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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汉语进修教育多角度研究》的作者大都是长期在教学一线工作的中青年教师，他们在
长期的教学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感性认识和经验，发现了大量“鲜活”的教学问题，同
时，他们都具备优良、完善的教育背景，有着较强的科研能力，因此，他们的研究既有
理论的深度，又有实践的价值，是“问题导向”的研究，也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研究
，其研究具有鲜明的应用性和实践性的特色，令读者读后感觉有启发、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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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汉语进修教育多角度研究》：
3.2有效的课堂交流
有效的课堂交流要求教师做到热忱、有活力；谦和、友善；自信、坚定；幽默、生动。
课堂中的教师对待自己的教学工作以及所讲授的知识是否有热情，直接影响学生的兴趣
和情绪，并对课堂气氛产生重要的影响。为此，课堂中的教师在非语言方面应该注重衣
着整洁、得体，令学生感到有精神和活力；表情尽可能开朗，姿态自然，语气和缓，举
手投足给人以适度、大方的感觉；课堂中的音调可以略高、有变化，声音明快有力；在
语言互动方面，应更多运用积极正向的言辞，对学生尽可能表现出接纳、一视同仁、不
随意比较。
另外，要恰当运用课堂互动策略，比如，进行有效提问，把提问作为一种有效的课堂互
动手段，还可以运用课堂合作策略（小组学习、合作学习）、课堂竞争等策略来促进良
性课堂互动。
课堂提问是否有效，直接影响课堂交流的效果。提问是一门艺术，要想利用课堂提问来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首先要注意选择合适的角度，抓住学生的兴趣点和关注点
，采用活泼、生动的方式，带动学生热情参与。比如，同样是提问生词的意思，但“猜
生词”的提问方式就比直接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第二
，学会灵活运用多种提问方式。比如，可以单个回答（点答）、集体回答（齐答）、小
组讨论（由小组成员集体讨论，由小组代表回答，其他成员补充）、全班讨论（由全班
同学共同讨论一个问题，各抒己见，相互补充）、让学生就某个内容自行设问，请老师
或其他同学回答、同学之间轮流回答等等。要想提问进行得顺利，还需要老师有意识地
训练学生会问问题。当然，教师问学生答的方式还是非常重要的提问方式，但一个优秀
的对外汉语老师一定要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设计综合使用各种提问方式，单一的提问方
式既沉闷枯燥又不可能使全体学生都获得充分练习的机会。
总之，无论采用哪种交流方式，激发兴趣永远是第一要素。如果课堂提问能鼓励学生积
极参与，创造愉快轻松的学习气氛，激发学习热情，这样的提问就是有效的。反之，如
果问题提出后学生长时间沉默，或者永远只有最好的学生回答，那教师就要好好地反省
一下自己的设计。所以，教师设计提问时，一定要先问问自己“我能不能回答？”“我
会怎么回答？”这是一个提问设计的重要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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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注意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汉语进修教育多角度研究》： 3.2有效的课堂交流 有效的
课堂交流要求教师做到热忱、有活力；谦和、友善；自信、坚定；幽默、生动。课堂中
的教师对待自己的教学工作以及所讲授的知识是否有热情，直接影响学生的兴趣和情绪
，并对课堂气氛产生重要的影响。为此，课堂中的教师在非语言方面应该注重衣着整洁
、得体，令学生感到有精神和活力；表情尽可能开朗，姿态自然，语气和缓，举手投足
给人以适度、大方的感觉；课堂中的音调可以略高、有变化，声音明快有力；在语言互
动方面，应更多运用积极正向的言辞，对学生尽可能表现出接纳、一视同仁、不随意比
较。 另外，要恰当运用课堂互动策略，比如，进行有效提问，把提问作为一种有效的课
堂互动手段，还可以运用课堂合作策略（小组学习、合作学习）、课堂竞争等策略来促
进良性课堂互动。 课堂提问是否有效，直接影响课堂交流的效果。提问是一门艺术，要
想利用课堂提问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首先要注意选择合适的角度，抓住学生
的兴趣点和关注点，采用活泼、生动的方式，带动学生热情参与。比如，同样是提问生
词的意思，但“猜生词”的提问方式就比直接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更能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第二，学会灵活运用多种提问方式。比如，可以单个回答（点答）、集体
回答（齐答）、小组讨论（由小组成员集体讨论，由小组代表回答，其他成员补充）、
全班讨论（由全班同学共同讨论一个问题，各抒己见，相互补充）、让学生就某个内容
自行设问，请老师或其他同学回答、同学之间轮流回答等等。要想提问进行得顺利，还
需要老师有意识地训练学生会问问题。当然，教师问学生答的方式还是非常重要的提问
方式，但一个优秀的对外汉语老师一定要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设计综合使用各种提问方
式，单一的提问方式既沉闷枯燥又不可能使全体学生都获得充分练习的机会。 总之，无
论采用哪种交流方式，激发兴趣永远是第一要素。如果课堂提问能鼓励学生积极参与，
创造愉快轻松的学习气氛，激发学习热情，这样的提问就是有效的。反之，如果问题提
出后学生长时间沉默，或者永远只有最好的学生回答，那教师就要好好地反省一下自己
的设计。所以，教师设计提问时，一定要先问问自己“我能不能回答？”“我会怎么回
答？”这是一个提问设计的重要技巧。 3.3注意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我们的教学对象比
较复杂，他们来自不同国家，未经过严格的测试，学习目的不同，自觉程度不一，文化
水平参差不齐，接受能力各异，甚至会遇到个别学能极差的学生。一直以来，对外国学
生自学习惯和自学能力的培养，向来是我们教学中的薄弱环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认
真备课后的自我表现、自我完善无可挑剔，但学生课下自学却跟不上，往往是教师全力
以赴仍收不到理想的教学效果。第二语言学习的关键在于学习者，在学习者身上最重要
的因素是动力和才能，这就要求教师首先要把自己的“教”建立在学生“学”的基础上
，研究习得规律，挖掘学生的潜力，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同时，教师还要善于辨别学
生学习汉语的才能高低，使教学带有较强的针对性，以适应才能的差异。 生词要靠学生
主动吸收和记忆；语法结构和意义在课上理解和初步运用的基础上，也要靠学生自己去
联想、深化和灵活运用；发展语言交际能力，还是要靠学生课下自觉地去捕捉交际的环
境和场合；学生的听力速度和阅读速度以及语言技能的提高，主要依靠的仍是学生的努
力程度和课下的功夫。所以，教师要敢于严格要求，根据学生的可接受性，对学生课下
自学的规格，可适当提高标准和要求，除起码的必做作业、复习、预习以外，课下的听
力、阅读训练也非常必要。 强调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并不是否定教师的主导作用，事
实上，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提高，应是在教师的指导帮助下进行的。教师在设计教学行
为时，应有计划、有目的地引导学生进行诸如跳跃障碍、抓关键、掌握主要内容等听力
、阅读技能的训练。教师备课不是做完练习、查阅词典即可，而是要把时间花在教学设



计上，为什么要听后／阅后判断而不是听后／阅后回答问题？每一个教学步骤、教学环
节的设计都是有目的的。另外，平衡是相对的，而不平衡、差异才是绝对的，我们既要
重视班内大多数学生，也要在此基础上，注重两头，对于那些有才能、程度高的学生，
课上课下有区别地要求、对待，对低水平学生，不能迁就而降低教学标准，真正把一部
分能力强的学生培养成尖子和国际高水平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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