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尔及利亚孔子学院“中文+农业种植技术”教学实践

在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第二大学语言强化中心，外派教师李老师迎来了一项充

满挑战的教学任务。他要为当地汉语中级水平的大学生开展“中文+职业技能”的线下

班级教学。考虑到阿尔及利亚作为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李老

师决定将教学内容选定为“中文+农业种植技术”，期望通过这门课程，让学生们在提

升汉语能力的同时，掌握实用的农业种植技能，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增添助力。

开课第一天，李老师满怀热情地走进教室，学生们的目光中充满好奇与期待。李

老师先用流利的汉语和法语进行自我介绍，并阐述了这门课程的意义：“同学们，学

习汉语能帮助你们与世界上更多人交流，而农业种植技术则是阿尔及利亚发展的关键

力

量。这门课程将把两者结合，让你们拥有独特的竞争力。”学生们纷纷点头，对即将

开启的学习之旅充满向往。

李老师首先引入基础的农业知识，从土壤类型、气候条件对农作物的影响讲起。

为了让学生们更直观地理解，他展示了大量阿尔及利亚不同地区土壤样本的图片，以

及当地常见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图。讲解过程中，李老师还穿插简单的汉语词汇教学，

比如“土壤”“种子”“灌溉”等，让学生们在学习农业知识的同时，积累汉语词汇

。

然而，在首次实践操作环节，问题接踵而至。当李老师带领学生们来到校园的试

验田，进行简单的播种练习时，学生们表现得手忙脚乱。由于缺乏实际的农业操作经

验，许多学生连基本的播种深度和间距都把握不好。而且，在使用汉语交流操作步骤

时，学生们常常因为词汇量不足和语法不熟练，无法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比如，学

生阿米尔想询问播种后需要浇多少水，却只能磕磕绊绊地说：“播种，水，多少？”

李老师意识到，学生们在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的衔接上存在困难，同时汉语实际运用

能力也亟待提高。

李老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一方面，学生们虽然在课堂上学习了农业理

论知识，但缺乏实际操作的锻炼，导致实践时不知所措；另一方面，汉语作为第二语

言，学生们在真实交流场景中运用时，心理压力较大，影响了语言的输出。

针对这些问题，李老师迅速调整了教学策略。他增加了实践课程的比重，每周安

排固定时间让学生们在试验田进行实际操作，从简单的播种、浇水，到后期的施肥、

病



虫害防治，逐步提高学生们的实践能力。同时，李老师在实践操作中，采用现场示范

和一对一指导的方式，及时纠正学生们的错误操作，并鼓励他们用汉语交流操作过程

。

为了提升学生们的汉语实际运用能力，李老师设计了一系列情景模拟活动。他设

置了如农产品市场交易、农业技术咨询等场景，让学生们分别扮演农民、买家、农业

专家等角色，用汉语进行对话交流。在活动过程中，李老师会提供必要的词汇和句式

支

持，并引导学生们正确运用。例如，在农产品市场交易场景中，李老师会提前准备一

些常用的交易词汇，如“价格”“质量”“批发”“零售”等，让学生们在模拟交易

中熟练运用。

随着课程的推进，学生们逐渐掌握了基本的农业种植技能，汉语表达也更加流

利。然而，新的挑战又出现了。在学习更复杂的农业技术，如无土栽培时，学生们对

相关的专业汉语词汇理解困难，像“营养液”“基质”“气生根”等词汇，让学生们

感到困惑。

李老师意识到，专业词汇的学习是学生们深入掌握农业种植技术和提升汉语水平

的关键。于是，他收集了大量的专业资料，将这些词汇进行分类整理，并制作成图文

并茂的学习资料。在课堂上，李老师通过实物展示、图片对比等方式，详细讲解每个

专业词汇的含义和用法。例如，为了让学生们理解“营养液”，他带来了不同配方的

营养液样本，向学生们介绍其成分和作用。

同时，李老师还组织学生们开展小组讨论和项目研究，让他们围绕特定的农业种

植主题，如“如何在阿尔及利亚推广有机农业”，进行资料收集、分析和报告撰写。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不仅加深了对专业知识的理解，还锻炼了汉语的读写能力。

在课程的最后阶段，李老师组织了一场农业种植技能展示和汉语汇报活动。学生

们分组展示了他们在试验田的种植成果，并用法语和汉语详细介绍了种植过程、遇到

的问题及解决方法。他们的展示条理清晰，汉语表达也更加自信和准确。看到学生们

的成长与进步，李老师感到无比欣慰。

通过这次“中文+农业种植技术”的教学实践，李老师深刻体会到，在国际中文教

育中开展“中文+职业技能”教学，需要充分结合当地国情和学生的实际需求，不断解

决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契机，只有用心引导，才能让学生

们在掌握职业技能的同时，提升汉语水平，为他们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多可能



（案例来源：笔者于2024年8月对阿尔及尔第二大学语言强化中心外派教师李老师的访
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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