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视频还原

课型：初级汉语综合课

教材：《成功之路·顺利篇》第 29课

教师：北京语言大学汉语速成学院，孙小晶

教学对象：18-30岁的零起点留学生

课题：你去过长城吗

时长：50分钟

教学目标：

1.生词：站、感觉、伟大、建筑、游览、非、好汉、爬、茄子

2.语法：

（1）S＋V＋过＋O

S＋没＋V＋过＋O

S＋V＋过＋O＋吗/ 没？＝S＋V＋没＋V＋过＋O？

（2）S＋V＋过＋Num.＋次/遍

（3）S＋V＋过＋Num.＋次/遍＋N

（4）S＋V＋过＋Num.＋次/遍＋Place＝S＋V＋过＋Place＋Num.＋次/遍

（5）S＋V＋过＋Pronoun.＋Num.＋次

3.课文：

长城是中国最伟大的建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中国人常常说：“不到长城非

好汉”，来北京的外国朋友，差不多都要游览一下长城。我已经游览过很多次长

城了，站在长城上感觉真不一样。

教学重点和难点：

1.词汇

（1）掌握动词“站、感觉、游览、爬”的意义和常用搭配。

（2）准确理解形容词“伟大”的意义并能正确使用。

2.语法

（1）体会“S＋V＋过＋O”的使用情境，掌握不同句式的用法。

（2）理解“S＋V＋过＋Num.＋次/遍＋Place”与“S＋V＋过＋Place＋Num.＋

次/遍”的差别和使用规则，通过不同情境的练习帮助学生在交际中准确使用。

（3）清楚“S＋V＋过＋Pronoun.＋Num.＋次”中代词宾语的位置，并能准确应

用。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1分钟）

跟学生问好，检查学生出席情况，宣布上课。

二、复习旧课（3分钟）

语言知识与能力与

文化

教师教学行为 学生学习行为 教学方法 教具

形容词重叠式

A：AA的/地

AB：AABB的/地

教师展示 PPT 课

件，引导学生根据

图片用形容词重叠

式说出相应的句

在教师的帮助

下一起说，然

后点读说。

直观法

情景法 PPT展示图片



子，并纠正学生在

使用中的一些错

误：

·她的头发长长的。

·她的眼睛大大的。

·周杰伦的伞/衣服

白白的。

·周杰伦的眼睛小

小的。

·他的房间干干净

净的。

·他高高兴兴地看

电视。

三、讲授新课（44分钟）

（一）语法（20分钟）

语言知识与能力与

文化

教师教学行为 学生学习行为 教学方法 教具

热身，学习“S＋V

＋过＋O”的语境和

用法

开门见山，直接给

出语法结构“S＋V

＋过＋O”，引导学

生描述四个图片的

内容，每个句子先

齐说，然后点学生

单独说，最后领读

一遍：

1.他去过兵马俑/西

安。

2.他参观过兵马俑。

3.他吃过北京烤

鸭 。

4.她在中国的银行

换过钱。

5.我们在胡同里看

过京剧。

根据老师的提

示试着说出正

确的句子，并

跟读、齐读、

点读，做替换

练习。

演绎法

启发提问

直观法

PPT展示句法

结构“S＋V＋

过＋O”然后

播放四个图片

在句式四周，

方便学生运用

句型。

学习“S＋V＋过＋

Num.＋次/遍”的用

法

“S＋V＋过＋O”

扩展为“S＋V＋过

＋Num.＋次/遍”。

先让学生将讲过的

句子扩展为“他吃

过一次烤鸭”、“他

去过一次西安”，然

扩展句子，根

据图片回答教

师的问题，说

出正确的句

子。

以旧带新

扩展法

启发提问

PPT播放一组

新的图片。



后提问学生“你学

过太极拳吗？”、

“学过几次？”帮

助学生 A说出正确

的句子“我学过三

次太极拳”，让学生

B 重复一遍，然后

全班同学重复一

遍：

1.我们看过一次京

剧。

2.我们去过三次上

海。

3.-你去过上海吗？

-我去过三次上海。

操练“S＋V＋过＋

O”

利用图片和相关情

景，问学生“长城

漂亮吗？你们怎么

知道的？”引导学

生回答“因为我去

过长城。”依次操练

“S＋V＋过＋O”：

1.我看过泰坦尼克

号。

2.我吃过北京烤鸭。

3.我们都喝过青岛

啤酒。

4.她去过三里屯。

学生跟老师

说、齐说、点

读说、再齐说，

用所学句式描

述图片。

启发提问

情景法

PPT 展 示 图

片，再次出现

“S＋V＋过

＋O”句型结

构。

学习否定形式“S＋

没＋V＋过＋O”，疑

问形式“S＋V＋过＋

O＋吗/没？”、“S＋V

＋ 没 ＋ V ＋ 过 ＋

O？”

