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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案例参考样本】 

 

“第一届中小学国际汉语教学案例与分析征文大赛” 

一等奖获得者高斯文老师参赛案例 

 

《学五官名称引起的小风波》 

教学地点： 新西兰奥克兰 

教学对象： （1）年龄  ： 小学 5-6年级学生 

      （2）汉语水平 ： 初级 

      （3）第一语言 ： 英语 

教学性质： 国际汉语教学 

教学任务： 1.学习掌握五官的名称 

2.掌握“我也有……”句型 

 

案例正文： 

 

    我刚进入教室，学生有的坐在地毯上，有的坐在沙发上，三三两两，沉浸在自己

的小世界中。我想先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便在白板上画了一个圆圈，问坐在白板附

近的学生：“谁愿意帮它画个眼睛？”小学的孩子很喜欢涂涂画画，大家跃跃欲试，

逐渐被吸引过来。画完了我教学计划内的五官词之后，学生们的兴趣未减，吵着还要

画眉毛、头发、胡子……还有学生好奇地指着自己脸上的雀斑问我怎么说。我没有打

断学生们的积极性，任由他们画下去。白板上的五官图像越来越搞笑，大家都很喜欢，

有好多学生主动把白板上的五官图像和今天学的新词抄了下来。我借此再次复习“他

叫什么名字？”“他几岁？”学生们回答得很积极，都愿意给这个五官图像取名字。 

 

    我觉得这个教学方式很适合低年级的学生，所以我在另一个班也用了同样的教学

方式，可是在这个班却出现了小风波。一开始，每个学生轮流上来画一个五官，画一

个大家一起学一个。可是中间有一个叫 Jimmy 的小男孩上来之后，擦掉了上一个同学

画的部分，重新画一遍。其他的同学十分不满意，可是 Jimmy 不愿意改正，并说上一

个同学画得不好看，所以他要帮忙改过来。Jimmy 的做法和班上的同学起了冲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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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气之下破坏了白板上的五官图像，回到自己的座位之后不再听课。课堂的氛围被打

乱了，我只好顺势打圆场问大家：“谁还记得眼睛是什么意思？”并鼓励回答上来的

学生将五官图像缺失的部分补齐。在接下来的教学过程中，我暂时不理会 Jimmy。 

 

课后分析： 

 

    在此案例中，教师根据当时的课堂情况作出了教学调整，用大家一起画五官的方

式成功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这要比以往把学生们“喊”到一起的方式好很多，而且

节省时间。除此之外，当学生出现了不配合的情况，打乱了原本的教学节奏，教师做

出了积极的应对，把学生们的目光再次吸引回来，这都是教学中的可取之处。 

 

    但是，在本案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教师本来是做了教学计划的，但是随着学

生们的热情高涨，教学开始跟着学生走。学生们加了许多不在此次教学计划之内的词，

例如“头发、眉毛、胡子”等等。其难易程度不同，学生一次课学习过多的生词并不

合适。而且这一部分占用的时间过多，使得课堂活动“老师说”来不及完成，学生们

少了练习的机会。 

 

    因此，教师在制定教学计划时，要留一点“弹性”空间。在学生学习热情高涨时

趁势多教一些是可行的，但是要把握好这个度。此外，教师对自己的教学内容范围要

有一定的控制，不能任由学生发挥。在大家一起画五官的这一环节中，应该由教师来

引导学生该画什么，画哪一部分。为了让学生有课堂小主人的感觉，教师可以把这些

词的拼音在白板的一旁写好，让学生们自己选想画哪一部分。学生们在选择的时候并

不认识这些生词，可以在提示下猜一猜。这样既可以增加趣味性，同时学生也会在自

己“猜”出答案的过程中增加学习的信心。从“老师讲授知识”，转变到“学生索取

知识”，学习的效果会好很多。 

 

    其次，学生的个体特点鲜明，无论教师课堂活动设计得有多完美，都避免不了出

现案例中的类似情况。Jimmy 在以往的汉语课中学习的态度还是很积极的，但是由于

年龄、教育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他还是处在以自己为中心的阶段，并没有完全形成

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的意识，也缺乏耐心。这是很多孩子的典型特点，但是这并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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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质上的好坏，只是某个阶段的个性特点不同而已。这样的孩子大部分都很“聪

明”，相比其他同学，他们完成老师的任务很快，对于新知识接纳得也快，甚至很能

博得老师的关注。但是，他们耐心有限，对于复习练习没有兴趣。小组活动中，他们

总是自己独力完成任务，不愿和他人合作，也不给其他同学参与的机会。这样的学生

老师真的是“又爱又恨”，稍有不慎，整个班的节奏都会被打乱。 

 

    针对这样的学生，教师在设计教学活动时要有所“防备”。第一，要定好规矩。

在此案例中，老师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指令，即：大家不可以改变其他同学的“作品”。

因此，Jimmy 会以为自己的行为是被允许的。第二，找机会挫挫“锐气”。例如提问

的时候，将稍有难度的问题抛给 Jimmy，让他知道自己还有很多地方要学。第三，表

明老师的态度。让其它学生感受到，老师更欣赏的是认真努力的孩子，不要打击其他

学习节奏较慢的孩子的积极性。 

 

延伸思考： 

 

    在新西兰的小学，学生是没有上课记笔记这种习惯的，学校也不会给学生提供笔

记本。像上述课时少，课时短的语言课，学生们和老师简单开口说几遍就结束了，没

有课后复习、作业的环节，常常一个礼拜再见面，学生已经忘得差不多了，老师又要

在复习上花费大量时间。可是在本案例中，因为白板上的五官图像很受学生们的喜欢，

即使没有老师的要求，学生们也自动自觉地找本子记下来。这说明尽管学生没有记笔

记的习惯，但是只要方法得当，学生并不排斥。 

 

    学生写中文的兴趣是可以培养的，但必须根据班级学生的特点来引导。教师要统

一学生们笔记本的规格，设计好学生的笔记，具有实用性的同时又要兼顾趣味性、色

彩感。对于年纪小的学生，教师可以直接做好一些 worksheet，让他们粘贴在笔记本

上。除此之外，每次下课，教师要把笔记本收上来统一保管、查看。这样做既可以帮

助学生保存笔记，又可以通过查看学生的笔记情况了解学生课上的学习情况。 

 

参考资料： 朱勇.国际汉语教学案例与分析（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