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线汉语阅读课堂——在苏丹大学孔子学院的远程教学实践

2023 年 12 月，中国志愿者李老师通过在线教学平台，在苏丹大学孔子学院

为高级水平的学生教授《发展汉语》高级阅读 1 第 5 课文章 3，课题为“中国的

古桥”。这节课的重点是通过阅读文章《中国的古桥》，提升学生的阅读理解能

力，特别是理解长句子、复合句以及生词的掌握。通过具体的教学环节，李老师

发现学生在阅读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并采取了多种策略进行改进，帮助学生

突破阅读障碍，最终提高了他们的阅读理解能力。

李老师首先通过在线平台引导学生讨论“你知道哪些中国古桥？”的问题，这

样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兴趣，还能够为接下来的课文阅读做铺垫。李老师发现，学

生们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一定了解，能够列出一些著名的中国古桥，如“赵州

桥”、“洛阳桥”等，且能够简要说明它们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然而，随着教学的

进行，李老师注意到，虽然学生对课文内容具有一定的背景知识，但面对课文中

的专业词汇和长句子时，很多学生遇到了困难，无法充分理解文章的细节。

在第一轮课堂讲解后，李老师进一步分析了学生遇到的问题，发现问题主要

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课文中涉及的词汇较为专业且复杂，如“桥梁建筑风格”、

“雕刻艺术”、“拱桥结构”等，学生们并不熟悉这些词汇的含义，导致他们在阅读

时难以掌握文章的主旨。其次，课文中的长句子和复合句结构，学生们处理起来

比较困难。尽管他们能够通过语法和上下文猜测大意，但精确理解文章的每一个

细节仍然存在挑战。

为了帮助学生克服这些问题，李老师决定采取分步骤的教学方法来提升学生

的阅读理解能力。首先，李老师将文章中的难词和难句挑选出来，逐一进行讲解，

并利用线上平台的互动功能，鼓励学生通过弹幕或者语音即时提问，针对不理解

的词汇和句型进行讨论。李老师逐个解释文章中难度较大的词汇，并提供相关的

文化背景信息，帮助学生深入理解这些专业术语的含义。在讲解过程中，李老师

还通过屏幕共享的功能，展示出课文中的图片和背景资料，让学生们更清晰地理

解文章中的建筑风格和历史背景。

接着，李老师通过线上平台的分组讨论功能，将学生分为小组，每个小组负

责理解和解读课文中的一个段落或句子。每个小组通过讨论将自己的理解和翻译

写在在线白板上，然后由李老师进行总结和点评。通过这种分组讨论的方式，学



生们不仅增强了彼此间的协作意识，还通过讨论加深了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尤其

在处理复杂句型时，学生们学会了如何从语法和上下文中提取信息，并逐步掌握

了长句和复合句的分析技巧。

李老师特别强调了“预测”技巧。在进行阅读时，学生们往往习惯于逐字逐句

地理解文章，这样会消耗大量时间且效率较低。李老师引导学生在阅读前根据文

章的标题和上下文进行预测，推测出可能出现的关键词汇、语法结构和文化背景，

从而提高阅读速度并有效抓住文章中的关键信息。在课程中，李老师不断提醒学

生，通过推测和归纳，可以帮助他们在面对复杂的句型和生词时，更加从容不迫。

通过这些教学策略，李老师帮助学生逐步提高了他们的阅读技能。在后续的

几轮练习中，李老师通过在线平台布置了相关的作业，要求学生针对课文的内容

进行总结，并写一篇简短的文章，阐述中国古桥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以及它们

的历史价值。这不仅帮助学生巩固了所学的词汇和句型，还培养了他们的写作能

力。李老师通过平台的即时反馈功能，及时批改作业并提供了详细的个别指导，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章的内容并提升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在课程结束后，李老师还通过在线问卷调查的形式，了解学生对本节课的反

馈。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学生表示，通过分组讨论和互动讲解，他们对文章

内容有了更清晰的理解，并且在处理复杂句型和生词时更加得心应手。许多学生

还反馈，通过李老师在课上所提到的“预测”技巧，他们能够更加高效地理解文章

的主旨，提高了自己的阅读速度。

课后，李老师还利用线上平台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阅读材料，包括其他与中

国古桥相关的文章和背景资料，鼓励学生在课外继续深入阅读并扩展自己的知识

面。李老师指出，除了课堂教学，持续的自主学习对于提高阅读能力至关重要，

尤其是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学生们需要通过多读、多思考来不断克服。

通过这节课的教学，李老师深刻体会到，在线教学不仅能够突破地域和时间

的限制，更重要的是，线上平台提供了丰富的互动功能和即时反馈机制，使得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得到更及时和具体的帮助。李老师表示，在线教学的灵活性

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使他们能够在互动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

问题，从而取得了显著的学习成果。



李老师还提到，未来的在线汉语教学将更加注重学生的参与感和互动性。通

过利用平台上的各种功能，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反馈随时调整教学策略，使得每

个学生都能在适合自己的节奏下进行学习。李老师表示，在线教学将继续作为一

种重要的教学模式，帮助更多的学生实现语言能力的提升。

（案例来源：2023 年 12 月对苏丹大学孔子学院中国志愿者李老师的线下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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