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对外汉语说课教案(模板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写教案的时候需
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
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对外汉语说课教案篇一

2、通过讲解新词语的重点、难点，指导学生正确运用词语，
并能在交际中使用；

3、适当对这些关于“在饭馆儿”的词语作出解释，从而扩大
词汇量。

三、教学要求

1、要求能正确的掌握每个生词的读音；

2、要求能够正确书写每个生词

3、要求能运用本课生词造日常用的句子，并知道其运用的场
合。

四、教学方法

采用多媒体教学，教师将教学内容制作成powerpoint或多媒
体课件，图文并茂，生动活泼，语境具体，有助于理解。教
师可采用动作表演、自由对话、分组对话等教学手段进行辅
助教学，让学生对课文内容有更深、更好的理解。

五、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你们有没有经常出去外边的饭馆吃饭？”
“有。”

“那你们都是怎么点菜的呢？”（同学们七嘴八舌地回答）

“好吧，现在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三课关于“在饭馆儿”的的
词汇，认识一下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

（二）生词导读：

给学生发印有18的生词一张纸，生词上方标注有拼音，给2分
钟的时间让学生自由熟悉。接下来用ppt展示生词，分成三组，
分别让每个学生读6个，如果学生发音错误，教师进行纠正。

（三）讲解生词：

1、“正好”的讲解

（1）教师领读，学生跟读。（两遍）

（2）在ppt上展示一张同学们坐在一起吃饭的图片，教师给
出一个情景，“大家正在吃饭，adam正好来了”

（3）让学生们自主思考“正好”的意思，引导后讲解时“这
时候，刚刚好”的意思（4）练习：模仿上面的情景，让学生
分别造一个有“正好”的句子。

2、“门口”的讲解

（1）教师领读，学生跟读。（两遍）（2）教师走到教室门
口，向学生提问：“老师站在哪里？”（3）向学生讲解“门
口”的意思是站在门外面的意思。

3、“清蒸”的讲解



（1）教师领读，学生跟读。（两遍）

（1）教师领读，学生跟读。（两遍）

（2）在ppt上展示四张关于“酸甜苦辣”的图片

（3）提问学生图片中的四种事物尝（吃）起来怎么样？

（4）向学生讲解味道是舌头对于食物的感知，只有吃东西的
时候才有感觉。（5）练习：让学生就生活中常见的食物造一
个关于“味道”的句子。

5、“嫩”的讲解

（1）教师领读，学生跟读。（两遍）

（2）在ppt中展示两组图片，分别是“婴儿和老人”“嫩芽
和大树”，采用对比的方法加深学生对嫩字的理解。

（3）讲解嫩的意思是“初生而柔弱”或者“幼稚”

（4）让学生举例生活中常见的嫩的东西，教师加以引导和纠
正。

6、“香”的讲解

（1）教师领读，学生跟读。（两遍）（2）教师准备两个东
西：香水和樟脑丸（3）教师将香水拿到鼻子前面做深呼吸的
动作，表示很香水；当把樟脑丸拿到鼻子前，捂住鼻子，表
示难闻。用动作演绎加深学生对“香”的理解，并告诉学生
香的反义词是“丑”。

7、“菜单”“叫菜”的讲解



（1）教师领读，学生跟读。（两遍）

（2）首先先展示菜单的图片，让学生清楚什么是菜单

（4）当客人将菜单上想吃的菜告诉服务员时，跟学生说这就
叫做“叫菜”。

8、“新鲜”的讲解

（1）教师领读，学生跟读。（两遍）

（2）在ppt展示一组图片进行对比：一个鲜红的苹果和一个
放久了的苹果

（3）向学生讲解新鲜的意思是：新鲜形容物品生产日期很近，
没有遭受过多的污染。（4）练习：让学生说说他们所知道的
新鲜的东西，举出几个。

9、“清淡”的讲解

（1）教师领读，学生跟读。（两遍）

（2）在ppt展示两组关于食物的图片：大鱼大肉和蔬菜水果，
很浓的汤和很清的汤。（3）向学生讲解清淡的两张意思：颜
色、气味等不浓；食物含油脂少的（4）让学生对清淡的理解
造句。

10、“不如”的讲解

（1）教师领读，学生跟读。（两遍）（2）教师模拟一个情
景：

“adam，这家餐馆不好吃，不如我们换一家吧”



