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与“在”的巧妙运用：韩老师带领阿尔及利亚学生掌握存在句

在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在线汉语课堂上，韩老师正在教授《博雅汉语初级起步篇 2》第 36
课的内容，今天的教学重点是存在句。韩老师注意到，尽管学生们已经学习了一些基本的汉

语语法知识，但对于表示存在的句型（例如“有”和“在”句型）仍然存在一定的困惑，特

别是在句子的结构和语法规则的应用上。

课堂一开始，韩老师通过简短的提问引入话题：“你们知道‘桌子上有一本书’这个句

子是什么意思吗？”学生们纷纷举手回答：“有一本书在桌子上。”韩老师点点头，继续追问：

“那我们如果说‘桌子上有书’和‘书在桌子上’这两个句子有什么不同呢？”大部分学生

回答：“‘桌子上有书’表示书存在于桌子上，而‘书在桌子上’是一个描述。”韩老师确认

学生们理解了句子的含义后，开始讲解存在句的基本结构：“‘有’和‘在’都可以用来表示

存在，其中‘有’表示某物在某个地方，而‘在’通常用于描述某物的位置。”

接下来，韩老师给出了更多的例子：“这里有很多书”，“房间里有电脑”，“桌子上有笔”。

然后，她让学生们分组讨论，尝试用存在句造句。学生们在小组中积极讨论，尝试用“有”

和“在”来描述身边的物品和环境：“教室里有黑板”，“桌子上有一支笔”，“窗户旁边有花”。

在这个过程中，韩老师发现大多数学生能够使用正确的结构，但在一些细节上，学生们仍然

存在一定的困惑。

尤其是在使用“有”和“在”的位置时，学生们有时混淆了句子的语序。一位学生说：

“我有书桌在家。”韩老师纠正道：“这个句子应该说‘书桌在家’，或者‘家里有书桌’，‘在’

通常放在物体或人后面，而‘有’放在句首。”韩老师解释道：“‘在’通常用于表示位置或

所在的地方，‘有’则用于表示某物的存在。我们需要注意它们的顺序和用法。”韩老师进一

步补充：“例如，‘在’后面可以直接跟名词表示地点，而‘有’通常是描述事物的存在。”

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韩老师通过提问和举例来进一步澄清这两个句子的区别：

“‘桌子上有书’和‘书在桌子上’的意思基本相同，但结构上略有不同。‘桌子上有书’是

存在句，重点在于表示书的存在；而‘书在桌子上’则强调书的位置。”韩老师通过这种解

释帮助学生们理清了“有”和“在”在句子中的不同作用。

在接下来的互动环节中，韩老师引导学生们用“有”和“在”来描述身边的环境：“教

室里有很多书”，“墙上有画”。她要求学生们注意：“在使用‘有’时，我们不需要特别强调

地点，因为‘有’本身已经包含了‘存在’的含义，而‘在’则强调位置。”学生们在韩老

师的指导下，逐渐掌握了“有”和“在”在存在句中的具体用法。

韩老师设计了一个环节，让学生们根据提供的图片造句。在图片中有桌子、椅子、书包

等，学生们需要用“有”和“在”来描述物品的位置。例如，图中显示桌子上放着一本书，

学生们用句子：“桌子上有一本书”来描述图片内容。通过这种练习，学生们在具体语境中

运用了存在句的结构，进一步巩固了对语法点的理解。

然而，韩老师也发现，部分学生在造句时过于依赖“有”和“在”，没有根据实际情境

灵活运用。例如，一名学生在描述家里的情况时说：“家里有椅子在客厅。”韩老师温和地指

出：“这个句子的语序不太合适，应该说‘椅子在客厅’或者‘家里有椅子’，我们可以根据

语境选择适合的结构。”通过这样的个别指导，学生们的语句变得更加准确和自然。

随着课堂的进展，韩老师带领学生们讨论了如何在更复杂的句子中使用存在句。她给出

一些情境，例如“房间里有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公园里有很多花和树”，并请学生们根

据这些情境造句。学生们通过这一练习不仅学会了使用存在句描述日常物品的存在，还掌握

了如何在句子中使用多个名词和动词来表达不同的语义。

在课堂的最后，韩老师总结道：“今天我们学习了‘有’和‘在’这两个动词，它们在

存在句中分别表示存在和位置。‘有’表示某物存在某地，‘在’则用于描述物体的位置。”



韩老师鼓励学生们继续练习，并在日常生活中用存在句描述周围的事物。她布置了一个小作

业，要求学生们在家里找到五样物品，描述它们的存在和位置，并使用“有”和“在”来构

造句子。

课后，韩老师检查了学生们的作业，发现大多数学生已经能够准确使用存在句，尤其是

在描述物品位置和存在时，句子结构变得更加清晰流畅。对于一些依然存在语法小错误的学

生，韩老师通过在线反馈给出了个性化的指导，帮助他们改正了句子的语序和结构。

通过这一堂课的教学，学生们不仅理解了存在句的语法规则，还通过反复练习和实际应

用，逐步掌握了在实际交流中如何正确使用“有”和“在”来表达事物的存在和位置。韩老

师总结道：“通过这一堂课，学生们不仅学会了如何构建存在句，还能够根据实际情境灵活

运用，达到了教学目标。”

这一教学案例展示了韩老师如何通过细致的教学设计和个性化的指导，帮助学生克服存

在句的学习难点，最终掌握这一语法点，并能够在实际生活中运用汉语进行自如表达。

（案例来源于 2023 年 10 月 5 日对阿尔及利亚在线汉语课堂志愿者韩老师的视频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