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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is the most used language in the world, along with the rising of 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ailand is closer, Chinese becoming the most 
popular language to learned in Thailand. How to make Chinese class more interesting, 
how to attract more foreign student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learn Chinese, how to 
develop their Chinese learning habit, has now become a research practice subjec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pay attention to understand Chinese’s culture. In order 
to enhance students' ability to talk and have the interest to learning. The writer 
experimenting using Chinese for storytelling, to improve student’s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y. Experiments shows that this method is very effective. So 
this study been chosen by Satit Bangna school, to test and verify that storytelling 
method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Chinese language communication. 
 The first chapter discusses the background and purpose of this topic, the existing 
research status, methods and contents of this paper. The second chapter through 
the inspection to find out the existence of the problem learning Chinese of Satit 
Bangna School’s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The third chapter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storytelling theory of teaching origin and development, the main content of 
storytelling. The fourth chapter is to develop the teaching plan of the storytelling, 
formulated and put forward the practical curriculum model which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the story, design the lesson book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tory telling 
teaching method. The fifth chapter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the effect of story 
telling teaching method, including the success and deficiency of story telling teaching 
method, and put forward the perfect measures of story telling teaching method in 
Chinese teaching. In this paper, this method is used to develop the specific teaching 
instruction plan used in the class. Hopefully, these programs will play an active role 
in Chinese teaching.   
 
Keywords: Storytelling teaching method, Thailand, Assist teaching  



III 
 

故事教学法在汉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以曼谷莎缇挽那学校的初中学生为例 
 

孙佳慧  586042 
文学硕士学位 (汉语教学) 

指导教师：李志艳 博士 

 

摘 要 
 

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而随着中国的崛起，中泰两国的往

来越来越密切，汉语成为泰国最热门的学科之一。中国文化如今对世界影响巨

大，因此，如何使汉语课堂更加生动有趣，如何提高学生学习汉语的主动性与

积极性，如何在汉语课堂上有效提高学生的汉语听、说、读、写能力，现今已

成为一个研究实践课题。 

为使学生明确自己的学习动机，引起学习汉语的兴趣，提高汉语听说读

写的能力，笔者进行了汉语“故事教学（Storytelling）”法的实验。因此，本研

究选择曼谷莎缇挽那学校的初中学生进行了实验，通过实验我们发现，曼谷莎

缇挽那学校初中学生的汉语综合能力得到了明显提高，从而验证了故事教学法

是适用于泰国中小学汉语课堂的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 

第一章论述了本文选题的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以及研究目的和意义。第

二章通过对曼谷莎缇挽那学校的初中学生汉语学习现状进行考察，找出曼谷莎

缇挽那学校初中学生汉语学习存在的问题。第三章通过研究故事教学法的理论

起源与发展、故事教学法的主要内容，来证实故事教学在曼谷莎缇挽那学校初

中汉语教学中的适用性。第四章在遵循故事教学法改编原则的基础上根据教材

内容进行改编，制定故事教学的教学方案。第五章通过问卷调查，研究故事教

学法在曼谷莎缇挽那学校的初中汉语教学运用中的效果，包括故事教学法运用

的成功与不足，并提出了故事教学法在汉语教学中的完善措施。本研究把故事

教学法运用于泰国初中汉语教学，希望所研究的方案对泰国的中小学汉语教学

有所启发。 

 

关键词：故事教学法  泰国  辅助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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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节 选题缘由  

中国是文明古国，屹立于世界东方几千年，他的文化正以不可阻挡地形

式影响着世界。而当今社会，中国对外交往迅猛发展，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

人学习中国的文化和语言。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如何提高学生学习汉语的主动

性与积极性，如何在汉语课堂上有效提高学生的汉语听、说、读、写能力，现

今已成为一个研究实践课题。 

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重在提高学生的听、

说、读、写能力，这也是其根本目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重在通过组织活动

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实现教育目标以及把握教育方向。但是，目前泰国的

汉语教学仍存在很多问题，比较明显的就是教学方式使用不当，在泰国，教师

上汉语课基本上采用以教师和教材为主的满堂灌授课形式。虽然满堂灌的高压

授课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能使学生掌握在课堂上学的知识，但是由于缺乏举一反

三的训练过程，他们学到的知识很多也仅是“过过脑子”，无法长期记忆学过的

内容，这就出现了“记得快，忘得更快”的结果。而如何让泰国学生在课堂上、

在愉悦中吸收到汉语知识，如何让学生真正爱上汉语，执教的老师负有重大的

责任与使命，除了老师本身需要很高的素养之外，教学方法的选择也是重中之

重，而在所有的教学方法中，故事教学法是成效颇明显的一种教学方法，是一

种利用故事的通俗易懂性和独特吸引力来完成相应的教学目的的一种授课方法。 

我们知道汉字是一种方块文字，汉语是一门有难度的语言，对于把它当

作第二语言来学习的学习者来说，汉语的学习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对于教

师而言教学方法选择的恰当与否直接影响着学生对于汉语学习的态度和兴趣。

现在泰国很多学校都开设有汉语课程，但很多学生仅是把它当做一种任务来学

习，学习动机不明确，这就更难调动起学生汉语学习的兴趣了。因此，如何选

择一种教学方法使学生在快乐中学到汉语知识，对授课教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

挑战。笔者认为，在汉语学习的初级阶段，要提高泰国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

合适的教学方法很重要，而这个方法又必须是有趣味的同时能够让学生系统的

掌握汉语基础知识。就上述个角度考虑，以讲故事为手段的故事教学法，即教

学过程中通过穿插相应的文化内容、综合语言知识点来进行汉语教学，是一种

能有效提升学生学习兴趣的好方法。课堂上，老师通过创设情境，让学生在可

以直视的环境下接触相关的文化内容，对教学效果有着积极影响的作用。在课

堂授课过程中，以故事教学为中心，围绕这一个中心进行角色分配，给学生安

排任务，让学生在互动中学习故事中的语言、语法、知识点，从而在无形中影

响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动机。也就是说，“在有限的教室环境中，通过故事为中心

的教学法，为学生创造一种能够自然沟通的环境，并且给学生提供能动地使用

相关第二语言的机会”
1。从这里可以看出故事教学法在汉语教学中是一种可应

                                                        
1
南宫智仙.故事教学法在韩国初级汉语课堂中的应用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 2014 年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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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理性教学法，让学生在愉悦中学习第二语言。此外这种方法通过故事讲解

使得学生在潜意识里能够记住大量日常交流的词汇。综上所述，故事教学法的

推广与运用是日后汉语课堂教学的一个模式之一，在本文中，笔者通过研究故

事教学法在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希望能够对学习汉、泰语言和文化的人有所启

示，对构建和谐有趣的汉语课堂有所帮助。 

 

第二节 研究现状 

“故事教学（storytelling）”由教育学家 Ellis & Brewster（1991）提出，

后来在其发展的二十多年时间里，Andrew Wrigh 等育家们对此进行了完善。但

是，故事教学法作为一种教学方法被运用到课堂上，在英语教学方面运用比较

普遍，而在汉语教学方面运用得很少。而随着中国的崛起，在世界上担任着举

足轻重的角色，汉语言成为一种热门的语言专业，近年来，国内外已有很多学

者对“故事教学”进行了探究，具体如下： 

加拿大学者 Fiona collins 的 The use of traditional storytelling in education to 

the learning of literacy skills 提出了文化因素是影响故事教学法的重要因素，并

把故事教学法运用到了语言教学方面。美国的 Goodwin 和 Jenkins 共同发表的

Teaching through stories 对故事教学法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对故事的选择标准也

做了详细的解答。 

吴长英的《在教学活动中巧用故事教学法》，提出了‘用中学，学中用，

学以致用’的新型教学理念，认为教师应该通过组织不同的教学活动来有效活

跃课堂，改变以往课堂沉闷没有活力的现象，要让学生融入到课堂活动中。文

中她比较详细地说明了在现代教学过程中运用讲解故事的教学方法能够极好的

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阅读能力、模仿能力与表现能力等。田艳的《国际汉语

课堂教学研究》，认为利用故事教学能够对学生的听说能力有很大的提高作用，

“国际汉语教学中语言技能的教法及方法，利用故事进行听辨语音练习和理解

文意的练习，获得了很好的课堂效果。”2南宫智仙的《故事教学法在韩国初级

汉语课堂中的应用研究》通过实践，证明了故事教学法对提高学生的沟通能力

起积极作用。 

通过大量的文献调研可知，对于故事教学法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第一，故事教学法最初被运用在英语的教学方面，但最初的方向大多都是

追求理论上的突破，而很少有学者在实践方面进行探究。第二，在教学研究这

方面，多集中在类似的语篇教学研究方面，也就是对文本知识的学习方面，而

对课堂教学组织形式的研究却很少有涉及到。第三，传统的故事教学法侧重于

研究怎样才能提高学生的知识和技能，而对于语言的应用往往却有忽略。 

由以上综述我们可以看出，故事教学法在汉语教学实践领域的研究尚比

较少，此方面还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第三节 研究思路 

  我们已经了解到故事教学法在英语课堂上运用比较普遍，而在汉语课堂

上运用相对较少，且研究尚不够全面，还有很多领域值得探究。因此本文是以
                                                        
2
田艳.国际汉语课堂教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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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的研究作为基础，进一步探讨故事教学法在泰国中学汉语课堂上的效用性，

以证明故事教学法对提高学生的沟通等能力是很有效的。在课程展开方面，本

文在遵循故事教学法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实际上课情况，对原本的课文内容进

行改编，并拟定具体教案，来指导课程的展开。具体研究思路如下： 

第一章论述了本文选题的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以及研究目的和意义。第

二章通过对曼谷莎缇挽那学校的初中学生汉语学习现状进行考察分析，找出曼

谷莎缇挽那学校初中学生汉语学习存在的问题。第三章通过研究故事教学法的

理论起源与发展、故事教学法的主要内容，来证实故事教学在曼谷莎缇挽那学

校初中汉语教学中的适用性。第四章在遵循故事教学法改编原则的基础上根据

教材内容进行改编，制定故事教学的教学方案。第五章通过问卷调查，研究故

事教学法在曼谷莎缇挽那学校的初中汉语教学运用中的效果，包括故事教学法

运用的成功与不足，并提出了故事教学法在汉语教学中的完善措施。本研究把

故事教学法运用于泰国初中汉语教学，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通过编写故事、讲

述故事、表演故事等环节来进行授课，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与兴趣，比起

“满堂灌”的教学方式，更加注重的是潜移默化下对知识的理解与记忆。 

通过本文的研究，笔者期望达到的目标有以下几点： 

一、通过现实考察找出曼谷莎缇挽那学校初中生汉语学习存在的问题。

二、探究故事教学法在曼谷莎缇挽那学校初中汉语教学中的适用性。三、找出

故事教学法在曼谷莎缇挽那学校初中汉语教学中的相关措施。四、调查故事教

学法应用在曼谷莎缇挽那学校初中汉语教学后的反响：故事教学法运用的成功

与不足；故事教学法在汉语教学中的完善措施。 

 