（3）根据上面的情景，向学生解释不如的意思是前面提到的
人或事物比不上后面所说的。

（4）练习：造关于“不如”的句子，提醒学生前后提到的两
个东西有好坏。

11、“各”的讲解

（1）教师领读，学生跟读。（两遍）

（2）教师在一张纸上写上

1、2、3、4四个部分，然后撕开。然后向学生讲解各的意思
是整体的每个个体，注意每一个都包括在内。（3）举例“各
位学生，请注意！”，则三名学生每个人都要注意。

12、“考虑”的讲解

（1）教师领读，学生跟读。（两遍）（2）展示一个情景对
话：

“adam，我们今晚一起去吃饭好不好” “我考虑一下”

（3）向学生提问考虑的意思，待学生回答后告诉学生“adam
在想着要不要去”，这个想的过程就是考虑。

（1）教师领读，学生跟读。（两遍）

（2）因为这些都是实体名词，简单进行图片展示。

14、“广东”“四川”“湖南”的讲解

（1）教师领读，学生跟读。（两遍）

（2）在ppt展示一张各省划界的中国地图（3）教师用教鞭指



示出三个省份的位置。

四、布置作业

1．复习本课堂学过的词语的发音、写法并记住这些词语的组
合关系；

2．向身边的中国朋友收集更多关于“在餐馆”的词汇并记录
其读音及写法，下节课老师会请同学上黑板板书。

对外汉语说课教案篇二

教材原文 在饭馆儿（第二十二课）

情景1：保罗、大卫、金文争取一家北京风味的饭馆儿吃饭

服务员：欢迎光临！请问，您几位？ 保罗：三位。服务员：
请这边坐。这是菜单，请看看要点什么菜。

保罗：先生，您帮我们介绍几个北京的特色菜吧。这个菜单
我们看不太懂。

服务员：好吧。您几位可以尝一尝京酱肉丝、宫保鸡丁、糖
醋鱼，还有鱼香茄子和西红柿炒鸡蛋。保罗：好吧。

服务员：请问，您几位主食吃什么？

保罗：主食都有什么？

服务员：有米饭、炒饭和面条儿。保罗：我们要三盘炒饭吧。

服务员：要汤么？我们这儿还有酸辣汤、三鲜汤和西红柿鸡
蛋汤。

保罗：要个酸辣汤吧。服务员：请问你们喝点儿什么饮料？



保罗：来一瓶啤酒、三听可乐吧。

服务员：您几位还要点儿别的么？ 保罗：先要这些吧。不够，
我们再点。

情景2：菜来了，他们开始吃饭

保罗：嗯，真香，我饿死了，咱们赶快吃吧。大卫：这家饭
馆儿的菜做得不错，这几个菜都挺好吃的。金正文：我特别
喜欢这个叫“宫保鸡丁”的才，有点儿辣，味道不错。

大卫：我喜欢吃糖醋鱼和西红柿炒鸡蛋，又酸又甜，好吃极
了。

情景三：他们吃完饭，准备付钱

保罗：服务员，买单。

服务员：几位吃好了？

保罗：我们吃的太饱了，都有点儿走不动了。

服务员：好，一共是七十二块五。

大卫：要了这么多菜和饮料，一共才七十多块钱，真便宜。
保罗：给您八十块。

服务员：找您七块五。保罗：不用找了，这是我们给你的
【小费】。服务员：谢谢，不过，我们这儿不收小费。只是
找您的零钱，请拿好。欢迎下次再来。

备注：原文中生词、语法点、图片展示、【文化差异】。

班级：



多国混合班，人数8-10人。

教学对象：

学生背景：

有汉语基础，一年的汉语学习经历

课型：

会课型

所用教材：

《初级汉语口语（上）》

教案使用时间：

2011年9月

教学时间：

5课时（每课时45分钟）

教具：

人民币、水彩笔、图片、卡片、录音机、磁带

教学目的：

功能点（重点）：教学生学会点菜、评价味道、询问价格
（人民币的读法）。

语法点：介绍感叹词、“来”的意义及用法、副词“才”做
状语、形容词“死了”表程度。



第一、二课时

一、复习旧课（不超过十分钟）：

放一首节奏欢快的歌曲或者一个小笑话调动课堂气氛并且集
中学生的注意力，复习旧课内容，可以采取师生问答式或学
生之间互相提问式。

二、导入新课

1、通读课文：放一遍磁带，要求学生对自己不懂得生词以及
生疏的语法表达在课文中做记号，学生可以小声跟读。

2、学习生词：

（1）读生词：将课文中出现的生词写在黑板上，重点领读，
学生跟读，必要的重点生词要多读几遍，注意要有侧重，留
五分钟给学生提问，对学生不清楚的生词读法一对一指导，
纠正学生读音。

