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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年级商务汉语课由于其学生差异较大，教材内容专业性强、实效性低等特殊矛盾对我们的教

学也提出了特殊的要求。为了更好地应对上述挑战，本文的两位作者在密西根大学四年级商务

汉语课程中不断尝试，将多种创新教学法融入课程设计和教学实践当中，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本文将通过对课程架构及具体教学活动设计的展示，介绍并探讨新型教学法在高级汉语课程中

的综合使用。具体内容包括如何使用游戏化课程设计法构建一个更加灵活的平台，为学生提供

个性化的学习体验并激发其内在的学习动机。此外，通过项目及任务型教学法、案例式教学法，

有效地将真实语料融入课堂教学之中。从而帮助学生提高综合语言技能和实际业务技能，包括

正式的语言运用、沟通技巧和解决汉语实际问题的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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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汉语教育的不断发展，大学汉语教学也在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应对学生日益多样化

的趋势，如何将现代教育理念及教学法有效地融合在语言教学当中，如何将课堂语言学习和现

实语言环境做出有机的结合，一直是大家所关心和讨论的话题。而高年级汉语教课程中，学生

由于语言学习经历、家庭文化背景、学科专业等因素的影响，在学习中的差异化需求更加突出。

与此同时，商务汉语课作为一门专门课，也对内容的专业性和实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

在高年级商务汉语课中有效地使用不同的语言教学法，应对上述问题与挑战是一个值得持续探

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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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根大学的汉语课程共分四个年级，从教学内容来看，除了基础课程，还有以听说读

写为重点或以商务、新闻等为内容的专门课；从学生来看，非华裔和华裔学生在一到三年级分

班教学，而四年级的课程则不再区分，华裔与非华裔学生混合。商务汉语课作为四年级的一门

专门课，每个星期两次课，一次课时为一个半小时，共三个学分。这门课的学生人数通常在

10-18 人之间，人数浮动较大，而且既有接近母语水平的华裔学生，也有刚结束三年的教室环

境学习升到四年级的非华裔学生，学生的年级和专业背景也不尽相同。

目前商务汉语课所使用的的教材是《求实商务汉语》。这本教材由前密西根大学中文项目

负责人陈青海教授组织编写，首次出版于 2013 年，2019 年再版，第二版在主体结构保持相同

的基础上对内容进行了调整和补充。教材共十二课，分两个学期进行教学。课本的主课文语体

较为正式，主要是商务概念和经贸汉语的基本知识，因此相对稳定。在每一课的最后有任务型

为主的“实践活动（Tasks）”，给学生提供了在网络搜索、短文写作、口头报告中的使用所

学词汇及语法项目的实践机会。同时在教学实践中，我们根据学生情况、教学主题、教学法以

及学生学习需求对教学内容进行了补充，加入了职场汉语、商务案例分析等内容。这其中既有

文本，也有视频等其他语料。目前补充材料主要来自于《成功之道：中级商务汉语案例教程》，

《学以致用中高级职场汉语教程》以及综艺节目《令人心动的 offer》等。

商务汉语课学生组成的复杂性和教学内容的专业性对这门课的教学提出了以下挑战：1. 如
何应对学生的多样化需求  2. 如何弥补教材实效性滞后的问题  3. 如何将知识型教学内容与语言

使用结合。4. 如何在语言教学中实现现代教育中对于学生其他能力的培养。

接下来，本文将以上述课程为例，探讨及反思如何在课程设计、教学内容及课堂活动的设

计与实践中融入不同的教学法，以更加有效地提高教学效率。文中所涉及到的教学法包括：游

戏化课程设计法（Gameful Pedagogy），翻转课堂（Flip classroom），任务教学法（Task-based 
learning），项目教学法 (Project-based learning)，案例教学法（Case-based learning）等。其中

游戏化课程设计法通过对学习环境的构建，不但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学习体验，更好

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而且为其他教学法的使用提供了一个更加灵活的平台。而任务及项目

