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堂管理案例：课堂太热闹

孙老师已经在黎巴嫩任教八年了,具有丰富的对外汉语教学经验。教学经验

如此丰富的孙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也遇到过许多棘手的问题。

孙老师教过很多不同年龄段的学生，起初教的是成年人，成年人学汉语都很

认真，也很喜欢学汉语，课堂氛围很好。但是孙老师带的中小学班级，一个班级

有 25 人左右，只有一半是喜欢学汉语，真正对汉语感兴趣的，其他的都是被家

长要求来，为了应付考试才来学汉语的。学生思维很活跃，但是课堂秩序很差。

大吵大闹不认真听老师讲话，学生的说话声音比孙老师的声音还大，导致有些认

真学的同学听不清老师讲的内容，课堂教学无法顺利进行，这让孙老师很苦恼。

孙老师起初认为是自己对待学生太温柔了，不够严厉。于是，又一次上课的时候，

孙老师严肃的强调了好几次纪律，嗓子都要喊破了。还是有学生大声说话，孙老

师忍无可忍，让这位同学出去站着，并说如果再有同学说话也一样出去罚站。这

堂课同学们倒是安静下来了。孙老师松了一口气，以为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没

想到，第二天学校领导就把孙老师找过去批评了一顿，学校不允许老师有让学生

罚站这种体罚学生的行为。孙老师感到很委屈，但也意识到罚站不是解决课堂秩

序问题的有效手段。这可怎么办呢，孙老师很发愁，孙老师尝试了很多对策，都

没有效果。一天，在办公室，同事看到孙老师愁眉不展，便问道怎么回事。其他

同事听了孙老师的倾诉之后，发现他们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学生少的时候还行，

学生数量一多，他们之间就互相说话，很不好管理。几位老师互相商量着，并向

资深老师请教。一位老师忽然想到：那我们能不能给他们变成小班型呢！一个班

级 10 多个人。这样会不会好管理一些。后来孙老师和学校商量后，采取了这种

对策：小班教学的方式。

没想到，这种教学方式效果格外的好。课堂安静了很多，每个班级人很少，

学生想说话也找不到对象。老师也能更好的关注到每位同学的课堂反应。过了一

段时间，学生的学习成绩明显提高了。孙老师感到很高兴。整个学校都开始运用

小班教学的授课方式。

案例分析：

据孙老师的描述，孙老师在黎巴嫩任教整体还是非常愉悦的，黎巴嫩的学生

都非常文明，讲礼貌，他们对中国的美食、文化、历史非常感兴趣。最初困扰孙



老师的课堂秩序也找到了很好的解决办法。作为一名国际中文教师，我们应该时

刻谨记自己的职责与使命。孙老师对工作的认真值得我们学习，最重要的一点，

在孙老师和我们讲述她在黎巴嫩的教学经历时，从孙老师的言语中，我们能感受

到这位老师对国际中文事业的热爱。正是这份热爱，支撑鼓舞着无数国际中文教

师。

在国际中文教学的课堂中，我们难免会遇到很多问题。如学生上课迟到、秩

序混乱、不认真听讲、学生不回答问题等。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对学生给予引

导，有效的沟通，采取正确的解决办法。我们要多与学生进行沟通，了解每位同

学的性格特点，尽量找到好的解决办法，面对不知道如何处理的问题时，我们可

以向有经验的教师请教，或者找同事一起探讨。绝对不能体罚学生，就像孙老师

让学生出去罚站，孙老师的出发点肯定是好的，改善课堂秩序学生才能更好的学

习，尽管如此，罚站是不可取的。小班授课能很好的解决课堂秩序不好这一问题，

班级学生少了，调皮捣蛋的学生自然少了，老师能更好的集中精力教学，不用分

心去管理秩序。同时，也能增加每名同学在课堂上练习的机会，更有利于师生间

的互动，教师更好的掌握学生对知识的学习程度，学习氛围也更好。当学校的教

学条件不能满足小班教学这种模式的时候，我们要制定合理的课堂规则、对学生

作出一定的要求。所有的管理都应当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如果我们能在了解班

级特点的基础上，制定出明确的、稳定的课堂规范，让学生产生应有的约束感，

课堂管理应该会容易很多。我们又要从“管好纪律”的角度入手，还应当着眼“管

理学习”的视角，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教育学家赫尔巴特说：“如果

不坚持而温和地抓住管理的缰绳,任何功课的教学都是不可能的。”可以看出，课

堂管理的好坏对取得预期的课堂效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合格的对外汉语老师不

仅要具备扎实的汉语知识、了解丰富多彩的课堂活动，更要有掌控课堂的能力。

我们还要树立好在学生心中的形象，教师在学生心中建立起的形象，对课堂管理

至关重要。在海外任教的教师，除了教师的身份外，更以“中国人”和“中国文

化使者”的身份在被审视和接纳着。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注意“谨言慎行”，因为

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可能会影响到学生对“汉语”甚至是“中国”的态度。我们要

时刻记得自己的责任重大。

孙老师与我们分享了很多任教期间的趣事，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给我们带

来很大的启发，我们也更加意识到我们这个专业的意义所在。对外汉语教师在异



国教学的过程中，工作和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无数的困难，

自然就会有不尽的收获。只有更好的融入当地的生活，找到适应当地学生的教学

办法，不断积累知识，提高教学技巧，找到处理课堂问题的有效手段，才能在国

际中文教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该案例来源于2023年10月4日对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外派教师孙老

师的微信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