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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青少年汉语教学初探 
 

斯图加特市华德中文学校  王方博士 
 
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以及中国和欧洲合作的不断加强，德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汉语。对于生活在这

里的华裔子女来说，学好中文不仅是为了传承中华文化，而且对于以后的求学和工作发展都至关重要。

同时，德国许多中学也已开设汉语课。德国家庭中比较超前思维的那些家长也跃跃欲试，希望自己的子

女学习中文。这一发展对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底层结构带来了挑战，也对其主体结构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在这种大前提下，我们斯图加特市华德中文学校提出了自己的教学理念。华德的教学理念是质量第一，

因地而异，因材施教。这一理念在我们的总体设计，教材选用和课堂教学等方面都得到了充分体现。换

句话说，华德中文学校注重主体结构的打造和调整，以适应新的发展和挑战，从而满足汉语热给大家提

出的更高要求。 

下面就主体结构中课堂教学一项谈谈我们的几点认识与大家商榷。 

 

（一）如何培养和提高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 

 

在德国青少年的汉语学习基本为官方的德语之后的第二语言学习。显然，这种学习与国内学校的语文不

同（因为后者并非第二语言学习），与成年人汉语习得也不同（主要是年龄兴趣，认知水平和目标需要

不同）。第二语言的特性决定了首先要培养学生学汉语的兴趣，提高他们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如何激发

和保持青少年学汉语的积极性呢? 我们认为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须根据青少年和不同年龄段的兴趣，认知能力和水平以及学习特点制定教学内容，进度和目标。五

至八岁孩子以快乐学习来激发兴趣， 采用儿歌，故事，歌曲和游戏，让孩子们在读读，说说，涂涂，

画画中学汉语。这一阶段是汉语起步教育，要注重为以后的学习打好基础。接下来要有意识地教授言语

知识，训练言语能力。比如在对汉字的音，意，型的认识基础上着重字，词，句的延伸。总之，教学要

符合学生们的接受能力和特点。这样孩子们才学得高兴，才能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 

 

其次要注意表扬学生，鼓励学生们学习中文的积极性。要知道每个学生都有好胜心理，所以每当他们取

得哪怕一点点的成绩都要及时表扬。成功的喜悦化为情绪力量，它会促使孩子好好学习。所以，华德中

文学校在课堂教学中注重为每个孩子提供表现和成功的机会，让他们尝到成功的快乐。对待成绩不好的

学生，也从不轻言放弃。要因势利导，发现他们的长处，不断鼓励他们。 

第三让每个学生课堂上都积极参与。每个班里的学生都会各不相同，个人的兴趣和长处不一样，学习中

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我们华德中文学校大力发挥小班上课的优势，加大学生的参与份额和机会。

此外，我们在选择老师时也非常注重老师的协调，带队能力，就是要求老师善于抓住每个学生的特点，

因材施教，有的放矢。例如：通过延伸练习的方式让掌握较好的同学能够继续知难而上，不会觉得课上

“吃不饱“。此外，测验时也可根据学生本人的程度制定选择题。总之，抓住每个学生的特点，为每个

同学都提供积极参与的平台和用武之地以达到其最佳的学习效果，这就是我们讲的因材施教。 

最后就是要大家努力，破除中文难学这一观念。在德国这一观念根深蒂固，中文实际是晦涩难懂的同义

词。打破这一禁锢，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共同任务。我们华德中文学校把总体设计和课堂教学系统化和流

程化，就是朝着这个方向的努力。 

 

（二）言语知识和言语能力 

 

青少年学习汉语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接着还要在教学内容，进度，目标和教学法上面下功夫。也就

是言语知识和言语能力这个话题。 

语音，词汇，语法和汉字统称言语知识。而汉语听，说，读，写这四大项构成言语能力。言语知识是途

径，手段。言语能力才是目的。言语能力是言语知识的表现，言语知识是言语能力的基础。原则上讲，

教学安排要讲求科学型，内容从易到难，从少到多，根据年龄和进度不断地提高。努力创造语言练习环

境，切实地把言语和交际能力的完善和提高作为学习目的。下面举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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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拼音 -  作为语音的一项重要内容，什么时候学习拼音是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在德国的汉语作为第