型语言学习，案例型语言学习综合使用，使教学内容更具实效性、真实性和趣味性。

2  游戏化课程设计法

2.1 背景与定义

作为一种新型的课程设计思路和方法，”游戏化课程设计法”最初由密西根大学信息学院

的博士生 Cait Holman 提出，之后在信息学院及教育学院的 Barry Fishman 教授等多位学者的共

同努力下得到进一步完善，并在密西根大学及其他高校得以推广。这种方法改变了传统课程中

学习活动的组织方式和打分系统，使课程结构更加符合语言教学的现状和规律，在激发学生内

在学习动力，鼓励学生不畏失败、挑战自我等方面具有良好的效果。

“游戏化课程设计法”和我们所熟悉的 “游戏化教学” （Gamification）或者“教学游戏”

（Learning games）并不相同。“游戏化教学”和“教学游戏”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强调

在既定的学习活动中加入游戏的元素，以增强教学过程的趣味性和互动性。而“游戏化课程设

计法”着眼于课程设计，希望通过对学习环境的构建，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提高教学效率。

与传统课程相比，“游戏化课程”有以下三点独特之处。首先，在“游戏化课程”中，学

生对于需要完成的学习活动有一定程度的自主选择权。在传统课程设计中，学生必须按照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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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按时、按量完成所有的既定任务；而“游戏课程”中，通过增加学习任务的数量及其在

内容、难度、完成方式、完成时间等不同方面的设计，让学习任务从之前由老师定时定量转变

为学生“自主选择”。

其次，“游戏化课程”采用递加的积分方式。传统的课程大多采用百分制的递减式积分方

式，最终成绩是总分减掉学生的错误和失误之后的结果。这个过程让学生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

避免错误，减少失误上；而“游戏化课程”的积分方式采用逐步递加的累积方式，学生每完成

一个学习任务就会有一定的分数增加， 最终的成绩是其完成的任务的数量和质量的累积总和，

这个过程中变量是学生的努力和进步的表现。

第三，“游戏化课程”中融入了行之有效的游戏元素。“游戏化课程”设计中常会设置诸

如“里程碑”（milestones），奖章（badges），实时反馈（immediate feedback）等游戏元素。

这些元素在学习过程中起到了增强学生成就感、激励其反复尝试的作用。

在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游戏化课程”中学生对于学习活动由“被动接受”

到“主动选择”的转化和递加的积分方式，不但符合“自我决定论”（Ryan & Deci, 2000）中

对于激发人的内部动力的三个条件，对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有非常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满

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了空间，因此对于解决商务汉语课程中学生差异化大这个问题很

有帮助。

同时，“游戏化课程设计”也更加符合语言学习的规律。学生根据自身语言水平、兴趣

目的对学习任务进行选择，可以让学生的学习实现克拉申在“语言输入假设”（Input hypothe-
sis）中提到的“i + 1”的状态（Krashen, 1982）。学习任务的灵活和递增的积分方式为学生无

惧失败，在语言输出中反复试错，挑战自我提供了可能性。而教师除了教授知识以外，也是学

生学习过程的组织者、指导者和激励者，这为教师角色的转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2.2 教学实践

商务汉语课最初的课程设计采用传统模式，学习活动定时定量，难度统一。在对原有

学习活动进行了整合补充之后，这些活动被分为三组：1. 必须完成（Must Try） 2. 强烈推荐 
（Strongly Recommended） 及 3. 自由选择（Up to You）。每一组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组“必须完成”的任务是所有的学生都必须要完成的，包括课文预习小考（preview 
quiz）、复习小考（review quiz）、作业（homework exercise）和学习计划（study plan）。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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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任务的目的是督促学生完成对生词、语法和课文的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通过课堂教学和