第四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一、研究意义 

一方面，随着中泰两国交往的日益密切，两国语言的互为学习也蓬勃发

展起来，而如何让泰国学生在课堂上在愉悦中吸收到汉语知识，如何让学生真

正爱上汉语，执教的老师负有重大的责任与使命，除了老师本身需要很高的素

养之外，教学方法的选择也是重中之重。 

故事教学法的推广与运用是日后汉语课堂教学的一个模式之一，在本文

中，笔者通过研究故事教学法在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希望能够对学习汉、泰语

言和文化的人有所启示，对构建和谐有趣的汉语课堂有所帮助。 

另一方面，笔者通过大量查阅资料发现，教育学家 Ellis & Brewster

（1991）1991 年提出“故事教学”这样一个教学形式后，Andrew Wrigh 等教育

家们对此进行了完善和研究，在教学领域获得了突出的成果。但是，“故事教学”

一开始是被运用在英语教学的领域，而在汉语教学的领域则相对较少，所以关

于这方面的研究也比较少，因此在汉语教学的领域，“故事教学”这一课题有着

广阔的发展空间，正等着我们去深入研究探讨。 

 

(一) 故事教学法在教学方面的作用 

第二语言的学习，是以沟通为中心的，在这个过程中，应该顾及到学习

者的掌握水平以及年龄阶段，从而循序渐进地引导，自然而然地提高学习者的

沟通技能。把没有直接联系的词汇通过简单叙述，拼合，用最简单的语言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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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故事，对学生真正掌握词汇以及语言的发展是有积极的作用的。 

一、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 

心理学认为，兴趣是促进无意注意过度到有目的性探究的必不可少的条

件。兴趣就像是一位很好的领路者，能够激发我们求知的欲望。“故事的趣味性

特点恰好能促进学生近景性学习动机的形成,并使之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支持。”3

这实际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授课教师对故事进行声色并茂地讲述时，

一方面可以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兴趣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激发学生们的学

习动机，从而让他们爱上汉语。 

二、积累词汇，提高词汇的运用能力。 

故事的情节发展分为故事的开端、故事的发展、故事的高潮，以及故事

的结果四个大方面，其中有六大要素，分别是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

结果，而且讲述故事其实就是反复重复一定词汇的过程，因为故事具有反复的

特性，而这一特性会对听故事者词汇的积累起到很大的作用。讲述故事是语音

输出的一个过程，相应的，听故事就是一个语音接收的过程，学习者很自然地

跟随故事的发展去接受新的词汇，而且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词汇会在这样一

个过程中反复出现，学习者已经处在一个被动接受新词汇的处境中而浑然不觉，

即使有些词汇一时不能马上理解领会，但也能够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通过故事的

情节发展，用语感来把握其中的微妙，不需要故事讲述者来进行翻译。这个过

程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而且有条件的话，授课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展示图

片或者利用卡片的形式增加课堂的趣味性，学生也就可以通过图文结合，推测

其中词汇的含义，这也是一个激发学生思考的很好机会。 

三、可以使学生潜移默化地学习到其中的语法结构。 

“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语法通常被认为是枯燥难学的部分，但现在

很多留学生将成语的学习也当成难点，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缺乏有效实

用的教学方法。”4从以上我们已经了解到，故事具有反复的特性，而且在授课

教师的特意引导下，重要的句型会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反复出现，而且随着故

事情节的发展，从开端到发展再到高潮，求知欲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听故事

者的学习兴趣，从而自然而然地习得语法结构。 

  四、很大程度上提高学习者的听力水平。 

以上已经说过，讲述故事是语音输出的一个过程，而听故事就是一个语

音接收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授课教师是把握全局的领导者。学生通过

授课教师有目的地引导讲述，从故事的开端到结果，一点点把握和记忆其中的

重要内容，在循环往复中，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学习者的听力水平。“洞察核

心，跳过障碍”的听力技巧也可以在这样讲故事与听故事的过程中得到有效的

训练。而且授课教师在讲述故事的时候，利用卡片、多媒体展示效果等辅助资

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学生的兴趣，而兴趣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激发学生的

自信心，从而调动起他们练习口语的积极性，创造出一种适于练习口语的心理

                                                        
3
王妙芝.小学低年级英语故事教学实施策略的个案研究[D].西南大学 2008 年硕士论文 

4
李喆.对外汉语教学中故事类成语教学方法的探究[D].河南大学 2014 年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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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讲故事和听故事也并非只是一种纯粹的说和听的过程，学生可以在这个

过程提出疑问。授课教师还可以在故事讲述完成后鼓励学习者通过复述故事、

表演故事、改编故事等形式提高汉语口语水平。 

五、寓教于乐，营造轻松的学习氛围，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 

讲故事，听故事，这是一个在轻松环境下进行的过程。在故事教学法运

用的过程中，授课教师通过把教学重难点融入到故事当中，使学生在听和演的

过程中不知不觉习得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减轻学生学习负担的积极作

用。 

六、加强沟通能力，增强学习的自信心。 

社会活动能力是交际能力的一个体现，在故事教学的过程中，授课教师

发散性地鼓励学生运用所学汉语进行表达意图，与人沟通，获取需要的信息，

从而训练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一个故事发展下

来，其中所包括的时间、地点、人物，故事开端、发展、高潮、结果，形式是

多样的，而多人物参与的故事就类似一个小型的“社会”，每个人物都扮演着个

自的角色，通过这样的角色扮演来完成课堂上老师布置的任务，不但能提高学

生的团结合作能力，还能整体调动课堂氛围，让学生真正体会到在“乐中学”。

另一方面，“学生能通过与其他同学的对照,从而发现自己的不足,逐步意识到自

我提高以及完善个性的迫切性,并努力为交际积累素材。”5 

 

(二) 在汉语课堂中运用故事教学法的教育方面的作用 

以故事讲解为手段的汉语教学其主要思想包含着丰富的教育因素，这些

因素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再现情境性。我们知道在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中，可以用的教学方

法是多种的，其中情境教学法是比较常用的方法。情境教学法主要是让学生在

听觉、视觉、感觉上直观地触及教学内容所要展示的场景，以此来提高学习的

真实感。总言之，情境教学法可以使学生整体把握学习内容，从而提高学生的

积极主动性。 

而故事教学法是在情境教学法的理念基础上，通过设置情节，把枯燥单

调的学习内容变成有开端、有过程、有高潮和结果的故事形式来展现，这样的

形式是活泼的，是动感的。我们知道，初中的学生生理和心理上仍处于孩童阶

段，是喜欢动的，所以把书本内容通过故事的形式来展现符合学生的心理特点，

可以快速带动学生进入状态。我们说，故事是来源于生活反应生活的，所以故

事中会包含一定的为人处事之道，所以对孩子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形成也具有

一定的教育意义。 

二、以故事教学法为中心的汉语教学呈现一定的生活性质。 

陶行知是中国知名的教育家，他有一句名言这么说：“教育以生活为中心”，即

教育与生活存在一体性的关系。而生活其实就是每天的积累，而这些积累其实

就是一个个生活中的故事，是看得见的，就在我们周围的。所以故事教学的内

容实际上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让学生在故事中体验生活的乐趣，并学会

其中所蕴涵的人生道理。“教师可以通过运用语文知识，让学生将其和生活联系

                                                        
5
王妙芝.小学低年级英语故事教学实施策略的个案研究[D].西南大学 2008 年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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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运用故事教学，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如身临其境般，才可以促进他们

在写、读、说和听方面的能力，样也就完成了教学的任务。”6经过如此引导，

学习就超越了教材本身的意义，真正做到了活用教材，教育的活力也得到了更

好的体现。对此，故事教学法对授课老师也提出了一些要求，教师在备课过程

中应该好好思考怎样将学生的生活经验与教学内容有效自然地结合起来。杜威

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他认为教育就是经验的生长与重组，经验是最原始的“材

料”，而经过后来有目的地再重组构建，就形成了教育。 

“由于故事取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故事生动有趣，因而非常适合民众

传播于街口巷尾，是最方便最普及的教科书。”7因此，以故事教学法为中心的
汉语教学呈现一定的生活性质。 

三、以故事教学法为中心的汉语教学呈现一定的交际性质与任务性质。 

传统的泰国汉语教学注重的是学生的读写能力，授课教师在课堂上总是机械性
地要求学生跟读、跟写、背诵，后来在英语领域引进了交际教学法后，授课教
师开始注重学生的听说能力。所谓交际教学法，它强调的是通过与人交流沟通
的过程，并且从中获得认知。交际教学法较传统教学法的好处是可以根据情境
创设一种语言环境，而这种语言环境是真实的、自然的，让学生置身这样的语
言环境中学习外语，能够极大的、快速的提高他们实际运用外语的能力，同时
对语言的推广也有积极影响。以故事讲解和引导的故事教学法本质上就是交际
教学法的传承与创新，它更关注的是学习的环境与学习的过程。把故事教学法

运用到汉语教学中，主要目的是让学生“学有所用”，提高学生“说”的能力。
为达到这样的目的，授课教师就必须在故事展开的过程中有目的地有任务地进
行引导，这就体现了故事教学法具有任务的性质。在汉语课堂教学中，教师组
织和引导学生完成一些设定的活动，从而起到激励学生增强自信心的作用。故
事教学通过把一定的教学目的融入到教学的各个任务环节中，通过说、演的方
式表现出来，无形中锻炼到了学生的语言综合能力。 

四、以故事教学法为中心的汉语教学表现出可理解性。 

由第二习得理论可知，当外语学习者在学习的过程中存在“可理解的语言输入”，
新语言的习得就会相应地发生。学习动机以及学习态度、学习环境都对最后语
言学习的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关系。故事教学法的实施过程通常也是故事讲解

的一个过程，在讲解的过程中，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学习者的思维也相应的
会进入状态，想象能力和逻辑分析能力也能得到相应的提升。“语言习得理论也
指出可理解的输入产生习得，使输入变得可理解的途径即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
进行有意义的交际活动。”8因此，以故事讲解为主要手段的故事教学法在汉语
教学过程中体现了语言可理解性输入的特点。 

五、以故事教学法为中心的汉语教学具有完整性。 

以故事教学法为中心的汉语教学的完整性主要体现在这个学习的过程是一个整
体的、有连结意义的语言学习过程，也就是说，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的听、
说、读、写能力不会被特意分割开来，而是被看做一个整体来发展提升。 
                                                        
6
钟惠萍.小学语文故事教学法的应用[J].现代阅读.2013(1) 

7
孙莹莹.民间故事在对外汉语中的研究[D].河南大学 2014 年硕士论文 

8
南宫智仙.故事教学法在韩国初级汉语课堂中的应用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 2014 年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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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本论文旨在于研究和探讨在泰国曼谷莎缇挽那汉语课堂教学中，运用现

代教学法——“故事教学法”的可实施性，以此来寻找一种高质量的汉语教学

方法，这种教学方法能够让绝大多数师生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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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曼谷莎缇挽那学校的初中学生汉语学习现状考察 

 
曼谷莎缇挽那学校是位于曼谷的一所私立学校，总共有 12个年级，其中

一年级到六年级为小学，一共 14 个班级；初一到初三共 5 个班级，其中初一 2

个班，初二 2 个班，初三 1 个班；高一到高三共 5 个班级，其中高一 2 个班，

高二 2 个班，高三 1 个班。每个年级都会设普通班以及不同学科的专业班，如

数学专业班，英语专业班，汉语专业班等。学校约 700 多名学生，女生人数比

男生人数多。曼谷莎缇挽那学校的教育教学体系较为完整，除了开设物理，科

学，数学，英语等传统课程的专业班，从小学起也开始开设中文课程，并设汉

语专业班，期中，期末也进行考试，但是要求并不太严格。 

 

