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3, 13(2), 776-785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2127   

文章引用: 韩璧如. 亚美尼亚中学生初级汉语要素教学方法探究[J]. 教育进展, 2023, 13(2): 776-785.  
DOI: 10.12677/ae.2023.132127 

 
 

亚美尼亚中学生初级汉语要素教学方法探究 

韩璧如 

兰州交通大学，甘肃 兰州 
 
收稿日期：2023年1月23日；录用日期：2023年2月20日；发布日期：2023年2月28日 

 
 

 

摘  要 

本文基于亚美尼亚中学生初级汉语要素线上教学背景，以笔者所带的亚美尼亚孔子学院21D4班中学生课

为例，选取了笔者在过去一年多的线上教学中较为有成效的要素教学方法和案例，试图探求适合中学生

线上要素教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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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online teaching background of primary Chinese elements for Armenia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is paper takes the Armenian Confucius Institut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rom 
Class 21D4 as an example, selects the effective element teaching methods and cases in the online 
teaching of the past year, tries to explore the methods suitable for the online element teaching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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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例背景 

笔者所就任的亚美尼亚孔子学院大部分生源为中学生，词汇是汉语学习初级阶段的重要要素之一，

教好汉语词汇能给学生汉语学习打下坚实基础。本文案例中的学生为笔者线上带了一年半的孔院中学生，

一共 7 人，最小的 9 岁，最大的 15 岁。每周两次课，一次 90 分钟。刚开始进行线上教学并不适应，学

生年纪差别较大，年纪最小的米然注意力不是特别集中，而且在一些词汇的理解方面也比较吃力，经常

要停下来给他解释，导致教学进度较慢。但好在该生处在语言学习关键期，理解后记住的东西能长久地

印在脑子里，因此经过与该班学生一年多的磨合，笔者逐渐探索出适合这个班学习风格的教学方法和思

路。尽量在保证教学进度的情况下，兼顾到所有学生。 

2. 汉字教学方法及案例 

对于外国学生来说，汉字无疑是一大难点。与世界上大部分文字不同，汉字不以字母构成单词，而

是一个一个独立的个体。学习用字母构成的单词时，学习者只需要学会字母就能念出来。但汉字需要学

习者一个一个学，而汉字的数量远远大于他们母语中字母的数量，光常用汉字就有 5000 多个，因此常常

令学习者叫苦不迭。但汉字又不是一个一个毫无关联的，汉语教师在汉字教学时可以借助汉字造字法进

行教授，笔者在教授汉字时最常用到象形造字法及形声字认读法。 

2.1. 象形造字法 

笔者在学生学习汉语初期，给学生播放了介绍汉字由来的视频，让他们在初接触汉字时，心中就对

汉字大致分类了然，这样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能减少恐惧感，能自上而下俯瞰汉字而不是自下而上仰望

了。其中讲到很多独体字是怎样由外形转变为文字，学生很感兴趣。很多学生在学习汉字时，因为只知

其然而不知所以然，经常会“缺胳膊少腿”，而如果了解了汉字的由来及构成，就能很大程度上提高汉

字书写的正确率。 
案例：(见表 1) 

 
Table 1. Cases of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s by hieroglyphics 
表 1. 象形造字法汉字教学案例 

教学法 象形法 

使用教材 《跟我学汉语 1》 

课型 初级汉语综合课 

目标汉字 雨、田、伞 

案例说明 

1) 雨 
古文字中雨的横画像天，竖画像雨滴。“雨”字甲骨文上边一横像天空；下边的小点像水滴。

从天空中滴下的水滴便是雨。甲骨文在之上再加一横表示天空的指事符号，写成，即“雨”

的外壳本来就是“下雨”的意思。 
雨字演化过程(见图 1)。 
教学过程中，笔者为了让学生更直观形象的理解雨的含义，在 PPT 上画出了下雨的情景(见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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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案例说明 

 
Figure 1. The evolution of character “rain” 
图 1. “雨”字演变 

 

 
Figure 2. The scene of raining 
图 2. 下雨情景 

 
随后又在图上根据形状写出了汉字“雨”(见图 3)； 
 

 
Figure 3. Character of rain written by 
tracing the scene of “raining” 
图 3. 根据下雨情景写出的汉字“雨” 

 
学生由此记住了这个汉字。 
2) “田” 
在讲“男”这个字时，笔者先告诉学生下面的“力”是力气，随后在解释上面的“田”时，

借助图片(见图 4)。 
 

 
Figure 4. The scene of field 
图 4. 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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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案例说明 

