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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教育•教案比赛”获奖教案

一等奖教案：《我这里一切都好》

印尼 胡秀英

教材：发展汉语初级综合Ⅱ

课名：第 6 课 我这里一切都好

教学对象：七年级普通班（汉语水平为 YCT4）

教学目标：

一、 掌握并会运用本课生词 6-15

好像、放心、惯、可惜、发、祝、笑脸、声音、闻、香味

二、复习和补充相关词语：

好像—补充比喻的用法

放心—补充复习“担心、开心、关心、细心、粗心”

可惜—补充复习“可怜、可爱、可怕”

发—区分“寄”

闻—补充“尝、听、看”

香味—反义词：臭味

教学重点和难点：

好像、放心、惯、可惜、发、闻

教学方法：PPT图片展示，动作演示，利用道具实物辅助展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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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理解，情景释义，例句释义，同语素词的回顾与扩展，反义词对

比，义项归纳，师生问答，分析词语的语义搭配和固定搭配

教学用具：多媒体、PowerPoint、作业本、咖啡、香水、词语卡片

教学课时：90分钟

教学过程：

一、复习旧课 （10分钟）

1.师生互相问好

2.老师告知学生该堂课的学习任务

3.学生朗读生词和课文

4.学生不看课本，根据 PPT展示读生词

方法：学生齐读，再请学生读蓝色词语，或读红色词语，或读黑色

词语

5.根据 PPT 复习生词 1-5

方法：随机请学生填空，或根据词语和图片造句，完成后全班齐读

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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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课：词语讲解（70 分钟）

（一）讲解生词 6-10（40 分钟）

6.好像：两种用法

1.表示似乎，感觉上像

例如：好像要下雨了。

方法：（1）用英语注释：Seem

（2）按照第一张乌云密布的图片，学生填“乌云”，引出学

生对“好像”理解的感觉。例句：天上有很多乌云，好像要下雨了。

（3）根据第二张不开心的小狗，第三张新鲜的苹果，和第四

张“五彩缤纷”词语图片，学生填空，理解“好像”的意思和用法。

例句：它看起来很不开心，好像要哭了。

这些苹果 好像很新鲜。

这个词我好像学过，可是想不起来了。

（4）学生自己口头造句。

（5）学生根据 PPT 齐读例句。

2.比喻的用法，形状，或者颜色，或者样子等差不多

例如：弯弯的月亮好像一只小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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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1）用英语注释:Smile

（2）按照第一张小女孩儿的脸和苹果的对照图，学生填空，

让学生感受“好像”的第二种意思和用法。例句：她的脸红得好像

一个红苹果。

（3）根据第二张月亮和船的对照图，第三张荷叶当雨伞的图

片，学生填空，理解“好像”的意思和用法。

例句：弯弯的月亮好像一只小船。

荷叶大得好像一把伞。

（4）学生自己口头造句。

（5）学生齐读例句。

7.放心

方法：（1）老师讲解 4个例句，学生掌握并总结“放心”的用法

学生归纳：放心/不放心…；对…放心/不放心

例如：妈妈放心/不放心我一个人去中国。

我已经 20岁了，妈妈对我很放心。

（2）通过语境即“奶奶”和“小雨”的对话理解“放心”

（3）补充“放心”的反义词“担心”

例如：奶奶担心我的学习。

（4）补充复习和“心”有关的常用词语

（5）关于“心”的词语练习：放心 担心 粗心 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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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学生自己口头造句。

（7）学生齐读例句。

8.惯

方法：（1）通过老师问，老师引导学生回答的对话方式，老师用三

种不同的问句问，学生再总结“惯”的用法： V+得/不+惯

老师：我做的中国菜，你吃得惯吗？我做的中国菜，你吃得惯吃不

惯？你吃得惯我做的中国菜吗？

学生：我吃得惯/我吃不惯。

（2）老师给出“惯”的用法公式：V+得/不+惯，学生根据公式进

行机械练习造句。

（3）关于“惯”的语境练习，学生填空。

例如：你搬到了新的宿舍，住得惯吗？

我住得惯。/我住不惯。

9.可惜

方法：（1）老师提问：老师问一个调皮又好玩的学生喜不喜欢自己，

学生肯定会开玩笑地回答不喜欢。 老师给出第一个例句： 我很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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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林武豪，可惜他不喜欢我。学生基本就能理解“可惜”的意思了。

（2）老师再给出两个场景，学生用“可惜”造句。

例如：场景：小明考试考了 59分。

学生造句： 小明考了 59 分，差一分就及格了，真可惜！

（3）老师给出图片，以及不完整的句子，让学生根据图片内

容填空。

例如：我想买________，________我没钱。 图片：Iphone、房子、

车子

（4）学生用“可惜”造句。

（5）补充复习与“可”有关的词语：可爱、可怜、可怕。老

师给出图片，让学生选择词语造句。 图片：碎花瓶、娃娃、乞丐、

恐龙

（6）学生齐读例句。

10.发

方法：（1）老师给图片，学生说短语和句子。

发邮件，发钱，发书，发短信

例如：老师给出一张电子邮件的图片，学生说出“发电子邮件”，

再请学生说出完整句子， 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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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老师将一些准备好的本子发给学生，然后请一个同学把

本子收起来，从而引出“发”的反义词“收”。

（3）学生根据 PPT 句子填空。

例如：我每天都给爸爸妈妈 发 电子邮件。

（4）学生自己造句。

（5）用例句和图片复习“寄”