再让学生说重复说

一遍“你去过三里

屯吗？”然后问学

生“你们去过哈尔

滨吗？” 帮助学生

说出“我没去过哈

尔滨”。

问学生如果是“问

一问”应该怎么说，

告诉学生应该是

“你去过哈尔滨

吗？”、“你去过哈

尔滨没？”或者“你

去 没 去 过 哈 尔

滨？”

回答问题，了

解否定、疑问

式的结构。

演绎法

讲解

PPT展示哈尔

滨的图片、汉

字、拼音及否

定句、疑问句

的句型结构。

操练否定和疑问形 先引导学生说出一 操练句型，两 交际法 PPT展示五个



式 组正确的句子，然

后每个图片都让一

个学生问，另一个

学生答，全班齐说

一遍后点同学说：

1.示范：

师：你学过太极拳

吗?

生：子玉学过/没学

过太极拳。

2.生：你听过他的歌

吗？

生：我听过/没听过

他的歌。

3.生：你去过故宫

吗？

生：我去过/没去过

故宫。

两对话、齐说、

单独说。

启发提问 图片。

由“S＋V＋过＋

Num.＋次/遍＋

Place”过渡到“S＋

V＋过＋Place＋

Num.＋次/遍”

1.拿出实物书，问学

生“你看过这本书

吗？”引导学生说

“我看过一遍这本

书”。

2.让学生根据图片

造句：我爬过很多

次/一次长城。

3.教师问学生“还可

以怎么说？”并告

诉学生还可以表达

为“我爬过长城很

多次”。

3.出示两种句型结

构，并结合手势指

出，“如果都是地

方，那么放在这儿，

放在这儿都行”。

总结句型用法 讲解

启发提问

对比

书本、PPT播

放图片

讲解“S＋V＋过＋

Pronoun. ＋ Num. ＋

次”

1.教师展示两个句

子“我见过他很多

次”、“他去过那儿

一次”，问学生“这

两句话和刚才的句

子一样吗？”

2.教师指出句式“S

＋V＋过＋Pronoun.