学生一看图片就理解了，随后学生在图上根据形状写出了“田”(见图 5)。 
 

 
Figure 5. Character of field written by trac-
ing the scene of field 
图 5. 根据田野图片写出的汉字“田” 

 
3) 伞 
“伞”这个字在用象形造字法教授时也尤为典型，汉字与伞的外形几乎可以完整对得上(见图

6、图 7)。 
 

 
Figure 6. Umbrella 
图 6. 伞 

 

 
Figure 7. Character of umbrella written by 
tracing the shape of umbrella 
图 7. 根据伞的外形写出的汉字“伞” 

 
此类汉字由于与事物外形极为相似，因此借助图片描出外形有助于加深学生理解与记忆。 

2.2. 部首记忆法 

许慎《说文解字》中所收的 9300 多个汉字中有 89%以上的字为形声字，因此如果掌握对形声字的认

读方法，就能化解外国学生学习汉字的很大一部分难题。 
而形声字的认读确实有方法可循。许慎说：“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1]是说

在给某个事物定名而造字时，先确定它在万事万物中的属类，属类确定后就用表示这属类的文(或字)来作

新造字的主义部分；然后根据口语取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文或字来作新造字的标声部分。这样，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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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标声的两个部分相辅相成而构成新造的字[2]。 
笔者在学习者最初接触汉字偏旁时，就让他们在笔记本最显眼的一页记录所学偏旁及每个偏旁代表

的意思。并在以后相关偏旁的汉字时进行巩固(见图 8)。 
 

 
Figure 8. Notes of Chinese radical written by student 
图 8. 学生关于汉字部首笔记 

 
部首记忆法汉字教学案例：(见表 2) 

 
Table 2. Cases of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s by learning Chinese radical 
表 2. 部首记忆法汉字教学案例 

教学法 形声字认读法 

使用教材 《跟我学汉语 1》 

课型 初级汉语综合课 

目标汉字 清、晴、蜻 

案例说明 

学生在学习了颜色“青色”后，就可以与学过的偏旁进行组合，让学生练习认读。 
已知“清、晴、蜻”三个汉字中都带“青”，因此可以猜测三个汉字的读音为“qing”，再

与偏旁所代表的意思进行联系。 
氵——与水有关——“清”与水有关且发音接近“qing”； 
日——与太阳有关——“晴”与太阳有关且发音接近“qing”； 
虫——与昆虫有关——“蜻”与昆虫有关且发音接近“qing”。 

 
像此类练习每隔一段时间就可以进行一次，日积月累，坚持下来，学生的汉字底蕴会越来越深厚。 

3. 词汇教学方法及案例 

3.1. Wordwall 游戏法 

作为外语词汇教学中常用到的网站，wordwall 网站兼具图片教学法和游戏教学法的优点。在网站中

输入词汇，即可出现对应的图片。输入目的词汇后，教师可以选择不同的游戏与学生一起玩。网站中有

大量不同类型的游戏可供选择，不至于一个游戏玩到枯燥乏味，也解决了线上教学难以开展游戏教学的

难题。 
Wordwall 游戏法教学案例：(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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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Cases of words teaching by the method of Wordwall game 
表 3. Wordwall 游戏法词汇教学案例 

教学法 Wordwall 网站游戏教学法 

使用教材 《跟我学汉语 1》 

课型 初级汉语综合课 

目标词汇 学校、举行、运动会、运动场、棒球、网球、运动员、拉拉队、运动衣 

教学法使用阶段 复习巩固阶段 

游戏一：选择 
 

Figure 9. Game of selecting pictures 
图 9. 选择图片游戏 

 
游戏陈述： 
从四个图片中选出与词汇对应的图片。 
学生需要先读出所给汉语词汇，之后说出与词汇对应的选项，无需翻译(图 9)。 

游戏二：配对 
 

Figure 10. Match game 
图 10. 配对游戏 

 
游戏陈述： 
将所有图片移至对应词汇的上方空格中。 
教师可指定学生远程操控设备完成游戏，学生在移动图片的过程中需要说出图片的汉语(图 10)。 

游戏三：纸牌 

 
Figure 11. Game of cards 
图 11. 纸牌游戏 

 
游戏陈述： 
点击左边扑克，翻出词汇并读出(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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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游戏四：转盘 

