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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0.1  选题理由 

每一位汉语教师都体会到课文就是每一课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每

一课的灵魂。因为课文不仅包含着本课的词汇和语法现象，而且还包含着

学生周围的、迫切需要表达的事物，以及必要的文化背景知识等。 

然而，在教学过程中，笔者也体会到，因若干原因，我们在课文教学

上尚未付出适当的功夫，而且从来很少人去探索研究这一问题。 

另外，为了适应海防民办大学目前采用的 HSK（汉语水平考试）培

训倾向，要求我们不断研究找出新教学法以提高汉语教学质量。 

因上述原因，笔者决定选择《海防民办大学初级阶段汉语综合课的课

文技巧与教学法研究》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希望能帮助本校汉语师生在

课文教学中所遇到的困难，提供有效的新课文技巧与教学法，为汉语教学

事业做出一份贡献。 

0.2  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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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目前越南以及海防民办大学初级阶段汉语综合课的课文教学所存

在的问题，综合并分析原因。同时研究找出 HSK 倾向的课文技巧与教学法

以提高汉语教学的效果。 

0.3 研究任务 

1） 综述现代汉语课文教学的相关理论基础。 

2） 对海防民办大学初级阶段综合课的课文教学情况进行考察并指出

所存在的问题。 

3） 研究找出 HSK 倾向的课文技巧与教学法并将研究结果应用于教学

工作。 

0.4 研究方法 

1） 问卷调查法：对越南汉语教师以及学习者教与学课文的情况进行

调查。 

2） 统计法：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之后进行分类。 

3） 分析法：对目前课文教学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指出原因并拟

定合适的技巧与教学法。 

0.5 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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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包括海防民办大学课文教与学的教师和学生，北京

语言大学出版社杨寄洲主编《汉语教程》第一、二册的课文。 

0.6 论文的结构 

本论文除了前言、结语、参考文献以外，主要要内容共分三章： 

第一章：现代汉语课文教学的相关理论基础 

第二章：海防民办大学初级阶段汉语综合课的课文教与学现况 

第三章：综合课课文技巧与教学法的建议 

 

 

 

 

 

 

第一章：现代汉语课文教学的相关理论基础 

1. 有关综合课课文教学法的研究情况 

1.1. 在国外的研究情况 

目前，在中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越来越多。对外汉语教学已经成为最

重要的课门。因为只能学好汉语才能在中国生活，才能跟中国人交际，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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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听懂教师讲的课，才能学好其他专业。因此，怎么教对外汉语以及怎么

教综合课已经得到中国语言专家的关注。不过，据统计有关综合课课文教

学的研究项目稍微极少，甚至没有。 

笔者在阅读参考文献过程中没有找到一份有关综合课课文教学的研究

材料，只找到一些与对外汉语教学的相关资料。正例如下： 

王珊《对外汉语课堂教学特殊性之分析》。作者提出 6 项特殊性之内

容：学生感知结构的特殊性、课堂教学和阶段教学计划、教材选择、教材

处理、课堂组织和老师素质素养之特殊性。另外，作者也指出三条原则：

熟悉对象、模糊性、兴趣启发和注重反馈原则。这份资料虽然没有集中谈

到如何讲练综合课的课文，但是对笔者来说也很有价值，启发笔者思考思

路，使本科研走向正确性、全面性。 

刘英林《对外汉语教学论的几个问题》、陆丙莆《对外汉语教学的经

济原则》以及黄晓颖《对外汉语教学的备课艺术》等这几份研究都围绕着

如何教对外汉语大范围，而没有细节地谈到综合课课文教学法。 

1.2. 在国内的研究情况 

1.2.1. 在越南的研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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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中两国友好关系日益发展，汉语在越南也成为最热门的外语之

一。很多高中、大学都选择汉语，综合课占着较大的教学时量比例，不过

至今没有人去探索、研究综合课的课文教学法。笔者统计河内国家大学所

属外语大学 2006 年《汉语教学与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75 篇和 2010 年

《汉语教学研究与管理国际研讨会论文摘要》40 篇都没有找到一份有关课

文教学法研究论文。 

1.2.2. 在海防民办大学的研究情况 

本校成立于 1997 年，汉语已成为一门外语和作为给英语专业学生的

第二外语。汉语教师共 4 位，因此关于汉语研究论文极少，目前也没有人

探索、挖掘这个领域。 

综上所述，有关现代汉语综合课的课文技巧与教学法研究至今还是值

得研究空间。笔者冒昧深入研究，希望为越南以及海防民办大学汉语教学

工作做出一份贡献。 

项目 国外 国内 

河内外语大学

（2006 年） 

河内外语大学  

（2010 年） 

海防民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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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论文总数 100 75 40 7 

课文教学法研

究论文数量 

0 0 0 0 

比例 0%  0%  0%  0%  

                   表（一）：国内外研究情况的统计表 

 

 

2. 现代汉语综合课的课文教学法 

2.1. 模仿法 

模仿法是第二语言语音教学中最基本的方法。在教声韵母和声调时，

这是最得手的方法。不过在教课文时也可以运用，因为在语音阶段，课文

中一般不会出现大的语法点。课文中所包含的一般是比较典型、简单的句

式。老师可以范读一两遍课文让学生观察、积极分辨然后集体模仿读或个

别模仿读。对于学生来说，教师说什么就要跟着说什么；教师怎么说就要

跟着怎么说。所以，要求老师口齿清晰、发音标准。如果教师发音不太

准，可以让学生跟着课文录音模仿读。 

2.2. 演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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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第二语言教学中常用的方法。演示法包括图表演示、手势演

示、实物演示、板书演示和多媒体演示。使用演示法一方面可以加强课文

训练，另一方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 

2.2.1. 图表演示 

比如讲练第一册（上）第五课课文时，教师可以先后出示课文中的两

张放大的插图让学生看图会话课文。 

 

2.2.2. 手势演示 

在讲练课文时，教师可以结合静态的图表演示和动态的手势演示以引

起学生的注意。比如讲练第一课“你好”时，教师可以演出握手的动作表示

问候。很多情况下，教师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能够这样做，教师真正变

成舞台上的演员。 

2.2.3. 实物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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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级阶段，综合课的课文内容主要提到学生日常和学习生活，围绕

着认识、介绍、去银行、邮局、商店、去看病等等相关话题。在讲练课文

时，教师事先准备实物以导入课文环节或会话训练。这种方法有利于活跃

课堂气氛，也有利于加强学生的记忆力。 

例（1）：第六课课文（二），教师先后拿一本书和一本杂志提问，

目的让学生回答一些有关课文内容的问题。 

教师：这是什么？                                                    

学生：这是书。 

教师：这是什么书？ 

学生：这是中文/汉语书。 

教师：这是谁的书？ 

学生：这是老师的书。 

 

 

 

 

 

 

2.2.4. 板书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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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演示法既形象又灵活，也是第二语言教学的基本方法之一。它的

用途比较广，可以在很多情况下使用。比如，操练课文时，教师板书课文

的关键词，要求学生会话或复述内容。 

例（2）：第九课（在中国银行换钱） 

麦克：......，我......钱。 

营业员：您......什么钱？ 

麦克：我换............。 

营业员：换...........？ 

麦克：............美元。 

营业员：请...............。先生，.........钱。请...........。 

麦克：对了。............！ 

营业员：.....................! 

