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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MULTIMEDIA ON CHINESE CULTURE CLASS 
 

CHITCHANA SAICHOMPOO 576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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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IS ADVISORY COMMITTEE: LI YINSHENG, Ph.D. 
 

ABSTRACT 
 
Chinese teaching in high school of Thailand, although mostly schools have 

Chinese courses. Except universities, primary schools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ere is no 
specific Chinese culture class. They just only pay attention to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They do not understand how interested Chinese culture. For this reason, 
students do not have a good attitude on Chinese learning. Students do not understand 
how the Chinese people's thinking, reason and way of life. So, the students don’t pay 
attention to Chinese class and don’t even see the value of studying Chinese. Therefore, 
the stud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an help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researcher had applied the instructional multimedia on 
Chinese culture class, by divided the teaching plan into four main sides, including way of 
Chinese life’s teaching plan (which basic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ese calligraphy), 
Chinese traditionalist teaching plan (Chinese traditional), Chinese tourism’s teaching plan 
(big cities of China : Beijing, Hong Kong, Hangzhou), Chinese traditional art’s teaching plan 
(Chinese traditional dance). Researcher applied all these teaching plans into teaching. 
The result showed that If we have an instructional multimedia in class, it can be good to 
stimulate learner's attention,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in Chinese culture. 

The researcher believes that application of multimedia o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eaching, could increase students’ Chinese culture interested, and also have a 
good attitude on Chinese learning. 

Finally, we can bring the advantages of the Chinese Culture Instructional 
Multimedia to adapt on Chinese class. In order to enhance effective of Chinese teaching. 

 
Keywords:  teaching plan, multimedia,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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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文化课的多媒体教学设计 
 

邱雪洁  576044 

文学硕士学位（汉语教学） 
指导教师：李寅生 博士 
 

摘   要 
 

在泰国高中学的汉语教学中，尽管几乎所有学校都有中文课程，但除了大学

以外，中小学的教学都没有专门的中国文化课。学校教育都重视于四个关键技能其

中包括听力技巧，说话技巧，读和写技巧。学校课程并不需要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

出于这个原因，学生在高中也不想学汉语，对中国文化也没有什么兴趣。学生不理

解中国人的思维、想法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这样一来，学生对中文就更加不感兴

趣，不看重学习汉语的利益和价值。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要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笔者已经准备了如何教中国文化的课程。主要分为

四个方面，包括汉语文化课之生活文化方面（以中国文化概要，中国书法为例）, 

汉语文化课之文化习俗方面（以中国的传统节日）, 汉语文化课之旅游文化方面

（以北京，香港，杭州等城市为例）, 汉语文化课之旅游文化方面（以传统舞蹈为

例）。如果我们有效地处理并且用适合的教材借助多媒体以刺激学习者的注意力，

这样会更好地了解汉语和中国文化。 

笔者认为，汉语文化课的多媒体教学设计，会让学生可以对中国语言保持良

好的心态，更容易激发学生对中文的兴趣。 

最后，我们可以把汉语文化课的多媒体教学设计优势。应用于目前的中文教

学中。 

 
关联词:  教学设计   中国文化    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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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节 课题来源 

    汉语是这世界上最重要的语言之一。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变化发展, 中国与其

他国家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因此，汉语成为很多国家争相学习的一门外语。中国和

泰国自古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就有交流。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成为了

泰国的合作伙伴，为适应时代的潮流，泰国教育部大力推崇汉语的学习。在泰国，

几乎所有的大学，中学以及小学都有开设汉语教程。从四五岁的小孩到七十岁的老

人对学习汉语都有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 

    学习汉语我们往往只注重汉语的听、说、读、写这四个技能，却忽视中国传统

文化的学习。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学习汉语。教授一种

语言同时也在教授一种文化。不可能有与中国文化完全无关的中文教学。不掌握一

个国家的语言是非常困难能真正地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同样，不了解这个国家的

文化也非常难真正地掌握这个国家的语言。所以我们在教学中文知识的同时也应该

系统地给学生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泰国，虽然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开设了汉语课

程，但除了大学以外，小学和中学都没有专门的中国传统文化课。有的汉语教材中

有提及一点点的文化课内容，但是并不全面，比如：《体验汉语》这本教材在每一

单元的最后都有一点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但是教学时按照老师的教学安排往

往省略掉很多内容，只是简单讲解，没有很系统地给学生介绍中国文化。作为泰国

一所中学的汉语老师，我在教中国文化时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备课时先会查

找与课文的内容有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上课时会给学生介绍有关的知识。但是在

教学过程中因为课时不足、教学任务繁重，教师往往没有办法开展系统的汉语文化

教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保证能完成所有的教学内容，

我们的汉语中文老师就需要在课前做好所有与文化教学有关的准备，并且让学生能

够更好的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这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社会,多媒体已经成为文化教学的重要手段。随着现

代教育技术的迅速发展，泰国众多院校增添了多媒体设备，老师上课不再是单一的

教学，如今各种课程和各个教学环境中都有多媒体设备的辅助。多媒体教学不仅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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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教学变得生动有趣，更直观的展现教学的内容，而且更有利于学生理解教学

内容，更好地了解汉语和中国文化，提高学习效率。 

 

第二节 泰国汉语文化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没有充分关注文化教学 

一般情况下，我们大部分人都会将进行外语或者说第二语言传播的人视为语言

文化的传播者。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老师在教授语言时，不单单是教授语言，在

此过程中，老师的讲解或多或少会涉及目的语所在国的文化，因而对目的语所在国

的文化起了一定的传播作用。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很多学生对文化并不是有很深

刻的了解，只是仅知道文化的表面，不能将实际的中国文化融入到学习中去，记忆

也并不深刻。说来说去，归根结底是国际汉语教育教师知识面不广,对中国文化的了

解比较狭隘。再加之在汉语教学的过程中，对汉语文化教学不够重视，深化了因文

化差异导致的误会,使汉语文化教学不足。使得在整个汉语语言教学的过程，学生不

容易感兴趣也不容易理解和掌握所传授的知识。  

二、根深蒂固的观念影响   

通常来讲，每个人作为初学者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时，都很难快速掌握这门

语言的要点以及特点，这是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有着它独有的复杂性，同样的，汉语

也有这样的特点。学生把汉语作为外语来学习时，最初是没有办法把汉语看成一个

整体的，学生会把汉语看成一个一个脱离开来的知识点，也就是把语言学习不断地

分化开来，分别转化成语法、拼音，还有文化等等的学习。这样做，就会导致学生

不能很好地对汉语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总是独立分离地来看待每一个知识点，从

而对汉语的认知和掌握就不容易形成，进而造成对汉语学习的阻碍，从而分割了汉

语语言的学习。 

三、很表面地去理解汉语文化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原因有很多的方面。其一，由老师这个角度来

看，也许有的老师自身的专业素养就不是很高，对中国的文化了解也只是做了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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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这就使得这些老师在教学中国文化课程时，要给学生传授更过深刻的汉语

文化知识就会变得困难，也就会让语言的教学变得太过单一。学生缺乏学习语言的

指引，而且，学生学习汉语时，是独立的学习了汉语的语法和拼音，文化和这些知

识点也是分割开来的，这就导致了学生不会积极主动地去学习及了解中的文化知识，

老师教什么，学生就被动地接受什么。除了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外，还应该从教为

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生活的现实环境并没有很好地提供给学生和老师一个良好地

能够接触中国文化的地方。拿泰国的现状来看，学生一般是从中国的影视剧作品或

者音乐作品中去了解中华的文化，这就可以看出泰国学生在获取中国文化知识方面

的渠道很是单一，还有着一定的娱乐属性，这就让原本深厚的中国文化出现了学生

只能浅显地去了解，只能掌握其中奥妙的表层内容，没有办法做到对中国文化更深

入的了解和掌握。还有一个原因是，对于中国文化传播和推广的方式，无论是国家

社会还是来自生活的其他方方面，都没有形成一个固定有效的模式，我们在大街小

巷中，也很少看到对中国文化的介绍，这就使得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亦或是社会中

的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深入地广泛地去接触到中国的文化，从而真正意义上地去

了解探索中国的文化，这也就导致了汉语的语言教学与汉语的文化教学法始终不能

处在一个相同的步伐上。   

 

第三节 选题的研究意义与目的 

  一、研究意义及目的 

（一）研究意义 

在国际汉语教育中汉语的教学设计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对于这方面研究成

果，不用我说，各方面的大小专家已经给出了非常丰富的总结。但是大部分都在汉

语的听说读写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教学设计方面还有空缺，特别是在中学开展文

化课的教学。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在中学汉语教学中，汉语课时量不够并且没有专

门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教材，在这样的情况下，汉语老师应该如何利用多媒体作为

辅助教学工具，来设计汉语文化课的教学内容，这也是本次研究的创新所在。     

本文尝试探讨如何设计文化课教学使教学的内容更适合中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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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做到因材施教、提高学生对学习汉语的兴趣、改善教学效果，让学生真正

的了解和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 

    研究的意义还在于有利于丰富汉语课程教学设计的理论，特别是在中学开展中

国传统文化教程，并使之成为在泰汉语教师进行有效、合理教学的理论参考依据，

让学生学习汉语的基本技能之外对中国的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旨在通过使用多媒体授课，更直观地让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促使学生对学习汉语的兴趣，改善教学效果。也可以让学生了解到中国和泰国文化

的差异，帮助学生学习中文知识。 

    学生通过文化课的学习，拓宽视野了解和学习更多的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同

时也为汉语老师在平时的多媒体教学中提供理论参考，不仅仅是文化课，汉语知识

课也可以利用多媒体教学，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学习汉语。 

二、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主要针对在泰汉语教师在汉语课时少、缺乏中国传统文化教材的情况下，

如何使用多媒体进行文化课教学。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生活文化、文化

习俗、旅游文化以及文化艺术进行教学设计的分析以及教学效果的评估。 

（二）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1、案例法、定性分析法。根据佛统中文活动课实际的教学实践判断学生在学习

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学习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依据学生自身情况来选择合适的教

学内容和评估方法。 

2、讲授法。利用多媒体设计向学生讲解中国的传统文化。通过图片、影像、音

乐等方式直观地向学生介绍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以达到让学生了解中国的传统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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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自然观察法。在学生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他们的学习情况（包括作业、平时表

