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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情况

１、２００９年２月９日下午

　与刘超英老师一起进行了公开讲座。李红印老师负责北京大学介绍部分，刘超英老师负责
HSK介绍。因听讲学生汉语水平不高，讲座采取翻译法进行，李红印的讲座部分由在新澙大学
留学的中国籍学生韩秀英翻译。

　公开讲座完成后，分两个班（初、中）对第二天上课的要求进行说明。李红印负责初级班教
学，通过日本学生谷琦有理子（曾留学北大，学习汉语）翻译，说明了初级班第二天上课前要
预习的内容等。

２、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０日上下午

　按照原定计划， 日为第一天教学，拟完成HSK听力理解、语法结构、阅读理解和综合填空
等四大块的第一部分的讲解和操练。上午有三节课，分别进行听力理解 、语法结构 和阅读

理解 ，下午一节课，进行综合填空 ，然后 节是学生自习，老师辅导答疑等。
　因初级班学生听说读写能力都有限，所以第一天教学，我增加了“课前预热”环节，先列出
了一些日常对话、一些常用词、常用句子等，用差不多 多分钟时间，带领学生进行操练，一
方面消除学生紧张情绪，一方面让学生习惯汉语母语人真实发音、熟悉汉语词汇、句子等，为
进入正式的HSK教学打基础。教学后感到这样做效果不错。
　这一天按计划完成了预定的教学任务。总体感觉学生水平还可以，大致能跟上老师的教学步
骤和速度。

　由于担心学生听不懂，第一天听力 没有采取播放录音的方式进行，而是采取做PPT，打出
听力文本和选项及答案，用老师说的方式进行。其他部分也都做成了PPT，最后综合填空因文
章较长，没有做PPT，而是直接看书讲解。
３、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１日上下午

　这是第二天的教学。有了第一天教学的经验，第二天教学就放心许多。整个教学仍按照预定
计划进行，讲解和操练听力 、语法 、阅读 和综合填空 。

　讲学仍采取PPT展示的方式进行，仍有课前预热部分，这一天听力 教学增加了播放试题录

音的内容（插入到PPT中的语音文件），因为听力 都是一男一女对话，必须播放录音。通过听
力例题的讲解和课堂练习的操练，感觉学生听力水平还是低，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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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方面，如语法结构、阅读理解和综合填空等还可以。但对较长文章的阅读理解能力还是
不是很强。

４、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２日上下午

　这是第三天的教学。按计划，这一天将完成听力 、语法结构 （继续）、阅读 （更难部

分）和综合填空 （更难部分）的内容。

　考虑到听力 的难度（文本较长、生词较多），我在做PPT展示时采取把每一例子的主要生词
和句子单列，先让同学复习要听的内容的主要生词和句子，然后再开始听。这一天听力 教学

采用的是播放听力录音的办法（插入到PPT页面的语音文件）。听力 是较长的对话或新闻、故

事，初级班的学生更感困难。
　其他部分（语法、阅读和综合填空）按计划进行，进展较为顺利。

二、教学方法

、一些教学说明，请助理日语翻译。因我本人不会日语，学生汉语水平又不高，是初级甚至
初初级的学生，实际教学遇到一些困难，主要是一些教学说明、安排和布置等无法向学生交
代，这时就请学生助理韩秀英来翻译一下。
、整个教学主要采取直接法和听说操练法。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主要还是用的直接法、听说法

来组织教学。为避免学生越听越不明白，采取的教学策略是多板书、少成段说明，特别避免
较多解释，而是直接板书例子、直接领读操练等。
、充分运用PPT、录音机和不同颜色（用黑笔、红笔、蓝笔等）的板书的方法，以增加学生
注意、起到强调教学重点的目的。

、适当多一些肢体语言，一些夸张的动作和表情，使课堂气氛更加活跃，从学生的笑声中感
受到了此教学策略的效果。

三、教学环境

　整个教学活动在新澙大学国际交流中心大楼内的教室进行，教室内设备齐全，黑板、白板（后
放进去的）、PPT插孔、投影仪、伸缩屏幕等都有，且质量、操作良好。室内还有空调，灯光照
明也很好。板书所需各种颜色的笔也都有，且粉笔是真正“微尘”的，黑板写字也很舒适，字
写起来也比平时“漂亮”。

