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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汉教英雄会”教学设计方案 

一、基本信息 

学校名称 天津师范大学 

教学理念 注重学生新需求，线上实践新理念 

教学对象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国际生）本科三年级 

课程类型 专业必修课 

课时安排 1课时 

在线教学平台 腾讯会议 

教材或资源名称 
韩鉴堂 2010 《汉字文化》，北京语言大学出

版社 

活动单元 

第四章“汉字与中国文化”第三节“汉字中的

文明景观——从汉字看中国人对幸福吉祥的

追求” 

二、团队信息 

团队成员（第 1位为团队负责人） 

序号 姓名 身份 专业方向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承担任务 

1 高 航 

副教授

/副院

长 

汉语作为第

二语言习得 
13920084084 

gjgh0405@12

6.com 
总负责人 

2 董月凯 

副教授

/系主

任 

汉语作为第

二语言技能

教学 

 

13512818396 
dongyuekai@

tjnu.edu.cn 
教学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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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陈 晨 

副教授

/系主

任 

国际中文教

学研究 
15320158196 

chenchen@tj

nu.edu.cn 
教学指导 

4 郭佳佳 
讲 师/ 

副科长 

国际中文教

学研究 
13512912751 

guojiajia61

8@163.com 

教学设计及

课程录制 

5 励 智 讲 师 
国际中文教

学资源研究 
13821943496 

641848869@q

q.com 
宣传及其他 

6 黎晓雅 研究生 
国际中文教

育 
13132260200 

939290371@q

q.com 

教具及课件

制作 

团队成员/个人简介（包括相关教学研究及实践情况介绍，不超过 300字）： 
 

团队坚持突出实践性的汉语教学理念，近年来努力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

响，于在线教学、混合课程建设、课程思政、“中文+职业教育”等方面展开积

极探索，在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大学生创业

计划竞赛等大型赛事上屡创佳绩。团队圆满完成“汉语桥”英国中文培优夏令

营、泰国本土化教师等多个语合中心在线团组教学任务。2020年团队研发“优

佳汉语”公众号，面向全球汉语爱好者免费提供在线汉语课程和学习资料，目

前“优佳汉语”关注量已达 1146 人，用户覆盖 16个国家。团队由三名副教授、

两名讲师以及一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组成，教学经验丰富，多人曾获得省

市级教学奖项，主持多项教学科研项目。 

 

三、学期/教学周期教学设计方案 

1.总体描述 

《汉字文化》是面向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国际学生开设的一门课程。本课

程通过对汉字基础知识进行系统性、形象性的介绍，使学生在了解汉字基本知

识的基础之上，增强学习汉字的兴趣，提高认识汉字和使用汉字的能力；通过

对汉字基础知识的实践运用，使学生客观了解汉字历史和其中蕴含的中华优秀

文化，领悟中国智慧和中华人文精神。 

2. 学期/教学周期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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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突出我校国际学生“实践性教学”特色，围绕“知识-能力-情感”

建立三位一体的目标体系，旨在培养高层次、专业化、应用型的知华友华国际

人才。具体教学目标如下： 

（1）知识目标：使学生掌握汉字基础知识，包括汉字的起源、汉字的形体演变

过程、汉字的构造与基本特征等。 

（2）能力目标：提高学生认识汉字和使用汉字的能力，包括分析汉字构造的能

力、探究汉字文化的能力、传播汉字故事的能力等。 

（3）情感目标：学生能够理解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包括汉字与自然和人、

汉字与社会生活、汉字与中国文明景观等，领悟中国智慧和中华人文精神。 

3.总体教学过程 

一、本学期教学的主要内容、课时分配等 

第一章 汉字的起源（6学时） 

（一）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 

①了解汉字起源的三种传说； 

②理解“汉字是中国人的祖先在长期劳动生活中集体创造出来的”这一事实； 

③理解汉字真正起源于图画。 

（二）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理解汉字起源的过程。 

教学难点：通过对汉字起源于图画，初步理解汉字的表意功能。 

（三）教学内容 

第一节 汉字起源的传说（3学时） 

第二节 汉字起源于图画（3学时） 

第二章 汉字形体的演变（6学时） 

（一）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 

①了解汉字形体的演变过程：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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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掌握五种汉字形体的特点。 

③掌握汉字形体演变过程分为古文字和今文字两个阶段，并理解两个阶段汉字

形体的主要特征。 

（二）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掌握五种汉字形体的演变过程及特点。 

教学难点：理解汉字是如何从图画变为方块字的。 

（三）教学内容 

第一节 汉字形体的演变——古文字阶段（2 学时） 

第二节 汉字形体的演变——今文字阶段（2 学时） 

第三节 实践课：辨别和区分出不同的汉字形体（2学时） 

第三章 汉字的构造（10学时） 

（一）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 

①了解汉字的构造方法，了解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以及“六书”构造说。 

②熟练掌握象形、会意、指事、形声四种造字方法。 

③掌握现代汉字的形体结构：笔画、部件、整字。 

（二）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熟练掌握象形、会意、指事、形声四种造字方法，并分析常用汉字

