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听力为载体的跨文化沟通：约旦安曼 TAG 孔子学院汉语听力教学案例

在 2023年秋季学期，约旦安曼 TAG 孔子学院的汉语听力课堂迎来了一堂精

心设计的课程，外派教师陈老师通过《发展汉语》中级听力 1第 12 课《说了没

用就不如不说》来帮助学生们理解汉语中的间接表达和文化差异。

课程开始时，陈老师通过分享自己小时候的一次经历引入话题：有一次，和

爸爸一起去朋友家做客，杯子在桌子上突然裂开了，虽然杯子是自己裂的，但爸

爸却说是自己打碎的。这个故事让学生们感到好奇。陈老师提问学生：“如果你

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会直接说真相，还是像接下来的故事中的爸爸一样回避？”

通过这个问题，陈老师让学生们开始思考语言中回避和含蓄的表达方式。

陈老师播放了课文的听力材料，内容讲述了主人和客人之间的对话，围绕着

打碎玻璃杯这一情境展开。在对话中，主人坚持认为是客人打碎了杯子，而客人

则一直坚持杯子是自己裂开的。陈老师在播放第一遍听力材料时，并没有立即提

问，而是让学生们集中注意力，专心听清楚每一个细节，感受其中的语言使用。

播放完第一遍后，陈老师要求学生们回答几个问题，帮助他们抓住关键信息。

陈老师提问：“这段对话中的人物是什么关系？他们在讨论什么问题？”陈老师没

有过多干预学生的答案，让学生们先自行，然后再与同学进行自由讨论，通过这

样自由的讨论方式，学生们更好地理解了材料的表面情节，即主人为何坚持认为

是客人打碎的杯子，客人又为何不再争辩。

随着学生逐渐掌握了对话的大致内容，陈老师继续进行精听阶段，重点引导

学生们分析对话中的细节。陈老师播放第二遍听力材料时，每播放完一段，她都

会暂停，并逐句分析对话中的关键语言。比如，在听到主人说“没关系，一个杯

子算什么”时，陈老师暂停并提问：“主人为什么这么说？这句话传达了什么情

感？”学生们通过讨论明白，主人通过这句话表现出宽容的态度，想要避免让客

人尴尬，并通过回避直接追究杯子是谁打碎的，达到了化解冲突的目的。

陈老师接着分析了客人为何没有坚持自己的立场，而选择不再争辩。陈老师

指出：“在汉语中，很多时候我们会选择回避事实，而不是直接面对冲突，这是

一种社交上的礼貌和智慧。”她进一步阐述了回避表达的背后含义：“回避不等于

不诚实，它是一种通过让对方面子来维持和谐关系的方式。”通过这段分析，陈

老师帮助学生们深入理解了“说了没用就不如不说”这一文化现象及其社交功能。



陈老师发现，学生们已经理解了对话的表面情节，但对于其中的文化隐含意

义仍然有些困惑。陈老师决定暂停播放并进一步分析对话中的语言结构。她指出：

“在汉语中，我们的语言不仅仅是为了传递信息，更多的是通过语言背后表达的

情感和态度来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她要求学生们听清楚每一句话中的语气、

语调的变化，并理解它们在传递情感上的作用。

在播放完几遍精听后，陈老师特别强调了在精听过程中语音和语调的重要性。

她建议学生们注意语言中的停顿、语气的变化和声调的起伏，因为这些细节往往

能够反映出说话人内心的情感。例如，当主人说“没关系”时，语气温和而缓慢，

给人一种宽容和接受的感觉，这种语气正是避免尴尬和保持面子的表达方式。而

客人说“我没有打碎杯子”时，语气则更加坚定，表现了坚持自己立场的态度。陈

老师通过这样的分析帮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对话中的隐含情感，并加强了他们对

汉语语音语调的敏感度。

陈老师还分享了几种提高听力理解的技巧。她建议学生们在面对较复杂的材

料时，逐句听，并尽量捕捉每个句子的情感变化，尤其是语气和语调的变化，因

为这些能帮助学生理解对话中的深层次含义。陈老师还强调，精听不仅仅是听懂

每个字词，而是要学会理解话语背后所承载的社会和文化背景。

随着课堂深入，陈老师组织了一个小组讨论，学生们分成小组，讨论如果他

们处在类似的情境下，是否会像对话中的人物一样回避事实，还是坚持说出真相。

学生们在讨论中认识到，回避事实并不意味着不诚实，而是为了保护他人的面子

和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在课程的最后，陈老师组织了一个总结环节，让学生们分享他们对本节课的

感受和收获。大多数学生表示，经过精听和角色扮演，他们不仅学会了如何理解

和运用“说了没用就不如不说”这一表达，还深刻理解了汉语文化中的回避和含蓄

表达的独特性。学生们表示，通过这节课，他们不仅提高了听力理解能力，还学

会了如何在跨文化交流中更加得体地使用语言。

陈老师总结道，精听不仅仅是对语言的理解，它还帮助学生加深了对文化背

景和社交习惯的理解。在听力训练中，学会通过语气、语调和语言背后的文化背

景来捕捉信息，对于提高学生的听力技能和跨文化沟通能力至关重要。

（来源：笔者于 2023 年 10 月对孔院外派教师陈老师的访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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