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旦汉语学习者对“既……又……”并列复句的理解与应用

——基于大学中文课堂的教学案例分析

在约旦某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本土汉语教师伊萨正在教授《汉语口语速成·基础篇》

上册第 7 课，重点讲解并列复句“既……又……”的使用。课堂的学习者主要是以阿拉伯语

为母语的大学生，他们已经具备一定的汉语基础，能够进行基本的对话交流，并掌握了常见

的汉语句型。然而，在学习更复杂的语法结构时，尤其是涉及并列关系的表达方式时，学生

们常常遇到困难。由于阿拉伯语的并列表达方式与汉语不同，阿拉伯语通常采用简单的并列

结构，而缺少类似“既……又……”这样的特定句型，因此学生在理解这一结构的适用场景

和语法规则时经常出现误用。

伊萨老师在课堂中观察到，学生们在初步接触“既……又……”时，能够理解它表达两

种情况并列的基本意思，但在具体造句和实际交流中，往往会将其与其他简单的并列连接词

混用，或错误地应用于不合适的语境。例如，部分学生会使用“既……又……”连接两个没

有逻辑关联或不能同时发生的动作，如“我既去游泳，又吃饭”，而忽略了“既……又……”

强调两个事件具有相似性或同时发生的特征。为了帮助学生克服这些困难，伊萨老师精心设

计了课堂教学，通过层层递进的方式，引导学生理解并正确运用这一结构。

课堂伊始，伊萨老师通过课本中的示例句引导学生思考：“这次旅行，既要去北京，又

要去上海。”她问学生：“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部分学生回答：“表示旅行的计划包括两

个地方。”伊萨老师继续追问：“如果换成‘这次旅行，我要去北京和上海’，会有什么不同？”

学生们陷入沉思，显然对两种表达方式的区别尚不明确。为了进一步引导学生理解“既……

又……”的特征，伊萨老师详细讲解：“‘既……又……’不仅表示两个事件并列，更强调这

两个部分在语法上是对等的，并且都同样重要。”

为了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这一点，伊萨老师提供了几个对比句，如：“他既聪明，又努

力。”“这道菜既好吃，又健康。”她解释道：“这里的‘聪明’和‘努力’、‘好吃’和‘健康’

都是同等重要的特征，而不是两个无关的状态。”接着，她举例说明错误用法，比如“我既

吃饭，又看书。”并向学生提问：“你们觉得这个句子哪里不对？”一些学生注意到，“吃饭”

和“看书”虽然可以同时发生，但在逻辑上并不构成并列关系，因此不适合用“既……又……”

连接。伊萨老师借此总结：“‘既……又……’适用于表达两个具有相似性质、重要性相等的

并列内容，而不是简单的动作堆积。”

为了帮助学生巩固理解，伊萨老师设计了一系列的课堂练习。她先让学生尝试使用

“既……又……”描述日常活动，如：“这家咖啡店既便宜，又安静。”“我的朋友既喜欢踢

足球，又喜欢打篮球。”随后，她让学生们用这一结构表达自己的兴趣和学习计划，例如：

“我既想去中国留学，又想学习中国文化。”“这次考试，我既要复习语法，又要练习口语。”

在练习过程中，伊萨老师逐一检查学生的句子，针对错误使用的情况进行个别指导。

在练习过程中，伊萨老师发现，尽管学生们能够基本掌握“既……又……”的结构，但

在更复杂的语境中，他们仍然容易犯错误。例如，一名学生写道：“我既学习汉语，又喜欢

看电影。”伊萨老师指出：“‘学习汉语’是一个持续的动作，而‘喜欢看电影’是一个兴趣

偏好，两者的逻辑并列关系不够强，最好换成‘我既学习汉语，又学习阿拉伯语’或者‘我

既喜欢看电影，又喜欢听音乐’。”学生们通过这种纠错练习，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既……

又……”的适用场景。

为了进一步强化学生的掌握程度，伊萨老师安排了小组讨论活动，让学生们在小组内用

“既……又……”表达对某个话题的看法。例如，针对“科技的影响”这一主题，一组学生

的观点是：“科技既让生活变得更方便，又让人们减少了面对面的交流。”另一组讨论“大学



生活”，学生们写道：“大学生活既自由，又有很多挑战。”在讨论过程中，学生们积极参与，

努力将所学语法结构应用到真实表达中，而伊萨老师则在每组讨论后给予反馈和修改建议。

在课堂的最后阶段，伊萨老师布置了一项写作任务，要求学生们写一篇短文，使用

“既……又……”描述他们的学习经历、兴趣爱好或未来规划。例如：“我既希望提高汉语

水平，又想多了解中国文化。”她鼓励学生结合自身经验，尽可能在真实情境中使用这一结

构，以提高表达的自然度和准确性。

经过一节课的系统学习和实践，学生们对“既……又……”的使用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他们不仅能够正确造句，还能在对话和写作中自然运用这一结构。在课堂总结时，伊萨老师

再次强调：“‘既……又……’的核心在于表达并列关系，使用时要确保两个成分在意义上对

等，并且符合逻辑。”她鼓励学生在日常交流中多加练习，以巩固这一语法结构的掌握。

本次教学案例表明，在教授汉语并列复句时，仅仅讲解语法规则是不够的，教师需要结

合学生的母语特点，采用对比分析、句型示范、错误纠正、互动讨论等多种教学方法，使学

生能够真正理解并掌握目标结构。通过任务驱动型教学和语境化练习，学生们的表达能力得

到了提升，不仅提高了语法准确性，也增强了语言运用的自信心。这一教学经验对于今后在

阿拉伯语环境下的汉语教学提供了有效的实践指导，表明在跨语言教学中，针对性强的教学

设计能够有效提高学生对目标语言结构的掌握程度。

（案例来源于 2023 年 5 月 4 日对约旦某大学本土教师伊萨的 Zoom 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