（2）释词义：对课文中的生词释义，先要将这些生词按词性
分类，本课中有： a丁、糖醋鱼、鱼香茄子、西红柿炒鸡蛋）、
主食（米饭、炒饭、面条儿）、汤（酸辣汤、三鲜汤）、饮料
（可乐、啤酒）。

对于有下划线的名词可以采用中英对照理解词义，对于括号
里的生词采用图片展示的方法给学生最直观的形象理解，并
且重点讲解这四种东西的特点和区别：

菜是指用蔬菜和肉类加上调味料做出来的，可以煎炒烹炸等
等；

汤是将蔬菜和肉类加上调味料，放入适量的水，煮出来的；



主食一般是含有很多淀粉，吃了能填饱肚子的淀粉类食品；

饮料是市场上卖的瓶装、听装等可以喝的液体。

然后将许多食物的图片展示在黑板上，将学生分四组，对这
些图片进行分类，把图片与其所属的范围对应。为学生讲解
他们最感兴趣的菜的名称和做法（不超过五分钟）。

b·动词：光临、懂、动、付„„

p.s.“死”作为形容词的用法：“形容词+死”表示程度很深。

例句：中国的夏天热死了！我打了一天球累死了。这个小姑
娘可爱死了。

d·量词：听„„

e·副词：赶快、才„„

p.s.“才”放在数量词前面，表示时间或范围。在这句话中表示
“只有、只用”的意思，如：才三点商店就关门了。才一百
来块钱，真便宜。

对于以上生词，可以采用中英释义的方法先把每一个词的意
思解释给学生，然后要求学生选取一两个生词进行造句以检
查学生的理解情况，对于学生在造句中产生的错误进行讲解
和纠正。

