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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higher education. Taking the course of “Language Pedagogy”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as an example, it specifically presents the teaching mode and teaching skills of 

“Language pedagogy”, and how to present teaching practice in theoretical courses and effectively achieve the teaching 

goals of the course. The teaching mode of this course has been practically operated and has been extremely successful 

in small-class teaching, and students have given high praise. However, the effectiveness of big-class teaching is not as 

good as that of small-clas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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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探讨高等教育的教学方式，以国际汉教专业“语言教学法”这门课为例，具体呈现“语言教学法”的

教学模式及教学技巧，在理论的课程中如何呈现教学实践的部分，并且有效达成课程的教学目标。这门课的教

学模式经过实际操作，在小班教学中极为成功，学生给与高度好评；然而在大班教学上，成效不及小班教学。 

关键词：语言教学法，教学模式，课程实施 
 

1.前言 

“语言教学法”这门课是国际汉教专业的必修课

程，在汉字文化圈中对于汉语人才的培养，主要分为

两方面，一是对于本地生的培养，一是对于国际生的

培养。针对本地生的培养目标，著重在训练国际汉语

教师，并强化其外语能力，或培养能够在国内外有关

部门、新闻出版、文化管理和涉外企事业单位从事跨

文化交流等相关工作的人才；针对国际生的培养目标，

则著重在训练其汉语能力，了解中国文化，并能在其

母国担任中小学汉语教师，或能在中国从事商务、旅

游、企事业等工作。就具体课程而言，包括汉语基础

知识、语言教学理论及技巧、中国文化与文学、专业

实务等方面。 

“语言教学法”这门课，在本地生的课程里为必
修课，在国际生的课程中，则多为选修课，。如何进行
这门课的教学？课程内容的依据为何？从 19 世纪以
来兴盛的各种“英语教学法”或名为“对外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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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这类的书都成为这门课上课的教材，这些名为“对
外汉语教学法”的书，内容丰富，包括理论与教学实
施，理论部分如介绍有名的英语教学法、教学原则、
教学对象、教案撰写、课堂教学方法；教学实施部分，
则说明如何进行各种语言课型的教学，如阅读、口语、
听力、写作等四类课型的课堂教学实施，有的书还包
括测验命题技巧等。 

对于教师而言，要教授“语言教学法”或“教材

教法”这门课，找到合适的上课用书不难，但是具体

怎么操作这门课，如何在一学期中训练出优秀的对外

汉语教师，则是相当不易。虽然许多学校安排了实践

课，但是，实践课通常着重于文化能力的培养，而非

强化教学实施，再加以一般都是大班授课，如何落实

训练教师的“实作”，更是有难度。本文将以本地生

为教学对象，从教学大纲设计与课堂教学实施进行说

明讨论，最后，呈现三次实际教授此课程的成效。 

2. 教学大纲设计 

2.1.拟定教学目标 

一门课在进入正式课堂教学之前，教师应先拟定

教学目标，包括总体目标、具体目标。教师希望在这

门课让学生学会什么理论内容，学会什么专业技能，

日后能从事什么职业，学习者自身的学习需求等，这

些在订立教学目标时，都需要审慎考虑，来确定整体

的教学方向。 

2.1.1.总体目标 

语言教学法课程的总体目标：通过这门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具备国际汉语教学专业所必需拥有的教学

理论以及教学技能，理解国内外对外汉语教学环境，

成为专业之对外汉语教师。 

2.1.2.具体目标 

具体目标可分三类：专业知识、专业能力、职业

素质。（1）专业知识目标:理解各类语言教学法之理

论，包括外语教学法及汉语教学法，并熟悉其操作模

式，适用之教学对象，师生如何运用教学法互动，以

及了解各类语言教学法之特性与局限性，认识海内外

重要对外汉语教材，了解部分基础语法之教学要点。

（2）专业能力目标:能熟悉第二语言教学策略与技巧

并运用各类语言教学法从式语言教学，包括如何教语

音、词汇、语法、对话、短文等。学会设计语言课的

课程计划，编写出合适的教案，设计有效的语言练习

活动，并能够给予学习者合宜的作业、练习与有效的

测试。能够对不同程度的二语学习者选用合适的教学

法，精确掌握课堂用语的难易度。（3）职业素质目标:

