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低龄学习者汉语课堂活动设计与实践研究 

芳草地国际学校 李佳玲 

摘要：低龄学习者与成人学习者在认知水平、习惯、动机方面都有诸多差异。

学生不具备目的语的知识和技能，统编教材的难度较大，配套的校本教材和教学

资源也都需要教师设计丰富多彩的活动来进行教学。因此如何设计低龄学习者汉

语的课堂活动一直是笔者教学实践和研究的重点。本文归纳总结了课堂活动的定

义、分类、设计原则，并结合笔者多年教学实践给出了具体详尽的低龄学习者汉

语课堂活动设计案例，以供汉语教师参考。丰富的课堂活动能让汉语学习更加高

效、更富于乐趣，同时也更好地培养国际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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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堂活动的定义及分类 

     本文所指课堂活动主要指国际学校汉语教学的课堂活动，后文中涉及的具

体案例和操作方法，主要针对低龄学习者的汉语学习者，即学生不具备汉语听说

读写的技能。 

国际学校中很大一部分学生的母语不是汉语。因此我们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

教学的研究成果中获得启发。姜丽萍（2011）将课堂活动定义为“教师在课堂上

指导学生积极参与的学习活动，是将客观的学习内容转化为主体的运用能力和素

养的中介与载体”。王巍（2012） 认为对外汉语教学中，常规教学环节和单纯的

游戏如导入、讲解、问答等不属于课堂活动，课堂活动主要包括语言游戏活动（如

击鼓传花）和任务式汉语语言实践活动（如制作汉语海报）。这些定义主要从活

动的“有效性”进行考虑，即是否有明确的教学标目，是否能帮助学生更多地掌

握知识或提升技能。 

“有效性”当然是我们定义和研究课堂活动的重中之重。但近年来关于游戏

教学的研究，甚至心理学成果也使我们能从不同角度去看待问题。 

尚俊杰、肖海明（2014）在国际教育游戏实证研究中得出结论：尽管教育电

子游戏对提升学习效果的验证性研究仍然是焦点 ，但其对学习者高阶思维能力、

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都有显著积极效果。他们也指出“结构化评价方法相



 

较于书面测试提高了学习效果的全面性”。对于游戏教学的效果的验证，也应该

考虑更为全面的评价方式。 

Lawrence J.Cohen（2016） 从心理学角度阐述了游戏的功能，他认为游戏

是儿童的语言，游戏不但能帮助孩子建立与成人的情感联结，也是儿童及青少年

依附感的来源，能帮助孩子建立自信，获得快乐，并从中学习规则。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帮助学生学习汉语知识、习得汉语技能，不光需要从

活动的有效性层面进行考虑，也需要考虑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对于那些

能够促进学习者动机、更好地建立学习者与教师、与汉语课堂的情感联系的活动，

即使不涉及具体的语言知识技能或教学目标也应该划为课堂活动的范畴。因此，

本文将国际学校汉语教学的课堂活动定义为：教师在课堂中开展的一系列有组织

有目的的活动，包括常规教学活动、游戏活动、语言实践任务等，这些活动应该

具备以下的功能：能够帮助学生习得语言知识、技能，或能够促进学生的学习动

机、加强与汉语课堂及汉语教师建立更好的情感联结，或有助于组织课堂秩序、

调节课堂氛围及学生情绪。 

因此，本文将课堂活动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非知识技能类的活动，包括

123 木头人、破冰游戏、分组游戏等；第二类是知识技能类的活动，包括常规教

学活动（如听力训练、朗读、替换练习、对话练习、听写等等）、语言游戏（萝

卜蹲、卡片游戏、击鼓传花等等）、语言实践活动（制作主题画报、撰写旅行日

志、角色扮演等等）、语言类视频游戏、项目式学习活动等等。如下图： 

 

 

 

 

 

 

 

 

 

 



 

 

