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埃及初级 HSK 辅导课教学案例：以《我

想喝茶》为例

初到埃及孔子学院，我就被这里浓厚的汉语学习氛围所感染。我所负责的初级

HSK 辅导课，学生们的眼神中满是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好奇与渴望。尽管他们的出

发点不同，但目标却高度一致——在 HSK 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为自己的梦想奠定

坚实的基础。

为了帮助学生们实现这个目标，在选择教材时，我着实下了一番功夫。经过对

多本教材的对比和分析，最终选定了《HSK 标准教程1》。这本教材与HSK考试大纲

的契合度极高，从最基础的词汇，到日常常用的句型，编排得十分科学合理。每一

课的对话内容都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场景，生动又实用，让学生们在学习语言的同时，

也能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而且，教材中配备的练习形式丰富多

样，涵盖了听力、阅读、书写等各个方面，与HSK考试的题型紧密相连，能够让学生

们在日常学习中就熟悉考试形式，提高应试能力。

这一次的课程，我们聚焦于第八课《我想喝茶》。上课铃响后，我先播放了一

段精心准备的中国茶馆视频。视频中，古色古香的茶馆里，人们悠闲地围坐在一起，

品着香茗，谈天说地，茶馆里弥漫着浓郁的茶香和轻松愉快的氛围。学生们的目光

一下子被屏幕吸引，完全沉浸在了这个充满中国风情的场景之中。“好了，大家看

完视频，能不能用汉语说一说，你们都看到了什么？”我微笑着提问，打破了短暂

的安静。艾哈迈德第一个举起手，略显紧张又充满期待地说道：“有很多人，在喝

茶，还有…… 还有桌子。” 他的回答虽然简单，但却成功地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学

习之旅。

进入词汇教学环节，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各种实物道具和精美图片。“来，同

学们，看这里，这是‘茶’，chá。” 我一边清晰地发音，一边展示着手中的茶叶，

让学生们观察茶叶的形状和颜色。接着，我又依次拿出咖啡杯、果汁瓶和牛奶盒，

每展示一个，就带领学生们反复朗读对应的词汇。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有

好几个学生在发 “chá” 这个翘舌音时，总是掌握不好发音要领，舌头怎么也卷不

起来，发出来的音总是带着浓浓的 “埃式口音”。我并没有着急，而是放慢语速，

详细地讲解翘舌音的发音部位和方法，让学生们看着我的口型，一个音一个音地慢

慢模仿。为了让他们加深记忆，我还教了他们那则经典的绕口令：“四是四，十是

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 一开始，教室里一片混乱，各种发音错误百出，

但在大家的笑声和不断尝试中，渐渐地，发音越来越准确，学生们也越来越有信心。

句型教学是这堂课的重点之一，而 “我想……” 这个句型则是重中之重。我

先给出了一个简单的例句：“我想喝茶。” 然后引导学生们模仿这个句型，说出自

己想要的饮品。教室里一时间充满了此起彼伏的回答声：“我想喝果汁。”“我想

喝牛奶。” 看到大家积极性这么高，我决定进一步拓展这个句型的应用场景。我开

始描述不同的生活场景，比如在超市购物、在电影院看电影等，让学生们用 “我

想……” 来表达自己的需求。就在大家顺利进行练习的时候，问题出现了。有个学

生站起来说：“我想吃饭了，现在。” 很明显，他把时间状语的位置放错了。我意

识到，这是很多初级学习者都会犯的错误，对 “想” 这个动词的用法以及汉语中

时间状语的常见位置理解还不够准确。于是，我重新在黑板上梳理了这个知识点，

通过列举大量生动的例句，像“我想明天去公园玩。”“我现在想休息一会儿。”

让学生们明白其中的规律。随后，我又组织了小组练习，让学生们互相出题，互相

纠正，在反复的练习中，学生们逐渐掌握了这个句型的正确用法。

接下来是课文讲解部分。我先让学生们戴上耳机，认真听课文录音，对课文内

容有一个初步的整体了解。之后，我逐句在黑板上写下课文内容，开始详细分析每



一个句子，着重讲解重点词汇和语法在句子中的具体运用。在分析对话时，我特别

引导学生们注意人物之间的交流方式和语气，让他们体会汉语在实际交流中的丰富

变化。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感受这种变化，我组织了分角色朗读活动。学生们两两

一组，分别扮演课文中的角色，模仿着他们的语气和语调进行朗读。在这个过程中，

有个学生举手提问：“老师，这里的‘吧’和‘呢’到底该怎么用啊？感觉好难区

分。” 这个问题正是我预料之中的，于是我胸有成竹地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写满例句

的卡片。我从表示建议、询问、强调等不同语义功能方面，对 “吧” 和 “呢”

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比如 “我们一起去喝茶吧。” 这里的 “吧” 表示建议；

“你想喝什么呢？” 这里的 “呢” 用于询问。通过大量的例句展示和练习，学生

们终于逐渐掌握了这两个看似简单却又容易混淆的语气词的正确用法。

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适应 HSK 考试，在课程的后半部分，我根据考试题型设计

了一系列针对性的练习。听力练习环节，我播放了一些精心挑选的简短对话录音，

内容紧紧围绕饮品选择、日常需求表达等本节课所学的重点内容。学生们一边认真

听，一边在试卷上迅速作答。阅读练习则选取了几篇与课文难度相当的短文，设置

了判断正误、选择填空等题目，锻炼学生们快速捕捉关键信息和理解文意的能力。

写作练习时，我给定了一个在咖啡馆里和朋友交流饮品选择的场景，要求学生们用

所学的词汇和句型写一段简短的对话。批改作业时，我发现学生们在听力和阅读部

分对于一些细节信息的捕捉不够准确，比如在听力中容易忽略数字、时间等关键信

息；写作中则存在较多的语法错误，像名词的单复数形式、动词的时态等问题。针

对这些问题，在后续的课程中，我加强了听力和阅读技巧的训练。在听力练习前，

我会引导学生们先快速浏览题目，预测听力内容可能涉及的话题和关键信息；在阅

读时，提醒他们注意圈画关键词和关键句，帮助理解文章主旨。对于写作中的语法

错误，我进行了集中讲解和专项练习，还组织学生们互相批改作文，让他们在批改

的过程中，加深对语法规则的理解和运用。

随着课程的逐步推进，学生们的进步显而易见。艾哈迈德在课堂讨论中，已经

能够用较为流利的汉语阐述他对中国历史的独特见解；萨拉在模拟对话中，表现得

自信大方，能够熟练运用所学的词汇和句型进行交流。在最后的模拟测试中，大部

分学生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看到他们脸上洋溢着的自豪和喜悦，我由衷地感

到欣慰。

这次教学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作为一名汉语教师，时刻关注学生的学习需求，

及时发现并解决他们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多么重要。选择合适的教材，运用

多样化、趣味性的教学方法，能够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他们在轻松愉

快的氛围中提升汉语能力。在未来的教学工作中，我将继续努力，不断探索创新，

帮助更多的埃及学生打开汉语世界的大门，领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案例来源：2023年9月21日对埃及孔子学院外派教师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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