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摩洛哥汉语学习者“趋向补语‘V+来/去’”的教学探索

——以《HSK 标准教程》第 3 课为例

摩洛哥卡哈桑二世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课堂上，刘老师正在教授《HSK 标准教程》第 3
课，核心内容是趋向补语“V+来/去”的使用。这一语法点在汉语中虽然较为基础，但对于

以阿拉伯语为母语的摩洛哥学习者而言，理解其方向性和适用场景却并不容易。学生们在日

常交流中经常错误使用“来”和“去”，尤其是当句子涉及远离或接近某一位置时，混淆现

象尤为明显。为了帮助学生克服这些困难，刘老师设计了一系列教学活动，尝试通过动态演

示、角色扮演和任务型教学，让学生在语境中习得这一语法点，从而实现真正的理解和灵活

应用。

在课堂开始前，刘老师先让学生回顾之前学过的“去”和“来”单独作为动词时的用法，

确保他们对这两个词的基本含义已经掌握。随后，她在黑板上写下两个日常表达：“他什么

时候回来？”和“他什么时候去学校？”并让学生比较二者的不同。学生们在思考后给出了

初步答案，但仍难以清晰解释为何一个句子用“回来”，另一个用“去”。于是，刘老师以互

动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分析：“‘回来’意味着有人从外面返回到说话者或听者所在的地点，

而‘去’则表示从某个位置出发，前往另一个地点。”当刘老师把讲解和自己的动作结合起

来，例如朝着教室门口走一步并说“我要去门口”，然后转身回到讲台并说“我回来了”，学

生们对“来”与“去”的方向性理解变得直观了许多。

在确认学生对基础概念有所掌握后，刘老师进一步引入趋向补语的概念，并解释如何将

其与动词结合形成“V+来/去”结构。她举了几个常见的例子，如“他走进来”和“他走出

去”，让学生观察动作的方向如何决定趋向补语的选择。此时，一些学生已经能够初步总结

出使用规律：“来”表示朝向说话者的动作，而“去”表示远离说话者的动作。然而，学生

们仍然缺乏自信，在实际使用中仍然存在错误，比如将“他从教室进来”误说成“他从教室

进去”，或将“我去商店”错误地表达为“我来商店”。

针对这一情况，刘老师设计了一个身体动作参与的教学环节，让学生在真实空间中体验

趋向补语的应用。她安排了一名学生站在教室门口，另一名学生站在讲台上，并要求门口的

学生用中文向讲台上的同学描述自己的动作。“我要进来，还是我要进去？”这名学生起初

犹豫，但在刘老师的提醒下，最终正确地说出了“我要进来。”当另一名学生从教室里走出

去时，他也能够正确地说出“我出去。” 通过让学生实际走动并配合口语表达，刘老师成功

地让学生从静态的语法概念转向动态的实际应用，使他们真正体验到了“V+来/去”结构与

现实世界的互动关系。

在学生对趋向补语有了更深入的感知后，刘老师进一步设置了情境任务，让学生在小组

内编写短对话，并在全班面前表演。她给每个小组分配了一些日常生活场景，比如“去机场

接朋友”“逛超市”“朋友来家里做客”等，要求他们使用“V+来/去”造句。例如，一组学

生模拟了机场接机的场景，他们在对话中自然地运用了“你到了吗？快出来吧！”“我走出来

了，你在哪里？”“我在门口，我进去找你。” 通过这些模拟对话，学生们不仅提高了语法

使用的准确性，还学会了如何在真实交流中流畅地表达。

为了进一步巩固学习成果，刘老师布置了一项课后任务，要求学生写一篇关于自己一天

活动的短文，必须使用“V+来/去”描述一天的出行。例如，“早上，我从家里去学校；中午，

我去食堂吃饭，下午我回家。” 这一任务鼓励学生将课堂所学带入日常生活，使他们在真实

语境中练习，并通过书写加深记忆。

在课程的最后阶段，刘老师通过总结回顾和即时反馈的方式，检查学生的掌握情况。她

请每位学生说出一句含有“V+来/去”的句子，并根据他们的回答给予即时纠正和讲解。许



多学生在课堂结束前已经能够自信地造句，并能在复杂的句子结构中正确使用这一语法点。

刘老师在总结时强调：“趋向补语在汉语中是一个非常基础但又十分重要的语法点，掌握了

它，你们的汉语表达会更加自然流畅。”

从整个教学过程来看，摩洛哥学生在初步接触趋向补语时确实存在一定的理解障碍，主

要来源于母语干扰和对方向性的认知偏差。然而，通过多模态教学方法（结合身体运动、情

境模拟和任务型活动），学生们逐步克服了这一挑战，并能够在实际交流中运用所学内容。

本次教学案例表明，汉语教师在教授类似趋向补语这类方向性较强的语法点时，应充分利用

互动式教学，让学生在真实体验中理解语法规律，而非仅靠静态的语法讲解。这种方法不仅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显著提升了他们的语言运用能力，为他们日后更加流畅的汉语表

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案例来源于 2024 年 6 月 17日对摩洛哥卡哈桑二世大学孔子学院外派教师刘老师的 Zoom
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