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法教学有技巧

孙老师是一个具有八年半教龄的熟手老师，在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

任教。该学校按照学生的级别分班级，一个班最多 20 人，孙老师每年至少带 9

个班级。学生的汉语基础基本上都是从零开始，学生很复杂，年龄小的大概 7～

8岁，年龄大的有 78 岁。该校一次课是一个半小时，学生一周 1～2次课。课程

类型是汉语综合课，有时也会根据学生需求开设口语课。

该学校的学生学习语法非常积极，没有畏难情绪，特别是小孩子很主动，在

课堂上经常问问题，课堂氛围很好，但是有一些语法点学生总出错。例如当学习

时间状语的时候，学生习惯按照英文的语序把时间状语放在后面，他们经常说出

这样的句子：“我去商店明天”，“我上课三点”。学生还区分不清楚“没”和“不”。

后来孙老师发现出现这一问题有一部分原因是许多老师讲解不清楚二者的区别，

甚至用语法翻译法一带而过不会细致地讲解。可能补语也是学生学习的难点和易

错点。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某次学校要举办一个大型活动，孙老师询问在外

地的大卫同学下星期能否回来参加学校的活动，大卫说：“我不可以回来。”孙老

师立刻就明白了大卫对于可能补语掌握的不是很好。学生对于“把”字句和“被”

字句等较难的语法点也经常出错。

孙老师面对学生屡次犯的语法错误是见一次纠正一次。首先，她认为教师应

在讲解语法点时融入情境，不要让学生机械地理解知识，从而减少以后语法点出

错的情况。比如，在讲授“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时候，就可以利用教室的门，

教师做动作关门，让学生说出“门被老师关上了/老师把门关上了”，由此引出“把”

字句和“被”字句，再对“把”字句和“被”字句的语法内容和规则进行详细讲

解，再进一步利用教室里的实物进行练习，比如窗户、书包、粉笔等，学生或老

师做动作，然后根据动作列出“把”字句和“被”字句。这种教学法比较生动形

象，且迎合了阿拉伯学生课堂上活跃的性格，易于学生轻松的掌握。其次，孙老

师认为语法翻译法教学是最差的一种教学。因此，她在讲解语法点时经常运用图

示法，运用大量的图片进行造句，例句都是比较简单的且在生活中常见的句子，

造三个句子以后学生基本就都明白了，有些还能总结出用法规律。这个方法的效

果非常好，学生学得又快又扎实，后来的出错率也比之前低了不少。最后，在语

法点操练的时候，孙老师还经常带学生做游戏。比如在课堂中运用表演法，她准

备好一些小纸条，上面写了一些最常用的可能补语的句子，请一个学生抽纸条并

表演出来，让其他的学生来猜。经过反复的练习，学生就会熟练掌握该语言点的

运用。

案例分析：

首先，孙老师是一位熟手教师，教学经验丰富，该校学生学习语法还很积极，

没有畏难情绪，便于教学活动的开展。但是不可避免学生有一些语法点经常出错。



例如学生习惯按照英文的语序把时间状语放在后面，区分不清楚“没”和“不”，

可能补语掌握的不是很好，“把”字句和“被”字句等较难的语法点也经常出错。

其次，学生很难掌握的语法点是由中阿语言和语法的不同导致的。以补语的

使用偏误为例。汉语词汇不像英语那样有时态的变化，使用起来也灵活多变，不

易掌握。所以对阿拉伯学生学习起来也有一定难度，往往阿拉伯学生在语义表达

中容易忽视补语的运用，造成语句缺乏补语，表意不清。一些学生由于目的语掌

握不足，便在使用目的语来进行表达的时候，学生会把掌握的不太好的目的语知

识或者语法规则的使用范围扩大化，所以容易出现错误。此外，教师在教学中对

汉语语法知识不恰当的训练、不充分讲解，也会影响到学生的理解程度，因为老

师不能把握汉语中语法结构和阿拉伯语相对应的结构语法功能的异同点，因此不

能很好地在教学中进行辨析，学生未能通过学习正确区分两种语言间的异同。

最后，图示法、情境法是语言教学中常用的方法，具有直观、主动、易懂等

优点，能够达到深入浅出的效果。情境法教学比较生动形象，且迎合了阿拉伯学

生课堂上活跃的性格，易于学生轻松的掌握知识。语法教学需要很多机械性练习，

比较枯燥乏味，学习者学起来也比较吃力，难以激起学习兴趣。而图示教学法具

有实用性、目的性等教学原则。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课堂上恰当使用图示法，既能

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加深他们的意义记忆，又能培养学习者的思维能力，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语法点操练的过程中，教师经常带学生做游戏。游戏教学

法通过模拟真实交际场景为汉语学习者提供语言表达的情境，鼓励学生多说多练，

目标是通过全面培养汉语学习者的听、说、读、写的能力，以达到教学预期与教

学结果相一致。就游戏教学法来讲，是把学生作为开展教学课堂的主体，而教师

成为了教学过程的参与者、指导者，这种角色的转变使教师与学生的交流更为顺

畅，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也充分的调动起来，有效促进了教学工作的开展。通

过游戏教学法，利用能够亲身参加、切身感受的方式，使学生能够直观的感受到

知识的内容，并且通过游戏可以促使学生主动的发挥学习的能动性和主动性，将

注意力集中到所学内容上并应用于实际生活当中，从而达到巩固所学知识的目的。

（该案例来源于2023年10月4日对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外派教师孙老

师的微信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