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索马里国立大学初级 HSK 辅导课的实践

与探索：以《HSK 标准教程 2》为蓝本的

本土化教学案例

在索马里国立大学，汉语教学正逐渐成为一门热门课程。随着中索两国在经

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索马里学生渴望通过学习汉语，开

启通往中国文化和就业机会的大门。HSK 考试作为国际汉语水平的重要认证，自

然成为这些学生努力的目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索马里国立大学外派教师张

老师承担起了针对索马里本土汉语初级水平学习者的 HSK 汉语线下辅导教学任

务。

张老师深知，对于这些学生来说，参加 HSK 辅导课绝非仅仅是为了通过一场

考试。对他们而言，这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许多学生希望通过掌握汉语，获

得在中国留学或就业的机会，从而为自己的未来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他们的目

标是通过 HSK 考试，证明自己具备一定的汉语水平，能够在汉语环境中进行基本

的交流和学习。这不仅是对自己努力的肯定，更是迈向更广阔世界的基石。

在选择教材时，张老师经过反复思考和比较，最终决定采用《HSK 标准教程

2》作为教学蓝本。这本教材由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内容与 HSK 考试大纲

紧密结合，涵盖了词汇、语法、听力、阅读和写作等多个方面的知识。它不仅能

够帮助学生系统地学习汉语知识，还能让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熟悉 HSK 考试的题型

和要求。此外，教材中的内容贴近生活，易于理解和接受，非常适合索马里本土

汉语初级水平学习者。

教学过程中，张老师以教材中的“购物”一课为例，展开了一系列生动而有

效的教学活动。这节课的目标是让学生掌握与购物相关的词汇和句型，并能够运

用所学知识进行简单的购物对话。在课堂上，张老师首先通过图片和实物展示，

引导学生学习与购物相关的词汇，如“商店”“衣服”“鞋子”“价格”等。学

生们对这些新鲜的词汇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纷纷积极参与到学习中来。

然而，在教学过程中，张老师很快发现了一个问题。尽管学生们能够熟练地

背诵这些词汇，但在实际运用中却显得有些困难。他们在进行购物对话练习时，

常常出现语法错误，或者无法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张老师意识到，这可能是

由于学生们缺乏语言环境，对汉语的实际运用不够熟练所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张老师决定采用情景教学法。他将教室布置成一个小型

的“商店”，让学生们分组进行角色扮演。一组学生扮演顾客，另一组学生扮演

售货员。在购物过程中，学生们需要运用所学的词汇和句型进行交流。起初，学

生们有些拘谨，但在张老师的鼓励和引导下，他们逐渐放松下来，开始大胆地进

行对话。通过这种情景教学，学生们不仅能够更好地掌握购物相关的词汇和句型，

还能提高他们的口语表达能力和实际运用能力。

在情景教学的过程中，张老师还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一些学生在购物对话

中，虽然能够正确地使用词汇和句型，但在表达时却显得有些生硬。他们无法像

母语者那样自然地运用语言进行交流。张老师明白，这是因为学生们缺乏对汉语

语言习惯和文化背景的了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张老师在教学中加入了文化导

入环节。他通过讲述中国购物文化中的礼仪、习惯等内容，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



汉语的表达方式和文化内涵。同时，他还鼓励学生们在课后多与中国人进行交流，

通过实际的语言环境来提高自己的语言运用能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实践，学生们在汉语学习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他们在

HSK 考试中，能够更加自信地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答题，并且在口语表达上也更加

自然流畅。张老师通过这节课的教学实践，深刻体会到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重要性。他意识到，作为一名外派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关注

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实际问题，通过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克服困难，提

高他们的汉语水平。

在索马里国立大学的 HSK 辅导课上，张老师和学生们共同经历了一段难忘的

学习旅程。通过《HSK 标准教程 2》这本教材的引导，学生们不仅掌握了汉语知

识，还培养了跨文化交流的能力。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努力学习，而张老

师则通过不断探索和创新教学方法，为他们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指导。这节课的

成功实践，为索马里本土汉语初级水平学习者的 HSK 辅导教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和启示。

（案例来源：2023 年 6 月 1 日对索马里国立大学外派教师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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