　该教室可能常用于语言教学，桌子是围起来摆放的，这有利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交流，不
错。略微不足的是教室空余地方不是很大，走动起来空间小。
　初级班的学生语言课训练有素，考虑细心周到，为使老师上课熟悉自己名字及点名提问方便，
每位学生都用纸折叠做了一个名字的桌牌儿，上面手写自己的名字，上课时都主动摆在桌上，
并且名字都朝向老师。日本文化、习俗、个人良好习惯的细致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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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效果

　总的看，教学达到了辅导HSK的目的。开始时很担心初级班学生怎么教（老师不会日语，学
生汉语水平低，英语也不一定好），实际上课后感到学生理解力还是不错的，汉语水平也没有想
象的那么“初级”，有一两个学生还能尝试着课下问问问题，这让老师教学信心大增。
　教学中，从学生的眼神和表情看，所讲内容学生也是大致理解的。所以预先制定的教学内容
基本上较好地完成了。

　当然，如果教师日语流利、一些说明，特别是语法点的说明将会更透彻一些，HSK的一些特
点和应试关键等也会讲得更到位些。

　从目前看，此次教学可能给学生最大的收获是能三天中每天听母语为汉语的发音人讲解汉
语，这种真实的语言刺激是很宝贵的。
　 年 日星期五上午进行了HSK模拟试题（选用已公布的 年试题），初级班学生考试情
况如下：
、参加考试人数： 人（两人因故未参加）；
、其中， ～ 分的 人，占初级班参考人数的 %： ～ 的 人占初级班参考人数的 %；
以下的 人（ 分和 分），占初级班参考人数的 %。

五、教学建议

、关于备课。在国内制定好教学步骤、顺序和课程表比较好；具体当天的课可能还要来日本

后，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准备；另外还要视不同具体班学生情况而增减一些内容，如为初级班
上课增加的“课前预热”内容。因时间比较短，大量板书例句等可能占用时间，因此有现成
的教材和做好PPT课件很重要。当然，由于一天一直看PPT也比较疲劳，因此上午后一节课
和下午的课可以不用PPT，而改为看教材和适当板书进行。
、关于课堂教学。这里的教学安排是上午 ： － ： ，共三节课，每节课 小时，然后
休息 分钟，下午再上一节课，然后自习答疑一节课，因此教学比较密集，学生上一天课比
较累，因此用PPT课件展示时，不宜全天使用，一般上午前两节使用可以，最后一节，特别
是下午最好不用，而是改为看书学习加上适当板书教学内容比较合适，因为这样可以调解课
堂教学节奏、缓解学生视力疲劳，改善教学效果。
、关于HSK。有不少HSK考试（无论听力，还是阅读等）的文本内容更适合曾经在中国国内
学习和生活过的外国学生，不太适合海外学习汉语的学生，因为这些文本的内容都是“地道”
的中国文化、习俗、社会现象等，如一些落后农村人的外貌、衣着、习性等，一些革命军人
事迹、一些衣食住行的现状等。这些才是阻碍学生理解的“障碍”——因为这些海外学习汉

语的学生，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学生，他们生活的环境已经很“高级”了，他们根本没有国内
这种“低级”生活的任何经验和体会，根本不会去那样设想和理解，因而也就很难答对相关
试题。建议针对海外考生的HSK试题应专门命题，文本选择应更加“中性”，避免过于“中
国化”，当然考试语言（汉语）和语言点还是要地道的汉语和汉语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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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初级班HSK教学。日本学生的HSK各项考试中，听力最弱，阅读最好，语法结构和综
合填空其次，其中语法结构每个人差别较大，有好的，也有差的；综合填空的第二部分 是写
汉字，一般想日本学生写汉字“没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原因有二，一是HSK写汉字
不是单独写，而是阅读文章，根据上下文补出空缺的汉字，这就要求学生要理解短文的意思，
“心中有词”（有词的概念，会分词、切词等），但日本学生这方面还是弱；二是日本汉字和
中国大陆的简体字还是有差别，学生容易受日本汉字影响而写错字。初级班教师在进行HSK
初级教学时应对这些情况有所了解，在教学中有详有略，有重点地授课。但目前看，如何帮
助日本学生突破听力障碍，有什么好的培训方法、教学方法，似乎还没有研究，这需要今后
老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