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障碍与解决策略：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高级汉语

口语课教学案例

在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的教学实践中，高级汉语口语课程的教学目标不仅是提

升学习者的语言表达能力，更是培养其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实际应用能力。然而，在实际教学

中，教师常常面临学习者因文化差异和语言习惯不同而产生的交际障碍。本文通过一次具体

的课堂教学案例，探讨如何发现、分析并解决这些问题，以期为类似语境下的汉语教学提供

参考。

在一次高级汉语口语课上，我设计了一个以“中黎文化差异”为主题的讨论活动。课程

开始时，我首先向学生介绍了中国文化中的“面子”概念，并引导他们思考这一概念在黎巴

嫩文化中的对应现象。学生们对这一话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在讨论过程中，问题逐渐显

现。一位名叫艾哈迈德的学生在发言中提到：“在中国，人们很注重面子，但在黎巴嫩，我

们更注重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他的发言引发了其他学生的共鸣，但也暴露了一个普遍存

在的问题：学生在表达复杂文化概念时，往往因词汇量不足或句式单一而无法准确传递自己

的观点。

针对这一问题，我首先进行了课堂观察，发现学生在讨论中频繁使用简单句和重复词汇，

导致表达缺乏层次感和逻辑性。为了进一步分析原因，我在课后与学生进行了个别访谈。通

过访谈，我了解到，尽管学生的汉语水平已达到高级阶段，但在实际交际中，他们更倾向于

使用熟悉的句式和词汇，以避免犯错。这种心理导致了他们在表达复杂观点时的局限性。

基于这一发现，我决定调整教学策略。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引入了“句式扩展”练习，

即通过提供多种句式和表达方式，帮助学生丰富语言表达。例如，在讨论“面子”问题时，

我引导学生使用“不仅……而且……”“与其……不如……”等复合句式，以增强表达的多

样性和逻辑性。同时，我还设计了角色扮演活动，让学生模拟中黎文化交流场景，通过实践

提升他们的语言应用能力。

然而，教学调整并非一帆风顺。在角色扮演活动中，一位名叫莉娜的学生在模拟与中国

商人谈判时，因过于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被“中国商人”（由另一名学生扮演）认为“不

够礼貌”。这一现象再次凸显了文化差异对语言交际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组织了

一次专题讨论，重点分析中黎两国在交际风格上的差异。通过对比分析，学生们逐渐意识到，

在跨文化交际中，语言表达不仅需要准确性，还需要符合对方的文化习惯。

为了进一步巩固学习效果，我结合黎巴嫩的本土文化特点，设计了一个“中黎文化对比”

项目。学生被分为小组，每组选择一个文化主题（如家庭观念、社交礼仪等），通过查阅资

料、采访本地居民等方式，撰写一份中黎文化对比报告，并在课堂上进行展示。这一项目不

仅帮助学生加深了对中黎文化差异的理解，也提升了他们在实际交际中的语言运用能力。

通过这一系列教学实践，我深刻认识到，在高级汉语口语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

的语言能力，还要注重培养他们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样的多元文化社会中，

学习者往往需要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切换，因此，帮助他们理解并适应文化差异显得尤为重

要。



此外，这一案例也反映了教学过程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性。通

过课堂观察、学生访谈和教学调整，我逐步找到了适合黎巴嫩学习者的教学方法，并取得了

显著的教学效果。这一过程不仅提升了学生的汉语表达能力，也增强了他们在跨文化交际中

的自信心。

总之，在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的教学实践中，我深刻体会到，高级汉语口语教

学不仅是语言技能的传授，更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通过结合黎巴嫩的本土文化特点，

设计有针对性的教学活动，教师可以有效帮助学生克服语言障碍，提升他们的实际交际能力。

这一案例为类似语境下的汉语教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也为跨文化交际研究提供了实践依据。

（案例来源：笔者于 2024 年 11 月对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外派教师李老师的访谈调

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