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境驱动与跨文化教学：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汉语听力教学案例

2023年秋季学期，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听力课上，外派教

师张老师迎来了初级班的一堂课堂。学生们的语言能力相对较强，语法和词汇基

础稳固，但在情感和文化表达方面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在这堂课中，张老师以《发

展汉语》初级听力 1的第十八课——《我的银行卡丢了》为教材，设计了以情境

为导向的教学内容。

黎巴嫩的学生们通常具有较强的英语和法语基础，而汉语作为外语在日常生

活中的应用相对较少，因此学生们的汉语听力往往面临两大挑战：一是语音和语

调的识别，二是情境中的文化差异。张老师了解这些情况后，特意为这堂课设定

了一个引导性强的情境——银行卡丢失。在黎巴嫩，虽然银行业务日渐普及，但

银行卡丢失并不像中国那样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事件，因此，学生们在这一情

境中的应对和表达相对陌生。

张老师在课前准备了一系列与主题相关的听力材料，涵盖了丢失银行卡时可

能遇到的情境，包括报警、向银行报失以及询问相关问题。她还准备了学生们可

能遇到的相关词汇和表达，如“密码”、“卡号”、“挂失”等，确保学生能够在听力

过程中理解关键点。

课堂伊始，张老师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你丢了银行卡，你会怎么做？”

这个问题迅速引发了学生们的讨论。在黎巴嫩，虽然现代银行服务逐渐普及，但

类似的意外并不常见。因此，学生们对这一情境的处理方式并不熟悉。大多数学

生表示，他们不太清楚如何在丢失银行卡后采取适当的行动，也没有明确的步骤

来报告丢失或冻结银行卡。

在随后的听力环节中，张老师播放了第一段与“丢失银行卡”相关的听力材料。

材料内容描述了一名顾客向银行工作人员报失银行卡的情景。尽管这段听力材料

的语言结构简单，词汇并不复杂，但学生们在听力过程中遇到了显著的困难。尤

其是在听到涉及“挂失”、“卡号”和“密码”这些关键词汇时，学生们反应较为迟钝。

张老师意识到，虽然学生们有较好的语法基础和一定的词汇积累，但对于这

些在实际生活中不常接触到的情境，他们的反应速度较慢，尤其是在理解和记忆

特定领域的词汇时遇到了困难。张老师决定暂停听力播放，并进行针对性的讲解。



学生们在听力理解中遇到困难的原因，除了语言知识本身的挑战外，更多的

是源于文化背景的差异。由于黎巴嫩的银行体系与中国有所不同，学生们对于中

国的银行卡丢失处理流程不够了解，导致他们在听力时缺乏对情境的认知框架。

此外，尽管他们在课前已经学习过相关词汇，但这些词汇在实际语境中的运用仍

然较为薄弱，学生们并未能有效地将这些词汇和表达与具体情境进行联结。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张老师决定采取分段式教学方法，在播放每段听力后，

都停下来与学生们进行详细的讨论与分析。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们能够在不断的

互动中逐步理解听力材料中的关键点，并能够深入理解这些语言背后的文化和实

际应用。

在听力课的第二部分，张老师播放了一个关于“银行卡丢失后如何冻结账户”

的对话。她特别强调了听力材料中的几个重要细节，比如如何准确地描述银行卡

的卡号、如何表达挂失、如何询问密码等。每播放一段，张老师都会立即停下来，

与学生们逐句分析，特别是对于难度较高的词汇，她通过比对阿拉伯语和汉语中

的表达方式，帮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这些新词。

例如，当学生们在听到“挂失”这个词时，张老师询问：“在阿拉伯语中，是

否有类似的表达？如果有，和中文中的‘挂失’有什么不同？”通过这种比对和讨论，

学生们逐渐理解了“挂失”不仅仅是一个操作行为，而是一个涉及多个步骤的过程，

包括确认身份、报告丢失、冻结账户等。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的跨文化意识逐

步提升，他们开始意识到，语言学习不仅仅是掌握词汇和语法，更是了解另一种

文化中的行为和情感表达方式。

课堂接近尾声时，张老师邀请学生们分享他们在这堂课中的收获与体会。大

多数学生表示，这堂课不仅帮助他们提高了汉语听力水平，还使他们更加深入地

理解了银行卡丢失这一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情境，以及在中国社会中如何处理类似

问题。学生们特别提到，通过与中国的银行卡丢失处理方式进行比较，他们更加

了解了中国银行系统和服务的运作方式。

张老师也在课后进行了反思。她认为，尽管学生们在听力理解上有所提高，

但他们对具体情境的理解依然有限，尤其是在涉及到与当地文化差异较大的话题

时，学生的学习效果并不如预期。张老师意识到，未来的教学中，需要更多地关



注情境与语言的结合，尤其是对于像黎巴嫩这样文化差异较大的国家，教师应更

多地利用文化对比和实际情境演练，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语言。

（案例来源：笔者于2023年10月对黎巴嫩孔院外派教师张老师的访谈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