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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教学经历

通过了国家汉办组织的一系列考试，2023 年夏天，我作为志愿者被派往吉

布提孔子学院教授汉语。实话实说，我对这个国家并不了解，了解的方式也是上

网查阅资料，作为“一带一路”倡议重要合作伙伴，其孔子学院成立不久，因此

没有查阅到关于到该国留任的汉语教师的教学经历，这对于我来说，惊险又刺激，

更多的是挑战。

最开始的挑战就是生活方面。初到吉布提，我被这里的环境震惊到了。作为

地处非洲的一个国家，这里夏天的温度非常高，酷热十足，这对于我一个北方的

孩子来说实在是有些震惊，有点儿难熬。吉布提孔子学院作为吉布提唯一的孔院，

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环境气候也让人难以适应。因其地理位置特殊，毗邻阿富汗

等国，战事不断，周边国家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这些都是最开始的生活挑战，然

而这还不是最大的挑战。

最大的挑战莫过于教学方面。孔子学院建得较晚，其学生对中文的掌握也较

晚，虽然建设得较晚，但吉布提也开设了中文班，对汉语也有很大的重视，然而

我对他们却是一无所知，只知道学生的整体汉语水平为初级。为了“打响”开学

第一课，我做了很多准备，无论是备课还是了解学生，都尽我所能给学生留下好

的印象。第一节课是语音课，我先在黑板上写了几个音节，然后让大家读一下我

准备的卡片，主要是想对学生的语音水平有个整体的初步了解。单元音作为得还

可以，辅音方面尤其是复辅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于是我又带领大家学习了一

遍复辅音，其中鼻辅音也是一个小难点。我在讲解完读音方法后，让大家触摸自

己的发音器官去感受不同音节的发音效果，两人一组，互相朗读，还通过举卡片

的小游戏来检测大家是否掌握。孩子们的水平虽然不高，但是都很好学，很聪明，

讲完的音节很快就掌握得差不多了。于是，接下来的课程我便提高了难度，以语

音为主，少加一点点词汇。

在向之前的老师了解到，主要讲语音课，很少会涉及到词汇，于是我便开启

了新领域——词汇方面的教学。通过之前所有语音课的铺垫，我想词汇课的效果

会不会给我个惊喜。词汇课确实让我“惊喜”，有了新的难题。词汇最开始就是

要读，也离不开语音方面的知识，其实汉语的四要素方面的教学都是密切相关，

不可分割的，是相互交融的。而词汇教学最容易出现的语音问题就是声调，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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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知，汉语为孤立语，只有汉语有四个声调，就英语来说，它是无声调语言，而

我对于吉布提的官方语言——法语和阿拉伯语，丝毫不了解，也知道这两种语言

的难度，因此也很难从语言对比方面来教学。

果然不出我所料，大部分的同学都在声调方面有问题，以二声最难，二声上

不去，四声下不来，三声连读有难度。在两个上声相连的词语中，学生们几乎都

会读错，三声对于他们来说比较困难，两个上声连读难上加难。我便针对此问题

先开始解决。一开始我便带领大家机械郎读，从最简单的具有代表性的词语开始，

每个词读好多遍，这样大家便会形成肌肉记忆，但事实证明效果并不好。例如“你

好”，每个字单读还可以，但是连读就读不对，其中的变调会增加难度，“好”偏

重于四声，我便先从有发音问题的“好”开始，多读几遍，然后再读“你”，但

对于他们来说，这相当于死记硬背，毫无规律可言，也不理解，再多的遍数也无

济于事，或许是当时会读，但下一组相同声调的其他词语还是会读错。因此我利

用声调图，例如“你好”中的“你”读音调值为“21”，然后让大家感受“21”

调值的读音，辅之以手势模拟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让大家慢慢地了解发音规律，

“你好”稍有起色，我便趁热打铁，又在黑板上写了几个三声连读的词语，让大

家利用此规律去尝试读一下，然后我再去纠正发音。纠正发音还要注重方法，不

能打击学生的积极性，还要尽可能让大家都读对。单一渠道的输入很难调动大家

的积极性，于是我利用了多媒体教学，放视频、听录音，课堂上还利用举卡片、

听声辨音、传话筒等小游戏积极调动大家参与进来，提高同学们对学习汉语的热

情。事实证明，确实有效。这让我有了小小的成就感，非常高兴。

针对其他语音方面问题的解决，机械练习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是要举例子，

讲解声韵拼合规律，然而这对于他们的理解也是有很大的难度。吉布提的官方语

言是法语和阿拉伯语，这两种语言和英语相比，难度之大，对于第二语言是英语

的我来说，对法语和阿拉伯语丝毫不了解，也找不到和汉语的共同之处以及对比

之处，因此找到解决办法还要寻求别人的帮助。我通过和同事聊天、旁听同事的

汉语课来找到突破口，毕竟只有汉语才有四声，法语虽难，但我有了同事的帮助，

闲暇时间也会上网找课程学习法语，了解阿拉伯语，以此为和同学们之间的桥梁，

我作为他们的汉语老师，为他们提供说汉语的机会，他们也能为我提供说法语的

机会，一举两得，由此也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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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汉语教学经历让我受益匪浅，不仅仅是教授汉语的过程，也是传递中

国文化的过程，更是挑战自我、提升自我的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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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来源于2023年6月25日对吉布提大学孔子学院志愿者教师吴老师的Zoom

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