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塔尔语法教学案例分析
2024年 8月 20日，我采访了在卡塔尔当地一所公立中学教授汉语的刘老师，

他所在的学校每个年级都有一个汉语专业班，他教的是零基础的汉语班，共有

29 名学生，他们刚刚开始初中生活，对汉语的学习充满好奇和期待。

通过访谈，我了解到刘老师所教班级的学生在学习量词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

问题，首先，由于阿拉伯语中量词的缺失，导致他们在学习汉语时难以主动考虑

在句子中使用量词，常常会出现“请给我三碗和三筷子”这样错误的句子，即“量

词的遗漏”。

造成这种偏误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对汉语量词的使用规则还不够熟悉，另

一方面可能是，阿拉伯语中没有量词这个概念，在阿拉伯语中，对于这类事物的

表述可能不需要明确的量词。因此为了减少这样的遗漏偏误，刘老师在教学过程

中也着重强调这方面的内容，并通过大量的实例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加强对汉

语量词规则的学习和练习。

在练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学生们在进行口语练习时，都有意识地使用量词，

但另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量词的泛化”，尤其出现在量词“个”的

使用上。很多学生不注意具体搭配，在进行口语练习时，统统用量词“个”来替

代，例如“今天下午上了四个课”“我打算去买两个上衣，一个裤子”，只有一名

学生说出了正确的句子。这时刘老师说“很好”，但他并未对学生这些错误的表

达做出明确的反馈，学生并不清楚自己说的究竟是对的还是错的。在之后的上课

过程中，刘老师用 PPT 展示图片并设置情境——学生来到动物园，看到了很多动

物，如图所示，让学生用所学的量词进行描述。一名学生回答出的句子是这样的：

“我今天去了动物园，看到三个马，几个狮子和一个老虎”。正确的表述应该是

“我今天去了动物园，看到三匹马，几头狮子和一只老虎”。刘老师公布正确答

案后，学生们很茫然，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这些名词前所使用的量词都不一样，这

远远超过他们之前所学的知识。多次受挫后，学生的信心和学习热情大大降低，

也不太愿意参与刘老师的课堂活动了。对于这个问题，刘老师也很头疼，他不知

道该用什么有效的方法来帮助学生们克服这个困难。

听完刘老师的话，我陷入了思考。首先，是“量词的泛化”的问题，由于母



语负迁移导致学生在处理相近的量词时容易出错，同时汉语量词本身丰富且用法

复杂，给学生也带来了学习难度。汉语中个体名词与“个”的搭配又较为灵活，

给学生造成了误解。学生之所以将所有的量词都用“个”来表述是因为“个”是

他们最早接触且使用频率较高的量词，当他们不知道该用什么量词时，就会统统

用“个”来代替。这种泛化现象表明他们尚未真正理解汉语量词所蕴含的丰富语

义和语用色彩。为纠正这一偏误，教师应引导学生关注不同名词所适用的特定量

词，同时根据他们的学习水平循序渐进地培养他们对量词的准确运用能力。

其次是“评价失配”，根据美国学者库玛的《超越教学法》，“评价失配”是

指在语言学习活动中，学习者监控学习过程中所使用的一些表述明确或不太明确

的自我评价。在案例中，刘老师对学生错误的量词表达并没有解释，没能具体说

哪名学生的表述是正确的，学习者希望老师能帮忙验证他先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是否正确，老师并不清楚学习者的意图不仅没有解释，还对不同的回答做出了统

一的反馈，这无疑为学习者增加了新的不解。因此我认为，教师在讲课时应注意

自己的一言一行，当学生产生疑问时，应给学生明确的答案，不应该模棱两可，

对正确的答案给予肯定，让学生改正错误的答案，进行正确的交际练习。

再次是“交际失配”，它指学习者用来交换信息或表达个人观点时所必备的

交际能力。初学汉语的学生缺乏词汇量的积累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老师也不懂

他想表达的话语，只是匆匆的结束双方的互动交流那就会产生交际失配，错失提

高学生学习的机会。在案例中，由于学习者没有太多的汉语基础，对于课堂中的

一些口语练习不能很好地完成，尤其是学生对一些特定名词的量词搭配还不够了

解，很难完成老师课堂布置的任务。因此我认为，在进行练习前，应针对汉语中

“量词”和不同名词的搭配进行分类，在学生对“个”这样较为简单的量词掌握

后，再按照日常生活中的常用顺序逐级教给学生，再进行相应的训练。

此外，在案例中还出现了“师生课堂互动”不够的问题。刘老师在对学生的

课堂答案进行反馈时只用了简单的“对”，不具有针对性。刘彤在《线上初级汉

语综合科师生言语互动的优化策略》中提到，教师要避免使用单一的“很好”“非

常好”等不具有针对性的语言，替换成“你儿化音的发音非常好”，这种指出学

生回答中优点的方式，可以让学习者了解自己的优势所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师应根据学习者不同的汉语水平，控制反馈语的难度，输出可理解性的反馈语。



此外，案例中的互动模式较为单一，多是“情景式互动”，学生容易产生枯燥厌

烦的情绪，除了这一种互动，教师还可以采取“操练式互动”和“体验式互动”

这两种形式，丰富课堂的教学形式，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

刘老师还发现，所使用教材中对量词的解释不够完善，也给学生的学习造成

困扰。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选取合适的教材，对所要教授的内容做好充足

的备课，思考与之相配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以期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阿拉伯语和汉语之间存在可以共通的部分，这需要教师去深入挖掘学习者在

学习汉语过程中会遇到的困难，从不同角度去寻求解决的办法，这也需要一定的

理论框架作为支撑，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这次的案例也让我对卡塔尔地区的国际

中文教育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

（案例来源于2024年8月20日对卡塔尔大学孔子学院外派教师刘老师的电

话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