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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小学汉语：教师用书（下）（汉英对照）》是一套为母语非汉语的小学生编写的汉语教材。
本教材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遵循儿童学习外语的认知规律，按照学拼音、说口语、唱儿歌、写汉字、
读短文的结构体系编排课程，循序渐进地培养儿童的汉语听、说、读、写能力。
学汉语就是这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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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册共20篇课文，教授300个左右的生词，主要涉及程度副词、数量词、形容词、动词的重叠用法
，程度补语的运用及复句的运用等几种方式。
　　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句子扩展的训练。
扩展语句是将结构简单、内容贫乏、表达欠具体、描述欠生动的语句扩充得丰富、充实、鲜明、形象
起来。
句式的扩展包括前扩式、中扩式和后扩式三种方式。
在传统的对外汉语教学中，教师一般把句子作为最大单位，讲语法只讲到单个的句子为止。
因而导致许多汉语学习者虽然学习了大量的句子和语法，但在语段表达时普遍存在语无伦次、断断续
续等现象。
因此，教师在教学中，除了通过扩展句式培养学生的语感外，还应该注意突破句子的界限，进行语段
的训练，逐渐从句子之内的关系扩展到句子之外，句际之间。
　　讲解程度补语和趋向补语时要注意学生可能出现的偏误：一是该使用程度补语或趋向补语而不用
。
比如：我真的不能再吃了，我饱了。
二是语序错误，比如：昨天，你是几点回来学校的？
　　词语是文章最基本的语言单位。
课文中的许多词语都是作者精挑细选，反复推敲出来的，不但形象生动，而且反应了作者的感情色彩
，在文章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因此，在教学中我们不能只简单地以词解词，应该根据词语的不同特点，采用多种方法，全方位地对
词语进行朗读、理解、感悟，并以此为切入点，加深对内容的体会。
词语教学可采用讲授法、语境意会法、组词法、换词法、比较法、直观法等多种方法。
比如，教“争论不休"和“评判”二词时，教师可以采用一段形象生动的媒体文件，帮助学生理解，也
可以给学生设置一个具体的语言环境，使学生对词语的内涵有深刻的体验。
再如，教学“窜”一词时，教师可以运用换词法，使学生领会“窜"字的准确含义。
另外，教师还应注意学生理解词语、运用词语的能力不是整齐划一的，因此教师应深入了解每个学生
的词语学习能力，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学生提出不同的学习要求。
实践证明，只有通过扎实的词语教学，学生才能积累词语，强化语感，才能训练思维、丰富情感，才
能使阅读教学扎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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