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旦医学汉语教学：知识与语言的交融之旅

艾哈迈德是约旦当地一所大学的本土汉语教师，他一直致力于为班级里这些汉语

语中级水平的学习者提供高质量的中文教学。考虑到当地对医学人才的需求以及学生

们未来职业发展的可能性，艾哈迈德决定开展医学汉语教学课程，希望帮助学生们掌

握医学领域的专业汉语知识，为他们未来在医学相关领域的发展打下坚实的语言基础。

艾哈迈德选用了《实用医学汉语》这本、教材。这本教材系统地涵盖了医学基础

知识、常见病症描述、医患交流等内容，以中文为主要教学语言，非常适合汉语中级

水平的学习者。艾哈迈德挑选了其中 “常见病症与症状描述” 这一章节开启教学。

课程开始，艾哈迈德通过播放一段医院的真实场景视频，视频中医生与患者用中

文交流病情，立刻吸引了学生们的注意力，让他们感受到医学汉语在实际场景中的应

用。随后，艾哈迈德开始讲解教材中的基础词汇，如 “头痛”“咳嗽”“发烧”“腹

泻” 等常见病症的中文表达，以及 “疼痛”“乏力”“恶心”“呕吐” 等症状描述

词汇。他一边讲解，一边配合生动的肢体语言和表情，帮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词汇的

含义。例如，在讲解 “头痛” 时，他会用手轻轻按压头部，做出痛苦的表情。

接着，艾哈迈德引入了一些简单的句子结构，教导学生如何用中文描述病症和症

状，比如 “我头痛得厉害”“我咳嗽，还伴有发烧” 等。他通过反复领读、模仿练

习等方式，让学生们熟悉这些表达方式。然而，在初步的学习和练习后，问题逐渐暴

露出来。

在课堂练习环节，当学生们尝试用中文完整地描述自己假设的病情时，艾哈迈德

发现他们虽然掌握了一些词汇，但在表达上存在诸多问题。首先，由于医学汉语的专

业性较强，一些相似的病症词汇容易混淆，比如 “眩晕” 和 “头晕”，学生们很难

准确区分并运用。其次，汉语的量词和助词使用对于约旦学生来说是一大难点，在描

述病症时，他们常常会出现 “我有一个咳嗽”（正确应为 “我咳嗽”）、“我发烧

了三天”（正确应为 “我发烧三天了”）这样的错误。此外，复杂的病情描述需要运

用到一些连接词和逻辑表达，学生们在这方面也表现得较为薄弱，导致句子之间缺乏



连贯性，例如 “我胃痛，我腹泻，我不知道怎么办”（更好的表达可以是 “我不仅

胃痛，还伴有腹泻，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面对这些问题，艾哈迈德深入分析了原因。他意识到，学生们对医学汉语的专业

词汇积累不够，缺乏实际运用和辨析的机会，同时，汉语独特的语法结构与约旦本土

语言差异较大，给学生们的表达造成了困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艾哈迈德制定了一

系列针对性的教学策略。

针对词汇混淆的问题，艾哈迈德收集了大量的医学案例和相关的医学资料，通过

对比分析的方式，详细讲解相似词汇之间的细微差别。例如，他通过解释 “眩晕”

更强调一种天旋地转的感觉，而 “头晕” 只是一种头部昏沉的不适，让学生们能够

清晰地区分这两个词汇。同时，他还制作了词汇卡片，一面写着中文词汇，另一面配

上对应的阿拉伯语解释和简单的病症描述，方便学生随时复习和记忆。

为了帮助学生掌握汉语的量词和助词，艾哈迈德设计了大量的情景模拟练习。他

模拟了医院的挂号处、诊室、药房等场景，让学生们分别扮演患者、医生和护士，在

实际交流中强化对量词和助词的正确使用。比如在挂号处，“患者” 要说 “我挂一

个内科号”；在诊室里，“医生” 询问 “你发烧几天了”。通过反复练习，学生们

逐渐熟悉了这些语法规则。

对于逻辑表达和句子连贯性的问题，艾哈迈德引入了一些逻辑连接词的专项练

习，如 “不仅…… 还……”“因为…… 所以……”“如果…… 就……” 等。他给

出一些简单的病症描述短句，让学生们运用连接词将它们组合成逻辑连贯的长句。同

时，他还鼓励学生们在描述病情时，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先描述主要症状，再补充

其他相关症状和感受。

在教学过程中，艾哈迈德还发现学生们对中国传统医学中的病症描述和治疗方法

也很感兴趣。于是，他增加了一些相关的拓展内容，介绍了如 “上火”“湿气重”

等独特的中医概念，以及针灸、推拿等治疗手段的中文表达。这不仅丰富了学生们的

医学汉语知识，还拓宽了他们对不同医学文化的了解。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学生们在医学汉语的学习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能够

准确地运用中文描述各种常见病症和症状，在情景模拟中与 “医生” 或 “患者”



进行较为流畅的交流。在课程结束时，艾哈迈德组织了一场模拟医患问诊的考核，学

生们表现出色，充分展示了他们在这段时间里所学的知识和技能。

回顾这段教学经历，艾哈迈德深感欣慰。他认识到，在国际中文教育的医学汉语

教学中，虽然会遇到各种困难，但只要深入了解学生的问题，因材施教，采用多样化

的教学方法，就能够帮助学生克服语言障碍，掌握专业的医学汉语知识，为他们未来

的职业发展开辟更广阔的道路。这次教学经历也将激励艾哈迈德在未来的教学中不断

探索创新，为更多的约旦学生提供优质的医学汉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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