第一节 曼谷莎缇挽那学校初中学生情况 
曼谷莎缇挽那学校设立中文专业已经有 25 年的历史，目前学校初中部使

用的汉语教材是《汉语教程》。全校每个学生都有学校统一发放的教材。 

为了更好地了解该校初中部学生目前汉语学习的情况，笔者对所教的班

级学生(初中二年级)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初二 1 班 24 人，初二 2 班 21 人，

共 45人。这两个班级是笔者在实习期间所要教的班级。 

为了更好地了解和分析各班级学生对汉语学习的不同认识及不同状态，

论题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对所教授班级的学生进行了普及调查，调查问卷一共

有两个样式，分别是调查问卷一，调查问卷二。其中调查问卷一旨在调查学生

在接受故事教学法前汉语学习的一个状态，而调查问卷二旨在分析学生接受故

事教学法后对故事教学法的认识以及对学习汉语的兴趣是否有所提升，是否认

同和支持这样一种教学方法，旨在验证故事教学法在初中生汉语课堂上的可行

性。 

 

(一) 调查问卷的设计 

调查问卷一为课前问卷，有 18 道题，问题主要围绕该校学生汉语学习情

况来设置，主要内容板块及问题分布如下： 

（1）学生基本情况，包括：学生年级；性别；汉语学习时间等。（第 1

到第 3题） 

（2）学生对汉语学习的兴趣及学习动机，包括：是否喜欢学习汉语；为

什么会学习汉语；认为汉语是否重要；哪些因素会影响学习汉语的热情等。（第

4到第 6题） 

（3）学生学习汉语的情况，包括：会通过什么途径学习汉语；为了提高

自身汉语水平，会怎么做；是否愿意参加学校的汉语活动课；课堂上的活动对

听力的提高是否有帮助；是否对自己的汉语沟通能力有信心等（第 7到 14题） 

（4）学生对汉语教学的需求，包括：在课堂上希望老师怎么做；汉语活

动课最希望老师教什么；希望学校针对汉语教学做些什么；是否读过汉语故事

书；在汉语学习中是否有通过故事来进行教学的经验等等。（第 15 题到第 18 题） 

调查问卷二为课后问卷，共 11 道题，问题主要围绕该校学生对故事教学

法的看法及态度来设置，主要内容板块及问题分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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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基本情况，包括：学生年级；性别；汉语学习时间等。（第 1
到第 3题） 

（2）故事教学法实施后带来的效用，包括：学生是否觉得故事教学法具
有趣味性；故事教学法是否提高了学生的汉语口语水平；故事教学法是否增加
了学生对口语的兴趣和自信；除了口语及听力外，故事教学法还对学生带来哪
些方面的帮助。（第 4到第 9题） 

（3）学生对故事教学法的态度，包括：在今后的汉语学习过程中，是否
会主动使用故事教学法；认为故事教学法是否有必要用于汉语课堂上。（第 10

到 11题） 
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90 份，收回 90 份，有效问卷 90 份，其中调查

问卷一和调查问卷二各 45 份。调查对象涉及 2 个班级，分别是初二（1）班，
初二（2）班。此次调查结构较全面，代表性较强，符合本次调查的目的。 

 

(二) 问卷调查一数据分析 
1.曼谷莎缇挽那学校初中生汉语学习的现状 
（1）初二年级学生汉语学习现状 

①学生基本情况 
在此次调查中，二年级共有 2 个班，分别是二年级 1 班、二年级 2 班，

均是非汉语专业班级，因为很多学校从小学就开设汉语课程，所以他们均有 3

年以上的汉语学习基础。 
②学生对汉语学习的兴趣及学习动机 

“在影响第二语言学习的诸因素中,动机占 33%,学能占 33%,智力占 20%, 
其他 14%” 9 

通过此次调查，发现竟然只有少数部分学生对学习汉语抱有兴趣，而绝
大部分学生都是因为学校有安排这门课程，所以不得不学习：11℅的学生之所
以选择学习汉语，是因为认为学习汉语对今后的发展非常有帮助。64.4℅的学
生认为无所谓，有这门课就学习了，而 4.6℅的学生本身并不喜欢汉语，却又
不得不学，这是由于在泰国很多学校都把汉语课设为一种必修课，所以不管是
哪个年级段都有汉语课这门学科。而在是否喜欢汉语课这一选项中，62.2℅的

学生选择了不太喜欢，37.8℅的学生选择了喜欢这一选项。而之所以不太喜欢
学习汉语，11.1℅的学生是因为本身并不喜欢学习汉语，学校要求才不得不学；
15.5℅的学生是动机不明确，选择之前并未考虑太多，随便选择的；35.6℅的
学生虽然对汉语感兴趣，但觉得太难了，学着学着就没了兴致。我们不难看出
促使学生学习汉语因素中，个人对汉语的兴趣以及汉语对个人未来发展作用占
的比重较小，而抱无所谓心态的占了绝大部分比例。由此可见，大部分学生对
学习汉语的动机并不明确，兴趣也并不大，只是在任务式地去学习汉语。 
③学生对汉语的重视程度 

学校对汉语的重视未能落到实处，汉语的重要性没有真正深入人心。在

泰国，还有 HSK（汉语水平考试），初中开始即可参加考试。从调查结果来看，

由于学校没有强制性要求学生学生参加考试，也没有明确的让学生了解该考试

                                                        
9
刘珣.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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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及重要性，在选择学习汉语的最终目的这一栏里没有人选择“取得汉语

能力等级考试（HSK、CPT 等）”这一选项。可见尽管学校开设汉语课程有 20 多

年的历史，但是学校对汉语的重视并未能具体落到实处，没有很好的组织学生

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汉语的重要性也没有真正深入学生心中。 

④学生学习汉语的情况 

初二年级的学生因为已经有了三年以上学习汉语的时间，对汉语的好奇

心、求知欲已经不处于一个踊跃的时期，所以一旦上课老师在教学方式上没有

做到很好的引导，课堂效率很容易变低。通过调查发现，对于课堂上老师教授

的汉语知识，51.1℅的学生是理解一半，对学习的内容还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

42.2℅的学生能够做到基本理解得，而极少数 4.4℅的学生基本不理解上课内

容，这和学生的接受能力也有一定的关系。“外语教学的任务是培养出能用目的

语进行交际的人才。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教’必须以学生的

‘学’为基础。”10把汉语作为一种第二语言来学习，重在提高学生在听、说、

读、写方面的能力，虽然上课老师也在引导，但由于教学方式使用不当，结果

也就差强人意，而且由于曼谷莎缇挽那学校的汉语老师都是泰国的本土老师，

学校没有中国外教，所以因受母语的影响，在发音上也存在一定的瑕疵。通过

调查发现，8.9℅的学生认为自己在汉语课堂需要用更多时间去提升的部分是汉

语的发音及词汇，17.8℅的学生认为自己应该花更多时间去提升的是以汉语听

力及口语为主的会话方面，22.2℅的学生认为自己在翻译方面存在更大问题，

需要用更多时间去提升。而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自己对汉语语法及写作这方面

掌握不够，这个比例达到了 51.1℅。随着汉语课程在泰国中小学越来越普及，

汉语成为一门必修学科后，很多学生为了提高自身的汉语水平，都用上了“浑

身解数”：大部分学生是直接找汉语家教，在家里“开小灶”，迅速提高，这个

比例占到了 55.6℅。而自觉性比较高的学生会通过经常与老师沟通交流的方式

来答疑解惑，这个比例占 24.4℅；而 20℅的学生是依靠学校课堂上老师的讲解

从而很自觉地积极自学。 

为了增加学生汉语学习时间和学习内容，学校也会定期培养一些学生代

表学校出去参加与汉语有关的比赛，包括朗诵、唱歌等等，但这些活动只有极

少数学生可以参加进来，很多学生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去展示自己的汉语水平。

这是由于学校不管是在师资还是设备方面，都很不完善，学校的中文学习氛围

本身不够浓厚，学生根本没有机会领会到这些活动给自己学习汉语带来的影响。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44.4℅的学生认为学校开设的汉语活动课意义不大，没有

兴趣参加，31.1℅的学生想参加，但觉得老师教的内容不是自己想学的；只有

24.4℅的学生表示非常愿意参加。 

⑤学生对汉语教学的需求 

由于学校的汉语教师资源严重缺乏，所以非汉语专业班每周只有 2 节课。

由于每周汉语课时少，所以学生们希望能在汉语活动课上学到更多东西，因此

有 35.6℅的学生希望可以学到中国的故事传说，对此表现出很大的兴趣，17.8

℅表示想学习中国的武术；而对中国书法、歌曲、手工感兴趣的部分约占 34℅。

                                                        
10
叶星.泰国素攀武里地区外语教学现状及其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D].广西大学 2012 年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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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听故事是很大部分学生的一个兴趣爱好，而对故事内容的

选择，也是不尽相同：31.1℅的学生对中国有关的传说（例如：白蛇传说）抱

有兴趣；24.4℅的学生则希望学习中国的流行语和笑话；31.1℅的学生对中国

故事及人物情节（例如：西游记的故事）感兴趣；12.4℅的学生希望学习中国

的文化和四字成语。“让学生多了解中国文化,将文化教学渗透、融化在语言教

学之中也是培养学习兴趣的终南捷径”。11 

⑥对故事教学法的认识 

初二的学生虽然都有三年以上的汉语学习时间，但听说读写方面的能力

并不强，还不能具备不借助工具地去阅读有关中国故事书的能力，而通过调查

发现，他们没有“故事教学”这样一个概念，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词汇，说明曼

谷莎缇挽那学校的初二学生没有接触过故事教学法。 

 

第二节 曼谷莎缇挽那学校师资条件与教学环境 
(一) 曼谷莎缇挽那学校师资条件 

曼谷莎缇挽那学校是一所私立学校，年级跨度很大，从小学到高中，并

且均开设有中文课，从这样一个层面来看，学校对学习汉语是有一定的重视度

的。相对于一些只有一个甚至没有固定的中文老师的学校，该校对学生的汉语

培养是比较重视的。该校目前只有 2 名泰国本土的中文老师，据了解，每年还

会有实习生到该校进行汉语教学。但曼谷莎缇挽那学校的汉语学习氛围并不浓

厚，而且泰国本土教师掌握的中国传统技艺少，无法满足学生学习需求。“对外

汉语教学的最终目标是旨在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吸引更多地人加入到学习

汉语的行列。”
12 通过传播中国文化，可以让更多的学生对汉语产生兴趣。从调

查问卷中学生们反映出的希望汉语课上可以多练习听说读写，师生间多交流互

动以及汉语活动课上可以学到手工、书法等情况来看，学生们在汉语学习过程

中还是希望能快速提高自己汉语听说读写的能力的，对于擅长动手的泰国学生

而言，手工自然也是很想要学习到的内容。事实上，汉语课堂上，因为课时太

少，老师们要赶课程，就无法抽出更多时间与学生互动交流。而汉语活动课上，

因为老师自己本身掌握的中国文化就不多，因此就无法很好的教给学生更多的

中国传统文化。从这样一个层面来看，学生对学习汉语的兴趣也会被大大地减

弱。 

 

