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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些数据：中国学习德语的人数

 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德语学习人数下降，两个例外（中国和印度）

 2020：中国的中学德语学习人数（约总德语学习人数的17%）



一些数据：中学德语在中国



国内外语言政策导向
 中国：2020年：普通中学将新增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这三个语种课程，学生

可在高考中自由选择英语、俄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6个语种；同
时进行这三个语种教材的编写送审工作

 德国：

2008：伙伴塑造未来倡议（PASCH-Initiative）

包括中学生互换项目

 学校类型：

- DSD-Schulen, Fit-Schulen,

- PAD-Schulen, Deutsche Auslandsschule



二、国内中学德语教材开发
与建设



现有的国内中学德语教材
 《中学德语》，同济社，2006（2018修订）

 《中学德语》，人教社，2006

 （引进版）《中学德语教程》（Deutsch international），苏教社， 2007

 （引进版）《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青少版）》（Planet），外研社，2011

 （引进版） 《快乐德语》（Prima），外教社，2010 (最新版2021)

 （引进版） 《交际德语教程》（Studio），外教社，2010（第二版2017）

 外教社中学多语种系列教材：德语G1（Willkommen），外教社，2017

 （引进版） 《我们的德语》（Wir neu），同济社，

 （引进版） 《开心学德语（青少版）》（Logisch），外研社，2021

 （引进版） 《你好！德语》（Netzwerk neu），外研社，2022





中学德语教材的一般特点

 绝大多数都是国外引进版（Hueber, Cornelsen, Klett）

- 图文并茂（早期部分国内自编教材编排略嫌单调，视觉冲击不够，甚至黑白版）

- 特别强调交际型导向

- 很少有专门的系统性的前期语音训练（phonetischer Vorkurs）

- 将国情知识和跨文化教学融于语言教学中

- 引进后的配套非常完善（学生用书、教师用书、词汇手册、练习册、多媒体乃至
在线学习资源）

 Willkommen是中国人根据《普通高中德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自主设计编
写的中学德语教材：突显中国文化在当今世界上的重要地位，鼓励学生通过加深
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学习了解德语国家的文化，形成国际视野及跨文化交际能力



立足新课标（目前正在更新）



三、《开心学德语》的
编排和使用



教材分析标准

Hermann Funk2004 年发表了《教材质量评估的建议》一
文，以问题的形式提出十二条评价标准

 Funk, Hermann. Qualitätsmerkmale von Lehrwerken prüfen 
- ein Verfahrensvorschlag. In: Babylonia, 2004 (3): 41-47.

媒体配套设备、教学及考试大纲、教学机构的特点、听力
、阅读、口语、写作、练习、语法及语音、词汇、国情、
自我评价



（一）教材编排理念与形式



编排理念

交际法教学原则

- 交际（Kommunikation/Aktivität）先行，后面才是词汇
、语法和发音

- “学中做，做中学”（创建真实语境，以行动为导向
，组织任务或活动）

语法学习注重渐进性

考虑到了青少年群体的生活世界及其兴趣特点

兼有备考的考虑（Zertifikat Deutsch/DSD Stufe）



行动导向
 言语行为理论（Austin; Searle），Sprachhandlungen

 语用学转向（Levinson）

 行为导向的外语课堂

（Sprachhandlungsorientierter Fremdsprachenunterricht）

 任务或项目导向的外语课堂

（Aufgaben-/Projektorientierter Fremdsprachenunterricht）



A1教材最后一页：
帮助学生了解课堂用语
（unterrichtliche Redemittel）

还包括如下：

Weiter！

Sprecht bitte nach！

Macht ihr jetzt eine Diskussion!

Hört bitte zu! 

Bitte noch einmal!

