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字之桥——阿尔及利亚汉语学习者的奇妙旅程

在北非的阳光下，阿尔及利亚的古老城市中，一所孔子学院的教室里，充满

了对东方文化的好奇与向往。这里有一群热忱的汉语学习者，他们共同面对着一

个巨大的挑战——汉字的学习。汉字，这个承载着五千年华夏文明的符号系统，

对阿尔及利亚的学生来说，既是一个迷人的谜题，也是横亘在他们与中国文化之

间的一道门槛。

艾哈迈德是这群学生中的一员，他有着一双渴望知识的眼睛和对未知世界无

限的好奇心。当第一次接触汉字，看到那些笔画错综复杂、形态各异的字符时，

他的心中充满了震撼与疑惑。对他而言，每一个汉字都像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

但想要把这些小世界串联起来，构建出一条通向汉语殿堂的道路，却远比想象中

艰难。艾哈迈德的母语阿拉伯语属于闪含语系，与汉语的汉藏语系截然不同。阿

拉伯语以表音文字为主，每一个字母代表一个或多个发音，而汉字则是表意文字，

一个字往往代表一个词或概念。这种根本性的差异让他在学习初期遭遇了前所未

有的挑战。他发现，即使能够准确发出汉字的读音，也无法立刻理解其背后的含

义，更不用说那些形态相似却意义迥异的汉字，比如“未”与“末”，“己”与“已”，

它们如同孪生兄弟，让人困惑不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艾哈迈德和他的同学们逐

渐意识到了自己在汉字学习上的瓶颈。他们发现，不仅仅是文字本身的差异，学

习方法的不当也是导致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他们过去依赖的死记硬背，在面对

浩瀚的汉字海洋时显得力不从心。此外，由于缺乏足够的语言环境，汉字的日常

应用机会有限，这也加剧了记忆的难度。面对这些挑战，艾哈迈德开始反思自己

的学习策略，他决定寻求汉语老师的帮助，寻找新的学习方法，希望能找到一条

适合自己的汉字学习之路。

与此同时，时任孔子学院汉语教师林老师发现，在一次常规的汉字书写练习中

，教室里弥漫着一种沉闷的氛围，学生们或是眉头紧锁，反复擦抹着练习册上的错

误，或是眼神空洞，显然已对这无尽的重复失去了耐心。汉字，似乎成了一道难以

逾越的高墙。面对这一挑战，汉语教师林老师并没有选择放弃或是沿袭传统的机械

训练。她深知，要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就必须找到那把开启兴趣之门的钥匙。林

老师决定采取一系列创新的教学策略，为学生搭建一座通往汉字王国的桥梁。首先

，林老师将汉字教学融入生活情景中，比如在讲解“家”字时，她不仅解释了字的

构造，还讲述了中国人对“家”的深厚情感，让学生们用彩笔绘制出自己心中的家

，并在旁边写下对应的汉字。通过这种方式，汉字不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有了温

度和故事。初见成效后，林老师引入了汉字卡片游戏，如“快速配对”和“汉字接

龙”，这些游戏既考验学生的记忆力，又不失趣味性。学生们在游戏中欢声笑语，

不知不觉中，那些曾经让他们头疼的汉字变得亲切起来。其次，林老师充分利用

现代科技，推荐学生们使用汉字学习软件，如“汉字达人”等，这些应用通过动画

演示、语音朗读等多种方式，帮助学生在课外也能高效学习。软件中的成就系统

更是激发了学生的成就感，让他们在比拼中进步。

几周后，教室里的景象大为不同。学生们开始主动分享自己新学的汉字，甚

至有人在课间休息时，也会拿出小本子，乐此不疲地练习汉字。学生们的学习动

力被彻底激发，他们的汉字书写更加流畅，记忆效率显著提高。艾哈迈德和同学

们在汉字学习的道路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他们不再仅仅将汉字视为难以逾越的

障碍，而是开始欣赏汉字的独特美感，享受解码汉字的乐趣。汉字不再是冷冰冰

的文字，而是开启新世界大门的钥匙。艾哈迈德在日记中写道：“起初，我视汉



字为沙漠中的沙丘，看似无法征服。但现在，我开始在这些沙丘上留下自己的足

迹，每学会一个汉字，就仿佛在沙漠中种下了一棵树。虽然路途遥远，但我知道，

只要坚持不懈，总有一天，这片沙漠会变成绿洲。”这段学习汉字的旅程，对艾

哈迈德和他的同学们来说，不仅是一场语言的学习，更是一次跨越文化和自我挑

战的旅行。林老师用自己的智慧和创新，让阿尔及利亚的汉语学习者们跨越了文

化与语言的鸿沟，真正感受到了汉字的魅力。在这座由师生共同搭建的桥梁上，

他们正一步步走向更加广阔的汉语世界。

（案例来源于2023年6月10日对阿尔及利亚孔子学院外派教师林老师的微信采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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