(二) 曼谷莎缇挽那学校的教学环境 

曼谷莎缇挽那学校是一所成立了 40 多年的私立学校，历史比较悠久，但

教学环境方面仍然不容乐观。首先体现在教学的硬件设备上：学校的教室并没

有普及多媒体设备，在全校的几十个教室中，有且只有一个教师配置了多媒体

设备，物以稀为贵，这样一来这个教室就成为了各个科目老师“争夺”的对象。

其次是教具的配备上，中文专业虽然在曼谷莎缇挽那学校已经存在了 25 年的历

史，但是并没有储备关于中国汉语文化的一些书籍或者教具，更没有任何关于

                                                        
11
杨杰.泰国公立学校中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类型及相关研究[D].暨南大学 2009 年硕士论文 

12
陈翠英.试论泰国中学生汉语学习兴趣的激发和培养——以穆达汗中学为例[D].云南大学，2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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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艺，比如中国结、毛笔字、剪纸等的教具或者课程，汉语的学习没有得

到发散性地扩展，仅是依靠书本里的单调的文字学习，这种单调的教学模式直

接影响到了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与热情。而且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发现，曼谷莎

缇挽那学校的学生对中国的国艺文化怀有极大的兴趣，然而这个兴趣一直未得

到满足，如果在引入故事教学法的同时，把中国的国艺文化也编排其中，笔者

相信会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第三节 曼谷莎缇挽那学校初中学生汉语学习存在的问题 

汉语学习热潮在泰国兴起的时间并不算很久，尽管泰国政府对于汉语的

推广是非常支持的，但是很多开设汉语课程的学校师资设备并不完善，汉语教

学受到一定的制约。在实际的汉语教学过程中学生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以曼谷莎缇挽那学校为例，下面将逐一进行论述。 

1.缺乏学习兴趣。在泰国，目前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汉语课程，但是在

开设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以该校为例，比如：学校以班级为单位，将汉语作

为一门必修外语，强制要求学生学习，因为不是自愿选择学习，所以学生对汉

语的学习兴趣很容易下降。 

“兴趣可以吸引学生对学习对象的注意,保持课堂教学的良好状态,增进

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效果。”13兴趣是学习一

门知识最好的老师，学生刚开始接触汉语的时候，对汉语抱着很大的好奇心和

新鲜感，学习起来也会比较用心积极。学校没有外教，学生很少真正接触中国

老师，没有真正见识中国文化。加上泰国的汉语老师本身对中国文化也并不是

完全了解，所能给学生展示的中国文化也不是很多。慢慢的，学生学习汉语的

兴趣和热情也降低了。调查数据分析如下： 

 

《表 1》选择学习汉语的原因 

调查的问题 选项 所占人数与比例 

 

你为什么会学习 

汉语？ 

A.个人对汉语及文化很感兴趣 0（0℅） 

B.认为学习汉语对今后发展很有帮助 0（0℅） 

C.无所谓，有这门课就学了 29（64.4℅） 

D.本身不喜欢学习汉语，不得不学 16（35.6℅） 

 

2.知识无法吸收和运用。大部分学生，学过的知识无法运用，甚至遗忘，

知识不成系统，哪怕是学过三四年汉语的学生，依然无法用汉语跟老师进行正

常交流，听说能力有待提高。之所以学生上课内容不能很好地得到吸收，这和

老师的教学方式是分不开的。调查数据分析如下： 

 

 

 

                                                        
13
李珠、姜丽萍.怎样教外国人汉语[M].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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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学生汉语课堂情况 

调查的问题 选项 所占人数与比例 

 

汉语课堂上的内容 

能理解多少？ 

A.完全不理解 0（0℅） 

B.基本不理解 2（4.4℅） 

C.一半一半 23（51.1℅） 

D.基本理解 19（42.2℅） 

E.完全理解 0（0℅） 

 

在汉语课堂中哪些方面

需要用更多时间去 

学习？ 

A.汉语的发音与词汇 4（8.9℅） 

B.以汉语听力与口语为主的对话 8（8℅） 

C.汉语翻译 10（22.2℅） 

D.汉语语法及写作 23（51.1℅） 

E.中国文化及社会现象 0（0℅） 

你对你的汉语沟通能力

是否有信心？ 

A.非常不自信 13（28.9℅） 

B.不太自信 30（66.7℅） 

 C.一半 2（4.4℅） 

D.有点自信 0（0℅） 

E.非常自信 0（0℅） 

 

3.汉语师资不足。学校里只有两名泰国本土中文老师，并且老师们是随

时有可能调动的。在汉语老师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部分班级的汉语课不得已停

掉了。 

4.学习内容单一。除了专业班每周有四节听说课和一节汉字课，非专业

班每周只有 2 节听说课，每节课 40 分钟。听说课主要学习字、词、短文对话等，

汉字课则学习本周课文上的生词。由此可以看出学生学习的内容很单一，根本

满足不了学生的求知欲，通过调查发现，学生期望汉语汉语活动课上的教学内

容类别是多样的，调查数据分析如下： 

 

《表 3》学生期望汉语汉语活动课上的教学内容类别 

调查的问题 选项 所占人数与比例 

 

 

在汉语课堂活动上， 

你最希望老师教的内容 

是什么？ 

A.汉语听说读写 2（4.4℅） 

B.手工 3（6.7℅） 

C.歌曲 5（11.1℅） 

D.书法 7（15.6℅） 

E.中国舞蹈及戏曲 0（0℅） 

F.中国武术 8（17.8℅） 

G.中国故事传说 16（35.6℅） 

H.其他 4（8.9℅） 

 

5.授课方式单一。在课堂上，上课老师一般是采用满堂灌的方式授课，

即首先领读单词，接着翻译单词，再领读课文，翻译课文，布置作业。授课方

式十分单调，且由于学校硬件设施较差，学校没有多媒体可提供运用，上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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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无法做到通过影视或者图片的方式丰富教学内容，一堂课下来基本是老师讲，

学生听，这就极其容易使学生对汉语产生厌烦的心态，失去学习兴趣。 

6.汉语资源不足，缺乏学习氛围。 

“泰国的汉语学习存在着‘三个零’现象：小学从‘零’开始，中学从‘零’

开始，大学从‘零’开始。”14这样的情况在泰国是很普遍的。很多学校没有固

定的汉语教师，由于汉语教师经常变换，新老师既无法把握课程教学进度，也

无法深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学生水平参差不齐，给汉语老师的教学带来很

大困扰。学生学过了的知识记不住，或者记住了却不会运用，这个现象普遍存

在，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与汉语教材匮乏和汉语教师不足，汉语课太少有很大的

联系。汉语教师太少，专业班汉语课少，非专业班的汉语课甚至无法保证，没

有一个好的学习和运用氛围，学生学过的知识积累又少，学习效果很不理想。

泰国曼谷莎缇挽那学校只有两名泰国本土教师，没有中国外教，且老师也经常

变动，虽然偶尔也开展一些汉语活动，但次数不多，汉语学习氛围并不浓厚，

关于活动课方面的调查，具体数据分析如下： 

 

《表 4》调查是否愿意参加汉语活动课 

调查的问题 选项 所占人数与比例 

学校开设的汉语活动

课，你愿意参加吗？ 

A.非常愿意，并且目前已经参加 0（0℅） 

B.想参加，但没有时间 11（24.4℅） 

 C.想参加，但内容不是想学的 14（31.1℅） 

D.没兴趣，觉得意义不大 20（44.4℅） 

 

7.教师掌握的中国文化不多，无法满足学生学习需求。“对外汉语教学的

最终目标是旨在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吸引更多地人加入到学习汉语的行

列。”15通过传播中华文化，可以让更多的学生对汉语产生兴趣。从调查问卷中

学生们反映出的希望汉语课上可以多练习听说读写，师生间多交流互动以及汉

语活动课上可以学到手工、书法等情况来看，学生们在汉语学习过程中还是希

望能快速提高自己汉语听说读写的能力的，对于擅长动手的泰国学生而言，手

工自然也是很想要学习到的内容。事实上，汉语课堂上，因为课时太少，老师

们要赶课程，就无法抽出更多时间与学生互动交流。而汉语活动课上，因为老

师自己本身掌握的中国文化就不多，因此就无法很好的教给学生更多的中国传

统文化。中国是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几千年来积累下了很厚的文学底蕴，很

多文化都是以故事的形式流传下来。初中的学生年纪约 13 岁左右，仍处于孩童

阶段，这个阶段的孩子是很喜欢听故事的，通过问卷调查，假设把故事教学法

运用到教学中，你希望教授什么内容，学生们的选择分析数据如下： 

 

 

 

                                                        
14
李昊.中泰合作背景下泰国高校汉语教学的发展及问题[J]．华文教学与研究，2010 

15
陈翠英.试论泰国中学生汉语学习兴趣的激发和培养——以穆达汗中学为例[D].云南大学，2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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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学生选择的故事内容比例分析 

调查的问题 选项 所占人数与比例 

 

 

假如汉语会话课以故

事教学法的形式来教

学，你会选择怎样的 

内容？ 

A.中国故事及人物情节 

（如：西游记） 

14（31.1℅） 

B.中国四字成语故事 

（如：哭竹生笋） 

3（6.7℅） 

C.中国有关的传说 

（如：白蛇传说） 

14（31.1℅） 

D.中国文化 

（如：倒贴福的文化习俗） 

3（6.7℅） 

E.中国的流行语和笑话 11（24.4℅） 

 

综合以上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曼谷莎缇挽那学校初中学生汉语学习

存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主观方面表现在：学生缺乏学习兴趣，课堂学习的知

识无法吸收和运用。客观方面表现在：学校汉语师资不足、资源不足，缺乏学

习氛围；教师授课形式单一，教学内容单一，无法满足学生的求知欲。多方面

的不足，造成学生学习汉语的效果不如人意，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也慢

慢下降了。要提高该校学生的汉语成绩，改变长期以来汉语学习成果不明显的

窘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知道汉语是一门有难度的语言，对于把它当作第二语言来学习的学

习者来说，汉语的学习是有很大的难度的，所以如果在学习的过程中，采取满

堂灌的形式教学，很容易使学生失去对汉语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使用一种教

学方法使学生在快乐中学到汉语知识，对授课教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笔

者认为，在汉语学习的入门阶段，主要侧重培养学生对汉语言的兴趣，其次要

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综合能力。从这一方面来看，以故事为中心的教学

方法，即教学过程中通过穿插学生感兴趣的文化内容（如中国传说故事、四字

成语、中国流行语和笑话等），综合语言知识点来进行汉语教学，是一种能有

效提升学生学习兴趣的好方法。 

 

 

 

 

 

 

 

 

 



