们上五年

级就没有 Soundlab 和 Project 课，但是有汉语和日语课，五年级分成两组是 A 组和

B 组，五年级 A 组第一学期要先学习汉语，然后第二学期再学习日语，五年级 B 组

第一学期要先学习日语，然后第二学期再学习汉语。 

学校的课程目的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主性。在

学习中遇到问题和困难的时候，鼓励学生自己解决而不是寻求他人的帮助。学校

提倡“做中学”的教育思想，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强调通过实践活动来获得知

识和技能。 

 

   （二）教学手段 

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重视课堂活动，因为课堂活动是语言教学中一种

非常重要的教学手段, 在汉语教学课堂活动中可以用的教学的工具很多，平常的

教学手段有教材、马克笔、黑板等，现代的教学手段应该利用最新的技术成果，

例如 iPad 教学。在利用最新的网络和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活动时不仅要考虑到教

学内容，也要考虑到学校的情况和学生的情况。不同的情况下，选择合适的教学

活动才能让学生感兴趣，并且学到知识。现在泰国教育部提倡泰国公立小学使用

平板电脑教学，克服传统教材的弊端。通过媒体库资源，学生可以浏览由全球各

地专家及教育机构提供的演讲、虚拟参观考察和影片，不论是解剖青蛙还是分数

除法，都能在媒体库中找到相关的教学资源。 

另外，汉语课还设有专门的教室，有非常完善的教学设备和浓郁的中国文化

氛围。平板电脑教学作为有效的新技术手段在汉语教学中广泛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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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课堂活动在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本部分是针对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初级班展开的课堂活动辅助汉语教学

有关的实验研究。笔者对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中学具有任教经验的泰国教师、

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的中国老师和从云南师范大学来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

属小学实习的研究生进行了调查问卷，并依据问卷调查结果来分析学校的汉语教

学现状及采用课堂活动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一、调查的对象  

    在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汉语教师只有笔者和一位中国老师，所以笔

者就邀请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中学的五位汉语教师和从云南师范大学来诗纳卡

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实习的研究生参与调查。一共有七位教师，他们都曾教过诗

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的学生。 

       二、调查的内容和结果  

    笔者将调查问卷的内容及结果以表格的形式展示如下： 

   （一）基本资料 

项目内容 选项 人数 
占总比例

（%） 

性别 
男生 1 14.29% 

女生 6 85.71% 

年龄 

20-25 岁 4 57.13% 
26-30 岁 1 14.29% 

31-35 岁 1 14.29% 

36 岁以上 1 14.29% 

学位 

学士 5 71.42% 

硕士 1 14.29% 

博士 1 14.29% 

其他 0 0% 

教学经验 

1 年以下 4 57.13% 
1-3 年 1 14.29% 

3-5 年 0 0% 

6 年以上 2 2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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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查内容及结果 

项目内容 选项 人数 
占总比例

（%） 

1. 您认为在小学教育中应该

使用课堂活动吗？ 

应该用 7 100% 

不应该用 0 0% 

其他 0 0% 

2. 您认为在中文课上应该用

课堂活动教学吗？ 

应该 7 100% 

不应该 0 0% 

其他 0 0% 

3. 如果用课堂活动教学的

话，您认为在一节课（50分

钟）中应该用课堂活动几分

钟？ 

5 分钟以下 0 0% 

5-10 分钟 1 14.29% 

11-20 分钟 4 57.13% 
21 分钟以上 2 28.58% 

其他 0 0% 

4. 您认为课堂活动适合哪种课

型？ 

听力课 5 71.42% 

会话 5 71.42% 

阅读课 1 14.29% 

写作 1 14.29% 

文化课 5 71.42% 

其他 0 0% 

5. 目前您使用的教学方法有

哪些？ 

重复练习（记忆练习） 4 57.13% 

朗读课文 3 42.87% 

做课堂活动 7 100% 

其他 0 0% 

6. 您常进行的课题活动形式

有哪些？ 

课堂游戏 6 85.71% 

手工活动 5 71.42% 

唱中文歌 6 85.71% 

诗歌朗诵 1 14.29% 

分组比赛 5 71.42% 

观看视频电影 5 71.42% 

其他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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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内容 选项 人数 
占总比例

（%） 

7. 您觉得这些形式使用的效

果如何？ 

很差 0 0% 

差 0 0% 

一般 1 14.29% 

好 2 28.58% 

很好 1 14.29% 

非常好 3 42.87% 

其他 0 0% 

8. 您认为适合语音教学的课

堂活动有哪些？ 

听歌 3 42.87% 

唱歌 5 71.42% 

绕口令 4 57.13% 

朗诵课文 3 42.87% 

其他 0 0% 

9. 您认为适合词汇教学的课

堂活动有哪些？ 

使用单词卡 5 71.42% 

词汇游戏 5 71.42% 

词汇记忆比赛 5 71.42% 

其他 0 0% 

10. 您认为适合句型和会话教

学的课堂活动有哪些？ 

分组对话 5 71.42% 

造句游戏 5 71.42% 

其他 0 0% 

11. 您认为适合文化教学的课

堂活动有哪些？ 

课堂手工活动 

 比如：书法 国画 剪纸 
7 100% 

中国文化相关的游戏

（比如：筷子游戏） 
5 71.42% 

观看中国文化 

相关视频 
4 57.13% 

其他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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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内容 选项 人数 
占总比例

（%） 

12. 您觉得这些课堂活动使用的

效果如何？ 

很差 0 0% 

差 0 0% 

一般 1 14.29% 

好 2 28.58% 

很好 1 14.29% 

非常好 3 42.87% 

其他 0 0% 

13. 测试时长应该为？ 

10-20 分钟 2 28.58% 

21-30 分钟 2 28.58% 

31-40 分钟 2 28.58% 

41-50 分钟 0 0% 

51-60 分钟 1 14.29% 

其他 0 0% 

14. 测试的题目有几题合适？ 

1-10 题 2 28.58% 

11-20 题 1 14.29% 

21-30 题 2 28.58% 

31-40 题 2 28.58% 

41-50 题 0 0% 

其他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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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内容 选项 人数 
占总比例

（%） 

15. 测试题目类型应该是？ 

填空 1 14.29% 

词语排序 3 42.87% 

选择 6 85.71% 

口语 3 42.87% 

连一连 5 71.42% 

听写 4 57.13% 

问答 4 57.13% 

对错 1 14.29% 

其他 0 0% 

16. 您认为语音的测试题型有几

题合适（如果一共有 50 题）？ 

填空：1-5 题 4 57.13% 

填空：6-10 题 3 42.87% 

填空：11-15 题 0 0% 

填空：16 题以上 0 0% 

词语排序：1-5 题 5 71.42% 

词语排序：6-10 题 1 14.29% 

词语排序：11-15 题 0 0% 

词语排序：16 题以上 0 0% 

选择：1-5 题   2 28.58% 

选择：6-10 题 4 57.13% 

选择：11-15 题    1 14.29% 

选择：16 题以上                                            0 0% 

口语：1-5 题 4 57.13% 

口语：6-10 题 3 42.87% 

口语：11-15 题 0 0% 

口语：16 题以上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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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内容 选项 人数 
占总比例

（%） 

 

连线：1-5 题 4 57.13% 

连线：6-10 题 2 28.58% 

连线：11-15 题 0 0% 

连线：16 题以上 0 0% 

听写：1-5 题 2 28.58% 

听写：6-10 题 5 71.42% 

听写：11-15 题 0 0% 

听写：16 题以上 0 0% 

问答：1-5 题   4 57.13% 

问答：6-10 题 1 14.29% 

问答：11-15 题    0 0% 

问答：16 题以上                                            0 0% 

对错：1-5 题 5 71.42% 

对错：6-10 题 2 28.58% 

对错：11-15 题 0 0% 

对错：16 题以上 0 0% 

17. 您认为词汇的测试题型占几

题合适（如果一共有 50 题）？ 

填空：1-5 题 5 71.42% 

填空：6-10 题 2 28.58% 

填空：11-15 题 0 0% 

填空：16 题以上 0 0% 

词语排序：1-5 题 4 57.13% 

词语排序：6-10 题 2 28.58% 

词语排序：11-15 题 0 0% 

词语排序：16 题以上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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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内容 选项 人数 
占总比例

（%） 

 

选择：1-5 题   2 28.58% 

选择：6-10 题 3 42.87% 

选择：11-15 题    2 28.58% 

选择：16 题以上                                            0 0% 

口语：1-5 题 3 42.87% 

口语：6-10 题 1 14.29% 

口语：11-15 题 0 0% 

口语：16 题以上 0 0% 

连线：1-5 题 4 57.13% 

连线：6-10 题 2 28.58% 

连线：11-15 题 0 0% 

连线：16 题以上 0 0% 

听写：1-5 题 1 14.29% 

听写：6-10 题 5 71.42% 

听写：11-15 题 0 0% 

听写：16 题以上 0 0% 

问答：1-5 题   3 42.87% 

问答：6-10 题 2 28.58% 

问答：11-15 题    0 0% 

问答：16 题以上                                            0 0% 

对错：1-5 题 4 57.13% 

对错：6-10 题 1 14.29% 

对错：11-15 题 1 14.29% 

对错：16 题以上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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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内容 选项 人数 
占总比例

（%） 

18. 您认为句型和会话的测试题

型占几题合适（如果一共有 50
题）？ 

 

填空：1-5 题 4 57.13% 

填空：6-10 题 3 42.87% 
填空：11-15 题 0 0% 

填空：16 题以上 0 0% 
词语排序：1-5 题 3 42.87% 

词语排序：6-10 题 2 28.58% 

词语排序：11-15 题 1 14.29% 
词语排序：16 题以上 0 0% 

选择：1-5 题   3 42.87% 

选择：6-10 题 2 28.58% 
选择：11-15 题    1 14.29% 

选择：16 题以上                                            0 0% 

口语：1-5 题 3 42.87% 
口语：6-10 题 4 57.13% 

口语：11-15 题 0 0% 
口语：16 题以上 0 0% 

连线：1-5 题 4 57.13% 

连线：6-10 题 1 14.29% 
连线：11-15 题 0 0% 

连线：16 题以上 0 0% 

听写：1-5 题 3 42.87% 
听写：6-10 题 2 28.58% 

听写：11-15 题 0 0% 
听写：16 题以上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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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内容 选项 人数 
占总比例

（%） 

 

问答：1-5 题   2 28.58% 
问答：6-10 题 4 57.13% 

问答：11-15 题    0 0% 

问答：16 题以上                                            0 0% 
对错：1-5 题 6 85.71% 

对错：6-10 题 0 0% 
对错：11-15 题 0 0% 

对错：16 题以上 0 0% 

19. 您认为文化的测试题型占几

题合适（如果一共有 50 题）？ 

填空：1-5 题 3 42.87% 
填空：6-10 题 2 28.58% 

填空：11-15 题 1 14.29% 

填空：16 题以上 0 0% 
词语排序：1-5 题 1 14.29% 

词语排序：6-10 题 2 28.58% 
词语排序：11-15 题 0 0% 

词语排序：16 题以上 0 0% 

选择：1-5 题   1 14.29% 
选择：6-10 题 4 57.13% 

选择：11-15 题    0 0% 

选择：16 题以上                                            2 28.58% 
口语：1-5 题 2 28.58% 

口语：6-10 题 0 0% 

口语：11-15 题 0 0% 
口语：16 题以上 0 0% 

连线：1-5 题 2 28.58% 
连线：6-10 题 3 42.87% 

连线：11-15 题 0 0% 

连线：16 题以上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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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内容 选项 人数 
占总比例

