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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VE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IMED AT ADULTS 

Adults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when learning languages, and we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teraction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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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晔 

本科 志愿者 南师大孔院本部  

对外汉语教学中游戏教学的研究 

引言：游戏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有着重要作用。我们若能灵活良好

地运用游戏进行教学，那么会使对外汉语的教学更加完善，不断焕发新的生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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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游戏教学的特点与原则 

1.定义 

课堂游戏就是的“游戏教学法”。狭义而言，指的是在外语或二语课堂

教学中为了调动学生积极性，巩固运用所学的语言知识，以趣味性、灵活性

和多样性的内容穿插在教学过程中的教学活动。[1] 

2.目的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由于汉语和其他国家语

言的巨大差异，汉语是一门古老的语言，内涵博大精深，所以对于外国人学

习汉语是非常有难度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何让学生喜欢上学习汉语，

是每个对外汉语老师所探讨的问题。激发学生的兴趣，他的价值比学会某个

单词和语法重要太多了，而游戏教学恰好是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习兴趣，

缓解学习疲劳，同时复习和练习所学的汉语知识的最佳方法，让学生在学中

玩，玩中学，走上喜欢学习汉语、主动学习汉语的道路。 

3.特征 

（1）教育的无形性 

教育的无形性是游戏教学中教育的一种属性，通过游戏的方式复习和学

习知识，让汉语学习者在游戏的过程中充分享受到学习的乐趣。游戏中包含

教育，游戏者通过游戏教学在完成游戏任务的同时实现对知识的构建。游戏

的组织原则，游戏规则的设置，培养学生的纪律性以及团队的分工和合作的

能力。表面上学生在做游戏。实际上，无形中让学生既获得了知识又让学生

获得实际的技能。 

（2）教育的趣味性 

没有趣味就不能称之为游戏，游戏教学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趣味性，利用

有趣的游戏环节和模拟情节，新鲜精美游的游戏道具，适当的音乐，使学习

者摆脱传统教学模式的枯燥，戏吸引学习者的兴趣。在趣味中学习同时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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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作用，培养汉语学习者对汉语知识的兴趣，以及在游戏中，对游戏者

问题的发现给予及时的纠正。 

（3）综合性 

教学是一个完整系统，是各种系统要素的综合，各要素紧密相连。游戏

教学既是游戏又是教学，但它们绝对不是游戏和教学的简单的相加，这是要

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因此平衡游戏和教育之间的关系是游戏教学的重

点也是难点。游戏则是贯穿整个过程的关键，教学则是游戏的终极目的。[2] 

4.原则 

（一）趣味性与教育兼顾的原则 

汉语是公认的最难学习的语言之一，用传统的学习方法学习汉语可能是

个很艰难和枯燥的过程，对外汉语游戏教学，游戏顾名思义，当然具有一定

的趣味性，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激发汉语学习者学习汉语的主要动

机。对外汉语教学不仅仅是一门语言或者一门学科的教学，更是传播中华文

化的途径，中国的古典音乐，中华才艺以及有趣的历史典籍和故事都可以设

计在游戏中，使得学生沉浸在浓郁的中华文化的氛围中。 

游戏教学不能一味的强调游戏或者强调趣味，则更多的要侧重于学习汉

语知识，游戏教育的教育性比较广泛，也包含心理的教育、社会的影响、文

化、中国道德准则的规范等等，这些教育均可在游戏教学中体现。 

对外汉语游戏的设计要充分考虑游戏的教育性，毕竟游戏教学式服务于

教学的，不要主次颠倒，通过游戏成功传授汉语知识，提高学习者的汉语水

平，并且解决汉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二）创新性原则 

新鲜、变化多样化的游戏才能长久的吸引学生，才能让学生感到新鲜、

兴趣感十足。为了保持课堂的新鲜、新奇。游戏也不断更换新鲜的血液，丰

富游戏形式来满足学生好奇心以及学习的动力。 

游戏的创新一般分为内容创新和模式创新两大类。内容创新是在现有的

游戏模式情况下，继续用已有的游戏规则，把不同的学习内容套用进去。而



160 

模式创新就要求教师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灵感，设立一个新的游戏模式和规

则。但模块创新存在一定的风险，可能学生不喜欢或者老师细节问题考虑不

周全……游戏环节出问题，导致学生听不懂游戏规则等等，而且技术上对老

师要求也高，所以教师没有十足的把握最好不用此创新方法。 

（三）设立合理的奖惩机制原则 

根据动机理论，合理的外在诱因会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力。因为在设定

游戏和奖惩制的时候要充分激发学习者获胜的渴望，可以设立合理的奖惩机

制，每个学习汉语者都有平等竞争的机会，使汉语学习者在有吸引力的对外

汉语教学的环境中摄取知识。 

5.措施以及方法 

（一）研究学习者的状况 

不同的国家学生有不同的学习特点，乌克兰的学生的汉语课程经常会出

现三大节连上的情况，学生会觉得疲惫不堪，因此需要设计一些有趣的活

动，帮助他们放松，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二）善用游戏强化重点、突破难点 

重复单调的机械传统教学，只会让学生会觉得枯燥无味。而对于一些复

杂的内容就更是如此。长期以来，会使学生厌倦学习汉语。因为在对外汉语

教学中会有很多汉语知识点用汉语解释会很晦涩难，如果教师能在教学中善

用游戏进行教学，用游戏巧妙解决难点问题，这样就会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而学习中的重点难点也会迎刃而解，教学也收到预期理想的效果。

