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里塔尼亚孔子学院中级汉语比字句线上教学

在毛里塔尼亚努瓦克肖特大学的一堂中级汉语线上课程上，穆罕默德老师正在教授

《HSK 标准教程》2 第 12 课的核心语法点——“比”字句。这一结构在汉语中用于比较两

者的特征差异，是中级阶段语法学习的重要内容。然而，在教学过程中，穆罕默德发现，尽

管学生们在基础语法学习上已有一定积累，但在具体使用“比”字句时，仍然面临诸多困难，

尤其是在程度表达、副词搭配以及比较对象的选择上易出现错误。

为了引导学生理解“比”字句的基本用法，穆罕默德首先在屏幕上展示了一个简单的例

句：“他比我高。”然后他向学生提问：“大家能理解这个句子的意思吗？”多数学生能够正

确回答，表示该句用于比较两个人的身高。然而，当他进一步提出：“如果加上‘更’或‘一

些’，意思会有什么变化？”学生们的回答却出现了分歧。部分学生认为“他比我更高”和

“他比我高一些”表达的是同一层次的比较，而另一些学生则表示，两者可能存在细微的差

别，但他们无法准确说明区别所在。

从学生的反馈中，穆罕默德意识到，他们虽然能理解“比”字句的基本构造，但在表达

比较的程度时，尚未掌握适当的修饰方式。他决定通过更详细的讲解来帮助学生澄清这一点。

他先列出了几个并列句：“他比我高。”“他比我更高。”“他比我高一些。”然后解释道：“在

这些句子中，‘更高’表示程度加深，强调比对方高很多，而‘高一些’表示程度较小，仅

仅比对方略高。”接着，他扩展例句：“这本书比那本书厚。”“这本书比那本书更厚。”“这本

书比那本书厚一些。”通过这些实例，学生逐渐体会到不同副词在比较句中的语义区别。

然而，在接下来的造句练习中，穆罕默德发现学生们仍然会出现一些常见错误。例如，

有学生写出“我比他更漂亮一些。”穆罕默德指出，“更”与“一些”通常不会同时出现，因

为“更”已强调了程度加深，而“一些”则表示程度较小，二者搭配会造成逻辑矛盾。他补

充道：“如果想表达程度加深，可以说‘我比他更漂亮’，如果只想表达轻微的差距，可以说

‘我比他漂亮一些’。”通过具体示例，他帮助学生理清了不同程度表达的使用方式，避免在

造句时出现不必要的累赘或语义冲突。

除了程度表达的误用，穆罕默德还注意到，部分学生在造句时对比较对象的选择存在问

题。例如，有学生造句：“我比这个房子大。”他立刻指出：“比较的对象必须是可以相提并

论的，‘我’和‘房子’是不同类别的事物，不能直接比较。”他进一步举例：“如果你想说

你的房子比他的房子大，可以这样表达：‘我的房子比他的房子大’。”他强调，“比”字句的

结构要求两者在某一方面具有可比性，否则句子会显得不合逻辑。学生们听后恍然大悟，意

识到选择适当的比较对象是构造“比”字句的重要前提。

为了让学生加深对这一语法点的掌握，穆罕默德设计了一系列填空练习。他在屏幕上打

出几组不完整的句子，例如“这道菜比那道菜___（好吃）”，“他比我___（聪明）”，“今天的

天气比昨天___（冷）”，让学生填上合适的形容词。在练习过程中，穆罕默德鼓励学生使用

不同程度的副词，如“更”“一点”“一些”“多了”，以训练他们对比较关系的精准表达。通

过这一环节，学生们不仅复习了比字句的基本构造，还在语境中巩固了不同副词的用法。

此外，为了增强学生在实际交流中的运用能力，穆罕默德组织了一个互动讨论环节。他

要求学生以“比”字句描述自己的朋友、家人或周围的事物，并在小组讨论中互相分享句子。

例如，一位学生说：“我比我的哥哥高一些。”另一位学生补充道：“我的家比他的家更大。”

穆罕默德针对学生的句子逐一进行点评，并引导学生修正可能的错误，使他们在交流过程中

不断调整和优化语言表达。

穆罕默德布置了一项写作任务，要求学生撰写一篇短文，内容涉及对比自己的学习、兴

趣或生活习惯，例如“我的汉语比以前更好”“这本书比那本书更有趣”等。通过写作训练，

他希望学生能够在更广泛的语境中自如运用比字句，而不仅仅局限于课堂练习。



在批改作业的过程中，穆罕默德发现，经过课堂讲解和练习，学生在比字句的使用上已

有明显进步。他们能够正确选择比较对象，并合理运用程度副词，但仍然有部分学生在句子

结构上存在细微问题，例如有学生写道：“我的汉语比他更好。”穆罕默德耐心解释道，在汉

语表达中，“比”字句通常不与“更”连用，而是直接说“我的汉语比他好”或者“我的汉

语比他好很多”。他通过线上批注的方式，向学生一一指出错误并给予修改建议，以确保他

们在后续学习中能够更准确地掌握比字句的表达规范。

通过本节课的教学，穆罕默德不仅帮助学生掌握了比字句的基本用法，还提升了他们在

实际交流中的语法敏感度。他总结道：“比字句虽然是一个基础语法点，但其细微的使用差

别常常让学生感到困惑。通过分层讲解、对比练习、互动讨论以及写作训练，学生不仅理解

了比字句的结构，也学会了如何根据不同语境调整表达。”这堂课的成功不仅体现在学生们

语法知识的提升上，更在于他们语言应用能力的实际进步。

（案例来源于 2024年 6月 10日对毛里塔尼亚努瓦克肖特大学本土汉语教师穆罕默德的邮件

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