（%） 

 

听写：1-5 题 2 28.58% 
听写：6-10 题 1 14.29% 

听写：11-15 题 0 0% 

听写：16 题以上 0 0% 
问答：1-5 题   4 57.13% 

问答：6-10 题 2 28.58% 
问答：11-15 题    0 0% 

问答：16 题以上                                            1 14.29% 

对错：1-5 题 3 42.87% 
对错：6-10 题 1 14.29% 

对错：11-15 题 0 0% 

对错：16 题以上 0 0% 

20. 您认为用课堂活动教学对

学生成绩的效果如何？ 

很差 0 0% 

差 1 14.29% 

一般 0 0% 

好 1 14.29% 

很好 2 28.58% 

非常好 3 42.87% 

其他 0 0% 

      三、调查的小结 

综上所述在汉语教师组的调查问卷中，每位教师都认为在小学教育中应该使

用课堂活动，因为合适的课堂活动能够引起学生的注意力，活跃课堂的气氛，并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小学生可以在课堂活动中释放孩子的天性，更好也吸收课

堂所教的知识，在轻松欢快的环境下学习成长。教师还认为在语言课的教学中合

理安排课堂活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学习语言在于多听多说，而活动正是提供了

一个多听的环境和多说的机会。语言是‘活’的，因此，不能仅靠‘死记硬背’

这种枯燥的老方法，还须要通过适当的教学活动来让学生体会到语言是‘活’的，

让学生在用中记，在用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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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教师认为在一节课（50 分钟）中应该安排课堂活动 11-20 分钟，这

样正好活跃课堂气氛而不会过多担误教学时间。各种课应该合理安排课堂活动教

学的时间，尤其听力课、会话和文化课。在阅读和写作练习中使用个人任务的方

法能够使学生水平得到较快的提升，因为设置需要独立思考的任务，能够有效激

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而听力、会话、文化学习更适合集体互动活动，所以比较

适合安排集体互动类型的课堂活动。 

目前较为常用的教学手段是重复练习（记忆练习）、朗读课文，和做课堂活动。

教师最常进行的课堂活动形式是课堂游戏和唱中文歌，还有手工活动、分组比赛

和观看电影视频，也有些教师采用诗歌朗诵，他们都觉得这些形式的使用能够达

到很好的教学效果，学生能够在课堂活动中记住单词、歌曲等。当然，在课堂活

动的使用中，必须考虑到授课内容和教学对象的差异性，教师应该依据具体情况

对课堂活动进行安排和调整。 

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学生普遍学习成绩比较好，因为在入学的时候经

过了严格的考试选拔，他们能考上就表示他们的学习能力比较优秀。泰国学生普

遍是生性活泼好动，敢于表达，喜欢做活动。但是也存在略显自由散漫，不爱朗

读，注意力不够集中的特点。虽然学生对汉语课热情较高，但是汉语课为选修科

目，每周一节，教学间隔长，学生容易遗忘。因此教师在进行活动设计的时候必

须针对学生的特点和教学课程安排，采用趣味性较强的活动方式，引导学生自主

学习。 

汉语教学有多种课型，各种课型具有不同的特点。被试教师普遍认为，在语

音课中，学唱中文歌是一个有效的课堂活动方式。其次，学习绕口令也是一个非

常有效的课堂活动，它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让学生感觉到新鲜感和

挑战性，从而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去练习中文语音。另外，朗读课文也是较为有效

的课堂活动手段。在朗读课文环节，必须重视学生的积极性，教师应当设置角色

扮演、情景对话等方式来活跃课堂气氛，也可以加入一些道具，使课文内容更贴

近学生的真实生活。在词汇课上，词汇游戏、使用单词卡和词汇记忆比赛都能够

有效提升课堂教学效果，是值得参考的课堂活动方式。在句型和会话课上，采用

分组对话和造句游戏更能调动学生的兴趣。最适合文化教学的课堂活动是课堂手

工活动（比如：书法、国画和剪纸等）。因为文化学习的形式应当丰富多彩，多实

践多感受才是最好的学习方法。另外，安排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游戏活动（比如：

筷子游戏）和观看中国文化相关视频，也是能够寓教于乐的好方法。 

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的教学内容主要为拼音阅读与基础词汇，简单的

自我介绍、汉语问候语和中国文化（春节、中秋节、中国菜、汉字和书法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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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目的为能阅读拼音，看图片能准确读出相应单词，能进行自我介绍，能用汉语

问候语（你好、您好、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和认识你我很高兴等），了解中国

文化（春节、中秋节、中国菜、汉字和书法等）。 

    根据教学内容与目的，在测试部分，教师们认为测试时长应该是 10-40 分钟，

测试的题目应该有 1-10 题或者 21-40 题，测试题目类型应该有所选择，有所侧重。

被试教师们认为：连一连、问答、听写、词语排序、口语、对错和填空可以作为

测试部分的主要题目。 

从调查问卷的结果统计中可以看出，汉语老师在汉语教学中设计的测试题型

（如果一共 50 题）应该是：语音的测试题型中应该有填空（1-5 题）、选择（6-10
题）、口语（1-5 题）、听写（6-10 题）、对错（1-5 题）。这些测试的题型是每位教

师都选的，此外还有词语排序、连一连和回答的测试题型。词汇的测试题型中应

该有填空（1-5 题）、选择（6-10 题）。这些测试的题型是每位教师都选的，此外还

有词语排序、连一连、听写、对错、问答和口语。句型和会话的测试题型中应该

有填空（1-5 题）、口语（6-10 题）。这些测试的题型是每位教师都选的，另外还有

词语排序、选择、问答、对错、连一连和听写。文化的测试题型中应该有选择（6-
10 题）、问答（1-5 题）。这些测试的题型是每位教师都选的，此外还有填空、连一

连、对错、词语排序、听写和口语。 

调查结果显示，在汉语教学中老师设计测试的时候，汉语测试中最应该有的

测试题型为选择和连一连，其次是听写和问答，再次是词语排序和口语表达，最

后是填空和判断对错。 

同时，从问卷调查的结果统计中也暴露出了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汉语

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虽然教师们都认为在课堂教学中应当采用课堂活动，但是在课堂活动的用

时和课堂活动的适用性上还存在认识差异。 

2.教师们在测试的时长和题目设置上存在较大的差异，难以达成共识。 

3.从教师们常使用的课堂活动形式来看，课堂活动的形式还不够丰富。除了

调查问卷给出的课堂游戏、手工活动、唱中文歌、诗歌朗诵、分组比赛、观看视

频电影六个选项之外，并无教师添加其他课堂活动内容。 

4.在具体课型的课堂活动形式选择上，教师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 

5.课堂活动的使用效果还不够理想。在“课堂活动对学生成绩提升效果”一

项中，只有 42.87%的教师认为“非常好”，还有 14.29%的教师认为效果差。 

因此，在第三章的教案设计中，笔者将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检测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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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课堂活动辅助初级汉语课文教学案例设计与实施 

 

第一节 课堂活动辅助初级汉语课文教学的案例设计 

 

    根据论文第二章中调查问卷的结论，在初级小学汉语课堂中老师除了用传统

的教学法增加学生的知识以外，应该把活动加入到汉语教学的课程中，提高学生

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课堂活动有很多种类，老师经常使用的有游戏教学，因为

游戏能提高教学效果、活跃课堂气氛，还激发学习兴趣。但是，并不是所有课型

都适合采用游戏教学，不恰当的游戏活动也会分散学生的学习注意力。所以老师

在设计课堂活动时应该根据教学的目的、内容等和教学对象的特点，思考运用什

么样的活动才能促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 

 

     一、确定教学的目的、重点和难点 

   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的课程目的是“以学生为中心”，不论用什么教材，

必须照顾到学生的兴趣。 

 

    （一）教材的内容  

    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的教材是老师按照泰国教育部 2008 年基础教育核

心教学大纲做的④，学校的教材内容为： 

 

1. 语音课文 

拼音    pīn yīn   สัทอักษรจีน  

พยัญชนะ 
b   (ปัว)     p   (พัว)    m   (มัว)     f   (ฟัว)  
d   (เตอ)    t   (เทอ)    n   (เนอ)     l   (เลอ)      
g   (เกอ)     k   (เคอ)    h   (เฮอ) 
j   (จ)ี      q   (ชี)     x   (ซี)   
zh  (จรือ)    ch  (ชรือ)    sh (ซรือ)     r   (ยรือ)   
z   (จอื)      c   (ชือ)    s   (ซือ)  
y   (ยี/อี)     w   (วู/อู) 

                                                        
④
泰国教育部. 2008 年基础教育核心教学大纲[M]. 曼谷：泰国农业合作社联合会印刷工厂，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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สระเดี่ยว 
a  (อำ)    o   (ออ)   e  (เออ) i   (อี)    u   (อู)    ü   (ยวี) 

 

สระผสม 
          ai  (ไอ)   ei  (เอย)    ui   (เวย)   ao  (อำว)   ou  (โอว)  iu   (อิว)  
          ie  (เอีย)   üe  (เยว)    er   (เออร)  an   (อัน)  en   (เอิน) in   (อิน)  
          un  (อุน)   ün   (ยวนิ)  ang  (อัง) eng  (เอิง)   ing   (อิง)   ong  (อง)       
        
          วรรณยุกต์ 

  

    ╴      ˊ       ˇ             ˋ 

 

 

 

 

 

 

 

 

 

การประสมค า 

 

十  四  是  十  四  shí sì shì shí sì 

  

四  十  是  四  十            sì shí shì sì shí 
   

十 四 不是  四 十             shí sì bú shì sì shí 

      

      四 十 不是  十 四             sì shí bú shì shí sì 

  

 

2.词汇课文 

       2.1文具  wén jù   เครื่องเขียน: 
书包    shū bāo        กระเป๋ำนักเรียน, 铅笔 qiān bǐ  ดินสอ, 笔 bǐ ปำกกำ, 
橡皮    xiàng pí        ยำงลบ,     本子 běn zi   สมุด,尺子 chǐ zi ไม้บรรทัด, 

     铅笔盒 qiān bǐ hé กล่องดินสอ,   黑板 hēi bǎn กระดำนด ำ,  
         桌子   zhuō zi         โต๊ะ,       椅子  yǐ zi  เก้ำ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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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กำรใช้  有 yǒu มี กับ 没有 méi yǒu  ไม่มี 
          A ：你有铅笔吗？  nǐ yǒu qiān bǐ ma?   เธอมีดินสอไหม ? 
          B ：我有铅笔。/ 我没有铅笔。         ฉันมีดินสอ / ฉันไม่มีดินสอ 
             wǒ yǒu qiān bǐ. / wǒ méi yǒu qiān bǐ. 