…



语法渐进性（grammatische Progression）

较大较复杂的语法主题至少分布在两个单
元

A1教材里的练习说明配有中文翻译，B1
开始就没有中文解释



练习形式
 练习丰富而多元，兼顾各项语言能力的训练

- 个人练习（Einzelarbeit）& 双人和团体合作练习（Partner- und 
Gruppenarbeit）

- 模拟型媒介（analoge Medien）& 数字化媒体（digitale Medien）

- 把部分学习过程转移到课外，学习环境无边界化，处处皆课堂

 自查自纠、自我复习与评估

- 页面Kannst du das schon（列出重要的Redemittel和语法点）

- 页面Noch einmal bitte（参照主题词或提示进行复习）



教材使用符号



CLIL（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内容和语言相结合的教学法）
 Fächerübergreifender Unterricht

以B1教材第10单元为例

 跨课程导向（interdisziplinärer Ansatz）

 特别有利于进行课程思政（生态意识、

自然意识、环保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可略加扩展与延伸（绿党Die Grünen）



“德语国家”或曰“德语区”
D-A-CH（D-A-CH-L）理念

 A1第16单元：德语国家的节日与庆典

A2第16单元：在德语国家学习一年

B1第16单元：到德语国家旅行

 主要涉及国情文化知识，甚至练习中也有出现

（比如A1第4单元后的复习课）



语言变体（Sprachvarietät）的理念



（二）学情思考、核心素养
与课程思政



柏林教学论（范捷平、李媛 2007）



学情思考（授课群体）
 人类心理学条件：

- 今日中学生有鲜明的个性和特点

- 学生都是数字原住民：多渠道、多媒体、多模态学习

- 教材编写者或教师大多属于数字移民

 教与学的动机（一外还是二外？必修还是选修？兴趣课？用德语参加高考，比
如理科德语特色班？）

中学生为何学习德语？

 教学所处的大环境（城市？片区？学校？家庭？）

 教师自身素质（终身学习，比如歌德学院“学习教德语”（DLL- Deutsch 
Lehren lernen项目））



中学生为什么学习德语？
（Li/Lian 2018: 371）

 2015年的数据

 浙江4个学校的306名中学生：

3所在杭州，1所在金华

 主要动机：

- 对德语国家感兴趣

（初中生以及整个群体最强烈的动机）

- 对语言感兴趣

- 获取一手信息

- 赴德语国家留学

（高中生最强烈的动机）



高中就开设德语选修课（个案，宁波某中学）

 “玩转日常词汇”

 “德语视听说”

 “构造德语空间”

 “优美德语把耳朵唤醒”

 “德国国情简介”

 “鸟瞰德国”



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的提出，标志着我国教育改革从90年代的

“双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教育到2001年的

三维目标（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

而进入3.0时代，即以核心素养为育人目标。（李媛 2022）

 外语教学核心素养四大要素：

⚫ 外语能力（听说读写译）

⚫ 文化意识（跨文化沟通，尤其是用德语言说传统和当代中国）

⚫ 思维品质（批判性思维能力）

⚫ 学习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全球胜任力）



课程思政

 助推青少年“从中国走向世界”，开展中德对话，引导学生用言
说言说和讲述中国，从而“让世界走向中国”

 在中德对比中进一步认识中国文化（通过他者认识自身），引导
学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解当代中国

 提升学生跨文化沟通的意识和能力，增强地球村、人类命运共同
体意识，识别文化差异、弱化文化冲突、求同存异

（李媛 2022）



外语教学本身自带跨文化
和批判性思辨特征

 融合跨文化元素的典型单元：

- A1第8单元 Schule international

- B1第2单元 Ich bin neu hier

 融合思辨和批判思维特征的典型单元

B1第14单元 Kaufen und schenken

Der Kauf-nix-Tag

（拒绝过度消费）



利用课后练习，做好课程思政
 每一课的“项目练习” “多语性与语言对比”

