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情境教学法的华裔小学生词汇教学研究

——以《快乐汉语》第一册第 14 课生日相关词汇教学为例

在约旦安曼的一所华文小学，明老师正在教授《快乐汉语》第一册第 14 课，重点教学

目标是让学生掌握与“生日”相关的词汇，包括“生日”“蛋糕”“蜡烛”“礼物”等。该校

的学生主要为华裔青少年，他们在家庭环境中较多接触汉语，因此具备一定的口语基础，但

在书面表达、词汇搭配及语境运用方面仍存在明显的短板。尤其是对于带有文化背景的词汇，

学生们的理解往往较为片面，难以在真实情境中灵活应用。为了提高学生对这些词汇的掌握

程度，明老师精心设计了一系列教学活动，结合情境模拟、互动游戏和文化比较，试图通过

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提升学生的词汇应用能力。

明老师展示了一张生日派对的图片。画面中，几个孩子围坐在蛋糕前，蜡烛点燃，桌上

摆满了各种礼物，生日气氛浓厚。她向学生们提问：“你们觉得这是什么场景？你能说出图

片里有哪些东西吗？”学生们纷纷举手回答：“生日、蛋糕、蜡烛、礼物。”在这一互动过程

中，明老师观察到，尽管学生能够迅速识别并说出这些词汇，但大多数回答仅限于单个词，

缺乏完整句子表达，也没有运用不同词汇描述同一场景的能力。很显然，学生对这些词汇的

记忆仍停留在表层识别阶段，而非深层理解与应用。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这些词汇的具体用法，明老师决定引导他们进入真实的语言情境。

她先向学生讲述了自己小时候的生日经历，并提问：“你们的生日是怎么庆祝的？”部分学

生分享了自己的生日派对，但在表达时仍然使用简单的词组，如“吃蛋糕”“收到礼物”，没

有更复杂的句式或情境描述。这种表达上的单一性让明老师意识到，学生虽然具备词汇储备，

但缺乏在真实交流中灵活运用的能力。因此，她决定通过情境模拟和角色扮演的方式，让学

生真正进入生日的语言环境，在实践中提升表达能力。

她将学生分成小组，每个小组模拟一个生日派对场景，并分配不同角色：有的学生扮演

“生日的小朋友”，有的扮演“客人”，有的则扮演“主持人”。在模拟过程中，学生们需要

使用课堂所学词汇进行完整的对话，比如“祝你生日快乐！”“谢谢！快许个愿，吹蜡烛吧！”

“这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通过这样的互动，学生们不仅记住了词汇，还自然地运用了

这些词汇，使其成为口语表达的一部分。角色扮演的过程中，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明显提高，

语言运用的流畅度也有所提升。

尽管情境模拟帮助学生增强了对词汇的记忆，但明老师发现，一些学生在表达中仍然出

现词汇搭配错误。例如，有学生说“我送你蛋糕”，而没有用更准确的表达“我送你一个生

日蛋糕”；有的学生在描述生日活动时，用了不恰当的搭配，如“点蛋糕”而非“点蜡烛”。

为了纠正这些问题，明老师设计了一个“词汇搭配游戏”。她准备了一些写有词汇的卡片，

其中一部分是名词（如“蛋糕”“礼物”“蜡烛”），另一部分是动词（如“吹”“吃”“送”）。

学生需要通过匹配找到正确的搭配，如“吃蛋糕”“点蜡烛”“送礼物”等，并在小组内进行

造句。通过这个游戏，学生们开始意识到某些词汇在使用时需要固定的搭配，从而提高了表

达的准确性。

除了词汇搭配，明老师还特别强调了生日词汇在文化语境中的使用。她问学生：“你们

知道在不同国家，生日是怎么庆祝的吗？”学生们纷纷分享自己对约旦生日文化的理解，比

如家庭聚餐、送礼物的习惯等。随后，明老师介绍了中国传统的生日习俗，如长寿面、红鸡

蛋等，并与西方的生日蛋糕文化进行对比。通过这种文化比较，学生们不仅学会了“生日”

这一概念的多元性，还加深了对相关词汇的理解。例如，他们开始认识到“生日”不仅仅意

味着吃蛋糕、吹蜡烛，还包含祝寿、送祝福等多种表达方式。

在课堂的最后阶段，明老师让学生写一篇关于自己生日经历的小短文，要求尽可能使用



课堂所学的生日相关词汇。许多学生在写作中不仅使用了基本的词汇，如“生日蛋糕”“礼

物”“蜡烛”，还尝试运用了更完整的表达，如“我和家人一起吃生日蛋糕”“我收到了一本

很喜欢的书作为生日礼物”等。通过这一书面练习，学生们将课堂所学知识进行输出，进一

步巩固了词汇的使用。

明老师总结了本节课的核心内容，并鼓励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多使用这些词汇，提升表达

的丰富度。她还布置了一项额外任务，让学生在下次上课时用中文描述朋友或家人的生日习

惯，以进一步练习词汇的实际应用。通过这一系列的教学活动，学生不仅掌握了生日相关词

汇的意义和搭配规律，还能在口语和书面表达中自如运用这些词汇，从而真正实现词汇学习

的有效性。

本节课的教学案例表明，在词汇教学中，仅仅让学生记住单个词汇的意义是不够的，教

师需要通过情境教学、词汇搭配练习和文化对比等方式，帮助学生建立词汇与实际语境的联

系，从而提高其综合语言能力。通过角色扮演，学生在真实交流环境中习得词汇，提高了使

用的流利度；通过游戏和匹配练习，学生掌握了词汇的正确搭配，减少了表达错误；通过文

化比较，学生增强了对词汇的背景理解，拓宽了表达的思路。实践证明，只有当词汇成为学

生真实表达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记忆的单词，词汇学习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案例来源于 2024 年 6 月 16 日对约旦安曼某小学汉语教师明老师的电话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