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埃及孔子学院外派教师李老师的“把”字句教学实践

在埃及亚历山大大学孔子学院的中级汉语课堂上，外派教师李老师正在教授《发展汉

语·中级综合 1》第三课，重点讲解“把”字句的结构和用法。亚历山大大学孔子学院是埃

及汉语教学的重要基地，致力于推广汉语教育和促进中埃文化交流。李老师的学生主要是阿

拉伯语背景的学习者，他们在汉语学习中积累了一定的词汇量和语法知识，能够进行基本的

日常交流，但在复杂句式的应用上仍然存在较大的挑战。“把”字句作为汉语中特有的句法

结构，在阿拉伯语中没有直接对应的表达方式，这使得学生们在学习这一语法点时往往感到

困惑。如何帮助学生理解这一结构，并能在口语和书面表达中准确运用，成为李老师本节课

的教学重点。

为了让学生们对“把”字句建立初步印象，李老师首先展示了两个例句：“我把书放在

桌子上”和“我把问题解决了”。她邀请学生思考这两个句子的共同点，并鼓励他们提出观

察到的不同之处。一名名叫哈立德（Khalid）的学生回答道：“这两个句子都用了‘把’，但

第一个是关于物品的移动，第二个则是关于问题的解决。”李老师对他的回答表示肯定，并

补充道：“‘把’字句的核心功能是强调受事物的变化或处理结果，它不仅适用于描述具体物

品的移动，还可以用来表达抽象概念的处理。”

李老师详细讲解了“把”字句的基本结构，即“主语 + 把 + 宾语 + 动词 + 补充成分”。

她通过举例说明受事者（即宾语）和施事者（即主语）之间的关系。例如，在“我把书拿走

了”这个句子中，主语“我”是动作的执行者，而“书”是受到影响的对象，而“拿走”这

一动词则强调了物品的去向。李老师强调，与一般的主谓宾结构相比，“把”字句更突出动

作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描述动作本身。

在解释基本语法规则后，李老师设计了一项填空练习，以帮助学生巩固所学。例如，她

让学生完成以下句子：

• “我___（带）了一件礼物给朋友。”

• “他___（写）完了作业。”

• “妈妈___（收拾）好房间了。”

学生们在练习中积极作答，但李老师很快发现，他们在选择动词时容易出现错误。例如，

有学生填入“我把礼物带朋友”，遗漏了“给”这个表示方向的介词。李老师及时指出，“把”

字句的宾语必须是受影响的对象，而“带”这个动词通常要搭配“给”或其他补充成分，以

完整表达动作的影响对象。这一细节让学生们意识到“把”字句不仅仅是结构上的变化，同

时也影响了句子的语义逻辑。

在课堂讨论中，学生们纷纷提出自己的疑问。例如，一名学生问道：“为什么‘我把问

题讨论了’是错误的？”李老师解释说，“讨论”是一个过程性动词，并没有明确的处理结

果，因此不能直接用于“把”字句。但如果改成“我把问题讨论清楚了”或“我把问题解决

了”，则符合“把”字句强调结果的特性。这个解释让学生们豁然开朗，他们开始意识到“把”

字句的正确使用不仅与句子结构有关，还取决于动词的语义特点。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掌握这一句型，李老师安排了一个模拟对话练习，要求学生使用“把”

字句进行日常情景表达。学生们分组练习，在模拟情境中运用新学的语法知识。例如，在餐

厅情境中，一名学生扮演顾客，说道：“我把菜单看完了，可以点菜了。”另一名学生扮演服

务员，回应道：“好的，我把您的订单记录下来了。”这种情境模拟让学生们在实际交流中运

用“把”字句，加深了对其使用规则的理解。

尽管课堂互动取得了良好效果，李老师在批改学生的书面作业时仍然发现了一些常见问

题。例如，有学生写道：“我把车开了去学校。”李老师指出，这种表达方式不符合“把”字

句的使用规范，因为“开”这个动词本身并没有强调结果。正确的表达应该是“我把车开到



学校了”或“我把车停在学校门口。”学生们通过这样的修改，进一步明确了“把”字句中

动词和补充成分的搭配原则。

总体来看，经过本节课的学习，学生们对“把”字句的理解和应用能力有了显著提升。

虽然他们在初次使用时仍然存在一定的误用，但通过课堂讲解、练习、情境模拟和书面作业

的多重强化，学生们逐渐掌握了这一复杂的语法结构。李老师计划在后续的课程中，引导学

生在更复杂的语境中使用“把”字句，如描述任务完成、物品处置或问题解决等实际应用场

景，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汉语表达能力。

对于母语中缺乏相应结构的学习者而言，单纯的语法讲解可能不足以让他们真正掌握

“把”字句。因此，结合对比分析、情境模拟和个别指导的综合教学策略，不仅能帮助学生

克服语法障碍，还能提高他们的语言应用能力。李老师的教学经验也表明，教学过程中应注

重语境的构建，让学生在真实的交流环境中掌握语言，而不仅仅是机械地背诵语法规则。

（案例来源于 2023 年 5 月 17 日对埃及亚历山大大学孔子学院李老师的微信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