2.2.5. 多媒体演示 

在教学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运用多媒体制作动态的教学课件并运用到

课堂上，会提高教学效率，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3. 对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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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法主张利用母语的翻译手段并与目的语进行对比。对初级阶段的

汉语学习者来说，上课时全部用目的语听课很困难的。教师讲课时结合使

用母语和目的语，当然随着学生水平的提高也减少使用母语，增加使用目

的语。在讲练汉语综合课的课文时，教师可以设计笔形和口形的对比练习

让学生加强掌握本课的生词、语法与课文内容。这种方法完全符合“听、

说、读、写、译”教学原则。 

2.4. 提问法 

即教师问，学生回答；也可以是学生之间的问答。提问方法的目标就

是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只扮演咨询、向导、组织、定向学生认识过程的角

色；通过直接解决实践的情况，学生更好领会知识，学习压力也会减少。

使用提问法要注意以下项目： 

2.4.1. 提问要围绕中心：因时间因素，提问一般要围绕教学的中心解决教学

的重点和难点，课文的重点可以多问。 

2.4.2. 叫人的顺序：教师的提问必须向全体学生，先提出问题后选对象，可

以吸引所有的学生都积极参加思维活动，促使每一学生在心理上拟出一个

答案。教师应该按照问题的难易程度，学生的实际情况提问学生。在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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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之前，教师要告诫全体学生，这个答案的对错由你们自己判断。这

样，当一个学生回答时，其他的学生都在专心质疑边听边思考，等发言的

学生已答完，就会有很多学生提手发言。这样，就收到了以点带面、大家

受益的效果。 

同时，教师也应该注意所提出的问题要符合学生的水平。对尖子生可

以合理提高，对普通生可逐步“升级”，对后进生可适当“降级”，从而使全体

学生都能获得知识营养。 

2.4.3. 提问后等待的时间：教师发问后，学生需启动短时记忆系统去接受、

理解教师的问题，然后再设法启动长时记忆来寻求答案，因此学生回答问

题需要有一段时间。因此，每次发问后教师应停顿 3 到 5 秒。但等待的时

间不能过长，就会对大学生的成绩有些消极的影响，也使教学节奏受到延

缓甚至破坏。 

2.4.4. 用提问处理错误的回答：学生在回答时难免有错误。对有规律的、反

映学生的掌握程度，特别是教师曾经提醒避免的错误，就可以用提问方式

来纠正。例如学生说“我学习在海防民办大学。”，可以问“你在哪儿学

习？”，看学生能否意识到并改正错误。如果不能，也可以通过提问来为学



 

 

13 

生提供正确的句式。比如问“你在哪个大学学习？”或“你在海防民办大学学

习吗？”。这样，学生可以自己来认识错误，直至掌握正确的表达。 

2.5. 视听法 

这种方法强调教师在课文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视频、录音等视听教

具，使语言与情景相结合，让学生更接近日常生活交际的自然环境。学生

通过生动的图像情景和生动地道的录音相结合，排除母语为中介，促进用

汉语理解和表达思想。 

例（3）：《汉语教程第一册（下）》第二十课课文二“祝你生日快

乐”教师可利用《快乐汉语》动画片“我的生日”让学生视听。 

                                                          

2.6. 听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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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课教学目的一是授给学生语言知识，二是训练学生听、说、读、

写、译等语言技能。在初级阶段，课文简短，而且是针对句型而编写的，

语言较口语化，读起来上口，适宜对学生进行听说技能训练。 

教师可以让学生解释读过或听过的一段课文。教师课根据情况，或不

给学生任何提示，让他们独立解释；或将关键词、词组、句型结构写在黑

板上，帮助学生回忆。 

教师也可以让学生口头复述课文的重点或主要内容。在课文讲完后，

可让学生口头复述课文，也可以在讲解语言难点后，教师让学生口头复述

含有语言难点的句子。这时，教师可对一个句子或句子中的一部分朗读两

三遍后，让学生准确地复述教师朗读的内容，注意学生复述中的关键性错

误。 

2.7. 交际法 

第二语言教学目标是培养创造性地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不仅要

求语言运用的正确性，还要求得体性。综合课的课文是教材最重要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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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也是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①通过课文讲练可以让学生更好地掌握、

巩固语音、词汇、语法知识，并更加了解中国文化，进行语言交际。 

教师可以扮演某个角色与学生进行交际或把学生分组，让他们围绕着

某个情景进行会话。这样做可以活跃课堂气氛，也可以培养学生的口头表

达能力。 

 

2.8. 操练法 

上述几种方法都结合在讲练课文时使用。操练法强调着重设计各种帮

助学生掌握好当课所学的词汇、语法和课文内容的练习。这些练习也倾向

HSK（汉语水平考试）设计的。当然，因时间限制，教师备课过程中要苦

心设计多媒体课件，如 PPT 课件。这样做完全符合教学上的经济原则。 

例（4）：《汉语教程》第 26 课课文一“田芳去哪儿了” 

（张东打电话找田芳） 

张东：喂！是田芳吗？ 

田芳妈：田芳不在。是张东吧。 

张东：阿姨，您好！田芳去哪儿了？ 

田芳妈：她四点多就去同学家了。她的 

          一个中学同学要出国，她去看看她。 

                                           
①

 《汉语教程》前言，杨寄洲主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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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她什么时候能回来？ 

田芳妈：她没说，你打她的手机吧。 

张东：我打了。可是她关机了。 

田芳妈：是吗，你过一会儿再打吧。 

（张东又来电话了） 

张东：阿姨，田芳回来了没有？ 

田芳妈：还没有呢。 

 

可以用 PPT 展示如下练习让学生操练： 

练习一：根据课文（一）回答问题 

1.张东给谁打电话了？ 

2.田芳去哪儿了？ 

3.谁接电话了？ 

4.田芳说她什么时候回来吗？ 

5.张东又来电话的时候，田芳回来了没有？ 

练习二：填空 

张东给田芳打电话，但是她不在。田芳妈说她四点多......（1）去同学

家......(2).她的中学同学要......(3),她去看看她。田芳......(4)说她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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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5)。张东......(6)她的手机，......(7)她......(8)机了。阿姨告诉张东过一

会儿......(9)打。张东......(10)来电话的时候，田芳还没有回来呢。 

练习三：根据下列词语复述课文 

张东：...！是田芳吗？ 

田芳妈：田芳......。是.........吧？ 

张东：.........，您好！田芳.........? 

田芳妈：她......就去......了。她的中学同学..... 

              ......,她去......。 

张东：她...........回来？ 

田芳妈：她......，你............吧。 

张东：我打......，可是.........。 

田芳妈：是吗？你.........吧。 

张东： 阿姨！田芳.............？ 

            田芳妈：还没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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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结 

本章总结了有关综合课课文教学法的研究情况。目前，这一问题在国

内外还没有语言家或研究专家集中深入钻研。本科研希望对对外汉语教学

工作，特别是对越南汉语教师在综合课课文教学过程中提供一份参考文

献。本章也综述了八项课文教学法：模仿法、演示法、对比法、提问法、

视听法、听说法、交际法和操练法。每个方法都有其特点及作用，教师应

根据实际情况结合使用以得到最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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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海防民办大学初级阶段汉语综合课的课文教与学 现况 

1. 海防民办大学汉语教学现况 

1.1. 海防民办大学汉语教学课程概况 

海防民办大学是海防市唯一的民办大学。学校成立于 1997 年，至今已

有 14 年的发展历史。作为一所民办大学，我校的教学方针是按需教学，即

培养适应现代国际社会和国家发展需要的人才。自从建校以来，汉语教学

除了作为英语本科生的第二外语教学以外，还作为工商管理本科生的外语

教学。值得注意的是，学习汉语的学生只限于企业管理专业和旅游与办公

室管理专业的学生（会计、会计审计、银行与金融等专业的学生则修读英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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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从 2009 年开始，随着席卷全球的汉语热的升温以及越中两

国友好合作的发展，前往海防投资的中国企业不断增加，海防的汉语教学

中心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汉语学习者越来越多，海防民办大学也抓住这样

的机会开始与中国桂林、重庆等地大学开展旅游管理、工商管理和国际贸

易等专业的 1+3 形式的教育合作。下面简介各专业汉语教学课程概况： 

1.1.1. 英语系第二外语教学计划与教学课程安排 

目前的教学计划与教学课程安排： 

本课程安排在英语专业二年级的第一学期开设（5 学期），一共有 13

学分，分成 5 个级别：汉语 1（68 学时）、汉语 2（68 学时）、汉语 3

（68 学时）、汉语 4（45 学时）及汉语 5（45 学时）. 每课计划 5～8 学时

完成；每课练习讲解和问题讨论一般用 2～3 课时。每学期安排 2 学时，

用于复习和考试前答疑。 

 

