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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C: 378.147:371.32+811.581 

徐倩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乌克兰国立南方师范大学 

乌克兰 敖德萨 老码头路 26 号  

 

对外汉语教学中游戏的应用 

 

伴随着对外汉语推广事业的不断增强，广大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用

自己的亲身实践不断丰富着对外汉语教学法。从研究角度上，本文注重从实

践角度提出最有针对性的游戏教学法，尝试对对外汉语教学现状及问题有一

个比较客观的分析，并对游戏教学相关问题提出更多的建议，同时提供较多

第一手资料，使论文更加生动具体，有参考意义。为今后对外汉语教学提供

借鉴，从而不断完善对外汉语教学工作。游戏教学法有利于消除枯燥、紧张、

不安等负面情绪，激发学习者学习的兴趣，还能提供给学生愉悦的身心。笔

者通过查阅资料和文献，发觉关于对外汉语游戏教学的资源很不充足，研究

游戏教学这方面的论文和专著的数量不多。著名点的仅有如: VictorSiyeBao，

鲍思冶《中文游戏大本营 课堂游戏 100 例》[VictorSiyeBao，鲍思冶. 中文

游戏大本营 课堂游戏 100 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周建的

《汉语课堂教学技巧与游戏》[ 周健.汉语课堂教学技巧与游戏[M]北京：北

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等少数书籍，很难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有

关对外汉语游戏教学的论文，虽然近些年数量有大幅度的增长，但有参考价

值的文献数量不多，而且一部分文献创新意识不强，从而导致了只是文献数

量上的增长，有利用价值与参考意义的文献仍是吉光片羽。 

英语游戏教学相对完善和成熟，但是考虑教学环境、教学要求以及语言

自身特点等原因，也不能照抄照搬英语游戏教学经验，因此大部分对外汉语

教师都是在探索中前进。本文出现了一些比较有创新精神的提法，包括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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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游戏教学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所应该具备的素质和

师生之间的关系等。 

关键词:课堂游戏，游戏教学，对外汉语游戏教学 

 

1.绪论 

笔者通过查阅资料和文献，发觉关于对外汉语游戏教学中研究游戏教

学这方面的论文和专著的数量不多。并且一部分文献创新意识不强，从而导

致了只是文献数量上的增长，有利用价值与参考意义的文献仍是吉光片羽。

英语游戏教学相对完善和成熟，但是考虑教学环境、教学要求以及语言自身

特点等原因，也不能照抄照搬英语游戏教学经验，因此大部分对外汉语教师

都是在探索中前进。本文出现了一些比较有创新精神的提法，包括对外汉语

游戏教学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所应具备的素质和师

生之间的关系等。 

2.对外汉语游戏教学中所融入的理论基础 

2.1 行为主义理论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风的行为主义是美国现代心理学的主要流派之

一，也是对西方心理学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斯金纳的行为主义核心理论将

学习分为应答性行为和操作性行为两类。斯金纳指出，在学习过程中，操作

性行为更具典型性。在此过程中，老师充当的角色应是学生行为的设计师，

老师的任务是帮助学生通过操作性的训练逐步完成学习计划。以上理论对于

游戏教学法的生成具有极重大的意义。 

2.2 跨文化交际理论 

跨文化交际是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事交际的过程。对外汉语游

戏教学事实上就是一个跨文化交际的过程。在利用汉语交际过程中，学生会

反映出对中国文化认知的差异。游戏不仅仅是简单的娱乐，更包含了风化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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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教师在游戏中，要引导学生积极掌握和体会该

汉语知识在目的语国家的文化内涵，刻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2.3 二语习得理论 

在外语教学领域，二语习得研究主要包括影响第二语言习得的个人因

素和社会因素（特别是学习策略、学习风格）。如何利用相应理论成果指导

教学实践并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成果来提升学生学习效率是对外汉语老师

在课堂中所要考虑的问题。教师在设计课堂游戏的时候，需要以第二语言习

得理论为依据，用二语习得理论来指导教学。  

2.4 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理论基础主要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突出学生对知识的主动发

现、主动探索和对所学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依据建构主义理论，在游戏教

学中不是通过教师的传授得到知识，而是学习者在既定的任务推动下，借助

教师或游戏的帮助，通过意义建构获得。这一指导理念与对外汉语教学的思

想也异常相近，对外汉语教学着重强调将学习放在真实的情境中去学习语

言，通过特有的语言环境使学习者使用原来认知结构中的语言基础去调整或

同化认知结构，拓展原来已有的语言基础，达到新的知识水平。为游戏教学

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基础。 

3.对外汉语游戏教学法的特点 

游戏教学法与活动教学法不同。活动教学法常是利用某个节日而展开

或是学术交流活动的教学活动。游戏教学法限制不大且易实施，在普通的课

堂上就能够完成。游戏教学法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提高课堂效率，最直接的作

用则是使课堂氛围更加愉悦轻松，辅助教师把对外汉语教学目标中的知识点

传授地更加生动灵活，让学生更易接受。 

3.1 深入互动性 

语言是交际之工具，游戏设计也应该遵循这一要求，游戏法教学应该

具有深入地互动性，一个完整的课堂游戏教学活动不仅要体现出师生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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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还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实现学生之间的互动。课堂教学应以学生

