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线上教学中的家庭介绍教学案例

——基于《新实用汉语课本》第一册第 8 课

林老师是外派对外汉语教师志愿者，负责在巴勒斯坦圣城大学孔子学院进行汉语教学。

此次课程是针对初级学习者（中学生）设计的，使用的教材为《新实用汉语课本》第一册第

8 课。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家庭成员介绍和“有”字句的运用。授课形式为线上教学，通过 Zoom
平台进行，学生们大多来自巴勒斯坦的各个学校，年龄段大致在 13 到 16 岁之间。课堂的主

要目标是帮助学生能够用汉语介绍自己的家庭，熟练掌握“有”字句的基本用法，能够准确

表述家庭成员的数量和关系。

一开始，林老师通过一个简单的互动问题引入课堂：“你们家有几口人？”这一问题引

起了学生的兴趣，许多人都迫不及待地想回答。在简短的讲解后，林老师鼓励学生们试着用

中文回答问题。大部分学生能够理解“有”字句的意思，但在实际口语表达时，却普遍出现

了不同程度的发音错误，尤其是“有”字的发音。有些学生把“有”发音成类似于“yǒu”
的音节，导致口音较重，听不清楚。林老师发现这个问题后，决定通过重复练习和纠正发音

来帮助学生解决。

通过课堂练习，学生们逐渐掌握了“有”字句的结构，能够用简短的句子介绍自己家庭

的情况，比如：“我家有五口人。”然而，在互动环节中，林老师注意到，学生们在回答时仍

显得有些犹豫，不够自信。他们往往会依赖母语阿拉伯语来构建句子，导致他们的汉语口语

表达不流畅。部分学生在谈及自己家人时，会先用阿拉伯语思考，然后翻译成中文，这影响

了语言的连贯性和表达的准确性。

林老师分析问题后认为，学生缺乏足够的口语练习机会，尤其是与同学互动的时间较少。

此外，由于学生们长期处于阿拉伯语环境中，习惯了用阿拉伯语的语法和思维方式进行表达，

这对于汉语句型的应用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因此，林老师决定采取以下几种策略来改善教学

效果，提升学生的口语能力和课堂参与度。

首先，在发音部分，林老师利用 Zoom 平台的互动功能，让学生们轮流发音，并通过听

觉和视觉的反馈帮助学生矫正发音。她播放标准发音录音，并让学生们逐一模仿。为了帮助

学生们更好地理解“有”字的发音，林老师还借用了屏幕共享功能，展示了口腔发音的图解，

帮助学生们理解口腔的位置和音的发出方式。此外，林老师还在每节课后为学生提供了课后

练习，鼓励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巩固发音。

其次，为了增强课堂互动性，林老师设计了一些小组活动。在 Zoom 的分组功能帮助下，

学生们被分成小组，进行家庭成员介绍的对话练习。每个学生都需要在小组内介绍自己家里

有几口人，并提到家庭成员的关系。为了使活动更加有趣，林老师鼓励学生们互相提问，询

问对方的家庭成员，并使用句型：“你家有几口人？”以及“你家有谁？”通过这种互动，

学生们不仅练习了“有”字句，还能在实际对话中运用已学的知识，增强了口语表达能力。

然而，在实际练习时，林老师仍然发现学生们在实际运用中仍然存在一定的困难。一些

学生在描述家庭成员时会出现语法错误，比如“我家五口人”或“我有三口人”这类不符合

汉语习惯的表述。林老师认为这是因为学生对汉语的语法规则掌握不牢固，尤其是在数字和

量词的搭配上，学生们容易混淆。因此，林老师在课堂上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语法讲解，并通

过课后作业让学生们反复练习。

通过课堂的不断实践，学生们逐渐掌握了“有”字句的正确用法，并能够流利地介绍自

己家庭的成员。在课堂结束时，林老师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家庭介绍竞赛，鼓励学生们展示他

们的口语表达能力。通过这一活动，学生们不仅展示了自己所学的内容，还提高了自信心，

课堂气氛也变得更加活跃。



从教学反馈来看，学生们对“有”字句和家庭介绍的学习内容非常感兴趣。许多学生表

示，通过学习家庭成员介绍和练习发音，他们更加喜欢用汉语与他人交流。在后续的课程中，

林老师还计划引导学生进一步学习更多关于家庭的词汇和句型，并增加实际生活场景的模拟，

使学生们能够将课堂所学与实际生活结合起来，提升其汉语实际应用能力。

总的来说，本次教学案例展示了如何在巴勒斯坦的线上汉语教学中，结合学生的学习特

点和语言背景，灵活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帮助学生掌握“有”字句的表达，并提高其口语

能力。林老师通过不断分析课堂中出现的问题并及时调整教学策略，成功地促进了学生的语

言学习，同时也增强了学生的文化认同和实际语言运用能力。

（案例来源于 2024年 6月 10日对巴勒斯坦圣城大学孔子学院对外汉语教师志愿者林老师的

Zoom 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