这些任务的完成使学生对基础词汇、语法及课文这些核心内容熟练掌握，确保学生有一个相对

一致的起跑线。

第二组“强烈推荐”的学习活动主要由任务型的口头报告、写作练习组成，包括网上资料

搜索（Online search and report）、口头报告（Presentation），作文（Essay）、课堂讨论带领

（Classroom discussion leading）和翻转课堂视频学习（Flipped learning video）。这些任务和课

本以及补充学习材料的核心内容紧密联系，集中火力对生词和语法等内容进行练习，对于学生

灵活掌握核心内容非常有效。与第一组不同，这一组的每一项任务每位学生必须完成一个，之

后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增加某一类任务的数量，也会相应得到更多的分数。

第三组“自由选择”中的任务是基于课本内容的拓展学习活动，包括网上阅读（Online 
reading）、虚拟社区论坛（Harmonize discussion board）和个人项目（Pet project）。这是最为自由，

发挥空间最大的一组任务，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课外材料（新闻、论坛、视频、杂志文章……）

进行学习，或者选择一个专题进行更深入地研究。完成任务的数量完全由学生决定，也就是说

所有的任务都是可做也可不做的。这组任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学生在学习内容和兴趣上的

不同需求，同时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以上学习活动除学习计划（Study plan）和个人项目（Pet project）以外，其他的任务以课

为单位出现。 每一项学习活动因其难度及复杂程度都有一个相对应的分数，学生在了解了课

程结构及每一项任务的内容、目的和要求以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做出适合自己的一份

学习计划。比如说，学生希望最终得到 A 的成绩，那么就需要选择总分为大于 1000 分的学习

活动。

具体学习活动的选择主要由学生自己完成，老师起到监督和指导的作用。在学期初，通常

是第二个星期末，学生通过“自我问卷调查”反思自己的中文学习，并根据自己的语言水平、

学习目标、时间安排制定出一份学习计划。与此同时，老师在学期的前两个星期，观察学生的

语言面貌，了解学生的学习兴趣及目的。在收到学生的学习计划以后与学生做一对一的讨论，

了解学生的设计初衷，提出调整意见。这个过程可以进一步帮助学生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老

师也可以通过建议避免学生只选择自己的强项，避开挑战的情况。

学习计划制定以后，学生可以在学期进行中对计划提出修改意见，如果是大幅度的修改，

需要和老师沟通讨论。另外，在期中和期末学生也有机会和老师一对一见面讨论学习的进度和

计划完成的情况。我们希望在这个初步计划，不断修改的过程中，让学生进一步感受到自己是

学习的主人，学生有责任通过对自己学习过程的观察，制定调整自己的学习策略，并且由此对

于中文学习产生更强的责任感和内在动力。

2.3 反馈

目前，新的课程设计已经在商务汉语课中使用了多个学期，从学生的反馈中可以看出，新

的设计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在 2018 年的秋季学期，我曾经邀请密西根大学的教学研究中

心（Center for Research on Learning & Teaching）对商务汉语课的学生做过一个第三方调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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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汉语课的学生组成与新闻时事汉语课类似，所以也采用了基本相同的课程设计。下面是一些

和课程设计有关的学生反馈，主要的内容是：

（1）学生普遍认为新的课程设计对学习非常有帮助。虽然这门课比其它中文课的工作量

大，但是学生对于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目标以及希望专注的内容安排学习这一点

非常认可。

（2）因为课程设计中的“容错机制”，学生可以更大胆地挑战自我。因为可以完成其他任务，

所以不用为一次失误给最后成绩带来的后果而过分担心。

（3）另外，学生认为新的课程结构（如：自由选择学习任务和完成时间）让他们把精力

更多地放在深入理解学习内容上，而不是死记硬背上。

在 2019 秋季，2020 冬季及 2020 年秋季学期末，在我对这两门课的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中，

83% 的学生对于“Compared to other courses, overall I felt more motivated to learn in this course.”
表示同意（agree）或者强烈同意（Strongly agree）。96% 的学生对于“Compared to other 
courses, I had more freedom to arrange my own schedule or pace of study.”表示同意（agree）或者

