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级汉语写作课教学案例：在突尼斯孔子学院的实践与反思

在突尼斯孔子学院担任外派教师的第三个学期，我负责教授初级汉语写作课程。面对一

群热情但基础薄弱的突尼斯学生，我深知这将是一场充满挑战的教学之旅。学生们大多为大

学生，汉语水平处于 HSK 二级左右，对汉语的兴趣浓厚，但写作能力较为欠缺。如何在有

限的课时内有效提升他们的写作水平，是我亟待解决的问题。

课程伊始，我按照常规的教学计划，从简单的句子写作入手，引导学生练习使用基本的

汉语词汇和句式。然而，第一次写作练习的结果并不理想。学生们提交的作业中，错别字频

出，句子结构混乱，甚至有些学生无法完整地写出一个通顺的句子。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意

识到，单纯依靠传统的教学方法难以满足学生的需求，必须调整教学策略。

在仔细分析学生们的作业后，我发现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词汇量不足，导致

学生无法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二是对汉语句子结构理解不够深入，影响了句子的通顺性；

三是缺乏写作兴趣，学生在写作时显得无从下手。针对这些问题，我决定从词汇积累、句式

练习和写作兴趣激发三个方面入手，逐步解决学生在写作中遇到的困难。

首先，我调整了教学计划，增加了词汇教学的比重。在课堂上，我通过图片、实物和情

境对话等多种方式，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新词汇。同时，我鼓励学生在生活中寻找学习汉语

的机会，如阅读中文标识、观看中文电影等，以增加词汇量。为了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我

设计了一些有趣的词汇游戏，如“词汇接龙”和“猜词比赛”。这些活动不仅激发了学生的

学习兴趣，还让他们在轻松的氛围中巩固了所学词汇。

在解决词汇问题的同时，我也没有忽视句子结构的教学。我通过对比法，将汉语句子结

构与法语（突尼斯学生的母语）句子结构进行对比，帮助学生理解汉语的语序特点。例如，

我通过例句展示了汉语中“主谓宾”结构的使用，让学生明白汉语句子的逻辑顺序。此外，

我还设计了一些句子改错练习，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正确的句子结构。通过这些练习，学生

们的句子写作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错别字和语序错误逐渐减少。

然而，尽管学生们的词汇量和句子结构有了进步，但在写作时仍然显得缺乏兴趣和动力。

为了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我决定改变传统的写作教学模式，引入主题写作。我根据学生的

生活实际和兴趣爱好，设计了一系列贴近生活的写作主题，如“我的一天”“我最喜欢的节

日”等。在写作前，我会引导学生进行头脑风暴，让他们分享自己的想法和经验，从而激发

他们的写作灵感。同时，我还会提供一些相关的词汇和句式，帮助学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想

法。

在一次以“我的家乡”为主题的写作课上，学生们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课前，我让学

生们分享了自己对家乡的回忆和感受，然后引导他们使用所学的词汇和句式进行写作。在写

作过程中，我巡视课堂，及时解答学生的问题，并给予他们鼓励和指导。最终，学生们都成

功地完成了写作任务，而且文章内容丰富，语言表达也更加流畅。通过这次主题写作课，我

深刻体会到，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是提高写作能力的关键。

在后续的教学中，我继续运用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不断调整和优化教学内容

和方法。我发现，学生们在写作时越来越自信，写作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他们不仅能够

写出通顺的句子，还能运用一些简单的修辞手法，使文章更加生动有趣。在学期末的写作测

试中，学生们的成绩有了明显的进步。

通过这次初级汉语写作课的教学实践，我深刻认识到，教学过程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教师来说至关重要。只有深入了解学生的需求和困难，才能设计出适

合他们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同时，我也意识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提高教学效果的关键。

在今后的教学中，我将继续探索更加有效的教学方法，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汉语写作技能，

为他们的汉语学习之路奠定坚实的基础。



（案例来源：笔者于 2024 年 8 月对突尼斯孔子学院外派教师李老师的访谈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