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约旦到中国，汉语学习的挑战与应对之道

近期，我们组对国际教育学院的两名来自于约旦的留学生分别进行了采访，

在采访的过程中发现了留学生在学习汉语时的一些问题，并给出了针对相对应问

题的解决建议。

第一名留学生是来自约旦的大山，学习汉语两年半，已达到 HSK3 级。他学

习汉语的动力是希望通过学习汉语来促进自己未来职业的发展，并且自身确实对

汉语很感兴趣，想要去挑战这个相对来说较难学习的语言，还有就是自己对中国

的文化很感兴趣，很喜欢中国的古代建筑和山水景色。并且在考过了 HSK3 级后，

申请到了奖学金，就决定要来中国继续学习汉语。他对于未来发展的规划就是在

完成硕士学位后，去一家浙江的国际贸易公司工作，这就需要经常跟不同国家的

人交流，尤其是中国人，所以他希望掌握流畅的汉语，能应用到工作当中去。在

生活方面，大山表示刚开始对中国的食物难以适应，并且自己比较腼腆，不敢去

和中国人沟通，而且用汉语口语沟通起来不是很顺畅。在汉语学习方面，他是从

记忆词汇开始，逐渐开始听汉语课文，提高听力水平，对于他来说学习汉语的最

大挑战是书写汉字和汉语的声调，他认为汉字的书写没有太多的规律，更像是一

幅画，写汉字的时候感觉自己在画画，很难写得流畅通顺。并且汉语的声调代表

了不同的意义，很难全部记下来，更多地需要跟其他人对话练习，通过感觉去记

忆。中文的词汇有很多，对他来说需要学习一万五千个词汇，远远比学习其他语

言难。反而是语法对他来说简单一些，刚开始不需要太复杂的语法，把能表达意

义的词汇拼凑到一起就能表达出想要表达的意思。对于词汇的记忆问题，他表示

只能通过不断地练习，不停地写，形成了肌肉记忆，目前没有找到比这个更有效

的办法。对于汉语的声调问题，他会通过跟一些中国朋友沟通交流，不断改进提

升自己的口语能力，平常也会听一些中国节目，找一些语感。平时也会参加一些

汉语活动，比如汉语桥、汉语的演讲比赛。

第二名留学生是来自约旦的晒玛，学习汉语已有三年半的时间，已达到 HSK3

级，中级汉语口语水平，她的本科专业是汉语和英语。在学习动机方面，她认为

英语的规则除了时态变化外还是很容易掌握的，但是汉语却给了她很大的挑战，

而且她对中华文化也很感兴趣，喜欢中国的风景与美食。她表示约旦老师们讲课



的方法不是很适合她，学习效果大打折扣，而在中国，老师们非常注重课堂教学，

学习效率也很高，所以觉得来中国学习汉语是很正确的选择。在未来职业规划方

面，她表示想当一名翻译官，目前已经掌握了阿拉伯语和英语，会继续学习英语

和俄语，这些都是联合国工作语言，的未来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在汉语学习方

面，她认为声调毫无疑问是最难的部分，阿拉伯语中没有声调，在汉语中的很多

词汇，他们的拼音一样，但是当声调不同就可能会表示不同的含义，很难去记忆。

在跟其他的留学生朋友沟通交流后，发现大家都有同样的困扰。辅音学习则更为

困难，因为阿拉伯语中没有辅音，元音中的后鼻音韵母和ü刚开始不知道怎么发

音，在不停地跟中国朋友沟通交流后逐渐也掌握了，口语能力在不断提高。在刚

开始学习词汇的时候，生词对她来说是完全看不懂的，她会用百度拍照片，查一

查它的意思，再去记忆。假如有很多生词，就会将它们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上，有

时候会用语素法，把相关的生词联想在一起。像成语这种比较复杂的词汇，如果

是中国朋友们常用的她就会学习，例如“患难与共”“说曹操曹操到”，她理解

他们的意思，但是对成语背后的文化故事背景不太了解，平常偶尔也会使用，谚

语接触的不多，不太了解。她觉得中文的语法是最简单的，跟英语比没有时态的

变化，“把字句”“被字句”“双宾句”“连动句”都可以很快上手使用。对于

汉字，她表示不会根据意思来记忆，类似“俄”、“患”这类字，她会将其拆分

成“人”“我”、“串”“心”这样去记忆。

两位留学生在学习汉语是遇到的问题主要是汉字的书写以及汉语的声调，针

对留学生在学习汉语时遇到的汉字书写困难和声调难题，我给出了以下建议：

汉字书写困难：

1. 基础笔画教学：从最基本的汉字笔画开始教学，让学生掌握横、竖、撇、捺

等基本笔画的正确书写方法，逐步提高书写技能。

2. 字根字形记忆法：引导学生理解汉字的构造规律，通过记忆常用的字根和偏

旁部首，帮助学生更快地记忆新词汇。

3. 书写练习软件：利用现代技术，推荐学生使用汉字书写练习软件或 APP，如：

Writer，通过模拟书写过程，提供实时反馈，增强练习效果。

4. 日常书写实践：鼓励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多写字，比如写日记、便签、信件等，

增加实际书写的机会，提高书写熟练度。



汉语声调难点建议：

1. 声调对比练习：通过对比不同声调的发音差异，让学生直观感受声调变化对

词义的影响，加深理解。

2. 模仿跟读：教师或语音材料示范发音后，学生进行模仿跟读，重点在于纠正

学生的发音和声调。

3. 歌曲学习：选择旋律简单、歌词清晰的汉语歌曲，让学生在唱歌的过程中学

习和巩固声调。

4. 角色扮演游戏：设计包含不同声调的日常对话场景，让学生在角色扮演游戏

中自然运用和练习声调。

5. 声调卡片：制作带有不同颜色标记的声调卡片，每种颜色对应一个声调，通

过视觉辅助记忆声调。

6. 定期评估与反馈：定期进行声调发音的测试，及时给予学生反馈，指出错误

并指导如何改进。

（本案例素材来源：笔者于 2024 年 5 月 2 日对两名约旦留学生的线下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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