强烈同意（Strongly agree）。90% 的学生对于“Compared to other courses, I had more freedom to 
choose the content I wanted to focus on.”表示同意（agree）或者强烈同意（Strongly agree）。

88% 的学生对于“Compared to other courses, this course was more tailored to help me develop pro-
ficiency in the language skills (e.g. speaking, writing...) I most needed to improve.”表示同意（agree）
或者强烈同意（Strongly agree）。

使用“游戏化课程设计法”设计的课程框架更加灵活，这为之后将其他新型教学法有机地

融入教学过程中的具体教学活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在商务汉语课具体教学活动的设计和

教学中，我们秉持以学生为中心，使用真实语料，坚持沟通式教学，体验式教学，情景式教学，

合作式教学的原则，据教学内容、学生情况等因素的不同，也采用了多种新型教学方法。接下

来，本文将以翻转课堂、任务式教学法、项目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为主，介绍具体教学活动

的设计及实施。

3  翻转课堂教学法

3.1 背景与定义 

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是 2007 年起源于美国，最早由科罗拉多州的两位高中老师

Jonathan Bergmann 与 Aaron Sams 为缺勤学生预先录制教学视频上传至网络，让学生可以自己

上网学习的一种教学方式。传统的教学模式主要以老师为中心在课堂上传道授业，而学生通过

做课后作业的形式对知识进行巩固练习。翻转课堂要求学生在课前通过对教学视频的观看和学

习，自主掌握学习内容。学生可以灵活调整学习时间。课堂则以学生为中心，通过对学习内容

的讨论练习，达到温故知新的效果。

3.2 教学实践

为了帮助学生了解中国的职场文化以及职场沟通技巧，我们使用了真实语料《令人心动的

offer》作为商务汉语课的补充学习材料。这一节目是中国首个职场真人秀节目。该节目记录了

8 个实习生在上海市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的过程。真实语料的用语自然地道，为学生提供丰