16 
 

第三章 故事教学法简述及其在曼谷莎缇挽那学校 

初中汉语教学中的适用性 

 
第一节 故事教学法的理论起源与发展 

故事教学法是一种通过在教学过程中，把教学内容通过故事的形式来呈

现以达到一定教学目的，并引导学生直接从故事中悟到蕴涵的道理、掌握其中

的知识技术等的一种深入浅出、化繁为简、寓教于乐、喜闻乐见的教学方法。

其实质就是通过故事的推进来完成教学任务，以及实现对应的教学目标。这个

观念最初是由英国教育家 William Smith 教授首次提出，而当时是运用在英语

教学领域，直接目的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寓教于乐的方法，加强学生在英语

学科方面的听说读写的能力。 

故事教学法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不再局限在英语教学中，在汉语

方面的教学运用也越来越多。 

在故事教学法的运用过程中，授课教师通过设计情镜，把教学内容融入

到其中，对知识点进行故事性分析，自然地把教学重难点在故事情节发展的过

程中呈现出来，使学生在快乐愉悦中学习，并真正吸收进去。 

在故事教学法发展的过程中，又逐渐形成了几种具体的故事教学法，如

下： 

第一，三文治故事教学法 

三文治故事教学法“是一种以母语夹着外语的方式通过故事教授外语的方法。”
16三文治故事教学法是国外教学法在中国教学的一种转换和发展，在国外,被称

为混合语文教学法或者双语教学法。三文治故事教学法是在 1997 年，由纪玉华

教授首次提出的，该教学法的形成和发展，教授均在她的文章中对做了详细的

介绍和评析,他认为，“词在句子中教,句子在篇章中教,篇章围绕故事写,故事围

绕兴趣选,兴趣以理解为前提,理解靠母语来支持,母语是通往英语的桥梁,英语

是学习的最终目标”
17三文治故事教学法其实就是通过母语，巧妙地学习第二语

言的语音、语法、语意，并且把故事融入到学习内容中，使课堂生动有趣，调

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增加课堂趣味性。至于该教学法的运用，我们可以从定义

中得知，三文治故事教学主要被运用在英语教学当中，而在汉语教学的尝试中

仍有待发掘。 

第二，四步故事教学法 

在教学实践中，很多老师都总结出了一些自己的教学方法，其中比较有名的是

由王建凤老师(2006)提出的四步故事教学法。但四步教学法也是在英语领域运

用比较多，主要是用作提高学生的听说能力，在教学实践中，主要将几种故事

教学法的展现形式融合起来运用，来满足学生对课堂教学方式多样化的需求。

四步故事教学法的主要步骤有四个，分别是：一，老师声色并茂讲述故事，学

生倾听故事，在一说一听中感知英语语感。二，老师抑扬顿挫地带领学生对故

事进行有感情地朗读，在这样的过程中强化学生的英语语感。三，老师指导学
                                                        
16
温敬超.关于故事教学法[J].教育科学学院.2014 

17
纪玉华.从重复和记忆的关系看三文治故事教学法[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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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所学故事进行表演，在肢体语言的配合下，提高英语语感。四、老师启发

学生，鼓励学生对故事进行创编，激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在这个过程中再次

让学生的语感得到提升。 

四步故事教学法其实就是通过故事达到教学效果，引导学生在故事中体

验生活学习并且获得知识，由故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是值得推

广的一种教学方法。但和三文治故事教学法一样，四步故事教学法也是多运用

在英语领域，而在汉语教学的领域还有待学者们探讨研究。 

除此之外发展起来的还有故事新编法和故事诱导法，故事新编法主要运

用在作文教学方面，而故事诱导法则主要运用在汉语拼音教学中。 

学习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对故事教学法的探讨研究也一样。 

 

第二节 故事教学法的主要内容 
一、故事教学法的方式 

我们知道，在初级汉语教学过程中，故事教学方式主要有两种常见的方

式:其一是在每一章节学习的前面，把教学内容整编到故事当中，并围绕此故事

展开后面的一系列教学;其二是把每一章节所讲述的故事放在章节末尾，使得故

事成为学生复习的一种素材，通过种方式使得学生的学习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

高和巩固。在本论文中，我们通常将每一章节的教学内容以单个或者系列的故

事进行呈现，即把所要教授的课堂内容进行浓缩从而编排到某个故事当中，我

们把这种寓教于乐，以讲带学的方式称为故事教学法，而另一种仅仅将故事作

为课后巩固和补充材料的教学形式称之为故事阅读教学，故事在这种教学方法

中所起的作用是微弱的，是辅助的。 

 

二、中文教学中运用故事教学法的原则 

在课堂中运用故事教学法进行教学，故事的选择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故

事教学法运用时授课教师所选择的故事是贯穿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所以这个

故事必须符合教师和学生，应该双方面都得到满足，这对学习效果是有决定性

作用的，因此，选择适当的故事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第一、要求故事具有真实性。根据克拉申的“输入假说理论”：“习得者

要在现有的语言水平上，加深一步难度进行学习，达到下一阶段的学习水平。”
18选择的故事内容需要符合学生的学习经验，也要考虑学生的学习能力、语言理

解能力，选择的句式、短语尽可能通俗易懂，符合学生的理解水平。因此要选

择符合双方认同、合适的故事。 

第二、故事具有趣味性。故事具有趣味性可以引起学生听故事、学习故

事、探知故事的兴趣和好奇心，从而能够成功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第三、故事的内容上，选择情节有趣、语调简单、容易练习发音的故事。 

第四、故事具有针对性。教学中所选择的故事要与课文的教学目标相符，

要突出重难点，要具有针对性，要考虑到故事中是否体现了课堂中需要掌握的

学习内容或语言点，把故事作为教辅材料。 

 

                                                        
18
泽林.Krashen 语言输入假说理论述评.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0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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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故事的情节要单纯。教师可以从学生的兴趣出发，选择情节简单、
易懂，句式不复杂的故事进行教学、演绎。 

第六、在利用故事辅助汉语教学的过程中，营造故事氛围是十分重要的，
这样才能吸引学生走进故事里，参与到故事里，从而潜移默化中学习其中的知
识点。为达到这样的教学目的，必要的教具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卡片、音频、
视频，等等，可以在听觉和视觉上引起学生的注意，从而推动教学活动顺利高
效地进行下去。 

 

三、中文教学中故事教学法的改编原则 

Ellis &Brewster（1991）19和 Eric K.Taylor（2007）20提出了教学故事编排
的基本原则，其目的是为了在故事教学法运用的过程中，从整体提高学生的语
言学习能力。具体内容如下： 

一、通过转换，把陌生的单词和内容用已经掌握的语意相近的单词或者
内容进行替换。其实是为了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领悟，更明确故事的内容。 

二、注意学生的汉语水平，在语法要素方面，尽量使用符合学生理解水
平的语法结构，避免使用容易给学习者造成混淆的词语或语法。 

三、在故事的构成要素方面，注意保留主要的事项，在顾及学习者理解
能力的基础上，在不影响故事情节发展的条件下，对一些不重要的修饰进行删
除，简化故事。在故事中，应多使用口语而非书面语。 

在汉语教学中使用故事教学法，应该遵循以上的原则。 

 

第三节 故事教学在曼谷莎缇挽那学校初中汉语教学中的适用性 

故事教学法，是一种新兴的教学方法，把它运用在汉语教学中，是可行

的。我们知道，喜欢听故事是绝大部分孩子的天性，而关于故事的定义，一般

的，是这样认为：故事是人类对过往历史的一种记忆方式和方法，是人们通过

这种形式去回顾历史并传播新的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以此来引导社会性格

的形成。通过讲解故事可以对过去历史进行回忆，从而重新构建某种社会文化

形态。与此同时这些讲解和流传的故事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经

验和文化习俗的载体，汉语的学习，对于曼谷莎缇挽那学校的初中学生来说，

是第二语言的学习，而在这一个过程中，授课老师通过用口头来阐述故事的过

程，而这一过程包括讲述故事的起因、过程、结果，在教师发挥自身主导作用

的情况下，故事把单独、枯燥的单词、短语以可想象的形式表现出来，让学生

在听中自然而然地学习其中的词汇、语法，并且复述，旨在让学生在这样一个

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学习中文，领悟中文，最后再通过自己的语言组织构思故事，

讲述故事。 

其次，由于故事是有情节有过程的，所以可以把单独的词汇化抽象为具

体，赋予词汇可以想象的活力，能够起到加强学生了解的作用。灌输式的教学

方式是目前泰国中小学课堂依然存在的一种教学方式，这种老师讲学生听的沉

                                                        
19

 Brown,H.D.(1994).[A].Principles or language and teaching(NJ:Prientice 

Hallregents) 
20

Ellis,Gail and Brewster,Jean(1991).[A].The storytelling handbook for 

primary teacher.London:Pengui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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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式教学方式直接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课堂效果。针对这样的情况，采

用新式的、优异而有趣的教学手段来丰富学生课堂就显得至关重要。 

故事教学法通过将有趣和生动的故事与相对枯燥的教学有机结合，通过

生动的故事讲解来把握课程进度以及表现教学重难点，以此来达到一定的教学

目的。从这一层面来看故事教学法是一种可行的教学方法，因为这不是一种游

戏教学却又带着明显的趣味性，符合这一学期中小学生的心理特点。其次它作

为一种教学方法，既可以单独使用，又可以结合其它教学方法辅助使用，具有

很大的灵活性。 

因此故事教学法，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学手段，将相对枯燥的教学内容与

故事的讲解结合起来进行教学，是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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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故事教学法在曼谷莎缇挽那学校初中 

汉语教学中的应用举措 

 
第一节 故事教学法应用的指导思想 

故事教学法的基本指导思想与原则就是“寓教于乐”。 初中学生中文基

础差，学习自觉性较低，如果课堂上授课教师仍采取单一的“满堂灌”的教学

方式，等于直接浇灭了“兴趣”这微弱的火苗。汉语的学习就会变成机械的任

务式学习。因此汉语课堂急需引用一种能够使学生在“乐”中学，学中“乐”

的教学方法，来改变目前泰国中小学汉语课堂普遍存在的这种学生兴趣不大、

学习动机不明确的现象。心理学告诉我们，学习，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此，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关键一步。讲述的故事中有具体的、生动的情节和丰富

的、细腻的情感，同时这些故事中也蕴藏着许多的语言知识，这因素不仅能够

吸引学生快速进入学习意境，也十分符合学生以较具体思维去学习的心理特点

和学生学习语言的认知特点。而且故事教学法是听、说、读并重的一种教学方

法，能够使学生在综合语言能力上得到锻炼和提高。 

让学生在兴趣的带领下学好汉语、提高汉语的听说读写能力就是故事教

学法的最终目标。 

 

第二节 故事教学法应用的主要环节与步骤 

南宫智仙在《故事教学法在韩国初级汉语课堂中的应用研究》中以讲述

特定故事的课程为依据，在 Ellis & Brewster 的相关故事教学法的基础之上，对

故事教学方法进行了重新编排和构造，把故事教学法重新划分为三个阶段：叙

述故事前的阶段，故事描述中阶段和讲述故事后的补充总结阶段。 

讲述故事需要有一个准备的阶段，所以首先是导入故事，对主要单词进

行解说，引导学生通过单词，来推测故事的内容。这就是“讲述故事前。” 