现等）和教师教学课件收集起来，通过这些资料来研究分析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的心理变化过程以及他们的感兴趣程度和学习效果。 

4、文化体验法。通过活动和游戏的方式，让学生体验到中国的习俗，生活、旅

游、艺术等方面。 

5、成绩测试法。通过对成绩测试的分数的统计分析说明使用多媒体进行文化教

学后的效果。 

 6、调查问卷法。通过对汉语文化课的多媒体教学设计，学生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第四节  汉语教学中文化教育的途径 

    总而言之，在学习一门语言能让学生深刻地理解及掌握知识点，并能在不断深

入地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一门语言的文化内涵，把语言中的文化教学融入

到语言的教学过程中是非常有必要的，把语言的学习和文化的学习交融在一起，相

互联系相互交叉，以便达到所理想更好的教学效果。 

把它具体到教学的过程中去，可以具体到下面的这些方法，让语言与文化之间

的关系更进一步地强化起来。 

一、文化类同的迁移法  

    张冬红（2016）在文章中指出，在亚洲文化圈中，中泰两国之间的文化联系颇

多，并且都受过佛教的影响，因此两者在文化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一相似性就

可以被运用在语言教学过程中，可以使学生对中国文化以及汉语有更深入的了解和

感触。 

    比如，“黑色”，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泰国，都有着比较相似的象征意义，都

可以用来表示“邪恶”或者“罪恶”的含义，这主要是因为佛教的文化同时影响了

这两国的文化。“黑色”这个词语，除了表示颜色外，还有不好的一面，它具有一

点的贬义色彩，“黑钱”“黑暗”“黑白混淆”等中文词语，就有着不好的含义，



6 

 

它们都是贬义词，而这在泰国的语言词汇中，也有着类似的词语，同样的含义也大

同小异。有了这些相似的部分，我们老师就可以在语言的教学过程中，把汉语和泰

语中含义相类似或近似的词语可以给学生们做一个整体的文化链接，让学生系统地

知道，这些词语在汉语文化中的含义与泰语语境中的含义是相通的，这样既能强化

学生对相关词语的理解，也能更好地领悟汉语的文化。 

  二、文化差异的比较法  

    在汉语的教学过程中，本身就是属于国与国之间跨文化交流的一个部分。在这

个过程中，文化差异不可避免，两国之间的文化矛盾也不容忽视。因此我们不能只

看消极面，否则对于语言的教学与学习的过程是没有意义的。反之，如果我们能很

好地运用这文化的差异，从好的一面去看待它，那对于一门新的语言的学习无疑是

有很大帮助的。  

    可以将新的语言和学生的母语（如泰语）展开对比，让学生可以把已经知道的

事物转移到新的语言的语言中去，从而让学生在学习新语言时能更好地理解和吸收。

如，在中国，年轻人喜欢用数字“5555”来表示伤心和难过，这是因为 5 在汉语中

发音和“呜”的发音一样，就是表示哭的意思，而这一现象，与泰国文化语境中很

不一致，在泰国，人们喜欢用“5555”来表示高兴和大笑，因为泰语中“5”的发音

和大笑的声音一致。所以，老师在教学这一知识点时，通过强化两国文化差异来区

别会使学生印象更加深刻，强化他们对于汉语文化的理解，还增加了汉语学习的趣

味。 

  三、文化的穿插法  

    上述两种方法着眼于对两国文化相同点或者不同点的比较，以加深学生的理解。

此外，文化的穿插法也是一种利于教学的方法。该方法将文化教学穿插于日常的汉

语教学中，而不是将文化知识刻意提取出来进行讲解，只作为一种对课文的延伸，

从而使学生对中国文化知识点有更多的了解。  

    在汉语教学中，在教学到如“伯伯”、“叔叔”、“舅舅”等亲属称谓词的时

候，为了给学生说清楚这些称谓词的意义，就可以给学生讲解这些称谓词之所以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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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中国的大街小巷，是和中国汉民族重视长幼次序的传统文化相关联的，这不仅

是对人的身份称谓，还可以根据这些称谓词，来确认这些人在一个家庭中的身份和

地位。  

有了这样的穿插讲解，既把词汇的含义解释清楚了，还在讲解中加上了文化含

义的学习。这样更能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也有助于汉语文化的推广。 

四、文化的体验法  

    我们在教学汉语的过程中，不应该只是单单注重老师的教或者是学生的学，而

是应该把两者相结合，使它们变得更为互动，让单向的教和学能通过一些方式变为

双向的，这样就加强了学生对于汉语的学习。这时，让学生置身于汉语的语言环境

中，亲身体验汉语及其文化就非常的有用了。  

一般来说，为了让学生在开心快乐的氛围中，既感受到汉语文化的内涵，又能

加深对汉语的理解，我一般采用的是举行一些例如中文歌曲大赛或是中文诗歌朗诵

等节目来开展活动，这样学生的积极性就被调动了起来，还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教学

效果。 

  除了举行这种大型的比赛活动外，还可以在课堂上开展各种情景剧，让学生

能在进行的小情景中感受与体验汉语的文化，可以让学生在设计出与课文相应的汉

语文化情景后自行表演，如：如何与人交流、如何获取信息、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如

何处理等。这些与中国类似的情景，中国人是怎样处理的，学生都会去思考并表演。

这样的情景表演方式不仅丰富、有趣，而且更加实际和有效。 

   因此，汉语文化教育不是汉语教育的唯一重视点，应从多角度去研究泰国汉语

教育，对汉语语言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内容进行加强。在实际教学中，中泰两国文化

之间的相似点可缩短学生与汉语文化之间的距离，而两者之间的差异可以让学生加

深对汉语的理解与感悟。在教学汉语语言的过程中，穿插加入汉语文化的元素，让

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慢慢地接受了汉语文化。特别要注意的是，教学并不只是老师传

授知识给学生，更多的是师生之间的双向互动和学生在汉语言文化学习过程中的体

会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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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中国文化研究与相关理论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中华文化更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文

化自成体系，但是它从来就不与外界封闭，它的发展是通过不断的与外界的交流中

发展起来。中华文化深深影响着东亚的文化。中国与欧洲的联系可以追溯到很早。

早期希腊作家在其著作中就已提及华夏文明，由此可见华夏文明虽自成体系但不是

封闭的，它是在世界各国文化相互影响和交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所以，只有从

世界这个大范围来研究华夏文化，才能真正的体会华夏文化的世界意义。 

在世界范围展开华夏文化研究，必须先要了解世界上各个国家对华夏文化的了

解程度以及研究成果，部分使用汉字的国家最先开始研究华夏文化，其中日本在汉

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传教士汉学、游记汉学和专业汉学是西方国家汉学

研究的三个阶段，一些来自欧美国家的杰出汉学家的研究成果更是受到中国汉学界

的重视。随着中国近代汉学研究的转型，西方国家及日本对汉学的研究大大影响了

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 

    而今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和国家实力也逐渐增强，世界各国的文化研究也随

之聚焦于华夏文化。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汉学学者，他们的著作已成为各国人民了解中国文化的重

要途径，他们也成为了世界各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交流的使者。这对研究中国汉学和

海外汉学具有非凡意义。 

站在中国汉学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汉文化是一项国际性学术研究。我们

要以世界性的眼光来看待这项研究，这就要求我们系统的研究汉文化在其他国家的

影响和推广状况，给国际范围内汉文化的研究在学术上给予相应的支持。我们可以

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在世界文化交流史的背景下，找寻中国文化典籍以及外

传轨迹；第二，整理汉文化典籍的外译史；第三，研究世界各国汉学的变化和发展

史。通过研究世界各国的汉学著作，国际主要国家的汉学发展史渐渐浮现。 

快速发展的中国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塑造国家形象，需要以一个大国的形象在国

际舞台敲响锣鼓。中国是唯一一个拥有不间断文明的古国，其特有的文化应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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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我们应当努力实现将华夏文化推向世界的目标，用更先进的媒体技术来推动

华夏文化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环节便是与各国汉学家的交流，你要以批判的眼光，

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与他们探讨中国汉学和海外汉学。以便促进汉学家对中国的了解，

并且将他们作为展示中国形象、传播华夏文明的桥梁和纽带。 

军事、政治、经济的强大并不能说明一个国家的强大，在价值观念和文化上拥

有强大的影响力才是真正地强大。我们要从世界性的角度来规划政治和经济发展，

有战略性的谋划中国文化和学术在全球的发展，在价值、文化和学术上为国家利益

提供支帮助。唯有对中国汉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提供支持，放眼世界看待中国

文化，深层次研究海外汉学和中国汉学，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意义才能最大化。 

 

第一章 多媒体汉语文化课教学设计的基本原则与课件设计 

第一节 多媒体汉语文化课教学设计的基本原则 

    在汉语综合课中运用多媒体技术，有非常多超越传统教学方式的地方，那么将

这些优势具体落实到教学实践当中应该遵守哪些原则呢？以下就是本人认为多媒体

应用于汉语综合课教学的原则。   

 一、辅助性原则  

    由于过分依赖多媒体信息技术，一切节奏按课件步骤进行，完全将课堂教学凝

固在一个程序当中。教师将一切内容的讲授都融合在课件展示当中。因而无法跟随

课堂教学环境走，尤其是年轻教师，应变能力差，难以驾驭课堂，对于学生临时提

出的问题，显得紧张不知所措。另一方面，由于课件在操作过程当中，会因系统突

发原因而临时出现差错。课件内容被教师放在了课前准备的首位，加上突发紧急情

况，内心紧张，因此教师口误、逻辑混乱等现象频出。因此语言表达过于简单，完

全成为串联式表达。针对教学实际当中存在的这样的问题，我们提出辅助性原则。

对于教师来说，不能让多媒体信息技术成为课堂的指导者，更加不可以让多媒体掌

控整个课堂。教师应该清醒的意识到课堂的领导者是自己，而多媒体技术只是一种

辅助手段。因此，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教师要在课下做好一切工作，对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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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内容要铭记于心，有自己的讲授方式和方法。掌握课堂教学节奏。   

