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变身中文小达人”-----趣味自我介绍课例分享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       李众 

我是芳草地国际学校国际部的一名汉语教师，从事零起点班教学多年，在实际

教学过程中，如何让小学生，尤其是零起点的学生对汉语感兴趣，给学生创造真实

的语言情景，是十分重要的。 

   无论是与学生初次见面，还是迎接新学生到来，“自我介绍”的口语交际主题

扮演着关键角色。通过自我介绍，学生可以初步运用所学的中文词汇和句式，锻炼

口语表达能力。同时，这也有助于学生快速认识彼此，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增强

他们学习中文的自信心和积极性，为后续的中文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教学活动设计 

1．暖场游戏：击鼓传花·认识你我他 

暖场游戏“击鼓传花·认识你我他”规则明确且简单易行。教师播放轻快的音

乐，学生们依次传递一个毛绒玩具，当音乐暂停时，拿到玩具的孩子需大声说出自

己的名字和最喜欢的颜色或动物。此游戏目的显著，一方面能迅速活跃课堂气氛，

让原本陌生的学生们快速融入集体，使课堂充满轻松愉快的氛围；另一方面，能有

效减少学生的紧张感。对于来自汉语非母语国家的学生而言，在陌生环境中用中文

表达自己难免会感到紧张，而这个游戏以一种轻松有趣的方式让他们开口说话，降

低了心理负担，为后续的自我介绍教学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创意自我介绍环节 

（1）基础版（低年级） 

基础版自我介绍句式适用于低年级学生，其句式为“大家好，我叫______，今

年_岁。我最喜欢_____（食物/动画片/游戏），我的梦想是成为______！谢谢大

家！”这种句式简单易懂，符合低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和语言能力。低年级学生刚



 

 

接触中文，词汇量和表达能力有限，基础版句式提供了清晰的框架，让他们能够轻

松地组织语言，表达自己的基本信息和喜好。通过这种方式，学生可以初步掌握中

文自我介绍的基本结构，增强表达的自信心，同时也能让同学们快速了解彼此，为

建立良好的同学关系创造条件。 

（2）升级版（中高年级） 

升级版自我介绍针对中高年级学生设计，其特点在于更具个性化和深度。句式

为“我是______，一个______（形容词，如爱笑/勇敢）的小学生！我的超能力是

______（特长，如跳绳 100 下/背古诗），悄悄告诉大家：我最害怕______！”这

种表达方式要求学生不仅要介绍基本信息，还要挖掘自己的特点和特长，并用合适

的形容词进行描述。对于中高年级学生来说，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中文基础和自我

认知能力，升级版自我介绍能够进一步提升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促使

他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自己，同时也能让同学们更深入地了解彼此，增进同学间的交

流和友谊。 

3．互动挑战：趣味问答大转盘 

互动挑战“趣味问答大转盘”的制作可以使用硬纸板制作一个圆形转盘，将不

同的问题写在转盘的各个区域；也可以准备一个抽签盒，把问题写在纸条上放入盒

中。问题设置丰富多样，如“如果你变成小动物，你想当什么？为什么？”“如果

有一天的超能力，你想做什么？”“请夸一夸你左边同学的一个优点！”等。这种

互动挑战对学生的思维和交流能力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它激发了学生的思考能力，

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想象和表达自己的想法。同时，在回答问题和倾听他人回答

的过程中，学生的交流能力得到了锻炼，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观点，提高语言表

达的准确性和流畅性。 



 

 

4．提高版：“如果我能变成一只动物” 

    以树懒版为例，“我想当一只树懒！因为我总被说’慢吞吞’，但树懒告诉我：

慢也可以很棒！→ 我能像它一样耐心拼好 1000 块拼图 → 虽然体育课跑得慢，但

我手工课做得最精致 → 悄悄说：我俩都爱睡午觉！”这个案例引导学生结合动物

的特点进行自我介绍，通过寻找自己与动物在外表、性格爱好和隐藏技能等方面的

相似之处，将自己的特点生动形象地展现出来。学生可以从中学习到如何运用比喻

和类比的方法，使自我介绍更加富有创意和吸引力，同时也能加深对中文词汇和句

式的理解和运用。 

二、教学效果评估 

1．表达能力评估 

评估学生的表达能力可从多个维度进行。语言准确性方面，观察学生在自我介

绍和互动环节中对中文词汇和句式的使用，是否存在语法错误、用词不当等问题，

准确使用中文是表达的基础。流畅性上，留意学生表达时是否有过多停顿、重复或

结巴，流畅的表达能更好地传达信息。逻辑性也是重要指标，查看学生叙述是否有

条理，如自我介绍是否按照一定顺序，回答问题是否有清晰的思路和论证过程。可

以通过课堂表现记录、学生作业和测试等方式收集数据，综合评估学生的表达能力，

了解他们在教学过程中的进步和不足。 

2．自信心评估 

评估学生的自信心可从参与度和表现的主动性入手。参与度方面，观察学生在

各个教学活动中的参与情况，如暖场游戏是否积极参与传递玩具、创意自我介绍环

节是否主动发言、互动挑战中是否踊跃回答问题等。表现的主动性体现在学生是否

主动与同学交流、分享自己的想法，是否敢于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此外，还可以

观察学生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态度，是退缩还是积极尝试。通过这些方面的观察

和记录，全面评估学生自信心的提升情况。 



 

 

3．同学间了解程度评估 

评估同学间的了解程度有多种途径。观察交流情况是最直接的方式，在课堂上

留意学生之间的互动，是否能够自然地交流、分享信息，是否对彼此的话题感兴趣。

还可以在课后观察学生的相处情况，是否有更多的交流和合作。问卷调查也是有效

的方法，设计一些关于同学基本信息、兴趣爱好等方面的问题，让学生填写，通过

统计结果了解他们对彼此的了解程度。此外，还可以组织小组活动，观察学生在小

组中对彼此的熟悉和配合程度，综合评估同学间的了解情况。 

三、教学反思与改进 

尽管教学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部分学生参与度

不高，可能是因为性格内向、对中文不够自信或者对活动不感兴趣等原因。在创意

自我介绍环节，仍有少数学生过于依赖句式参考，缺乏自己的思考和创意，表达较

为刻板。教学时间把控不当，在互动挑战环节，由于问题较多，学生讨论和回答时

间较长，导致后面的提高版自我介绍环节有些仓促，部分学生没有充分展示自己的

想法。此外，对学生的个体差异关注不够，没有针对不同学习进度和能力的学生提

供更有针对性的指导，影响了教学效果的进一步提升。 

针对存在的问题，可采取以下改进措施。对于参与度不高的学生，教师要给予

更多的关注和鼓励，在活动前与他们沟通，了解他们的顾虑，帮助他们克服心理障

碍。在教学过程中，设计更多个性化的任务，激发他们的兴趣和积极性。为了提高

学生的创意表达能力，可在教学中增加一些启发式的引导，如展示更多优秀的自我

介绍案例，组织小组讨论，让学生互相学习和借鉴。在教学时间安排上，要更加合

理地规划每个环节的时间，提前预设学生的回答情况，避免出现时间过长或过短的

问题。同时，加强对学生个体差异的关注，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和能力进行分层教

学，为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不同难度的任务和指导，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在原有基础

上取得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