(3)巩固生词：带学生再朗读一遍生词，留三分钟对学生不懂
的生词进行讲解，确保学生对生词最基本的用法能够掌握。

3、学习对话：

（1）带领学生通读课文，要求学生边读边画出不理解的句子。



（2）对学生不理解的句子释义

（3）讲解课文中出现的餐馆中的有用且常用的中文表达：

a·欢迎光临。

中国餐馆迎宾人员常用语，表示对客人的欢迎，礼貌用语

b·你帮我们介绍„„。

c·来一瓶啤酒„„要个酸辣汤。

客人点菜的时候常用“来要+所点的菜”，表示点单。

如：来一个酸辣鱼。我要一杯咖啡。

(4)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分角色表演课文中的场景。

三、布置练习：完成课后练习，利用所学的三个生词造一个
通顺的句子

第三、四课时

一、复习旧课

全班朗读课文一遍，纠正学生发音，二、汉语交际训练

1、功能项目教学

讲解在课文出现的一些常用表达，具体如下：

功能项目1：如何表示欢迎

如：欢迎光临我们家欢迎光临我们餐厅„„



功能项目2：询问人数及回答

例句：a：请问您几位？b:三位。

功能项目3：询问就餐的要求及回答

（1）您几位吃点儿什么？——我们要„„

（2）你们喝点儿什么（饮料）？——来两瓶啤酒„我们要两
瓶啤酒„

功能项目4：如何表达自己的喜好和口味

在吃饭时难免对食物的好坏有一定的评价，我们经常用“我
喜欢+口味（酸甜苦辣咸）菜的名称等等”来表达。

如：我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我喜欢吃酸辣口味的。

功能项目5：如何评价餐馆

就餐之后会对餐馆进行评价，我们常用“我觉得+评价内容”
来表达。

如：我觉得这家餐馆的菜做的很好吃。

功能项目6：如何询问价格以及结账

（1）我们常用“„„多少钱？”来询问一样东西的价格。如：
这把伞多少钱？

（2）就餐结束后，要结账的时候，我们常用“服务员，买
单”来表达。

2、功能项目巩固



（1）讲完每个功能项目点后，要求学生根据所讲的知识造句，
正确的句子写在黑板上，错误的句子进行纠正并把正确的句
子写在黑板上。

（2）讲完所有功能项目点后，带学生所造的句子朗读一遍，
如果还有疑问可以提出来课堂讲解。

（3）放一段与课堂内容有关的动画，五分钟左右，调动课堂
气氛。

（4）学生两两组合，利用刚才所讲的知识编一段对话，准备
五分钟之后在班上表演，注意学生所用到的句子是否有错误，
给予纠正。

（5）评价学生表演

3、课堂内容扩展（视课堂剩余时间而定）

（1）介绍人民币，包括各种币值展示和人民币的读法

（2）对于小费：中国人不同于外国，就餐之后不需要小费

（3）介绍中国的特色菜和特色餐馆,ppt演示或者视频展示
（有时间就展示）

三、布置联系：完成课后作业

第五课时

一、复习旧课

朗读课文，提问学生，准备所学句子的字条让学生抽签，并
互相提问

二、课后练习讲解



三、下个专题的导入

教材点评：

1、课文中所选的语言表达方式过于北京味儿，儿化音较多。

2、内容不够新颖没有吸引力，对话对餐馆用语的总结和提炼
不典型。

3、课后练习缺少对基础字词句的练习，虽然开放性增加但不
利于学生的巩固。

4、功能项目列举很清晰但没有现实生活的例子，都是课文的
例子不利于学生扩展。

教案设计者：对外汉语一班 王玉润 090505011120

对外汉语说课教案篇三

尊敬的各位领导:

我叫王林静,系*西省新余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科学系05级对外
汉语班学生,现任班长.系生活部部长以及林间文学社副社长.

籍贯在贵州省遵义县永乐镇花台村高坎组14号一个偏僻的小
山村里。家里共计四口人,哥哥就读于陕西科技学院。

做事先做人，人不立，事不成。在我大学生活中，我始终用
一颗真诚的心，换来老师和同学的信任。两年来，我遇到过
不到困难，受过不少挫折，尽管如此，我们一直都乐观向上，
不为眼前的困难所吓倒，相信我们的未来一定会很美好!在老
师的帮助下，我学到了许多东西，也成长了许多。感谢老师
以及我的同学一直以来对我在生活上的关心与照顾.我一直以
一个积极乐观、坚强自立、自强奋进、热心奉献的精神状态



生活着，一直以一个关心社会、参与公益、服务同学的大学
生的标准要求自己，一直以一个严于律己、高度负责、勤俭
朴素、艰苦奋斗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现将我在近两年来的大学思想.学
习.生活.品行.状况以及取得的成绩汇报如下:

文大二，短短的一年，却经历了很多很多。曾试着改变也曾
迷茫的找不到了自我。不能说我走的很好，但我想说我走的
难忘。这难忘里包含着付出，包含着艰*，包含着思索，包含
着信念，包含着奉献，包含着回报，包含的很多很多。

鲁迅先生曾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意挤总是会
有的。

对外汉语说课教案篇四

课程名称：高级汉语词汇课

2、通过讲解新词语的重点、难点，指导学生正确运用词语，
并能在交际中使用；

3、适当对这些关于“春节”习俗的词语作出解释，从而扩大
词汇量。

二、教学要求

1、要求能正确的掌握每个生词的读音；

2、要求能够正确书写每个生词

3、要求能运用本课生词造日常用的句子，并知道其运用的场
合。



三、教学重点和难点

（一）生词 (1）基础生词

年俗

祭灶

扫尘

拜年

年画

春联

鞭炮

（2）拓展生词

送（接）灶

作揖

（二）短语

挂年画

贴春联

放鞭炮

四、教学方法

直观法：多媒体教学



五、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知道中国最重要的是哪个节日吗？” “知道。是
春节。”

“同学们之前是否接触过关于‘春节’的事物？对“春节”
的习俗有所了解吗？

„„（同学们七嘴八舌地回答）

“好吧，现在我们一起来学习关于“春节”的一些习俗的词
汇，以及认识一下中国春节文化。”

（二）讲解生词

1、“年俗”的讲解

（1）教师领读，学生跟读。（两遍）

（2）教师解释“年俗”的词义及其组合关系；（3）示意部
分学生按座位顺序一个接着一个读。（学生读错时，教师先
读一遍做示范，使学生有针对性纠正。）

2、“祭灶”的讲解

（1）教师领读，学生跟读。（两遍）

（2）教师解释“祭灶”的词义及其组合关系，并拓展两个新词
“送灶”、“接灶”；（3）两遍教读完毕后，示意部分学生
按座位顺序一个接着一个读“祭灶”、“送灶”、“接灶”
这三个词。（学生读错时，教师先读一遍做示范，使学生有
针对性纠正）



（4）教师在黑板写“祭灶”，重点突出“祭”字形上半部分
的写法，联系“灶”的本义，告诉学生要注意“灶”的偏旁是
“火”，并要求学生在练习本跟写。

3、“扫尘”的讲解

（1）展示图片，问学生能得出图片里的人手里拿了些什么，
学生回答；（2）教师领读，学生跟读。（两遍)（3）教师解释
“扫尘”的词义，问学生“扫尘”是什么组合关系。