二、适量性原则  

    前文在论述多媒体信息技术教学的优势中，提及多媒体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相结

合。互联网具有海量知识信息的特点，但是落实到具体的教学活动中，这个优势却

极易成为将多媒体信息技术引入教学的最常见的问题。每堂课的时间是有限的，仅

有四十五分钟，那么如何处理信息量如此大的知识点就成了至关重要的难题。这一

环节也是最考验教师能力的，可以看到教师整合、分析以及再创造信息的能力。然

而，由于过多的课件内容以及处理不当等原因，老师并没有过多的时间讲解这些内

容，学生只能走马观花，难以理解，更难以掌握。 所以一定要适量的运用这一技

术，通过这种手段让学生学会思考问题、学习课件内容，而不是将幻灯片像播纪录

片一样放给学生看。 

三、灵活性原则  

（一）师生互动  

    一部分教师，往往把多媒体教学手段变成教师教学内容演示的工具，却忽略了

教学最重要的环节。即：师生互动环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时刻保持与学生之

间的交流。适时的调节讲课节奏，而不是简单的把课本搬上屏幕。从上课开始一直

念到下课。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只是充当简单的解说员角色。这样就大大减少了与

学生之间的交流。这样完全没有体现出多媒体信息技术给课堂教学带来的便利，反

而让课堂气氛变得枯燥，内容单一。因此，在实施教学的过程当中，教师一定要遵

循灵活互动原则，将多媒体课件的灵动之处与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进行完美的结合，

让学生的大脑动起来才是运用多媒体信息技术的最终目的。  

（二）与板书、实物结合  

    事实上，无论多媒体信息技术如何生动丰富，总是与实物有很大的区别。例如：

在对外汉语初级汉语综合课教学当中，拼音书写教学这一模块当中，涉及到声母、

韵母、声调的标注以及声、韵、调的拼合规则，在这一环节当中脱离了黑板与粉笔，

无论是教学效率还是学生的正确拼写率都会下降。因为用 PPT 展示的只是拼音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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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结果，但是在这一模块教学当中，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与教师同步，一起进行书写

练习。给学生充分展示每个音节的书写顺序，以及特殊音节的书写规律。只是给出

最后的印刷体，完全忽略了书写的教学，学生最终也是云里雾里的弄不明白。另外，

在讲解日期这样的问题时，比如说“前一天”“后一天”，这样的表示具体日期的

时间的词汇到底怎样才能让学生明白。莫不如直接将生活中学生们天天接触的日历

拿到课堂上，让学生们看见实物，教师再进行讲解，这样不但方便快捷易懂，学生

更直接知道类似这样词汇的用法，因为选择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实物，学生就更能够

直接用于生活。 

 

第二节 多媒体汉语文化课教学设计的课件设计 

一、汉语文化课之生活文化方面（以中国文化概要，中国书法为例） 

老师先问学生关于他们所知道的中国知识，比如：中国跟泰国的时差，中国人

民币，中国旅游的地方，中国的国宝动物，中国的首都等。通过多媒体简单介绍一

下中国的基本情况。包括中国人民、国旗、季节、温度、时差、地图、城市以及旅

游景点。 

给学生看一张图片，图片上是毛笔字，然后在问他们知不知道图片上的文字是

用什么方法来写的。老师问学生关于中国书法的情况，比如：谁学过中国书法？谁

会写毛笔字？写毛笔字的工具有什么„„ 

给学生讲关于中国书法的知识： 

中国书法就是一门古老的文化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社会发展的同时，

重视中国书法的人越来越少了。无论是商周的甲骨文、金文，还是秦汉时期的大篆、

小篆、隶书，又或者三国魏晋时期的草书、行书和楷书，书法一直散发着其独有的

魅力。 

    中国的书法比较集中地体现了犹如处于西方美术领导地位的建筑与雕塑艺术一

样，书法和绘画是中国美术的领导者，在中国美术中首当其冲。在中国，书法与绘

画通常是一起出现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书画”。书法与传统的中国绘画有着十

分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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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的历史非常的悠久，但是艺术确实是经久不衰的。随着文化地发展与

前进，不论是在哪个时代，哪个社会环境，由于人们的审美欣赏水平不同，从而形

成了书法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并且不断完善。纵观中国几千年的书法发展历史，中

国社会的发展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沿着中国，展现了每一个时期的社会精神面貌。

中国书法是值得中国人民永远骄傲的艺术瑰宝。随着“汉语热”的展开，最具中国

特色的书法艺术也越来越受到各国人士的喜爱。 

讲完关于中国书法的基本知识以后，老师通过多媒体先教关于中国书法的生词，

如“笔”、“墨”、“纸”、“砚”等，还教他们如何使用毛笔。为了帮助学生尽

快地掌握如何写毛笔字，老师先给他们讲六个基本笔顺：横、竖、撇、那、点、提，

通过不断地练习，慢慢地，使学生学会写毛笔字，并让他们学会欣赏中国书法。 

但是，不论中国书法具有怎样的魅力，它书写起来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很多外国人形象的将这一过程称之为“画”字而不是“写”字。如今很多中国人都

不能将其写好，对于外国人就是更加的不易了。这一领域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老

师通常是在黑板上大大的描几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样字后让学生在下面按照他所描

绘的运笔方式在下面练习，看到有不对的或是写得不好时再进行一对一，手把手的

纠正，或者是让学生按字帖练。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里，这样的传统教学方式，固

然有很多的优点，但是也存在很多的缺陷，对于如今做什么都去敲打键盘的学生，

很难准确快速地去掌握运笔方式等等。这样我们就需要借助科技多媒体即形象有生

动的去帮助学生解析每一笔、每一画、每个字的运笔方式，以便能让学生尽快掌握

书法的要领，从而学好书法和汉语。 

老师在制作多媒体课件的过程中，如果将汉字的字形结构和中国传统的建筑、

舞蹈等结合在一起，把汉字的字形结构教学和其他艺术形式融为一体进行教学，从

而加深学生对书法字形结构的理解。通过多媒体课件的制作，老师可以将汉字的书

写过程一步一步地呈现给学生。如将汉字的笔画进行分解，让学生观察每个笔画之

间的差别，或把书写过程用动态的形式展现给学生，化繁为简，使学生觉得毛笔字

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难，从而提高学生学习中国书法的积极性。 

学生练习写毛笔字。可以使学生加深对书法结构的理解，并学会欣赏中国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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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给学生布置作业，让他们把写得最漂亮的十个毛笔字交给老师。 

二、汉语文化课之文化习俗方面（以中国的传统节日为例） 

老师拿着红包，问学生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在什么时候会用到的这个东西？学

生回答的是“春节”，老师再问关于中国的传统节日：除了春节以外，学生还知道

中国的什么传统节日。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礼仪文化、娱乐

文化和精神文化。在汉语文化课关于中国传统节日的教学中，老师可以运用多媒体，

展示相关的图片及视频，让学生能在生动形象的课件中感受中国传统节日的氛围，

充分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老师还可通过多媒体和视频给学生讲几个故事。 

案例：《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 

老师：同学们，在中国有一个传统的节日，那就是中国的中秋节，那你们知道在中

秋节应该做些什么吗？ 

学生 A：吃东西。 

学生 B：吃一种饼。 

老师：对的。在中秋节这一天，中国人要吃这个东西（拿出月饼），我们把它叫做

“月饼”。你们想知道它为什么叫“月饼”吗？ 

学生：想。 

老师：那现在老师就来个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中秋节的时间：农历的八月十五日。 

      第二，关于中秋节的由来。有两个传说： 

幻灯片一：中秋传说之——嫦娥奔月 

    这是一个传说，远古时代，天上曾出现过十个太阳。无论是植物还是人类都受

不了了，生存变成了一个大问题。这时候，出现了一位英雄，他叫后羿。他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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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也很善良。于是，他义不容辞的担起了射日的重任，他来到了昆仑山顶，拿起

了神弓，射下了九个太阳，拯救了天下苍生。从此以后，百姓都十分尊敬和爱戴后

羿。 

    他有一位善良、美丽的妻子，嫦娥。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她。有一天，后羿遇到

了王母娘娘，王母给了他一颗长生不老的仙丹，说是只要吃了这个药就可以飞上天，

变成神仙。但是后羿舍不得心爱的妻子和可爱的乡亲们，于是把长生不老的仙丹交

给了嫦娥保管。 

    后羿的一个徒弟叫蓬蒙，是一个奸诈的小人，一心想得到那颗长生不老的仙丹，

升天成仙。 

在农历八月十五这一天，后羿出门去打猎，蓬蒙闯进了后羿的家，威逼嫦娥交

出仙丹。嫦娥知道自己不是蓬蒙的对手，情急之下，就把仙丹吞入口中。嫦娥吞下

仙丹后，立刻飘了起来，向天空飘去。但是因为嫦娥挂念着丈夫后羿，于是她飘落

在了离人间最近的月亮上。 

    后羿回来知道了此事，悲痛欲绝。从此以后，人们总是在农历八月十五这天来

祭拜嫦娥，希望她能都在天上保佑大家的平安。 

幻灯片二：中秋传说之——抗元的斗争 

    元朝时，统治者将人分成了不同的等级，汉人处于最底层。底层人民的生活非

常的艰辛，已经没办法忍受了。于是纷纷起来反抗，朱元璋就是当时其中的领袖之

一。他为了把消息传递出去，想很多方法，最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就是把纸条放

在饼子里面传递，通知大家八月十五月圆的那天晚上起义。到了这一天，果然收到

消息的各路英雄兵分几路，攻破了元大都。 

    元朝灭亡之后，明朝建立，朱元璋做了皇帝。他一想到“月饼”的功劳很大就

把它定位节令糕点，来纪念起义成功。所以每年一到八月十五这一天，人们吃月饼。 

幻灯三：月饼的含义 

在中国，不管是哪里的人，都有吃月饼的习俗。俗话说得好：“八月十五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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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最初人们并不吃月饼，月饼只是用来祭奠月神的。后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赏月的同时，还要吃月饼，寓意着花好月圆。中国人，无论做事

