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我承担三年级的教学任务。由于孩子们通过学习《中华字经》和《中文》教材，已
经掌握了一定的词汇量，因此，我新学年的教学重点从学习掌握生字过渡到重点学习和掌握词
语，句子，并结合进行听说读写的能力训练。我在句型教学中也尝试了一些有效的方式。

中文句子的正确语序练习对孩子们是一个挑战，因为他们造句往往是用荷兰语的语法来
造句，虽然中文练习册里有连词成句的练习，但都是用固定的几个词组造一个句子，而且只是
写出来。为了让孩子们掌握更多的汉语句型，我制作了许多《中文》字卡，除了做单字卡，还
做词语卡。把做成的词组卡发到同学的手里或者打乱次序贴到黑板上。上课时，我给孩子们主
动权，让他们自由发挥。以游戏的形式像拼《中华字经》韵文一样拼句子。我利用孩子们喜欢
玩，喜欢动，喜欢竞赛的特点，充分发挥他们的内在潜力，让他们在活动中能立竿见影看到自
己努力的成果。由于同学们积极性很高，他们既动脑子又相互交流，所以造出了很多很好的句
子。 有时我先口头造句，然后再把口头造的句子写出来。只要学生能造句，不懂的字我再教他写。课堂的竞赛活动更能调动孩子
们的积极性，造一个句子积一分，最后按积分得贴画。

除此之外，我还利用多媒体资源，加以改进和补充，这也促进了句型教学的成效。比如，让同学们完成读课文填空的练习
时，不仅要求完成填空，还要在填空之后再朗读一遍没有拼音的课文。由于句型教学扎实，孩子们的阅读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再有，接龙游戏也可以这样运用：听课文复述代替单一的跟读，从单句复述，逐渐过渡语段复述，最后再把每个同学复述的
内容综合归纳。你会发现要讲的课文内容同学们已经复述清楚了。总之，句型教学很重要，多形式的活泼的句型教学不仅能提高
学生学习中文的积极性，还能提高学生整体的阅读能力。

桃李园为丹华老师的教学交流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教师们相互交流教学经验意义重
大，十几年来丹华每位老师都有不同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相信
交流活动定能提高授课水平，老师们能不断地更新教学方法。

华人家庭语言环境各异，许多不同的方言对学习汉语都会有不同的困难。我针对班级中不
同的教学对象，给予不同的帮助，有些学生读、写欠缺；有的听、说、读、写都欠训练。有些
学生对中国的文化有所了解，有些则一知半解，还有些完全处于懵懵懂懂状态。

我班有个年幼学生，上课不专心，时时玩玩具，画画儿， 我就不时地叫他回答问题，如果
他答不上来，我就劝说：“好好听课，你一听课，就一定能回答！”。结果他听了一会儿，就
能跟同学们一起回答问题，有时虽然只答对一题，我也特别表扬他，鼓励他。因为毕竟孩子们
明白了听课的重要性。另一位学生，作业草草率率，我耐心指导他，从抄写词语到用词造句，
所有的练习都训练他认真、有序地完成。还有一位中荷混血孩子，一年级时还真懵懵懂懂的，我就只让她做游戏性强的部分作
业，慢慢地，识字练习，她都能正确回答，从一个不张口的孩子到有问必答，让我非常惊喜地看到她的进步！

另外，对孩子回答问题有迟疑时，我经常主动给予孩子多次练习的机会。孩子们在课上不仅学中文，还学习解决问题的能
力，有时让学生互相帮助解决中文问题比老师立即回答更有用。我也注重课堂口语练习，见缝插针。听说的互动练习，读写的训
练，提示生字的偏旁部首，协助记忆。虽然每个孩子学习的方式，掌握的速度都不一样，不过作为老师，给予不同的引导，是极
为必要的。

由于我努力使用因人而异，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制定了一些个性化的教学方式，因此收益匪浅。最近我欣喜地发现，学生
们学习成绩有了明显的进步，无论是回答问题时的出色表现，还是听说读的优秀成绩，都使我感到莫大的欣慰。

丹华新学年教学巡视
我的句型教学方式

三年级1班  刘芳蓉

（三）

我班同学平均年龄为9岁，心理学理论谈到：这个年龄段儿童的注意力在开始15至20分钟是
最好的。在教学实践中，我确实感到在一二节的前20分钟孩子们都能用心听课，眼睛也注视着
老师和黑板，但这以后就有部分学生开始东张西望，搞小动作，也有的交头接耳，打哈欠，显
露出无精打采的样子。

