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语言学习“活”起来——苏丹汉语课堂中的自我介绍教学实践

苏丹喀土穆孔子学院的汉语课堂里，于老师站在教室中央，环视着教室里几十双充满期

待的眼睛。今天的教学主题是“自我介绍”——一个看似简单，却决定着学习者初步汉语交

流能力的重要环节。对苏丹的成人学习者来说，掌握自我介绍不仅关乎课堂表现，更是他们

在工作、社交场合使用汉语的第一步。

在苏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汉语，这些学生来自各行各业，有的希望未来能去中国

留学，有的在中国企业工作，还有的只是单纯对这门语言感兴趣。然而，虽然他们对汉语充

满热情，但现实的学习过程却并不轻松。阿拉伯语的语音体系与汉语截然不同，使得很多初

学者在发音时困难重重；再加上汉语句法结构的差异，许多学生即使背熟了句型，在实际交

流时仍显得不自然、不自信。

第一步：告别死记硬背，构建“会用”的表达框架

于老师并没有急于让学生直接背诵句型，而是先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大大的问号：“你是

谁？”她指着这个问题，笑着问全班：“如果现在一位中国朋友站在你面前，他问你这个问

题，你会怎么回答？”

教室里陷入短暂的沉默。几秒后，一位学生小声地尝试道：“呃……我……是……” 话

音未落，身旁的同学已经忍不住笑了出来。

于老师并没有急于纠正，而是用中文对这位学生竖起了大拇指：“很好，你已经开口了！”

她接着引导：“其实，自我介绍就像搭积木，你只需要掌握几个基本的‘积木块’，然后把它

们拼在一起，就能搭建出完整的表达。”

她在黑板上写下了几个简单的句型：“你好，我叫___。”、“我来自___。”、“我做___工作。”、

“我喜欢___。” 并用不同颜色的粉笔强调关键词。然后，她让学生们自由组合这些短句，

试着说出自己的介绍。

这一环节降低了学生对完整表达的恐惧感，他们发现，即使自己语法不完美，仍然可以

用简单的句子清楚表达信息。

第二步：打破静态练习，让语言“动”起来

掌握基础句型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些表达自然流畅地运用于对话，才是真正的挑战。

于是，于老师设计了一个“速配练习”游戏。她准备了一些写有不同身份信息的卡片，

比如：“中国留学生”“汉语老师”“医生”“足球运动员”等。学生们每人随机抽取一张卡片，

然后按照卡片内容进行自我介绍，并与其他人交流，找到和自己“最有共同点”的伙伴。

教室里立刻热闹了起来。有人抽到了“汉语老师”，于是开始模仿于老师的语气：“你好，

我叫王明，我是汉语老师，我喜欢教学生。”另一位学生拿到了“医生”，立刻回应：“你好，

我是医生，我喜欢帮助别人。” 这样的互动让学生们不再是单纯地重复课本内容，而是在一

个“真实”的情境下使用汉语。

这时，问题也出现了。 很多学生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仍然习惯性地夹杂阿拉伯语单词，

或者因为紧张忘词，表达中断。对此，于老师采用了“影子跟读法”——她示范一句，学生

们紧跟着复述，在重复的过程中调整语音语调，让表达变得更加流畅自然。

第三步：从“我”走向“你”——提升交际互动

单向表达容易，真正的挑战在于能否与人顺畅交流。为了模拟真实交流场景，于老师设

置了“陌生人问答”环节。她让学生们两两一组，轮流扮演“面试官”和“求职者”的角色。

一方需要主动提问，如“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另一方则需要根据对方

的问题做出回答。

一开始，学生们的问答仍然有些拘谨，但随着交流的深入，他们开始主动扩展对话内容。

例如，在听到“我喜欢足球”后，有学生自发追问：“你最喜欢哪个球队？”这样，他们不



再仅仅依赖模板句，而是在真实情境下主动表达。

更有趣的是，部分学生在对话过程中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创造新句子。比如，一个学生原

本想说“我喜欢汉语”，但一时忘了“喜欢”这个词，他灵机一动，用“我学汉语，因为汉

语好”代替。尽管语法不够完美，但表达清晰流畅，于老师立刻给予了肯定。她鼓励大家：

“只要对方能听懂，你的汉语就是有效的！不用害怕说错。”

第四步：课堂之外，让汉语成为日常交流的一部分

临近课程结束，于老师给学生们布置了一项特别的课后任务：用中文录制一段一分钟的

自我介绍，并上传至学习平台。她鼓励学生们不仅要对着镜头练习，还可以在工作或日常生

活中尝试用汉语向朋友介绍自己。

几天后，许多学生的录音传到了平台上。一位学生的录音中，他用自信的语气说道：“你

好，我叫艾哈迈德，我来自苏丹，我是工程师，我喜欢旅行。”语音虽然仍有些许错误，但

与第一节课相比，流畅度已经大幅提升。

更令人惊喜的是，几位学生在课后告诉于老师，他们尝试在社交平台上用汉语发布了自

己的简介，并收到了来自中国朋友的留言。这种“真实世界”的反馈让他们对学习汉语的兴

趣倍增。

结语：语言的学习不应止步于课堂

这节关于“自我介绍”的汉语课，不仅让苏丹的学习者掌握了基础表达，更让他们真正

体验到语言的实用性。

于老师深知，语言的学习不是填鸭式地背诵句型，而是要让学生在真实的语境中感受、

练习、互动。因此，她在教学中不断探索新的方式，使课堂更具活力，帮助学生突破表达瓶

颈。

正如她在课后总结时对学生们所说的那样：“语言的最终目的是交流。你们不需要说得

完美，只要敢于开口，汉语就会成为你们生活的一部分。”

这不仅仅是一堂关于自我介绍的课，更是一次让语言学习真正“活”起来的探索。

（案例来源于 2024 年 4 月 27 日对苏丹喀土穆孔子学院外派教师于老师的邮件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