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niversitas Universal 21 

第五章 苹果树幼儿园小班汉语词汇教学方法的特点 

 

本文对苹果树幼儿园小班汉语词汇教学方法再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发现

了苹果树幼儿园小班华文教师使用的教学方法各有优缺点。 

 

5.1 直观感知教学法特点 

本文对直观感知教学法在小班汉语课词汇时的应用进行研究，发现了幼

儿在教师使用直观感知教学法时给出的反应很好。幼儿能通过直观感知教学

法观察和学习，也能使幼儿积极参与实际体验，通过亲身经历来加深对概念

和原理的理解。每个教学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以下是本文通过实地

观察调查出直观感知教学法的优点和缺点。 

 

5.1.1 直观感知教学法优点 

本文通过观察班里实际情况后发现，幼儿通过直观感知和实际体验能更

容易理解词汇的意思，从而提高学习效果。直观教学法能让幼儿在学习时有

一种画面出现在他们的脑海里，在他们学习词汇时能够更好的记住其词汇，

也能够让他们提高学习的兴趣更好的投入在学习环境中,达到引起幼儿各种

感官共同参与的目的,使幼儿高度集中注意力,进行有效地观察和思维能力。 

 

5.1.2 直观感知教学法缺点 

直观感知教学法确实能够让学生提高兴趣投入学习中。但本文研发发现，

教师在使用直观感知教学法时遇到了几个难处。教师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源

备课和进行实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常常让小朋友注意到学习词汇的字，

不然学生会因为太过兴奋忘记了字只记得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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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游戏教学法特点 

本文对游戏教学法在小班汉语课词汇时的应用进行研究，发现了幼儿在

教师使用游戏教学法时给出的反应很好。游戏教学法能让幼儿学习时激发出

学习汉语的兴趣。因此，幼儿对学习汉语词汇越有兴趣也能够让他们加速吸

收所学的词汇。游戏教学法虽然能激发出孩子学习的兴趣，但这个教学法也

有优点和缺点。以下是本文通过实地观察和访谈调查出游戏教学法的优点和

缺点。 

 

5.2.1 游戏教学法优点 

本文通过观察班里实际情况后发现，幼儿很喜欢玩教师设计的游戏，而

玩游戏是最能激发幼儿学习兴趣的教学方法。在经由游戏化的课堂中，幼儿

的兴趣和认知能力都能够获得良好的提升。教师所设计的游戏，能够让幼儿

在愉悦的环境中有着较高的学习效率以及能够得到所要的学习技能。 

 

5.2.2 游戏教学法缺点 

游戏教学法确实能够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并且让幼儿感到身心愉悦。但

本文研究发现，教师在游戏学习过程中安排不当导致适得其反。由于幼儿年

龄偏低，自制能力较差，如若安排太多的游戏学习会导致他们最后忽略了教

学内容而更注重游戏。 幼儿正处于爱玩爱闹的年龄段，教师在采用游戏教学

方法时，课堂气氛太过活跃，玩得太过火，只感到了游戏的快乐，丝毫感受

不到课堂的庄重和严谨，导致教师无法有效管理课堂。 

 

5.3 提问教学法特点 

本文对提问教学法在小班汉语课词汇时的应用进行研究，发现了幼儿在

教师使用提问教学法时给出的反应很好。提问教学法是一种积极、灵活和高

效的教学方法，通过合理设置问题和引导学生思考，能够促进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参与度，提高学习效果，并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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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能通过提问教学法学习汉语口语，应用所学习到的词汇。每个教学方法

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以下是本文通过实地观察调查出提问教学法的优点

和缺点。 

 

5.3.1 提问教学法优点 

本文通过观察班里实际情况后发现，幼儿通过提问教学法能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提高词汇学习的效率，加深对汉语词汇的理解和运用能力。更容

易理解词汇的意思并且使用词汇，从而提高学习效果。 

 

5.3.2 提问教学法缺点 

提问教学法确实能让学生提高理解和运用词汇的能力。但本文研发发现，

教师在使用提问教学法时遇到了几个难处，在课堂时间有限的情况下，教师

提出的问题可能导致部分学生没有足够的时间深入思考和回答问题并且有些

学生可能更愿意回答问题，而其他学生可能较少参与，导致参与度不平衡。

而如果教师频繁的提出问题会导致，学生对频繁的提问感到压力，尤其是在

公开场合回答问题可能会引发学生的焦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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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 

 

教学方法是教师教课中重要的一部分，教师需要使用有效的教学方法为

幼儿带来课程并且了解其教学方法的优缺点。本文以苹果树幼儿园小班作为

被调查者。为了揭示其教幼儿汉语词汇使用教学方法的情况，本文首先对幼

儿教学方法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归纳，之后对苹果树幼儿园小班

进行观察，并且对苹果树幼儿园汉语小班教师进行访谈的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根据调查中所获取的相关资料，可以得出有以下的研究结论： 

其一，印尼峇淡苹果树幼儿园小班汉语词汇教学方法的种类分为两个，

直观感知教学法和游戏教学法。其直观感知教学法有三个，即实物直观、摸

象直观、言语直观，而游戏教学法需要教师根据教学计划，设计游戏。 

其二，印尼峇淡苹果树幼儿园小班汉语词汇教学方法有特点，教学方法

在课堂上的应用，反应很好。但是苹果树幼儿园小班汉语词汇教学方法仍有

缺点，需有改善。 

综上所述，幼儿园汉语词汇教学方法，是值得做出更深的研究探讨，并

且目前社会还仍然缺乏有关幼儿汉语教学方法的知识，为此，本文的研究结

果可提供对幼儿汉语教学方法的知识。换言之，对于教幼儿园汉语的教师可

以掌握更多的教学方法，并且还可以根据不同的教学计划、教学主题使用合

适的教学方法。 

本文从观察访谈了解幼儿园小班汉语词汇教学方法，使得研究成果更加

全面。但由于本文的研究能力有限，并且受到时间限制，因此调查的数据资

料还不够全面和充分，对于了解幼儿园小班汉语词汇教学方法具有一定的局

限性。基于此，还需要做出进一步的研究：根据教学主题和教学计划分析出

合适的教学方法；虽然本文仅对苹果树幼儿园小班进行实地观察，但是为了

获得更充分的数据，可以对其他苹果树幼儿园班级进行实地观察；研究对象

的范围还不够广，还有待提高的余地等等。 

本文希望后续研究者能对幼儿园词汇教学方法继续扩展研究，使这方面

的研究能取得更深入、更全面的成果。论文中存在不足的地方，期望各位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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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老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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