学习句式的结

构和用法。 讲解

对比

归纳法



＋Num.＋次”，并总

结“因为它们都是

代词，所以位置要

在这儿”（利用手势

指出位置）。

操练：说一说 根据教师的提示和

PPT 中的图片说出

句子：

1.师：你来过几次中

国？

生：我来过中国

两次。

师：还可以怎么

说？

生：我来过两次

中国。

2.生：他喝过很多次

白酒。

生：爸爸打过他

很多次。

跟着老师说句

子、两两对话

练习，齐读。 示范

启发提问

语法小结 复习所学句式和例

句，方便学生理清

思路，再次加深学

生记忆。

齐读，复习学

习过的内容。

直观法

(二)生词（4分钟）

语言知识与能力与

文化

教师教学行为 学生学习行为 教学方法 教具

认读生词：站、感觉、

伟大、建筑、游览、

非、好汉、爬、茄子

第一遍，老师领读，

学生跟读；

第二遍，学生齐读；

第三遍：教师打乱

顺序点学生读。

第四遍，去掉拼音，

让学生认读。

在认读过程中，规

范学生的语音语

调，纠正语音偏误，

讲解某些字的写

法。

跟读

齐读

点读

认读

直观法

讲解

翻译法

PPT展示所有

生词及其拼

音、英文释

义。

巩固声调 教师通过 PPT展示

表格，巩固生词声

调，第一遍有拼音，

第二遍去掉拼音。

按照一声、二

声、三声、四声

的顺序分别读

字，然后读词。

直观法 PPT展示四声

单词表格



先巩固单个字的发

音，后连成词，巩

固词的发音。特别

注意“感觉、茄子、

伟大、不到长城非

好汉的声调”。

(三)继续学习新词语（12分钟）

语言知识与能力与

文化

教师教学行为 学生学习行为 教学方法 教具

站 感觉

伟大 建筑 有……

历史

不到长城非好汉

差不多（都） 游览

爬

茄子

带领学生由单词→

短语→句子学习词

汇的用法：

1.站

站在这儿。

老师站在这儿。

-老师站在哪儿？

-老师站在前面。

（利用动作表现

“站”和“坐”）同

学们坐着上课，老师

站着上课。

2.感觉

感觉很好。

感觉非常好。

现在我的感觉非常

好。

他的感觉非常好。

爱珍的感觉非常好。

-你们去过长城吗？

有什么感觉？

-站在长城上，感觉

好极了。

3.伟大

伟大的人。

孔子是伟大的人。

-谁是伟大的人？

孔子是伟大的人。

4.建筑

伟大的建筑。

是伟大的建筑。

长城是伟大的建筑。

故宫/颐和园是伟大

的建筑。

在教师的提示

和引导下学习

词汇用法，并

为课文学习带

打下良好基

础。

扩展法

启发提问

以旧代新

文化对比

PPT按照一定

的编排顺序

展示单词。



-你们国家有什么建

筑？

-埃菲尔铁塔是伟大

的建筑。

5.有……历史

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长城有两千多年的

历史。

埃菲尔铁塔有一百

多年的历史。

长城是伟大的建筑，

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6.差不多

外国人差不多都要

去长城。

来中国的外国人差

不多都要去长城。

6.游览

游览长城/故宫。

我想游览长城 /故

宫。

7.爬（重点是搭配）

爬山。

我喜欢爬山。

我们班同学差不多

都喜欢爬山。

爬楼

（师：长城也很高，

所以也可以说爬长

城。）

-你爬过长城吗？

-我爬过很多次长

城。

-我爬过长城很多

次。

8.茄子

吃茄子。

-你喜欢吃茄子吗？

-我喜欢吃茄子

-他喜欢吃茄子。

我们班同学差不多

都喜欢吃茄子。

（照相的时候常常

说茄子，为什么？）



茄子代表微笑。

生词强化与小结 复习单词，和课文接

轨：

1.游览（搭配）

游览长城/天坛/故宫

王府井/前门/青岛。

2.伟大

孔子是伟大的人。

长城是伟大的建筑。

3.爬

爬山/楼/长城。

4.（再次播放单词页

PPT）

（1）站在长城上，

感觉好极了。

（2）长城是伟大的

建筑，有两千多年的

历史。

（3）中国人常常说，

不到长城非好汉。

（4）我们爬过很多

次长城。

（5）来中国的外国

人差不多都想游览

长城。

学生根据图片

复习所学的单

词、预习课文。

直观法

情景法

播放 PPT 图

片

（四）学习课文（8分钟）

语言知识与能力与

文化

教师教学行为 学生学习行为 教学方法 教具

朗读、操练课文 1.“我说，你听”

教师根据 PPT语速

均匀朗读课文，让学

生关注关键词：

·长城是中国最……

的……，有两千多年

的……了。

·中国人常常说：“不

按照提示词（复

杂层次和简单

层次）按照集体

说→单说→齐

说的方式学习

和复述课文。

直观法

扩展法

PPT依次展示

复杂提示词、

简单提示词、

四幅图片。



到……非……”，来

北京的外国朋友，差

不多都要……一下

长城。

·我已经……过很

多……长城了，站在

长城上……真不一

样。

2.“你说说”

让学生根据 PPT的

提示词齐说课文内

容。

3.点读学生。

4.将课文提示词换

成更简单的，依次让

学生先整体说，后单

独说，再齐说：

·长城是……。

·中国人常说……来

北 京 的 外 国 朋

友……。

·我已经……了，站

在长城上……。

5.看图说课文

教师将提示词换成

四幅图片，让学生复

述课文内容，先齐说

后单独说。

四、结课（2分钟）

利用幻灯片重现本节课的句型结构，并对例句进行复述。

五、优点与不足

1.优点：

（1）循序渐进，过渡自然。无论是在讲授语法结构还是课文的过程中，都层层

递进，严格按照学生的认知规律，先易后难地安排学习内容。

在讲解语法时，教师从“S＋V＋过＋O”的用法过渡到“S＋V＋过＋Num.

＋次/遍”的用法，由“S＋V＋过＋Num.＋次/遍＋Place”过渡到“S＋V＋过＋

Place＋Num.＋次/遍”，然后对比它们与“S＋V＋过＋Pronoun.＋Num.＋次”在

结构上的不同点和注意事项。

在词汇学习中，教师由字到词再到短语和句子的应用，并且都和课文内容相

联系，不断复习已经学习过的语法点。

课文学习在词汇和语法讲解中已经打好了基础，在朗读和操练的过程中，教

师将提示词分成详细提示、简单提示、图片提示三个部分，让学生不断重复，最



终达到能完整复述课文的目的。

（2）初级阶段学生的汉语基础较薄弱，对语法知识理解有限，语法教学相对抽

象枯燥，本课以归纳法、演绎法进行语法结构教学，最终能使学习者运用正确的

语言规则进行交际，到达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目标。

2.不足：

由于课文形式为叙述体，语法讲解和操练的句型较多，虽然课堂中师生互动

不少，但教师主要采用了机械性操练和设置情景让学生根据图片说句子的操练方

式，不够多样化，反复的机械结构操练很容易让学生产生懈怠感，分散注意力。

教师应在教学各个环节设计多种形式的课堂活动，增加课堂的趣味性，鼓励学生

参与到课堂活动，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例如在讲解“S＋V＋过＋O”后，可

以让同学们用句型自由造句，说一说自己的亲身经历。在“S＋V＋过＋Num.＋

次/遍”中，也可以设置一些有趣味的小游戏，例如“猜猜看”：提前准备一些纸

条，每个纸条上有一个指令，学生轮流抽取一张纸条根据指令做动作，其他学生

猜出指令是什么，以此类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