级别 总学时 先修课程 课程 考核方式 备注 

汉语 1 

 

68 无 第 1 至 12 课（每课计划 4-6

课时完成） 

笔试 杨奇洲《汉语

教程》修订

本，北京语言

文化大学出版

社 2007 年 

 

汉语 2 

 

68 汉语 1 第 13 至 23 课（每课计划 6-

7 课时完成） 

口试 

汉语 3 

 

68 汉语 2 第一册（下）第 24 至 30 课 

第二册（上）第 1 课至 4 课

口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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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课计划 6-7 课时完成） 

汉语 4 

 

45 汉语 3 第二册（上）第 5 至 10 课

（每课计划 7 课时完成） 

口试 

汉语 5 

 

45 汉语 4 第二册（下）第 11 至 17

（每课计划 6 课时完成） 

口试 

表（二）：英语系第二外语教学计划与教学课程安排 

 

1.1.2. 工商管理系汉语教学与课程安排 

目前的汉语教学与课程安排： 

本课程共有 21 学分，分成汉语 1（68 学时）、汉语 2（90 学时）、汉

语 3（90 学时）、汉语 4（90 学时）和基础 5（135 学时）。每级别包括综

合课（70%）、听力课（15%）和阅读课（15%）。综合课计划每课 5～6

学时完成、听力课计划 1～2 学时完成、阅读课计划 1～2 学时完成；每学

期安排 2～3 学时复习和考试前答疑。我校目前采用学分制，毕业之前学

生要完成以上五个级别并通过汉语水平考试第三级（HSK3） 

级别 总学时 先修课程 课程 考核方

式 

备注 

汉语 1 68 无 综合：第 1 课至 10 课（55 学时） 

听力：第 1 课至 10 课（15 学时） 

阅读：第 1 课至 10 课（20 学时） 

笔试

（测

验） 

杨奇洲《汉

语教程》修

订本，北京

语言文化大

学出版社 

2007 年 

汉语 2 90 汉语 1 综合：第 11 课至 21 课（65 学时） 

听力：第 11 课至 21 课（15 学时） 

阅读：第 11 课至 21 课（15 学时） 

笔试 

（测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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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 3 90 汉语 2 综合：第 22 课至 30 课（65 学时） 

听力：第 22 课至 25 课（第一册）

和第 1 课至第 9 课（第二册）（15

学时） 

阅读：第 22 课至 30 课（15 学时） 

笔试 

（测

验） 

 

汉语 4 90 汉语 3 综合：第 1 课至 8 课 

    （第二册上+HSK）（55 学时） 

听力：第 10 课至 23 课 

（第二册+ HSK）  （20 学时） 

阅读：第 31 课至 43 课 

（第二册+ HSK） （20 学时） 

笔试

（测

验） 

汉语 5 135 汉语 4 综合：第 9 课至 17 课 

（第二册上+ HSK）（75 学时） 

听力：第 1 课至 10 课 

（第三册+ HSK）（30 学时） 

阅读：第 46 课至 58 课 

（第二册+HSK） （30 学时） 

笔试 

（测

验） 

表（三）：工商管理系汉语教学与课程安排 

1.1.3. 与中国高校 1+3 模式合作班的汉语教学与课程安排 

 

本课程共有700学时，分成HSK1（200学时）、HSK2（250学

时）、HSK3（250学时）等三个阶段。每阶段都包括听力、口语、阅读、

写作和综合等五门课以训练学生汉语言全面技能；帮助学生对中国的文化

和历史等知识具有相当的了解，并具备与中国人交流和交际的能力。具体

课程安排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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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设置  

 所占比例 HSK 1  HSK 2 HSK 3 总学时数 

听力 15% 30 40 40 110 

口语 10% 20 25 25 70 

阅读 20% 40 50 50 140 

写作 15% 30 40 40 110 

综合课 40% 80 95 95 270 

课时总计   200 250 250 700  

表（四）：1+3 模式合作班的汉语教学与课程安排 

 

1.2. 海防民办大学汉语综合课的课文教学时量概况 

从上述所谈的本校汉语教学课程表，我们不难看到在汉语课程中综合

课的教学时量占 70%，甚至对英语专业占 100%。这证明汉语综合课教学

的重要性。然而，因教学时量有限，对英语专业每课计划 5-8 学时完成，

对工商管理专业与 1+3 模式每课计划 5-6 学时完成。因此，课文讲练时间

不多，只能安排 1-2 学时完成。这样不多不少也影响到本校综合课的课文

教与学情况。 

另外，海防民办大学初级阶段汉语综合课教学只教第一和第二册，第

三册为参考材料。 

2. 对教师综合课课文教学的一些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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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已经对 20 位汉语老师进行调查，其中 3 位为海防民办大学的汉

语教师，17 位为海防大学、航海大学、洪德大学、外语中心等教师。各位

教师都教过或正在教杨寄洲主编的的对外汉语教程。他们也都承认课文非

常重要。下面是调查的一些结果： 

2.1. 课文讲练的时量 

在 20 位汉语教师有 5 位讲练课文用一节课、10 位用一节到两节课、

2 位用两节课、3 位用两节以上。 

讲练时量（节课） 海防民办大学教师 其他大学教师 

X=1 0（0%） 5（29%） 

1< X<2 2（67%） 7（41%） 

X=2 0（0%） 2（12%） 

X>2 1（33%） 3（18%） 

合计 3（100%） 17（100%） 

表（五）：汉语教师讲练课文时量表 

从上表容易看到，各位教师讲练课文的时量有些不同。当然每位教师

的方法不一样，有的讲完生词、语法才讲课文，有的讲课文结合讲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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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法。笔者认为讲课文结合讲生词、语法要用三到五节课。因此，只

用一节课讲练课文太少了，我们怎么抓紧时间也只是走马观花而已。 

2.2. 课文讲练使用的工具 

大部分教师使用书本、磁带讲练课文，有的使用书本与设计 PPT 课

件，有的用书本、图表或有的结合使用书本、磁带、图表和 PPT。 

教学工具 海防民办大学教师 其他大学教师 

书本、磁带 1（33%） 7（42%） 

书本、图表 1（33%） 0（0%） 

书本、PPT 0（0%） 5（29%） 

书本、磁带、图表、PPT 1（34%） 5（29%） 

合计 3（100%） 17（100%） 

表（六）：汉语教师讲练课文时量表 

2.3．综合课讲练顺序 

调查目的想要了解各位汉语教师每课教学顺序，这样会影响到课文讲

练时量。大多数教师教学顺序为生词-语法-课文-练习，有的为生词-语法-

练习-课文，有的为语法-生词-课文-练习，有的为课文-生词-语法-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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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课教学顺序 海防民办大学教师 其他大学教师 

生词-语法-课文-练习 1（34%） 10（59%） 

生词-语法-练习-课文 1（33%） 0（0%） 

语法-生词-课文-练习 1（33%） 0（0%） 

课文-生词-语法-练习 0（0%） 4（24%） 

结合上述顺序 0（0%） 3（17%） 

合计 3（100%） 17（100%） 

表（七）：汉语教师综合课教学顺序表 

2.4. 课文讲练顺序 

调查结果证明各位教师都很灵活地采用不同方法讲练课文。有的采用

读课文-操练，有的顺序为听录音-读课文-操练，有的为读课文-讲解-操练

或有的教师结合使用上述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读课文教师可以范读、带

读、叫读或要求学生先读、了解，然后教师讲解、操练。 

课文教学顺序 海防民办大学教师 其他大学教师 

读课文-操练 0（0%） 3（17%） 

听录音-读课文-操练 1（33%）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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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课文-讲解-操练 0（0%） 6（35%） 

