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巴嫩孔子学院初级汉语教学案例：疑问代词“什么”用法的混合式

教学

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的一堂汉语课上，付老师正在教授《HSK 标准教程》1 第

8 课的内容，重点是疑问代词“什么”的用法。作为一名志愿者教师，付老师特别关注如何

通过生动有趣的教学方式吸引小学生的注意力，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新的语言知

识。

课堂开始时，付老师首先向学生们提问：“你们知道‘什么’是什么意思吗？”学生们

纷纷回答，尽管一些学生能够理解“什么”在问句中的基本作用，但依然有不少学生表示模

糊不清。付老师意识到，学生对“什么”的使用还不够熟练，特别是在疑问句中的功能和位

置上存在一定的困惑。

于是，付老师通过一张卡片上的图片引入新话题。她展示了一张有许多不同动物的图片，

然后指着一只小猫问：“这是什么？”学生们立刻回答：“小猫！”付老师又指着另一只狗问：

“那是什么？”学生们再次回答：“小狗！”在确认了学生们对“什么”作为疑问代词的理解

后，付老师进一步解释：“‘什么’是用来提问的，它帮助我们了解某个事物或情况是什么。”

然而，付老师很快发现，尽管学生能够理解“什么”的基本含义，他们在如何使用“什

么”构造问题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在句子的结构上，学生们有时会不自觉地把“什

么”放在句子的错误位置。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什么”的语法结构，付老师决定通过

几种互动方式让学生练习。

她先通过线上互动教学工具，展示了几个常见的句型：“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你

叫什么名字？”等。在讲解过程中，付老师特别强调了“什么”在句中的位置，即它通常位

于动词之后，帮助提问具体的事物或信息。接着，她让学生们模仿这些句子，用“什么”提

出自己的问题。学生们开始积极参与，纷纷举手提问，“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并通过

回答别人的问题来练习如何使用“什么”来构造疑问句。

尽管课堂气氛热烈，付老师在观察中发现，部分学生在提问时仍然出现了“什么”的位

置错误。例如，一些学生说：“什么是你的名字？”而不是正确的“你叫什么名字？”付老

师耐心地纠正他们，并再次强调：“‘什么’通常用于句尾或动词后，不能出现在句子的开头。”

为了加深印象，她结合实际情境设计了更多有趣的练习。

付老师利用线上学习平台设计了一个小游戏，让学生们在屏幕上回答问题。她首先展示

了几张不同场景的图片，每张图片中都有不同的物体或人物，然后通过提问：“这是什么？”

“那是什么？”让学生们回答并提供正确的答案。通过这些直观的图示和互动练习，学生们

逐渐加深了对“什么”的语法结构和语境使用的理解。

为了让学生更加熟练地使用“什么”，付老师还安排了分组活动，让学生们在小组内进

行问答练习。每个小组的学生轮流提问，“你叫什么名字？”“这是什么？”并相互回答，确

保每个学生都能在实际交流中正确地使用“什么”。付老师特别注意鼓励学生之间互相帮助，

纠正对方的语法错误，提升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在这些互动活动后，付老师发现大多数学生已经能够正确地理解和使用“什么”构造疑问句，

并且在句子结构上没有出现明显错误。为了进一步检验学生的掌握情况，付老师给学生布置

了一个课后作业，要求学生用“什么”造五个不同的句子，涵盖人、物、事等方面。通过作

业的完成，学生们不仅加深了对“什么”的理解，还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了该语法点的正确用

法。

然而，付老师在批改作业时发现，少部分学生仍然有些混淆，尤其是在表述物品时，“什



么”放在句中的位置不够准确。付老师在反馈时逐一提醒学生：“‘什么’后面应该是名词或

名词性成分，而不是直接放在句子开头。请记住‘什么’在句中常常是提问物体、人物或者

某个事物的名称。”付老师通过一对一的纠正，帮助学生逐步解决了这一问题。

通过这一堂课的教学，付老师不仅帮助学生们掌握了疑问代词“什么”的基本用法，也

通过互动式的教学方法提升了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和参与感。在课堂上，学生们通过提问、

回答、游戏等多样的形式，成功地将“什么”这一语法点应用到实际交流中，从而提升了他

们的语法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

付老师总结道：“通过混合式教学的方式，我能够结合线上与线下的资源，帮助学生们

在互动中掌握语法知识，同时通过及时反馈解决他们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这种教学方式不

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也让他们在愉快的氛围中掌握了汉语基础语法。”

这一教学案例不仅体现了付老师在教学中的耐心和智慧，还展示了如何通过合理的教学

设计和互动形式，帮助学生克服语法难点，增强他们的汉语应用能力。

（案例来源于 2024 年 6 月 16 日对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志愿者付老师的微信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