富的输入和模仿范本（鲜丽霞等，2012）。但是，视频的语言程度很难符合每一位学生当下的



29刘倩、于晓盈

语言水平。除此以外，视频内容丰富，我们很难在课堂上为学生系统地讲解每一个语言点。因

此我们把真实语料与翻转课堂教学法相结合。

教师从《令人心动的 offer》综艺节目中选取编辑六个时长为 10 到 20 分钟的片段，每个

片段对应不同的主题，例如：面试、初入职场、商务邮件沟通、做正式报告等。以下是以面试

主题为例的具体教学步骤。

（1）课前准备

学生在课前完成《令人心动的 offer》视频选段的观看与学习。教师设计视频自测小考，

插入视频中，学生一边看视频，一边完成自测题目。自测练习的主要功能在于引导学生进一步

理解视频内容。教师可以通过后台了解学生的答题情况。此外，学生学完视频后需根据自身水

平在 Google 共享文档中制作视频的生词表，再选择有一定难度的三段话进行翻译。

（2） 课堂中

上课时，选择了课堂讨论带领任务的学生向其他同学介绍视频的主要内容，同时展示制作

的生词表和选段翻译。讨论带领的学生主要担任“主持人”和“讲解员”的角色，引导其他同

学就视频片段，结合真实的职场问题进行讨论，从不同角度深入分析并延伸讨论视频内容。同

时，教师将根据本章主题，帮助学生整理视频片段的语言焦点，比如常用的动宾搭配和重要的

语言注释。

（3）课后

我们运用 Harmonize Discussion Board 平台，为学生构建一个课后可以互动的虚拟社区，

学生在此平台就《令人心动的 offer》观看的内容进行讨论和互动，他们可以发帖，分享视频照片、

评论、点赞和留言。教师将在平台上设置相应的分数作为奖励机制，以鼓励更多的学生参与虚

拟社区平台讨论。平台的任务设计大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参与积极性。

虽然翻转课堂模式给与了学生学习的灵活性与自主性，但真实语料的学习材料对学生来说

有一定难度，课堂学习讨论的时间又十分有限。因此课后虚拟平台的任务设计为学生创造了更

多的语言实践机会。虚拟社交平台也非常符合当代大学生的社交习惯，学生非常喜欢在平台上

输出自己的观点、主动分享、点赞、留言。综艺节目中 8 位实习生有着不同的表现，随着观看

集数的增加，学生们投入越来越多的感情，关注着这些实习生的个人命运，甚至有学生因自己

喜欢的选手遭到淘汰写了一篇长长的帖子来抒发自己遗憾的的情感，并获得了很多留言和认可。

3.3 小结与反馈

视频的学习以及在虚拟社区的平台上进行交流作为游戏化教学强烈推荐和自由选择的学

习活动，激发了学习者自主学习的动力。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于“渔”，教师通过翻转课堂

的教学设计，能够引导并培养学生今后持续自学中文的能力。

虽然翻转课堂非常适用于《令人心动的 offer》视频材料的学习，但如何恰当地筛选视频

内容，如何将真实语料与商务汉语教学内容紧密结合都是使用翻转课堂教学法所面临的挑战。

除此之外，视频的处理、图像、动画的制作要求教师熟练应用各类音频处理和视频编辑软件，

但材料有一定的时效性，因此翻转课堂的视频教学材料需要不断更新完善。

4  任务型教学法

4.1 背景与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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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型教学法是商务汉语课程中被使用最广泛的教学方法之一。Skehan（1996）提出任务

型教学是学生完成与真实世界相连的一些任务，且这些任务中包含了需要用语言交际解决的具

体问题。顾伟列、方颖（2009）对任务教学法做了具体定义 : 以“ 任务”的形式组织课堂活动，

在完成“ 任务”的过程中学习语言，注重语言意义的表达和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关道雄、

费飞（2010）总结了三种类型的任务，包括语言技能型任务、交际型任务与预演型真实任务。

在设计教学任务时，教师从语言交际性与实用性两个角度出发，将任务与真实职场或商务场景

紧密结合。这些特点都与实用性很强的商务汉语课非常吻合。

4.2 教学实例

开学初我们会给学生介绍游戏化情景创设：我们是一家著名的咨询公司，学生可以通过完

成任务获得本公司实习咨询师的 offer。在本学期接下来的课程中，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类型

的学习任务，不断积累自己的经验值从而获得升级资格，逐渐转为本公司的初级咨询师、中级

咨询师。

游戏化情景创设旨在帮助学生将翻转视频中学到的职场语言表达进一步应用于课堂任务

中。翻转视频材料给学生提供充分的语言输入，任务式教学法则组织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完成

语言的模仿、分析、讨论以及做商务报告的输出过程。教师根据《令人心动的 offer》学习材料，

设计了相关的任务教学活动，例如，模拟面试、商务写作、商务谈判等。将视频中实习生们完

成的课题延伸改编成为商务汉语课的强烈推荐或自由选择的学习任务，使得真实语料与课堂教

学内容有机结合，实现课上与课下的联动。下面将具体介绍模拟面试的教学任务：

（1）任务准备

语言输入：课前我们会把跟面试相关的阅读材料放在 Persuall 平台，学生可在这个平台上

做标注，也可以回复解答其他同学的标注问题。这样做的好处是把精读练习这个教师难以评估

的环节变成了一项有互动性的交流学习过程。同时，教师通过 Persuall 后台数据，了解学生阅

读反馈的问题、每一页花了多少时间，对阅读难点疑点一目了然。同时也为学生搭建语言操练

框架：结合课文、阅读视频材料，对重点生词句式反复操练。结合课文练习题目，设计不同翻

译、对话、填空等练习。

（2）任务执行

准备中文简历：参考本校就业指导中心的简历网站，先为学生讲解简历的基本内容，结构

和需要注意的要点。从内容，文化和语言等不同角度，分析对比中英文简历的不同。为学生提

供不同领域的中文简历模板以及一些国际化的招聘网站和工作机会。同时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讨