的造字方法。 

教学难点：掌握根据部件举一反三的汉字学习方法。 

（三）教学内容 

第一节 汉字的构造方法（4学时） 

第二节 汉字的形体结构（2学时） 

第三节 实践课：分析常用汉字的造字方法（4学时） 

第四章 汉字与中国文化（10学时） 

（一）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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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字与自然、人，从汉字看天人合一的思想； 

②汉字与社会生活，从汉字看社会发展进程； 

③汉字与中国文明景观，从汉字看中国人对幸福吉祥的追求； 

④汉字与中国建筑、艺术，从汉字看建筑特点、娱乐方式。 

（二）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通过汉字举例，展现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教学难点：通过汉字中体现的中国文化，学生能更客观、更深刻、更全面地理

解中华人文精神，同时理解中国汉字的文化传承功能。 

（三）教学内容 

第一节 汉字与自然、人（2学时） 

第二节 实践课：汉字与社会生活（3学时） 

第三节 实践课：汉字与中国文明景观（3学时） 

第四节 汉字与中国建筑、艺术（2学时） 

二、本学期教学组织流程 

1.课内教学组织 

章节 教学内容 讲授 实验 上机 实践 

第一章 汉字的起源 6    

第二章 汉字形体的演变 4   2 

第三章 汉字的构造 6   4 

第四章 汉字与中国文化 4   6 

合计 20   12 

2.课外教学组织 

利用电子及网络教学资源，补充课内教学。 

3.线上教学特点 

本课程采用线上教学的形式，为了满足学生新需求，特别体现以下几个特

点： 

①趣味性：提升课程设计的趣味性，吸引学生在线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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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互动性：增加多途径多形式的有效互动，提升学生获得感和成就感； 

③实践性：利用多形式可实践的课后作业，增加学生实践机会。 

④个性化：课上及时给予学生反馈，课下建立单独沟通机制。 

4.学期/教学周期教学评价 

（一）整体评价理念 

整体评价理念为“以生为本”，综合关注学生日常课堂表现、知识获得、知

识运用能力等方面。 

（二）评价目标与要求 

本课程考核旨在综合评价学生学习状态与学习结果，评价目标与要求包

括： 

1.知识评价目标与要求：识记汉字基础知识，如汉字的起源、汉字的形体

演变过程、汉字的构造与基本特征等，能够在实践报告与课程论文中体现汉字

基础知识。 

2.能力评价目标与要求：形成认识汉字和使用汉字的能力，如分析汉字构

造的能力、探究汉字文化的能力、传播汉字故事的能力等，能够在实践报告与

课程论文中运用所学知识展现能力。 

3.情感评价目标与要求：深刻理解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如汉字与人和

自然、汉字与社会生活、汉字与中国文明景观等，能够在实践报告与课程论文

中融入中华人文精神。 

（三）评价方式 

本课程采用过程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过程性评价包括学生

的出勤与实践报告，总结性评价采用课程论文的形式。 

（四）成绩构成 

综合成绩=日常考勤（5%）+实践报告（45%）+课程论文（50%）。 

5.教学资源使用方案 

（一）教学资源 

1.推荐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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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文化》，韩鉴堂编著，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0 年 12月。 

2.主要参考书目 

①《汉字的智慧》，石定果、罗卫东编著，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 年 12月。 

②《汉字的文化解读》，王立军等著，商务印书馆，2012 年 10月。 

③《汉语汉字文化常谈》，曹先擢编著，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8 年 1

月。 

3.电子以及网络资源 

①《汉字五千年》DVD，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 

②中国大学 MOOC网上王宁先生团队的慕课《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 

③“优佳汉语”学习平台等。 

（二）教学资源适应教学需求途径 

1.课上使用多媒体课件展现教学资源内容，丰富线上课堂内容与形式。 

2.课下配合使用电子以及网络教学资源，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满足学生不

同需求。 

四、课时教学设计方案 

1.教学目标 

章节名称 

第四章 汉字与中国文化 

第三节 汉字中的中国文明景观——从汉字看中国人对幸福吉祥的追求 

（1）知识目标：通过对“春”“福”“祥”“仁”等汉字的讲解，复习基础

知识，包括偏旁、部首、笔顺、造字方法等；带领学生了解汉字的本义及形体

演变过程；掌握汉字的构造、意义及内涵。 

（2）能力目标：通过对汉字形体、本义及文化内涵的讲解，使学生掌握剖

析汉字的能力，并能够举一反三识记汉字，使用汉字；提升学生对汉字文化的

理解，能够理解本节课汉字背后所蕴含的人民对幸福吉祥的追求这一深层含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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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情感目标：通过本节课程学习，使学生理解汉字里蕴含的中国文化，