还是生活，都喜欢大团圆的结局，所以就用月亮的圆来表示人们之间和谐融洽的关

系——团聚、团圆。 

使用多媒体课件来讲解中国的传统节日，对于学生学习并掌握中国的各种传统

节日。传统的教学，老师只能是纸上谈兵，最多可以给学生展示中国传统节日的图

片。而多媒体的教学，就可以把中国人是怎么过传统节日的各种习俗通过视频、音

乐、动画等方式，真真切切地呈现在学生的眼前；老师还可以把中国的传统节日与

泰国的传统节日用多媒体课件做对比，给学生直观地感受两种传统节日的相同点与

不同点，这样，学生对于中国的传统节日的学习就变得简单易懂了。同时，在课堂

中，可以增加学生的动手能力，如中国的春节，老师可以带着学生学写对联，学剪

窗花，学包饺子等等，这不仅在动手的过程中讲解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还让学生仿

佛身临其境般置身于中国节日的氛围，加深了学生的印象，也丰富了学生的知识面，

还提高了学生对中国传统节日的兴趣。 

 老师布置作业让学生画一张关于中国节日的图片。 

三、汉语文化课之旅游文化方面（以北京，香港，杭州为例） 

老师提问学生中国的首都在哪里？你们还知道中国的哪些城市？老师通过多媒

体向学生展示一些图片，并请学生猜一猜是哪些城市。(有北京、香港、上海、西安、

苏州、杭州) 

中国的领土十分辽阔，居世界第三位。中国东西相距 5200千米，南北相距 5500

千米，为了方便管理，中国将全国划分成许多个大大小小的行政区，就像泰国把国

家分为不同的府。中国有二十三个省，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四个直辖市和两个特

别行政区（香港、澳门）。每一个省级行政区都有着自己的名字和特点，在给学生

讲解中国文化的时候，经常会遇到需要了解中国省会城市的内容。在这里，我通过

以下面的几个城市为例来说一说。 

（一）北京。众所周知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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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国际化大都市，拥有故宫、天坛、八达岭长城、颐和园、国家奥

林匹克体育中心等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和著名的旅游风景名胜区。 

 北京是世界闻名的历史文化古城，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历史上有名的“六朝古

都”，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北京建造了众多宏伟壮丽的建筑，其拥有的帝王宫殿、

园林、庙坛和陵墓数量不仅仅在中国，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因此，在这样一座

城市，荟萃了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与此同时也铸就北京所特有的北京文化。 

（二）香港。香港是中国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现代工业发达，对外贸易居世界

前列。这里有世界上著名的大银行，有通往世界各地的现代化大型机场，有同时停

泊百艘万吨巨轮的天然海港，也有着著名的海洋公园和太空馆。 

一个地域文化的形成，是随着其历史发展而慢慢沉淀下来的。香港的历史，最

早可追溯至东汉。经考古证明早在两千多年前，香港便已有人居住。香港文化在漫

长的历史进程中，香港由于地理位置等因素，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大体上稍落后与

内地，之后，随着西方外国势力的入侵，香港逐步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文化也随之

西化。因此，香港是中西方文化相融的交汇点。此时的香港文化兼收并蓄，博纳东

西方文化的精髓。形成独特的香港文化，如以粤语为主的粤语文化、影响所有华人

界的粤语唱片文化以及影响世界影坛的香港电影文化等等。总体来讲，香港文化与

中国大陆文化，一衣带水，但在 19世纪中后期以及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新世

纪的到来，二者之间取长补短，为世界文化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三）杭州。在中国，有这样的说法：“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是中国

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如今是浙江省的省会城市。杭州，有着迷人的

风景，秀色的湖光，悠久的历史。从古至今，就被大家公认为是古老神州的东南名

都、丝绸之府。早在四五千年前，杭州地区就有先民繁衍生息。随着时间的推移与

发展，杭州已成为除上海以外长三角地区的第二大中心城市，浙江省的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 

在漫长的发展长河中，渐渐形成了其特有的杭州文化。 如：影响中国的茶文化、

名扬海内外的杭州丝绸文化、享誉海内外的陶瓷文化等等。 

综上所述，中国的城市是我们在汉语学习和教学中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而传统的汉语教学就这些内容，无论授课者讲授的如何生动，学习者如何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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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去接受，传统的教学方式都使它很难完全诠释所述内容，借此就需要用现代的多

媒体教学，如播放视频音乐、幻灯片等方式帮助其变得更生动形象，这样就能更全

面地诠释这些所要教授的内容。如在讲解“北京”这座充满迷人色彩的城市时，老

师可以播放有关北京的视频或动画，还可以给学生观看北京特色小吃、北京胡同的

相关照片，还可以让学生学唱中文歌曲《北京欢迎你》、《大碗茶》、《说唱脸谱》，

亦或者用多媒体带领学生去看一看故宫、天坛、圆明园等历史古迹，有了多媒体的

运用，学生在学习这些知识时，就轻松易懂，还仿佛置身其中，达到了预期很好的

效果。从而让老师教得轻松，学生学得容易，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生就能把中

国文化的地域省会问题掌握住。 

老师布置让学生做 MODEL的作业，就是让他们把他们喜欢的那些城市的哪个地

方做成报告呈现出来。 

四、汉语文化课之文化艺术方面（以中国传统舞蹈为例） 

老师问学生喜不喜欢跳舞，有谁看过中国舞蹈吗？有谁会跳吗？ 

舞蹈是人类古老艺术形式的其中一种。早在上古时期，舞蹈就已经成为了人们

思想交流与情感表达的重要工具。不论是运动、社交、求偶，还是祭祀、礼仪，这

些都和社会息息相关，而这些就是其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意义。舞蹈是社会集体意识

的表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社会形态的日渐成熟，舞蹈所承载的社会意义变得更为

丰富。 

中国的舞蹈文化源远流长，5000多年的历史文化，记录中国舞蹈发展轨迹的文

物图像和文字，连绵不断，这在世界历史文化长河中也是比较罕见的。 舞蹈是人类

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可以说，中国有多少年的文明，就有多少年的舞蹈史。上

古时代的壁画中已有舞蹈的雏形，至夏商周时期则出现了武舞，到了秦汉时期则流

行长袖歌舞，而到了隋唐时期，宫廷舞风靡全国，以及在社会发展与民族文化交流

过程中所形成的各式各样的少数民族舞蹈，可以说舞蹈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年以来

的情感。中国传统舞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最终形成了独具东方神韵与形态的

中国传统舞蹈艺术。 

中国的舞蹈种类繁多，老师不可能掌握每一种舞蹈技巧，此时，现代多媒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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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及运用，则大大弥补了这一不足。首先，老师可以运用多媒体播放有关中国舞

蹈的视频给学生观看，还可以在多媒体上进行分解动作，并让学生模仿；其次，老

师还可以把泰国的舞蹈与中国的舞蹈进行对比，找出二者的异同，从而在此过程中

增加学生的积极性。多媒体教学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这一领域教学和学习的趣味性

和易学性，有助于更好地培养这一领域的艺术人才，使其得以继续传承下去。 

老师布置让学生表演跳舞，就是让他们上台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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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多媒体汉语文化课教学设计的案例实施与检测 

第一节 多媒体汉语文化课教学设计的案例实施 

一、多媒体 

把多种媒体如文本，图像和声音等多种媒体形式综合在一起，这就叫做多媒体

（Multimedia）。     

在计算机系统中，多媒体是指把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媒体通过人机相互交流信

息和媒体传播的一种方式。 

    多媒体技术现如今已成为一种发展迅速的综合性电子信息技术，它改变了传统

的计算机系统、音频设备和视频设备的发展趋势，大大影响了大众传媒的产生。多

媒体计算机越来越快地走进我们的家庭、社会、以及各个方面的领域，改变着我们

的生活、工作和娱乐。 

    在很多领域，例如教育、艺术、广告、工程、娱乐、科学研究等各个行业，都

有了多媒体应用的足迹。把多媒体运用到教学中，不但可以增加学生自学过程的主

动性，还可以吸引学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利用视觉、听以及触觉等方

面的反应来增加学生对知识的接受。 

多媒体教学只是多媒体应用中的一种表现形式，通常是指计算机多媒体教学，

通过计算机实现的多种媒体组合，具有交互性、集成性、可控性等特点。 

多媒体教学的核心是延伸了校园的无线网络，把有形的教学转变为无纸化教学。

它利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通讯技术和科学规范的管理来整合学习中教学管理

和生活服务有关的所有信息资源，并将它们全部进行数字化。学生和老师都可以校

园的无线网络在线学习获取学习资料或者和学生互动，随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 

   “一张嘴、一支粉笔、一块黑板”的单调教学因为现代教育媒体的发展而有所改

变。现在 PowerPoint 软件越来越多的被老师所使用，都用它来制作课件，并在课堂

教学中加以应用，这不仅仅优化课堂教学，还能提高教学的质量。主要表现在以下

方面： 

http://baike.baidu.com/view/48895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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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快了教学进程，提高了学生记忆速度和效率。此种授课方式更方便，老师

节省了板书时间，增加了师生间的互动，课堂气氛更加活跃，教学更有效果。此外

来自网络的共享资源在一些硬件设施较好的学校也发挥了极大地作用，增加了各学

校间的交流以及学生的见识面。 

2.学生的学习兴趣被调动起来，还可以通过网络进行远程教育，提高了教学效

率，节约了教学经费，降低了教育成本。 

3.图片、动画和视频等资源的运用可以把在普通课堂中不方便观察到的过程以

及难以理解的状态呈现出来。多媒体可直观、形象地将一些抽象的、传统授课方式

无法解释的重难点表现出来，尤其是动画和视频的运用。 

4.加强了课件的知识表达能力，活跃了课堂的气氛，巩固加深了教学的内容，

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快乐，在愉悦的氛围中快乐学习，学生对所学内容也会印象深

刻。 

5.增加了信息量，扩大了课时容量，提高了教学效率。 

有利亦有弊，同样有着一些负面的影响： 

1.过多使用多媒体导致师生间互动减少，老师的主导作用和以学生为主体的教

学概念就没有体现出来。 

2.有些老师在制作多媒体课件时，不仅增加了多媒体教学的信息量，还加快了

上课的节奏，这时重难点不突出的情况就出现了，过多的信息量会让学生没有办法

跟上老师的进度，缺乏了学生主动思考的过程，这就会使学生只能被动地去接收老

师的教学内容。 

3.现如今存在一种现象是老师一堂课从头到尾都在使用多媒体课件来讲课，并

没有考虑教学的内容是否适合或者需要使用多媒体教学来辅助上课。这样的老师其

实已经变成了一名解说员或者是读书的工具，失去了对教学应有的控制地位，更有

甚者，一些教师出现了离开多媒体课件就没办法进行教学的情况。 

4.如今，部分多媒体课件，形式简单，枯燥乏味，没有趣味性，很难激起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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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热情，从而会让学生感到无聊，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这就大大降低了