如何能让孩子们在每一节课从头至尾都专心听讲，优化课堂教学效率？我觉得教师应该不
断变换教学方式，少重复一种方式，多形式的教学能让孩子们感到新奇，有兴致。还有，这个
年龄段的儿童形象思维大于抽象思维。根据学生们的这些特点，我在新学年的教学中加强了多
媒体的使用。多媒体教学能融图、文、声一体，改善学生的认知环境。我除了使用华文教育网
上朗读课文部分外，我自己制作了幻灯片，上课时一边讲解课文，一边显示与课文内容相关的
图片，让学生通过视觉的具形象感受课文词语的含义。我选择的图片各式各样：有的很幽默，
有的很生动有趣，还有的还动画功能。由于课堂增添了图文并茂，视听结合的多媒体教学内容，孩子们对学习中文有了更大的兴
趣，参与度大大提高了。

另外，多媒体的教学促进了课堂教学中教师和学生，学生与学生的互动。我经常在多媒体图片中穿插很多组词练习，句型扩
展练习。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只为学生扫除一些认知的障碍，其余的活动可以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现在师生的互动使课堂气氛变
更活跃了，现在孩子们个个积极踊跃举手发言，个个争取回答问题。

多媒体教学促进了互动，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孩子们走进了快乐的课堂。

多媒体教学促进了互动
三年级2班  张玲

因人而异的教学方法
二年级3班  李梅

2012年9月份，我第一次担任了“中华字经班”的辅导老师，一年来，陪着我班的孩子一点
点成长，看着他们的中文水平一点点积累、提高，我感到很欣慰。这学期我继续担任中华字经
2班的辅导老师，我在高兴的同时也有了烦恼：在新的学期，一位学生已很熟悉的老师该怎样给
孩子们以新的体验呢？

丹华教授“中华字经”很成功的林静老师曾在其文章中提过：“经研究表明：4到8岁的儿
童的注意力周期很短，一次性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在10—20分钟。”根据这一规律我做了以下尝
试，将40分钟的课堂分成4个10分钟的课堂，然后用轻松的情景语言将每一个环节过度。

比如在《中华字经》第11课“文物”的教学中，针对“凡尔赛宫，金字塔状，泰姬陵墓，
彼得教堂”这16个字的教学，我设计了四个步骤。

首先以提问的方式进入第一个10分钟。“小朋友，今天老师要带你们去旅游，你们喜欢
旅游吗？”然后我通过多媒体演示播放图片，第一张以飞机的图片引入，先到了法国参观“凡尔赛宫”，再到埃及参观“金字塔
状”，然后来到印度的“泰姬陵墓”，最后飞到罗马的“彼得教堂”。这个环节已经轻松地抓住了孩子前10分钟的注意力，成功
地刺激了孩子们的视觉神经。

“小朋友们，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用字宝宝来记录我们这次愉快的旅行呢？”随着这样的衔接语，我自然地把孩子们带入了第
二个10分钟。通过老师泛读、领读，师生改变音调高低，缓慢诵读，学习小动物变化表情交替朗读等多种形式变化，又一次成功
地在10分钟内刺激了孩子们的听觉神经。

接着我又用一句话过渡：“那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刚才旅行中看到的建筑的样子，把它们用动作表示出来好吗？”孩子们
马上活跃起来，用五花八门的动作来描述他们所看到的建筑物，然后我再把他们的动作进行总结统一，配上相应的四个字表示出
来。在这个10分钟里，孩子们很快可以边做动作边配合文字进行朗读了，有一部分学生已经会背了。

最后我说：“让我们再回到刚才的旅行中，看谁能最快地用四个字说出我们去的地方吧。”于是我便再让孩子们通过看图片
说出文字，并在桌上找出对应的四字字条。

这40分钟的课堂，成功地抓住了孩子们每一个10分钟的注意力。在之后的教学中，我也尝试把这个方法运用到《中文》的教
学中，也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总之，充分掌握每一个阶段孩子的特点，是教学成功与否的关键。如果老师的教学设计能很好地针对学生的接受能力，那么
学生的学习热情自然也能很好地跟上老师的思维调度。

