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解与表达：在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的汉语听力教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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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上，外派

教师李老师迎来了中级水平的学习者。这堂课使用的是《发展汉语》中级听力 1

教材，课文内容围绕着“生命中最好的年龄”这一主题展开，描述了不同年龄段的

人对最佳年龄的看法。通过不同年龄群体的回答，学生们不仅面临着汉语语言结

构的学习，同时也在跨文化的背景下理解并应用这些语言点。

李老师早已习惯了黎巴嫩学生的学习特点。黎巴嫩的学生普遍具有较高的学

术素养，且英语能力较强，这使得他们能迅速理解汉语中的很多词汇和语法结构。

然而，学生们在听力理解方面常常面临较大挑战，尤其是面对涉及到较为抽象或

者具有特定文化背景的内容时，学生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全面理解并准确表达。这

节课恰恰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例子。

课堂一开始，李老师并没有立即进入教材内容，而是通过一个启发性问题引

入话题：“你们认为，生命中最好的年龄是多少？”这个问题立即引发了学生们的

讨论，他们热衷于讨论不同年龄段的生活和特点，分享了自己对不同阶段的看法。

这个话题在黎巴嫩有着较为深刻的社会背景，因为不同年龄段的文化期望和生活

体验有着不同的差异。

通过这种讨论，李老师巧妙地将学生们熟悉的现实问题与课堂教学内容结合

起来，使学生们能够更快地投入到课文的背景中。学生们分享了自己对于“最佳

年龄”的看法，李老师注意到，许多学生将“生命的最佳年龄”与身体健康、自由

以及社会责任之间联系得比较紧密，而对心理和情感层面的认知相对较少。这为

李老师后续的课堂引导提供了线索。

接下来，李老师播放了《发展汉语》中级听力 1 教材中的课文，内容描述了

不同年龄段的人对“生命中最好的年龄”的看法。课文中的对话涉及了多位人物的

回答，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对于学生来说，最大的

挑战在于理解这些回答背后的情感和文化背景，尤其是如何理解和表达不同年龄

段所代表的社会期望和人生经验。

第一遍播放听力材料后，李老师邀请学生们讨论听力材料的内容，并回答了

几个简单的问题：“在对话中，每个人是如何看待生命中最好的年龄的？他们的

回答有什么共同点和不同点？”大多数学生能够回答出基本信息，但在讨论每个



回答背后的文化意义时，部分学生表现出不理解，尤其是对于“年纪越大越好”

的哲学观念。

李老师意识到，学生们的问题不仅仅在于语言层面的理解，更在于他们对于

“最佳年龄”这一主题的文化认知存在较大的差异。为了帮助学生们突破这一难点，

李老师决定在课堂上进行一次文化对比。她首先解释了在中国，年纪大的智慧和

人生经验是被尊重的，而在一些西方文化中，年轻和活力可能更加受到推崇。随

后，李老师提出：“你们觉得，哪一个年龄段是你们生命中的最佳年龄？”学生们

讨论了不同年龄段的生活特点和挑战，进一步帮助他们理解了课文中的背景，并

与自己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产生了共鸣。

在解决了文化理解的难题后，李老师继续推进课堂进程。她播放了第二遍听

力材料，这一次，学生们显得更加专注和投入，能够更准确地听到并理解对话中

的关键词汇，如“年龄”、“人生经验”等。李老师接着要求学生们以小组为单位，

讨论在不同年龄段，如何面对生活中的挑战与选择。在小组讨论中，学生们展示

了他们对于不同阶段的思考，同时尝试用中文表达自己的观点，虽然他们的语言

表达仍然存在一些障碍，但李老师注意到，学生们的自信心明显提高了。

通过一系列的互动，李老师帮助学生们在理解关于“最佳年龄”的这一话题时，

克服了文化理解的障碍，并在课堂上积极参与讨论。最后，李老师设计了一项角

色扮演的活动，让学生们分别扮演不同年龄段的人，模拟不同人生阶段的对话和

讨论。通过这种模拟，学生们不仅巩固了课文中的语言点，还在实践中学会了如

何使用汉语表达和处理与人生各个阶段相关的议题。

尽管学生们在语言能力上取得了明显进步，但李老师也发现了他们在听力和

理解较长对话时仍然存在一定的困难。尤其是在面对多角色、多层次的信息时，

学生们往往难以同时跟踪所有的信息和细节。因此，李老师建议学生们在课后加

强听力训练，推荐他们使用一些线上资源，如新闻播报、纪录片等，帮助他们在

真实语境中提高听力理解能力。

在课堂的最后，李老师组织了一个总结环节，学生们分享了他们在本节课上

的收获。许多学生表示，通过今天的课，他们不仅学到了如何在汉语中表达“最

佳年龄”的相关词汇，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实际的情境练习，感受到了汉语在

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



李老师总结道：“这节课不仅是一次语言技能的提升，更是一次文化观念的

碰撞。通过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对于年龄的理解，学生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国

家的社会期望，也能够更加自信地在跨文化交流中使用汉语。”她深知，作为外

派教师，除了教授语言技能，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们建立文化自信与跨文化沟通

的能力。

（案例来源：笔者于 2023 年 10 月对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外派教师李老师的访

谈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