故事教学法应用的第二步是上课教师声色并茂地讲述完故事后，鼓励学

生通过初步的认识针对故事进行发言，在这个步骤，老师的引导很重要，一方

面要通过声音把学生引入故事的情镜中去，一方面还要激发学生的兴趣去理解

故事，积极发言。这就是“讲述故事中”。 

故事教学法应用的第三步是引导学生对故事进行改编，并对其中的角色

进行扮演，通过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把故事情节内容深入人心，在潜移默化中

进一步帮助学生加深对词汇、语法搭配的理解与记忆。这就“讲述故事后”。 

故事教学对学生的要求也有的层次的类比的：“教师教故事——师生一起

读故事——师生一起编故事——基于故事的对话”，“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从下

往上走，呈现一个立体结构，我们倡导高级阶段的故事教学，是以低级阶段为

坚实基础的。”21在故事教学的整个过程中，教师一般引领学生走三个步骤：朗

读故事、讲述故事和表演故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自始自终都是统筹全局的

人，因此对于其中的要求，教师要在设计故事的时候自己灵活把握。对于怎么

来进行故事教学，(刘娇，2012)对故事教学的基本环节进行了设计，如下： 

                                                        
21
刘娇.小学英语故事教学的课堂互动模式研究[D]. 江西师范大学 2012 年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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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故事教学的阶段22 

 教师活动 学生的具体任务 

 

读前 

1、借助图片、简笔画、音像

剪辑等简要介绍故事背景如时

间、地点和人物。 

学生通过读标题、看图片等方式、

预测故事内容等。 

2、适时、适度地教学新的语

言点。 

激活并应用已有知识经验、感知等

新字词。 

 

 

 

 

读中 

3、引领学生速读故事，了解

大意。 

就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等要素

进行答问，或对故事内容的陈述做

正误判断等。 

4、指导学生逐段阅读，获取

细节信息，了解进程及线索。 

就“怎么”和“为什么”等问题进

行问答，摘录故事人物的行为动

词，填写表格，为段落配标题，或

图文匹配等。 

5、带领学生复读全文，整体

理解故事，巩固学习效果。 

跟录音读故事，小组内分角色，有

感情地朗读故事，或个人默读故事

等。 

 

 

读后 

 

 

6、指导学生表演、复述或改

编故事。 

小组内分角色表演故事;利用关键词

或图片复述故事;将散乱的关键词或

图片按照故事线索排序并 

叙述;续写、改写或重编故事等。 

7、组织个性化学习活动。 反思学习过程，评价学习效果;表达

个人学习体验;为故事重拟标题等。 

 

教学导入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它是激发学生汉语学习兴趣的关键之处，

因此在故事的读前准备中，教师要做好导入工作。在上课前做好备课是很有必

要的，如何把握好教学导入，需要授课教师根据教学内容，故事内容，学生的

学习层次，学生的生活经验，学习兴趣等综合考虑，找准切入点，激发学生的

学习动机。 

在读中活动中，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进行联想，开拓学生思维。 

在读后活动中，教师可以通过引导进行表演故事、改编故事等等来达到

对所学知识点再次巩固的目的。 

 

第三节 故事教学法应用的教案设计 

前面笔者已经提过，故事教学法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中一种是在章节

内容教学开始的时候通过图片与文字相结合的形式，编写成小故事来讲述本章

节的主要学习内容，并围绕此内容展开后面的一系列教学。在本论文中，笔者

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具体操作以下将一一呈现。 

                                                        
22
 Oxford University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U P，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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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节的教案设计中，笔者主要选用泰国莎缇挽那学校初二年级的教科

书《汉语教程》中，第二十课的《他在做什么》进行故事改编。以下是课文的

原文（选自《汉语教程》）： 

他在做什么 

（玛丽问爱德华，麦克在不在宿舍……） 

玛丽：麦克在宿舍吗？ 

爱德华：在。 

玛丽：他在做什么呢？ 

爱德华：我来的时候，他正在听音乐呢。 

（玛丽到麦克宿舍……） 

玛丽：你是不是在听音乐呢？ 

麦克：没有。我在听课文录音呢。 

玛丽：下午你有事儿吗？ 

麦克：没有事儿。 

玛丽：我们一起去书店，好吗？ 

麦克：你要买什么书？ 

玛丽：我想买一本《汉英词典》。 

麦克：我们怎么去呢？ 

玛丽：坐车去吧。 

麦克：汽车去怎么样？ 

玛丽：行。 

按照以往曼谷莎缇挽那学校本土中文老师的教学方式，一般是先带领学

生整体认读单词、翻译单词，接着开始熟读课文、翻译课文，讲解必要的语法

结构，最后让学生站起来分角色读句子，布置作业。这是一种典型的满堂灌的

教学方式，教学效果很不理想。而且原文在对话上略显生硬牵强，场景情境性

不强。通过调查问卷发现，关于故事内容的选择，31.1℅的学生希望内容是关

于中国故事及人物情节（例如西游记的故事），31.1℅的学生希望教学内容有关

中国的传说故事（例如白蛇传说），24.4℅的学生则希望内容涉及中国的流行语

和笑话。因此笔者在遵循故事教学法中故事选用原则故事改编原则的基础上，

对原文进行了改编，把中国的《后羿射日》的传说编写进去，使内容更加饱满

丰富。改编后的课文如下： 

（玛丽和爱德华在校园里相遇，玛丽向爱德华挥手，并问爱德华，麦克在哪

里……） 

玛丽：嗨，爱德华，看到麦克了吗？ 

爱德华：他在宿舍里呢。 

玛丽：他在宿舍做什么呢？ 

爱德华：我来的时候，他正在听音乐呢。 

玛丽：我去宿舍找他。再见，爱德华！ 

（玛丽笑着和爱德华说“再见”后，来到了麦克宿舍……） 

玛丽：嗨，麦克，你是不是在听音乐呢？ 

麦克：玛丽，你怎么来了？我没有听音乐。我在听课文录音呢。 

玛丽：下午你有事儿吗？ 



23 
 

麦克：没有事儿。 

玛丽：太好了，我们一起去书店吧，好吗？ 

麦克：你要买什么书？ 

玛丽：我想买一本《汉英词典》。 

麦克：好啊，我想去买一本中国故事书。 

玛丽：中国有很多故事传说，我知道有一个叫《后羿射日》的传说。 

麦克：这个传说是怎么样的？ 

汤姆（麦克的室友）：我知道这个传说，是说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十个太阳，

晒死了稻谷，人们生活很痛苦，有一个叫后羿的英雄力大无穷，用自己的弓箭

射下了九个太阳，只留了一个在天上，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太阳。 

玛丽：中国的传说真有趣，我也想买一本中国故事书。 

麦克：我们怎么去呢？ 

玛丽：坐车去吧。 

麦克：汽车去怎么样？ 

玛丽：行。 

（麦克放下耳机，背上书包笑着和玛丽走出了校门。） 

在新改编的课文中，新增加的词汇有：嗨、故事书、传说、很久以前、

天上、太阳、晒、稻谷、生活、痛苦、有趣。 

在这个教学过程中笔者拟用三个课时来完成：第一课时是导入部分，主

要是教师带领学生了解与课文相关的文化或习俗，学习词汇。第二课时是最主

要部分，是学习的重难点，重在对故事中知识点的把握和吸收。第三课时，是

对前两个课时学习内容的再回首，体现在指导学生分角色表演故事，改编故事，

开拓学生的思维。熟悉故事中的汉语基本句型，完成作业。 

具体教案设计 

一、教学对象：泰国莎缇挽那学校初二年级学生 

二、教学方法：故事教学法 

三、教学目标 

1. 学习故事中的单词（包括新增单词）、语法、固定搭配，可以运用。 

2. 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 

四、教学重难点 

1.“正在……”语法结构的掌握：“正在”表示动作的进行，动词前边加

上副词“在”、“正在”、“正”或句尾加“呢”，表示动作的正在进行。 

2.单词的掌握。 

3.对涉及的中国文化的理解：后羿射日 

五、教学步骤 

1.教学导入：教师走进教室，先用中文和学生打招呼“同学们好！”学生

回答“老师好”，接着老师拿出准备好的卡片，卡片上显示的是天空中有十个太

阳，另一张卡片上显示的是一个健壮的人拿着弓箭举向天空。用母语询问学生

“同学们看看这是什么图片。”底下的学生开始议论纷纷。老师接着用母语说

“这是一个中国的古老传说，叫做‘后羿射日’，今天老师会带领大家一起学习

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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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习生词。由于曼谷莎缇挽那学校初二年级的教室没有多媒体设备，

因此老师要课前准备好带图的卡片，卡片的一面是单词，另一面是包含单词意

义的图画。老师先让同学们看图片，猜测图意，刺激学生思考。然后领读单词，

并引出其中新增单词的背景文化，比如“后羿”这个单词，老师简要介绍后羿

生活的背景，引导学生对后羿展开想象，预测故事情节。 

3.全部单词教结束后，老师带领学生玩记单词的小游戏：老师先把学生

分为两组，第一组和第二组。老师把卡片有图画的一面翻到桌面上，随意念出

一个单词的读音，并快速举起桌上一张卡片，问“这是书店吗？”学生回答

“这是书店”或者“这不是书店”，抢答正确率高的一组获胜。通过这样活泼的

活动形式反复引导学生记忆单词，同时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4.带入课文，讲述故事：老师先铺垫故事的开端，有一天玛丽和爱德华

在校园里相遇，玛丽向爱德华挥手，“同学们，你们觉得玛丽会跟爱德华说些什

么，她向他招手会有什么问题问他呢？”底下的学生开始对想象的故事进行发

言（激发学生说的主动性）……老师及时控制场面引导学生回到课文“原来，

她是想通过爱德华知道麦克在哪里，她是怎么问的呢，同学们先听老师讲故

事……”老师讲故事，学生听故事，在故事的某些情节上可以稍微停顿一下，

留给学生想象和预测的时间。 

在这一过程中，老师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一面展示对应的单词图片，让学生跟

上进度。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了解故事大意，通过引导学生想象情景并发言，

让学生融入到故事当中，提高对学习汉语的兴趣。 

5.老师讲到后羿射日的故事时，可以适当延伸后羿与嫦娥的故事（嫦娥

奔月），加深同学们对中国传说故事的印象，潜移默化中学习中国的文化知识。 

6.故事讲述完成后，教师对重要句型开始解说，比如“正在……”“正在

听音乐”，鼓励学生用次固定搭配进行造句，看谁造得又多又准确。这里通过反

复练习句型和语法，加深印象。 

7.学生复述故事和表演故事：学生掌握故事中的单词、语法、固定搭配

后，老师用更快速的语速对故事再次进行声色并茂地讲述故事，培养学生的汉

语语感。这时可以安排各组的学生对故事中的对话尝试背诵，每个人一句话，

最后每个人说一句，合成一个故事。这个步骤可以锻炼学生的记忆能力。 

8.鼓励和引导学生对故事进行改编：给学生一定的时间思考，比如他们

去到书店的途中又进行了哪些对话？买了什么书？想象后羿是怎么把太阳射下

来的…… 

9.布置作业。 

六、总结 

回到课文中，整理通过这篇故事学到的词汇、语法、固定搭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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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故事教学法在曼谷莎缇挽那学校的初中 

汉语教学运用中的效果研究 

 
第一节 故事教学法采用前后汉语学习效果的相关数据统计 

为了了解故事教学法的过程和结果，本人还设计了《问卷调查二（课后

调查）》，主要目的是调查学生对以故事为中心的汉语教学法的态度和该教学法

的教学效果。问卷包括 11 个问题，初二（1）和初二（2）两个班 45 位同学都

参与调查，问卷数据统计如下表: 题目详见《附录 2》。 

 

