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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从开学到现在已经过去四周，在这四周的时间里，吴老

师通过讲解布袋戏，将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结合起来的教学方法给

我带来一些教学上的感受与启发。 

  

首先，吴老师的课堂还是一如既往地充满激情和活力。我想这一大

优点毋庸置疑是我们所有未来的老师们应该学习的。假使老师失去



活力，我们又如何期待学生对我们的教学给予充满活力的回应呢？

另外，在第一节课，吴老师便让大家自我介绍，使同学们彼此都有

一定程度的了解，营造出很好的课堂氛围。这一点我觉得对于老师

上的第一堂课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混合班级，吴老师的教学方式让我明白了

，让每一个学生对自己的学习具有责任感或者说使命感是很重要的

。这里的责任感指的是，每个学生，不管是语言基础好的或是语言

基础弱的，都能在课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发挥自己的作用。比

如说，针对我们这些母语为中文的学生，吴老师让我们充当课堂小

老师的角色，帮助母语为非中文的同学扩展他们的语言文化知识；

而在母语为非中文的同学中，吴老师又会鼓励中文水平高一些的同

学来帮助那些中文水平低的同学。这样极大地调动了每个同学的课

堂积极性。 

 

另外，在具体教学内容上，吴老师首先用文化方面的内容很好地调

动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课堂上关于布袋戏表演的视频播放，布袋

戏的实物展示和操纵，以及简短的合作表演，无一不吸引了同学们

的注意。在语言部分，吴老师自然地将语言教学融入到了文化教学

中，而不是让学生生搬硬套地读单词短语。学生们一起阅读有关布

袋戏的文章，大家互帮互助，并且踊跃提出疑惑，分享见解。这一

部分我觉得对学生来说既是一个很好的新的内容输入，对老师来说

也是一个很好的评估反馈的机会。通过同学学生对文章的理解，老

师可以了解到学生对语言文化部分的掌握程度，并且随时加以补充

说明。还有一点是，在课堂作业的部分，根据学生的背景知识不同

，吴老师也别出心裁地给予我们不同的任务，既灵活又富有一定的



挑战性。 

 

而在作为一个课堂小老师的过程中，我也学到了很多，得到了宝贵

的经验积累。其中一个是中文为非母语的同学在阅读中容易出现的

错误，比如说英译中时的语序错误；另外一个是在面对长篇阅读材

料的时候，如何用简洁易懂的语言帮助同学了解文章大意，而不能

直译为中文里晦涩难懂的学术语言。在未来的中文教学中，这些必

定都能帮助我更好地预期学生的错误，并且找到合适地解决办法。 

 

在吴老师的课堂上，我们既玩又学。玩文化，学语言。我想这种”玩

而学“的教学模式不是恰好适合于“语言文化课”吗？此时深刻体会到

吴老师如此用心的安排。我也非常期待接下来的戏曲章节的教学，

并且为能有机会去实际设计一堂课而感到激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