            

        2.2动物  dòng wù  สัตว์: 
  狗 gǒu สุนัข,猫 māo แมว,熊猫 xióng māo หมีแพนด้ำ, 
            兔子 tù ziกระต่ำย,羊 yáng แกะ แพะ,猴子 hóu zi ลิง                                                                                                
                 กำรใช้ประโยค 喜欢 xǐhuān ชอบ,不喜欢 bù xǐhuān  ไม่ชอบ 

    我喜欢猫。wǒ xǐhuān  māo ฉันชอบแมว 
          我不喜欢猫。wǒ bù xǐhuān māo ฉันไม่ชอบแมว 
 

3.句型和会话课文 

 

 3.1 กำรบอกท ำควำมเคำรพในชั้นเรียน 
( ก่อนเข้ำเรียน ) 
 班长  ：同学们起立！   ( หัวหน้ำห้อง  :   นักเรียนทั้งหมดยืนขึ้น  ) 
 bān zhǎng   tóng xué men qǐ  lì    

 同学们 ：老师您好！     ( นักเรียนทั้งหมด  :  สวัสดีครับ/ค่ะ อำจำรย์  ) 
 tóng xué men  lǎo shī nín hǎo 

 老师  ：同学们好，请坐！(  อำจำรย์  :  สวัสดีนักเรียนทุกคน, เชิญนั่งลง ) 
 lǎo sh       tóng xué men hǎo, qǐng zuò 

 同学们 ：谢谢老师！     ( นักเรียนทั้งหมด  :  ขอบคุณครับ/ค่ะ อำจำรย์  ) 
tóng xué men  xiè xie lǎo shī  

( นักเรียนทุกคนนั่งลง )  
( หลังเลิกเรียน ) 
班长  ：同学们起立！   ( หัวหน้ำห้อง  :   นักเรียนทั้งหมดยืนขึ้น  ) 
bān zhǎng   tóng xué men qǐ  lì 

同学们 ：谢谢老师，老师再见！ 

tóng xué men   xiè xie lǎo shī, lǎo shī zài jiàn 

( นักเรียนทั้งหมด  :  ขอบคุณครับ/ค่ะ อำจำรย์,  ไว้พบกันใหม่ครับ/ค่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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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学校   xué xiào   โรงเรียน 
上课 shàng kè เข้ำเรียน,下课 xià kè เลิกเรียน, 回家 huí jiā กลับบ้ำน, 
学校 xué xiào โรงเรียน,楼  lóu อำคำร, ตึก, ชั้น,同学 tóng xué เพ่ือนร่วมชั้น, 
小学生 xiǎo xué sheng นักเรียนประถม,男 nán  ผู้ชำย, 女 nǚ  ผู้หญิง 
 

 3.3    问候 wèn hòu  ค ำทักทำย 
  你好，您好！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 

  认识你我很高兴。  

 

4.文化课文 

 4.1 节日 

 4.2 中国文化 

 

 

   （二）教学目的与重难点  

 

    能阅读拼音，看图片能准确读出相应单词，能进行自我介绍，能灵活使用汉

语问候语（你好、您好、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和认识你我很高兴等），认识中

国文化（春节、中秋节、中国菜、汉字和书法等），能用课文内容进行交际活动。 

     

 

 

 

 

 

 

 

 

 

 

 

 

http://www.google.co.th/url?url=http://www.nuren.com/&rct=j&frm=1&q=&esrc=s&sa=U&ei=rGuYU5S2M8m9ugSj6ICIAw&ved=0CBMQFjAA&sig2=zBOgHjYxFOzgIoazfzrrLw&usg=AFQjCNE747H3l-Z7v6XpxFyhS6RYyrqk3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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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课堂活动案例设计方案 

 

   本论文按照泰国教育部 2008 年基础教育核心教学大纲⑤和泰国诗纳卡琳威洛

大学附属小学的教学大纲
⑥
,分为语音、词汇、句型和会话和文化四个教学课型，

并分别设计了一些课堂活动方案。由于学校的课程目的是“以学生为中心”，课

堂活动必须照顾到学生的兴趣，参照论文第二章中调查问卷的结论，问卷中普遍

认为最合适的活动时长为每个活动的使用时间 1-20 分钟，本论文案例以此为标准

进行设计。 

 

   （一）语音教学课堂活动案例设计方案 

  

    学校汉语语音课文的内容是拼音教学，主要内容为声母、韵母、声调和整体

认读语节。语音教学强调培养学生阅读拼音的能力。根据第二章的调查结果，在

语音课中，被测教师认为唱中文歌曲和绕口令是最为有效的课堂活动。 

    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提倡快乐学习，因为学生是小孩子，自我约束力

较差，在课堂上很自由散漫，很多时候并不是规规矩矩地坐在座位上，很喜欢自

由走动，上课注意力不够集中，所以在课堂活动的设计中必须考虑到活动能否有

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学习热情。 

    泰国也有泰语的绕口令，很多学生都玩过，也非常喜爱，如果用绕口令的活

动教学，能够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绕口令还有很多好处，就是锻炼口才，增强

记忆力，有助于人脑运动区域和语言区域的锻炼，还能培养孩子的反应能力。唱

中文歌曲（随他吧歌）活动也很适合学生。因为泰国学生普遍喜欢听歌和唱歌，

在学校每年的课外活动（年度表演、与日本朋友交流活动和参观农村学校活动）

中都会有歌曲表演，学生对冰雪奇缘的歌曲也非常熟悉，很多学生能够用泰语和

英语演唱，用这个歌曲来教学非常合适。 

    根据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学生的具体特点（如：学生天性好动，精力

充沛，表现欲强，学习能力较强，但性格散漫，不爱朗读，注意力容易分散等），

笔者认为唱中文歌曲和绕口令能够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能够起到积极的教学效

果。因此，语音课的课堂活动设计如下： 

                                                        
⑤
泰国教育部. 2008 年基础教育核心教学大纲[M]. 曼谷：泰国农业合作社联合会印刷工厂，2008. 

⑥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Chinese) of Srinakharinwirot University Prasarnmit Demonstration  

    School (Elementary). School Curriculum-Foreign Language (Chines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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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活动一    拼音游戏（使用 iPad 教学） 

   活动目标：复习拼音，让学生认识并能跟读相关的简单词语。 

    活动教具：iPad和宝宝学拼音的 Apps 

    活动过程：老师在语音课使用 iPad 教学，用宝宝学拼音的 Apps，复习

拼音知识。课文内容是元音、声母、韵母和整体认读音节。学生打开手中的 iPad，

进入在宝宝学拼音的 Apps 界面，在宝宝学拼音的上记录了中国人读拼音的语音，

学生先用 iPad 复习拼音知识，带领学生跟读拼音，之后，让他们玩拼音的游戏：

拼音气球游戏和拼音水泡游戏。老师给学生大约 10 分钟的时间熟悉游戏，然后老

师和学生们一起进行比赛。 

    活动效果：学生复习拼音的知识，能拼读简单词语。学生对拼音学习产

生兴趣，掌握 iPad 的使用技术并能用 iPad 进行自主学习。 

    

2. 活动二     听唱歌（随他吧歌） 

    活动目标：学生能分辨和认读拼音。 

     活动教具：冰雪奇缘歌的视频 

     活动过程：1.老师给学生一张冰雪奇缘的歌词（《随他吧》）。 

                    2.让学生先听两遍《随他吧》歌曲，然后老师教学生读歌

词。 

     3.学生齐读两遍歌词，然后老师打开《随他吧》歌曲，让

学生熟悉歌曲旋律。 

                    4.学生一起唱歌。 

     活动效果：学生能通过拼音读歌词。课堂氛围活跃，学生注意力集中。

让学生感到快乐，觉得汉语不难，认为学汉语很有趣。  

 

3. 活动三     绕口令 

    活动目标：学生能通过拼音认读简单汉字，如：“十、四、是、不”。 

    活动内容：绕口令游戏   

          活动过程：1.老师教学生拼读汉字“十、四、是、不”。 

     2.让学生自己认读“十、四、是、不”。 

                    3.老师教学生玩绕口令游戏，老师先教学生读绕口令的拼

音，带领学生联系拼读，然后组织学生进行读绕口令比赛。 

     活动效果：学生能熟练掌握绕口令中的拼音，发音较为标准。通过游

戏使学生的注意力更为集中，成功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 



31 
 

   （二）词汇教学课堂活动案例设计方案 

  

学校汉语词汇课文的内容是文具词汇和动物词汇，词汇教学要求学生看到文

具和动物图片能准确读出相应单词，能翻译生词的意思，根据第二章调查的的结

果，教师普遍认为应该使用词汇游戏、使用单词卡和词汇记忆比赛的形式来开展

课堂活动。 

泰国的小学生的天性就是爱玩，爱做游戏，教师在教学的时候应该抓住学生

这一特点，并结合教学内容来设计课堂活动。另外在设计游戏活动的时候也要考

虑到游戏是否容易组织，学生能否很快的掌握游戏规则，游戏的内容也应该和学

生的生活联系密切。在本部分的教学活动设计中，笔者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日

常生活，将游戏内容设定为“文具”和“动物”，因为小学生非常喜欢漂亮的文具，

每个星期他们的父母都会给他们买新的文具，在课堂上学生也喜欢把新买的文具

拿给老师和同学看。另外，小学生对动物也非常喜爱，很多学生在家里养了猫、

狗、兔子，他们也非常喜欢羊、熊猫、猴子，很多学生在假期的时候喜欢到动物

园看这些可爱的动物。水果也是学生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他们每天都会吃到。所

以，笔者就采用这些词汇来进行游戏设计。 

 

1. 活动一    我是谁？ 

   活动目标：学生认识文具词汇，能正确读出词汇并知道词汇的意思。 

    活动教具：文具 

    活动过程：1.老师教学生各文具词汇的读音并解释意思。 

    2.老师带领学生复习词汇。老师说一个文具的汉语名称， 

                   学生要拿出那个文具来，谁先拿出来，老师就给谁分数。 

    活动效果：学生能记住文具词汇并对游戏感兴趣。 

    

      2. 活动二    能找到我吗？ 

   活动目标：学生认识文具词汇，能正确读出词汇并知道词汇的意思。 

    活动教具：文具的图片、文具 

    活动过程：1.老师带领学生复习文具的词汇。 

                   2.把学生分为三组，让他们排队。 

                   3.老师把文具的图片贴在在教室墙上，然后老师读出 

                   一个文具的汉语名称，队列最前面的学生要跑步去拿对 

                  面墙上的文具图片，谁先拿到正确的图片，老师就给谁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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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效果：学生能记住文具词汇并对课堂活动感兴趣。 

 

3. 活动二    在哪里？  

   活动目标：学生认识动物词汇，能正确读出并翻译词汇的意思。 

    活动教具：PPT、动物词汇卡 

    活动过程：1.老师教学生动物的词汇的读音并解释意思。 

    2.复习课文，然后老师拿着动物词汇出来，让学生说出中文    

                   读音。 

                   3. 带领学生玩动物词汇的游戏。在动物课文的 

                   PPT中有一个动物词汇的游戏叫“在哪里?”。这是一个拼图 

                   游戏，在拼图的后面有动物的图片，学生要找出动物图片并 

                   读出对应的词汇，先做对的同学可以得到分数。 

    活动效果：学生能记住动物词汇并对汉语教学感兴趣。 

 

 

   （三）句型和会话教学课堂活动案例设计方案 

  

