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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留学生语音教学案例

——翘舌音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发展推进，中国与约旦在很多领域都展开了广

泛的合作，在约旦开设了很多的中国工厂，有很多中国人在约旦工作、生活、学

习等，这些不仅推进了中约两国的现代化建设，还促进了许多相关职业的蓬勃发

展。有很多约旦留学生的目标就是学好汉语、成为一名导游或者翻译，能够更好

地抓住时代的机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国籍为约旦的留学生，母语为阿拉伯

语，在约旦大学系统地学习过两年汉语，已经通过 HSK 四级考试，可以用汉语

就较广泛领域的话题进行谈论，能比较流利地与汉语为母语者进行交流。此外，

由于在约旦他们经常与中国人聊天、交流，就直接导致了其学习中文的兴趣高涨，

并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着非常明确的学习目标和强烈的学习动机，学习非常

努力，会自觉地做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这对老师的教学来说，无疑是事半功倍

的。

第一堂课就是语音阶段的拼音教学，但刚开始由于没有固定的教材，教学内

容的安排比较灵活，学生们普遍认为课堂学习就像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一样，缺乏

规范性和系统性，希望能够依托于教材，系统化地学习汉语。因此，在约旦执教

的中国老师就选择了《HSK 标准教程》作为教材，上课时也会依据教材进行讲

解、练习。教学时，老师基本按照传统的教学步骤，按部就班地教学声母、韵母

和声调，主要的教学方法就是老师示范读、学生模仿跟读，然后进行反复练习、

反复纠音的环节。由于阿拉伯语没有翘舌音，学生发“zh”“ch”“sh”“r”一直

比较困难，他们表示在发这些音时，舌头好像不听使唤一样,根本打不过弯儿来。

再加上任教的老师是来自中国南方地区的，自身的平翘舌发音有时也存在着不太

标准的情况。这两种状况的共同作用，就大大加深了学生学习翘舌音的难度。

针对这些问题，老师在课后进行了总结和反思，意识到翘舌音本身难发和自

身口音干扰的现象，决定以后先用课文中的录音或者视频进行示范，让学生跟读

标准的发音，再结合多媒体的发音部位图，以帮助学生在发翘舌音时能够把舌头

卷上去。可是现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学生在学习翘舌音时，仍然存在分

不清、发不好的情况，老师又觉得这是针对约旦学生语音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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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让学生掌握非常标准的发音，于是老师非常认真地指导、纠正学生的读音。

首先运用带音法，让学生发“z”，然后让学生把舌头卷起来、轻轻翘起，发出“zh”；

同时用手模拟发音部位，让学生看到老师的手心向上、指尖翘起，来帮助学生发

音。这种方法果然有效，学生们的发音状况比之前好多了，但是仍然有个别学生

发不出翘舌音，老师就不停地叫他模仿发音，并配上手势演示发音部位和发音方

法，目的是加强他的感知认识，引导他发音。可是没想到，随着一遍遍的纠正模

仿，班里的其他同学也慢慢地“活跃”起来，老师这才意识到在一个学生的纠音

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不仅挫伤了该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忽视了整个班级的

教学。随后，老师果断地结束了对他的纠音，解释了翘舌音的学习比较难，不是

一下子就能学好的，就继续进行集体教学了；同时，老师选择在课后帮助他进行

有针对性地纠音，并且鼓励他慢慢进步。

一切似乎都进展得很顺利，可难题又悄然而至。我们都知道，语音的学习就

一定要养成良好的发音习惯，而养成发音习惯最好的方式就是练习，发音练习通

常是读，如跟读、齐读、每个学生单独读等各种读，几节课下来，就会显得无比

枯燥乏味、缺乏新意。同时，为了强化学生的学习，老师还给每一位学生都发了

一张《汉语拼音声韵母的拼合总表》，让学生在课后进行复习、朗读，课上课下

都贯彻了“读、读、读”“一直读”的理念。没过多久，就有学生反映这样学习

太没意思、太累了，希望学习能更有趣、能更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还表示他们同

样也非常喜欢汉字，希望老师能在声韵母的拼合总表里加上对应的常用汉字，让

他们多多认识汉字。在学生的建议下，老师也适时地加以改进，在课堂练习的设

计中，就充分考虑到学生学习汉语的交际性立场，模拟课文中出现的特定情景，

让学生们两人一组，复述课文的对话，进行简单的交流，如打招呼、告别等，并

在讲台上向全班同学做展示，看哪组讲得最流利、最好，就能获得表扬。

而针对拼音课堂教学“一直读”的枯燥性问题，老师就在课堂教学的巩固练

习阶段，增加了游戏的环节。老师会在黑板上写出每次要考查的声母、韵母、声

调以及完整的拼音，让学生们举手回答，想以此来活跃课堂的气氛，提升课堂的

趣味性。有了这个游戏的想法，老师满心欢喜地认为这样肯定能够满足学生的需

求，可是在实际的课堂活动中，却发现并非如此。在第一次应用这个游戏的课堂

上，老师发现，同一道题有很多人都积极踊跃地举手，一时之间会分不清是谁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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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的手，不知道该先叫谁来回答，而有一些两三轮还没有叫到名字的学生就会逐

渐失去热情，不再积极地举手了（还有部分学生根本不举手的情况），甚至是比

较“冷静”地看着其他人的“热闹”。老师当下就意识到了这个游戏是不够完善

的、需要改进的，课后又向有经验的老师请教，决定取消老师请学生回答的流程，

改为以学生的座位顺序开火车的形式轮流回答问题，解决了课堂上“冷静”与“热

闹”的对比局面，让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来。在之后课堂游戏

的实践中，果然就营造了既积极活跃、又受老师掌控的课堂局面，让每一个学生

都能参与其中，做课堂学习的主人。至于学生反映的声韵母拼合总表缺少汉字的

情况，老师在约旦本土教师的帮助下，重新制作了一份含有“拼音+汉字”的拼

合总表，并且在表中加入了中国与约旦的文化因素。例如：“ch”与“ɑng”拼合

的“cháng”就可以在下方标注汉字“长”，再加上中国“长城”的图片；“ch”

与“eng”拼合的“chéng”就可以在下方标注汉字“城”，显示约旦“佩特拉古

城”的图片。这种采用“拼音+汉字+图片”的形式，融合文化教学的要素，体现

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既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满足了学生学习文化的需求，

更加深了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

为了检测学生们对于拼音的音和形的掌握程度，老师会在讲授完新课的下一

堂课上，采取听写的形式进行测试，即播放拼音发音的材料，让学生们根据听到

的内容，将拼音写下来。由于学生们的学习动机非常强烈，提升自我的意识非常

明确，他们并不反感这种测验方式，反而还很喜欢，觉得这是展现他们水平与能

力的好机会。甚至他们还提出想要在拼音考试中加上汉字测验的部分，即老师播

放拼音发音的材料，学生不仅要写下拼音，还要写下相对应的常用汉字。学生的

这种想法简直是出乎老师的意料，同时老师对于学生喜欢汉字以及从不畏难的精

神也感到非常欣慰，这在侧面上更加推进了汉字的教学，为学生听、说、读、写、

译综合能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综上，国际中文教育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教学工作，它需要考虑不同学生的情

况水平，不断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在实际教学中主动了解学生的想法和动态，

积极改进、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与实际运用能力，更好地为学生服务。

（案例素材来源：笔者于2024年5月26日进行的课堂观察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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