《表 7》故事教学法运用后对学生的影响 

调查的问题 选项 所占人数与比例 

1、你觉得故事教学法 

有趣吗？ 

A.很没趣 0（0％） 

B.没有趣 0（0％） 

C.一般 1（2.2％） 

D.有趣 31（68.9％） 

E.非常有趣  13（28.9％） 

2、你觉得使用故事教学

法是否对提高你的汉语
水平有帮助？ 

A.完全没有帮助 0（0％） 

B.帮助不大 0（0％） 

C.一般 5（11.1％） 

D.稍微有点帮助 21（46.7％） 

E.有很大帮助 20（44.4％） 

3、你觉得故事教学法 

是否增加了你对口语的
兴趣和自信？ 

A.完全没有增加 0（0％） 

B.没有增加 0（0％） 

C.一般 4（8.9％） 

D.稍微增加 20（44.4％） 

E.增加得很多 21（46.7％） 

4、通过故事教学法， 

口语是否比之前流利

了？ 

A.完全不流利 0（0％） 

B.不流利 0（0％） 

C.一般 27（60％） 

D.稍微流利 18（40％） 

E.非常流利 0（0％） 

5、你觉得通过故事教学
法是否提高了你的整体
汉语水平？ 

A.完全没有提高 0（0％） 

B.没有提高 0（0％） 

C.一般 4（8.9％） 

D.有提高 38（84.4％） 

E.提高非常大 3（6.7％） 

6、你认为故事教学法 

除了对听力、口语有帮

助外，还对哪些方面有
帮助呢？ 

A.语法 9（20％） 

B.写作 0（0％） 

C.阅读 11（24.4％） 

D.词汇 14（31.1％） 

E.全部 1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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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今后你自己学习汉语

时，会不会使用故事教

学法？ 

A.完全不会 0（0％） 

B.不会 0（0％） 

C.可能会 0（0％） 

D.会 18（40％） 

E.肯定会 27（60％） 

8、你认为故事教学法有

必要用于汉语课堂上

吗？ 

A.完全不必要 0（0％） 

B.不必要 0（0％） 

C.一般 0（0％） 

D.必要 17（37.8％） 

E.非常必要 28（62.2％） 

 

从第一道题的调查结果我们不难发现，曼谷莎缇挽那学校的初二年级的

学生都对故事教学法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认为这样的教学方式很有趣的同

学达到了 97％。超过一半的同学也认为故事教学法对他们的口语能力的提高有

很大的帮助。我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一旦对某种事物产生兴趣，

就会不自觉地把时间和精力放到这种事物上来，因为故事教学法引起了学生学

习汉语的兴趣，同样，自信心也会在这样的影响下被提升上来。调查数据表明，

超过 90％的学生认为故事教学法增加了他们对口语的兴趣和自信，由此可以说

明，以故事为中心的汉语教学法对提高学生的自信心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

通过故事教学法，口语是否变得流利这个问题上，60％的学生认为一般，40％

的学生认为是稍微比之前流利了，可见，故事教学法对提高口语能力产生了积

极的影响。在故事教学法是否能提高学生的整体汉语水平的问题上，超过 91%

的学生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了故事教学法对提高学生汉语水平

的有效性。故事教学法除了对听力、口语有帮助外，20%的学生认为对掌握语

法方面也有作用，24.4%的学生认为对阅读能力的提高有积极影响，31.1%的学

生认为对他们词汇的积累有所帮助，而 24.4%的学生认为故事教学法对他们的

学习中文的帮助是全面性的提高。因为，故事教学法不是单纯的讲故事，而是

带有一定教学目标来进行的教学活动，通过授课教师有目的性地引导，重要的

语法结构和句型或者词汇会在故事进行的过程中反复出现，通过故事情节的推

动发展来使学生重复记忆，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自然而然地学习语法规则和新

词汇。由此看来，故事教学法的整个教学过程其实就是全面提高学生听、说、

读、写的过程。 

最后两个问卷问题，主要调查学生对故事教学法在汉语课堂中运用和推

广抱有一种怎样的态度，结果是很令人欣慰的：在问到今后在学习汉语时，是

否会使用故事教学法这个问题上，40%的学生选择了“会”的选项，60%的学

生选择了“肯定会”这一选项。而在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故事教学法有必要

用于汉语课堂上吗”这一选项中，37.8%的学生选择了“必要”的选项，62.2%

的学生选择了“非常必要”的选项。由以上调查的数据可以看出，学生对以故

事教学法为主要教学方式的汉语课堂基本都很满意，也认为故事教学法是有必

要运用于课堂上的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 

为了对比故事教学法在汉语课堂上使用前和使用后学生对汉语各方面态

度的变化，笔者特意做了下图的数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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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故事教学法使用前后学生反馈信息比照 

问题 故事教学法使用前后对比 结论 

对汉语口语的兴

趣和自信。 

使用前 非常不自信占 28.9% 

不太自信占 66.7% 

故事教学法对学

生汉语口语的兴

趣和自信有积极

作用。 

使用后 稍微增加自信占 44.4% 

自信增加很多占 46.7% 

汉语课堂活动对

听力和口语的帮

助。 

使用前 不太有帮助占 53.3% 

稍微有帮助占 33.3% 

故事教学法能够

提高学生的听力

和口语。 使用后 认为一般占 60% 

变得稍微流利占 40% 

对故事教学法的

态度。 

使用前 100%的学生表示没有接

触过故事教学法。 

故事教学法是被

学生喜爱和认同

的教学方法。 使用后 37.8%的学生认为有必

要推行，62.2%的学生

认为非常有必要推行。 

 

通过以上的数据对比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故事教学法是一种能有效提高

学生汉语听、说、读、写能力的可行的教学方法。 

 

第二节 故事教学法运用的成功与不足 

一、故事教学法运用的成功之处 

一、教师的教学观念在逐渐改变 

在实施故事教学策略过程中,笔者与其他两位汉语教师做了深入探讨，刚开始他

们认为故事教学的实施，耗时耗力，而且由于学校教学资料的匮乏，使他们产

生了抗拒的情绪，但经过几次旁听笔者的故事教学研讨课，看到了故事教学法

带来的改变，开始接受“故事教学”这一教学形式，并用在在自己所教授的班

级，虽然一开始也遇到了不少难题，比如上课期间学生热情过于高涨而引起场

面混乱等，但经过老师们的努力，这样类似的状况都逐渐得到了改善，这是一

个探索的过程，当师生都愿意在课堂中进行各式各样的故事教学活动，并能从

课堂教学中感受到教与学的乐趣，那么这个方法就是成功的。在故事教学法实

施的过程中，老师们的教学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从最初的抗拒到接受和认同，

再到运用。教师的授课形式不再是一味的满堂灌形式，从最开始的以教师为中

心转变到了以学生为中心。 

二、学生形成积极的汉语学习态度 

故事教学中的表演故事和复述故事的环节，是面向全体学生的一个重要环节，

要求全部学生都可以参与进来，而且授课教师通过采用多种教学活动，使学生

形成了积极的汉语学习态度，大部分学生都能够一改往日消极的听课态度，积

极踊跃举手回答问题或提出问题， 

也照顾到了一些平时在课堂上“沉默”的学生，成功激发了他们学习汉语的主

动性与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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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效果得到改善 

在课堂上，学生一改往日昏昏沉沉的面貌，踊跃发言，积极融入到故事的情节

当中，尤其是在表演故事这个环节，极大地调动起了学生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课堂前所未有的活跃、轻松。而在课后习题上，正确率也大大提升，从中可以

肯定，学生是真的用心听了和做了。同时，学生的口语水平也得到了明显的提

升，课后部分学生能够主动积极的用所学到的汉语与老师沟通交流，大大提升

了学生对学习汉语的自信心。 

 

二、故事教学法运用的不足之处 

1.来自学生 

①学生汉语听说的能力 

曼谷莎缇挽那学校的初二学生虽然均有 3 年以上的汉语学习时间，但他

们普遍存在“零”的情况，因为很多学生汉语的学习是没有连贯性的，出现断

层，所学知识连接不上，久而久之，所学知识基本“归零”了，所以很大一部

分学生的汉语听说能力较差，对活动的展开不利，这中间需要老师一步一步地

引导推进，表演复述故事的进程也就慢了下来。 

②学生协作学习的能力 

曼谷莎缇挽那学校初二的学生,平均年纪大概是 13 岁左右，还处于好动、

活泼的孩童阶段。因此在表演故事这一环节，学生很容易出现“纯玩”的现象，

而忽略了其中应该达到的训练目的。在协作能力上也差强人意。同时，由于有

些单元的课文比较简短，故事性也不强，因此给故事改编和对应故事活动的设

计造成一定的困难。 

2.来自学校的硬件设施 

由于学校的教室基本没有配备多媒体，所以很多精彩的内容、影像无法

通过多媒体展现出来，无法从视觉、听觉上满足学生的需求，教具基本上是授

课教师自己准备，加大了老师备课的难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上课的实际

效果。 

 

第三节 故事教学法在汉语教学中的完善措施 

一、让授课教师认同“汉语故事教学”这样一种教育理念 

故事教学的方法在特征上是一种十分高效的的教学方法，与传统的课堂

教授相同，故事教学法旨在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思维能力以及丰富的想象力。

其根本原则是寓教于乐。所以要使故事教学法这样一种新兴教学方式在曼谷莎

缇挽那学校乃至整个泰国的中小学得以推行，授课教师首先要摒弃原来的以教

师为中心的教育观念，认同并接受“汉语故事教学”这样的一种教育理念，尝

试换一个角度来看待故事教学的内涵，它应该是一种使人愉悦的教学方式，也

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第二语言的学习，重在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要真正

做到使学生能够学以自用，“练”是必不可少的，但这种“练”不是以往的枯燥

的、单一的、以教师为中心的重复操练，这种类似满堂灌的传统教学极易使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排斥、注意力不集中、无法参与其中的情况。因此，故事

教学法是一种有效的能够让每个人参与其中，极富趣味性的教学方法，在调动

学生积极性的同时，真正让学生吸收到知识，实现真正的有效教学。但授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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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也要注意，故事教学不能是纯粹的讲故事形式，不能以调动热闹的气氛为主

要目的，这不是一种游戏教学，故事教学活动不是“花拳绣腿”，不是纯粹的娱

乐形式，而是为实现一定的教学目的而设计的一种教学方法，是为教学而服务

的。 

 

二、故事教学活动应以全体学生为中心 

作为故事教学法的实施者，授课教师要统筹好全局，以全体学生为中心，

把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作为教学的首要任务，而不是“抓头不顾尾”。我们知道，

由于每个学生的基础不一样，每个学生的接受能力不一样，每个班都有一部分

成绩优异、思维活跃的学生，也肯定有一部分成绩偏差、主动性不够、自信心

不足的学生，那么在实施故事教学法的时候，授课教师一定要有统筹全局的概

念，不要忽略了那些平时沉默、自信心不足的学生，而应利用这样一种趣味性

教学把他们从以往的沉默“沼泽”中解救出来，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多鼓励他

们，让他们参与其中的角色表演，帮他们把自信心树立起来，战胜害怕汉语这

样的心态，提升学习汉语的兴趣。同时，对所教授的知识的重难点，要在学生

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对那些平时信心不足的沉默类型的学生，要多关注和引导。

教师可以用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引导他们，首先设计稍微简单的故事活动并

使他们参与进来，并在活动过程中给予一定的提示和启发，促使他们展开思考

和想象，通过这样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激发兴趣、适当提示、有错纠正、激

励创新，来培养学生们的自信心及参与意识。 

 