都是非常好的契机



Elfchen用于教学的成功体验



用课后练习引导学生“言说中国”或进行
中德对话



四、中学德语各个板块教学方法
和策略探讨

——以《开心学德语》为例



总体构架



口语教学
 区分引导型表达（gelenktes Sprechen）和自由表达（freies

Sprechen）

 独白（monologisches Sprechen）与对话（dialogisches Sprechen
）

- 初期阶段：

举例：Übt das Gespräch zu zweit mit euren Namen. Spielt dann in 
der Klasse. （A1教材第1单元）

- 中高级阶段：迷你报告、演讲或个人展示

- 但也存在过渡或整合空间



举例：A1教材第5单元（从对话到独白）



引导型表达：口语作为方法技能（引入游戏
，综合调动学生的各种知觉→_→联觉）

互扔小皮球（传递）练习某些结构（比如第四格或/和现在完成时等）

由学生自行决定发言顺序，能集中大家的注意力

⚫ Was hast du gestern Abend gegessen.

◼ Ich habe einen Salat gegessen. Und was hast du gestern Abend gegessen?

➢ Ich habe eine Suppe gegessen. Und was hast du gestern Abend gegessen?

✓ … 



其他传递练习举例

数字训练（Zahlenübung）



其他游戏形式
雪球练习（引入激励机制）：

 Was hast du in den Ferien gemacht? Ich habe Fußball gespielt.

⚫ Ich habe Fußball gespielt. Ich habe gemalt.

 Ich habe Fußball gespielt. Ich habe gemalt. Ich habe einen Aufsatz geschrieben.

✓ Ich habe Fußball gespielt. Ich habe gemalt. Ich habe einen Aufsatz geschrieben. 
Ich bin spazieren gegangen. 

… 

站队练习（连词成句，尤其适用于训练学生的词序Wortstellung意识）

比如Zweitstellung或Endstellung des Verbs

或者可分动词：Ich habe vor, morgen nach Deutschland zu abreisen. (*)



连词成句练习
非常基本的句式练习（语文课常用）



连词成句（“学中做，做中学”）



游戏中多种语言技能
和主题领域的融合

 板书接力 Tafelrallye（引入激励和竞赛机制）

 猜谜游戏（Rätselspiel）Wer bin ich? (Beruf…)



小结：游戏、活动与媒介

 游戏不仅适用于青少年，也可以而且应该组织成年人在课堂上做游戏

 提高学习动机、专注力和记忆力（散焦的过程）

 发现学生的潜能，成绩较弱的学生可以收获意想不到的成功体验

 游戏类型学

-以技能为导向的游戏

- 以结构为导向的游戏

- 用于互相认识、结尾或建立互信的游戏

- 团建的游戏（用于唤醒班级活力）



有关语言（教学）游戏的参考书目



词汇教学
 大脑词库（mentales Lexikon）

 调动各种学习通道（Lernkanäle）

 多维感知

- 视觉（图片和实物）

- 听觉（发音及其重音）

Eichhörnchen, Streichholzschächtelchen

（德语发音特征之一：辅音大串联）

- 动觉（手势呈现，非言语因素Nonverbales）

 在关联中学习词汇，

促成再识别效应（Wiedererkennungseffekt）



引入词汇
 情境归类（situative Einordnung），创建相对真实的语境

提问：Wo befindet ihr euch heute? Wo kauft ihr ein? Welchen Verkehrsmittel benutzt
ihr oft? Was habe ihr in den Ferien gemacht? …

