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旦中级汉语学习者语音学习教学案例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重视汉语的学习。中国教育

部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5 月，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育，81 个国家将中文纳入

国民教育体系，外国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超过 3000 万，中文的国家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而我此次访谈的对象——来自约旦的阿里同学，正是在这股时代浪潮的簇拥下，决心远赴中

国进修汉语。

在访谈的过程中我了解到，阿里今年 21岁，从 2021 年开始来中国学习汉语，目前已经

顺利通过了 HSK 三级考试。他非常喜欢中国文化，曾经在约旦安曼数次参加过汉语比赛和华

人文化活动，后来受“一带一路”友好政策的影响，他选择来中国沈阳全面进修汉语。

“我学习汉语的原因？嗯……你知道‘一带一路’吗？”

还没有等到我说出提示语，阿里显然已经听懂了问题的含义。但令我惊讶的是，他能不

假思索地说出“一带一路”并以此作为留学的原因，可见这个倡议在阿拉伯地区是非常深入

人心的。

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我始终手持着访谈稿和阿里并排坐，以确保他能一边听着我的问

题一边看到文字。我发现他对文字稿的依赖更多，考虑到也许是我的汉语发音与他汉语老师

的发音有出入，我问道：

“你觉得汉语学习难吗？”

“很难的。”

“哪个方面比较困难呢？语法、书写、语音还是听力，还是其他别的？”

“我觉得听和读最难。”

实际上，对于我们中国学生学习英语、考四六级来说，口语和听力也是最困难且最不易

考出高分的部分。看来不同国家的学生学习起外语都会遇到相似的难题，于是我决定从我个

人学习第二语言的经历出发，将心比心地向阿里提出问题。

“在语音教学阶段，老师经常使用什么教学工具”“面对语音学习的困难，你和你的汉语

老师都采用了什么解决办法”“你是否觉得当下的教学、学习方法有些无聊”……面对我们一

连串的发问，阿里很有耐心地进行回答，他的口语水平其实很好，我们之间的沟通没有什么

太多。而他的回答与我们预期的一样，在目前中级汉语课堂的语音教学中，教师选择的教学

方法和阿里的练习方法都是读、反复读。当被问到一直用这种学习方法是否会感觉无聊枯燥

时，阿里看着我会心一笑，同为学生的我已然知晓了答案。

接下来，我试图从具体的语音要素学习进行访谈。比如对于阿拉伯语中没有的辅音（c、

p、g、q、zh、ch、sh）和声调（阳平、上声、去声），你学习起来是否有困难？阿里觉得“zh、



ch、sh”翘舌音学习起来最难，还有就是他在读上声音调时很难发出曲折的音，其它方面相

较这两类语音问题难度低一些。但他反映说，无论语音要素的学习困难与否，他现阶段使用

的练习方法都是“反复读”，除此之外还没有探索到更好的发音练习方式。

从与阿里的这次交谈中，我总结出了中外学生在语音学习方面的一些共性。首先，以我

和身边的朋友在中小学时期学习英语单词的经历为例，我们经常会在不认识的单词旁边用中

文标注它们的读音来辅助记忆（比如在“relax”旁边写上“瑞莱克斯”）。同样地，阿里在学

习中文时也会用阿拉伯语来辅助记忆读音。但阿拉伯语只有阴平声调且缺乏一些汉语里的辅

音，不能完全对标汉语发音，因此如果阿拉伯学生使用母音注音的方法来学习汉语，就很容

易在语音方面出现偏误。其次，学生学习语音更多要依赖课堂教学，他们常用的学习方法也

几乎都是跟随教师教学的方式习得来的——一直读、反复读。而学生对此的情感态度都不太

积极，虽然认为反复跟读的方式比较枯燥，但也找不到更好的练习方法。

与阿里的访谈结束后，我感触颇多，于是就撰写了这篇教学案例。近些年来，随着中国

经济、政治、社会的迅速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行，来自世界各国的汉语学生人

数正在迅猛增长。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嘴里说的也是不同的语言。

有研究表明，不同母语的学生，在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中面对的困难与问题也不同，尤其是

语音上的困难和偏误。当他们学习汉语时，很难保证不被母语因素和本国文化带来负迁移影

响，阿拉伯学生当然也不例外。语音教学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怎样能提高语音教

学的质量？”这个问题需要国际中文教学者引起深思。不单是国际中文教师需要重视这个问

题，所有第二语言教学者都应该发现学生习得语音的共性，共同努力去寻找第二语言教与学

的捷径。教师应把语音教学与发声图例演示紧密结合起来，尝试应用声乐学原理，让学生先

掌握科学发音的方法，再把理论融入实践，从而发出正确的声音。

学生的母语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汉语语音学习。换句话说，作为国际中文教师

应该有国别化意识，全面地把握学生母语与目的语的异同。阿拉伯学生的汉语声母习得是有

规律可循的，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具体偏误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阿语

是没有声调的语言，对于以母语是阿语的约旦学生来说，汉语的声调是非常新奇的。在访谈

时我也注意到学生对陌生音调的发声练习会有一点畏难心理，因此教学者不仅要使用科学的

语音教学方法，还要从心理学角度出发，依据学生本国文化风格和母语特点分析出他们认知

方式，营造好适合他们的语音学习氛围。事实上，如果学生能够在教师的指导下一步一个脚

印地去学习，久而久之，汉语的语感就会潜移默化地形成。除了教师要为语音教学做出大量

努力外，学生也应该主动探索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学会相似归因，举一反三，让母语习惯

与第二语言习得融会贯通。



（本案例来源：笔者于 20024 年 5 月 16 日对该名约旦留学生的线下访谈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