讲解-读课文-操练 1（33%） 0（0%） 

结合上述顺序 1（33%） 3（18%） 

合计 3（100%） 17（100%） 

表（八）：汉语教师课文教学顺序表 

2.5. 课文导入方法 

众所周知有趣的导入法会引起学生的注意力，对下一环节起着重要作

用。每一位教师都有不同的导入法。下面是调查结果： 

课文导入法 海防民办大学教师 其他大学教师 

读课文 1（33%） 2（12%） 

听课文录音 0（0%） 2（12%） 

提问题 0（0%） 6（35%） 

看图表 0（0%） 2（12%） 

看实物 0（0%） 0（0%） 

看电影 0（0%） 0（0%） 

听音乐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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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一些导入法 

（读课文-听录音-提问题） 

2（67%） 5（29%） 

合计 3（100%） 17（100%） 

表（九）：汉语教师课文导入法表 

2.6. 课文教学法 

课文教学法是本科研的主要内容。每位教师在课文讲练过程中所采用

的教学法会决定那堂课的成败。下面是调查结果： 

课文导入法 海防民办大学教师 其他大学教师 

模仿法 0（0%） 2（12%） 

演示法 0（0%） 0（0%） 

对比法 0（0%） 0（0%） 

提问法 1（33%） 6（35%） 

视听法 0（0%） 0（0%） 

听说法 0（0%） 2（12%） 

交际法 0（0%） 0（0%） 

操练法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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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述教学法 2（67%） 7（41%） 

合计 3（100%） 17（100%） 

表（十）：汉语教师课文教学法表 

2.7．课文操练法 

各位汉语教师都认为学好课文对记生词、掌握语法现象和提高交际能

力有很大的作用。笔者完全同意，同时强调多使用操练法让学生熟练各种

练习，其中有 HSK 模样练习（选择正确答案、填空等等）。通过做练习学

生更掌握课文的内容、牢记词语与语法现象。 

课文操练法 海防民办大学教师 其他大学教师 

要求学生练读课文 0（0%） 1（6%） 

提问要求学生回答 0（0%） 4（24%） 

要求学生翻译 0（0%） 0（0%） 

要求学生模仿会话或复述 1（33%） 3（17%） 

用 PPT 设计各种练习 0（0%） 0（0%） 

结合提问、模仿、复述 1（33%） 0（0%） 

结合提问、翻译、模仿、复述 0（0%）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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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述操练法 1（34%） 2（12%） 

合计 3（100%） 17（100%） 

表（十一）：汉语教师课文操练法表 

2.8．讲课语言 

百分之九九教师在初级阶段用汉语和母语（越南语）讲课。这也符合

实际情况，因为学生大部分都是从零起点开始。然而，教师也要随着学生

的汉语水平不断提高减少说越南语，多说汉语，甚至不说越南语只说汉

语。这样学生必须注意听老师讲才能听懂，同时久而久之提高听力和口语

能力。 

2.9. 课文课堂气氛 

笔者通过调查得到如下结果： 

课文课堂气氛 海防民办大学教师 其他大学教师 

很活跃 1（34%） 8（47%） 

不太活跃 0（0%） 0（0%） 

不活跃 1（33% 4（24%） 

很活跃、不太活跃 1（33%）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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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100%） 17（100%） 

表（十二）：汉语教师课文课堂气氛表 

2.10. 学生对课文课的学习态度 

目前，教育培训方针为“以学生为中心”。学生的学习态度直接影响到

教与学的结果，同时反映着教师的教学质量。笔者通过调查得到如下结

果： 

学生的学习态度 海防民办大学教师 其他大学教师 

积极 1（34%） 10（59%） 

一般 1（33%） 0（0%） 

不积极 0（0%） 3（17%） 

积极、不积极 1（33%） 4（24%） 

合计 3（100%） 17（100%） 

表（十三）：学生对课文课的学习态度表 

 

以上数字证明，大部分教师都认为学生对课文课认真学习、堂上积极

发表意见、注意听讲。但是，有些老师也说学生不积极学习或有的积极、

有的不积极。原因很多，一是教师的方法、风格还不够吸引学生，二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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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水平的高低，听不懂所以不想听、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现象常常发生

在不是本科生班。 

2.11. 检查学生复习课文的方法 

掌握、记住课文内容，甚至背熟课文对听、说、读、写、译等语言技

能有很大的帮助。教师检查学生复习课文的方法各种各样。调查结果如下

表： 

检查学生复习课文的方法 海防民办大学教师 其他大学教师 

读课文 0(0%) 3(18%) 

听写课文 1(33%) 0(0%) 

复述课文 1(34%) 7(41%) 

读课文-复述课文 0(0%) 7(41%) 

读课文-复述课文-听写课文 1(33%) 0(0%) 

合计 3(100%) 17(100%) 

表（十四）：教师检查学生复述课文方法表 

2.12. 教师对自己课文讲练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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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节课结束，教师本身可以评估那节课自己讲得怎么样。因此，笔

者提出这条调查项目，想要了解每位如何对自己课文讲练的感受、评估。 

教师对自己课文讲练的满意度 海防民办大学教师 其他大学教师 

满意 1(33%) 10(59%) 

不太满意 2(67%) 7(41%) 

不满意 0(0%) 0(0%) 

合计 3(100%) 17(100%) 

表（十五）：教师对自己课文讲练的满意度表 

2.13. 其他分享 

笔者在调查问卷表还收到很多宝贵意见，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2.13.1. 在课文教学中所遇到的困难 

多数教师认为最大的困难是学生不认真学习，被动地学习。另外，学

生汉语水平的高低也影响到他们接受知识的能力、课堂的气氛。有的学生

如果没有拼音就读不了课文。像海防民办大学胡秋庄老师分享她在课文教

学中遇到的困难是学生的水平有的高，有的低。海防大学的杜氏秋恒在教

学过程当中所遇到的困难是每班的学生多，学生的水平有些差异。学生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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惰、胆怯、被动地学习。另外，课文教学时量有限，所以难以深入讲解有

趣的课文内容。 

2.13.2. 教师对教材、磁带、时量的建议 

有些教师建议因课文磁带质量不好，学校在这方面也要注意投资。除

此之外，很多老师建议课文讲练时量要调整，特别对语法或词汇阶段比较

长的课文要延长两至四节课。 

2.13.3. 教师的课文教学经验 

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每位教师也有不同的教学法。没有好的方

法，也没有不好的方法，只是什么场合采用哪个方法。笔者通过调查也参

考了很多有用的方法。比如，海防大学杜氏秋恒老师让学生听完每一句课

文录音、每一段课文录音以后重复一遍；分段讲练，概括每一段的主要内

容，然后概括全文的意义。陈氏武心老师多创造情景让学生有机会说话。

海防民办大学胡秋庄老师常讲生词套上课文里的句子或多用复述形式激发

学生的自由表达兴趣。丁清平老师根据每课的特点选择符合的方法。如果

课文是会话型可以让学生分角色表演。如果课文是短文型可以要求学生分

角色会话或请一个同学上台回答下面同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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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学生学习综合课课文的一些调查结果 

笔者已经对 160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其中 60 名为海防民办大学

的、100 名为海防大学的。海防民办大学的学生都是非汉语本科生，海防

大学的学生有的是汉语本科生、有的是非汉语本科生。调查结果指出 85%

学生认为课文非常重要、15%觉得课文的重要性是一般的。另外，笔者设

计了十几项调查项目以深入了解同学们课前、课上和课后的课文学习情

况，具体如下： 

3.1. 学生课文堂上的注意力 

学生课文堂上的注意力 海防民办大学学生 海防大学学生 

注意 42（70%） 60（60%） 

一般 18（30%） 40（40%） 

不注意 0（0%） 0（0%） 

合计 60（100%） 100（100%） 

表（十六）：学生课文堂上的注意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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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学生课文堂上比较注意学习，只有 30%至 40%学生不太