（3）学生自由发挥，在“年画”前加动词，使之成为符合逻
辑的动宾短语；（4）讲解“挂年画”的词义，解释完毕师生
齐读该词。

5、“贴春联”的讲解

（1）展示图片，问学生图片中的事物的名称；

（2）教师在黑板板书“春联”二字请学生上台为其标音；
（3）教师领读，学生跟读（两遍），解释“春联”的词义；
（4）请学生看着图片，说出图中人物的动作名称；（5）齐读
“贴春联”（两遍）。

6、“放鞭炮”的讲解

（1）展示图片，问学生图中用圆圈圈着的东西；（2）教师
领读，学生跟读（两遍）；

（4）教师解释为什么选“放”；

（5）教师造一个句子，学生模仿造句；（6）重点板
书“鞭”，学生在练习本跟写。

7、“拜年”的讲解



（1）教师领读，学生跟读（两遍）；

8、加固练习

（生词在黑板上已经列好）

抽两位同学到黑板上给生词注音，注音完毕后，让其他的同
学看看是否有错，如有同学认为有错，让其上来改，然后教
师紧接着做讲解，加深大家的记忆。

六、布置作业。

1．复习本课堂学过的词语的发音、写法并记住这些词语的组
合关系；

2．向身边的中国朋友收集更多关于“春节”的词汇并记录其
读音及写法，下节课老师会请同学上黑板板书。

对外汉语说课教案篇五

除了早起以外，中国人晚上洗澡的习惯也是我到了北京以后
才发现的。一般来说，美国人经常早上洗澡，中国人却喜欢
晚上洗澡。我本来总是早上洗澡，来了中国以后，不得不改
成晚上洗澡了。

讲解：除了……以外，本来，不得不，（t为老师，s为学生）除
了……以外

t：s1，你是哪国人？ s1：我是美国人。

t：还有谁是美国人，请举手。（老师做出举手的姿势）（s2举
手了）

t：噢，s1和s2是美国人。所以除了s1和s2以外，我们都不是



美国人。（老师要加重这句话的语调，并且带领学生重复这
句话）t：s1，你和s2是美国人，所以你要说，除了…… s1：除了
我和s2以外，他们都不是美国人。（老师再示意s2让其造这
句话）

s2：除了我和s1以外，他们都不是美国人。

s3：我喜欢宫保鸡丁和地三鲜。t：所以你说，除了……

s3：除了宫保鸡丁之外，我喜欢地三鲜。

t：好，不过呢，这里要说“除了宫保鸡丁之外，我还喜欢或
者我也喜欢地三鲜”。（老师要在黑板上写下这个句型，除
了……以外，我还/也喜欢……，指着这个句型说）

t：那么s4你呢，你喜欢吃什么？ s4：我喜欢水饺和北京烤鸭。t：
所以除了……

s4：除了水饺以外，我还喜欢北京烤鸭。

s5：我还去过故宫和颐和园。（老师示意他连起来读）除了长
城以外，我还去过故宫和颐和园。

t：非常好！（在带领大家读“除了长城以外，我还去过故宫
和颐和园）

本来，不得不

（老师先写好“本来……，+原因，不得不……”）t：今天早上
我觉得冷，本来想待在家的，但是不得不来上课了。（在说到
“本来”，“不得不”的时候加重语气）本来……是说原来
是这样，可是因为一些原因，必须要那样。s3，如果你今天下
午想回去睡觉，但是我布置了很多作业要明天交，你该怎么



办呢？（老师手指句型，示意学生造句）

s3：我本来想下午睡觉，但是老师布置了很多作业，我不得不
做作业。

t：非常好！再比如s2想去公园，但是今天下了很大的雨，所
以……（指向s1，让他造句）

s1：s2本来想去公园，但是今天下了很大的雨，他不得不待在
家。

t：很好，完全正确。所以“不得不”就是不想做但是一定要
做。s4有什么事是你不想做什么但是一定要做的呢？ s4：早上
我不得不起床去上学。

t：呵呵，是呀，学习很重要。s5你晚上几点睡觉？ s5：我1点睡
觉。

t：呀，太迟了，应该早一点睡，这样身体才好。所以你说
（指着句型，示意学生说出来）

s5：我本来睡得迟，但是早一点睡身体才好，我不得不早睡。t：
非常好，下面请大家跟我把这些句子读一遍。

（带读“我本来想下午睡觉，但是老师布置了很多作业，我
不得不做作业。”

“s2本来想去公园，但是今天下了很大的雨，他不得不待在家。
”

“我本来睡得迟，但是早一点睡身体才好，我不得不早
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