多媒体在教育中的优势了。 

5.由于一些老师的某些特殊的原因，将精力耗费在不需要使用多媒体课件的 PPT

制作上，然而教学效果没有多大差别，这就变成了我们所说的“无用课件”。幻灯

片的制作不仅对教师的计算机水平有较高的要求，还需要教师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6.还有的老师在制作课件时，只是一味地追求课件的动画和声音效果。比如：

“弹跳”、“百叶窗”等动画效果被运用在每一种 PPT 中，每播放一张幻灯片就会

有“闹铃”、“水滴”等声音效果，有的甚至选取了其他地方的声音，又或者同时

使用彩色字体， 这样就会转移学生的注意力，造成了“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结果。

课后，你再了解本节课的教学效果，只会发现学生对于本节课所学知识几乎没有一

点儿印象。 

7.有一些老师，因为怕在教学中使用多媒体出现失误，也为了方便，就把多媒

体课件设计为固定的模式，在上课时，轻轻按一个按钮，就能顺序播放。老师不需

要再书写任的板书，也不需要做太多讲解，只要点点鼠标就可以了，这样的课上下

来，存在很多的问题。例如，有的课件在制作时，加入了声音，但是没有把声音处

理好，就会出现把课件换一台电脑播放时，就只能听到噪音而不是音乐了。而每每

遇到这这样的情况，老师都束手无措，不能及时处理。这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这些

老师把电脑多媒体当作了教学的中心，从而忽略了老师这个主体，也没有考虑到学

生的主动性。 

8.由于发现了多媒体教学的各种好处后，有一些老师就从头到尾都用多媒体来

教学整一堂课，，而对其他的一些常规教学不重视。有时，常规教学中的挂图和生

字卡等教具已被多媒体课件所取代和生字卡等教具，还自认为自己运用了多媒体，

感到得意。像这样的老师，虽然追求现代化的想法很好，但是还必须看到所有事物

都它的好处，也会有它的坏处。 

多媒体与传统教学手段是相辅相成的，即使是在现代化的教室里上课也不可能

离开传统的教学手段。所以，我们首先得弄清楚我们所要上课的内容，再想这节课

是否需要运用多媒体进行辅助教学；如果需要，就得考虑所选用的多媒体课件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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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让学生更加容易地去理解和掌握我们所要教学的内容；同样，我们还得思考需要

采用哪些传统教学的手段和它配合；最后，在把教学目标、重难点、教学内容以及

学生特点等作为基础的情况下，用心地去把多媒体教学的过程设计出来。在进行多

媒体辅助教学时，我们应准确地把握好多媒体课件和传统的教学用具及手段之间的

关系，把它们都发挥到它们的最优位置，充分运用图像、文字、声音等多媒体的组

合功能来呈现教学信息，并适当地加以课堂的教学讲解、老师的板书、师生互动以

及课后的小结等环节，把学生吸引到多元化的课堂中，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创造性，

这样就能更好地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所学内容中去。学生在理解和掌握知识上就

更得心应手，好的教学效果也就得以体现出来。 

总之，多媒体教学是一种辅助教学手段，它的初衷和结果是为了提高教学效果。

所以，应该针对教学内容采取和它相适应的教学方法,使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合理

地被利用，相辅相成，互帮互助。老师在上不同的课程时，想在传统的教学中把多

媒体技术作为辅助的教学手段，教学目标和内容应依据不同课程而设置。再视具体

的学生来选择不同的教学的方法。这样就能特别好地在课堂中穿插进多媒体的教学

课件，最大程度的发挥了传统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的最大优势，还能解放了老师写板

书的双手，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解学生的动态上，这样就能准确又及时地发现学

生在学习中难点和没有掌握的问题,为课堂教学的顺利进行起到推动性的作用，这样

就能更好地提高教学效果。 

二．多媒体对于汉语教学的帮助 

1.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多媒体信息技术的特点是可以把图片、文字、声音和影响犹记得结合在一起，

可以提供给学生形式多样功能各异的学习材料，把许多的教学问题从抽象变得具体，

改变了传统教学的风格，使教学内容变得形象。通过把教学活动中的“教”和“学”

灵活起来，不但学生学习知识的积极性有机地调动起来，还让师生之间的交流变得

积极向上，这样的课堂就不再是老师一个人在讲的课堂了，而变成了大家的课堂。

此外，因为有了多媒体的信息技术，学生的认知活动就能从文字走向图画，从无声

的走向有声的，从平面的走向立体的，从单一的颜色走向丰富的色彩。这一系列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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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都会让学生的内心产生丰富的体验。这也一定会唤起学生们强烈的审美情感。

真正激发学生们浓厚的学习兴趣。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能够在真正意义上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是非常重要的。心理学认为，兴趣与学习效率成正比，兴趣高时，学习

效率自然也高，还让学生满足与快乐，而不再是单调乏味的“填鸭式”学习氛围，

真正地让学生在快乐的氛围中接受教育。  

2.可提供学术交流平台  

    在传统教学方式中，学生信息的获取只有“听教师讲，看教材学”，然而在教

材中的对于文章所涉及到的文化背景知识的讲授却是很少的。相关背景知识的介绍

能够让学生更好的去理解文章，从而更好的去记忆和掌握，尤其是对于外国留学生

而言，一些情景对话如何很好的运用于生活当中，怎样在异国环境中去运用好所学

的语言，这些都是很难解决的问题。通过多媒体信息技术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收集

整理这些材料，然后在课堂上结合所学的课本知识，讲述给留学生们听，让他们身

临其境，在最短的时间，更大范围去接触中国文化，理解中国文化。当今社会，已

经进入到互联的时代中了，因为互联网这个渠道既方便快捷，又能让不同的人们在

互联网这个大平台上交流彼此的意见和经验，所以人们越来越多的把注意力集中到

互联网中，在互联网这个看似很小实则用处很大的地方进行传递和交换信息。人们

可以在这里学到很多，也可以在这里奉献很多新奇的教学点子，和行之有效的教学

方式。对外汉语作为近年来新兴起的一门学科，更需要这样的一个环境，可以让学

生们，教师们甚至是业余学者们学到很多知识。无论是有名的学者、普通的对外汉

语专业的学生以及外国留学生都可以在网络上看到最新的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成果。

大家在网络这个平台互相借鉴，共同推进对外汉语教学向前发展。这其中多媒体信

息技术的作用脱颖而出。它集中了教学的精髓，又不会生涩难懂。将这样的成果放

在互联网这样一个大环境汇总，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学识交流无国界，也能够快、稳、

准的解决一些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常见问题。   

3.可提高教师教学效率和能力  

    多媒体信息技术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能够切实提高教学的效率，能够更快的突

破教学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在运用多媒体信息技术教学后，教师在课前做好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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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这样就节约了大量的课堂时间，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摘抄课文，摘抄课后习题，

再一遍一遍擦掉关键字让学生进行复述课文的练习。除此之外，还可以实现教材和

多媒体之间优势互补，再结合必要的跟读、角色扮演等交互训练，这样一来在提高

学习效率的同时，也促进了学生认知的发展和思维的训练。多媒体信息技术具有诸

多优势，但是如何将这些优越之处更好的运用于课堂教学，让学生更易于接受，关

键在于其使用者、传递者—教师。在学习如何更好的使用多媒体信息技术这一过程，

同时也是对教师个人技能的提高。另一方面，每堂课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在这么

短的时间内如何将大量知识点整理、提炼，再加上自身的经验。最终浓缩在短短的

四十五分钟之内，尤其是给对汉语完全处于懵懂状态的留学生们，这项工作本身就

是对教师自身能力的考验，这不同于照本宣科，更不同于简单的板书环节。长期的

教学实践经验能够真正意义上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因此，课件做的越来越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学生的学习效果也借助于这一特殊教学手段得到显著的提高，最终才

能形成良好循环。教亦学，学亦教。真正让教师与学生同时进步。   

4.可提高学习和记忆效果  

    在人体的器官中，对知识记忆力的保持所占比例中最大的是听觉和视觉。把听

觉和视觉在学习中相结合，就能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而多媒体技术能模拟各种声

音以及画面，还原最真实的生活场景，把抽象的事物具体形象化，还能把静止无声

的教材内容变得有声有色。此外，多媒体信息技术表达的信息通过多种表现形式达

到一个有机整体。听得见，看得清，这样结合式的训练还能在实际操作当中对学习

者的眼、耳、手、大脑进行全方位的感官刺激，使知识更加易学，易记。从而真正

意义上，提高学习和记忆的效果。  

多媒体信息技术具有巨大优势，远远还不止以上介绍的这些方面，通过对学生

的调查研究表明，学生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非常的喜欢这一教学手段。有时候他们

也会将很多注意力放在教师课堂的课件展示当中，尤其是生动的动画播放，让学生

们更好的更直接的理解到自己学习的是什么，要怎么样去运用这些知识点。比如说

简单的一句“你好”，借助于多媒体信息技术，学生们反映甚至学到了说这句话时

脸部的表情。有见到陌生人的礼貌，有见到教师的尊敬，还有见到许久未见的老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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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的兴奋。调查结果显示就声像文件这一教学辅助方式中，最受学生们欢迎的是教

师将学生们的实际情景练习录制成教学材料。学生们反映，通过这样的活动，不仅

自己切实的感受到了中国的语言的文化，也“改善”了他们在学校生活的状况。他

们可以在生活区当中购买东西时更流利地说中文，也能够逐步通过对方的表情去确

定自己的语言表达是否正确，至少能够确定对方是否听懂了。同时，当大家在课堂

上看到自己的同班同学，自己的同桌，甚至是自己在影片当中的“精彩”演出时，

不但觉得知识点更容易学习了，而且完全能够带动课堂气氛。真真正正的在欢乐当

中学习。那么具体的说，怎样在初级汉语综合课中运用多媒体信息技术？这才是我

们研究多媒体信息技术的重要方面。  

5.目前多媒体教学在汉语教学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1）目前多媒体教学在汉语教学中的效果不是很明显 

通常情况下，都是为了优化教学的效果我们才运用多媒体来教学，并不是说走

走样子。对于多媒体的运用，我们应该要正确地去看待，不可盲目地使用多媒体教

学。说到底，多媒体教学其实只是一种现代化的教学辅助手段。像是在我们的汉语

教学课堂中，特别是汉语文化课的教学，不管我们选择哪一种工具作为教学手段，

都应该遵循一定要为教学内容所服务的道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老师放在一个

不能忽视地位来对待，这样才能让多媒体教学技术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教学。但是，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多媒体汉语教学的方式都还处在比较沉闷比较老旧的阶段，