注意或有时不注意学习。这很重要，因为他们就是教学活动的核心，他们

不注意的话教师怎么教也没有用。 

3.2. 学生对教师堂上要求的态度 

课堂气氛活跃不活跃取决于学生主动还是被动学习、积极不积极参与

活动、对教师要求的态度如何等等。同时也明显地反映他们的学习态度好

不好、对汉语有没有兴趣、教师讲课有没有吸引力。下面是调查结果： 

 

 

学生对教师堂上要求的态度 海防民办大学学生 海防大学学生 

积极参加 33（55%） 32（32%） 

被动参加 27（45%） 68（68%） 

不参加 0（0%） 0（0%） 

合计 60（100%） 100（100%） 

表（十七）：学生对教师堂上要求的态度表 

3.3. 学生对同学堂上活动的态度 

学生对同学堂上活动的态度 海防民办大学学生 海防大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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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26（43%） 34（34%） 

需要时才注意 34（57%） 66（66%） 

不注意 0（0%） 0（0%） 

合计 60（100%） 100（100%） 

表（十八）：学生对同学堂上活动的态度表 

实际上，学生堂上注意其他同学的活动的比例不高。他们觉得重要或

对自己有用才关心、注意。这不多不少也影响到课堂气氛和学习质量。 

3.4. 学生对集体活动的态度 

学生对集体活动的态度 海防民办大学学生 海防大学学生 

积极参加 20（33%） 34（34%） 

一般 40（67%） 66（66%） 

不参加 0（0%） 0（0%） 

合计 60（100%） 100（100%） 

表（十九）：学生对集体活动的态度表 

3.5. 学生堂上掌握课文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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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教师的讲练、与教师、其他同学互动，学生在堂上完全可以掌握

100%课文的内容。 

学生堂上掌握课文的程度 海防民办大学学生 海防大学学生 

掌握全部 24（40%） 39（39%） 

掌握一部分 36（60%） 58（58%） 

不掌握 0（0%） 3（3%） 

合计 60（100%） 100（100%） 

表（二十）：学生堂上掌握课文的程度表 

3.6. 学生不懂的处理方式 

一般来说，课堂上如果遇到不懂的问题学生会问教师、同学、做记号

自己了解或错过。 

学生不懂的处理方式 海防民办大学学生 海防大学学生 

问教师 23（38%） 20（20%） 

问同学 17（28%） 60（60%） 

问教师、同学 18（30%） 16（16%） 

做记号自己了解 1（0.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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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过 1（0.2%） 3（3%） 

合计 60（100%） 100（100%） 

表（二十一）：学生不懂得处理方式表 

3.7. 学生询问的语言 

初级阶段的学生，尤其是非汉语本科生主要用母语（越南语）或一边

用汉语一边用母语询问。这明显体现他们的汉语水平还有限，这个不好的

习惯久而久之也要调整。 

学生询问的语言 海防民办大学学生 海防大学学生 

越南语 24（40%） 60（60%） 

汉语、越南语 34（57%） 39（39%） 

汉语 2（3%） 1（1%） 

合计 60（100%） 100（100%） 

表（二十二）：学生询问的语言表 

3.8. 学生听讲译成越南语的情况 

很多学生习惯听讲时译成越南语。这影响到学习时间、学生的反应和

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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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听讲译成越南语的情况 海防民办大学学生 海防大学学生 

常常 30（50%） 53（53%） 

有时 30（50%） 33（33%） 

不译 0（0%） 4（4%） 

合计 60（100%） 100（100%） 

表（二十三）：学生听讲译成越南语的情况表 

学生听讲时译成越南语的比例较高，甚至也有汉语本科生。这样对他

们的汉语学习没有好处，教师要了解并提醒他们。 

3.9. 学生用越南语思维的情况 

与以上项目的结果相同，学生用越南语思维的比例较高。 

 

学生用越南语思维的情况 海防民办大学学生 海防大学学生 

常常 30（50%） 33（33%） 

有时 30（50%） 57（57%） 

不用 0（0%） 10（10%） 

合计 60（100%） 100（100%） 

表（二十四）：学生听讲译成越南语的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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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防民办大学和海防大学的情况有些差异，这也容易理解。因为本校

的学生都是非汉语本科生，另外他们没有学汉语教程第三册（上、下）；

海防大学的学生一部分是汉语本科生，非汉语本科生也学第三册（上、

下）。 

3.10. 学生复习课文的情况 

学生复习课文的情况 海防民办大学学生 海防大学学生 

常常 21（35%） 31（31%） 

有时 29（48%） 39（39%） 

考试前 10（17%） 26（26%） 

不复习 0（0%） 4（4%） 

合计 60（100%） 100（100%） 

表（二十五）：学生复习课文的情况表 

表上的数字指出三分之一的学生不常复习课文，甚至考试前才复习或

不复习。这样一定对学习成绩影响很大。教师要找出办法解决这一问题。 

3.11. 学生复习课文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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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不是所有学生都认真把课文全部复习，而 还有些学生只复

习重点或难点。 

学生复习课文的内容 海防民办大学学生 海防大学学生 

全部 22（37%） 35（35%） 

重点 8（13%） 52（52%） 

难点 30（50%） 13（13%） 

合计 60（100%） 100（100%） 

表（二十六）：学生复习课文的内容表 

3.12. 学生复习课文的方法 

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学习方法。复习课文时他们常常读课文、读流利

课文然后将课文翻译成越南语、读流利课文然后进行复述或者背诵课文。 

学生复习课文的方法 海防民办大学学生 海防大学学生 

读课文 11（18.5%） 18（18%） 

读流利、翻译 38（63%） 55（55%） 

读流利、复述 11（18.5%） 25（25%） 

背诵 0（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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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60（100%） 100（100%） 

表（二十七）：学生复习课文的方法表 

3.13. 学生预习课文的情况 

课堂上保证听懂教师讲的话，除了注意学习之外，学生要养成预习新

课的习惯。下面的调查结果帮我们更加了解同学们的学习情况。 

学生预习课文的情况 海防民办大学学生 海防大学学生 

常常 23（38%） 50（50%） 

有时 33（55%） 45（45%） 

不预习 4（7%） 5（5%） 

合计 60（100%） 100（100%） 

表（二十八）：学生预习课文的情况表 

3.14. 学生预习课文的内容 

学生预习课文的内容 海防民办大学学生 海防大学学生 

全部 23（38%） 55（55%） 

一部分 33（55%） 40（40%） 

不预习 4（7%）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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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60（100%） 100（100%） 

表（二十九）：学生预习课文的内容表 

从表上容易看到，大部分学生还不太认真学习，上课之前他们只潦草

地看一遍，甚至没有预习，不知道当天学习什么。 

3.15. 学生预习课文的方法 

学生预习课文的方法 海防民办大学学生 海防大学学生 

预习生词-语法-课文 36（60%） 62（62%） 

预习课文-生词-语法 19（32%） 36（36%） 

预习生词-课文 5（8%） 2（2%） 

合计 60（100%） 100（100%） 

表（三十）：学生预习课文的方法表 

 

3.16. 其他分享 

通过问卷调查笔者已经收获了同学们很多宝贵意见，对本科研起着很

大的作用，主要围绕着以下三个项目： 

3.16.1. 学好课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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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学生都认为学好课文有很大的作用，像掌握好生词、语法结

构；学会了很多词语、新知识如：中国文化、风俗习惯等。另外，帮助学

生提高听、说、读、写、译技能。下面摘录学生的典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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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2. 对时量、磁带、课文型的意见 

很多学生觉得语音阶段（第一册上）的课文短，时量合适，但是语法

阶段（第二册）和词汇阶段（第三册）的课文长时量就不合适了。除此以

外，磁带质量不好、难听、有的地方说得很快；学生也建议教师多给学生

听课文录音以习惯中国人的口音。关于课文型，还有学生认为应该多样

化，设计有关自然、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的知识的课文。下面摘录学

生的典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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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3. 对教师的技巧、方法的意见 