通过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使学生学会如何成功地进

行语言课程的教学，了解汉语教学现况及未来展望，

成为优秀之对外汉语教师。了解并尊重各国学习者之

文化背景差异，能够掌握二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

困境，适时地提供协助，提升学习者对所学语言之信

心。在进行语言教学时，审慎传递汉语之文化，提高

学习者对汉语及汉文化的兴趣。 

教师心中要有明确的教学目标，才能据以设计出

合适的教学内容。 

2.2.拟定课程进度内容 

根据前述的教学目标，学生需学会语言教学法的

理论，知道其优缺点，且要能实际运用。还要认识教

材，知道怎么教语音、词汇、语法、对话、短文，能

够做语言课的教案，学会设计练习与测验，还要了解

合适的课堂用语。简言之，最终目标，就是希望学生

成为优秀的国际汉语教师。 

如何在一门课达成这么多目标，训练诸多语言教

学能力，而不局限于“语言教学法”这个表象课程名

称。本文在网络查找了几个学校这门课的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多是“对外汉语教学法”， 设计的思路都是

一致的，根据选定的一本教材，每周或数周选择一个

主题来教学，如：语言教学法流派 2 学时、阅读课型

的课堂教学的实施 2 学时，语音教学 6 学时，词汇教

学 8 学时，授课方式是讲授与讨论。 

学习“语言教学法”不仅是学习它的理论内容，

更重要的是运用于课堂之上，本文针对理论与实践并

重的概念，设计了比其他同课程大纲更能达成教学目

标的课程内容，参考的书籍有五册：《华语文教材编

写实务》、“Techniques and Principles in Language 
Teaching. 3rd edition”、《 实用对外汉语教学法

(第三版)》、《新实用汉语课本》、《中文听说读写》，

前三本是专业知识，后两本是汉语教材。课程内容进

度如下表： 

表 1  课程进度及内容 

周

次  

一、理论知识 

进度说明  

二、课堂操作技

巧方法--《实用

对外汉语教学

法》报告 

三、教学训练 

试教活动 

1 

课程说明 

国际汉语教学

之现况及展望 

 自我介绍 

活动 

2 
母语教学与二

语教学之异同 

 1.生词教学 

 

3 
语言教学法的

历史回顾 

(汉拼教学补充、 

注音教学示范) 

2.汉语拼音、 

注音教学 

4 

教学法及演示 

1.直接教学法 

2.听说教学法  

1.第三章 

课堂教学的过程 

与原则 

3.数字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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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启发式教学

法  

(汉语水平词汇

和汉字等级大

纲 & HSK 词表&

华语八千词) 

2.第四章 

课堂教学的内容 

与对象 

4.三声变调 

“不、一”变

调 

 

6 

4.团体语言学

习法 

5.肢体回应教

学法 

3.第五章 

课堂教学的基本

方法 一、二 

5.汉字：部

首，笔顺，结

构 

7 

6.沟通式教学

法 

7.内容导向教

学法 

4.第五章 

课堂教学的基本

方法 三~小结 

6.正反疑问句 

V 不 V 

A 不 A 

8 

8.任务导向教

学法  

 

5.第六章 

阅读课型的课堂

教学实施(精读) 

7.Nu+MW+N 

 

9 

9.主题式教学

法 10.定式教学

法  

(汉字 App: 

pleco) 

6.第六章 

阅读课型的课堂

教学实施(泛读)   

8.“几、多

少”问句 

选择：还是/或 

10 

11.情境教学法 

12.交际法（功

能意念教学

法） 

(学期教学计

划) 

7.第七章 

口语课型的课堂

教学实施 

  

9.双宾动词谓

语句(给送

找)SVO1O2 

10.兼语句

SV1O1V2O2 

11 
教案编写、5C 

 

8.第八章 

听力课型的课堂

教学实施 

11.能愿动词谓

语句：会/能/

可以 

12 

美国 AP/英国

IB 

 

9.第九章 

写作课型的课堂

教学实施 一、二 

12.S 比 N A/Vp  

13.连动句(Ex.