论，分享找工作的渠道和感兴趣的职位。安排一对一时间，跟学生讨论并修改简历。

模拟面试：任务设计了两轮面试，第一轮学生模仿《令人心动的 offer》进行简单的自我介绍。

第二轮，学生抽取不同身份，包括面试官和面试者。这种角色互换能够让学生对面试有更全面

的了解和体会。教师在任务中为学生搭建面试需要的语言框架，引导学生参与到具体的情景中，

让他们融入其中，从而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4.3 小结与反馈

模拟面试任务经过了几个学期的教学实践。在此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以下两个问题，并进

行了调整和改进。首先，学生目标语输入与输出的脱节。学生在模拟面试的自我介绍环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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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仍然是旧生词和简单句式，内容也不够充分。我们通过逆向设计方法，首先确定好输出的内

容及目标，然后要明确评估细则：任务前将评分表发给学生作为参考。学生从语言表达、生词

语法使用、面试技巧、着装礼仪、回答问题等多个角度进行互评。最后在实际任务执行前，提

供足够的语言输入做支撑，并且通过扫清生词语法障碍，各种练习活动和语法操练帮助学生理

解、记忆并内化最后具备输出目标语的能力。

其次，生生互动性不够。学生之间的交流是语言学习的重要形式。但是在早期执行模拟面

试任务时，我们发现有的学生为了完成模拟面试，只是机械地背稿，收效甚微。因此调整了任

务设计。加入了第二轮随机问答环节，将学生分成面试官组和面试者组，用角色扮演、模拟等

方式，模拟真实的面试场景，锻炼学生的交际能力。第二，此任务采用师生共同评估方式。学

生需要互相平分，并给出合理建议。这种互助式学习能够让学生从语言学习、面试技巧和情感

支持方面实行互助（陈青海，2012）。

5  案例式教学法

5.1 背景与定义

案例教学法起源于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哈佛商学院的教授用现实案例作为教学材料，在

课堂上引导学生讨论分析，从而培养学生的决策能力。案例教学法以案例为载体，每一个商业

案例都基于真实故事。

案例式教学法以真实案例为主，培养学生用目标语分析商业案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此教学法具有真实性、情境性、互动性和开放性等特点，可以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

能力，因此很适合商务汉语课。

高年级商务汉语课所使用的很多教学资料都有时效性的问题。而一些经典的以及最新的商

业案例恰好能与教材形成互补。陈青海（2012）提到了集体自学法（socioliterate approach），

即学生通过自发查找自己需要或感兴趣的原文材料来对教材做出贡献（student-generated portfo-
lios）。师生们可以在案例教学法的实践中共同努力，不断添砖加瓦，从而做到商务汉语课教

学材料的与时俱进。

 
5.2 教学实例

这项案例教学活动是为了通过学习《肯德基的中国化》商业案例，提高学生的语言综合运

用能力，同时了解相关的商业知识。再为学生设置一个需要解决的情景式问题。通过查阅资料、

头脑风暴、小组讨论总结出一个针对真实案例问题有一定可行性的解决办法，并分析利弊。从

而锻炼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与沟通交流技巧。以下是具体的教学操作步骤：

（1）案例准备

教师将商业案例的补充阅读材料发给学生，学生自主掌握生词和语法，确保课前熟悉生词

和课文，准备热身问题。思考案例中出现的问题或者矛盾，梳理作者的观点，搜集相关的论证

材料。

（2）案例学习与分析

上课时先跟学生一起梳理文章内容，概括主要信息。通过图片展示肯德基在中国推出的一

些本土化产品；通过视频采访，让学生了解顾客在肯德基和麦当劳的不同消费体验。课堂的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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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相关活动都是以学生为主，教师设计若干个案例问题，对学生语言输出部分给与及时的反

