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尼斯汉语教学中的语法突破——“把”字句的实践与应用

在突尼斯某学校的汉语课堂上，哈立德先生正带领一群初中级汉语学习者深入学习《新

实用汉语课本》第二册中的语法知识。本次课程围绕“购物”这一单元展开，核心语法点是

“把”字句的用法。这一结构是汉语语法中的重要内容，对于以阿拉伯语为母语的学习者而

言，因其独特的句法结构、语义要求和使用条件，常常成为学习过程中的难点。为了解决这

些问题，哈立德结合情境导入、对比分析、层次解析等多种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克服学习障

碍，在实际运用中掌握这一语法点。

哈立德先生播放了一段真实的购物场景视频，视频中顾客与店员交流时使用了多个“把”

字句，如“我把这件衣服买下来。”学生们在观看后，纷纷表示能够理解句子的基本意思，

但对于“为什么要加‘把’？如果去掉‘把’，句子是否仍然正确？”等问题感到困惑。针

对这一点，哈立德先生适时提出：“‘把’字句的作用是什么？”并引导学生观察视频中的

句子结构，思考句子在表达上的特点。随后，他向学生展示了教材中的例句：“他把书放在

桌子上。”并归纳出“主语+把+宾语+动作+其他成分”的基本结构。通过逐步拆解句子，学

生初步理解了这一语法点的构造方式。

在练习环节中，学生们开始模仿造句。然而，阿米拉的一句话引起了哈立德的注意——

“我把饭吃。”这一表达虽然形式上符合“把”字句的结构，但缺少了“结果补语”，使得

句子表达不完整。哈立德先生意识到，这是由于阿拉伯语中没有类似的句法结构，导致学生

在构造“把”字句时，容易受母语迁移的影响，忽略了动词后补充成分的必要性。为了让学

生深入理解，他采用对比分析法，将错误句子与正确表达进行并列展示，解释“吃”这一动

词需要说明吃的结果，如“吃完”“吃了一半”等。随后，他列举了一些常见的“把”字句

补语，如“喝光、写好、做完”，并通过例句强化练习，让学生在不同语境中体会“把”字

句的完整性。

在巩固练习中，学生们逐渐熟悉了“把”字句的基本构造。然而，当教材引出否定形式

时，新的问题又浮现出来。在回答问题时，卡里姆说出了“我不把饭吃。”的句子，这一表

达在汉语中显然是不规范的。哈立德先生立即意识到，学生混淆了“不”和“没”的用法。

在汉语中，否定“已经完成的动作”时，应使用“没”，而否定“意愿或习惯”时，则使用

“不”。然而，在阿拉伯语的语法体系中，否定表达较为直接，并无类似的区分。因此，学

生在构造否定句时，容易套用母语思维，导致错误的表达。

针对这一难点，哈立德先生采取了归纳总结法，用图表清晰展示“把”字句的两种否定

方式，并通过例句说明区别：

 “没”表示否定过去发生的动作：

 “我没把书带来。”（表示没有发生）

 “他没把钥匙找到。”（表示结果未达成）

 “不”表示否定意愿或习惯：

 “我不把衣服洗了，明天再洗。”（表示主观决定）

 “他不把车借给别人。”（表示习惯性否定）

为了进一步加深学生对这一规则的掌握，哈立德先生设计了情景对话练习，让学生们模

拟不同的生活场景，如餐厅、学校、家中，并尝试用“没”和“不”构造句子。通过实际运

用，学生们逐步建立起“把”字句否定形式的语法意识，减少了误用的情况。

随着课程的深入，阅读材料中出现了复杂结构的“把”字句，如“她把昨天买的水果分

给了朋友们。”学生们普遍感到困惑，难以准确理解句子的层次关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哈立德先生采用层次分析法，将句子结构拆解为：

1. “她把……分给了朋友们”（主体结构）



2. “昨天买的水果”（定语修饰部分）

通过图表展示句子层次，学生们能够直观理解定语从句的作用，并学会如何分析“把”

字句的修饰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们的阅读理解能力也得到了提升。

进入写作环节后，哈立德先生要求学生们结合购物场景，写一篇短文，并使用至少五个

“把”字句。然而，在批改过程中，他发现许多学生虽然能够构造“把”字句，但句子之间

缺乏连贯性，例如：“我把衣服买。我把钱付。”句式单调，缺乏流畅的表达。为此，哈立

德先生采用范文引导法，向学生展示优秀范文，并分析如何在语篇中自然使用“把”字句。

他引导学生思考：“如果想让句子更生动，应该如何表达？”并提供范例：“我走进商店，

看到一件漂亮的衣服，就把它试穿了一下。觉得很合适，于是把它买了下来，然后把钱付给

了店员。”通过对比分析，学生们逐渐掌握了如何在写作中合理运用“把”字句，提升了表

达的连贯性。

在课程的最后，哈立德先生带领学生回顾整节课的核心内容，并强调学习“把”字句时

常见的错误点。课堂小测验显示，大部分学生在肯定、否定、修饰结构等方面的掌握度显著

提高，能够在口语和书面表达中正确使用“把”字句。

这一教学案例展现了突尼斯汉语课堂中语法教学的挑战与应对策略。通过情境导入、对

比分析、层次解析和任务驱动，哈立德先生成功帮助学生突破“把”字句的难点，使他们不

仅能够理解这一语法结构，还能在实际交流中自如运用。这一经验表明，在对外汉语教学中，

针对学习者的语言背景和认知特点，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可以显著提高语法教学的有效

性。未来，哈立德先生计划进一步优化教学设计，引入更多语境化任务和交际练习，以帮助

学生更深入地掌握汉语语法，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案例来源于 2024 年 3 月 25 日对突尼斯某中学本土教师哈立德的电话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