学校汉语句型和会话课文的内容是礼貌用语、自我介绍和问候。句型和会话

教学要求学生能进行自我介绍，能用汉语问候语（你好、您好、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和认识你我很高兴等），根据第二章的调查问卷结果，教师普遍认为在句

型和会话课上，采用分组对话和造句游戏更能调动学生的兴趣。句型和会话教学

的课堂活动应侧重培养学生使用问候和使用简单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 

泰国小学生普遍对汉语语法内容和死记硬背的学习形式不感兴趣，因此句型

和会话学习必须以生动、活泼的方式进行。“词汇排序比赛”和“造句比赛”能够

以竞赛的形式培养学生正确使用词汇的能力。比赛活动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让学生为了得到比赛胜利而主动去学习。“分组对话”的内容为中国人真实的日常

会话内容，“对话”的形式也为学生创造了一个真实的交际语境，学生能够通过角

色扮演来运用课文内容。会话形式是泰国学生非常喜欢的一个形式，每年的年度

表演中都会有角色扮演这类的节目，学生非常乐于参与。因此，句型和会话教学

课堂活动案例设计设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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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活动一    词汇排序比赛  

   活动目标：学生能正确排序简单词汇。 

    活动教具：词汇卡 

    活动过程：1.老师把词汇卡贴在教室的墙上，并打乱排序。 

                   2.学生分组。同一组的学生一起排序词汇，把词汇排列成句， 

                   然后大声读出这个句子，并且翻译句子的意思。哪组先完成， 

                   老师就给哪组加分。   

         活动效果：学生能正确排序词汇，能记住词汇，能记住简单的句子。 

 

      2. 活动二    分组对话  

   活动目标：学生能进行自我介绍，能用汉语进行问候。 

    活动教具：自我介绍和问候的视频。 

    活动过程：1.老师设定两个会话场景，一个是在教室（老师与学生）， 

                   另一个是在操场（我和新朋友）。 

                   2.把学生分为五组，每组五个人。 

                   3.老师用抽标签的形式选择场景，然后叫一组学生来进行 

                   对话。 

    活动效果：学生能运用问候语进行交际，能进行自我介绍。使学生对 

                   课文内容感兴趣。 

                    

 3. 活动二    造句比赛 

   活动目标：学生复习词汇，能造简单的句子。 

    活动教具：PPT、词汇卡    

         活动过程：1.老师给出六个词汇，分别是：我、老师、吃、在、 

                   去和旅游。      

                   2.给学生来抽三个词（一个名词和两个动词）。 

                   3.学生要用抽到的三个词造句，学生造句内容不能重复。 

    活动效果：学生能记住本课生词并能运用这些生词造简单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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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文化教学课堂活动案例设计方案 

  

学校汉语文化课文的内容是认识中国文化（春节、中秋节、中国菜、汉字和

书法等）。根据第二章的问卷调查结果，被试教师们都认为最适合文化教学的课堂

活动是课堂手工活动（比如：书法、国画和剪纸等）。此外，安排与中国文化相关

的游戏活动和观看中国文化相关视频也是选择率比较高的选项。 

因此在本部分文化教学课堂活动的案例设计中，笔者选择了“筷子游戏”“剪

纸”和“书法”。学生都知道中国人吃饭的时候要用筷子来夹饭菜，而且有些学生

在家也用筷子吃饭。学生在体育课上要学打乒乓球，很多学生吃完午饭以后会去

打一会乒乓球。筷子和乒乓球都是学生非常熟悉的事物，因此笔者认为用筷子夹

乒乓球的游戏对学生来说非常合适。笔者选择“剪纸”活动是因为在课堂的前面

墙上有两片中国文化剪纸，每天都有学生问那两片红纸是什么，他们非常好奇，

也非常想自己亲手做一个剪纸。另外，学生上课时注意力容易分散，剪纸能使他

们上课时集中精神也能培养学生手眼协调的能力，还能让学生对中国文化有更多

的体验。说起中国文化，很多学生都会想到书法。很多学生学习汉语的一个原因

是想学习中国书法，因此书法活动也是非常容易引发学生兴趣的课堂活动。 

    笔者将文化教学课堂活动案例设计如下： 

 

1. 活动一    筷子游戏  

   活动目标：让学生了解中国文化；能够熟练使用筷子。 

    活动教具：PPT、中国文化相关视频 

    活动过程：1.给学生播放中国文化相关视频，包括中国节日（春节、 

                   中秋节等）和中国菜。 

                   2.学生分为五组，每组有五个人。 

 3.每组学生发放一双筷子、十个乒乓球和一个碗，然后学生       

 先排好队。 

                   4.学生要轮流夹取乒乓球，最先把乒乓球全部夹到碗里的 

                   一组获胜。 

          活动效果：学生了解相关的中国文化；能够熟练使用筷子。 

 

 2. 活动二    剪纸 

   活动目标：学生了解中国的剪纸文化，学会制作简单的剪纸作品。 

    活动教具：红纸、中国剪纸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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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过程：1.老师教学生关于中国剪纸的知识，给他们看中国剪纸的 

                   相关视频。 

                   2.把学生分为五组，每组五个人。 

                   3.老师给学生一个人分发两张红纸（学生自己准备剪刀）， 

                   每一组发放三个剪纸的样品。 

    4.学生选择最喜欢的两个剪纸样式开始仿剪。 

    5.完成作品的学生展示自己的成果。 

                   6.老师根据作品情况宣布获胜小组名单。 

    活动效果：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喜欢剪纸艺术，让学生在学习中 

                   感受到快乐。 

 

     3. 活动二    书法 

   活动目标：学生了解基本的书法知识，掌握握笔方法，体验书法书写。 

    活动教具：PPT、书法视频、书法用具   

         活动过程：1.老师讲解书法的相关知识，并给学生看中国书法视频。 

                   2.学生分为五组，每组五人。 

 3.给学生一个人发一张纸（学生自己准备毛笔）， 

                   一组发一瓶墨水。 

                   4.学生用毛笔写老师规定的汉字，写完以后展示给老师。 

    活动效果：学生了解基本的书法知识，掌握握笔方法，完成简单的 

                   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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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初级汉语教学课堂活动案例的实施 

 

    根据第二章调查的结果和经验，每种课型教学的内容不一样，所以老师要选

择适合教学内容的课堂活动。笔者选择的课堂活动以游戏活动为主，也包含其他

的课堂活动，例如：做手工、学唱中文歌、绕口令等。活动案例的实施步骤为：

先对学生进行测验，了解学生的知识情况，然后按照课堂活动对六年级四个班的

学生进行教学，教学过程中安排 2-3 个活动。之后，对学生进行测试，考察学生

的掌握情况。以下是初级汉语教学课堂活动案例的实施教案展示： 

          一、语音教学课堂活动 

    在语音教学的课堂活动中有拼音练习的游戏、听唱中文歌和“绕口令”游戏。

2009 年，张泽青在《对外汉语口语教学中的唇齿操练——绕口令》
⑦
中谈到在留

学生汉语口语教学中, 运用中国拼音游戏“绕口令”，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也得到了更好的教学效果。 

 

    教案（一） 

                                                        
⑦
 张泽青.对外汉语口语教学中的唇齿操——绕口令[J].科教文汇(上旬刊)， 2009(11). 

 

 

 教学目标      ：学生认识和了解中文拼音，能阅读拼音的词汇， 

                 了解拼音拼读方法。 

 教具          ：教材、iPad 

 时间          ：2015年 10月 27日:11.00-11.50（三班）， 

                 2015年 10月 27日:13.30-14.20（四班）， 

                 2015年 10月 28日:12.40-13.30（二班）， 

                 2015年 10月 29日:13.30-14.20（一班）     

 课文题目      ：拼音二 

 教学过程   ： 

  一、导入(15分钟)： 

      1.老师用泰语讲授汉语拼音知识并进行讲解考试内容。 

      2.学生进行测验。        

  二、教学过程(2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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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二） 

      1.老师给学生一个人一个 iPad，用 iPad 展示汉语拼音，教拼音 

   的读法，让学生复习拼音课；复习学生在五年级学过的拼音知识。 

      2.让学生用 iPad进入宝宝学拼音的 Apps 学习拼音,内容有拼音的 

   声母、韵母、声调和整体认读音节。 

   3.学生学习完以后,在 iPad中打开拼音游戏（MyCard游戏、 

      拼音气球游戏和拼音气泡游戏）。 

   4.老师和学生用 iPad一起玩游戏，比赛谁获得的分数最多。 

 三、总结(10分钟)： 

            老师总结内容，提问学生本课所学知识。 

 

 教学目标      ：学生认识和了解中文拼音，能拼读词汇、 

                 句子，能阅读简单的短语，了解拼音读法。 

 教具          ：教材、Smart Board、冰雪奇缘中文歌 

 时间          ：2015年 11月 3日:11.00-11.50（三班）， 

                 2015年 11月 3日:13.30-14.20（四班）， 

                 2015年 11月 4日:12.40-13.30（二班）， 

                 2015年 11月 5日:13.30-14.20（一班）     

 课文题目      ：一起唱歌吧! 

 教学过程   ： 

  一、导入(5分钟) 

      1.老师用 Smart Board 打开冰雪奇缘中文歌给学生听。 

      2.听完以后，老师对学生进行提问。       

  二、教学过程(35 分钟)： 

      1.老师给学生一个人一份冰雪奇缘《随他吧》的拼音歌词， 

   老师教学生读随他吧的歌词并翻译歌词的意思。 

      2.学生自己齐读读歌词两次，然后老师和学生一起读 

   《随他吧》歌词。 

   3.老师打开《随他吧》歌给学生听两遍，然后让学生一起唱 

   《随他吧》。 

      4.给学生做练习（选歌词填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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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三） 

 

 

 三、总结(10分钟)： 

            老师提问，然后总结本课内容。 

 

 教学目标      ：巩固学生的汉语拼音知识。 

 教具          ：教材、Smart Board 

 时间          ：2015年 11月 10日:11.00-11.50（三班）， 

                 2015年 11月 10日:13.30-14.20（四班）， 

                 2015年 11月 11日:12.40-13.30（二班）， 

                 2015年 11月 12日:13.30-14.20（一班）     

 课文题目      ：绕口令 

 教学过程   ： 

  一、导入(5分钟) 

      1.老师用 Smart Board 打开拼音游戏“绕口令”。 

      2.问学生玩过了没有?       