尤其是汉字里体现的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仁”，领悟中国智慧和中华人文精

神，培养学生知华、友华、爱华的情感。 

本课时教学目标以学期教学目标为导向，紧密围绕“知识-能力-情感”三

位一体的体系，服务学期总目标。课时目标为学期目标的细化，学期目标为课

时目标的纲领。 

2.教学过程 

（一）教学内容及设计理念 

（1）教学内容及选取依据 

本课时选取第四章“汉字与中国文化”第三节“汉字中的文明景观中的第

六小节“从汉字看中国人对幸福吉祥的追求”。本课时所教授的汉字极具代表

性，且能够与即将到来的春节、冬奥会等事件联系起来。通过几个典型汉字的

分析讲解，达到夯实汉字基础知识、了解汉字中蕴含的中国文化、了解中华文

化的核心思想的目的。 

（2）课时设计理念与思路 

本课时将几个目标汉字用一副春联串联起来，通过看春联关键字的方法讲

解目标汉字。一是增加课堂的趣味性；二是能够使学生更清楚地掌握汉字的结

构、意思、造字法等基础知识；三是使汉字中蕴含的文化更具立体感氛围感；

四是与即将到来的春节结合起来，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汉字的使用环境。 

（3）课时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春”“福”“祥”“仁”等汉字的意义、演变及其蕴含的文化涵

义。 

教学难点：“春”“福”“祥”“仁”等汉字蕴含的文化涵义。通过本课汉字

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中华人文精神，同时理解中国汉字的文化传承功能。 

（二）教学组织 

（1）课前签到环节（1分钟） 

采用签到口令的形式，学生们按照学号说出相应的签到口令，则为签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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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本环节避免了签到的枯燥无味，并运用与汉字知识相关的签到口令，激发

学生兴趣，使学生能够快速进入课堂。 

（2）导入环节（3分钟） 

通过签到口令中的知识点，过渡到导入环节。本课时导入环节设计课前小

知识，即冬奥会会徽的设计理念——以汉字“冬”为创作灵感。既贴合时事，

又与汉字知识紧密关联。 

（3）讲授环节（20分钟） 

通过春联将目标汉字串联起来，通过春联内容的内在逻辑及汉字结构特点

等方式将目标汉字逐一引出。 

①春：复习“春”的结构、偏旁和笔顺，讲解“春”的本义、演变过程、

造字方法及背后蕴藏的文化含义； 

②福：复习“福”的笔顺，讲解“福”的本义、演变过程、造字方法、文

化内涵及其相关引申文化，包括“五福”的涵义，福祸相依的哲学思想等； 

③祥：引导学生自己讲解“祥”的本义和说明其造字方法，并讲解其文化

内涵； 

④仁：引导学生猜测“仁”的造字方法及意义，讲解“仁”所蕴含的深刻

文化内涵，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 

通过上述汉字的讲解，总结整副春联的意义，帮助学生对汉字中体现的人

们对幸福吉祥追求的理解。。 

（4）课堂活动及练习环节（4分钟） 

①课堂练习：猜谜语（打一字）。根据本节课所讲汉字编排字谜，复习本节

课的汉字知识。 

②翻转课堂：学生展示。将课堂交给学生，不限方式，做跟汉字文化相关

的展示。 

（5）总结（1分钟） 

对本节课的重点内容进行回顾和总结。 

（6）作业（0.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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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查一查，写一写：临摹汉字“喜”“寿”的古文字字形。 

②查一查，讲一讲：找一副春联，讲解给大家听。 

（7）网络资源扩展（0.5分钟） 

介绍网络资源以辅助学生学习。 

①中国大学 MOOC 网上王宁先生团队的慕课《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 

②“优佳汉语”录播课程《汉字文化》 

（三）教学特点及预期目标的体现 

（1）线上教学特点 

本课程采用线上教学的形式，以腾讯会议为直播平台。线上教学要求教师

对课堂有更强的掌控力，故在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①提升课程设计的趣味性，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②增加多途径多形式的有效互动形式，以学生为中心，提升其获得感和成

就感； 

③丰富课后作业的形式，加强学生完成作业的动力和信心； 

④突出学生的个性化教育，及时给予学生反馈，注重课堂内外的因材施教，

保证师生的有效沟通，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存在感。 

（2）预计目标检测 

①授课过程中通过学生的反馈实时监测教学目标的完成度； 

②通过对课下作业的批改，及时掌握教学目标的完成情况。 

3.教学评价 

（一）评价理念 

本课时的整体评价理念为“以生为本”，综合关注学生在课堂上的行为表

现、情绪体验、过程参与、知识获得及交流合作等各方面来获取课堂评价。 

（二）评估设计及重点关注 

①学生课堂行为表现； 

②学生情绪； 

③学生课堂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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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学生课堂反馈； 

⑤学生交流合作情况。 

教师需在课堂上随时关注学生的动态。学生的情绪变化、肢体语言、问题

反馈等方面均能体现出其对课堂教学质量的评价态度。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反应

迅速获取信息，调整教学方法及进度。 

（三）评估手段 

本课时采用过程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过程性评价包括学生

的出勤、课堂的即时反应；总结性评价参考学生作业的完成情况及课下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