很多时候真的只是为了走走样子而并没有重视教学的内容，因此非常难达到我们所

希望的效果。 

 （2）经常因为多媒体的使用而忽略了其他教学手段 

    汉语教学手段多样，在讲解某个文化现象时，可让学生自主探讨此文化现象在

其他各个方面的具体表现，也可带学生实地参观文化古迹，亲身感受中国文化的气

息。并将这些感受插入汉语语言教学之中。然而，有的老师为了简单方便，直接抛

开了其他的教学方法，不重视师生之间的交流，多媒体教学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 

 （3）多数情况下，课件内容一成不变 

   多媒体教学的方式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每一堂课都需要老师根据学生的水平

来设计和修改完善课件的内容，而且要求学生在轻松的学习过程中积极主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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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该重视每一个课件的课后评价及反馈。但现在一些老师在使用多媒体教学时，

并未考虑到学生的汉语水平、专业素养等因素。只用一个课件就完成所有的学生的

教学，这违背了“因材施教”的原则。只有认真分析学生的情况，做出符合学生的

多媒体课件，学生才能从多媒体教学中得到带有感情色彩又生动有趣的汉语语言文

化知识，这也才能把学生学习汉语的热情以及对汉语文化内容的渴望激发出来。 

三、多媒体在汉语文化教学中的运用 

1.多媒体在汉语拼音教学中的运用 

  对刚接触汉语的国外学生而言，正确发音是最重要的。初学者如何准确有效地

掌握汉语发音，向来是国际汉语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难题。多媒体教学可达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在教学时，可使用多种方式创设教学情境，吸引学生注意力，刺激学生的感官。

在教学汉语拼音单韵母 “a” 时，可结合生活中的实例，形象生动地给学生加以解

释：小明生病去医院，在做检查时，医生让小明把嘴巴张大，发出 “a” 的声音。

这时，可借此机会让小明扮演老师，大家齐发 “a” 音。从生活现象进行模仿教学，

因为学生熟悉这个生活场景，因此很容易记住。 

  为了弄清字形相似的字母，如：b 和 d、p 和 q、ei 和 ie、ui 和 iu，我们可以

在多媒体课件中设计动物马在草地上奔跑的画面以及播放马跑步时的声音效果，让

学生在看了“d”型的马蹄印后，牢牢地把“d”的字型记在脑海里，在听到声音后，

也牢牢地记住了“d”的读音。在讲解“b”字母时，可以直接利用多媒体制作出数

字“6”慢慢变化为“b”的动画过程，给学生加以强调“b”字母像数字“6”，反

之就是“d”。区分“ui—iu”时可以播放嘴巴发音时的动画，让学生观察发这两个

音节时嘴巴的运动方式，并跟着模仿，练习几次后，学生就能牢牢地记住拼音。许

多学生经常分不清汉语拼音，但因为我们利用了多媒体独有的优势，从而让学生很

清晰地区分每个汉语拼音并能记住它们。  

想知道自己汉语的发音是否准确，我们经常会采用的把自己的声音录下来之后

再反复听的一种方式来判断。这是因为人对自己说过的话音会失去记忆，也就是我

们所说的听觉“暂失性”。因此我们在进行汉语拼音教学的时候，可以利用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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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录音机作用，把学生的声音录为声音文件，再播放出来给学生听，这样就激发

了学生的学习兴致，也能有效地纠正学生的发音。 

  汉语发音是每一个汉语学习者学习汉语的难点，像是声母“z,c,s”和“zh，ch，

sh，r”，对于泰国人来说发音是比较困难的。这是因为在泰语里，并没有翘舌音和

平舌音的区别，也没有类似的发音，所以，在泰国学生听来， “z,c,s”和 “zh,ch,sh，

r” 的发音是一样的。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运用教学影片给学生观看发音的口腔

位置，这样学生就可以了解到发音器官的构造和功能。通过发音器官图模拟及移动，

学生可以直接形象地观察到每个语音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这样学生就可以正确

地发出每个音节。还例如，汉语拼音里的 “u” 和 “ü”，它们是属于圆唇音，发

音的外部口型非常的相似，但是实际发音的语音差别非常的大。学生很难从传统的

教学方法中来区别这两者，但是通过多媒体技术展示发音器官图，就能轻易区别出

来，是舌位的不同。“i” 和 “ü”在发音舌位上很相似，只是一个是圆唇音，一

个不是。通过多媒体展示的发音器官图可清楚看到，“ü” 是保持 “i” 的发音舌

位不变，让后将嘴唇慢慢拢圆。这样既可以快速、准确掌握发音，又能找到两者的

区别和联系。通过多媒体辅助教学，我们就可以把许多泰国学生在学习汉语时所存

在的问题解决了。 

相反我们如果不运用多媒体教学，只是单纯地运用传统的听说读写，慢慢的时

间一长，学生就会有厌倦的感觉，重要的是效果一定没法和多媒体教学的效果相比。 

 2.多媒体教学在汉语口语课教学中的运用 

  汉语口语教学一直都是汉语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

对口语课的教学目标有很大的期望。在传统的口语教学课堂中，老师只能借助书本

和黑板，没有办法模拟一个真实的语境来进行口语教学，这样就没能把学生学习的

最大潜能发挥出来，也没有在最大程度上把学生学习口语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所以

一直以来，汉语教师都在为怎样能最大限度地把实现口语课堂教学的交际性、实效

性、生动性而努力着。 

  而运用多媒体教学要使口语课变得更加富有交际性、实效性、生动性。 

  首先在教学生词时，老师可以给学生观看图片或动画来学习词义，也可以把一

些例句通过一定的语境图片来让学生了解汉语词语的使用方法。这些方法都需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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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到生动而且直观的多媒体教学手段，这种手段比起用抽象地讲解来教学汉语词义

和用法的传统手段，无疑是效果加倍的，特别是可以用节省下来的宝贵时间，给学

生做更多的词语练习。 

  同样的，老师在教学课文的内容时，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和需要来制定课件，

选用的教学的方式也可以灵活多变。我们可以先播放一遍完整的对话，然后视学生

的进度再来调整对话的快慢；也可以反复播放对话，让学生跟读，每一句对话都重

复播放三到四次。学习语言，就是要让学生反复听慢慢练，边听边模仿，并重复多

次，这样学生的发音才会标准。不要以为在教学中老师一遍遍引导学生边听边说边

模仿这样的的方式很单一很无趣，其实这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帮助学生一遍遍加深所

学内容的记忆，从而加快了学生获取语言的速度。 

  现在的汉语教学中，有很多的对话内容都涉及到了有关中国的文化方面，遇到

这样的问题，老师就可以通过多媒体课件结合真实的声音、图像和动画，把人物的

表情及肢体语言还有自然及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的信息完完整整地呈现在学生的面前。

这样的教学手段能向学生生动形象地展示出中国的文化现象与生活场景。使学生激

发出浓厚的兴趣，对所学内容有了更深的印象，并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语言学习的过

程中去。这是在传统教学课堂上无法实现的，它们是课堂教学的关键，也是实现语

言最高效率习得的前提条件， 

  等到学生对课文内容有一定的了解之后，老师可以借助多媒体设备，出示视频

或动画画面，去掉声音，直接让学生给画面人物配音。这样的方式有很多种，可以

将其中一个角色的声音去掉，也可以将所有角色的声音都去掉，让学生通过为角色

配音来扮演这角色，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边配音老师边录下学生的发音，然后与真

实的原版配音相比较。可以请一位学生进行表演，也可以让全体学生都进行练习。

这样的方式可以吸引到大部分学生的注意力，还可以给学生真正操作的机会，充分

巩固了学生所学的知识内容。 

  之后，在学生做完课后习题之后，老师应提供给学生实地训练的机会，在学生

让学生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去，做到融会贯通。老师可通过图片、视

频等方式将生活场景引入课堂，学生根据画面进行口语练习。如在课文有关于“买

卖东西”的对话时，就可以利用多媒体创造出服装店，饭店，市场等情景。这样互

相合作的方式来进行口语会话的练习，使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交际用语。多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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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有不断变换的场景、多样化的交际情景以及独特的表现形式，可以为学生提供一

个方便练习口语的平台，突破了传统口语课堂教学需走出课堂才能达到理想的教学

效果的局限性。 

  传统的口语课堂教学一般都会脱离真实的交际环境，只有那些单一又乏味的听、

说、读、写和模仿，并且个人的直达潜能也不能完全发挥出来。都没有充分发挥出

个人认知的最大潜力，也都不可能达到老师所想要达到的教学效果，这对获得语言

的效果及速度是非常的不利。   

多媒体教学是以功能和文化为大纲，根据教学的内容来设置出特定的语言情景，

让学生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学会使用汉语来进行交际。现在，汉语课本的印刷因为

时间的限制，会让汉语课本出现跟不上时代脚步的现象，而多媒体教学这一技术的

应用，就能很好地弥补了这个缺陷。有了多媒体的教学，老师就能使用到先进的设

备来给学生呈现出教学中抽象的词语和复杂的语言背景及情景，这样就能把难教学

的内容简单化，老师还能抛开教学卡片和模型等等的教具，节省出做教具的时间，

但学生反而能更容易地理解和掌握知识点，并且没有了接触汉语知识的畏缩感。学

生也会由传统教学中的沉默者向积极使用正确汉语的主动学习者转变。 

3.多媒体在汉语识字教学中的运用 

  汉语不仅是中华文化之根本，也象征着中国的古老文化，是中华几千年灿烂文

化的载体。学好汉字是汉语学习的基础。有人如是说：多媒体将识字汉字学习与生

活场景相结合，汉字就如生活般有影像、声音、旋律等，学的人能更轻松、更快乐。 

  传统的生字词教学是非常枯燥乏味的，学生练习后的效果也不是很明显。例如

在教学汉字“碧”时，一般老师是把汉字写出来然后带着学生读一读写一写，这就

是我们传统教学中的死记硬背强行记忆。 然而多媒体的出现给汉字教学带来了活力，

部分象形汉字就可以通过多媒体表现出来，如“碧”字就可用图片（石头上面坐着

“王”姓和“白”姓的人）展示。有了艺术的熏陶、启迪和感染，无形中就学会了

这些汉字，而且效果事半功倍。学生对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印象深刻，对这些

精彩的画面也惊奇不已。 

  又如，在教学象形字如“日”“月”“山”“水”“火”“田”等时，我们也

可以充分地把多媒体技术运用起来，在课件中，可以利用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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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生动形象的动画，给学生展示从实物图到象形字的过程，再在故事讲解中把象形