  二、游戏(10分钟)： 

      1.老师展示绕口令的内容：“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 

   十四不是四十，四十不是十四”，并为学生示范。 

   2.老师把学生分为三组，排成三行，分组来说绕口令， 

   全部说对的一组获胜。 

 三、进行测试(20 分钟)： 

            老师对每个学生进行测试。 

 四、总结(15分钟)： 

            老师根据本课内容提问，然后总结本课知识，询问学生对教学内容 

   是否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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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词汇教学课堂活动 

 

    词汇教学的课堂活动的目的是使学生能记住生词，并会灵活使用生词。2004
年，周小兵谈到“学习并掌握一种语言的重要内容是词汇，它是对外汉语教学中

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词汇教学能提高学生的汉语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另外，

2009 年，Patchalee Makrachan 在《外语课堂研究（汉语）用活动来记住生词的技

能》中谈到现在汉语课堂教学中不成功的学习者的共性是记不住汉语词汇，根据

第二章调查的结果所以在汉语教学中应该重视学生对词汇的记忆情况。笔者将以

游戏的形式进行课堂活动，具体教案如下： 

 

教案（一） 

 

 教学目标      ：学生认识文具的词汇，能正确读出词汇并理解词汇的意思。 

 教具          ：教材、PPT、Smart Board 

 时间          ：2015年 11月 17日:11.00-11.50（三班）， 

                 2015年 11月 17日:13.30-14.20（四班）， 

                 2015年 11月 18日:12.40-13.30（二班）， 

                 2015年 11月 19日:13.30-14.20（一班）     

 课文题目      ：能找到我吗？ 

 教学过程   ： 

  一、导入(20分钟)： 

      1.老师用泰语讲解考试内容。 

      2.学生进行测验。        

      3.学生做完了测试，老师拿出一笔铅笔，用泰语问学生 

     “你知道吗，这是什么？”学生回答以后，教师就用汉语说“这是铅笔” 

      说完了就把铅笔放下，然后就拿起一本书，就说“这是书”； 

      带领学生复习“这是……”的句型。     

  二、教学过程(25 分钟)： 

      1.老师用 PPT 展示课文，教各个文具的拼音读法， 

      2.复习生词 3-5遍，然后针对生词进行提问，例如拿学生的文具 

      问学生“这是什么？”。 

   3.将学生分为五组，请每组的代表过来，一共五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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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二） 

   4.当老师说出一个文具的名称，作为代表的五名学生要快速跑去台下拿到

正确的物品，最快的同学获胜。然后每组的五位同学依次作为代表来参加比赛。 

 三、总结(5分钟)： 

            老师总结教学内容，询问学生对教学内容是否明白。 

 

 教学目标      ：学生能够认识动物的词汇，能正确读出词汇并翻译词汇 

                 的意思。能通过拼音阅读简单的句子。 

 教具          ：教材、Smart Board、PPT 

 时间          ：2015年 11月 24日:11.00-11.50（三班）， 

                 2015年 11月 24日:13.30-14.20（四班）， 

                 2015年 11月 25日:12.40-13.30（二班）， 

                 2015年 11月 26日:13.30-14.20（一班）     

 课文题目      ：在哪里？ 

 教学过程   ： 

  一、导入(5分钟) 

         老师提问学生“你们见过什么动物？”，谈一谈泰国常见的动物。      

  二、教学过程(40 分钟)： 

    活动过程：1.老师用 PPT展示课文，然后提问学生 

                  “在 PPT上你看见什么动物？”  

    2.老师讲解生词和句型。本课生词有：猫  (māo)、 

                   熊猫  (xióng māo)、兔子  (tù zi)、羊  (yáng)、 

                   猴子  (hóu zi)、狗  (gǒu)，两个句子是“我喜欢……” 

                   和“我不喜欢……”。 

                   3.让学生试着用词汇造句。 

                   4.老师带领学生玩动物词汇游戏。在动物课文的 

                   PPT上有一个动物词汇游戏叫“在哪里?”，是一个拼图 

                   游戏，在拼图的后面有动物的图片，学生要找出动物图片并             

                   读对动物的名称才能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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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三） 

 

 三、总结(5分钟)： 

               老师总结课堂内容，询问学生对教学内容是否明白，让学生一起齐读 

      动物的词汇。 

 

 

 教学目标      ：学生认识文具和动物的词汇，能正确读出词汇并翻译词汇 

                 的意思，能阅读简单的句子。 

 教具          ：教材、Smart Board 

 时间          ：2015年 12月 1日:11.00-11.50（三班）， 

                 2015年 12月 1日:13.30-14.20（四班）， 

                 2015年 12月 2日:12.40-13.30（二班）， 

                 2015年 12月 3日:13.30-14.20（一班）     

 课文题目      ：还记得吗？ 

 教学过程   ： 

  一、导入(5分钟) 

      1.老师用 Smart Board 展示文具和动物的词汇。 

      2.老师提问，检查学生记忆情况。       

  二、游戏(10分钟)： 

      1.将学生分为三组，每组请出一名代表来到教师的前边。 

   2.老师说出一个文具词汇或动物词汇，各代表画出相应内容， 

      第一个人画对的获胜。 

 三、进行测试(20 分钟)： 

            老师对学生进行测试。 

 四、总结(15分钟)： 

            老师讲解测试内容，然后总结本课内，询问学生对教学内容 

   是否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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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句型和会话教学课堂活动 

 

在句型和会话教学的课堂活动中要重点锻炼学生进行自我介绍、用汉语问候

语（你好、您好、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和认识你我很高兴等）进行交际的能

力，根据第二章的问卷调查结果，句型和会话课堂活动最常用的是词汇排序比赛、

分组对话和造句比赛。因此，在教案设计中，笔者采用这三种课堂活动进行教学。 

 

教案（一） 

 

 教学目标      ：学生能造简单的句子并能灵活使用汉语的问候语。 

 教具          ：教材、Smart Board、词汇卡 

 时间          ：2015年 12月 8日:11.00-11.50（三班）， 

                 2015年 12月 8日:13.30-14.20（四班）， 

                 2015年 12月 9日:12.40-13.30（二班）， 

                 2015年 12月 9日:13.30-14.20（一班） 

 课文题目      ：词汇排序和造句比赛 

 教学过程   ： 

  一、导入(20分钟)： 

      1.老师用 PPT 展示问候语，老师与学生用汉语来问候，然后 

      进行小考准备。 

      2.学生进行测验。        

  二、教学过程(25 分钟)： 

      1.老师教学生关于问候语的用法并复习教室礼貌用语。 

   2.老师把问候语词汇卡贴在教室的墙上，随意排序。 

   3.老师把学生分成三组，同组学生合作完成词汇排序，排序好 

      了要一起读出答案并翻译。哪组先完成排序和翻译，就可以得到分数。   

   4.这个游戏结束之后，进行造句比赛，老师给出留个词汇：我、 

      老师、吃、在、去和旅游。 

      5.学生随机抽取三个词（一个名词和两个动词），并用抽取到的三个 

      词汇造句，不能造重复的句子。 

 三、总结(5分钟)： 

            老师总结内容,询问学生对教学内容是否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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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二） 

 

 

 

 

 

 

 

 

 教学目标      ：学生能进行自我介绍，能用汉语问候语进行简单交际。 

 教具          ：教材、Smart Board、自我介绍和问候的视频。 

 时间          ：2015年 12月 15日:11.00-11.50（三班）， 

                 2015年 12月 15日:13.30-14.20（四班）， 

                 2015年 12月 16日:12.40-13.30（二班）， 

                 2015年 12月 17日:13.30-14.20（一班）     

 课文题目      ：分组对话 

 教学过程   ： 

  一、导入(5分钟) 

      老师用汉语来问候学生，学生用汉语自我介绍。 

  二、教学过程(35 分钟)： 

      1.老师教学生关于问候语和自我介绍的基本词汇和句型。 

      2.老师设定两个会话场景，一个是在教室（老师与学生），另一个是在操场

（我和新朋友）。 

      3.把学生分为五组，每组五个人。 

   4.老师用抽标签的形式选择场景，然后叫一组学生来进行对话。 

 

 三、总结(10分钟)： 

            老师提问，了解学生掌握情况，然后总结本课内容，并询问学生对教学 

      内容是否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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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文化教学课堂活动 

 

    在文化教学的课堂活动要强调学生认识中国文化（春节、中秋节、中国菜、

汉字和书法 等），根据第二章调查的结果所以文化教学的课堂活动强调中国节日；

是观看中国节日相关视频，中国文化如：书法、剪纸等。这些活动激发学生的学

习热情，强化他们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促进学生的学习效果。 

 

教案（一） 

 

     

 

 教学目标      ：了解中国剪纸文化和中国节日（春节和中秋节等）。 

 教具          ：教材、Smart Board、PPT、剪纸资料、中国节日视频 

 时间          ：2016年 1月 26日:11.00-11.50（三班）， 

                 2016年 1月 26日:13.30-14.20（四班）， 

                 2016年 1月 27日:12.40-13.30（二班）， 

                 2016年 1月 28日:13.30-14.20（一班） 

 课文题目      ：认识节日，认识剪纸文化 

 教学过程   ： 

  一、导入(15分钟)： 

      1.学生进行测验。 

      2.老师用 PPT 展示中国节日（春节和中秋节）和中国剪纸。        

  二、教学过程(25 分钟)： 

      1.老师给学生展示中国剪纸的样品，给他们看中国剪纸示范视频。 

      2.把分成学生五组，每组有五个人。 

   3.老师给学生一个人两张纸（学生自己准备剪刀），每一组发放三个中国剪

纸的样品。 

   4.学生选择最喜欢的两个中国剪纸样品进行制作。 

      5.学生剪完之后向老师展示作品。 

 三、总结(10分钟)： 

            老师总结本课内容，询问学生对教学内容是否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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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二） 

 

 

 

 

 

 
 

 

 

 

 教学目标      ：了解汉字的基本知识和书法的书写要领，能用毛笔完成简单的 

                 书法作品。 

 教具          ：教材、Smart Board、 PPT、书法视频、书法用具   

 时间          ：2016年 2月 2日:11.00-11.50（三班）， 

                 2016年 2月 2日:13.30-14.20（四班）， 

                 2016年 2月 3日:12.40-13.30（二班）， 

                 2016年 2月 4日:13.30-14.20（一班）     

 课文题目      ：书法 

 教学过程   ： 

  一、导入(10分钟) 

      1.老师向学生展示常见的书法作品图片(春联、福字等)。 

      2.老师讲解书法的基本知识。       

  二、教学过程(35 分钟)： 

      1.老师讲解书法的书写要领，用 PPT 展示中国书法视频。    

      2.老师把学生分成五组，每组有五个人。 

      3.给学生一个人一张纸（学生自己准备毛笔），每组一瓶墨水。 

      4.学生用毛笔完成简单的书法作品，并展示给全班同学看。 

 三、总结(10分钟)： 

            老师对学生进行提问，检查学生书法知识的掌握情况，然后总结本课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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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初级汉语教学课堂活动课文教学的实验检测 

          

    依照论文第二节中调查问卷的结论，笔者将测试内容设计为：测试题目 14-25

题；测试题目类型有选择、连一连、听写、词语排序、对错和填空；各种测试的

总分值各为 50 分；给学生做测试的时长为 10-40 分钟。并针对不同的测试内容，

笔者设计了不同的测试题型。测试题型具体如下： 

        一、语音的测试  

    语音测试的内容是拼音知识，包括声母、韵母、声调和整体认读音节。语音

的测试一共有三个部分： 

 

   （一）填空（10 分）     

    语音测试的填空部分有 5 题，每一题要填两个答案，各个答案是一分，做法

是老师读拼音的声母给学生听，然后作答。 

 

   （二）选择（20 分）  

    语音测试的选择部分有 10 题，每一题是两分，做法是老师读拼音的韵母给学

生听，然后作答。 

 

   （三）判断对错（20分） 

    语音测试的判断对错部分有 10 题，每一题是两分，做法是老师读拼音的整体

认读音节，学生要先听，然后分辨对错，如果认为是对的，就不用修改，如果认

为是错的，要改成正确的答案。 

 