馈和建议，兼顾语言与商务知识的学习。学生的小组讨论加以时间限制，同时为学生提供目标

语练习的框架和指导。

（3）课堂讨论带领任务

从全球市场来看，麦当劳从门店数量到资金实力都远超肯德基。可是在中国市场，麦当劳

一直处于被肯德基压制的地位。我们公司的客户是麦当劳，请各组实习生从产品研发、广告宣

传、品牌竞争，市场开拓，价格策略、目标客户、本土化策略等不同角度，做一个课堂讨论带

领报告，分析如何帮助麦当劳赢回中国市场。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自由选择任务，课下讨论并准备商业案例报告。课堂上通过案例分析

报告，帮助学生全面认识目标案例，梳理案例的难点，提出解决方案和策略。

5.3 小结与反馈

案例式教学法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力，通过学习经典商业案例，提高了学生的语言能力，

同时也锻炼了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另一方面，案例式教学法也面临诸多挑战。首先，高年级的学生在做案例分析报告时，无

论语言水平在什么阶段，普遍容易出现对目标语使用避难趋易的现象。教师需要帮助学生掌握

并熟悉商业案例中的正式表达，帮助其完成语言能力从中级到高级的过度。在课堂讨论带领任

务的评分标准中，正式语体使用的流利性和复杂性是评分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具体商务汉语教学中，我们观察到，对于语言程度较高的学生，他们在案例法教学中更

多关注案例本身的内容及其所体现的商业逻辑。正如 Yuan（2006）所指出的，对于他们而言

语言只是学习商务知识的载体。而语言程度较低的学生重点是用案例来帮助语言学习，提升语

言能力。我们在游戏化课程设计的框架下使用案例教学法，为语言程度高的学生提供更多的案

例分析的学习任务；为语言程度较低的学生设计更多针对案例理解和语言练习的学习任务。

6  项目式教学法

6.1 背景与定义

项目教学法起源于教育学家杜威（J. Dewey）提倡的在“做中学”的相关理论。 Hedge （1993）
提出项目式学习可以与语言教学相结合，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学生通过对某一项目

或课题的自主或者合作式的探索，最终通过成果展示用成就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Thomas
（2000）针对“项目”做了具体的定义，这是有一定难度和复杂性的课题任务，项目需要持续

一定时间来完成。学生根据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构思项目，然后通过调查、信息整理、实施计

划并解决问题，最后进行成果展示分享。周燕（2013）总结了项目式教学法的特征：第一，学

习并运用真实语料，第二，以过程与结果为导向，第三，平衡学习过程与最后的学习产出。项

目式学习实践了建构主义，将目标语言的学习与项目研究有机结合，让学生在真实的语言环境

中内化语言知识，提高交际能力。因此，项目式教学法很适合运用于商务汉语的课堂。我们会

给学生提供一些参考项目，例如餐饮创业项目，或者股市分析预测项目。学生也可自行选择自

己感兴趣的课题进行项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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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教学实践

Pet Project 个人项目，这项学习活动的设计初衷是为了满足那些对于学习内容或者语言侧

重点有特殊要求的学生。因此在内容选择和完成方式上都非常灵活。完成这个项目需要至少一

个半月的时间，学生可以选择独立完成或者与其他学生合作。除了所关注的内容和主题，学生

还可以在研究的呈现方式上发挥创意，采用诸如影音、文字、现场表演等方式，并由此实现语

言习得。以下是这项学习活动的具体操作步骤：

（1）初步计划

如果学生在课程中，发现自己对教学内容中的某个主题或相关内容有浓厚的兴趣，并且不

能通过已有的学习活动实现对这些内容的深入学习和表达，那么学生首先需要在规定时间前（通

常在学期结束一个半月之前）提交一份初步计划。这份计划的内容包括学生想要研究的主题、

希望如何研究这个主题、希望以什么方式呈现研究的结果，以及学生希望老师如何协助。

（2）一对一面谈

在上交了初步计划以后，学生需要和老师联系约定时间做一对一的讨论。在面谈之前，老

师需要对学生提出的计划做出一个初步的可行性判断。在讨论中，和学生详细地讨论初步计划

的具体内容、可操作性、时间安排，并明确对学生最终成果的预期。

（3）修改计划

学生根据面谈的内容，对初步计划进行调整和修改。如果老师和学生都对修改过的计划没

有异议，学生就可以开启自己的个人项目了。

（4）完成任务

这个过程中学生需要对项目的进展与老师保持沟通。老师需要对于学生在研究内容的把

握、语言使用和时间进程等方面进行监督和指导，并且帮助学生应对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

