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文教育·教案比赛”获奖教案

特等奖教案：《入境随俗》

加拿大 郭天馨

一、课程教材：《生活华语》 第九册 第一课

二、教学对象：

加拿大海华中文学校，学生17名。学生年龄在12-15岁之间，

家庭背景为台湾、香港、菲律宾华侨，七成以上的学生听力与理

解能力达70%以上。

三、教学目标：

1. 让学生了解到环境对于生活的影响



2. 培养学生有礼貌的观念

3. 落实中华文化的礼节在日常生活中

四、教学重点

1.“入境”与“随俗”的概念

2.餐桌礼仪

3.证明“礼”的重要–引用孔子资料

五、教学难点：

1. 转换学生对餐桌礼仪的旧有观念，中西方的差异

2. 如何将“礼”由抽象的意念转化成必备的行为规范

六、教学方法：

1. 听、说、读、写，交错使用。利用主观的感受去明白课程

的内涵。

2. 实际的餐桌演练

3. 互动讨论法和启发式问答

七、教学用具：

课文: 计算机、投影机

实物操练: 桌子、碗盘、刀、叉、汤匙、筷子、餐巾纸、道具

食物

抢答游戏: 图片、奖励品



八、时间分配：(共 90 分钟)

1. 情境引导－15 分钟

2. 课文－30 分钟

3. 实务操练－25 分钟

4. 补充教材－20 分钟

九 、教学过程:

1.课前准备 (在学生到教室前先布置):

利用现有的课桌椅，布置成中式餐桌，铺上桌布，摆好碗筷(家

人共 5人)与刀叉(外国人一人)

在黑板上先画出席位图

正式

居家



2.课前暖身: 老师在每个小朋友进教室时都主动和学生打招

呼。依照孩子的听力与理解能力，在下一位学生到来前，分别和

学生聊聊在家中用餐的习惯，和知不知道餐桌礼节。例如: 昨天

晚上在哪里吃饭？ 和谁一起共进晚餐？ 吃饭时有没有聊天等

等，目的是让学生回想吃饭时的一些情节。

3.正式上课:

（1）利用问答的方式了解学生对于餐桌礼仪知道多少？(１

５分钟)

请问学生有没有看到餐桌的摆设，问问学生知不知道吃中餐

时要注意些什么？让学生自由回答。老师当场复诵并对于正确的

行为给予肯定，然后写在白板上。

回答内容参考：

 与长辈一起用餐时，长辈先动筷子后晚辈才能动筷。

 不要让食物黏在汤匙和筷子上，不用舌头舔食餐具。



 如果要咳嗽，打喷嚏，把脸移开后用手或纸巾捂着嘴，以免

失礼。

 用餐时不要出声音，也不要让汤匙和筷子碰到碗而发出声音

 不扶碗吃饭，应端碗吃饭。亦即不以口就食。

 用餐后，汤匙和筷子放在最初位置上，使用过的餐巾叠起来

放在桌子上。

 用餐时如果餐具掉到地上而损坏，比如打碎了碗，是非常不

好的所以一定要小心!

(资料来源: http://xuehaishibei.com/254873/)

（2）课文及语词教学 (30 分钟)

首先，老师将课文读一遍，学生不认得的字，先圈起来标上

拼音，老师在复诵一遍让学生再核对一次拼音是否正确。（５／３

０分钟）

利用计算机连接投影机，播放今日要教学的新语词，并在播

放之中解释词语的意思。（10／30分钟）

筷子、刀叉、的确、拥抱、脸颊、尴尬、入境随俗、顺其自然、

文化、打招呼。

http://xuehaishibei.com/254873/


词语解释完后，老师再一次讲解课文内容，为实务操练做铺

垫。

确定大家都会念时，解释因为文化的不同而造成用具不同、

习惯不同。（5／30 分钟）

例如: 中国人吃米饭大多使用筷子，并且习惯坐圆桌一同享

用食物。

西式则多用刀叉，自助餐式为主，注重个别饮食。

发下寻字学习单一张，限时作答。（10／30分钟）

（限时作答培养学生上课注意力集中）



（3）实务操练 (25 分钟)

 选定主角–父亲、母亲、大女儿、小女儿、儿子、及外国

朋友（共６名）

 依课文上的图片就坐后，开始练习对话，注意每个人的表

情与肢体语言，真实演练。（20／25分钟）

 借景解释“入境”和“随俗”（5／25分钟）

解释“入境”–在国外，但外国人到中国人家用餐

“随俗”–依照不同的族裔而有不同的方式表达

 备注: 在实做之后，才解释“入境”与“随俗”的意义。

学生更能了解其含意。

4.补充教材–引用经典：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20 分钟）



（1）孔子与颜回的对话：

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做颜回，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不二过的

颜回。 颜回身体不好、家里又穷，他无法像孔子的其他比较富有

的弟子，可以用金钱去布施，所以孔子对颜回相当地要求，孔子

希望颜回心量广大，去服务社会和造福人群。有一次，颜回向孔

子请教要怎么才能做到克己复礼?

