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空间认知：华裔青少年方位词教学案例分析

王老师是埃及开罗某学校的本土华文教师，专注于华裔青少年小学生的汉语教学。她的

学生多来自华裔家庭，虽然在家中接触汉语，但由于长期生活在阿拉伯语环境中，他们的汉

语能力主要体现在口语交流，而在词汇积累和语法运用上仍然存在一定的困难。特别是在方

位词的学习上，学生们常常能够理解单个词汇的字面意义，但在实际表达中，尤其是涉及空

间关系的描述时，容易产生混淆。阿拉伯语的空间表达方式与汉语不同，这种语言迁移效应

使得学生们在掌握“前面”“后面”“左面”“右面”以及“东南西北”等词汇时遇到较大挑

战。因此，本节课的目标不仅是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和使用这些方位词，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能

够在真实的交流场景中自然地运用这些词汇，从而提高他们的空间表达能力和语言应用能力。

王老师首先通过多媒体课件向学生展示了“前面”“后面”“左面”“右面”等方位词，

并配以图片帮助学生直观地理解这些词汇的空间含义。例如，她在屏幕上投影了一张教室的

俯视图，并依次指出不同方位的物品，提问学生：“黑板在哪里？”“窗户在教室的哪个方向？”

学生们通过观察并回答问题，初步建立起方位词与具体空间位置的联系。同时，王老师强调

了汉语方位词的核心特点，例如汉语中的方位词往往与被描述的对象紧密关联，而阿拉伯语

中则更依赖相对位置的表达。这一文化和语言的差异成为学生学习方位词的一个潜在难点。

为了帮助学生进一步掌握这些方位词的正确使用，王老师采用了身体互动教学法。她让

每个学生伸出左手和右手，然后说：“请大家举起左手。”部分学生举错了手，王老师随即纠

正，并让他们通过不断练习形成肌肉记忆。接着，她设计了一个小组活动，要求学生相互描

述彼此的相对位置。例如，两名学生面对面站立，一名学生需要说出另一名学生的位置，如

“你在我的前面”或“你在我的右面”。通过这种互动练习，学生们能够更加直观地理解方

位词在实际交流中的应用，纠正因母语干扰导致的错误认知。

在随后的练习中，王老师发现，虽然学生们能较为准确地描述“前面”和“后面”，但

在“左面”和“右面”的使用上仍然存在较大困难。许多学生在描述自己周围的环境时，经

常将左右颠倒，尤其是在面对空间转换（如面对面站立时）时更容易出错。王老师意识到，

单纯的讲解和图片展示已经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她决定采用游戏化学习的方法，进一

步强化学生对左右方位的理解。

她组织了一场“方向竞赛”，要求学生根据指令迅速做出反应。例如，她喊出“向左转”，

学生们需要迅速做出相应动作，错误的学生需要进行额外练习。此外，王老师还让学生轮流

站在不同的座位上，并指着某个物品，要求同学们说出该物品相对于自己的方位。例如，一

个学生站在教室门口，王老师提问：“黑板在哪个方向？”如果学生回答错误，其他同学可

以帮助纠正。通过这种动态的互动方式，学生们的空间感知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方位词的

正确使用也逐步得到巩固。

除了基本的左右前后方位词，王老师还引导学生学习“东南西北”等更抽象的方位概念。

她在黑板上绘制了一张简单的地图，并在教室内标明不同方向。例如，她指着窗户说：“窗

户在教室的东边。”再指向门口说：“门口在教室的西边。”同时，她结合埃及的地理位置，

向学生提问：“你们知道中国在埃及的哪个方向吗？”部分学生能够正确回答“中国在东边”，

但在进一步讨论较近地区的位置时，仍然会出现混淆。王老师发现，学生们在理解具体的左

右前后方位时相对容易，但涉及到更大范围的方向（如国家或城市的位置）时，仍然较难建

立清晰的空间认知。

为了进一步强化“东西南北”的应用，王老师采用地图定位练习，让学生在世界地图上

找出不同国家的相对位置，并使用方位词进行描述。例如，一名学生指着沙特阿拉伯，然后

尝试用汉语描述其相对位置：“沙特阿拉伯在埃及的东南方向。”王老师鼓励学生在描述时结

合具体地标，如红海、尼罗河等，以增强方位词的语境化应用。此外，她还引导学生进行情



境对话，例如：“如果你要去中国旅游，你会向哪个方向走？”通过这些实际应用练习，学

生们不仅掌握了方位词的基本用法，也学会了如何在日常交流中自信地运用这些表达。

在课程的最后，王老师总结了本节课的重点内容，并布置了一项家庭作业，要求学生在

家中观察并用汉语记录自己的生活环境。例如，他们需要用“前面”“后面”“左面”“右面”

描述自己的房间布局，并在地图上标记家附近的重要地点，如超市、学校和公园的相对位置。

她鼓励学生将这些描述用汉语录音并发送到课堂群，以便老师能够听取并提供个性化反馈。

通过本次课程，学生们在方位词的掌握上取得了显著进步，特别是在左右辨别和空间表

达方面的准确性有所提高。同时，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也明显增强，他们在课堂互动中更愿意

主动使用汉语表达自己的位置和方位。然而，王老师也注意到，部分学生在描述更大范围的

方位关系（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对位置）时仍然存在困难，需要在未来的课程中进一步加

强练习。因此，她计划在后续教学中增加户外实践活动，例如让学生在校园内进行方位描述，

以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空间认知和方位表达能力。

本案例充分体现了多样化教学方法在方位词汇教学中的有效性，通过直观演示、游戏互

动、地图练习和真实情境运用等方式，学生们逐步克服了学习方位词的障碍，提高了他们的

语言表达能力。对于华裔青少年来说，方位词不仅是语言学习的一部分，更是他们理解世界

的一种方式。王老师的教学实践表明，只有将语言学习与真实环境相结合，才能让学生真正

掌握并灵活运用这些词汇，使汉语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课堂上的一门课程。

（案例来源于 2023 年 6 月 10 日对埃及开罗某学校本土华文教师王老师的微信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