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外派教师在约旦安曼 TAG 孔子学院的口语教学实践案例

2023年，张老师作为外派教师前往约旦安曼 TAG 孔子学院教授汉语口语课

程。在此之前，张老师已经有多年的汉语教学经验，并熟悉中东地区学生的语言

学习特点。约旦的学生多为中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他们的口语能力和听力能力

有一定基础，但在实际交流中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对于流利表达、口语交

际能力的提高。张老师在教学中决定使用《发展汉语》中级口语 1作为教材，结

合约旦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一系列的教学创新和调整。

在正式开课前，张老师通过与约旦 TAG 孔子学院的同事进行交流，了解了

本土学生的学习背景和文化差异。约旦的学生通常具备较强的记忆能力和学习热

情，但由于文化背景与中国存在较大差异，学生在语言实际运用中常常遇到理解

和表达上的困难。尤其是口语表达中，学生常常受到母语阿拉伯语的影响，造成

语音和语法上的错误。

根据这一背景，张老师决定采取一系列灵活的教学策略，重点培养学生的口

语交际能力、语言流利度以及对文化差异的敏感度。教材《发展汉语》中级口语

1中的话题设置，如“家乡介绍”，非常契合这些需求。

张老师在第一节课的主题定为“家乡介绍”。课前，张老师首先与学生们进行

了一轮轻松的交流，询问他们对家乡的感受以及自己最喜欢家乡的哪些部分。这

种非正式的对话让学生感到放松，同时也为接下来的教学做好了铺垫。

张老师播放了一段关于中国不同家乡的短视频，展示了中国多个地区的自然

风光、文化和人文特色。视频结束后，张老师通过提问引导学生思考：“你们的

家乡有什么特色？”学生们开始用简单的中文分享自己家乡的特点，比如自然景

观、特产、传统活动等。

为了提升学生的表达能力，张老师给出了一些实用的句型和表达方式，并通

过课堂互动让学生们模仿使用。例如：“我来自……”，“我的家乡有……”，“那里的

人们非常热情”。接着，张老师让学生们在小组内互相交流，每个学生依照给定

句型描述自己的家乡，互相提问，探讨家乡的不同之处。在这一过程中，张老师

特别关注学生的流利度和语法准确性，及时纠正发音和句式错误。

张老师注意到，学生们在描述家乡时常常遇到“如何详细描述家乡特征”的问

题。为了帮助学生解决这个难题，张老师展示了如何通过细节来丰富口语表达，



并鼓励学生们在讲述时加入更多生动的细节，比如谈及家乡的节庆活动、历史故

事或与家乡相关的独特经验。这种方式帮助学生逐渐克服了语言表达上的局限，

提升了口语流利度。

课堂上，张老师还特别注重学生的发音问题，尤其是阿拉伯语中常见的发音

问题。比如“r”和“l”的发音，张老师通过多次示范和模仿练习，帮助学生们逐步

改正发音。为了让学生们更加自信地在口语表达中运用这些句型，张老师还设计

了角色扮演活动，让学生们模拟不同场合下的家乡介绍，例如和外国朋友交流时

如何介绍家乡。

通过这种互动性较强的教学过程，学生们逐步掌握了描述家乡的基本表达方

式，并能够在课堂上流利地分享自己的家乡特色。在这个过程中，张老师还注意

到，不仅是语言技能的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和跨文化理解也得到了增强。通过

讨论家乡，学生们意识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样性，增强了他们的表达自信。

张老师的教学实践表明，口语教学的核心在于帮助学生建立语言表达的框架，

培养他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灵活运用汉语进行交流的能力。通过《发展汉语》中

级口语 1教材，张老师不仅帮助学生提高了口语流利度和准确性，还增强了他们

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在未来的教学中，张老师将继续探索更多适合本土学生的口

语教学方法，帮助他们更好地掌握汉语，提升他们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理解。

（案例来源：笔者于 2023年 4 月对孔院外派教师张老师的访谈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