坐公交车回家) 

13 

语法教学: 

是…的 

(分组讨论:把

字句/被、V

了…/ V 了。V

了，V 着，V

过) 

10.第九章 

写作课型的课堂

教学实施 三、四 

14.才就再 

  

14 教学媒体  师生共同介绍 

15 
教学录像观摩

讨论 

 教师提供录像 

16 
期末试教及讨

论 

  

表 1 为这门“语言教学法”的课程进度及内容，

与其他同课程的教学进度表不同的是，本课程每一周

是三个区块同时进行，不若其他教师设计的都是单一

的主题进度，没有三种主题并行的设计。 

区块一是英语与汉语语言教学法，以及国际汉教

的必备知识及研究工具，参考的书籍是《华语文教材

编写实务》、“Techniques and Principles in 
Language Teaching. 3rd edition”，以及许多网络

资源，如：国家汉办孔子学院的资料、HSK 分级词表、

华语八千词、中文教学法研究论文、美国 AP 考试网

站，英国 IB 考试网站，汉字教学应用程式；区块二

是语言课堂操作的技巧方法训练，使用的书籍为《 实

用对外汉语教学法(第三版)》；区块三是教学实践部

分，进行课堂试讲，主题有词汇、拼音、数字、变调、

汉字的部首、笔顺、结构等，另外就是基础语法点，

这些语法点都是国际学生在大学第一年中文课会学

到的语法，这个部分是参考在美国大学使用率最高的

中文教材《新实用汉语课本》、《中文听说读写》。

简言之，区块一重理论知识，区块二重课堂操作，区

块三为具体实践。这门课程设计，透过这三个面向来

进行国际汉语教师的培养，兼顾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这种课型更为适合国际汉语教育专业，毕竟，这个专

业以训练未来教师为主，教学能力是训练重点，任何

学理都应付诸实践，学习才算完整。 

本研究收集了 9 个学校的“教学法”课程大纲，

三个是硕士班，表 2 仅列出 6 个大学部的比较： 

表 2 对外汉语教学法课程大纲比较 

学

校 

指定教材 课程内容

分量 

课内

试教

观摩 

考试 

1 1. Techniques 

and Principles 

in Language 

Teaching， 

2.实用对外汉语教

学法,徐子亮、3. 

讲义(后有重复出

现，以作者姓称 X

本) 

12 种教学

法，8

章，14 次

试教 

15 个主题 

2 次教师

示范教学

（见表

1） 

试教 

观摩 

做教

案、

试

讲、

平时

报告 

2 1. 徐本 

2. 对外汉语教学

法，吴勇毅 

3. 实用对外汉语

教学法，冯希哲 

徐本 9 章 X 不知 

3 1. 对外汉语教学

法，陈枫 

陈本 9 章 X 不知 

4 1. 对外汉语教育

学引论，刘珣 

2. 对外汉语教学

概论，陈昌来 

3. 对外汉语教学

概论，刘珣 

刘本（引

论），10

章 

观摩 做教

案报

告、

试讲 

5 1. 徐本 

2. 吴本 

6 个部

分， 

摘自徐本 

试教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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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徐本 21 个主题 

