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林学生汉语发音突破之旅

在巴林这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国度里，巴林孔子学院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东

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理解。阳光透过窗棂，洒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一群满怀热情

与好奇的巴林学生正围坐在张老师周围，他们的眼神中闪烁着对汉语世界无尽的

好奇与向往。然而，在这条探索之旅上，一个看似简单却又复杂多变的挑战悄然

浮现——汉语语音中的儿化音、轻音与变调，成了他们学习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

巴林学生们来自不同的背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初次接触汉语，便被其独特的音

韵之美深深吸引。然而，随着学习的深入，一种难以名状的挫败感悄然滋生。儿

化音，那个在母语中几乎不存在的发音现象，让他们感到既神秘又棘手；轻音，

仿佛是空气中飘忽不定的音符，难以捕捉其确切的存在；而变调，更是如同魔术

师手中的戏法，让人捉摸不透其中的规律。“为什么‘花儿’的‘儿’字要读得

那么快，几乎和前面的字连在一起了？”一位学生疑惑地问。“还有，‘地方’

的‘方’字，为什么有时候听起来很轻，像是被风吹走了一样？”另一位学生也

皱起了眉头。面对这些困惑，学生们虽未放弃，但学习进度明显放缓，信心也受

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张老师是一位经验丰富、充满耐心的汉语教师，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她深知，语音是语言学习的基础，也是连接语言与文化的重要纽带。

为了帮助学生克服这一难关，张老师决定深入分析问题，寻找解决之道。

张老师反复地向同学们解释了儿化音、轻音以及变调的含义，并针对学生的

问题设计了很多教学活动，张老师解释道，儿化音是汉语中一种特殊的语音现象，

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音节叠加，更是一种情感和文化的表达。它要求发音时，

舌位快速移动，使得两个音节几乎融为一体，形成独特的韵律美。对于巴林学生

来说，这种快速而微妙的舌位变化是一大挑战。轻音则是汉语中一种弱化音节的

发音方式，通常出现在一些特定的词语或语法结构中。它要求发音时声音轻柔，

几乎不带气息，对于习惯于重音为主的巴林学生来说，掌握起来尤为困难。变调

则是汉语中最具特色的语音现象之一，它根据词语在句子中的位置和语法功能，

发生音高的变化。这种变化规律复杂多变，需要长期的练习和语感的培养。面对

学生的难题，张老师没有止步于分析，而是积极探索，尝试多种教学方法，力求

帮助学生突破语音难关。



张老师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制作了生动形象的语音教学视频和动画。视频中，

通过慢动作演示舌位变化，让学生直观感受儿化音的发音过程；同时，结合音频

对比，让学生听辨轻音与正常音节的差异；再通过动画模拟变调规律，使抽象的

语音知识变得直观易懂。

张老师设计了多种生活场景，让学生在模拟对话中练习发音。例如，在超市

购物时练习使用儿化音询问价格，在图书馆借阅时练习轻音的使用，在讲述故事

时感受变调的魅力。这种情境模拟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还增强了他

们对汉语语音的感知能力。他还带学生们做了一个游戏，叫“中文小魔法师”。

每个学生被赋予一个“魔法咒语”，即带有儿化音的词或短语，如“花儿”、“猫

儿”等。通过表演和角色扮演，学生们在情境中自然地练习了儿化音的发音。

张老师鼓励学生组成学习小组，相互纠正发音，共同进步。她发现，学生在

小组中更容易放松心态，敢于开口尝试。同时，小组成员之间的互相激励和竞争

也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张老师还会定期组织发音比赛，通过游戏化的方式检

验学习成果，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巩固所学。而且，在轻音探索区，张老

师播放了一首中文歌曲《小星星》，让学生们注意其中的轻音部分，如“不”、

“了”等。通过跟唱和模仿，学生逐渐感受到了轻音在歌曲中的美感和韵律感。

针对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张老师制定了个性化的辅导计划。对于发音困难

的学生，她耐心指导，反复示范；对于进步较快的学生，她则提出更高的要求，

鼓励他们挑战自我。此外，张老师还利用课余时间为学生提供一对一的辅导服务，

帮助他们解决学习中的具体问题。

最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巴林学生们在汉语语音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他们开始能够自信地发出标准的儿化音、掌握轻音的发音技巧、感受变调的韵律

美。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汉语学习的兴趣更加浓厚了，开始主动探索汉语背后的

文化故事和风俗习惯。在一次全校性的汉语演讲比赛中，几位巴林学生凭借流利

的口语和准确的发音赢得了评委和观众的一致好评。当站在领奖台上时，他们的

脸上洋溢着自豪和喜悦的笑容。这一刻，张老师也感到无比的欣慰和满足。她知

道，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这些年轻的巴林学子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与汉语

的美丽邂逅。



（本案例来源：笔者于 2024 年 7 月 10 日对巴林大学孔子学院外派汉语教师张老

师的线下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