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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教学课堂语言，是指汉语教师组织教学、推动教学进程的用语。它的目的，是顺利完成对

学生教学信息的传递工作。汉语教学独特的教学对象（不以汉语为母语的学生）、教学目的（使学
生掌握汉语言交际能力）和所处的语境（非汉语语境），这让课堂教学语言具备双重性。课堂语言
既有讲解汉语意义的作用,又有示范汉语用法和读法的作用,既是帮助教师完成教学任务的“桥梁”
语，又是学生需要掌握和学习的语言。但同时受学生汉语水平的制约，课堂教学语言又有一定的局
限性。所以，教师是否能与学生进行高效率地愉快沟通，解决教学难点,使学生获得学习的成就感,
并保持对汉语的兴趣和新鲜感,是教师构建课堂教学语言必须考虑的因素。 

(一)汉语教学的语速和发音 

    在汉语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汉语水平是影响教师语速的最主要因素。通常,有经验的教师语速

会自觉放慢。尤其是在初级汉语教学过程中，教师课堂教学语速慢的特点更为凸显。但无论快慢，

都要适度而行，适时而定。语速太快，学生不能理解教师所讲内容；语速太慢，又将无法完成教学

任务，使教学效率大大降低。所以，学生的汉语水平是影响教师语速的重要因素，同时，教师应以

学生能理解语句的速度为准则，逐步加快语速，直至达到正常语速。当然，要想学生能明确听懂讲

课内容，除了教师合理运用语速外，标准的汉语发音更是必不可少，吐字清晰，发音饱满，音量适

中，也是确保汉语课堂质量的重要标准。 

(二)汉语教学的词汇  

    1、多用简单易懂的词语，尽量少用复杂抽象的学术词语。汉语教学，其更具体地称为实践汉

语教学，而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语言交际能力。汉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特别是在汉语教学初级阶段，应尽量使用简单的语言授课，少使用，或者不使用学术语言，用简单

或同义的词语解释或替代复杂的词语。汉语中的汉字教学，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一大难点，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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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初学者。为了让学生更好的理解、记忆课堂上教师所讲的内容,教师可先给学生进行字形上的构

建认知，使看起来繁杂和难以书写的汉字，变得有趣并且简单。但是，随着学生汉语水平不断提高,

汉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术语也应不断增多。这是因为教学术语,不但语义明确，而且符合语

言教学规律性和明确性的原则。  

2，与教学内容紧密结合。前面已提到，教师的课堂语言具有双重性，其中之一便是汉语示范

性。教学课堂语言，能给学生最直观、最有效的榜样作用。规范的教学语言运用，是学生学习汉语

的直接来源，也是学生模仿的直接对象。因此，汉语教师应具备把教学内容融入教学语言中的能力。

同时，也要在教学语言中不断复现教学内容，以便学生加深记忆，进而熟练运用。 

    3、使用俄语或英语。在汉语教学课堂上,当教师很难找到一个词语的替代词时,尤其是在初级

汉语教学课堂上,为了使学生更好的理解掌握这个词语,在讲解的过程中,教师经常会使用俄语或英

语对汉语进行解释，形成一种复合式的课堂教学语言。这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初级阶段较为普遍。但

随着教学的深入和学生汉语水平的提高，此种形式应逐渐减少，甚至不再出现。因为在课堂教学中,

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汉语语言环境十分必要。  

3、适当合理使用新词，不仅能使学生学到最鲜活和最贴近生活的可交流汉语，更可在教学活

动中发挥活跃气氛的作用。这要求教师拥有与时俱进的态度，保持对新词的敏锐度和观察力。 

4、使用礼貌用语及褒奖性词语，能够营造出一个和谐愉快，并有助于教学活动进行的环境。

教师使用褒奖性词语经常夸奖赞美学生,会增加学生自信,让其产生一定成就感,促使学生更加自觉、

努力地学习。  

(三)汉语教学的句型句式 

1、多用陈述句、疑问句。陈述句在课堂教学中是最基本的句式,使用范围最广，频率最高。在

课堂教学中,教师提问十分必要。疑问句既可集中学生注意力,启发学生思考,还可用来调控课堂教

学。因此,它的使用频率仅次于陈述句。  

2、多用结构简单的单句,少用结构复杂的复句,特别是多重复句。为了课堂教学语言简单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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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于理解,在教学中教师会自觉地使用结构简单的单句,如确实需要,则少用一些复句，一般不使用多

重复句。  

3、多用重复句。重复句在教师课堂教学语言中的使用频率很高,是教师用来突出教学重点、强

调语义内容、增强学生理解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四）汉语教学的身体语言  

身体语言是课堂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种以说话人的表情，手势、身姿、眼神来传递信

息的无声伴随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感情不可或缺的工具[4, с. 10]。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如果有身体

语言的帮助，会使讲解的内容变得形象、生动、具体、可感，从而使学生能够较为准确地进行认知。

而且，在教学中，教师还应通过一定的面部表情和眼神运用，给予学生真挚的鼓励和充分的信任。

1、眼神的运用。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教师的目光应该是亲切、热情、友善、诚挚的。教学中教师

要善于运用眼神来说话，要学会用眼神来配合课堂语言发出指令、表达情感、组织教学。 

2、表情的运用。人的面部表情能够传达出各种不同的信息。教学中教师要善于通过丰富生动

的表情给学生营造出一种宽松、愉快的课堂氛围。教师在提问时，如果能配以信任的表情，就能有

效消除学生的紧张心理，使学生从容地回答问题。微笑是教学中常用的一种表情，但是这种微笑应

该是发自内心的，能与学生的眼神相互沟通的[11]。 

3、手势的运用。教师在课堂中用语言表达各种信息时，会不自觉地运用相关手势进行配合。

准确、得体的手势会增强表达的效果，有助于学生理解和记忆。运用手势时切忌指手画脚，没有规

律，让学生摸不到头脑，也忌讳一些不良手势的运用。教师让学生回答问题时，不能用手指指着某

一学生，应该伸出手臂做出请的动作。 

4、身姿的运用。身姿是指身体的姿势和动作。首先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最直观的印象就是站

姿。只有自然、大方的站姿才会给学生留下稳重端庄、亲切随和的印象。其次，身姿还可以辅助讲

解词汇和语法点，比如“转过身”、“摇头”、“走过来”、“向左转”、“扭”、“踢”、“扔”“拣”之类的短语和

词汇都可以通过教师的动作来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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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语言在教学中虽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不能代替教师的课堂口语而成为教学的主要手

段，它只是一种重要的辅助手段。 

汉语教学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学生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而目前,很多教师运用课堂教学语

言，仅仅是为了教学的需要,没有把课堂教学语言和日常交际用语有效结合,从而使课堂教学与现实

交际脱节。尽管课堂环境有它的局限性,但教师应在有限的条件下模拟现实交际情景，从而提高学

生语言应用能力。汉语教学课堂语言的研究还在继续，但我们越来越感到，教学语言的质量，直接

影响和决定教学效果的好坏。所以，汉语教学课堂语言进行必要的规范化，对推动汉语教学的效果

是很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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