 
Figure 12. Game of turntable 
图 12. 转盘游戏 

 
游戏陈述： 
转动转盘，说出指针所指的词汇(也可换成图片) (图 12)。 

…… 

 
这个游戏除了起到巩固词汇的作用，还可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学生每到这个环节都很兴奋，摩拳

擦掌，跃跃欲试。因此学生会在教师教授环节，甚至家庭作业环节更加认真，以保证自己在玩游戏时不

会卡克。但教师需要掌控好游戏时间，要让游戏发挥辅助课堂的作用，而不能让游戏主导课堂。输入一

套词汇可以生成 12~16 个游戏，但每次只需使用 1~2 个游戏即可，可视学生掌握情况增减。 

3.2. 母语翻译法 

对于一些抽象的、难以理解的词汇，或用媒介语翻译时较为生僻 
的词汇，无法用图片或肢体语言展示，教师可以适当介入学生的本土语言。笔者的学生母语为亚美

尼亚语和俄语，笔者使用的媒介语为英语。遇到年纪小的学生难以理解的词汇，可以让班里英语较好的

同学对教师所说的用亚语转述，之后教师再对学生进行检测。如果出现全班都不理解的词汇，可以借助

翻译软件进行解释。 
母语翻译法教学案例：(见表 4) 

 
Table 4. Case of teaching Chinese by translation 
表 4. 母语翻译法教学案例 

教学法 母语翻译法 

使用教材 《跟我学汉语 1》 

课型 初级汉语综合课 

目标词汇 举行、参加、得(第一) 

教学法使用阶段 讲授阶段 

 
笔者在讲授这三个词汇时，米然(9 岁)和米卡(10 岁)觉得课本上给出的英文 hold、take part in
和 get\won 理解起来有难度，笔者没有纠结于怎么给学生解释，而是请班里英语较好的 Madlan
用亚语进行翻译，很快解决了问题。 

 
案例中负责翻译的 Madlan 一开始很怀疑自己能否翻译好，也比较紧张，经过笔者鼓励，以及引导米

然和米卡对其进行感谢，Madlan 从中获得了成就感，现在她已经俨然是个小老师了，学习汉语也更加认

真。此外，通过此举还可拉近学生之间的距离，班级里学习氛围浓厚，学生之间相处特别融洽。因此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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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每个班级由于学员构成不同，情况也不同，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不同的班级，可以观察每位

学生的特质，挖掘学生长处，让学生之间互相帮助，教师在其中起到引导者的作用即可。 

3.3. 词根法 

笔者在综合汉语课上，在词汇讲解上花费的时间比重很大，一般 10 个词汇的课文内容要花费一个多

小时。但是并没有因此耽误教学进度，相反，这样教授使学生的印象更牢固。笔者把适合扩展的词汇都

按照“词根–词汇扩展–句子”的形式展开讲解，于学生而言，每个词汇的讲解过程都像一个独立的故

事，不容易忘记。同时，虽然讲解词根以及扩展词汇在前期看起来花费时间和精力较多，但在后期可以

起到“反哺”的作用。学生在前期听得津津有味，当下知识会掌握得很牢固；同时学到后面学生发现，

很多新内容都是老师前面扩展涉及过的，学生会越学越轻松。这就需要老师对学生未来一段时间内要学

的知识了然于胸，同时要把控好节奏，可以扩展但必须控制在学生能承受的范围内，否则会起到反作用。 
词根法教学案例 1：(见表 5) 

 
Table 5. Case 1 of teaching Chinese by root method 
表 5. 词汇法教学案例 1 

教学法 词根法 

使用教材 《跟我学汉语 1》 

课型 初级汉语综合课 

目标词汇 电影–电–没电–老师，我家今天没电。 

案例说明 

亚美尼亚个别地方一些基础设施还不太健全，所以有一些学生上课受到停电的影响，初期学

生在请假时一直用英语说明，在学习“电影”时，我给学生分别解释了“电”和“影”的意

思，并分别根据词根做了拓展，其中就拓展了“没电”这个表达，让学生自己用汉语模拟请

假，从而掌握“老师，不好意思，我家今天没电”的句子。这样可以使师生日常对话中减少

媒介语的使用率，逐步向中文对话过渡。 

 
词根法教学案例 2：(见表 6) 