作为中心，教师在整个游戏活动中主要扮演协调者和组织者。现代语言的教

学总趋势要让课堂教学适应学生，还要以学生为中心。课堂游戏教学的活动

都要立足于学习者的需求，教师通过学习者积极主动的参与课堂完成教学任

务。 

3.2 口语交际性 

对外汉语教师在设计游戏时应该考虑到游戏要培养学生沟通、思考、小

组合作的能力，并且游戏要能提高学生汉语的实际应用能力。在教学游戏

中，学生使用的错误的语言知识点会在潜意识里受到游戏伙伴们的纠正，这

样就可以强化学生汉语知识自我构建的能力。 

4.针对对外汉语教学，游戏中汉语教师所应具备的素质 

对于不同的学生要采用科学的教学方法才能够使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总体来讲在游戏教学中教师需要具有以下素质： 

首先，教师在游戏的设置上，要将所需练习的知识点很好地融合在游

戏之中，游戏规则要简单明了、易理解，且要有竞争性、趣味性。其次，教

师需要掌握教学的节奏，语速不可太快，太快的话，学生的神经时刻处于紧

张状态，从而产生压力感，和本文教师希望通过游戏教学法达到的效果背道

而驰；亦不能太慢，太慢学生的精神状态会过于涣散，从而注意力不集中就

失去了对课堂上老师所授内容的兴趣。因此，既要做到节奏跟着学生的思维

走，又要领着学生的思维走。再次，教师在课堂上的情绪表现需要适应游戏

教学法。在课堂上进行教学的过程中老师的态度不能太严肃，若教师太严肃

则学生无法在轻松的环境中学习汉语，游戏教学就变得公式化。教师的态度

也不能太过于随意，太过松弛的课堂教师难以控制，则不能达到游戏教学的

目的。教师是游戏的组织者还是游戏的参与者，在适当的时候强调游戏的规

则，把学习的人分为几队，用小组竞争的方式让他们达到最好的学习心理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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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在准备游戏教学的时候一定要保证理论知识的准确性，老师在解

答学生问题的时候要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并且要掌握第二语言教学法

的知识和教学理论，中国的地理、文化、历史、社会科学等知识，心理学、

教育学的知识，外语及世界各个国家的文化知识。对世界各国文化知识的了

解可以帮助教师在与学生沟通的过程中不会产生文化冲突，保证师生关系的

友好融洽。  

5.游戏教学的准备工作 

教材的乐趣固然重要，但是一堂课是否有趣，能否让学生产生趣味，

最主要的还是在于教师。教师是整个课堂教学的组织者、策划者和主导者。

怎样利用游戏激发学生对汉语的学习兴趣，课堂是否有效等的关键都在于汉

语教师。教师需要在进行游戏教学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第一，游戏的制定。每个班级学生的汉语水平参差不齐，汉语教师在

设计游戏时应当考虑学生的汉语水平，设计出的游戏要适合学生的学习水

平，保证每个学生都能积极地参与游戏，充分发挥学习者的主动性和创造

性。游戏的设计还要考虑常玩儿常新，增加游戏的新鲜感。游戏的规则也要

明确，便于理解、操作和执行。教师还要考虑到游戏中可能会出现的意外情

况，做好应急预案，以免到时措手不及。 

第二，制作道具。游行制定出来以后接着就是准备游戏过程中所需道

具，确保课堂游戏开始之前道具准备妥当，否则影响游戏的进程。道具制作

的任务可以交给学生，这样也提高了他们参与课堂游戏的积极性。 

第三，教学游戏要有互动性。在游戏过程中老师把所要讲的语言点融

入到游戏当中，学生在游戏中吸收知识点，并把不明白的语言点反馈给老

师，以便老师及时的在教学过程中做出教学方面的调整。 

第四，游戏分组的问题。根据不同性质的游戏把学生分成不同的小

组，确定小组的人数，并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性格特征等来等进行小组成

员的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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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师在课堂游戏教学中的角色 