字演变为现代简化字的过程表现出来，让汉字与基础的笔画结构形象的融为一体。

勾起学生想要去探索神秘汉字的欲望，这样既加强了汉字的记忆，也能激起学生对

汉字的兴趣。 

  在汉字体系里，有很多的形近字，它们的区别只在于偏旁和笔画之间的不同，

对于我们外国学生来说是真的很难分清楚的。但是有了多媒体，这个问题就可以轻

而易举地解决掉。 

  如“睛”和“镜”两个字，学生易混淆，因其读音相似，字形也类似。使用多

媒体就可以区分两者，先在屏幕上出示“睛”“镜”两个大字，同时把偏旁颜色标

注为不同的颜色。接着，再向学生展示“眼睛”和“眼镜”两个实物图，，会发现

有“目”字旁就是表示眼睛，而“眼镜”是用金属做成的，就用“金”字旁作为偏

旁，之后再让学生用这个词语造句。图片和文字可通过多媒体相结合，直观而形象，

每个汉字的意义也随之呈现的淋漓尽致。此种方式可提高学生识字速度，帮助学生

辨析字形并且准确运用。 

  多媒体方式教学符合了第二语言教学理论中“可理解的输入”这一说法。学生

在接受所教学的内容时，所用的教材必须要被学生所理解，在这个的基础上，教学

的内容还可以稍微高于学生当前的水平，因为当教学内容略高于学生的当前水平时，

是最容易引起学生所注意的，这就使学生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欲望。多媒体

的教学可以给语言赋予一定的形象，特别是在多媒体可以播放视频可以收听声音还

可以把现实的场景演示出来等方面，就更能有助于学生提高对所学内容的理解。 

合理利用多媒体技术的优越性，加上科学的教学方法，识字教学的重难点也会

得到更好地解决，能够提高学生识字效率，增加识字量，还能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

此种方式将为“高耗低能”的汉语教学现状提供改革性经验。 

  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已渗透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领域，，人类的工作、生

活和生产方式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图、声、文的运用必将给汉语

教学带来巨大影响，总而言之：汉语教学的模式，汉语教学的内容，汉语教学的手

段，汉语教学的方法都会因为多媒体的技术而发生改变，从而使整个汉语教学理论

和教育思想甚至于教育体制发生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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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基础教学应与多媒体相结合，大大地扩宽了直观范围，丰富了直观内容，

同时也强化了直观的效果，这样弥补了传统教学手段的局限和不足，开辟了汉语教

学的新思路。 

  总之，多媒体的使用不再只是为了传递知识，更多的是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

在汉语教学中应最大程度的发挥多媒体的优势，是教学更具实效性、生动性和交际

性。给学生打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帮助他们制定合理的学习

策略，进而促进学生汉语习得进程。现如今多媒体技术已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汉语教师应当充分挖掘它在教学上的潜能，将多媒体技术与教学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当然，传统教学手段也不可完全摒弃，而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现代化教

学手段与传统教学手段相结合，实现教学效果的最大化。 

 

第二节  多媒体汉语文化课教学设计的检测 

    检测，是实施课堂优化教学的一个重要手段，其实质是随堂检测学生对所学知

识的掌握程度，发现和解决依然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是对教学任务是否完成的评定。 

    课堂教学是一个引导过程，学生老师的引导下学习知识。在这过程中，每个学

生的学习情况并不能被老师完全掌控，而检测就成了了解学生状况的最佳手段。通

过分析检测结果，教师可根据不同情况给予一定的帮助。当然，此方法也可反映出

教师的教学状态，许多老师集中精力研究教学方法和教才，忽略了学生的接受能力。

一些教师自己认为简单的知识点，学生学起来却很难。因此检测非常有必要了，通

过检测发现不足之处，调整教学方法，为课堂教学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汉语文化课教学的过程中，汉语成绩的测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通过汉

语成绩的测试结果，老师就可以看到自身教学中的成果和不足，也可以从测试的结

果中，了解学生对所学汉语知识的掌握情况。也因为有了汉语成绩的测试，老师就

能根据测试的结果，制定出更符合学生特点也更严谨有效的教学计划，同样的，学

生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也就能更加地确定自己的学习目标。而在汉语文化课教学中

加入多媒体辅助的教学，是否能有效地提高学生汉语的水平，想到了这一点，我就

分别用传统的教学法和多媒体教学法进行教学。教学对象为两个同年级的学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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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内容完全相同，只是教学的方法一个只用传统教学法教学，一个采用多媒体与

传统教学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教学，然后再用同一份试卷给两位学生进行测验，看同

样的内容，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哪一种教学效果更显著。 

在汉语文化教学中，我主要在中国的书法、传统节日、中国旅游和中国舞蹈四

个方面来实验教学，具体的实施过程在第二章中已经详细说明，在这一章中就不再

重复解释了。我以一个月为期限，通过不同的教学方法给学生教学中国的汉语文化

知识。 

经过一个月的实验教学，我发现用多媒体与传统教学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教学的

学生对汉语的兴趣大大高于只是仅仅用传统教学进行教学的学生；学生对汉语文化

知识的掌握情况也是有多媒体介入的那个学生比较好；学生对汉语文化的理解以及

融会贯通的熟练程度，同样也是有多媒体辅助教学的学生更能熟练运用。最后，我

给两个学生考了同一份试卷，显而易见地，用多媒体辅助教学的那个学生成绩同样

比不用多媒体教学的学生高了一些。 

下面是我对学生检测所用的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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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作品评分标准 (书法) 

  分数等级  (总分数 10分) 

 

分数等级 

 

评分标准 
 

优 （9-10 分） 

 

字体结构整体美观，章法自然，写对 9-10个字 
 

良 （7-8 分） 

 

字迹工整，毛笔字写得整齐划一，章法自然，写对 6-8

个字 
 

中 （5-6 分） 

 

写出自己的名字，章法自然，写对 3-5 个字 
 

差 （低于 5 分） 

 

页面整洁，写对 1-2个字 
 

0 

 

没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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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作品评分标准 （中国的传统节日) 

      分数等级  (总分数 10分) 

 

分数等级 

 

评分标准 
 

优 （9-10 分） 

 

构图合理、完整，层次分明。形象特征准确、结构完

整、有体感、空间感。 

 

良 （7-8 分） 

 

画面中空间关系合理，层次比较清楚。内容完整。   
 

中 （5-6 分） 

 

构图合理、完整。内容完整。   

 

差 （低于 5 分） 

 

层次不清楚，构图较乱。 

 

0 

 

没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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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作品评分标准 (旅游) 

  分数等级  (总分数 10分) 

 

分数等级 

 

评分标准 
 

优 （9-10 分） 

 

主题与理念新颖，具有创意与艺术性，选材精心制做

精细。 

 

良 （7-8 分） 

 

主题与理念新颖，具有创意与艺术性 

 

中 （5-6 分） 

 

内容完整，造型效果图绘 

 

差 （低于 5 分） 

 

造型效果图绘制 

 

0 

 

没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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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作品评分标准 （舞蹈) 

      分数等级  (总分数 10分) 

 

分数等级 

 

平分标准 
 

优 （9-10 分） 

 

表演内容深刻，格调高雅，积极向上、表演形式新颖，

有创意 
 

良 （7-8 分） 

 

舞蹈表演具有时代感、抒发健康情怀，能够展现舞者

风采。 
 

中 （5-6 分） 

 

表演过程中动作流畅协调，表现力和技巧 性强 

 

差 （低于 5 分） 

 

表演节奏准确，乐感好，速度紧跟节拍 
 

0 

 

没有作品 
 

 

有了多媒体的辅助教学，学生在汉语书法中，汉字的书写更工整漂亮了，学生

还能说出有些汉字的典故以及它们的象形字；而且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以及中国的大

小河山方面，学生都能如数家珍，每一个节日，每一个地方，都能说出更多有趣好

玩的事情；我们的学生在跳中国舞时，也更有中国的韵味和特点了。而这些所有的

进步，都是因为有了多媒体教学的加入，才让教学变得更加生动有趣，从而让学生

在汉语这个博大精深的海洋里快乐的徜徉。 

通过这样的实验教学以及检测，我们可以发现，在汉语文化课堂中加入多媒体

教学，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教学手段，这样既增加了课堂的多样性，也提高了学生的

学习效率。把一堂原本枯燥乏味的文化课，变成了一堂知识性丰富，趣味性强的综

合课。老师用同样的精力，就能调动起学生最大限度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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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总结与评估 

第一节 汉语文化课教学效果 

 学生刚开始，对中国文化也没有什么兴趣。学生不理解中国人的思维和想法，

有些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做，同时也有些事情一定不能做。这样一来，学生对中文就

更加不感兴趣，不看重学习汉语的利益和价值。 

但是学生在学习汉语文化课的多媒体教学设计之后，就取得好成绩。汉语文化

课之生活文化方面, 汉语文化课之文化习俗方面，汉语文化课之旅游文化方面以及

汉语文化课之文化艺术方面学生都掌握了这些知识。学生都喜欢这样的教学方法，

学生以前大部分都是很晚才到教师，而对课文一点也不兴趣，常常说话聊天，不听

老师。但是用了这样的方法以后学生都准时来上课，而且也很认真，都想知道这个

星期能学到什么内容以及能看到中国哪方面的视频。 

而且汉语文化课的多媒体教学设计还可以让学生对中文更加感兴趣。汉语文化

课的多媒体教学设计，让学生对中国语言有良好的心态，更容易激发学生对中文的

兴趣，帮助学生了解中国文化。 

 

第二节 结果统计分析 

    汉语言是一种文化，汉字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载体，语言在国际上的推广、

普及范围，主要受综合国力的影响，汉语已经成为了外国人学习的热门语言，这也

包括泰国。泰国学生最初接触汉语学习往往会感到不知所措，掌握汉语必须要学习

汉语文化，与其他外国语言不同，汉语文化博大精深，体系相当的庞大，结构和形

体相当复杂。因为汉语文化学习难度大，虽然很多学生能够进行流利的口语表达，

但根据我近年的教学发现，大部分学生在阅读杂志报纸、文学作品等书面资料时都

有很大的困难，我在教学汉语文化课的时候，通过研究及调查，和其他的汉语老师

及学生了解学习汉语的态度，从中发现了以下这样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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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师们反应的问题： 

