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漠中的汉语之花：在迪拜课堂绽放的文化与语言之美

在迪拜中国学校的汉语课堂上，我面对的是一群充满活力却又对汉语完全陌生的阿联酋

小学生。他们的眼神中闪烁着好奇，但也带着对陌生语言的些许抗拒。作为一名外派教师，

我深知汉语教学不仅是语言知识的传授，更是跨文化交流的桥梁。然而，如何在这片沙漠中

的课堂里，让汉语的种子生根发芽，成为我教学中的一大挑战。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走进三年级教室，准备教授最基本的汉语问候语和自我介

绍。学生们年龄在 8 至 9 岁之间，汉语水平为零基础。我的教学目标是让他们掌握“你好”、

“我叫……”等简单句型，并通过互动活动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为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我设计了一个简单的互动游戏。我准备了几个带有中文问候语

的卡片，让学生们随机抽取并尝试发音。起初，学生们对这个新奇的游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纷纷举手参与。然而，当他们尝试发音时，问题很快出现了。由于汉语的声调和发音与阿拉

伯语截然不同，学生们感到困惑，甚至有些挫败。部分学生开始交头接耳，课堂秩序逐渐失

控。

面对这种情况，我意识到单纯的语言输入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阿联酋小学生天性

活泼好动，他们习惯于通过视觉和听觉的刺激来学习，而传统的汉语教学方式过于依赖文字

和语法讲解，显然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此外，文化差异也导致他们对汉语的接受度较低，

缺乏学习的动力。

课后，我仔细反思了课堂上的问题，并与几位学生进行了交流。通过对话，我了解到他

们对汉语的陌生感主要源于文化差异。阿联酋学生习惯于通过活动和游戏来学习，而传统的

汉语教学方式过于静态，无法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此外，汉语的声调和书写系统对他们来说

完全陌生，这进一步增加了学习的难度。

与此同时，课堂管理也成为我亟需解决的难题。阿联酋小学生天性活泼，喜欢表达自己，

但在课堂上，这种活泼往往表现为交头接耳或随意走动，影响了教学秩序。如何在保持课堂

秩序的同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成为我教学中的一大挑战。

针对上述问题，我决定调整教学策略。首先，我引入了更多的视觉元素，如图片和视频，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汉语的发音和意义。例如，在教授“你好”时，我展示了一张中国人握

手的图片，并播放了一段中国人互相问候的视频。学生们通过视觉和听觉的双重刺激，对汉

语的发音和用法有了更直观的理解。

其次，我设计了一系列互动游戏，让学生在游戏中学习汉语。例如，我设计了一个“角

色扮演”游戏，让学生们分别扮演中国人和阿联酋人，用汉语进行简单的对话。学生们对这

个游戏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纷纷积极参与。通过角色扮演，他们不仅学会了基本的问候语，

还体验了跨文化交流的乐趣。

此外，我还设计了一个“汉语接龙”游戏，让学生们依次说出一个汉语单词，并用动作

或图片解释其含义。这个游戏不仅巩固了学生的词汇量，还增强了他们的表达能力。通过游

戏，学生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了汉语知识，课堂秩序也得到了有效控制。

在调整后的教学中，学生们表现出更高的参与度。他们通过角色扮演学会了基本的问候

语，并在汉语接龙游戏中巩固了所学知识。课堂秩序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学生们在游戏中自

然而然地遵守规则，学习氛围更加融洽。

例如，在一次课堂上，我让学生们分组进行角色扮演。每组学生分别扮演中国人和阿联

酋人，用汉语进行简单的对话。起初，学生们有些拘谨，但在我的鼓励下，他们逐渐放开了

自己。一个名叫阿里的男孩扮演了一位中国游客，他用生硬的汉语说：“你好，我叫阿里。”

他的搭档则用汉语回应：“你好，我叫小明。”虽然发音不够标准，但他们的努力让我感到欣

慰。

通过这样的互动活动，学生们不仅学会了汉语，还体验了跨文化交流的乐趣。课堂秩序



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学生们在游戏中自然而然地遵守规则，学习氛围更加融洽。

通过这次教学实践，我深刻认识到文化差异对汉语教学的影响。阿联酋小学生的学习习

惯和文化背景与中国学生有着显著差异，教师需要根据学生的特点灵活调整教学策略。此外，

课堂管理也是汉语教学中的重要环节，教师需要在保持课堂秩序的同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

在迪拜中国学校的汉语教学中，文化差异和课堂管理是两大主要挑战。通过引入视觉元

素和互动游戏，教师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同时，加强课堂管理，

建立奖励机制，也是维持课堂秩序的重要手段。

未来，我将继续探索适合阿联酋小学生的汉语教学方法。例如，我计划引入更多的文化

元素，如中国节日、传统服饰和饮食文化，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汉语背后的文化内涵。此外，

我还将加强与学生的沟通，及时了解他们的学习需求，不断优化教学方法。

对于在阿联酋进行汉语教学的教师，我建议充分了解当地学生的文化背景和学习习惯，

灵活调整教学策略。同时，注重课堂管理，通过互动游戏和奖励机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教学效果。此外，教师还应加强与学生的沟通，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不断优化教

学方法。

通过这次教学案例，我不仅解决了课堂管理的问题，还深刻体会到文化差异对汉语教学

的影响。在迪拜中国学校的汉语课堂上，我看到了汉语的种子在这片沙漠中悄然生根发芽。

未来，我将继续努力，让汉语之花在跨文化的土壤中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案例来源：笔者于 2024 年 8 月对迪拜中国学校外派教师李老师的访谈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