 物品与词汇配对（Zuordnungsübungen）

 词汇结构化与分类（Wortfeld/Wortfamlie）

 非言语语义化活动/哑剧

 推断词义（尤其是复合词和派生词，或从上下文推断，以及字典的科学实用）



练习、复习词汇
 词汇卡片（Wortschatzkartei）

 卡片搭档（Kartenpaare）

 填词游戏（Kreuzworträtsel）

 单词婚礼（Wörter-Hochzeit，用抽到的单词造句）

组合越是古怪风趣，记忆效果也就越好

 “禁忌”游戏（用各种方式转写，但不能提及原词：

肢体语言等，联觉）



语法
 语法不仅包括形态学和句法，

它还是思维体系，是语言哲学。

 调动多维感知形式，语法也可以可视化

举例：支配多种格的介词（“静三动四”）

 激发学生提出猜想，引导学生自己推断规则

 渐进式发展，螺旋上升式学习

 先口语，后语法（一定不要害怕出错）



始于交际又终于交际的闭环语法学习法

 语法向来是中国学生的强项，但又极其让人望而生畏而且因为过度挫折而心灰意
冷（语言石化现象）

 如何利用好一本以交际教学法为导向的引进版教材讲授语法？

 用交际的方式来传授语法知识：“从交际中出来——语法规则的学习——再到交
际中去”的语法学习模式

 尽可能为学生提供在特定的情境下体验语法现象的机会，有意识地创造类似的情
景，使学生通过交际进行反复体验，知道掌握使用语法现象的正确方法



“一切”德语语法都是图表



语音训练
 《开心学德语》并非将语言专门作为一个非常独立的单元编排，而是先给出一个

相关导论，引入基本的语音知识，再将语音语调贯穿于整套教材和整个德语教学
之中，作为每一单元的重要组成部分

 “交际至上”原则

 语音始终与课堂内容（比如所选课文、对话）衔接

 使用可视化手段与肢体活动

 语音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支撑的综合体系



语音教学也是渐进式的发展（Kroemer 2001）



国情学与跨文化学习
 目的国或区域国情和文化的学习历来就是外语课堂的一部分

 交际转向与日常文化（特定文化的交际准则）

 模版对话和特定的表达结构（Redemittel）

Stimmt so！vs “慢走”（statt “Gehen Sie langsam！”

Gehen Sie gut nach Hause！）

 给予学生具体的生活指导，特别是方便学生以后的留学生活

 增强文化敏感性，消除刻板印象（德国人的“准时”？），将源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关联在一起，注
重文化的异质性、杂交性



D-A-CH模式
（国情文化的内部差异）

 三个主要德语国家的国情文化贯穿

整套教材

 难度依次递进

 让学生自行搜索相关信息并做展示

（任务式、项目式：迷你报告，海报，模拟

旅行，微型演剧等）



备考同样可以体现D-A-CH模式

 德国：DSD (Deutsches Sprachdiplom), DSH-
Zeugnis, TestDaF, Goethe-Zertifikat

 奥地利：ÖSD (Österreichisches 

Sprachdiplom) 

 瑞士：telc



非言语及超言语交际（nonverbale und
paraverbale Kommunikation）



充当跨文化交流的使者（中德文化对比）



站点式学习方法
 Stationenlernen：在同一个主题下设计各种各样环环相扣的
练习，包括阅读练习、听力练习、语法练习、文字游戏、
口语练习、词汇练习、讨论题、手工题等等，每一个任务
型练习组成了一个个站点。

《开心学德语》

的显性特征之一



五、余论



教材随附中、英、德对照的单词手册
（绝对不能放弃英语）

英语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Englisch ist ein Muss, Deutsch ein Plus）

即便是日耳曼语言文学本学科的研究成果，

也有15%左右是用英语写成的

（英美国家的German Studies）



中学德语发展前景
 机遇与挑战并存

 从目前发展势头来看，

呈现上升趋势：

2019年“中学德语教学联盟”成立

 挑战：从提升高考分数的角度来看无法与

日语抗衡；要求学生有相当高的学习自主性和能动性（Bildungsfach）



曾经的问题已经不成其为问题



拓展和延伸阅读（悦读+）



营造团结而又紧张、严肃而又活泼的德语学习氛围
 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

 全国中学生多语种

（法语、德语、日语、俄语、西语）

技能大赛

 中学生德语能力展演大赛

 全国德语奥林匹克竞赛



理想课堂（线上线下混合学习，
blending learning）



教师个人研修（歌德学院DLL）
与自我发展（兵马已动，粮草补给）



感谢关注，欢迎交流！

何俊
电邮：dasei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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