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沙漠与绿洲之间：迪拜国际学校汉语教学的探索之旅

在迪拜国际学校，外派汉语教师张老师迎来了新学期的挑战。她负责教授阿联酋小学三

年级学生的初级汉语课程。这些学生大多是阿联酋本地人，对汉语充满了好奇，但同时也表

现出典型的活泼好动的特点。张老师深知，面对这样的学生群体，教学不仅要注重知识传授，

更要考虑文化差异和学生的学习习惯。她希望通过这门课程，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开

启汉语学习之旅。

张老师在备课时，充分考虑了阿联酋学生的文化背景和年龄特点。她选择了简单易懂的

汉语教材，并准备了丰富的教学辅助材料，如拼音卡片、汉字拼图、图片和视频等。为了吸

引学生的注意力，她设计了一些互动游戏和小组活动，希望通过这些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在第一堂课上，张老师以“你好，朋友！”为主题，希望让学生在简单的问候语中感受

汉语的魅力。她首先通过自我介绍，用汉语和阿拉伯语交替讲解，让学生对汉语有一个初步

的认识。接着，她播放了一段中国小朋友互相问候的视频，让学生感受汉语的发音和语调。

学生们被视频中的内容吸引，课堂气氛十分活跃。然而，当张老师开始讲解拼音时，问题逐

渐显现。尽管她用阿拉伯语解释了拼音的发音规则，但学生们仍然难以准确模仿。他们对汉

语的声调感到困惑，尤其是第二声和第四声的区分。张老师注意到，学生们虽然热情高涨，

但注意力难以长时间集中，课堂上不时有人交头接耳或离开座位。

课后，张老师认真反思了课堂上出现的问题。她意识到，阿联酋学生对汉语的陌生感以

及阿拉伯语与汉语在语音系统上的差异，是导致学生发音困难的主要原因。此外，学生们的

活泼好动也给课堂管理带来了挑战。她认识到，传统的教学方法可能不适合这些学生，需要

调整教学策略，以更好地适应他们的学习特点。在与学校的阿联酋同事交流后，张老师了解

到，阿联酋小学教育注重学生的主动参与和体验式学习。她决定结合这一特点，调整教学方

法，增加课堂的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她计划通过更直观的方式帮助学生理解汉语的声调

和发音规则。

在接下来的课程中，张老师引入了更多的互动游戏。她设计了一个“声调接力赛”，将

学生分成小组，每组学生依次模仿声调，其他组的学生进行判断和纠正。这种游戏化的教学

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他们不仅在比赛中学会了声调，还增强了团队合作意识。

在汉字教学方面，张老师发现学生们对汉字的笔画和结构感到陌生。她决定采用分步教学法，

首先从简单的笔画入手，通过反复示范和练习，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笔画顺序。她还利用多媒

体教学资源，展示汉字的演变过程，帮助学生理解汉字的结构和意义。此外，她设计了一个

“汉字拼图”游戏，将汉字的各个笔画拆分，让学生通过拼图的方式重新组合汉字。这种游

戏化的教学方式不仅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掌握了汉字的书写规则，还激发了他们对汉字的

兴趣。

为了更好地管理课堂秩序，张老师引入了“课堂小助手”制度。她从班级中选出几位表

现积极的学生，让他们协助管理课堂纪律。这些小助手在课堂上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帮助

维持了良好的课堂秩序。同时，张老师还通过奖励机制，对表现优秀的学生给予小贴纸或小

奖品，进一步激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

经过几周的教学实践，张老师发现学生在汉语发音和汉字书写方面有了显著的进步。学

生们能够准确地发出汉语的声调，并且在日常交流中开始使用简单的汉语词汇和句子。在汉

字书写方面，学生们的笔画顺序更加规范，结构也更加规整。更重要的是，学生们对汉语学



习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课堂上的参与度也越来越高。然而，张老师并没有满足于这些初步的

成果。她意识到，汉语教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不断地调整和改进。在后续的教学中，

她继续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发现并解决新的问题。例如，当学生在学习汉语语法时遇

到困难时，她采用了对比教学法，将汉语语法与阿拉伯语语法进行对比，帮助学生理解两者

的差异。同时，她还引入了更多的中国文化元素，如中国传统节日、美食和艺术等，通过文

化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他们的文化认同感。

通过在迪拜国际学校的小学汉语教学实践，张老师深刻体会到，针对阿联酋小学三年级

学生进行初级汉语教学，需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背景和特点，灵活调整教学方法。在教学

过程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是提高教学效果的关键。通过引入互动游戏、设计

分步教学法和对比教学法等策略，张老师成功地帮助学生克服了汉语学习的初始困难，激发

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并为他们后续的学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展望未来，张老师将继续探索适合阿联酋小学学生的汉语教学方法，不断优化教学内容

和教学过程。她相信，通过持续的努力和创新，汉语教学在迪拜国际学校将取得更大的突破，

为促进中阿文化交流和教育合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案例来源：笔者于 2024 年 8 月对迪拜国际学校外派教师张老师的访谈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