4 个学派

教学法

（共 25

种），5 次

试教 

试教 

观摩 

考

试，

平时

报告

演示 

学校 1 是本文的教学大纲，有 4 个学校的指定教

材都用了徐子亮的《实用对外汉语教学法》，是最受

欢迎的教材。3 个学校有教学观摩，3 个学校平时课

堂上有试教，3 个学校将试讲列入考试方式。从表 2

可看出，学校 1 和 6 课程大纲的教学内容比其他学校

的数量多，来源也多样，究其原因，两位教师系出同

门，是专业的国际汉教博士，也都有海外丰富的语言

教学经验，所以教学概念比较一致，都在平日就安排

试教、教学观摩，整体设计教学内容比较相似。学校

2、学校 3 完全没有安排试教，教学观摩，也没说明

考试方式。学校 2-5，这四个学校的教师，选择 1-3

本为上课教材，但均以一本教材来设计一学期的教学

内容主题，就是呈现“章”的名称。课程内容主题详

见表 3： 

表 3 对外汉语教学法课程内容比较 

学

校 

课 程

名 

称 

内容：每周主题（或课程内容的“章”名

称） 

1 语 言

教 学

法 

3 区块：12 个教学法，8 章，14 次试教

（参见表 1） 

2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法 

第一章 总论。第二章 语言教学法流派介

绍。 

第三章 课堂教学的过程与原则 

第五章 语言习得理论 

第六章 阅读课型的课堂教学实施 

第七章 口语课型的课堂教学实施 

第八章 听力课型的课堂教学实施 

第九章 写作课型的课堂教学实施 

3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法 

第一章 对外汉语教学论。第二章 语音教

学。 

第三章 词汇教学。第四章 语法教学。 

第五章 汉字教学。第六章 听力技能训练。 

第七章 会话技能的训练 

第八章 汉语阅读技能的训练 

第九章 书面表达的训 

4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概 

论 

 

第一章 对外汉语教育是一门学科 

第二章 发展与现状。第三章 语言学基础。 

第四章 心理学基础、教育学基础、文化学

基础 

第五章 语言习得理论 

第六章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第七章 第二语言教学的流派语法与发展 

第八章 对外汉语教学理论与应用（上） 

第九章 对外汉语教学理论与应用（下） 

第十章 学科建设。 

5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法 

第一部分 汉语教学法总论。 

第二部分 语言教学法流派简介 

第三部分 语言课堂教学的组织与管理。 

第四部分 语言要素教学。 

第五部分 语言技能教学。 

第六部分 课堂实践。 

6 华 语

文 教

材 教

法 

1.课程简介及总论、报告分组、课代。 

2.海外汉语能力标准。 

3.语法书、汉语八百词。 

4.教材分析及教学演示。 

5.现有华语文教材评介、华语文数位教

材、 

教学示范。 

6.国内英语/外语教材、安排校外参访 

7.语言教学法总论。 

8.海外教材研制与评介、试教-1。 

9.教材内容分析与教学设计预演。 

10.期中考、教学评估表分析与修订、试

教-2 

11.教学法-经验学派、认知学派。 

12.系统化教学设计 ADDIE、观摩教学与评

估表 

13.多媒体应用教学设计 ASSURE、 

教学法-人本学派。 

14.单元设计与教学事件安排、试教-3 

15.教学与活动单应用、教学法-社会学

派、 

试教-4 

16.教材编写概要、试教-5、观摩外配教

学 

17.课程规划与测试。18.期末考 

注：学期共 18 周 

从表 3 来看，虽然课程名称稍有不同，从课程内

容的安排来看，其实是一样的课程，都是训练国际汉

语教师的教学法或教材教法。学校 1、学校 6 的教学

内容相当丰富，不局限于一本书，涵盖国际汉教的各

种知识。学校 2-5，虽然指定教材有 1-3 本，但是大

纲里的教学内容主题，全部来自一本教材里，教师并

未选取课本以外更多的资料提供给学生，显得比较局

限，很多汉教专业领域的知识不在这些教材里，需上

网搜集，如果上课仅限于一本书的内容，就显得不足。

教师需要仔细思考要让学生学什么，希望达成的目标，

课程内容足以达成教学目标码？另一问题就是，授课

教师自己教过国际生的汉语课吗？有无在海外教学

的经验呢？如果教师自身缺乏这种实践经验，又如何

训练出优秀的国际汉语教师呢？ 

3.课堂教学实施 

在选定参考书籍、学习教材、网络资源后，订定

教学进度表，然后就进入实际的课堂操作。表 1 的课

程进度，作者已经进行了三个学期的教学，并且根据

学习者状况稍作调整。 

3.1.三次教学实验比较 

首次教学在 2017 秋天，对象是研究生，10 人，

不分组，每个人一学期都要上台 3次。每一周 3学时，

共 150 分钟，可以充分报告讨论，成效极佳，但由于

10 人中有 5 人具备数年国际汉语教学经验，有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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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进了研究所后开始教学。所以，教学效果很好，

