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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室环境研究 ①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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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室环境研究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遵循以学生为中心、营造良好学风、创
设逼真语言环境、鼓励交际的原则，充分考虑多媒体设备、课桌、墙面的教室环境布置，能够促进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

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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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语言学习分为无意识的习得和有意识的学习。虽然习得在第二语言学习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但课堂学习依然是目前第二语言学习的主要方式。对课堂教学、学习者学习的研究不胜枚举，但是

对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室的研究却较少。每天都在教室里进行第二语言的教学，教室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一个良好的教室环境能激励学生成为健康的学习者［１］。第二语言学习者几乎天天沉浸其中进

行学习的教室，实际上是在“默默地说话”“默默地育人”［２］。

１　国内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教室的基本模式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室和国内其他教室没有太大的区别，并没有体现出第二语言教学的一

些特点，没有深挖教室的潜在影响力。目前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室基本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一是讲

台。“三尺讲台”既代表了教师职业，更代表了教师的权威地位。多年来，讲台一直处于黑板前方的正

中位置，甚至某些教室讲台下面还有高出的平台，使得原本就比学生课桌高不少的讲台更显得高高在

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中国的教育理念里，教师是绝对的权威，是教学活动的主角。二是课桌。

国内课桌的排列方法非常简单，面向讲台纵向整齐排列，基本变化是单列组合、双列组合、三列组合，大

体上是根据教室里学生数量而定，学生少则采用单列，学生多则采用双列或三列。留学生课桌椅排列方

式和中国学生相同，基本没有考虑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一些特殊要求。三是黑板。黑板是教师展

示教学信息的一块面板，一般放在教室的正前方，处在讲台的后面，现代“黑板”虽然衍生出了白板等多

种形式，但其作为展示教学信息的功能没有发生变化，一直是教师授课的最重要的辅助工具。有些教室

有前后两块黑板，后面的黑板一般作为班级板报用。四是墙面。教室里除黑板、窗户、门之外的其他墙

面，一般会成为标语、规则等张贴地，有些教室对这部分基本不予关注。而这块地方恰好可以成为营造

学习环境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应该体现出特色。五是多媒体设备。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和教育信息量

的迅速扩大，黑板呈现的信息量跟不上要求，因此多媒体教学设备大规模走入了教室。现在，多媒体教

学设备成了很多教室的标配，甚至撼动了教师在教室里的地位，讲台从正中的位置移到了教室前排的一

角，目的就是为了让幕布处在正中间。多媒体设备的出现极大地方便了教学，但是在国内汉语作为第二

语言教学的教室里，多媒体设备的应用情况不容乐观，其教学功用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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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现有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教室布置的问题
一是观念落后，没有充分考虑物理环境对语言学习的影响。教室内部的讲台、课桌椅的摆放没有考

虑到教师、学生在课堂上的地位，墙面布置没有充分考虑汉语、汉文化的潜在影响力，教室后墙没有充分

利用，没有利用教室布置开展规则教育、竞争性学习教育等问题。这些问题，表面上看是教室文化营造

欠妥，实质上是对教室环境对语言学习的影响没有充分的认识。二是教学设备相对比较落后，教师教育

技能不熟。虽然有些对外汉语教学单位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室投入比较大，但大多数的教室

仍然停留在“黑板＋粉笔”的状态，设备简陋，仅有课桌椅，上课全凭老师一张嘴。虽然有些学校配备了
多媒体教学设备，但是教师的使用热情不高，技术不熟练，对如何利用多媒体设备进行对外汉语教学研

究不深入，在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辅助汉语教学方面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３］。

３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室环境布置原则
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室随着现代教育技术设备的出现逐步形成自己的特点。听说法主张广泛利用电

影、电视、幻灯、录音机等教学设备。视听法第一次提出了在语言学习的教室里要创设多种多样生动的

情景，使交际场合变得有真实感，并且利用幻灯或者录像来实现。功能法强调教学过程交际化，教师的

任务是给学生提供和创造逼真的言语交际的情景和创造性运用语言的机会。因此，在语言教室里，一切

要围绕学生创设情景培养学生语言交际能力［４］。

３．１　以学生为中心
学生是课堂学习的主体，教学内容传授的成功率决定于学生的学习效果。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

习者大多数是成年人，他们的自我意识非常强，在学习的过程中有自己的习惯，因此在教学中更应该以

学生为中心，在课堂上努力创造平等、民主的氛围。只有在这种氛围里，学生才能积极主动、毫无顾虑地

参与课堂教学活动，这样就能使教学发挥最大潜能，取得最佳效果［５］。“以学生为中心”使学生成为学

习的主体，让其觉得语言学习不再是外界强加的结果，因而主动性大为加强［６］。

教室桌椅的摆放是一个可以体现师生平等关系的因素。“秧田式”的座位排列在师生关系上缺乏

平等的观念和氛围；小组式教室排位的方式，充分体现了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原则［７］。小组