二语言教学中，大家尚无定论。有人认为，拼音要在学前就开始学，因为孩子通过学拼音可为以后学习

德文字母打下基础。也有人认为，学前直到孩子六，七岁这段时间不可学习拼音。因为恐怕学生同时学

拼音和字母，结果分不开什么是拼音，什么是德文字母，鱼目混珠，主次颠倒。还有人要求学生一上来

先学拼音，为的是掌握了拼音为发音打基础。我们华德中文学校对此进行了仔细观察，对比和讨论。我

们认为首先应当因人而异，对家里没有中文环境的学生先教会他们汉语拼音，让他们从发音入手，马上

尝到汉语容易说的甜头，激发学生继续学习的积极性。反之，有汉语生长环境的孩子或多或少地有汉语

听说基础，对汉语声，韵，调并不陌生，应该发挥这个年龄段整体认记能力强的长处，直接认写汉字，

重点大量认记汉字及其几何配置，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拼音作为辅助可以从第二学期开始学，到了

该使用字典和电脑书写中文时，拼音也学会了。至于学汉语拼音是否为学德文字母打基础或者会与字母

混淆，影响学习字母，其实并不那么重要。 

 

汉字 - 上面已经提到青少年在语音基础上大量学习汉字。学汉字也要遵循从易到难，先简后难的原

则。可先学习音，义，型之间有关联的汉字（如: 爸妈，林，甜），还有讲汉字演化和象形字（如: 

人，山，日月）。再用汉字组词，连句等。由于汉字原则上有字，音脱节的特点，所以须逐个学习每个

汉字。为此我们建议多使用认字卡和识字游戏。练习汉字书写我们使用田字格。我们的老师使用不同的

颜色在黑板上写汉字，教学生正确的汉字笔画书写。 

为确保言语能力的提高，我们华德采用听，说，读，写并进的方式。《中文》教材的课文和练习为老师

有针对性地指导和训练学生的言语能力提供了保障。此外，华德中文学校的老师还从媒体，互联网上摘

取有益的材料作为辅助，以丰富生动的方式进行课堂教学。练习说话时，可以让学生做接力朗读，以不

同的形式让学生们获得成功和表现的机会，好胜和竞争驱使他们愈发努力。 

发挥德国青少年学生阅历广，思想活跃和实践能力强的优点，让他们多进行讨论和互相交流，发表个人

的看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训练他们的汉语言语能力。另外德国学校假期长，课余时间多，我们

的老师就安排学生课外学中文，比如对学生进行灵活机动，方向明确的写作练习和指导。这就是我们华

德中文学校讲的因地施教，因文化背景不同施教。 

 

当然，每周一次中文课，要想让学生的汉语言语能力有较快的进步，仅靠学校和老师是不够的。所以要

动员家长与学校配合，鼓励和辅导孩子学汉语，给孩子尽量创造一个合适的汉语学习环境。在家里能跟

孩子多说汉语，就是最基本的，最行之有效的方式。 

 

（三）语言和文化       

青少年汉语教育不仅是语言教学，更是文化教育。由于汉字中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容，汉语语言与文化

有着很强的依托关系，所以汉语学得不好就很难真正了解中国文化。反之，不了解中国的相关文化背景

对汉语的表达意思也只能一知半解。比如，不了解屈原和赛龙舟的文化背景，就无法真正理解“端午节

“ 的意思。《中文》教材中有着图文并茂的童话, 也有着生动活泼的讲述中国历史文明的故事。尽管

如此，为了让德国的青少年学生更多地了解中国，更好地学习汉语，华德中文学校不仅在课堂上增加了

对中国历史、地理，风俗和文化的介绍，还开设了中国文化班，如太极，绘画和武术。这样，学生们学

到了中国文化知识，也促进了他们的汉语学习。学生的中文学习兴趣也提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