寄信 寄贺卡 寄明信片 寄包裹（邮局） 寄钱 （银行）

例如：从前没有电脑和网络，爸爸只能写了信去邮局 寄信 。

词语练习：选词填空，学生将答案写在本子上，老师请学生回答。

（二）学习生词 11-15（30 分钟）

11.祝

方法：（1）老师给出一张生日蛋糕的图片，学生便可说出“祝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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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快乐！”

（2）老师强调“祝”的声调是四声，如果读成一声，就成了

“猪，你生日快乐！”（活跃课堂气氛）

（3）老师给出场景，鼓励学生说出更多地关于“祝”的祝福

语，最后老师展示部分祝福语

例如：场景：生日、结婚、新年、旅游等

祝福语：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新婚快乐/旅途愉快/一路

平安等

12.笑脸

方法：（1）老师展示笑脸图片，让学生明白笑脸的意思

（2）老师让每个学生一起给老师一张笑脸，从而了解学生是

否理解

（3）给出笑脸的常用搭配：一张笑脸，露出笑脸，再让学生

用常用搭配造句，老师最后给出例句。

例如：看着同学们的笑脸，老师也露（lù）出了笑脸。

妹妹的笑脸好像一朵盛开的鲜花。

（4）学生自己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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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声音

方法：（1）老师用电脑放出声音，例如：狗叫的声音，猫叫的声音，

另外一些学生熟悉的老师的声音，老师提问：这是什么声音？你听

到了什么声音？这是谁的声音？谁的声音最大？谁的声音最小？

谁的声音最好听？学生回答，从而得出句子。

例句：这是狗叫的声音。

我听到了猫叫的声音。

这是李老师的声音。 等等

（2）根据上面的对话，老师总结出和声音搭配的词语：

一个/种声音 声音大/小 声音好听/不好听/难听 有/没有声音

（3）老师请学生根据搭配造句

14.闻

方法：（1）老师提前用杯子装好刚泡的咖啡，打开咖啡，让整个教

室充满很香的咖啡味

（2）老师动鼻子，做出闻东西的样子，然后提问：大家闻一

闻/闻一下，有没有闻到什么味儿？学生回答咖啡。老师更正：我

们闻到了咖啡味。老师提问：咖啡闻起来怎么样？学生回答：闻起

来很香。学生便明白了什么是闻。

（3）老师让学生根据对话，总结和“闻”搭配的短语，然后

老师更正展示： 闻一闻、闻一下、闻到、闻起来

（4）学生根据语境填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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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昨天早上一起床，我就 闻到 了妈妈做的饭菜的香

味。

（5）词语扩展：学生连线并造句

看—眼睛、闻—鼻子、听—耳朵、尝—嘴巴

15.香味

方法：（1）老师提问：请同学们闻一闻/闻一下你自己的衣服。你

的衣服闻起来怎么样？学生回答：很香/很臭。

（2）老师总结：闻起来很香的味道：香味；闻起来很臭的味

道：臭味，所以香味的反义词就是臭味。

（3）老师用事先准备好的香水在自己身上喷几下，然后问学

生：老师的衣服香吗？学生回答：香。老师总结：老师的衣服有香

味。老师再向学生展示香水，补充“香水”一词。

（4）老师请学生用“闻”和“香味”造句

例句：我闻到了妈妈身上的香味。

（5）老师补充“香味”的量词：一股香味

例句：女生的身上都会有一股香味。

词语练习：选词填空，学生将答案写在本子上，老师请学生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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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词语游戏（9分钟）

游戏规则：每位同学将得到一张卡片，卡片上的词语都是该课的生

词。当念到你的卡片上的生词的时候，你需要迅速站起来并马上念

出下一个词语，词语的顺序可以和书上不一样，词语不能重复，被

念到词语的同学站起来念出下一个词语，以此类推。如果反应太慢

或念错的同学，需要表演节目。

四、布置作业及下课问好（1 分钟）

生词 1-15 抄写并造句：生词 1-15 每个词语抄写三遍，拼音一遍并

造一个句子，星期三交齐。

教学后记：

这堂课的课堂气氛非常活跃，学生都很踊跃地回答问题，思路

始终在跟着老师的思路走，学生对于词语的接受和理解都非常好。

有个别调皮的学生故意回答错问题，但是这表示他们也一直在跟着

老师的指挥听课，已经完全理解了词语的真正意思，并且他们还起

到了活跃课堂的作用。

对于词语的讲解，我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教学法。例如 PPT图片

展示，动作演示，利用道具实物辅助展示，语境理解，情景释义，

例句释义，同语素词的回顾与扩展，反义词对比，义项归纳，师生

问答等，同时分析了词语的语义搭配，固定搭配等，让学生能够更

准确地掌握词语。

对于词语的练习，我也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例如让学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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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解释词语，根据图片造句，词语填空，根据固定搭配造句，根据

词语使用公式进行机械练习，师生交际练习等等，让学生能够更准

确地运用词语进行交际。

这堂课安排的内容比较丰富，补充的知识较多，因此上课的节

奏会比较快，因为这个班级是汉语基础很好、学生也相当聪明的班

级，所节奏的教学他们完全能够跟上，而且他们很喜欢这种教学方

式。如果节奏太慢，他们会觉得很无趣，上课很无聊。

下课前的游戏设计是为了让学生在紧张的游戏气氛中，锻炼他

们汉语听和说以及汉字认读的能力，同时也可以锻炼他们的反应力

和应急能力。寓教于乐，学生玩得开心，也学得开心，从而激发他

们学习汉语的积极性，提高对汉语学习的兴趣。

总的来说，通过这节课，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都得到了

锻炼，我们完成了教学目标，同时也玩得非常开心，所以我很满意

这节课的教学效果。

附录一 课本信息、生词表、课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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