三、故事教学要突出学习的重难点内容 

授课教师在运用故事教学法进行课堂活动的时候必须要认识到一点，故

事教学活动不是“花拳绣腿”，不是纯粹的娱乐形式，而是为实在一定的教学目

的而设计的一种教学方法，是为教学而服务的。因此故事教学要有明确的教学

目标和教学目的。 

 

四、情境化在教学过程中的再现 

“学生学习过程是在教师创设的情境下,借助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主动探

索,积极交流,从而建立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23我们知道，单独的汉字、词语是

枯燥的、抽象的，而一定的情镜能化抽象为具体。教师通过故事教学，用故事

把枯燥单一的词汇短语连成有情节有过程的故事，并通过表演把场景展示出来，

借助直观情景,找出每篇故事情景的生发点,这就使学生达到了加深汉语词汇、语

法等的认识的效果。同时，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借助图片、影视等能够加深学生

对汉字的认知，对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开展多样化故事教学活动 

学生属于不同的个体，每个人的自身发展都有着不同的特点，因此授课教师可

以变换多种形式的教学，选择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的故事，这样既灵活又能及时

把握学生学习进度和成效。把汉语作为一种第二语言来学习，汉语课堂教学对

                                                        
23
王妙芝.小学低年级英语故事教学实施策略的个案研究[D].西南大学 2008 年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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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要求很高，除了本身需要很高的综合素养外，还需要不断地学习和创新，

明白故事教学的活动要灵活多变, 要不断改变故事活动的形式和方法, 不能以一

种教学方式贯穿整节课。故事教学法作为一种新颖的课堂教学方法，可以结合

其他教学方法一起运用到课堂上，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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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泰联系会越来越紧密，学习汉语的泰国人将会越来

越多，范围也将更广，以后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本土老师加入到汉语教学的大

队伍中。如何让更多泰国人爱上中国文化，爱上汉语，并且能学会，掌握，这

是一门学问。 

本文研究以故事教学法的相关理论为理论依据探讨在泰国曼谷莎缇挽那

学校汉语课堂教学中，运用新兴教学法——“故事教学法”的可能性，通过问

卷调查形式进行，把课文内容进行故事改编的形式进行教学，实践证明在汉语

教学中运用故事教学法是可以提高汉语教学质量并达到理想教学效果的有效途

径与方法。 

泰国曼谷莎缇挽那学校虽然成立中文学科已有二十几年的历史，但由于

一系列差强人意的原因，如学校师资不足，对中文不够重视，教学方法单一等，

使得学生对中文这一学科兴趣不大，动机不强。后在笔者在该校实习期间，在

课堂上首次运用了故事教学法，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效。故事教学法把故事与

教学内容巧妙结合起来以完成特定的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形式上灵活生动，

深受学生喜欢，更重要的是，能在一个很好的学习氛围中提高学生的汉语综合

能力。实践证明，“合理的运用故事进行辅助教学，可以使学习者在生动有趣的

故事环境中学习中国文化和知识，在故事所延伸出的具有启发性的知识和问题

中提出自己的见解，甚至探索新的问题。”24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通过故事引

导学生进行真实的体验和感受，从而在“寓教于乐”中收获知识，开拓了汉语

课堂上学习者学习汉语以及中国文化的新视角。从调查数据分析的成果中我们

可以得知，运用故事教学法进行辅助教学，是可以提高学习者综合语言能力的

的，故事教学法是符合泰国学习者自身特点和汉语教学大纲的有效的教学方法。 

对教育事业的探究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很多研究者在这个过程中总

结出了各种各样的教学方法，每种方法都各有其优势和劣势，但无论是哪一种

教学方法，都对教育事业有着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故事教学法从被提出到现

在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从一开始运用于英语领域到现在的各个语言学习的领

域，可见这是一种对学习第二语言有着积极影响的教学方法，而它在汉语领域

的运用，时间不算长，对此进行探究的学者也不多，因此还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我们将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继续研究故事教学法，让故事教学法能够更好地

为汉语教学服务。 

 

 

 

 

 

 

 

 
                                                        
24
汪雪. 故事教学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以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为例[D]. 四川师范大学 2014 年 

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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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一：调查问卷一） 

问卷 1（课前问卷）：调查初高中学生汉语学习的状态 

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好! 作为学习汉语的泰国学生，对于汉语学习，你有什么看法？为了了解

同学们汉语学习实际情况以及兴趣度，我们特邀您参加此项调查。本次调查采

取匿名形式，且不公示。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和认知，客观、真实地回答以下

问题，在相应的地方划“√”。感谢您的配合！ 

1. 性别  

A. 男  B. 女 

2. 你现在读几年级？ 

A. 一年级 B. 二年级 

3. 你学习中文多长时间了？ 

A. 半年    B. 一年    C. 一年以上   D. 两年以上  E. 三年以上 

4. 你为什么会学习汉语？ 

A. 个人对汉语及中国文化很感兴趣。 

B. 认为学习汉语对今后的发展非常有帮助。 

C. 无所谓，有这门课就学了。 

D. 本身并不喜欢学习汉语，不得不学。 

5. 你喜欢学习汉语吗？ 

A. 不喜欢（请回答 5-1）    

B. 不太喜欢（请回答 5-1） 

C. 喜欢         

D. 非常喜欢 

5-1.（在“5”题中选择 A，B的学生请回答以下问题） 

你为什么不喜欢学习汉语？ 

A. 本身并不喜欢学习汉语，学校要求，不得不学。 

B. 在选择汉语课之前没想太多，随便选择的。 

C. 刚开始还对汉语感兴趣，但觉得课堂的教学方式乏味 

（请回答 5-2） 

D. 虽对汉语感兴趣，但觉得太难了。 

E. 其他  

5-2.（“5-1”问题中选择‘C’的学生请回答一下问题） 

哪些教学方式会降低你学习中文的兴趣？ 

A. 老师说课为主的教学方式 

B. 课本内容讲解为主的教学方式 

C. 以语法讲解为主的教学方式 

D.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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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学习汉语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A. 可以用汉语流畅地交流 

B. 看懂中国文字 

C. 取得汉语能力等级考试（HSK、CPT等） 

D. 通过学校的汉语考试 

7. 汉语课的上课内容能理解多少？ 

A. 完全不理解 B. 基本不理解 C. 一半一半 

D. 基本理解  E. 完全理解 

8. 在汉语课堂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去提升的部分是什么？ 

A. 汉语的发音及词汇    

B. 以汉语听力及口语为主的会话 

C. 汉语翻译    

D. 汉语语法及写作   

E. 中国文化及社会现象 

9. 学校开设的汉语活动课，你愿意参加吗？ 

A. 非常愿意，而且目前已经参加。 

B. 想参加，但没有时间。 

C. 想参加，但觉得老师教的内容不是自己想学的。 

D. 没兴趣，觉得意义不大。 

10. 在汉语课堂活动课上，你最希望老师教的内容是什么？ 

A. 汉语听说读写  B. 手工   C. 歌曲 

D. 书法   E. 中国舞蹈及戏曲  F. 中国武术 

G. 中国故事传说  H. 其他 

11．在课堂上的活动对提高你的听力和口语能力能有帮助吗? 

A. 完全没帮助        B. 不太有帮助        C. 一般  

D. 稍微有帮助        E. 非常有帮助 

 

12. 在课堂上做听力活动的时候，您的注意力怎么样？ 

A. 很低  B. 比较低   C. 一般    D. 比较高    E. 非常高 

13. 你对你的汉语沟通能力是否有自信心？ 

A. 非常不自信  B. 不太自信   C. 一般  

D. 有点自信   E. 非常自信 

14. 为了提高自身汉语水平，你会怎么做？ 

A. 只靠学校课堂上老师的讲解。  

B. 自己很自觉积极地自学。 

C. 找汉语家教，快速提高。 

D. 经常找老师问问题。 

E. 经常与同学交流探讨。 

 

 

 



36 
 

15. 假如汉语会话课以故事教学法的方式来教学，你会选择怎样的内容？ 

A. 中国故事及人物情节 （例如：西游记的故事） 

B. 中国四字成语的情节（例如：哭竹生笋） 

C. 中国有关的传说（例如：白蛇传说） 

D. 中国的文化（例如：中国倒贴福的文化风俗） 

E. 中国的流行语和笑话 

16. 以前有没有读过汉语故事（story）书？ 

A. 没有   B. 一本   C. 二本到五本内  

D. 五本到十本内   E. 十本以上 

17. 在汉语学习中是否有通过故事教学（Storytelling）的经验？ 

A. 有（请回答 18）   B. 没有 

18. 如果有应用故事教学（Storytelling）法学习第二语言的的经验， 

请列明场所？ 

A. 在家     B. 在学校   C. 在补习班       D. 在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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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调查问卷二） 

问卷调查 2（课后问卷）：对故事教学法的看法 

亲爱的同学： 

你好！非常感谢您能抽出时间来帮助我们完成这份调查问卷。本问卷调查的目

的在于了解您对“故事教学（storytelling）法”的看法及态度。请根据您的

真实想法回答以下问题，并在相应的地方划“√”。 

1. 性别  

A. 男     B. 女 

2. 你现在读几年级？ 

A. 一年级 B. 二年级 

3. 你学习中文多长时间了？ 

A. 半年    B. 一年    C. 一年以上    D. 两年以上   E. 三年以上 

4. 你觉得故事教学法有趣吗？ 

A. 很没趣    B. 没有趣     C. 一般  

D. 有趣    E. 非常有趣 

5. 你觉得使用故事教学法是否对提高你的汉语口语水平有帮助？ 

A. 完全没有帮助    B. 帮助不大    C. 一般  

D. 稍微有点帮助  E. 有很大帮助 

6. 你觉得故事教学法是否增加了你对口语的兴趣和自信？ 

A. 完全没有增加   B. 没增加     C. 一般  

D. 稍微增加   E. 增加得很多 

7. 通过故事教学法，口语是否比之前说得流利了？ 

A. 完全不流利   B. 不流利     C. 一般  

D. 稍微流利   E. 非常流利 

8. 你觉得通过故事教学法是否提高了你的整体汉语水平？ 

A. 完全没有提高   B. 没有提高    C.一般  

D. 有提高    E. 提高非常大 

9. 你认为故事教学法除了对听力，口语有帮助之外，还对哪些方面 

有帮助呢？ 

A. 语法  B. 写作  C. 阅读        D. 词汇   E. 全部 

10. 今后你自己学习汉语时，会不会使用故事教学法？ 

A. 完全不会   B. 不会     C. 一般  

D. 会    E. 非常会 

11. 你认为故事教学法有必要用于汉语课堂上吗？ 

A. 完全不必要   B. 不必要     C. 一般  

D. 必要    E. 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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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写作过程中有不少波折，但是李志艳老师都以博大的胸怀，包容了我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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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耐心的解答论文中的各种问题，极大地给予了我认真

完成论文的勇气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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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感谢你们对我的包容和帮助，感谢你们的一路相

伴，正是因为有你们的支持和鼓励，我的两年研究生活才如此精彩、充实，我

的论文才得以顺利完成， 

 最大的遗憾，是最后的分别和深深的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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