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旦小学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知识教学实践

在中约两国友好关系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约旦

的本土教师艾哈迈德在当地一所小学承担起向学生传授中华文化知识的任务。随着中

约在经贸、文化等多领域合作的推进，不少约旦家庭意识到了解中国文化对孩子未来

发展的重要性，鼓励孩子学习中国文化，这也激发了小学生们对中华文化知识的强烈

兴趣，成为他们学习的重要动力。

新学期伊始，艾哈迈德带着精心准备的教具和资料走进教室，小学生们的眼睛里

闪烁着好奇与兴奋的光芒。艾哈迈德先用阿拉伯语和简单的汉语向学生们问好，随后

说道：“同学们，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段奇妙的旅程，去探索古老而神秘的中国文化，

一起认识那些改变了世界的伟大发明。”孩子们的脸上立刻露出期待的神情，纷纷坐

直身子，准备迎接新知识。

艾哈迈德决定以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为教学内

容。课程开始，艾哈迈德播放了一段生动有趣的动画视频，视频中详细介绍了四大发

明的诞生过程以及它们对世界文明发展的深远影响。孩子们被精美的画面和有趣的讲

解深深吸引，眼睛紧紧盯着屏幕，时不时发出惊叹声，对四大发明有了初步的直观印

象。

视频结束后，艾哈迈德开始讲解造纸术。他指着准备好的纸张和造纸工具，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说道：“很久很久以前，中国人发现可以用树皮、麻头、破布等材料来

造纸。他们把这些材料浸泡在水中，捣碎成浆，然后把浆均匀地铺在一个特制的帘子

上，晾干后就变成了纸张。”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艾哈迈德还展示了古代造纸

的图片，详细讲解了每个步骤。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不时举手提问，教室里气氛热

烈。

接着，艾哈迈德介绍印刷术。他带来了一个简单的活字印刷模型，现场演示如何

排版、涂墨、印刷。“同学们，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人们要复制一本书非常困难，需

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了印刷术，就可以快速地复制书籍，让知识传播得更

广。”孩子们好奇地围过来，仔细观察着印刷过程，对这个神奇的发明充满了好奇。



然而，在课堂讨论环节，问题出现了。由于小学生的知识储备有限，汉语水平也

较低，对于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复杂的原理理解起来十分困难。比如，在讨论火药的原

理时，孩子们很难理解“化学反应”“爆炸”等概念，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时也显得词

不达意。而且，中约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孩子们对一些与四大发明相关的文化背景知

识理解不足，无法深入体会四大发明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例如，在讲解指南针与

航海的关系时，孩子们很难想象古代中国人如何利用指南针在茫茫大海中航行，对指

南针在推动世界航海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缺乏直观感受。

艾哈迈德意识到，对于这些小学生来说，简单的讲解和演示难以让他们真正掌握

知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他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一方

面，小学生的认知能力有限，抽象思维尚未充分发展，对于一些科学原理和历史文化

知识的理解需要更多具体、形象的示例；另一方面，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生们的词

汇量和表达能力不足，限制了他们对知识的理解和交流。此外，约旦与中国在历史、

地理、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学生们缺乏相关的认知基础。

针对这些问题，艾哈迈德迅速调整教学策略。他增加了大量的实物演示和实验环

节。为了让孩子们理解火药的原理，艾哈迈德准备了一些简单的化学实验材料，现场

演示了类似火药爆炸的小实验，让孩子们直观地感受化学反应的神奇。同时，他还引

入了更多贴近生活的例子，帮助孩子们理解抽象概念。比如，在讲解指南针时，他让

孩子们想象自己在森林里迷路，如何利用指南针找到方向，让孩子们对指南针的作用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为了帮助孩子们克服语言障碍，艾哈迈德加强了汉语词汇和简单句式的教学。他

将与四大发明相关的词汇和句子整理出来，通过游戏、儿歌等方式帮助孩子们记忆和

理解。例如，他教孩子们唱一首关于四大发明的汉语儿歌，让孩子们在欢快的歌声中

记住了造纸术、印刷术等词汇。

此外，艾哈迈德还设计了丰富多样的课堂活动。他组织孩子们分组制作手抄报，

要求他们用汉语和阿拉伯语介绍四大发明；开展知识竞赛，通过抢答的方式激发孩子

们的学习兴趣，巩固所学知识。在活动中，艾哈迈德还特别注重引导孩子们了解四大

发明在中约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让他们体会到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随着课程的推进，孩子们对四大发明的理解有了明显的提升。在一次课堂展示

中，孩子们分组展示了他们制作的手抄报，用较为流利的汉语和阿拉伯语介绍了四大

发明的相关知识，并且还能结合自己的理解，分享对四大发明的感受。虽然在表达上

还存在一些小问题，但他们的进步让艾哈迈德感到十分欣慰。

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在进一步探讨四大发明与现代科技的关系时，孩子们

发现仅仅了解古代的发明是不够的，他们还想知道这些发明如何影响了现代科技的发

展，以及在现代社会中还有哪些应用。例如，当讨论到造纸术与现代造纸工业的关系

时，孩子们对现代造纸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充满了好奇。

艾哈迈德意识到，中华文化知识教学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知识的传授，还需要关

注知识的延伸和拓展，让孩子们了解中华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和影响。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艾哈迈德在后续的课程中，增加了知识拓展环节。他收集了大量关于四大

发明在现代科技中的应用和发展的资料，通过图片、视频、实物展示等形式，向孩子

们展示现代造纸工业的先进技术、印刷术在数字时代的变革、火药在军事和民用领域

的新应用以及指南针在现代导航系统中的作用。同时，艾哈迈德还组织孩子们开展小

组讨论和主题演讲，让他们通过自主探索和表达，深入了解四大发明与现代科技的紧

密联系。

在课程的最后阶段，艾哈迈德组织了一场以“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与现代科技”

为主题的文化节活动。孩子们身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服装，展示自己制作的手抄报、手

工艺品，用汉语讲述四大发明的故事，表演与四大发明相关的短剧。整个校园充满了

浓厚的文化氛围，孩子们不仅检验了自己的学习成果，还体验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

深。

通过这次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知识教学实践，艾哈迈德深刻体会到，在国际中文教

育中，中华文化知识教学需要充分考虑小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学习心理，结合两国的交

流合作背景，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只有将知识教学与实际生活、现

代科技有机结合，才能让孩子们真正理解和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实现跨文化交流的

目标。

（案例来源：笔者于2024年8月对约旦本土教师艾哈迈德老师的访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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