难和挑战。

（5）任务呈现

学生在截止日期以前，按照之前计划中讨论的呈现方式完成个人项目。

6.3 小结与反馈

Pet project 个人项目作为一项学生自由选择的学习活动，不但给学生提供了更加个性化的

学习机会，而且对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创造力都有很好的效果。学生不再把学习当成是一

种任务，而是主动发挥创意为自己创造学习机会和环境，因此呈现出的最终成果也更有创意和

突破性。

在之前的商务汉语课中，曾经有一位来自电脑科学专业的学生，她的专业背景和商业无关，

对于商业相关的话题也并不是很感兴趣，经过多次沟通和讨论，她选择了这个学习活动，并最

终结合电脑编程知识和商务汉语课的内容制作出一个虚拟互动的电脑游戏。这个 Pet project 的
立意新颖独特，既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又帮助学生实现了语言的学习。这位学生告诉我，因为

在设计游戏的过程中，她需要多次翻阅课本，最后已经对每一课的内容都了如指掌了，而且她

还因此学会了一种新的计算机编程语言。这样从自己的兴趣或专业出发，对于教学内容做出不

同解读的优秀作业的还有很多。选择这个学习活动的学生不但学习了语言知识，而且用中文表

达了所思所想，达到了高年级语言教学当中的“言之有物”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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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反思与总结

教学实践是教学理念、方法与教学内容、对象等多种因素相结合的体现。在不同的教学环

节中有机地融入不同的教学方法，以实现更加有效的教学效果，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虽

然目前的教学实践取得了学生和其他老师的一些肯定，在教学中，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都得

到了激发，同时也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培养了学生的跨文化交际、与他人沟通协作等其他能力。

但是如何将多种教学方法更有效地融合，在日后的教学实践中还有很多需要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首先，游戏化课程设计法作为一种新型教学法，在密西根大学第一次被引入语言教学当中。

对于这种教学法在语言教学的成效，以及如何将这一理念更加完善地融入汉语教学都需要进一

步的研究。 同时，如何把游戏化课程的框架更好地与其他语言教学法相结合也需要更长时间

的实践和反馈。

第二，如何快速地帮助学生认识理解并接受与传统课程不同思路的结构，如何在学期进行

过程中，督促学生按照计划完成学习活动对于新型教学法的综合使用至关重要。

在密西根大学的商务汉语课中，结合游戏化课程设计法等多种新型语言教学法的教学实践

初期得到了学生和老师的肯定，但是仍然需要在今后的教学中不断实践总结，进一步完善多种

教学法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更好地应对不断变化的教学环境与新的挑战。

附录

2018 年秋季学期商务汉语课学生对于”游戏化课程设计”的反馈（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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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how to incorporate innovative pedagogies, such as Gameful Pedagogy, Project 
Based Learning and Task Based Learning, into course design and teaching practice in Business 
Chinese class to maximize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One of the challenges in the advanced level 
language class is the significant variety in students’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ies and background 
knowledge. Also, due to the specialized content and time sensitiveness of the text. Gameful pedagogy 
allows students to have personalized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promote intrinsic learning motivation.  
In addition, helping students bridge the gap between classroom language learning and real-world 
language environments is another challenge instructors encounter in advanced level language 
teaching.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other innovative teaching pedagogies mentioned above, 
instructors can efficiently design task-based activities, incorporating authentic language materials. 
Thus, to help students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language skills and practical business skills, 
including formal style language usage,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analytical skills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in Chinese language.

Keywords
Advanced level Chinese language courses, business Chinese, gameful pedagogy, project and task-
based languag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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