有的学生对教师的技巧、方法已经满意了。然而，还有些学生建议教

师讲练的方法要丰富以吸引学生：让他们扮演角色进行会话、小组讨论、

设计相关的情景、使用多媒体讲练等等。下面摘录学生的典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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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海防民办大学初级阶段综合课的课文教与学现况的评价 

通过调查结果，笔者对综合课的课文教与学现况有如下评价： 

4.1．对教师课文教学的评价 

每位教师习惯使用一两个固定方法如提问法、要求学生复述课文使学

生在较长的课文学习过程中觉得烦恼。 

因为时量有限，课文讲练不多所以有很多学生在堂上只能了解一部分

课文的内容。他们都希望教师将课文讲得慢一点儿、深一点儿。 

由于录音磁带不好或者教师没有给学生听课文录音的习惯，所以有些

教师很少甚至没有给学生听过课文录音。 

有些教师不注意备课，只带书上课让学生读课文、回答一些问题或把

课文翻译一下儿就好了。学生希望教师多让他们看图片、听课文录音、歌

曲或看视频、教师结合使用多媒体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使课堂气氛更活

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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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也要注意讲课的作风。学生喜欢亲切、平易近人的教师，也希望

教师对他们严格一些、让他们怕、认真学习。 

4.2. 对学生课文学习的评价 

大部分学生都认为课文十分重要，但是他们还不太积极学习。上课之

前他们没有预习新课，有的学生预习过但只是粗略而已。因此上课的时

候，他们听不懂教师讲的，觉得教师讲得很快。 

调查结果证明，大多数学生被动地学习。教师叫名才回答，甚至说不

知道。有的学生不注意教师、同学的学习活动、争取时间做私事。除了一

些积极的学生以外，有些学生不积极参加课堂上的活动如：会话、讨论、

分角色表演等等。 

关于复习旧课的情况，调查结果指出，一半学生不常复习旧课文，甚

至有些学生考试前才复习或不复习。另外，学生不是将全部课文都复习而

只复习重点或难点。有些学生认真背诵课文、用自己的言语复述课文但是

也有些学生只读一两遍课文就好了。 

5.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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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简短地介绍了海防民办大学汉语教学课程与综合课的课文教学时

量概况。从而通过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指出综合课的课文教与学存在的

问题，为第三章做出基础。 

 

 

 

 

 

 

 

 

 

 

 

第三章：综合课课文技巧与教学法的若干建议 

1. 对教师的建议 

1.1. 灵活结合使用各种教学法 

海防民办大学采用学分制，每个汉语班的学生不多，差不多 15 至 25

个左右。而且他们的汉语都是零起点开始；初级阶段是语音、语法阶段，

对他们来说是基础阶段，非常重要。因此他们需要教师仔细、深刻地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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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学生不多教师可以照顾到每个学生。因为上述原因，教师可以根据具

体情况灵活结合使用各种教学法以多给学生讲练课文、让他们更喜欢汉

语。 

例（5）汉语教程第一册（上）第 15 课的课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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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教师可以让学生先一边看书一边听一两遍课文录音，然后教师使

用所设置没有拼音的课文让学生再听一边，目的为让学生加强记住汉字的

能力。最后教师带读、学生模仿跟读。在初级阶段，这个方法非常有用，

帮助学生练习发音、记住汉字。 

教师轮流叫点学生扮演麦克和玛丽角色读课文。另外，教师可以使用

其他方法如提问法要求学生根据课文回答问题。例如： 

1） 玛丽的家有几口人。他们是谁？ 

2） 麦克有哥哥、姐姐吗？ 

3） 玛丽的爸爸做什么工作？ 

有时候教师问学生答，有时候要求学生问教师答或一个学生问另一个

学生回答。 

教师也可以先让学生一边看书一边听课文录音，然后要求学生合上书

看图片回答问题。（教师备课时要放大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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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谁的全家照片？ 

2） 玛丽的家有几口人？他们是谁？ 

3） 她妈妈做什么工作？在哪儿工作？ 

学生大概掌握了课文的内容，教师可以要求一对一对地根据所给的词

语进行会话。 

课文（一）你家有几口人 

麦克：...............................................? 

玛丽：....................., 爸爸、妈妈、..................、......................和我。 

麦克：你...............................全家的..........................？ 

玛丽：有........................。你看，这是我们..............................。 

             你有............................吗？ 

麦克：我...................，也.....................，只有.....................弟弟。 

玛丽：你爸爸、妈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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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 我妈妈是.......................，在.................工作，爸爸是一家公司 

              的......................。 

玛丽：我妈妈在........................工作，爸爸是......................。 

教师也可以要求学生扮演麦克、玛丽的角色复述课文或用自己的语言

复述课文。除此以外，教师请学生上台表演会话或根据实际情况回答题。 

1.2. 设计电子课件 

教师利用多媒体设计电子课件一是节省时间，在较短的时间内可以多

给学生讲练课文，特别是方便设计 HSK 倾向的各种练习帮助学生更掌握课

文、生词和语法；二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例（6）汉语教程第一册（下）第 26 课 

课文（二） 他又来电话了 

田芳：妈，我回来了。 

妈妈：张东给你打电话了没有？ 

田芳：没有啊。 

妈妈：他来电话找你，说打你的手机， 

           你关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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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芳：啊！对了，我忘开机了。 

妈妈：快！电话又响了，你去接吧。 

（田芳接电话） 

......................... 

可以设计如下练习： 

     判断正误 

1.田芳回来了。（   ） 

2. 下午张东做练习了。（  ） 

3. 张东他们跟留学生代表队比赛。（  ） 

4. 留学生队输了。（    ） 

5. 张东队以一比二输了。（   ） 

6. 田芳要上托福班。（   ） 

7.田芳已经报名了。（    ） 

8. 张东还没有报名。（   ） 

或第 17 课的课文（二） 

谁教你们语法 

田芳：玛丽，你们有几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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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现在只有四门课：综合课、口语课、 

           听力课和阅读课。 

田芳：有文化课和体育课吗？ 

玛丽：没有。 

田芳：林老师教你们什么？ 

玛丽：她教我们听力和阅读。 

田芳：谁教你们综合课和口语课？ 

玛丽：王老师。 

可以设计如下练习： 

选择正确答案 

1.

A.综合科  B.综合课   C.总和课   D.宗和课 

2.玛丽现在有： 

A.两门课  B.三门课   C.四门课   D.五门课 

3.林老师教她们 

A.听和说  B.读和写   C.综合课   D.听和读 

4.谁教她们综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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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王老师  B.汪老师   C.林老师   D.张老师 

填空 

玛丽（1）学习汉语。她们现在有四（2）课：综合课、听力课、阅读

课和写作课。她们没有（3）和体育课。林老师（4）她们听力和阅读。

（5）老师教她们综合课。 

1. 2. 3. 4. 5. 