        二、词汇的测试  

    词汇测试的内容是文具词汇和动物词汇，考察学生看到文具和动物的图片后

是否能够准确读出相应单词，并能翻译生词的意思。词汇的测试一共有三个部分： 

 

    （一）选择（10 分） 

    词汇测试的选择部分有 5 题，每一题是两分，做法是学生看图片，然后从上

面选择对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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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画画和翻译（20分） 

    词汇测试的画画和翻译部分有 5 题，每题都以汉字和拼音的方式给出，学生

要根据汉字和拼音的意思在题目下方的空白处画出相应的图画，并写出泰语翻译。

每题四分，画画和翻译各占两分。 

 

    （三）连线（20 分） 

    词汇测试的连线部分有 5 题，每题均包括汉字、图片和拼音三部分。学生要

根据所学知识，将意思相同的汉字、图片和拼音连接在一起。每一题要连两条线，

从汉字连到图片，再从图片连到拼音。每题分值为四分。 

      三、句型和会话的测试 

 

    句型和会话测试的内容是教室的礼貌敬语、词汇排序的方法和问候。句型和

会话的测试一共有三个部分： 

 

   （一）选择（20 分） 

    句型和会话测试的选择部分有 4 题，每一题是五分。测试的内容是教室内的

礼貌敬语对话。学生从给出的选项中选择正确的答案，并在作答处写下汉字和拼

音。每题有五分，写对汉字得三分，写对拼音得两分。 

 

   （二）词汇排序（10分） 

    句型和会话测试的词汇排序部分有 5 题，每题有两分。学生需将给出的词汇

进行排序，并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然后以汉字的形式写在题后的划线处。 

 

   （三）填空（20 分） 

    句型和会话测试的填空部分有 5 题，每题四分。题目以两人对话的形式给出。

学生要用汉字写出对话中的空缺部分。 

 

      四、文化的测试 

 

    文化课文的内容是中国文化，包括春节、中秋节、中国菜、汉字和书法等知

识。文化的测试一共有三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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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填空（10 分） 

    文化测试的填空部分有 5 题，每一题是两分，要求学生用泰语作答。题目内

容为中国传统节日中春节的相关知识。 

 

   （二）连线（10 分） 

    文化测试的连线部分有 5 题，每题均给出汉字、图片和拼音。要求学生将内

容相关的汉字、图片和拼音连接起来。每一题要连两条线，从汉字连到图片，从

图片连到拼音。每题四分。 

 

   （三）选择（30 分） 

    文化测试的选择部分有 15 题，每一题都是两分，测试的内容是中国文化中中

国菜、汉字和书法的相关知识。每一题都有四个选择，要求学生找出正确答案，

并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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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初级汉语教学课堂活动的实验总结 
 

           一、初级汉语教学课堂活动课文教学测试成绩对比分析   

 

    （一）测试成绩展示  

    笔者将测试结果进行了分组统计，将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的六年级一

班、二班、三班和四班的学生分为实验的两个小组。第一组是六年级一班和二班，

每班有二十个人，一共是四十个人。第二组是六年级三班和四班，每班有二十个

人，一共是四十个人。 

    两个小组采取不同的教学手段。第一组（六年级一班和二班）采用无课堂活

动的教学，第二组（六年级三班和四班）采用有课堂活动的教学。分为三个部分：

学生先进行测验再学习的案例、学生先学习后测验的案例和两个案例平均分对比。 

    测试内容分为四个测试：测试一是语音的测试，测试二是词汇的测试，测试

三是句型和会话的测试，测试四是文化的测试。 

 

1. 学生先进行测验再学习的案例 (Pre-test) 

 

 1.1对照组测试的结果 

 

学生 

测试 

测试一（50

分） 

测试二（50

分） 

测试三（50

分） 

测试四（50

分） 

A1 26 25 2 7 

A2 34 22 4 14 

A3 17 26 2 9 

A4 37 44 24 25 

A5 36 44 20 22 

A6 28 34 12 19 

A7 32 24 3 20 

A8 18 26 8 13 

A9 25 42 20 32 

A10 26 28 12 23 

A11 20 12 0 8 

A12 24 22 4 36 

A13 18 4 4 8 

A14 22 14 1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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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 35 18 10 23 

A16 22 14 4 16 

A17 26 8 16 13 

A18 30 32 10 15 

A19 21 20 4 18 

A20 14 12 11 20 

A21 23 14 16 16 

A22 25 30 26 24 

A23 25 47 14 27 

A24 15 26 11 25 

A25 23 19 0 11 

A26 25 38 45 17 

A27 39 40 33 15 

A28 33 14 20 15 

A29 12 25 8 8 

A30 18 16 10 8 

A31 32 38 48 18 

A32 27 20 6 8 

A33 30 15 44 13 

A34 27 36 18 8 

A35 22 4 4 12 

A36 16 32 7 23 

A37 20 16 8 12 

A38 14 6 4 7 

A39 19 46 8 22 

A40 19 2 8 6 

 

    从以上数据来看 A1–A40 代表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六年级一班和二班

小学生的第一组，就是没有课堂活动教学，是普通教学。 

 

1.2实验组测试的结果 

 

学生 

测试 

测试一（50

分） 

测试二（50

分） 

测试三（50

分） 

测试四（50

分） 

A41 21 39 26 21 

A42 14 50 50 30 

A43 30 29 8 24 

A44 41 29 19 23 

A45 23 12 1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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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6 29 42 39 20 

A47 27 40 43 19 

A48 26 37 0 21 

A49 20 12 30 16 

A50 18 15 1 19 

A51 10 20 15 20 

A52 18 26 9 24 

A53 15 10 1 11 

A54 28 43 8 13 

A55 30 50 4 15 

A56 16 22 3 22 

A57 28 46 7 6 

A58 22 4 18 17 

A59 20 14 4 12 

A60 23 8 8 19 

A61 18 38 37 13 

A62 19 30 19 14 

A63 25 28 10 25 

A64 12 11 2 12 

A65 27 30 32 21 

A66 29 24 20 16 

A67 27 24 9 23 

A68 20 35 29 23 

A69 21 25 19 21 

A70 19 22 11 18 

A71 28 28 14 15 

A72 25 10 6 11 

A73 15 12 4 14 

A74 26 8 19 12 

A75 25 24 14 18 

A76 11 8 0 12 

A77 12 19 7 12 

A78 20 34 20 33 

A79 18 18 9 19 

A80 21 14 2 6 

 

 

    从以上来看 A41–A80 代表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六年级三班和四班小

学生的第二组,就是使用课堂活动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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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生学习了进行测验的案例  (Post Test) 

 

2.1对照组测试的结果 

 

学生 

测试 

测试一（50

分） 

测试二（50

分） 

测试三（50

分） 

测试四（50

分） 

A1 42 45 27 50 

A2 42 50 47 50 

A3 41 47 48 48 

A4 48 50 48 46 

A5 48 50 50 48 

A6 43 50 32 48 

A7 40 46 32 44 

A8 48 50 43 50 

A9 49 50 50 48 

A10 45 46 45 50 

A11 37 46 17 44 

A12 46 50 50 50 

A13 35 24 13 31 

A14 40 46 40 46 

A15 41 50 39 48 

A16 39 45 37 44 

A17 46 49 49 50 

A18 41 49 42 48 

A19 38 50 50 50 

A20 44 50 43 50 

A21 48 50 47 48 

A22 50 50 49 48 

A23 48 49 49 46 

A24 40 50 37 50 

A25 42 50 45 48 

A26 50 50 49 48 

A27 50 50 50 50 

A28 42 49 35 48 

A29 43 49 40 44 

A30 43 45 26 41 

A31 50 50 49 50 

A32 45 49 47 40 

A33 36 46 49 44 

A34 46 50 41 47 



53 
 

A35 31 29 19 45 

A36 45 48 47 49 

A37 42 41 29 45 

A38 17 34 27 38 

A39 45 50 49 46 

A40 47 38 44 48 

 

 

    从以上来看 A1–A40 代表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六年级一班和二班小学

生的第一组，就是没有课堂活动教学，是普通教学。 

 

 

2.2实验组测试的结果 

 

学生 

测试 

测试一（50

分） 

测试二（50

分） 

测试三（50

分） 

测试四（50

分） 

A41 41 46 48 45 

A42 45 50 50 48 

A43 50 50 43 48 

A44 46 50 50 50 

A45 40 46 39 40 

A46 50 49 49 48 

A47 49 49 47 48 

A48 50 50 47 48 

A49 49 50 47 48 

A50 43 50 39 48 

A51 42 48 49 46 

A52 34 40 48 48 

A53 49 42 50 48 

A54 44 50 43 48 

A55 45 50 49 48 

A56 44 50 45 50 

A57 46 50 49 50 

A58 46 50 50 50 

A59 48 50 45 47 

A60 44 46 48 48 

A61 50 50 50 50 

A62 47 46 46 50 

A63 48 50 50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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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4 45 40 47 49 

A65 50 50 50 50 

A66 46 50 49 48 

A67 48 50 50 48 

A68 50 50 50 46 

A69 47 50 50 48 

A70 49 50 49 50 

A71 43 50 43 46 

A72 42 49 46 46 

A73 47 50 46 46 

A74 49 50 49 48 

A75 50 50 49 46 

A76 48 46 48 46 

A77 40 42 41 46 

A78 50 46 50 48 

A79 50 50 49 46 

A80 50 50 50 48 

 

 

    从以上来看 A41–A80 代表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六年级三班和四班小

学生的第二组，就是用课堂活动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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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两个案例平均分对比 

 

    本文题目是针对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初级班展开的课堂活动辅助汉语

教学有关的实验研究。测验结束后，笔者把成绩来对比分析,实验的结果是 

 

学生组 项目内容 

学生先进行测验 

再学习的案例  

(Pre-test) 

学生学习了进行测验

的案例 

(Post-test) 

N X  S.D N X  S.D 

对照组测试

的结果 

语音的测试 40 24.37 6.86 40 42.825 6.13 

词汇的测试 40 23.87 12.49 40 46.75 5.88 

句子和会话 

的测试 
40 13.10 11.90 40 40.75 10.10 

文化的测试 40 16.25 7.26 40 46.65 3.88 

实验组测试

的结果 

语音的测试 40 66.22 2..7 40 52.67 6.22 

词汇的测试 40 65.27 .6.21 40 53.62 6.33 

句子和会话 

的测试 
40 .5.27 .6.26 40 52.56 6.17 

文化的测试 40 .2.76 5.87 40 52.76 2.08 

 

    以上数据中“N”代表学生的数量，“”代表学生分数的平均值，“S.D.

