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向毛里塔尼亚学生词汇教学案例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汉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其国际影响力不

断增强。毛里塔尼亚共和国，作为非洲西北部的一个多元文化国家，近年来与中国在经济、

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日益频繁。为满足当地民众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的需求，毛里塔尼亚

携手中国共同启动了对外汉语教学项目。作为一名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我即将踏上远赴首

都努瓦克肖特大学任教的旅途。

到达目的地休整了简单几天，就到了我与学生们第一次见面的日子。去教室的路上，我

的心情既兴奋，又夹杂着一丝紧张，担心同学们对我这位新来的老师，并不是那么信任。走

进了课堂，我热情地和同学们打了招呼，告诉他们以后我们即将一起学习汉语。本以为同学

们的反应也许会让我冷场，但没想到他们也很热情地回应了我，并伴随着掌声。这时一位男

孩举起了手，面带微笑地对我说：“谢谢老师，我很很高兴！”我听懂了他的意思，也立刻

反应出来他语法上的使用错误，但本着这是大家第一次见面，我没有当众指出他语法上的使

用错误，而是选择回应他说：“老师也是！”第一节课我没有给大家灌输很多的知识，通过

聊天了解了一下大家学习汉语的具体进度、学习效果以及学习上遇到的困难等。一节课下来，

随着和大家沟通交流，发现学生们存在普遍的“词的重叠”偏误。下课后回到办公室，我将

注意到的这个问题写到了工作日志里，并开始着手找出问题的根源所在。通过查阅资料和请

教其他老师，我得出了结论：毛里塔尼亚学生母语一般为阿拉伯语，汉语和阿拉伯语虽然都

有重叠词，但是阿拉伯语学生把阿拉伯语中能重叠的词迁移到汉语中使用，很容易产生词汇

偏误。有些汉语词可以重叠，但不是所有汉语词都可以重叠。并且有些汉语词的重叠形式与

阿拉伯语词的重叠形式完全不同。最明显的偏误是，学生经常使用两个副词或动词进行重叠，

如课上出现的“太太高兴了”，交流中出现的“听听过中国音乐”等。“太、很”在汉语中

一般都表示程度高，由于阿拉伯语中的副词可以用重复来表示程度更高，因此，有些学生就

把“很”“太”误用为“很很”“太太”用来表示更高或更深的程度。了解到这些原因以后，

在第二节课我特意将这一知识点和大家强调了一遍，常用的一些副词不能重叠的情况，以及

汉语动词重叠后不能带动态助词“着”“了”“过”，也不能描述正在进行或发生的动作的

行为。之后，我会在日常上课、下课以及和同学们交流时，仔细观察他们使用重叠词的情况，

尽管有同学依旧会犯一些“小错误”，经过我眼神的示意，便可以自行修正过来，情况较之

前得到了明显改善，这令我十分欣慰。

教学工作依旧进行着，最近我却发现了新的问题，学生们似乎对“不”和“没”这两个



词掌握的不是很好，无论是从作业情况，还是课堂上，都有迹可循。例如，学生会造出错误

的句子“我比他不胖。”“她让我不来。”显然，他们对汉语语序和语用规则掌握的还不是

很好，在使用“不”和“没”时，把否定词放在了其他成分之前。还有的同学，对这两个词

产生了混淆，例如说出“他昨天不去图书馆”，没有考虑到句子的时态。经过课下访谈和查

阅资料，我发现，对于学习汉语的他们来说，在接触另一个完全陌生的语言系统时，他们更

习惯于依赖母语，希望将母语和目的语的词汇及语法，联结成一一对应的关系，然而汉语和

阿拉伯语否定词之间并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他们无法区分汉语和阿拉伯语的语序差异，在

阿拉伯语中，否定词既可以放在谓语之前，又可以放在谓语之后，因此通常把否定词误放在

其他成分之前。且阿拉伯语的否定一般没有时间限制，不像汉语所规定的“不”用于现在和

将来，“没”用于过去和现在。此外，教材中对汉语否定副词的相关辨析和强化练习也较少，

学生们也就缺乏实践练习，不能很好地辨别和把握否定词之间细微的差别，导致错误较多。

找到症结所在，我对应着也给学生们想出了一套方案，在之后的教学中，我引导他们充分对

比汉语和阿拉伯语否定词的语义和句法特征，并为他们设计了一些两种语言否定词的对比练

习，让他们组成小组，进行“趣味小比拼”，调动积极性的同时，他们果然进步了不少。

一眨眼来到了期末，学生们马上要进行期末测验了，我对他们还算有信心，也期待他们

能给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于是我准备在期末测验之前，先给他们来一次摸底测验，

查漏补缺。试卷收上来以后，我发现他们还是存在漏洞，考卷上有造句和小作文题，我基本

能看懂学生想要表达的意思，但他们在动词和名字的使用上，还是会出现一些小错误。“他

经常穿黑帽子”“我还没超过 HSK4”显然是产生了词义混淆，看来他们对汉语词义掌握的

还是不够好，我把一些错误重复率比较高的词记录下来，和阿拉伯语进行了对比，原来有的

阿拉伯动词对应好几个汉语动词，有的动词还可以互相通用，学生不知道用哪个词合适，就

出现了错误。于是我将出现错误较高的一些常用词，按照不同的词类进行了整理，每天给他

们布置适量的关于动词和名词的小作业，课上有多余时间也让他们练习容易出现偏误的词语。

分析期末试卷的时候，他们之前容易犯的错误，果然减少了不少，每个人都有了或多或少的

进步，大家也都增加了学习汉语的自信心。

教学还在继续，这次的志愿者经历让我收获颇丰，作为一名教师，第一次面对其他国家

的学生，把我们美丽的汉语传播出去，令我成就感满满。然而我深知学生们的学习水平和我

的教学水平都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需要靠我们以后的一起努力，也希望我能够和他们一起，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案例来源于 2024年 3月 14日对毛里塔尼亚努瓦克肖特大学孔子学院志愿者教师张老



师的电话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