图 1.课堂活动的分类 

二、课堂活动设计的原则 

课堂活动设计应该遵循一定的原则。一是要有目的性，如为了调节沉闷的

课堂气氛，缓解学生学习的疲劳，或者让失去秩序的课堂恢复秩序，或为了具体

的教学目标而设计活动；二是要遵循学生的年龄、已有的语言水平等，做到“因

材施教”；三是课堂活动的设计要多元化。根据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学生可

能适应或偏好的学习方式并不相同，在设计教学活动时应该兼顾视觉、听觉、动

觉等多元感官的启发；四是趣味性，有趣的课堂活动可以吸引学生主动积极地参

与课堂；五要难度适当。根据最近发展区理论，过于简单的任务对于学生而言没

有挑战，吸引力；太难的活动可能导致无法完成，或让学生感到沮丧继而失去学

习的信心。要开发难度恰当的课堂活动。六是可操作性。这里包括两个层面的内

容，一方面教师需要设计合理的讲解语言，简洁可懂，若很难讲解如何操作，教

师应当设计好示范环节。 

三、课堂活动设计举例 

本文将整理、归纳多个具体的课堂活动设计案例。这些课堂活动都是低龄

学习者汉语学习者适用的。从活动目的、应用场景、活动步骤等方面逐一描述。

这些课堂活动不但涉及组织课堂、调节气氛的目标，也包含单项语言技能的训练

如拼读、认读、综合语文素养的训练。 

（一）非知识技能类的活动 

1、123 木头人 

活动目的：维护课堂秩序。 

适用场景：当课堂秩序过于活跃或学生不能专注于学习时，也可用于教学环节之

间的过渡。 

活动流程：教师发出指令“123 木头人”，学习者停止说话、动作并保持一段时

间，违规的学习者被淘汰并需要立即回到座位坐好。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 2-4

轮游戏，胜出者可以得到口头荣誉称号如“超人”等。 

2、小鸡做操 



 

活动目的：调节沉闷的课堂气氛，缓解学生长时间的读写疲劳，或刺激学生较低

的参与欲望，使之恢复活力，主动参与课堂。 

适用场景：课堂开始 20 分钟后或更长时间，或学生情绪较低落整体课堂氛围沉

闷时，也可用于教学环节间的过渡。 

活动流程：教师播放卡通动画小鸡做操（如图 2），学生起立，并跟着一起坐。

在实际操作中，低段学生尤其容易被可爱的小鸡吸引一起舒展身体，并达到重新

融入课堂的目的。 

 

图 2.小鸡做操视频截图 

3、分组游戏 

活动目的：用有趣的方式吸引学生主动参与小组活动。 

适用场景：需要进行分组活动或训练时。 

活动流程：打破常规的分组方式（如分一二三四组），以更加活泼、有趣的方式

分组。例如以衣服颜色、头发长短、家庭成员的数量来分组，也可以教师给定一

组卡通形象，学生根据喜好来选择，教师根据学生的选择结果来分组。 

以上试举几例说明非知识技能类的课堂活动是什么，怎样开展，在实际教

学中，教师还应该控制这些活动的时间，为主要的教学活动留下充足时间。尽管

这些活动不涉及或较少涉及语言知识，但实践证明，对于维护课堂秩序、调节课

堂氛围、促进学生学习动机，甚至对学生的学习态度、情感都有积极影响。 



 

此外，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些活动的框架及其中蕴含的师生创造力、想象力

来改造我们的常规教学活动。 

（二）知识技能类课堂活动 

这类课堂活动是针对明确的具体的教学目标而设计，是用时最多的课堂活动。

教师需要根据自己的教学目标精心设计。一个课时内可能有多个教学目标，但一

个教学活动不可能完成所有目标，因此教师需要将不同的活动合理安排，有机结

合，以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1、常规课堂活动游戏化 

听力训练、拼读、认读、听写等常规课堂不可或缺，但因为其趣味性低，形

式单一，又具有一定的难度，学生往往很难长时间积极主动参与。教师可以利用

非知识技能类的课堂活动来对这些常规活动进行改造。以下试举两例： 

（1）词语超人 

活动目的：让学生积极主动读词语 

适用场景：齐读、带读、指名读。 

活动流程：教师可准备一个哈利波特魔法棒、超人披风、功夫熊猫头饰等道具，

指名一名学生上台带读。因为道具赋予了学生特殊的身份，所有学生都希望能够

成为词语超人。教师可以根据学生读词语的准确程度、积极程度来挑选“超人”。 

（2）听写小老师 

活动目的：让听写变得更有趣 

适用场景：听写词语或句子。 

活动流程：教师可用上一个游戏的道具，在听写时，改变教师读词语或句子的规

则，而指名某一学生来充当教师角色。这名学生可以是上一次听写正确率最高的

同学，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定其它规则，但需要确保该生能使用较为标准的语

音进行朗读，如有错误，教师需要及时纠错或范读。 

2、语言游戏 

（1）拼音名牌游戏 

活动目的：练习拼读 

适用场景：破冰，分组，指名 



 