（Standard Deviation）”代表学生成绩的标准差。 

    学生先进行测试再学习的案例测试结果如下： 

    在语音的测试中第一组的平均成绩为 24.37，在词汇的测试中第一组的平均成

绩是 23.87，在句型和会话的测试中第一组的成绩平均是 13.10，在文化的测试中

第一组的成绩平均是 16.25。 

    在语音的测试中第二组的成绩平均是 22.67, 在词汇的测试中第一组的成绩平

均是 24.75，在句型和会话的测试中第一组的成绩平均是 14.75，在文化的测试中

第一组的成绩平均是 17.52。 

    学生先学习后测验的案例测试结果如下： 

    在语音的测试中第一组的成绩平均是 42.825，在词汇的测试中第一组的成绩

平均是 46.75，在句型和会话的测试中第一组的成绩平均是 40.75，在文化的测试

中第一组的成绩平均是 46.65。 

    在语音的测试中第二组的成绩平均是 46.35, 在词汇的测试中第一组的成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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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是 48.37，在句型和会话的测试中第一组的成绩平均是 47.42，在文化的测试中

第一组的成绩平均是 47.52。 

    学生先学习后测试的案例测试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组学生在学习之前语音、

词汇、句型和会话、文化方面的成绩相差不大，可以认为两组学生的成绩水平相

当。 

    在学生先学习后测试的案例测试成绩和学生先进行测试再学习的案例测试成

绩的比对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组的学生在语音测试中平均分的提高值为

18.455，在词汇测试中平均分的提高值为 22.88，在句型和会话测试中平均分的提

高值为 27.65，在文化测试中平均分的提高值为 30.4.第二组的学生在语音测试中平

均分的提高值为 23.68，在词汇测试中平均分的提高值为 23.62，在句型和会话测

试中平均分的提高值为 32.67，在文化测试中平均分的提高值为 30。 

  

   （二）测试成绩分析  

 

    1.语音的测试 

    测试的目的是考察学生阅读拼音的能力。测试的满分是 50 分，及格分数是 25

分。对照组的人数是 40 个人，49 个学生及格，有 1 个人不及格，学生最高分是满

分 50 分有 4 个人，最低分是 17 分，平均分是 42.825，相对于授课前的成绩提高

了 18.455，成绩的标准差为 6.13，相对于授课前的成绩标准差值降低 0.73。实验

组的人数是 40 个人，每个学生都达到了及格分数，学生最高分是满分 50 分有 10

个人，最低分是 34 分，平均分是 46.35，相对于授课前的成绩提高了 23.68，成

绩的标准差为 3.66，相对于授课前的成绩标准差值降低 3.49。 

 

    2.词汇的测试 

    测试的目的是考察学生准确读出相应单词的能力。测试的满分是 50 分，及格

是 25 分。对照组的人数是 40 个人，49 个学生及格，有 1 个人不及格，学生最高

分是满分 50 分有 19 个人，最低分是 24 分，平均分是 46.75，相对于授课前的成

绩提高了 22.88，成绩的标准差为 5.88，相对于授课前的成绩标准差值降低 6.66。

实验组的人数是 40 个人，每个学生都达到了及格分数，学生最高分是满分 50 分

有 26 个人，最低分是 42 分，平均分是 48.37，相对于授课前的成绩提高了 23.62，

成绩的标准差为 2.88，相对于授课前的成绩标准差值降低 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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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句型和会话的测试 

    测试的目的是考察学生用汉语进行自我介绍的能力，包括汉语问候语（你好、

您好、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和认识你我很高兴等）。测试的满分是 50 分，及

格是 25 分。对照组的人数是 40 个人，47 个学生及格，有 3 个人不及格，学生最

高分是满分 50 分有 4 个人，最低分是 12.5 分，平均分是 40.75，相对于授课前的

成绩提高了 27.65，成绩的标准差为 10.1，相对于授课前的成绩标准差值降低 1.2。

实验组的人数是 40 个人，每个学生都达到了及格分数，学生最高分是满分 50 分

有 10 个人，最低分是 39 分，平均分是 47.42，相对于授课前的成绩提高了 32.67，

成绩的标准差为 3.05，相对于授课前的成绩标准差值降低 12.62。 

 

    4.文化的测试 

    测试的目的是考察学生的中国文化知识，包括春节、中秋节、中国菜、汉字

和书法等知识。测试的满分是 50 分，及格是 25 分。对照组的人数是 40 个人，50

个学生及格，学生最高分是满分 50 分有 11 个人，最低分是 31 分，平均分是

46.65，相对于授课前的成绩提高了 30.4，成绩的标准差为 3.88，相对于授课前

的成绩标准差值降低 3.38。实验组的人数是 40 个人，每个学生都达到了及格分数，

学生最高分是满分 50 分有 8 个人，最低分是 42 分，平均分是 47.52，相对于授课

前的成绩提高了 30，成绩的标准差为 2.08，相对于授课前的成绩标准差值降低

3.79。 

    由此可以看出，实验组在语音测试、词汇测试和句型和会话测试中成绩的提

高值相对于第一组的成绩提高值要高很多，超出值分别为：5.225、0.74、5.02，

而在文化测试中则是对照组成绩的提高值略高，超出值为 0.4。这说明采用课堂活

动的教学效果要比无课堂活动的教学效果要好得多。也就说明课堂活动在诗纳卡

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初级班的汉语教学中是有效的。 

    另外，在教学中除了考虑到学生的整体成绩的提升，也必须关注学生成绩的

差值(即成绩标准差)。学生的成绩标准差反映了学生水平的差距，标准差越小说

明学生的水平差距越小。在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初级班的汉语教学中，贯

彻“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必须兼顾每一个学生的汉语学习情况，尽量做到让

每个学生都学得会，都能获得知识和技能的提高。所以，在对照组和实验组的数

据比对中，标准差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项。 

    对照组的两次测试中，语音测试的标准差值由 6.86 降到了 6.13，词汇测试中

标准差值由 12.49 降低到了 5.88，句型和会话测试中标准差值由 11.3 降低到了

10.1，文化测试中标准差值由 7.26 降低到了 3.88。实验组的两次测试中，语音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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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的标准差值由 7.15 降到了 3.66，词汇测试中标准差值由 12.6 降低到了 2.88，

句型和会话测试中标准差值由 12.62 降低到了 3.05，文化测试中标准差值由 5.87

降低到了 2.08。从数据可以看出，实验组标准差值比对照组的标准差值降低的幅

度要大很多，分别多出 2.76、3.06、8.37 和 0.41。这表示实验组的教学情况能够

有效缩减学生的水平差异，也就侧面反映出，学生在有课堂活动的教学中，能够

调动成绩较差的学生的学习兴趣，使这部分学生的成绩有效提升。 

    这个结果反映出使用课堂活动教学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能够兼

顾到不同水平的学生，并使学生的成绩普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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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初级汉语教学课堂活动课文教学实际情况反馈  

 

    为辅助前文中针对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六年级学生汉语初级班开展的

课堂活动辅助汉语教学的有关实验研究。测验结束后，笔者对诗纳卡琳威洛大学

附属小学六年级的小学生做了问卷调查，收集学生对于教学实际情况的反馈。 

   （一）调查的对象  

    调查问卷的对象为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六年级一班、二班、三班和四

班的学生，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一共有 80 人。 

  

   （二）调查的内容和结果  

 

    笔者将调查问卷的内容及结果以表格的形式展示如下： 

 

    1.调查对象的基本资料 

 

项目内容 选项 人数 
占总比例

（%） 

性别 
男生 28 35% 

女生 52 65% 

年龄 

7-9岁 0 0% 

10-12岁 80 100% 

12 岁以上 0 0% 

年级 

4年级 0 0% 

5年级 0 0% 

6年级 80 100% 

学习汉语的时间 

1年以下 40 50% 

1-3年 33 41.25% 

4-5年 5 6.25% 

6年以上 2 2.5% 

你是华裔吗？ 
是 60 75% 

不是 20 25% 

你的家庭用汉语说话吗？ 
用 21 26.25% 

不用 59 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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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查内容及结果 

 

项目内容 选项 人数 
占总比例

（%） 

1.你喜欢汉语吗？ 

喜欢 63 78.75% 

不喜欢 4 5% 

其他 13 16.25% 

2.你为什么学习汉语？ 

喜欢汉语 24 30% 

有课堂活动 37 46.25% 

未来汉语很有用 51 63.75% 

是华裔 20 25% 

跟父母的意愿 15 18.75% 

跟随同学学习 4 5% 

其他 1 1.25% 

3.你喜欢什么教学方法？ 

重复练习 4 5% 

朗读课文 6 7.5% 

做课堂活动 70 87.5% 

用媒体教学 31 38.75% 

其他 5 6.25% 

4.你喜欢做课堂活动吗？ 

喜欢 75 93.75% 

不喜欢 2 2.5% 

其他 3 3.75% 

5.你认为应该采用新技术手

段教学吗？ 

应该 74 92.5% 

不应该 2 2.5% 

其他 4 5% 

6.你认为在中文课应该用课

堂活动教学吗？ 

应该 79 98.75% 

不应该 0 0% 

其他 1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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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内容 选项 人数 
占总比例

（%） 

7.如果用课堂活动教学的

话，你认为在一节课（50分

钟）中应该用课堂活动几分

钟？ 

 

1-10分钟 1 1.25% 

11-20分钟 14 17.5% 

21-30分钟 18 22.5% 

31-40分钟 16 20% 

41-50分钟 31 38.75% 

其他 0 0% 

8.你喜欢什么样的 

课堂活动? 

 

单独做       3 3.75% 

两个人一起做   21 26.25% 

分小组做 55 68.75% 

其他 1 1.25% 

9.你喜欢什么活动形式？ 

课堂游戏 46 57.5% 

手工活动 37 46.25% 

唱中文歌 12 15% 

分组比赛 37 46.25% 

观看视频电影 36 45% 

其他 4 5% 

10.在中文课中你最喜欢哪种

课文？请根据喜欢程度，在

数值 1-4中进行选择 

语音课：选 1 16 20% 

语音课：选 2 19 23.75% 

语音课：选 3 25 31.25% 

语音课：选 4 20 25% 

词汇课：选 1 10 12.5% 

词汇课：选 2 22 27.5% 

词汇课：选 3 20 25% 

词汇课：选 4 28 35% 

句型和会话课：选 1 11 13.75% 

句型和会话课：选 2 30 37.5% 

句型和会话课：选 3 26 32.5% 

句型和会话课：选 4 13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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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内容 选项 人数 
占总比例

（%） 

 

文化课：选 1 42 52.5% 

文化课：选 2 9 11.25% 

文化课：选 3 10 12.5% 

文化课：选 4 19 23.75% 

11. 在语音课文中你最喜欢

哪种课堂活动？请根据喜欢

程度，在数值 1-3中进行选

择。 

 

听歌：选 1 35 43.75% 

听歌：选 2 35 43.75% 

听歌：选 3 10 12.5% 

唱歌：选 1 13 16.25% 

唱歌：选 2 26 32.5% 

唱歌：选 3 41 51.25% 

绕口令：选 1 32 40% 

绕口令：选 2 19 23.75% 

绕口令：选 3 29 36.25% 

12.除了以上的课堂活动以

外，你认为在语音课文还有

其他合适的课堂活动吗？ 

有 17 21.25% 

没有 63 78.75% 

其他 0 0% 

13.在词汇教学中你最喜欢

哪种课堂活动？请根据喜欢

程度，在数值 1-2中进行选

择。 

使用单词卡：选 1 12 15% 

使用单词卡：选 2 68 85% 

词汇游戏：选 1 68 85% 

词汇游戏：选 2 12 15% 

14.除了以上的课堂活动以

外，你认为在词汇教学中还

有其他合适的课堂活动吗？ 

有 25 31.25% 

没有 55 68.75% 

其他 0 0% 

15.在句型和会话教学中你

最喜欢哪种课堂活动？请根

据喜欢程度，在数值 1-2中

进行选择。 

分组对话：选 1 46 57.5% 

分组对话：选 2 34 42.5% 

造句游戏：选 1 34 42.5% 

造句游戏：选 2 46 57.5% 

16.除了以上的课堂活动以

外，你认为在句型和会话教

学中还有其他合适的课堂活

动吗？ 

有 15 18.75% 

没有 65 81.25% 

其他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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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内容 选项 人数 
占总比例