式的排列方式为若干桌椅一组，便于学生面对面的交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小组合作和探究学习能力，

教室里没有了高高在上的讲台，便于师生之间平等交流。

３．２　营造良好学风
教室作为教学的主要场所，应该是形成良好学习风气的重要场所。由于文化的差异，留学生的学习

态度与中国学生存在不小的差距，学风相比来说较差。良好学风的形成，需要借助一定的手段。在中小

学教育阶段，教师很自然地利用“人有善于接受暗示、激励、竞争的习性”来塑造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主要的手段就是排名、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展示、树立学习榜样等方式，这些方式最终都会落实到教室

布置上来。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室布置中，借鉴中小学的教室布置经验来形成良好学风是促

进学习的一个重要手段。

３．３　营造逼真语境
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语境的存在对学习者理解语言、应用语言会产生良好的作用。大多数情况

下，语言学习过程中的语境都是由教师通过口头描述来创设的，这种语境显得比较单薄。教室作为学习

语言的场所，营造出合适的语言学习环境是其功能之一。１）教室大环境。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
室最大的特色就是要随时暗示教室里的学习者是在学习汉语。现代教室的设计已经趋同，在这样的情

况下体现汉语学习特色的方法就是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特点。例如一幅中国地图，就能建立起对中国的

客观感知；随着不同节日变化的教室布置，能够引起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标示教室内物品的汉字小标牌，

能够客观促进汉语水平的提升。通过教室大环境的精心营造，能够引起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激发同学们

学汉语、说汉语的欲望。２）交际小情境。克拉申认为，人类获得语言的唯一方式是对信息的理解［８］。

语境的存在对理解、习得语言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我们虽然不能时时、事事都有

一个真实的语境，但是却能借助一些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来营造一个逼真的交际小情境。这个小情境能

够促使学生很快地融入其中，迅速理解输入的语言，从而习得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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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鼓励交际
语言学习最终的目标就是交际，因此，引导学生正确输出才是语言教学的最终目标。输出能使学生

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掌握主动权，促使学生根据交际来选择合适的输入信息，更能够引导学生利用输出

来内化和掌握输入的语言知识［９］。输出易受情感因素的影响，例如焦虑就会对语言输出产生影响。课

堂上消除顾虑、引导学生输出，除了教师积极鼓励以外，布置教室时也应考虑到如何降低学生顾虑，营造

输出的氛围。

４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教室的具体布置
第二语言教学教室的布置首先要遵循一般教室布置原则，进而考虑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课堂教

室的特殊要求。国内留学生汉语教学基本以小班教学为主，因此，教室不宜过大，课桌椅宜为单人单座、

可移动的桌椅，而且要考虑到部分留学生身材高大的特点，桌椅的尺寸应该适当加大。摆放时可根据不

同课型、教学方法快速地进行调整，例如进行合作学习时可摆成小组式，以便于讨论；教师主讲时可将课

桌摆成半环形，以便于教师与每一位学生交流。教室中的讲台摆放在教室前部的旁边，也可与多媒体讲

台合一，这样既不会挡住展示内容也不会对学生造成太大的心理压力，便于形成师生平等的交际暗示。

多媒体设备使课堂成为超越时空背景的、立体化的交际活动环境，因此，多媒体教学设备必不可少。

因留学生教学多为小班教学，建议以超短焦互动投影仪代替传统的投影设备，可以节省空间，通过普通

白板实现与投影内容的互动。投影内容宜投射在教室前方的正中，两边可设置黑板或者白板。

教室墙面的布置要充分体现出汉语学习和中国文化的特点以及促进优良班风、学风建设的需要。

教室前门后、黑板旁边要设置班务栏，张贴班级文明公约、本学期重要活动计划以及学校、学院的通知。

两边的墙面可以张贴中国有代表性的人物或者励志的标语，初级阶段的教室，可以张贴如汉语拼音挂

图、汉字笔顺表等内容。教室后墙上一定要有中国地图和中国国旗，便于开展中国国情教育。此外，还

应开辟优秀作业展示栏、荣誉栏等能激励学生奋发学习的栏目，以便形成良好的学风。

５　结语
课堂的物理环境对于留学生学习汉语具有重要的、潜在的促进作用，深入挖掘、充分利用这种作用

能够提高留学生汉语课堂学习的效率，同时汉语教师也应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进一步树立民主、平等、

互动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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