部分原因是学习者先备知识充足，教学经验丰富。 

第二次在 2019 秋天，对象是大学本科生，50 人，

每一周 2 学时，共 90 分钟，学生完全没有国际汉语

教学经验。将学生分为 12 组，4-5 人一组，每一组在

三个区块中，都要负责报告或试教一个主题，第二区

块仅有 10 个主题，所以有两组会分配试教两次。课

程设计之初，考虑到学时不足，课程预定内容极多，

第 14 周的课程作为弹性调整的内容，第 14 周的“教

学媒体”可以单独开设一门课程，且学生使用媒体的

能力都不错，有时学生报告超时或讨论较久导致进度

延迟，于是期末就删除“教学媒体”主题，也顺利的

完成整个进度表的内容。 

第三次教学在 2020 秋天，对象一样是大学本科

生，51 人，每一周 2 学时，共 90 分钟，学生没有国

际汉语教学经验。由于前次教学结果不如预期，此次

将学生分两班，各 25、26 人，各分为 12 组，2-3 人

一组，报告试教次数与前次相同。2 人一组的优点是

个人上台讲课的次数增加了，对于教学能力、台风的

训练，多有助益。这次教学，明显比第二次进步，学

生在教师的不断提醒要求下，对于繁多的报告内容能

进行适度裁剪，并且由于课堂气氛积极，学生对自我

的要求也提升了，第一区块与第三区块都要试教，第

二区块仅要求学生挑出重点来讲，但有的学生根据报

告的章节内容，自主设计了相应的教学示范。整体效

果，比第二次的大班教学明显提升。 

3.2. 课堂进行 

课堂具体操作为教师讲述，学生分组报告、试教。

在表 1里的三栏中标号 1-14者，为学生负责的部分，

其余为教师负责讲解或示范教学的主题。 

3.2.1.理论知识说明 

根据表 1，区块一是国际汉教理论知识的学习，

教师在前三周先讲述国际汉语教学之现况及展望、母

语教学与二语教学之异同、语言教学法的历史回顾，

接着让学生精讲各语言教学法，教师穿插介绍汉语水

平词汇和汉字等级大纲&华语八千词、汉字 APP 

“Pleco”、 教案编写、语言教学 5C 原则、美国 AP 考

试、英国 IB 考试，最后师生共同介绍实用的教学媒

体、教学录像观摩讨论。 

3.2.1.1.建立国际汉教的整体概念 

第一周建立学生对国际汉教的整体概念，内容包

括国际汉语教学名称问题、内涵、学科定位、相关学

科、研究面向：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工具论等

（赵金铭，2001）。另有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国际汉语

教育推广，包括推广单位与成果。 

 