（%） 

17.在文化课文中你最喜欢

哪种课堂活动？请根据喜欢

程度，在数值 1-3中进行选

择。 

书法：选 1 40 50% 

书法：选 2 29 36.25% 

书法：选 3 11 13.75% 

剪纸：选 1 20 25% 

剪纸：选 2 33 41.25% 

剪纸：选 3 27 33.75% 

观看中国文化相关视频： 

选 1 
20 25% 

观看中国文化相关视频： 

选 2 
18 22.5% 

观看中国文化相关视频： 

选 3 
42 52.5% 

18.除了以上的课堂活动以

外，你认为在文化教学中还

有其他合适的课堂活动吗？ 

有 20 25% 

没有 60 75% 

其他 0 0% 

19.你认为采用课堂活动教

学对你的成绩提升是都有

效？ 

没效果 0 0% 

差 0 0% 

一般 6 7.5% 

好 36 45% 

很好 38 47.5% 

其他 0 0% 

20.你未来还学习汉语吗？ 

学 71 88.75% 

不学 4 5% 

其他 5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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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调查的小结 

 

    综上所述，在对照组学生和实验组学生的调查问卷中，学生组的基本资料为：

一共有 80 个人，分为男生 28 个人，女生 52 个人，他们的年龄都是 10-12 岁，都

在六年级。学生学习汉语的时间不一样， 80 个学生中有 40 个学生学习汉语时间

是 1 年以下，有 33 个学生学习汉语了 1-3 年，有 5 个学生学汉语了 4-5 年，另外，

有 2 个学生学习了 6 年以上。75%的学生是华裔，但只有 26.25%的学生在他们的家

庭中用汉语交流。   

    在调查问卷的内容中大部分（78.75%）的学生喜欢汉语，少数学生不喜欢汉

语，也有 16.25%的学生选择其他选项。大部分的学生学习汉语的理由是他们认为

未来汉语很有用和在汉语教学中有课堂活动，其次的理由是喜欢汉语，以及是华

裔，但是有些学生学习汉语是因为依照父母的意愿或者跟随同学学习。学生最喜

欢的教学方法为课堂活动教学，其次是用媒体教学，再次是朗读课文、重复练习。

93.75%的学生喜欢做课堂活动，因为课堂活动使他们对课文感兴趣，减少紧张感，

提高他们记忆词汇的技能，使他们很快掌握知识，使学生与学生的关系更密切。

学生不太喜欢的教学方式为抄写词汇。学生认为应该使用新技术手段教学，因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络和电子设备已经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包括小学生，

绝大多数的学生能够使用手机、电脑、iPad 等终端设备进行娱乐和学习。学生普

遍认为，采用新的技术手段进行教学能够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使他们更容易了

解课文内容，更容易找到资料、信息。也有少数学生认为新的技术手段可能会造

成学生的注意力分散，会浪费学习时间。98.75%的学生认为在中国课堂应该用课

堂活动进行教学，也有一个学生认为有的课应该用，有的课不应该用，如果每次

都用就会浪费教学时间。在使用课堂活动教学的时间上，认为应该 41-50 分钟的

学生占的比例最高。在课堂活动的组织形式上，68.75%的学生喜欢小组协作的课

堂活动。学生最喜欢活动的形式是课堂游戏（57.5%），其次是分组比赛（46.25%）、

手工活动（46.25%）和观看电影和视频（45%）。也有学生提出应该设置做中国菜

的活动。 

    在中文课中学生最喜欢的教学内容是文化课，其次是语音课，再次是词汇和

句型课和会话课。在语音课中，学生最喜欢的课堂活动是听歌活动，其次是绕口

令活动，再次是唱歌活动。在词汇课中，学生最喜欢的课堂活动是词汇游戏，只

有少数学生（15%）喜欢使用单词卡的教学方式。在句型和会话课中，学生最喜欢

的课堂活动是分组对话活动，其次是造句游戏的活动安排。在文化课中，学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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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的课堂活动是书法活动，其次是剪纸活动，再次是观看中国文化相关视频的

活动。另外，大部分的学生认为采用课堂活动教学对他们成绩的提升起到了很好

的效果。 

    调查问卷结果也显示出，88.75%的学生未来还想要学习汉语。有 5%的学生未

来不学习汉语了，原因是他们的家庭已经有了中文环境，也有学生表示想学别的

语言。在调查过程中笔者也了解到学生普遍认为汉语是一种很重要的语言，以后

会很有用，他们想用汉语和中国人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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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结论 

 
    一、研究结论     

 

    语言教学过程和教学活动有四大环节：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语

言测试。在课堂教学环节中，课堂活动是重要的组成部分。Somkid Soynam（1999）

在《General methods of teaching》中谈到课堂活动很重要，能够对教学起到有

效的辅助作用，如果教师合理地使用课堂活动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使他们更容易地理解课文内容
⑧
。笔者也通过实验中对照组和实验组的成绩差别可

以看出，诗纳卡琳威洛大学附属小学初级汉语教学中合理的课堂活动能够有效激

发泰国小学六年级学生的学习热情，能够活跃课堂气氛，能够使学生在快乐、轻

松的氛围下学习语言知识，对学生汉语水平的提升有巨大的辅助作用。因此，在

泰国初级汉语教学中，采用课堂活动来辅助教学是非常必要的。    

    本论文研究一共有四类课堂活动，分别为语音的课堂活动、词汇的课堂活动、

句型和会话的课堂活动和文化课堂活动。笔者选用了 12 个课堂活动，有拼音游戏

（使用 iPad 教学）、听唱歌（随他吧歌）、绕口令、 “我是谁？”、“你能找到我

吗？”、“在哪里？”、词汇排序比赛、分组对话、造句比赛、筷子游戏、剪纸和书

法。从活动的性质来开，大部分活动属于游戏活动，因为学生对游戏活动很感兴

趣。课堂活动中采用了多种多媒体技术，如：iPad、Smart Board、PPT(Power 

Point) 等。每个课堂活动都征求了校长、主任和其他汉语教师的意见，也参考了

学生的建议。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学生对于不同的课堂活动的接受情况是

不同的，不同的课型适合采用不同的课堂活动。在语音课中，学生最喜欢的课堂

活动是听歌活动，其次是绕口令活动，再次是唱歌活动。在词汇课中，学生最喜

欢的课堂活动是词汇游戏，只有少数学生（15%）喜欢使用单词卡的教学方式。在

句型和会话课中，学生最喜欢的课堂活动是分组对话活动，其次是造句游戏的活

动安排。在文化课中，学生最喜欢的课堂活动是书法活动，其次是剪纸活动，再

次是观看中国文化相关视频的活动。 

    在泰国小学初级汉语教学中，大部分的学习者汉语学习时间较短，并且很多

学生认为汉语很难学，因此教师必须注意自己使用的教学法，将汉语学习变得更

容易一些，在采用教学活动时必须要考虑到学生的兴趣和接受水平，在完成教学

目标的同时也要关注学生的心理情况，避免学生对汉语产生抵触情绪。通过对比

                                                        
⑧

  สมคิด สร้อยน้ ำ. หลักกำรสอน[D]. อุดรธำน:ี คณะครศุำสตร์ สถำบันรำชภัฏอุดรธำนี, 1999. 



67 
 

实验中对照组和实验组成绩标准差的数值变动，可以看出，采用了合理的课堂活

动能够有效减少班级成绩的标准差值。也就是说，采用课堂活动能够使学习成绩

较差的学生学会课堂的教学内容，减少不同水平学生的成绩差距。这样也就能意

味着采用课堂活动的教学模式能够减少教学内容的难度，使汉语学习变得更容易。 

 

 

 二、启示 

 

目前的泰国的主流教学理念是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只是引导学生，让学生自

己学习，自己解决问题。根据 Bloom 的理论，现在泰国教育部推出“Moderate 

Class，More Knowledge”政策，提倡教师减少灌输式教育，增加更多学生实践的

机会，培养学生使用外语进行交流沟通的能力，从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⑨
。有效

的教学不是老师单方面传授知识，也要让学生能够自己分析，能够把知识应用到

生活中。采用有效的课堂活动能够将课文中语言知识转化为形象、有趣的活动，

学生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不仅学到了知识，也增长了语言运用能力。课堂活动

包含语言运用的环节，提供了一个让学生在课堂实践的机会，通过课堂活动，学

生能够更清楚地了解所学的知识，也能运用所学的知识。在课堂活动中，以学生

为主导，教师只进行必要的协助和指导，学生通过完成活动中的任务来学习语言

知识，这个过程也是学生进行语言实践的过程。 

目前，汉语教学不是只朗读课文和写汉字，也要用多媒体来教学生，随着科

技的发展和普及，很多学生已经能够熟练使用网络和多媒体设备，大部分学生对

教师使用新技术手段教学很感兴趣。因此，将新技术手段加入到课堂活动中不仅

能够使课堂活动的形式更加丰富，也能使促进课堂活动的顺利开展。鲁本·普特

杜拉博士的 SAMR 模型便是提倡使用 iPad 教学。在本论文的活动设计中，笔者将新

技术手段运用到课堂教学，尤其是课堂活动中。通过实际教学感受和成绩测验，

笔者发现运用 iPad 能够有效辅助课堂活动，使课堂活动更加丰富有趣，使学生成

绩得到提升。 

 

 

 

 

                                                        
⑨

 กระทรวงศึกษำธิกำร. รำยงำนกำรติดตำมและประเมินผลกำรใช้หลักสูตรสถำนศึกษำ[M]. กรุงเทพฯ: กรมฯ,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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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的局限性和不足 

 

限于笔者的水平和精力，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首先，由于

调查规模的限制，调查问卷和实验检测部分的结果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次，

调查问卷中，关于课堂活动设置的相关问题还不够详细，部分问题主观性较强，

导致论文的结论还不够客观准确。最后，限于笔者的中文水平，部分内容在表述

上不够严谨、清晰，希望您能够理解和包涵。 

汉语教学中的课堂活动设计是一个值得不断研究的课题，我会继续努力，坚

持研究和探索，同时，也希望广大的专家和学者对本论文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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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一、语音教学课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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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唱歌活动（“随他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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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词汇教学课堂活动 

 

 

 

 

 

 

 

 

 

 

 

 

 

 

 

 

“找到我吗？”活动 

 

 

 

 

 

 

 

 

 

 

 

 

 

 

                                                    

 

 

 

                                                 

 

“在哪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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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句型和会话教学课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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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文化教学课堂活动 

 

 

 

 

 

 

 

 

 

 

 

 

                                                                                                         

 

 

 

 

 

 

 
                                                                                                   剪纸 

 

 

 

 

 

 

 

 

 

                                                                                             

 

 
                                                                          书法 

 

  

 

 

 

 



88 
 

附录三 
 

   一、语音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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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词汇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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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句型和会话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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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文化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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