1、学生的语言水平有限； 

2、没有合适的教材； 

3、教师本身对中国文化知识的缺乏； 

4、汉语课时不够； 

5、学生对中国文化不感兴趣。 

二、学生们反应的问题 

1、汉语语言太难； 

2、老师的教学方法不好； 

3、对汉语教材不感兴趣。 

从各方面反应的问题来看，大部分的问题出在了教材的编写不太好，提不起学

生学习汉语文化的兴趣。中国的文化丰富多彩，其实很多的学生都很喜欢中国文化，

只是由于教材、老师的教法以及来自外界的各种影响，让许多的学生怕学或者厌学，

降低了学生学习汉语文化的兴趣。这时，就需要我们汉语老师思考，怎样才能把汉

语文化课上得有滋有味，让学生有兴趣来上汉语文化课。 

汉语文化课对于学习中文的外国学生来说，其实是学好汉语课的 一个基础，这

一门课程是丰富多彩的，有着大量的信息知识，也有着大量丰富有趣的人文风情。

可以给学生讲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也可以给学生讲解中国的风土人情；可以给学生

欣赏中国精美的手工艺品，也可以给学生品尝中国的美味佳肴。而每一个生动有趣

的课程后面，都需要汉语老师大量的精心准备和用心的备课。这时候，多媒体的运

用，就显得格外重要。多媒体教学可以帮助学生获得情感体验，还可以使课堂变得

更为生动，是学生置身于真实的情景氛围中，通过卡片、图片、声音、视频等多种

手段，图文并茂，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所学内容，并对对中国文化更感兴趣，不仅如

此，该教学方法也容易激起学生对中文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对本来不太了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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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以及对无趣的课堂变得快乐、活泼，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 

    经过本人的实践与调查，发现在汉语文化课上，加入多媒体辅助教学，可以大

大提高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汉语成绩也有了一定的提升。其他的汉语老师也反映

了这一现象。说明多媒体教学在汉语文化课上的运用是有效果的。 

综上所述，在汉语文化课堂上，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的方式来进行教学。制作

的课件尽可能图文并茂，增强趣味性，同时注意字体不要太小，让每一个学生都能

看清所要学习的内容。其次，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和学生一起做手工，包饺子，

或者给学生观看有关中国文化的电影视频。 

我在给学生教学生词的时候，运用多媒体，可以让课堂变得直观而且生动，有

利于学生掌握词语的意义和用法。例如可以通过出示图片或动画来给学生讲解词义，

通过创设一定的语境图片及例句让学生更好地了解词语的使用方法。这和传统课堂

教学中老师枯燥地讲解的方式相比，这无疑是更有效果的方法，特别是还可以节约

出大量宝贵的课堂时间来进行运用词汇的练习。在备课过程中，如果遇到课文中有

和中国文化相关的内容，老师就可以运用多媒体，通过真实的声音、图像及动画结

合在一起播放给学生看。这样既能把人物动作、表情、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很多

方面的信息表示出来，向学生生动地反应出中国的文化现象及生活场景。这会大大

激发出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也能让学生对这个内容有了更深的印象，从而能更用

心地去学习汉语及汉语文化。这既是一堂课的教学关键，也是语言学习效率最高的

前提条件，而这在传统的教学课堂中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当学生对课文内容有了一

定的了解并掌握了基本内容时，老师借助多媒体设备，只留下影像或动画，将声音

关掉，让学生进行人物配音的练习。其具体实施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如可将其中

一个角色的声音去掉，让学生与影像中的其余人物对话，亦或是将所有角色的声音

全部关掉，请多位学生进行配音。在此过程中，老师可利用即时录音技术，录下学

生的对话练习，然后与真实的原版配音进行比较。实施时，老师可以单独请学生进

行练习，配音给大家听，也可让全体学生都进行练习。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而且也给了学生真正练习的机会，还充分地巩固了学生所学的内容。在

每学完一课内容后，应该多给学生机会，在真实的环境中运用汉语练习对话或做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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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让每一个学生都能讲所学到知识运用熟练，并能灵活运用。多媒体课堂上可以

运用图像、影视、动画等生动活泼的方式来设计制作出与课文相关的各种接近真实

的交际环境，让学生在看多媒体的同时，把自己带入到其中，并根据情况进行口语

对话。比如，课文是关于“买卖东西”方面的对话，利用多媒体可以创设出服装店，

饭店，市场等等情景。让学生走进实际的交际环境中进行口语对话，这是一种可以

互相合作的方式。它通过特别的表现形式，不同的场景转换，丰富的交际环境，给

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练习口语的平台，突破了传统口语课堂教学需走出课堂才

能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的局限性。多媒体教学方式是以功能和文化为纲，按照教学

内容设计固定的语言情景，学生在自然而真实的环境中学会使用汉语进行交际。他

们不再是“哑巴”学生，也不再是“书呆子”，而变成了积极运用正确语言进行汉

语交际的主动学习者。汉语课本印刷受到周期的限制，因此许多课本都不同程度地

存在着“过时”的现象，而多媒体教学方式使得老师能够及时更新所学知识，从而

弥补这一不足。 

    虽然多媒体在汉语文化课教学中有着巨大的优势，但多媒体并不是万能的。老

师在使用多媒体时，应该要做到发挥多媒体的优势所在，即信息量大，信息处理速

度快，图文与声像同步；与此同时，还要避多媒体之短，加强互动性，不要为了表

演而进行多媒体教学。要注意把多媒体与传统的教学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

两者相辅相成，取长补短，相得益彰，达到教学目的的最优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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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两年的研究生的学习生活就要伴随着这篇论文的完成和即将到来的答辩而告一

段落。回想在学校求学的两年，心中充满了无限感激和留恋之情，感谢学校为我们

提供的良好学习环境，使我们能够在此专心学习，陶冶情操。当我写完这篇毕业论

文的时候，感慨良多。 

最后一学期的研究工作从选题到完成，都充满了我的导师李寅生老师诲人不倦

的指导和关怀。李老师平曰工作繁忙，但我做课题的每个阶段，从选题到查阅资料，

到中期报告的修改，后期论文格式调整等各个环节中给予了我悉心的指导。同时，

李老师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也令我十分敬佩，是我以后学习的榜样。 

同时还要特别感谢研究过程中一同研究一同学习而且热情帮助过我的明月同学

李智聪同学、宁卉老师和任晓圆老师 

最后，对在我的学习和成长道路上给予帮助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们表示深深地感

谢，对评阅该论文的所有专家老师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真挚的感谢。 

 

 

                  邱雪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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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文化课的多媒体教学问卷调查表设计 

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การประยุกต์ใช้สื่อมัลติมีเดียกับการสอนวิชาวัฒนธรรมจีน 
 

第一部分 基本信息 

性别  □ 男  □ 女 

เพศ       ชาย       หญิง 

 

年级  □ 高一 □ 高二 □ 高三 

ระดับชั้น      ม.4       ม.5        ม.6  

 

学习汉语的经验    □ 1 - 3 年 □ 4 – 6 年 □ 7 – 9 年 □ 10 年以上 

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   1 - 3 ปี   4 - 6 ปี     7 - 9 ปี    10  ปีขึ้นไป 

 

第二部分 汉语文化课的多媒体教学设计  

 

1. 中国文化课的授课方式你喜欢吗？ 

คุณชอบเรียนวิชาวัฒนธรรมจีนด้วยวิธีการสอนรูปแบบนี้หรือไม่ อย่างไร 

  喜欢  ชอบ            不喜欢    ไมช่อบ 

原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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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以前的教学方式相比，你喜欢哪种？ 

เมื่อเทียบกับการสอนวัฒนธรรมด้วยวิธีเดิม คุณชอบการสอนแบบใด (แบบปัจจุบัน/แบบดั้งเดิม) อย่างไร 

   以前  แบบดั้งเดิม        现在    แบบปัจจุบัน 

原因：……………………………………………………………………………………………..……………………………………………………………………… 

…………………………………………………………………………………………………………..……………………………………………………………………….. 

…………………………………………………………………………………………………………..……………………………………………………………………….. 

…………………………………………………………………………………………………………..……………………………….…………………………………………………. 

 

3. 多媒体的使用是否可以帮助你更了解中国文化？ 

เมื่อใช้สื่อมัลติมีเดียประกอบการสอน ท าให้คุณเข้าใจวัฒนธรรมจีนมากขึ้นหรือไม่ อย่างไร 

   是  ใช่             否    ไม่ใช่ 

原因：……………………………………………………………………………………………..………………………………………………….………………… 

…………………………………………………………………………………………………………..……………………………………………………………………….. 

…………………………………………………………………………………………………………..….…………………………………………………………………… 

…………………………………………………………………………………………………………...………………………………………………………………………. 

 

4.  通过多媒体教中国文化是否使你对中国更感兴趣？ 

การสอนวิชาวัฒนธรรมโดยใช้สื่อมัลติมีเดีย ช่วยให้คุณมีทัศนคติท่ีดีและสนใจภาษาจีนมากข้ึน 

   是  ใช่         否    ไม่ใช่ 

原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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ประวัติผู้เขียน 
 

ชื่อ – สกุล  นางสาวชิดชนา  ไทรชมภู （邱雪洁） 
วัน เดือน ปีเกิด  20  มิถุนายน  2529 
ที่อยู่ปัจจุบัน  52  ถนนเกษตรสิน ต าบลล าพยา อ าเภอเมือง จังหวัดนครปฐม 73000 
ประวัติการศึกษา   
พ.ศ. 2552  คณะศิลปศาสตร์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รังสิต  

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บัณฑิต (ภาษาจีน) เกียรตินิยมอันดับ 1  
ประวัติการท างาน 
พ.ศ. 2555 – 2558  ครูโรงเรียนเทพศิรินทร์ นนทบุรี 
   สังกัดส านักงานเขตพ้ืนที่การศึกษามัธยมศึกษาเขต 3 
ต าแหน่งและสถานที่ท างานในปัจจุบัน 
พ.ศ. 2558 – ปัจจุบัน ครู  คศ. 1  
   โรงเรียนพระปฐมวิทยาลั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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