3.2.1.2.区辨母语与二语教学的差别 

第二周区辨母语与二语教学的差别，教师讲解厘

清第一语言、第二语言、母语、目的语等。给学生任

务，教师提供一段母语文章，分组讨论如何教，讨论

后立刻上台分享讨论结果。接着提问对外教学要教什

么，让学生比较与先前讨论的母语教材教学重点差异。

然后，教师提供母语高中语文教材与对外古汉语教材

的体例比较，让学生了解教材的编写重点差异。第二

次讨论：国际汉语教材编写的特色，主要从主题、内

容体例来讨论，学生须于课前准备好国际汉语教材。 

安排课中学生生词教学示范，教师介绍沉浸式教

学，说明显性学习与隐性学习，最后，教师示范高级

词汇教学，以少见的汉语词及闽南语词作示范，让学

生感受外籍学习者学习新语言的困难，学习作为一个

老师应该有的心理素质，理解学生的学习困境，学会

体谅学习者，学习老师该有的专业素质，发现学习新

语言的难点，无法知道学生哪里不懂，哪里难学，称

不上专业教师。第二周的内容相当多，主要涉及两次

讨论，时间比较不易掌控，一周仅两学时的课无法完

成第二次的教材讨论，就延后至第三周进行。这个设

计也是让学生快速认识国际汉语教材，基本的编写方

式，经常性涵盖什么主题，不同程度的教材会各会偏

重什么部分。 

3.2.1.3.学习与运用语言教学法 

第三周主题是教师简述英语教学法的流变，第四

周开始，才让学生开始去仔细研读各种语言教学法，

每组负责讲解一种教学法，并且要运用该教学法设计

5 分钟左右的教学。教学法的教学示范后，教师进行

点评。12个教学法包括重要的英语教学法与汉语的教

学法，如“定式教学法”就是著名的汉语教学法。 

3.2.1.4.认识国际汉教的资源与媒体工具 

教师介绍汉语水平词汇和汉字等级大纲&华语八

千词，选取三组汉语教材的词汇，让学生进行词表查

询，比较词汇在 HSK 词表与华语八千词表里的异同。

也介绍由外籍人士开发的汉字工具，一个手机 APP 

“Pleco”，从二语学习者的立场来解析汉字；说明如

何编写教案，提供实际海外教学的教学大纲，教会学

生计划一个学期的语言课程。另外，介绍美国 AP 考

试、英国 IB 考试，师生共同介绍实用的教学媒体，

如笔顺生成网站，简易动画制作网站等（这部分在 10

人小班进行过）。最后，观摩教学录像来讨论优缺点，

学生非常喜欢这个安排，而且能从旁人教学中来印证

一学期所学的教学技巧方法，进行点评，也为自己的

期末试教考试建立了信心。 

3.2.2.语言教学的技巧方法 

区块二是学生报告《 实用对外汉语教学法(第三

版)》，这本书的内容相当丰富，许多教师均选用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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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课教材，本课程挑选了 7 章让学生阅读报告，涵

盖下面两大部分，一是原则方法等，二是各课型的教

学方式。 

3.2.2.1.了解课堂教学原则、对象、内容、方法 

要进行一堂语言教学，必须有一些基础原则的了

解，例如“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原则、“精讲多

练”原则、“突出语言教学特点”原则，了解教学对

象的国别、年龄、程度，分析其心里机制，选择合适

的教学内容，教师可以适度增删教材内容，教材里呈

现的不一定全部合适。教师还要能运用各种课堂操作

方法，例如：导入课程，开展内容，善用提问方式，

技巧地改错，不使学习者尴尬或丧失信心。练习的方

式，不能只是句型操练，要灵活设计各种练习活动或

游戏，达到学习的目的，活动设计不局限在教室内，

可以设计教学任务让学生在实际生活环境中完成。 

3.2.2.2.学习听说读写教学实施 

每种课型的教学重点方式不同，在课堂上，如何

教听说读写这四种语言的技能？《实用对外汉语教学

法》有针对这四种教学的详细说明，本文不再重述，

仅提出几个特点，多在书中未提及： 

听力课，除各种听力文本，可以选择一些真实场

景的录音作为教材，协助学生听懂真实的语言，而不

是只能听懂编辑过的听力文本，特别要注意是说中文

的人有各种口音，至少要让学生听辨国内、香港、台

湾等华人地区的主流中文语音。 

口语课，要培养学生不怕开口，不怕说错的态度，

教师引导的方式就很重要，尽量给与国际生正面回馈，

增加学生的信心，不要直接说“你说错了”，尽量以

直接说出正确句子的方式来改正学生，或者以“你说

的我听得懂，但是这样说更好…”，不要重复错的句

子，避免加深错误印象。  

阅读课，阅读的基础在于识字断词，老师在纠正

学生语音时要以词汇为基础，词的发音稳固后再练习

短语发音，透过断词来理解文句。写作课，学生开始

感到困难的是组句成段，可加强“关联词”或利用定

式教学法来训练写作。从段落到篇章，则要加强篇章

功能词，如 “反之”、“换句话说”，“总而言之”