活动流程：课前教师准备好印有学生姓名的拼音名牌（如图 3），课中根据需要，

由教师或学生抽签，指名或齐读拼音姓名。 

 

                               

 

 

 

 

图 3.拼音名牌举例 

（2）卡片游戏——找朋友 

活动目的：巩固、检验拼读、认读，帮助进行词语搭配或理解课文内容等。 

适用场景：课堂进行 15-20 分钟后，学生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学习准备。 

活动流程：a学生分别拿到声韵母卡片，根据教师说出的音节，进行声韵母配对; 

b 学生分别拿汉字和音节卡片，配对。c.学生分别拿不同的汉字，根据图片提示

或课文内容进行配对。 

注意事项：学生可以将卡片贴在胸前，也可以贴在黑板上；配对后要有展示和小

组齐读环节。 

在《荷叶圆圆》的家长开放课中，笔者运用卡片游戏帮助孩子理解课文的

重点句子： 

①小水珠说：“荷叶是我的摇篮 。” 

②小蜻蜓说：“荷叶是我的停机坪。” 

③小青蛙说：“荷叶是我的歌台。” 

④小鱼儿说：“荷叶是我的凉伞。” 

将划线词语制作成彩色纸卡，学生、家长抢读并获得纸卡贴在胸前。教师

提问：“荷叶是你的什么？请你找一找你的朋友。”学生、家长根据课文内容两两

配对。由于人数较多，一个词语可以印制多张卡片。如果人数为单数，教师也可

以参与活动。 

 

 



 

 

 

 

                 图 4.统编教材一下《荷叶圆圆》开放课课堂实录 

（4）萝卜蹲 

活动目的：训练听力、认读。 

适用场景：词语教学或复习环节 

活动流程：一组学生 5-7 名，学生抽取词语卡片贴到胸前，教师说：“XX 蹲，XX

蹲”，相应词语的同学要蹲下并大声跟读词语，教师继续说”XX 蹲完 XX 蹲”。没

有及时蹲下并跟读的学生被淘汰，最后可以保留 2-3 名获胜者给予口头奖励或贴

纸奖励。 

3、语言实践活动 

（1）角色扮演 

活动目的：训练朗读，多种方法识词，巩固词语，理解文意。 

适用场景：词语教学环节，朗读环节，巩固检验环节。 

活动流程：a.课前需要准备一定的道具，如绘制头饰、准备服装 

b.学生自愿选择喜欢的角色进行扮演，并按要求读词、句子，最好做出相应的动

作、表情等。 

    下图是《荷叶圆圆》的读课文环节，学生佩戴头饰扮演相应的小动物，并读

出课文中的语句。 

 

图 5.《荷叶圆圆》角色扮演活动 

（2）TPR 全身反应法读儿歌 

活动目的：帮助学生理解儿歌内容，促进学生积极参与朗读活动。 



 

适用场景：读儿歌、读古诗、读韵文等。 

活动流程：a.在语言基础较弱的情况下，教师主导设计动作，学生跟着做。边做

动作边朗读。 

b.学生语言水平提高后，可以共同设计动作。边做动作边朗读。 

   在我校的校本教材《芳草汉语》中有大量儿歌，笔者通过主导设计和与学生

共同设计动作的方法，帮助学生快速理解儿歌内容。如《小金鱼》和《小蝌蚪》

文本如下： 

     小金鱼，没有腿。            小蝌蚪，在长大。        

     摇摇头，摆摆尾。            伸伸腿，乐哈哈。 

     一串泡泡吐出嘴。            呱呱呱，变成一只小青蛙。 

根据文本内容我们设计了完整的动作，并让学生进行展示。 

 

 

 

 

 

 

图 6. 读儿歌《小金鱼》 

四．小结 

以上是笔者对低龄学习者汉语教学的课堂活动研究，包括定义、分类、设

计原则及设计举例。这些例子是过去教学中的实例，有参考借鉴意义，尽量做到

丰富详实，有代表性。但由于篇幅限制和经验，无法做到全面罗列和陈述。在今

后的教学中还需继续总结。游戏化的课堂活动如何在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

影响学习者，是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的。如何对学习者的学习效果进行多元化评

价，也值得教师进一步研究，以期能够客观、全面对多元课堂活动的效果进行反

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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