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阿拉伯中级留学生：国际教育学院中文词汇课教

学全览

本文分析的对象是某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国际中文词汇课，教学对象是来

自阿拉伯地区的汉语水平为中级的留学生。授课语言是汉语，所用教材是 HSK

标准课程 4。

一、关于课堂教学

由于留学生的汉语水平已经处于中级阶段，因此他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词汇

量，中级词汇教学不是孤立的，不是与初级阶段割裂开的。在中级词汇教学中，

要积极地引入学过的初级词，为我所用，用它们来解释词义、组成例句，这样新

旧词语相互作用，既有利于中级阶段的教学，又激活了学生储存在记忆中的初级

词，使初级词得到固

和加强。

在词汇教学环节和步骤上，一般分为两大教学环节：复习和讲练新课。复习

环节会对前一课的词汇进行较为全面的复习；新内容的学习分为两个步骤，第一

步是生词的学习，第二步是语法点的学和练，这是整堂课的重点讲授内容。

在复习环节之前，老师会组织教学，组织教学的方式是多样化的，有时是直

接“同学们上课了”，有时会和学生做简单的对话，比如问问今天天气如何，你

们假期过得怎么样之类的，以此来吸引学生注意力。在复习部分，老师采取的复

习方式是认、读、写，读的部分是老师先领读一遍，然后全班齐读，之后老师会

让学生们一个个读，最后再齐读。为了检验学生对词汇的掌握量，老师有时会选

择听写的方式，但是学生并不太喜欢这种方式，给予的反馈是汉语太难写了，也

经常遇到不会写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老师采取的方式是在黑板或者纸上给他

们写出来，让他们跟着写一遍；除了这种方式还会选择提问，指着词汇或者卡片

问这是什么，让学生回答，如果学生回答迅速或者积极发言，就证明他们词汇掌

握得很好。学生更喜欢这种方式，因为认和读对他们来说比较容易。

讲练新内容部分，第一步是生词教学。老师会根据词性选择不同的教学方式。

比如在名词教学时，多采用直观教学法，老师会带着实物、卡片或者在 ppt 中加

图片，让学生直观感受讲的是什么，这种方法对于名词的学习非常有效，学生可

以看着食物或者图片马上说出相应词汇。在讲授动词时，例如一些动作词汇，老



师会给他们播放动画，让他们看着动画去理解，学生一下子就可以理解词汇的意

思。将“情境法 ”教学贯穿整个课堂，课堂上的每一个句子词汇都会给出相应的

情景，这种情景有老师用语言描述的虚拟情景，有用图片展示的静态情景，有老

师用动作演示的动态场景，而且每一种情景都与学生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老师

的现场演示和图片更能调动学生全身的感官，以刺激记忆，促使学生对语法知识

进行灵活地运用。更重要的是，这能使学生理解语言的使用场景，达到交际的目

的。当有一些词汇他们难以理解时，老师会采取翻译法，由于阿拉伯地区的年轻

人普遍使用英语，所以老师会翻译成英语而不是阿拉伯语。此外还会采取“句子

中心 ”教学法 ”，在讲解词汇时，老师先不讲解词汇本意，而是把词汇放到例句

中。

老师会进行领读，一般来说会领读两遍，第二遍会去除拼音，有意地减少学

生对拼音的依赖。读完生词后的词汇扩展，老师会把词汇放到例句里，让学生明

白生词的用法。在学习所有词汇之后，老师会领他们进行复习以此巩固新知，这

一次是领读刚刚学过的短语和例句，学习和复习紧密连接能够加深学生的记忆。

接下来会进行相关语法的学习。

在经过一段学习之后，老师会安排一节活动课进行复习和巩固。课堂开始时

老师会采取领读、整体读、个别读的方式对词语进行复习。之后老师会举行一个

小竞赛，把学生分成小组，分别派代表进行比赛，比赛的内容有猜词，各小组先

抽词，看到词汇时，要尽力向自己组员展示词汇的意思，不能用嘴巴说，表演者

十分卖力，组员也很配合能很快说出答案，用时短的小组获胜；还会举行听写比

赛，找小组代表到黑板上，老师说词语他们在黑板上书写，谁写得又快又对就获

胜。对于赢得比赛的小组会用热烈的掌声祝贺，对于输掉的小组，也会给予鼓励

和安慰。经过几轮的替换，几乎每一个学生都参与了游戏，并得到训练。

二、 关于老师和学生

老师在上第一节的时候，用了中英文做自我介绍。为了了解学生的汉语水平，

老师先与他们做了简单交谈，比如“你叫什么名字”“你来自哪个国家”，又问了

一些相对专业性的问题，个别学生出现听不懂的情况，发现学生虽具有一定汉语

基础，但只能做一些简单交流，一些词汇句子还是没有掌握。

课堂用语方面，老师全程使用目的语，必要时用媒介语辅助。由于学生已经

具有一定的汉语基础，因此老师全程以汉语为主，为学生创造目的语环境，有利



于他们的学习。

调动课堂氛围方面，遇到难以理解的词汇时，学生难免会沉默不语，课堂氛

围十分低沉。在这种情况下，老师会先积极转变教学方式，做一些小游戏，增加

师生间的互动，引导学生积极发言，活跃课堂氛围。

在跨文化交际方面，老师已经提前了解过阿拉伯地区的相关文化，发现阿

拉伯地区的国家在交流中很少说“你”“你们”“你们国家”这样的说辞，可能会

感到不舒服，因此老师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比如会对约旦学生直接说在约旦是怎

么样，而不是说在你们国家是怎么样。

在提问和练习方面，老师十分注重对于学生错误的监控，但在纠正错误时，

与本节课有关的内容老师不仅会及时纠正，还会对其错误进行针对性分析；而非

本节课教学内容的错误教师仅仅给子纠正，并不作出解释。

从学生来说，他们是中青年人，并且在本国就已经学习过至少两年的汉语，

未来主要从事汉语教师和翻译，因此他们学习目的明确，学习的积极性也很高，

对于他们的中文老师也是十分喜爱和尊敬，给予教师的评价非常高，师生之间和

睦愉快，共同打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

（案例素材来源：笔者在 2024年 4 月 18 日在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进行的课堂
观察与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