孔子告诉颜回：克己复礼就是要克服自己的习气毛病，约束

自己使自己的言行能合乎于礼。礼就是合理的行为，行为很重要，

也就是包括你看什么、听什么、说什么、做什么都很重要。例如：

爱看手机，爱打电动，却不喜欢听道理，喜欢听赞美的话，不喜

欢人家指责你，还有你明知道是好的、是对的，但却做不到，这

就是不好的习惯毛病。如果你的视听言动跟礼这个字没有关系，

那你的爱心就没了。人的本性充满爱，为什么你没有爱的表现呢？

那就是因为你没有做到克己复礼，纵容自己往不好的地方去，所

以显现不出来。要做到我喜欢，我爱，我不做会很不舒服，但是

我还是克服自己而不做，这就是克己。再来讲复礼，复就是恢复

本性回到礼上。知道不好不对的行为就说服自己不要做，想看但

是不该看你就能克服不去看，有一天你就会做到克己复礼。如果

你视听言动都能做到如此，可就是不合礼的现象不看(非礼勿视)，



不合礼的声音不听(非礼勿听)，不合礼的话不说(非礼勿言)，不

合礼的事不做(非礼勿动)。所以如果你可以做到这四个勿，那么

你充满爱的心就恢复了。

（2)四＋非＝罪

所以这四个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也就是称为四非。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当成我们的目标试着达到。

不然我们看如果四+非会有甚么字? 没错就是中文的「罪」。因为

你看如果我们都做跟这四个非(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相反的，不该看得我们去看，边看时也会边听，听久的

换我们说给别人听，然后在一起去做不好的行为，那这是不是跟

「犯罪过程」很像?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非礼勿视，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然就很容易犯罪。

(3)日本的东照宫

这个“四非”呢、不只在中国看得到，在其他国家也可以见

到，象是在日本的东照宫。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也是结束

长期战国世代战乱纷争的德川家康，他在死后成为关东地区和平

的守护神。因此，德川家康死后由朝廷授与东照大权现的神号，

当地人都把它当神在拜，这便是东照宫的由来。在这个金碧辉煌

的东照宫中唯一的素面木造建筑有着三猿(也就是三只猴子)的雕

刻可说是全世界知名的木雕杰作，他们是屋檐下的装饰木雕，因



为那时打仗都是骑马，而猴子则是马的守护神，所以才会在木头

上雕刻猴子。（展示图片）



（资料来源：

http://blog.roodo.com/japan/archives/cat_51610.html）

这三猿也就是三只猴子用动作来代表中国式的哲学，非礼勿

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因为他们搭配这些猴子的动作非常可

爱，因此吸引很多群众来欣赏，这个雕像也成为东照宫最广为人

知的艺术作品。

所以你看连日本他们都用孔老夫子的话在他们最重要最尊敬

的地方来引设礼的重要。其实不止东方人，西方人也很注重礼，

像我们在学校老师都会教我们要 be polite and have good

manners 等等。



（4）结论：

所以礼貌，是人与人之间的润滑剂。就像我们洗头要用

conditioner 一样，conditioner 会让我们头发很顺不打结。礼也

会让我们更圆滑、让人与人之间减少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和磨擦。

要是人人都讲礼貌，人们也相处得更舒服、更愉快。所以，我们

一起来做有礼貌的人!

（5）抢答游戏:

用图片让学生抢答视、听、言、动的表象图（如附图），最后，

带入“男女授受不亲”之礼。让学生思考对与错及对错原因为何，

去了解学生的想法，并导正合于礼、但不拘泥于文字。

 随意抽取以下四张的其中一张，是四勿的哪一种？

（资料来源：网络图片）

 依照图片自左而右，说出四勿的排序



（资料来源：网络图片）

 男女不能拉手，这是礼吗？（答：是礼–男女授受不亲）

 如果是女生掉到水中，不用手去救她，是不是礼呢？（答：

不是–遇到危险不去救人，就不是一个合礼的行为。男女不

能拉手是常礼，女生掉到水里，用手救她，只是临机应变的

一种行为表现。所以，礼是要拿来活用的，不是死记的。）

十、教学后记:

(1)教学的重点要让学生充分明白中国的“礼仪之邦”并非浪

得虚名，明白要在二六时中, 随时保有“礼”, 生活便能畅行无

阻。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注意到“礼”对于中国文化的重要，藉此

课程给在国外生长的学生，以身为中国人为荣！

(2)习字是学生最困难的一项, 要先从识字、阅读、对话与听

力开始加强学生听、说、读的能力， 最后才有“写”的动机产生。

(3)课程中最令学生喜爱的实务操练与抢答游戏，有亲身的体

会才能感同身受，抢答可了解学生理解的程度，使学生有充分的



参与感。真正达到“寓教于乐”！

十一、参考文献

《生活华语》第九册 第一课 《入境随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