 
Table 6. Case 2 of teaching Chinese by root method 
表 6. 词汇法教学案例 2 

教学法 词根法 

使用教材 《跟我学汉语 1》 

课型 初级汉语综合课 

目标词汇 别的–别的同学/别的老师/别人/别的东西 

案例说明 

通过对“别的”进行搭配拓展，可以把以前学过的“老师”、“同学”、“东西”等词汇进

行复习。最后让学生造句，可以说初完整的句子。 
e.g.： 
1) 你是跟韩老师学习中国画吗？ 
不是，我跟别的老师学习中国画。 
2) 我们等一下别的同学。(这句话发生在每次上课前几分钟，笔者在这段时间与学生对话或

播放中国文化视频。) 
3) 您好！您买比萨饼吗？ 
不，我买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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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句子教学法及案例——灌耳音法 

灌耳音此前被应用于英语学习和音乐学习中，即不管能不能听懂，先大量地听，形成语感。但学界

对于灌耳音式教学褒贬不一，认为这种教学方式会让学习者产生抵触情绪。因此在之前的两年线下教学

中，笔者并未采用这种方法。回国考研后，在学校老师的启发下，笔者有了新的想法，可以在一段时间

内，对于固定的一两句话进行灌耳音式教学，句子不求多，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掌握情况进行调整。

选取的句子一般是没学过的内容，甚至涉及没学过的语法。采用这种方法第一天，发现学生不仅不排斥，

还觉得新奇。连续几节课后，发现班级所有同学都已掌握，因此大胆开始尝试新的句子，并在别的班也

试行，取到一定效果。 
灌耳音法教学案例：(见表 7) 

 
Table 7. Case of learning Chinese by listening a lot 
表 7. 灌耳音法教学案例 

教学法 灌耳音法 

使用教材 《跟我学汉语 1》 

课型 初级汉语综合课 

目标句子 写完；没写完 

案例说明 

笔者在教授完一部分内容后，会留给学生几分钟抄笔记的时间，开始的时候，每次都问学生

“Have you finished?”，学生则以“Yes”或“No”进行回答。因为这个句子在课堂上出现

频率很高，一直说媒介语不利于学生汉语学习。因此即使是没学过的语法，也决定尝试教会

学生这句问答。 
问：“写完了吗？” 
答：“写完了。”或“没写完。” 
教学步骤： 
1) 在 PPT 上打出句子问答，并标注拼音。 
2) 带领学生读几遍。 
3) 简单解释句子，无需铺张时间来解释语法。 
4) 用所学句子与学生对话。 
5) 在本节课后半程至少要留两次抄笔记时间，与学生巩固这个问答。 
6) 此后每节课抄笔记都可以用这个问答。学生即会掌握得牢固。 
完全掌握这个句子后，可以在适当时机变换句子中的动词“写”，如可以换成“吃完了吗？”

“喝完了吗？”等加深学生的理解。 
而后期的反哺作用在于，等学生学习“V + 动词 + 完 + 了”这个语法结构时，脑海中已经

形成一个印象深刻的例子，学生只要往这个模型中代入新的词汇即可。从而降低新的语法点

教和学的难度。 

 
以灌耳音式掌握的内容，由于日积月累地练习，会在学生脑海中形成固定记忆，像肌肉记忆一样，

即使相隔一个假期，教师再问出“写完了吗？”学生也能下意识答出来“写完了”或“没写完”。但教

师需要注意的是，灌耳音法需循序渐进，即一个阶段只练习一句话，等这句话完全被学生掌握后再练习

新的句子；同时要注意初级阶段选取句子要从短且朗朗上口内容的开始，同样的练习，长难句会给学生

带来很大压力，起到事倍功半的反作用；最后教师要多观察学生的反应，随时根据学生的反应情况调整

教学方式及进度。 

5. 结语 

对外汉语教学也需遵循“因材施教”的理念，亚美尼亚学生学习风格整体偏向“视觉型”和“动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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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3]，结合笔者之前线下教学经验，并与 21D4 班学生不断磨合，最终形成了适合这个班学习风格的

教学方法及步骤。以上笔者所举例的教学方法，通过测试、学生反馈以及教师互相听课反馈，已经证实

具有一定的教学效果。但由于只在笔者目前所带的班级进行了试验，因此这些方法具有局限性，还需继

续在教学实践中锤炼。但教学法，教无定法，教学方法的选择应该以是否适应教学对象学习需求和风格

为准则，同一地区，不同班级具有不同的学习风格；同一班级，不同阶段也具有不同的学习需求。因此

教师需要随时观察学生的学习状态和风格，调整教学方法，以适应学生不同阶段的学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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