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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汉语教学具有悠久的历史，自汉代以来，
便有“胡人”来到天朝学习汉语，当时他们或以经商、传教为目的，比较注
重口语学习。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开放，越来越多的外国留
学生来到中国学习汉语。现在来到中国的外国学生已不再只为学习语言，许
多学生来华前就有一定的汉语基础，甚至汉语水平极高。学习、感受中国文
化，成为让外国留学生踏上华夏大地的又一新原因。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教学也是如此。教学是一种有目的、有计
划的活动。为了减少授课时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提高教学的有效性，教师需
要在教学开始之前作必要的准备。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说，备课是教学活动开
展的第一步。 

备课包括研究教材与教学内容、搜集信息、了解学生、考虑教学方法
等。研究教材与教学内容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环，教师不仅要看“全”，还
要看“准”。所谓“全”，是指全面了解教学内容中涉及的各个知识点，以
避免课上出现教师知识空白而导致答疑失败的情况。所谓“准”，是指要会
抓重点，牢记教学目标，这是有效地进行教学设计的关键。认真备课的过程
一定会有个从“厚”到“薄”的过程，“厚”的过程是全面把握，可以为后
面的分清主次打好基础；而“薄”的过程则是从理论性到实用性、可操作性
的转变。课堂教学的时间毕竟有限，如果分不清主次轻重，一味地追求面面
俱到，反而会什么也照顾不到，也会导致出现课堂时间分配不合理和把握失
控的情况。很多新手教师或面对新课型的教师在备课时常常会觉得缺乏思
路，有时花费很多时间结果却不尽如人意。除了经验不足的原因之外，追求
完美的压力也往往会让教师在备课时迷失方向。备课时，首先要确定教学目
标，以教学目标为指导，将教学内容进行分类和模块化处理，再以此为基础
找到合适的方法展开教学。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尝试几位教师一起备课，发
挥集体的智慧。实际授课时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只要课后及时总结，
在新一轮备课中做出相应的改进，久而久之，就一定会克服备课缺乏思路，
甚至无从下手的问题。课前的准备工作不仅是备好教材、了解学生，还应该
尽量提前熟悉教学环境、教学设备等。在海外进行汉语教学，有时教学单位
可能会有相关的课前培训，以帮助教师熟悉当地的教学环境、教学注意事项
等，但大多数情况下都需要教师自己主动去了解相关情况。教学中，教师也
要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的情况有相应的心理准备。遇到突发情况时要保持平和
的心态，沉着应对，不能自乱阵脚。要知道，有些国家和地区的教学设备没
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一些制作精美的PPT和视频很可能没有用武之地。 

如果没有条件提前熟悉教学环境，建议教师第一次课的教学安排一定要
有弹性，尽量减少对环境条件的依赖。教师可以通过第一次课熟悉教学环
境，之后再有针对性地利用相关设备。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教师的第一
堂课都至关重要。如果说长期的教学过程可以让学生深入了解你的专业水平
和教学风格，那么第一次课则会决定学生对你的态度，甚至会决定他们从心
底里是否愿意接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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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新手教师第一课都会或多或少地有一些紧张，也有很多顾虑和担

心，比如担心自己准备得不够充分，担心由于语言不通会造成师生理解障

碍，担心会出现意想不到的课堂问题，担心学生不喜欢自己等。为了降低紧

张情绪带来的负面影响，教师尽可能地做好课前准备，让自己在自我形象、

精神状态等方面充满信心。 

第一次课面对的可能是全新的班级和学生，也有可能是从其他教师处接

手的班级。在前一种情况下，教师比较容易和学生达成默契，而后一种情况

则需要让学生尽快熟悉新老师，并尽早让他们摆脱先前老师的影响。第一次

课上，教师要认真观察学生的反应，注意学生的特点，以便在今后的教学中

做到因材施教。 

通常情况下，教师可以从以下方面为第一次课做好准备：1.得体的衣

着；2.良好的精神状态；3.适当的教学内容；4.对班级情况的全面了解。在

衣着方面，要注意观察和了解所在国的着装习惯和要求，入乡随俗。在有些

国家和地区，给大学生上课，过分正式的着装会让学生觉得和教师有距离

感；而有些国家和地区的教学机构则明确要求教师必须正装。教师也要充分

考虑教学对象，比如给儿童和青少年上课，适当的休闲款式、轻快的色调则

更容易营造轻松的氛围。除此之外，女教师，尤其是年轻女教师要注意着装

不要太暴露，以免分散学生的注意力或产生其他不必要的麻烦。 

中国和汉语，对于很多国家的学生来说都很遥远，初学汉语时学生对这

门语言肯定是好奇与担心并存，很多学生往往没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和学习动

机，对汉语学习中要面对的困难可能一无所知，也有的学生甚至存有“汉语

最难学”的看法。教师通过何种方式把中国和汉语介绍给学生，消除学生过

度的焦虑和担忧，提高其学习动机和自信心，树立“中国很近，汉语不难”

的观念，这些问题往往在第一件课就会被摆上台面，等待解决，并将伴随汉

语学习过程的始终。 

一般来说，如果教学对象是成人学生，考虑到他们一定或多或少地知道

一些关于中国的信息，选择展示中国地图、长城、故宫、鸟巢、水立方、北

京烤鸭、剪纸、中国结等一些能激活其头脑中背景知识的信息；如果教学对

象是中小学生，就要选择一些更有趣、典型、易记的材料，如国旗颜色、地

图形状等，用直观地方式展示给他们。 

除此之外，每堂课也都是由一系列的教学环节组成的。根据教学过程的

感知、理解、巩固、运用四个阶段，我们认为语言课的课堂教学环节主要有

组织教学、复习检查、讲练新内容、巩固新内容和布置课外作业五个环节。

教师上课就像在导演一出精彩的戏剧，需要精心构思、策划和布局。教师要

对教学教学主题、核心任务进行总体把握，使各教学环节服务于教学核心任

务；还要对时间、节奏、强度进行有效的控制，做到重点突出、张弛有度；

也要巧妙安排各教学环节之间的衔接和过渡，让学生徜徉在有序幕、有铺

垫、有起伏、有尾声的课堂，获得美的享受。随着学习者语言知识和语言能

力的发展变化，教师的语言要不断进行调整；对于中高级学生，教师如果仍

然使用对初级学生的课堂语言，则和教师满口外语一样，都是对外汉语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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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的浪费，会导致学生无法忍受；对于零起点和初级学生，要区分不同的

语言内容，对于学生已掌握的内容要使用尽量接近平时中国人对话的正常语

速，并可逐渐加快速度增加输入难度，如果一味迁就学生，将导致他们无法

适应课堂外其他中国人的语速、发音，失去跨越障碍进行听说交际的能力。

在汉语课堂上，优秀的汉语教师总有两个共同点：虽然掌握或者精通某一门

外语，但仍然坚持寻找和使用学生可懂的汉语；虽然能用学生可懂的汉语解

释说明某一语言现象，但仍坚持用更巧妙的方法，控制教师话语的用量，启

动学生的思维，诱导学生积极输出。 

新手教师经常会出现的问题是，不能正确地估计学生和教学内容，无法

把握自己输入的难度，难以预计学生输出的效果。因此，新手教师要注意在

教学中不断总结失败的教训与成功的经验。除了经常翻一翻教材中的课文之

外，教师还可以翻一翻同套系教材的其他分册，或翻一翻汉语词汇大纲，有

意识地记一下词语的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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