  

1.3. 多给学生听课文录音、听音乐、看图片、看视频、学唱歌 

每个学生都希望学习不要紧张，不要太多压力。学习外语更轻松、更

生动、活跃更有好处。听课文录音让学生习惯中国人的发音、练习听力。

听音乐学生学会很多生词、句型。看图片、视频提高学生的视听能力、表

达能力。听音乐、学唱歌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当然，教师也可以设计一些练习要求学生听完、看完做练习。 

例（7）汉语教程第一册（上）第 6 课“我学习汉语”，教师可以让学

生看快乐汉语 1 视频 2“你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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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要求学生说出或写出下边的同学是哪国人： 

1） 玛丽是..........................................人。 

2） 安妮是...........................................人。 

3） 汤姆是...........................................人。 

4） 麦克是...........................................人。 

5） 小红是...........................................人。 

6） 小海是...........................................人。 

1.4. 讲课顺序 

有的教师习惯先讲生词、语法，再讲课文、做练习；有的教师先讲语

法、生词再讲课文、做练习；有的习惯讲完生词、语法、改练习然后讲课

文或者有的教师讲课文结合讲生词、语法，再做练习。笔者认为在整个教

学中最好还是灵活结合使用上述讲课顺序。这样学习者会觉得新鲜、有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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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各位教师的课文讲练顺序也有些差异。有的教师习惯先读课文

再操练；有的让学生先听课文录音、再读课文然后操练；有的习惯读课

文、讲解然后操练或者有的教师先讲解、再读课文然后操练等。笔者认为

跟综合课讲课顺序相同，课文讲练顺序也要根据具体情况而教师采用合适

的。值得注意的是，教师应该灵活结合以上顺序让学生总觉得生动、有

趣。 

1.5. 课文导入法 

第二章已经统计了很多课文导入法，不如：读课文、听录音、听音

乐、看视频、看图片、实物等。教师要根据每个课文的内容、允许的条件

而设计最自然、生动、吸引的导入法。 

例（8）汉语教程第一册（上）第 15 课的课文“你家有几口人”，教师

可以用提问法跟学生交际。 

教师（对学生 A 说）：你好！请问，你家有几口人？ 

学生 A：我家有四口人：爸爸、妈妈、弟弟和我。 

教师：你爸爸做什么工作？ 

学生 A：他是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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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对学生 B 或 C）：请问，你家有几口人。他们是谁？ 

学生 B：................................................................. 

然后教师跟全班同学说：同学们，现在我们学课文（一）“你家有几

口人”，看看玛丽和麦克的家有几口人。好，请打开书，翻到第 XXX 页。 

教师也可以拿一张自己全家的照片跟同学们介绍说：“同学们，这是

我们全家的照片。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儿我的家。........................”。介绍完

了，教师问同学们家的情况，然后进入讲课文。 

1.6. 讲课语言 

因为本校的学生都是非汉语本科生，他们的汉语水平不高，所以实际

上讲课时教师一般还是边用汉语边用越南语。笔者建议，随着学生的汉语

水平的提高教师多用汉语讲课，少用越南语。这样，教师可以养成一个好

习惯，同时练习学生渐渐使用汉语思维、表达。 

1.7. 检查、测验法 

首先，教师要积极检查学生复习旧课的情况。这样学生会产生复习课

文的心理、从而变成行动。根据不同的课文教师可以采用读课文、复述课

文、听写课文等等方法。做好这个环节对学生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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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教师在测验中也可以设计有关课文的考试题，比如完成句子、

组句、完成会话、双向翻译、综合填空等。 

1.8. 讲课的风格 

不难认出，每位教师都有自己的讲课风格。有的严格、有的幽默、有

的亲切、热情等等。每位教师要注意除了知识、讲课方法之外，还要注意

对学生的态度。笔者认为教师应该将学生看做自己的客户，所以要热情、

亲切地服务客户。可是教师也要严格地要求他们执行学校的规定、自己课

门的要求。 

讲课的时候，声音要明了、清晰、发音正确，保证每个学生都听得一

清二楚。教师也要及时称赞、鼓励认真、积极的学生，同时适当地批评懒

惰学生。如果学生犯错误，教师要随机应变，找出符合的办法。 

1.9. 备课环节 

这个环节非常重要，直接影响到教师堂上的讲练效果。上课之前，教

师要掌握好课文的内容，甚至背诵课文以便在每个不呼意料的情况下都能

够控制、做主。比如，教师有时候自己扮演几个角色表演课文或复述课文

让学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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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教师要事先设计电子教案、准备教具或上网下载相关的材

料，如：电影、歌曲等等。 

2. 对学生的建议 

2.1. 预习新课文 

预习可以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课前预习给学生带来自信感，课堂上

成为主动者，因为他们提前明白课文的重点和难点，以独立思考发现问

题。学生可以采用不同的预习法，比如先预习生词、语法，再预习课文或

者预习课文结合预习生词、语法。不管采用哪个方法，对于课文预习学生

要注意先迅速浏览一遍以初步知道新课中哪些是一看就懂的，哪些是看不

懂的，然后细读第二遍。遇到不明白的地方要停下来反复思考，对生字、

生词要马上查词典。要是实在搞不懂的问题，就把它记下来带到课堂上解

决。 

2.2. 复习旧课文 

复习也是学习过程的重要环节。复习不仅使学生所学课文知识的系统

化，而且还加强了对知识的理解、巩固与提高，也弥补知识的缺陷，使基

本技能进一步熟练。每个学生的复习法不一样，但是最好还是把课文读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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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利，掌握全部课文的内容。学生也要用自己的语言口头复述课文的内容

或笔头写下来。另外，学生要自己测验，自己提问并自己回答问题。 

2.3. 堂上的学习态度 

学生要积极、主动地回答教师的问题，还要配合集体活动。另外，也

要注意其他同学的学习活动。总的来说，学生就是教学活动的中心，直接

影响到课堂气氛和学生本身的学习效果。 

3. 对教材、磁带、课文时量的建议 

3.1. 对教材的建议 

目前，本校使用的教材是杨寄洲主编的对外汉语教程修订版，很适合

外国人到中国留学的。里边的课文主要介绍留学生在中国的学习、生活。

有些课文介绍中国的名胜古迹或者中国人的文化、日常生活等知识。笔者

建议，下次改编应该补充一些有关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环保问题和世

界上各国的名胜古迹、文化、科技方面的问题等。 

除外，希望将来会有由越南出版社出版的汉语书，里面设计一些介绍

越南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课文。 

3.2. 对磁带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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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指出，很多学生反映课文录音磁带质量不好，所以建议学校

注意定期保修录音机，投资新磁带。同时，教师上课之前要先听一遍课文

录音以找出克服方案。 

除外，教师应主动向学校提议购买辅助的磁带、光盘。 

3.3. 对时量的建议 

目前，对英语专业本科生的课文讲练时量比较适合，大约两节课左

右，因为他们只学综合课，不学听力和阅读。但是对 1+3 班的学生和工商

管理的学生，课文讲练时量比较少，大概一至两节课左右。笔者建议，在

不能调整课程的条件下，教师应该合理分配一下儿。第一册（上、下）的

课文较短可以讲练一至两节课内，第二册（上、下）的课文较长需要两至

三节讲练。 

4. 小结 

在第一章的相关理论基础和第二章的调查结果的基础上，笔者冒昧提

出综合课课文技巧与教学法的若干建议。这些建议的课文技巧与教学法已

经经过笔者的实验证明。希望为汉语教学工作作出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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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综合课的课文是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包含着本课的词汇和

语法现象，而且还包含着学生周围的、迫切需要表达的事物，以及必要的

文化背景知识等。然而，在教学过程中，因若干原因，我们在课文教学上

尚未付出适当的功夫，而且从来很少人去探索研究这一问题。 

第一章笔者主要提出综合课课文教学的相关理论基础。其中提出了八

项课文教学法，包括：模仿法、演示法、提问法、对比法、视听法、听说

法、交际法和操练法。 

第二章介绍海防民办大学目前汉语教学的课程概况和综合课的课文时

量概况。同时，笔者统计、分析对教师和学生课文教与学的调查结果，从

而指出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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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章的相关理论基础和第二章的调查结果的统计、对比、分析的

条件下，第三章笔者提出综合课课文技巧与教学法的若干建议，包括对教

师的建议、对学生的建议、对教材、磁带、时量的建议。 

本科研已经尽力通过调查得到真实结果，如实反映综合课课文教与学

的现况。同时研究提出有效的课文技巧与教学法的若干建议并亲身笔者实

际采用。然而，由于时间短促以及笔者才识有限，错误与疏漏、偏颇之处

难免出现，希望各位专家和同事们给以指正与赐教。特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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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关于综合课课文教学情况的问卷调查 

尊敬的汉语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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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我是越南海防民办大学外语系的汉语老师。目前，我正在研究

关于综合课的课文技巧与教学法的课题。我真心地希望您能抽出宝贵的时

间完成这份调查问卷。非常感谢您的帮忙！ 

姓名：......................................................学

校：......................................................... 

