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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万里，点燃约旦汉语学习的热情

2024 年的一天，我成功通过了国家汉办组织的一系列考试，被派往约旦安

曼的一所国际学校孔子课堂教授高中生汉语。这样的结果很是令我满意，这不仅

是一次难得的教学经验的体会，也是一次旅行的好机会，我可以借此体会约旦的

风土人情，感受异文化的魅力。这样的想法让我越想越激动，但兴奋之余让我逐

渐冷静下来，作为一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读的研究生，我并没有过教授留学生

汉语的经验，英语水平也只有六级，平时很少有和留学生交流的机会，因此不免

担心自己的口语水平，“我是否能和他们无障碍交流？”“跨文化差异又该如何

解决？”“生活习惯的问题又会是……”一个接着一个的问题涌向脑海，但我也

要勇敢面对。于是，我便查阅资料，做好准备，踏上了约旦安曼的汉语教学之旅。

果然事情不出我所料，上课的第一周，虽然同事待我很好，让我先适应，慢

慢来。起初，我就发现班里的同学有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上课迟到，我猜测

同学们看我是新来的老师，还年轻，没有什么威望，而且他们不像中国学生那么

遵守班级纪律，因此迟到是常态，刚开始我也不好说什么，只是提醒他们下次注

意，但我发现并没有什么用，后来我请教了这里的老师，才知道大部分的学生都

是这样，其他老师也拿他们没办法。于是，想出了一个办法，向大家宣布班级的

纪律，如果有人违反，就要得到惩罚，当然，这里的惩罚不是真正的惩罚，可能

是唱歌、跳舞等表演才艺，实在不行就抄写作业，严重者打扫卫生，果然，时间

长了，大家迟到的现象有了很大的改善。

解决了一个挑战，又来了一个更大的挑战，是在教学方面。因为学生是初级

水平，我们选择的教材的刘珣先生编著的《新实用汉语课本》英文版，接下来的

几节课让我感受到了大家在上课的时候，积极性并不高，也不是很配合我，互动

性也不强，这让站在讲台上的我很是尴尬，我想要赶紧改变目前的现状，于是，

我便进行了反思。我回想着自己上课的全过程，先讲生词，然后讲语法，最后讲

课文，“换个顺序会不会好一些呢？难道是我上课的过程太枯燥无味了？难道是

我讲得不好、不够生动？难道是我的教学水平和能力不高让他们不喜欢上汉语

课？其他老师的课也是如此吗？”我不断反思着……

有了之前的反思，我决定让今天的课变得有趣一些。根据我之前所做的调查，

这些孩子还是很聪明的，只是汉字让他们产生了畏难的情绪，毕竟汉字确实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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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难认、难读、难写，对中国孩子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所以汉字课让他们非

常抵触，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了，因此在讲生词时他们的情绪并不高。为了重燃

他们对汉字学习的乐趣，我在讲今天的课文第十二课时，一改原来的风格。我先

给大家看一个关于人生病的小动画视频，然后问同学们是否有过身体不舒服的情

况，会有哪些表现，再解释说明“身体不舒服就是生病”，让大家对“生病”中

国词有个最初的了解，由此课堂氛围活跃了一些。

到了生词的讲解，我便开始了我的“表演”。在讲“发炎”这个词的时候，

我先给大家讲解意思，先用英语翻译，然后带领大家朗读，还会标注拼音，毕竟

在初级阶段，拼音的作用显而易见，刚开始我就贯彻了发音要准的原则，对于发

音不准的词我会及时纠正，但也不会太过严苛，我不想打消大家的积极性。接着，

我采用汉字拆分的方法，向他们说明汉字的意思，例如在讲解“炎”的时候，我

会解释说“炎是上火的意思，两个火在一起就是发炎了。”由于火的温度较高带

出“发烧”，“生病”“住院”“药”……依次引出，还辅之以图片。我还会进行词

语的拓展，例如“生病”的“病”字的部首扩展出其他几个常见的类似的字和词

语，例如“痛、疼……”，并且还说明这个部首是与人体相关，因此都和人有关。

对于其他不同结构的汉字，我也有了其他的讲法。例如：“明”这个字，我会进

行汉字拆分编故事，“日”代表“太阳”，也就是白天，“月”代表“月亮”，也就

是晚上，一个太阳加一个月亮也就是一个白天和一个晚上过去了就是新的一天了，

也就是“明天”，在讲的过程中加上动画，多媒体手段会增加学生的兴趣，吸引

他们的注意力，而拆分加讲故事的方式更加让他们了解汉字的意思和结构，也能

为以后汉字的学习打好基础。

因为汉语教学最终的目标就是让学生会用汉语进行交际，而他们除了课堂环

境，很难有说汉语的机会，我也对几个学生进行了简单的了解，他们反馈说给他

们练习的机会太少了，“以前也是老师讲得多，学生练习少。”因此我把关注点放

在了语用方面，给他们更多的时间练习。词语讲解时，我会利用图片或创设情境，

让他们有更生动的感受，除此之外，我还会在课堂中安排小组活动，让大家分组

展示或者角色扮演。今天，在讲第十二课时，我会让他们分角色朗读课文，然后

分角色扮演看病过程，上台展示，看看哪个小组表现得最好，我发现大家的积极

性都很高，都很想表现自己，我在心理默默地开心起来，枯燥的课堂也终于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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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改善，我的努力还是有所回报的。

课后作业当然是必不可少的，而之前的课后作业大多都是采用中国式教学的

方法，沿用了我上学时老师布置作业的方式，一是抄写，二是背诵。我知道，这

对于中国学生都不是很容易能做到，对于汉语水平是初级的他们来说更不是易事，

犹如登天。我先请教了我的同事，询问他们是如何教汉语的，以何种形式来布置

作业，可我并没有从中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因此，我想用自己的方式让他们喜

欢上汉字，喜欢上汉语，打消他们觉得汉语难学而想要放弃的想法。像之前所提

到的汉字和词语的讲解方式，我会利用在布置作业中，让大家用汉字拆分法拆分

几个汉字，猜一猜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以这样的组成方式，下节课上课的时候我

会提问或以小组方式展示。

慢慢地我发现，我的课堂不再枯燥了，学生们会积极参与进来，甚至有学生

在课下告诉我，“原来学习汉语很有意思”，也让他们感受到了汉语的乐趣和魅力，

这让我非常惊讶，也非常开心，我没想到会得到如此的评价和认可，这也让我非

常开心，让我感受到了对外汉语教师的魅力，我也会在这片热土上继续挥洒我的

汗水，为汉语教学事业贡献我的一份力。

（案例来源：笔者于 2024 年 12 月对该名安曼高中志愿者教师的线上访谈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