用游戏加深对重点的记忆，用游戏将难点化难为易。 

二、对外汉语游戏教学的优势 

对外汉语游戏教学的优势决定着游戏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 

（一）外汉语教学游戏带有趣味性 

游戏教学能提高学习者的积极性，对外汉语教学的目的其中很重要的一

点就是增强汉语学习者的兴趣和动力,培养汉语的学习能力。语言的学习不

仅是一个认知的过程,也是智力活动的过程。所以要想学好一门语言，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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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调动多种感官，多种方法并用的复合过程。而游戏教学既是可以提高学生

学习积极性改善枯燥的学习方式，也是可以调动多种感官的学习法式。也有

利于形成学习汉语的气氛。把游戏应用到对外汉语课堂实践教学中,学习者

的学习兴趣就会被激发出来,使其学习情感的需求得到满足,必然会以饱满的

精神积极主动的学习并且乐在其中。由此，证明游戏教学是提高学习者积极

性的有效手段。 

（二）帮助教学者实现教学目标 

游戏教学能更好的帮助对外汉语教学者实现教学目的。目前,对外汉语

教学逐渐摆脱了传统的教学方法,并尝试着设计丰富的教学活动，这样不仅

能使学生摆脱学习汉语的困难的负面情绪,也有利于教学者顺利完成教学目

标,游戏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一般都观

是主导地位,学生是主体，由教师有意识的采取相应的一些相应的教学方法,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才能顺利完成教学目的,教师的课堂教学实践方法也

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这样，在适当的训练和指导的前提下,再加上

学习者的积极配合,才能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三）游戏环境情节虚拟性 

游戏教学给汉语学习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游戏情节的展现，可

以把学生带入充满中国文化气息的环境中。例如：设置情景对话游戏，可以

让学生以中国思维、文化背景为基础进行思考，使学生沉浸在中国文化与思

维当中。无形中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融入中国文化才是学好汉语的必要前

提。 

（四）对外汉语游戏教学具有平等性 

给每一个汉语学习者提供平等的学习机会，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传统的

课堂学生可能会因为个人因素或者教师的个人因数的关注点不同，课堂同学

参与机会不等。而游戏教学中，学习者都有自由平等的参与的机会，平等的

得到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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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游戏教学在运用时注意的问题 

（一）游戏的开展要有目的性  

游戏教学当然以教学为目的，游戏是为了汉语学习服务的，与汉语学习

密不可分。因此，游戏要围绕汉语教学内容来制定，且要充分考虑汉语教学

的重难点，可以用游戏的方式对重难点反复练习，达到对重点的熟练运用和

难点的化难为易。既要使学生感到愉快放松又要达到汉语教学目标。学生为

了完成游戏而自主的去学习汉语、掌握新技能。 

（二）注意课堂秩序 

学生可能有时候玩到了兴奋点，但同时要保证不要太吵闹，在吵闹的课

堂老师都要保持一定的权威性以保证游戏课堂的正常进行，在保证游戏正常

进行的同时不要影响他人的教学。  

（三）奖励制度 

奖励的奖品不宜过贵要适度,最适宜的就是铅笔、橡皮、小本子等等；

奖励级别要随着时间和游戏难度推移，有可能这次奖品不如前一次好，学生

的积极性就会降低，所以一般开始用简单的奖品。并且最好不要用吃的做奖

励。 

（四）注意游戏的难易程度和规则 

难易程度要符合学生的学习阶段，太难会挫败学生的积极性，太简单学

生得不到充分的训练，这就需要教师对学生有充分了解，选取恰当的游戏。

同时在游戏中要鼓励学生，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正确对待学生的错误，发

现学生的不足，利用奖励调动学生参与性，完成游戏有成就感，利于培养汉

语学习的信心。游戏规则和说明游戏规则的语言一定要简单易懂，容易让学

生接受，不要在学生没解决问题时，造成新的问题。 

四、对外汉语课堂游戏案例展示 

（一）语音类游戏 

1.开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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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多用于复习单词时候使用，在黑板上列出单词，让学生以开火车

的形式一个接一个读下去。 

开火车是对外汉语运用最广泛的游戏之一。老师可以听清每个同学的发

音，并且对有问题的学生可以给予及时的纠正，有利于集中学生的注意力。 

（二）字和词汇练习的游戏 

可以说，对外汉语教学的难点和基础是识字教学，单词可能是任何学习

者必须通过的大关。所以，对于那些背单词困难的学生，实施这些游戏都很

必要，也是很管用的一种方法。 

1.踩地雷 

游戏规则：把同学按照人数分成几组，每组选出相同的人数，选取你要

教学的单词写在黑板上，并在有的单词后面标记符号，以告诉学生当指到这

个单词时候不可以读，其余的单词要大声清晰的读出来，哪组同学读错了或

者不读要按小组扣分，玩几轮后可进行游戏升级，在单词后面再添加其他符

号，用动作代替要读的单词，如拍手、站立等。可以集中学生的注意力。 

惩罚措施：获胜的小组可以指定输的小组一个人用刚才游戏用到的单词

造句子也可以用小奖品奖励获胜小组。 

五、总结 

游戏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最重要方法之一。是传统教学枯燥乏味的调和

剂，让学生以一种轻松愉悦的方法学习汉语，并且达到教学目标。为了就是

要让学生爱上学汉语，主动学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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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及方法： 

在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总趋势下，汉语在国际交流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在

过去的几年里，汉语国际推广与汉语国际教育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伴

随着“汉语热”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升温，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迅猛发展，海

外国际汉语教师日渐受到国内外各界的关注，与之相对应的国际汉语教师的

专业培养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