游戏教学法不仅仅需要学生的参与，教师也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指导

组织作用，制定游戏的方法与规则。课堂游戏具有实用性，教师要做好监督

工作，观察每个学生在游戏中的表现。在游戏结束时，老师应该及时对学生

的课堂表现进行总结，指出学生在游戏中表现的不足，重点对学生的良好表

现进行鼓励。教师还要思考游戏本身成功与否，有无达到教学的目的等。 

老师要明确游戏作为课堂教学过程的一个部分起到传达和反馈信息的

功能。在游戏开始之前，老师要先进行判断和思考，与教学目标相契合的游

戏我们在课堂上可以选用，如果课堂游戏违背了游戏的实用性原则则不应当

取用。 

老师需要把握学习者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这样可以根据学生各方

面的情况来选择适合学生的游戏，这样游戏才能达到游戏教学的目的。教师

还需要预测学习者在游戏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例如有些问题可能会引

发宗教问题，有些游戏可能内向的人不能参加。于此同时，教师还要表现出

对学生的关爱，这样更能提高学生对游戏的参与热情。 

教师的教学目的要明确清楚。教师不应该只重游戏形式而忽略了教学

内容，结果在课堂上只是体现了游戏形式，而没有收到应有的教学效果。不

是所有的教学内容都应该使用游戏教学法，有些知识点不需要使用游戏环节

来教学，就不用在课堂上进行游戏环节，浪费宝贵的上课时间。教师心中要

始终明确所要使用的游戏目的，尽量让每一位学习者都参与其中，游戏规则

要易懂简洁易记，游戏教学法的使用频率要适中。  

在游戏教学的课堂上要以学生作为游戏的主体，这是衡量课堂游戏教

学成功与否的标志，同时也是保证教学质量的要求。教师应当让学生都参与

到游戏中来，让学生通过游戏更加喜欢汉语本体知识、中国文化，这样才能

达到游戏的目的。在一节课的什么时间哪个环节插入游戏，针对不同水平的

学生应该设计怎样的游戏都是教师应该考虑的，让每一个学生熟悉游戏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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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确保学生之间在游戏过程中的合作和交流可以顺畅进行，如此学生才能

够有更多的积极性参与到游戏中来，才能确保游戏当中学习者的主体地位不

被剥夺。 

关于课堂游戏教学教师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把握。游戏开始

之前，教师需要从宏观的角度上把握住游戏的全过程，从微观角度上掌握细

节，关注细节的教师才能够评判游戏是否适合课程内容，适合课堂。在游戏

过程中教师应该保持学生的主体性，在游戏中给予学生帮助和鼓励，游戏结

束后，教师要对游戏进行适当的评价和总结，深化与巩固课堂所学的知识内

容。游戏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巩固和掌握语言知识和技能。这既是对游戏成绩

的巩固，又是对游戏效果的检验，而且是课堂效果的强化，不仅帮助学生学

到知识，学会技能，而且学会方法。  

7.结语 

游戏由它独特的趣味性和愉悦性激发了学生对汉语的学习热情，缓解

了学生学习汉语的压力，使他们在游戏中掌握了教师所传授的语言知识点，

特别是汉语的听说能力，并且通过游戏的方式来巩固所学知识点。游戏教学

法可以缓解学习者因学习语言知识枯燥而产生的厌学情绪。学生学习任务

重，学习量大，于是就会出现在语言学习的课堂上开小差的现象，或者是导

致学生直接缺席汉语课堂。这时游戏教学法的使用就会明显改善这种状况。

游戏教学法有利于消除枯燥、紧张、不安等负面情绪，激发学习者学习的兴

趣，还能提供给学生愉悦的身心。游戏非常显著的特征可能就是趣味性和愉

悦性，游戏的这种特性一直伴随着课堂游戏过程的始终，这是游戏发挥其他

作用的必要条件：不论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是缓解压力或是恢复精力

都和游戏教学法有着必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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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S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Due to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e majority of teachers 

engaged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ontinue to enrich their teaching 

methods. From the viewpoint of research, great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game as a 

teaching method. for the gam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its problems are describe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issues related to the game 

teaching are given. The game teaching method is helpful to eliminate the negative 

emotions such as dull, tense and uneasy, to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to provide 

the students with happy body and mind. By consulting the materials and documents,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resources on the issues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re not exhaustive. The most popular ones are represented in the article. 

English game teaching is relatively perfect and mature, but considering the 

teaching environment, teaching requirement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 and 

other reasons, we cannot copy the English game teaching experience, so most 

Chinese teachers are in search for the adequate ones. In this paper, there are a number 

of innovative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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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任务型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本文简要回顾了传统对外汉语教学模式的弊端，在把握对外汉语教学自

身特点的基础上，思考如何更好地吸收与借鉴国外的先进教学理念，探索以

任务为中心的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模式，以期推动对外汉语课堂教学的改革。 

关键词:对外汉语，任务型，教学模式 

 

一、引言 

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展以来，不断地借鉴和吸收国

外的教学理论，听说法、交际法等都对我国汉语教学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20 世纪 80 年代任务型教学法兴起，90 年代开始影响到我国的英语教学领域。

2001 年我国教育部在《英语课程标准》中明确要采用任务型的教学模式，该

课程标准强调 «以言行事»，强调通过完成任务的途径来组织教学。近年来，

这种“在做中学”的教学理念也逐步渗透到了对外汉语教学领域，这势必要

求我们重新反思传统的教学模式。在传统的讲授、练习和表达三位一体的教

学模式中是以逐个语法项目的讲授为重心，在培养学生“用语言做事”、激

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等方面还亟待改革。因此，在把握对外汉语教学自身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