电

话：......................................................Email: ......................................................... 

 

1. 您教过对外汉语教程（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杨寄洲主编）第一、二册

吗？ 

A. 教过                 B.没教过                C.正在教 

2. 您觉得综合课的课文重要不重要？ 

A.重要                  B. 不太重要            C. 不重要 

3. 您常用多长时间讲课文？ 

A．一节课           B. 一节<X<两节      C. 两节             D. 两节以上 

4. 您使用的教具 

A．书本 、磁带   B. 书本、图表      C. 书本、PPT    D.其

他:................................ 

..................................................................................................................................

.... 

5. 您综合课的讲课顺序： 

A．生词、语法、课文、练习         B. 语法、生词、课文、练习 

C．课文、生词、语法、练习         D. 其

他：......................................................... 

6. 您课文的讲课顺序： 



 

 

74 

A．听录音、读课文、操练             B. 读课文、操练 

C．读课文、讲生词语法、操练     D. 其

他：......................................................... 

7. 您如何导入课文环节 

A. 听课文录音      B. 听音乐       C. 看电影      D. 看图表     E. 看实物 

F．读课文            G. 提问题        H. 其

他:................................................................. 

8. 您采用的课文教学法 

A．模仿法           B. 演示法（图表、手势、实物、板书、多媒体演示） 

C．对比法           D. 提问法     E.视听法      F.听说法     G. 交际法 

H. 其

他：...................................................................................................................... 

9.   您如何操练课文 

A．提问要求学生回答        B. 要求学生翻译      C. 要求学生模仿会话或复述

课文 

D．用 PPT 设计各种练习（填空、完成句子、改错句、组句...）操练       

E．其

他：..................................................................................................................... 

10. 课堂上您讲课的语言 

A．汉语               B. 越南语             C.汉语、越南语        D.其

他：........................ 

11. 您课文的课堂气氛 

A. 很活跃             B. 不太活跃          C. 沉闷 

12. 学生对课文课的学习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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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很积极           B. 不太积极          C. 不积极 

13. 您如何检查学生复习的课文 

A．读课文          B. 复述课文       C. 听写课文        D.其

他：............................... 

14. 您对自己的课文讲练满意吗？ 

A．满意              B. 不太满意           C. 不满意 

15. 您认为学生掌握好课文的内容有什么好处？ 

 .......................................................................................................................................... 

 .......................................................................................................................................... 

 .......................................................................................................................................... 

 .......................................................................................................................................... 

16. 您在课文教学中遇到什么困难？ 

 .......................................................................................................................................... 

 .......................................................................................................................................... 

 ..........................................................................................................................................  

17. 您对教材、磁带、时量有什么建议？ 

 .......................................................................................................................................... 

 .......................................................................................................................................... 

 ..........................................................................................................................................  

18．请分享一下儿您的课文教学经验及计划？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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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附录 2：PHIẾU ĐIỀU TRA 

Tình hình học bài khoá môn Tổng hợp tiếng Hán của sinh viên các ngành 

 
Chào các bạn: 

       Nhằm nâng cao chất lượng dạy và học tiếng Hán nói chung cũng như chất lượng 

dạy và học bài khoá môn tổng hợp tiếng Hán nói riêng, hiện nay tôi đang thực hiện đề 

tài nghiên cứu là: 

      Nghiên cứu phương pháp và thủ thuật giảng dạy bài khoá môn Tổng hợp tiếng 

Hán giai đoạn sơ cấp ở Trường ĐHDL Hải Phòng 

      Rất mong các bạn dành thời gian hoàn thành phiếu điều tra này. Mọi thông tin của 

các bạn đều vô cùng bổ ích và hoàn toàn được bảo mật. 

      Mọi chi tiết xin liên hệ: Ths. Lê Thị Thu Hoài- Khoa Ngoại ngữ ĐHDL  

Hải Phòng.(SĐT: 0912 295263  Email: hoailtt@hpu.edu.vn) 

                                                                               Xin chân thành cảm ơn! 

1. Họ và tên: ....................................................................................... (có thể không điền) 

2. Ngành học:  ............................................................... Khoá: ..........................................  

3. Trường:  .....................................................................  ...................................................  

4. Hiện tại bạn đang học quyển nào trong bộ giáo trình Hán ngữ 6 quyển 

 A. quyển 1     B. quyển 2      C. quyển 3       D. quyển 4      E. quyển 5     F.quyển 6 

mailto:hoailtt@hpu.edu.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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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ạn thấy bài khoá có quan trọng không? 

 A. quan trọng          B. bình thường           C. không quan trọng 

6. Trên lớp bạn có chú ý học bài khoá không? 

 A. chú ý                  B. bình thường           C. không chú ý 

7. Thái độ của bạn đối với các yêu cầu của giáo viên trên lớp: 

 A. tích cực tham gia         B. bị động tham gia( cô giáo gọi thì trả lời)      

 C. gần như không tham gia( cô giáo gọi nói không biết) 

8. Thái độ của bạn đối với hoạt động học của các bạn khác trên lớp: 

 A. rất chú ý             B. chú ý khi thấy cần thiết            C. không chú ý 

9. Thái độ của bạn đối với hoạt động tập thể trên lớp: 

 A. tích cực tham gia           B. bình thường          C. không tham gia 

10. Trên lớp, nội dung bài khoá bạn: 

 A. hoàn toàn hiểu               B. hiểu một phần        C. không hiểu 

11. Khi bạn không hiểu bạn sẽ: 

 A. hỏi giáo viên        B. hỏi bạn         C. đánh dấu lại về nhà tìm hiểu      D. bỏ qua  

 E. biện pháp khác:...................................................................................................... 

12. Bạn hỏi bằng cách: 

 A. dùng tiếng Hán để hỏi      B. vừa dùng tiếng Hán vừa dùng tiếng Việt để hỏi 

 C. dùng tiếng Việt để hỏi 

13. Tình hình bạn dịch ra tiếng Việt khi nghe giảng: 

 A. thường xuyên                   B. thỉnh thoảng              C. Không 

14. Tình hình bạn dùng tiếng Việt tư duy rồi dịch ra tiếng Hán để biểu đạt: 

 A. thường xuyên                   B. thỉnh thoảng              C. Không 

15. Tình hình bạn ôn tập lại bài khoá: 

 A. thường xuyên             B. thỉnh thoảng         C. trước khi thi          D. không 

16. Nội dung bạn ôn tập: 

 A. tất cả                     B. chỗ khó hiểu        C. phần trọng điểm 

17. Phương pháp bạn ôn tập: 

 A. đọc lại bài khoá            B. đọc lưu loát, hiểu nội dung, dịch ra tiếng Việt     

 C. học thuộc bài khoá       D. Tóm tắt nội dung       

 E. Phương pháp khác:.................................................................................................. 

18. Tình hình bạn chuẩn bị bài khoá: 

 A. thường xuyên          B. thỉnh thoảng         C. Không 

19. Nội dung bạn chuẩn bị: 

 A. tất cả                       B. một phần               C. Không  

20. Phương pháp bạn chuẩn bị: 

 A. xem từ, ngữ pháp rồi xem bài khoá      B. Xem bài khoá rồi xem từ mới, ngữ pháp           

 C.phương pháp khác:  ................................................................................................... 

21. Bạn có ý kiến gì về thời lượng, băng đĩa, dạng bài khoá thiết kế trong bộ giáo trình 

hán ng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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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2. Bạn thấy học tốt bài khoá có tác dụng gì? ...........................................................................  

 ....................................................................................................................................................  

 ....................................................................................................................................................   

 ....................................................................................................................................................   

23. Bạn có ý kiến và đề xuất gì về phương pháp và thủ thuật giảng dạy bài khoá của 

giáo viên trên lớp?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