掌握课堂的每10分钟
中华字经2班  胡碎娟

2013年9月我接了新班，学生年龄差异较大——大的15岁，小的8岁，面对新局面，我必须
及时、有效地调整教学战术，充分调动每一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在刚开学的两周时间里，我尽量在课外和家长通电话了解学生情况，课间休息时，我也尽
力和每一位同学聊天并观颜察色，充分了解他们的学习状况。大孩子们在身体外形上已和成年
人接近，对待他们我像朋友一样平等相处，争取取得相互间的最大信任，从而使他们更好地接
受我的学习建议。对待年龄小的学生，我像妈妈一样用亲切关爱的语言耐心细致进行讲解、鼓
励他们，基本做到不同学生不同应对！

课堂上我们每周都进行“今日学习明星”评比，大家积极表现争取登上“今日学习明星”
的红榜，大孩子们和小弟妹们争先恐后一起竞争，此时年龄的差异缩小了，孩子们争强好胜，
课堂上气氛很活跃，我的内心深处也增加了几分喜悦！

在上届学生中有一个叫邵文烨的同学，他完全从一个后进生转变成了一名优秀学生。我曾
尝试通过全方位引导，保持经常和家长沟通，加强对该学生的点滴进步进行鼓励表扬，逐渐地该学生从不爱做作业转变到愿意交
作业，再到每次都第一个交作业，我每次都毫不吝啬地夸奖他。他告诉他的妈妈说：“老师每次表扬我后，我就觉得更有劲儿去
学中文。”听到家长的反馈，我感到欣慰，并决心继续摸索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方法。

在今后的教学中，我要用爱心、耐心和责任心去启发和鼓励每一位学生，争取最大限度地调动每一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调动每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三年级一班  颜风琳

行如风，站如松，丹华师生喜练功
武术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它含有丰富的内涵，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诠释着中国的文化，传承

着中国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通过学习武术，不仅能让人增强体质，而且能锻炼人的
意志，让人不管是从身体上还是从思想上都能有所提高。很多丹华家长认识到武术的好处，所
以把孩子送进了丹华的武术课堂。

每周六早上，在中文课开始前一个小时，丹华学校体育馆里一片热气腾腾，丹华武术队的
学员在教练莫松旺的带领下，有板有眼地练习着拳脚。莫松旺师承吴氏太极拳第四代宗师马江
豹，在气功习练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莫教练结合各年龄段学生的实际情况，传授学生简洁明快实
用的动作，包括踢、打、摔、拿、捆、掷等手法。他经常说：中国武术有修身、强身、防身、演

艺等作用，希望丹华学生通过武术锻炼，得以振作精神、强健体魄。
瞧，孩子们练习得多有模有样啊！为了练武，他们每次都要提前1个小时到校，老师和家

长们原以为他们会累，结果却出人意料：这些孩子练完功夫，上课特别精神。 
正能量是有凝聚力的，现在，丹华体育馆早上的热能方散，下午又掀起一股热能——丹华

的老师们也来练功健身了。老师们练的功叫“暴走”，也就是快走。“暴走队”的领路人是丹
华校长李佩燕，她平时在家就经常出外暴走健身，并且已带动一些老师效仿。上月底，她自编
了一些暴走健身的舞蹈动作，并让丹华秘书张娜刻录了暴走音乐，发动丹华老师在课后展开室
内暴走健身活动。

第一次暴走活动吸引了16位老师参加，第二次增加至20多位，黄音主任和个别家长也加
入。伴随着铿锵有力的暴走音乐，老师们踩着节奏，步伐轻盈，如风一样转圈疾走，时不时还
在李校长的带领下跳上几段舞蹈。因为有了音乐舞蹈，丹华体育馆里又是一片热气腾腾，准确
地说，是欢气腾腾。暴走活动结束之后，老师们纷纷表示：出汗了！精神爽了！身心舒畅了！
希望继续走下去！

一位老师说：荷兰的冬天阴冷没有阳光，可我们丹华暴走健身活动散发的都是正能量，我
们一起健身欢乐，想得抑郁都难。的确，正能量是能传递的，从学生们的“站如松”到老师们
的“行如风”，我们希望正能量继续在丹华师生之间互相散发传递。

暴走健身 武术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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