等。曾有教师对国际汉教研究生加强“关联词”、“篇

章词”的写作训练，学生普遍对教学重点感到满意，

因为研究生经常需要“写报告”，最需要组句成段与

组段成篇的写作能力。 

透过让学生报告《 实用对外汉语教学法》，学生

不仅对课堂教学的概念更为清晰，且学习到有效的教

学技巧与方法，可据以运用于实际教学上。 

3.2.3.教学实践 

区块三是在课堂上进行试教，包括汉字、拼音、

生词、基础语法等。这些语法点都是一年级的国际生

会学习到的，年轻国际汉语教师多数被分配教一年级

初学者，所以，这门课程选择试教的主题，对于新手

教师最为实用。 

学生根据安排的试教主题，准备 5-10 分钟的教

学，以现场全班同学为预设教学对象，也可以事先安

排几个同学回应，教学必须包括解说与练习活动。学

生在这个试教部分都相当投入，尽力准备，也营造了

热烈的课堂气氛。这个部分可以明显看出学生的进步，

前面几组示范后，后面组别的试教都会尽量修正前组

教学出现的问题，学生普遍觉得每周都有进步。 

3.3.教师教学方法 

3.3.1.设计问题与讨论 

教师讲授的部分，每次的主题中，都设计了问题、

问题讨论，让学生随时都能专注于课堂，且增进参与

感。除小问题现问现答，分组讨论的部分都必须立刻

上台分享，学生将讨论结果写于纸上，拍照上传至老

师的信箱，老师即时下载在投影布幕上，让学生来分

享给全体，避免板书耗费时间。 

3.3.2.协助学生报告内容提问 

学生报告后，教师会协助提问，这样除了引发思

考讨论外，也能让学生比较专心聆听同学报告。如果

报告太冗长，简报制作字数过多，老师会示范某页简

报如何裁剪，或者要求重点标色，让观者一目了然。

也有人报告时只是读简报，教师会要求台上的试教者

要与受众“eye contact”，必须与听者有目光接触，

试教者要对所讲的内容熟悉，简报尽量呈现重点、纲

要即可。教师会要求学生报告时尽量举例，而不是只

叙述理论，以加深听众的理解与印象。 

3.3.3.点评与修正试教 

学生在试教之后，教师会提出质疑：如试教时的

课堂用语，外籍生听得懂吗？练习活动是否有效，有

没有过多不是练习的重点？简报里是否干扰讯息过

多？教师尽量以提问的方式协助同学思考，能自我修

正，教师也提出修正建议，促进教学成效，教师也会

提出试教中效果好的部分，包括发音、语速、台风、

笑容、简报的图文并呈等，加强学生的信心。 

此外，教师分享自己多年在国外大学教中文的经

验，让学生也能了解课堂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以及如

何应对。例如学生问了“近义词”，老师无法立刻回

答清楚，老师该如何处理。如何控制好课堂学生发言，

如何确保学生的练习机会均等，透过老师的分享，以

后新手教师能更快的进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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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文提出这门课的具体教学模式，将课程分为三

个部分：教学法与国际汉教知识、课堂操作的方法技

巧、教学实践。三个学期的实验教学，确立了这套教

学计划对于学生相当实用，小班教学让学生有较多的

机会上台教书，效果更佳，如果一周为 3 学时，更能

充分进行课堂讨论活动，还可保留“教学媒体”部分。 

高等教育中，有许多课程偏重理论，由教师讲述，

课堂显得沉闷，学生也未必专心聆听笔记。藉由这门

课程的教学模式，也能运用到其他课程。教师要适度

让学生参与课程讨论，也可以事先提出问题让学生于

课前准备，在上课时就能有效地讨论，活络课堂气氛

与促进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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