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语听力教学案例：阿尔及尔第二大学中级水平学习者的课堂实践

2023 年秋季学期，阿尔及尔第二大学的汉语课堂上，外派教师王老师准备

进行一节针对中级水平学生的听力课。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在校的中学生，虽然他

们对汉语的词汇和语法已有一定掌握，但在听力理解方面仍存在较大困难。王老

师选择了《发展汉语》中级听力 1 的一篇内容作为教学内容，该篇文章介绍了“交

换人生”的故事，内容讲述了一个富翁和一个穷人因互换身体而发生的变化。这

篇文章不仅富有趣味性，还能够帮助学生逐步适应不同的语境和表达方式。

王老师开场时，首先通过简短的对话让学生们放松，向他们介绍今天的课题：

通过聆听关于“交换人生”的内容，提升他们的听力理解能力。教师明确告诉学生

们，今天的任务不仅仅是理解材料中的具体信息，更重要的是能够把握语速较快

的语音特征和日常生活中的语调变化。

当课程开始时，王老师播放了材料的第一遍。音频内容较长且语速偏快。播

放完之后，王老师让学生们在小组内讨论自己听到的内容。许多学生在第一次播

放后表现出困惑，尤其是在一些听力细节上，比如人物的转变、故事情节和一些

带有地方特色的表达。

王老师随后让学生们列出自己不理解的单词和短语，并在全班范围内进行分

享。在这个过程中，王老师注意到学生们普遍存在以下几类问题：在语速上学生

们对于语速较快的对话和较为复杂的句型感到吃力，尤其是在没有足够的上下文

支撑下，很难抓住关键信息；在词汇中听力材料中涉及了大量与“富翁”和“穷人”

生活方式相关的词汇，学生们在听力过程中常常遗漏这些内容，导致理解的断层；

在语音上有些学生在听到带有方言口音的词语时，出现了较大的理解障碍。

针对学生们在听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王老师决定采取灵活的教学策略。首

先，王老师通过分段播放的方式降低了语速，让学生们能够更清晰地听到每个细

节。每播放完一个小段落后，王老师立即提问，让学生们复述听到的内容，帮助

他们加深对每一部分信息的理解。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们逐渐能够掌握材料中的

关键信息，并且能更好地跟上听力材料的节奏。

为了帮助学生们攻克生词，王老师在课堂上简单介绍了材料中的关键词汇，

并且将这些词汇放入相关的语境中，帮助学生理解它们的用法。通过对词汇的理



解，学生们不再轻易被生词困扰，而是能够专注于材料中的整体含义。在课后，

王老师还鼓励学生们使用词汇卡片来复习这些新词，进一步加深记忆。

除了生词，王老师还特别注意到学生们对口音的适应能力较差。有些学生听

不懂带有不同口音的词汇，尤其是在听到带有地方方言的部分时，他们显得很不

自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王老师在课上安排了一些小组活动，让学生们模拟不

同地区的口音进行练习，并通过反复模仿逐步适应这些口音。通过这种方式，学

生们逐渐能够在面对不同地区的发音时不再感到紧张，而是能够自如地理解和回

应。

经过几节课的练习，学生们的进步开始显现。当王老师再次播放听力材料时，

学生们表现出明显的提高。在第二次播放时，学生们能够更清晰地识别出人物的

变化、生活习惯的差异等关键内容。此外，许多学生还能够在角色扮演活动中流

畅地表达与故事相关的情境，这让王老师感到非常欣慰。

课后，王老师总结道，针对阿尔及利亚的学生，汉语听力教学中需要特别注

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语速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于非母语学习者，

语速过快常常会成为理解的障碍。其次，通过词汇讲解和语境化的练习，有助于

学生在听力过程中理解更多的信息，而不被生词所困扰。最后，小组合作和角色

扮演活动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语言能力，还能够增加他们的信心。

通过本节课的教学，学生们不仅提高了听力理解能力，也锻炼了实际应用汉

语的能力。王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调整策略，根据学生的反馈和表现来优化课

堂内容，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够得到充分的练习和帮助。最终，学生们通过一系列

的练习，不仅克服了听力中的困难，还在实际使用汉语时展现了更加自信和流畅

的表现。

（案例来源：笔者于 2023 年 4 月对孔院外派教师王老师的访谈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