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境驱动下的能愿动词教学——喀土穆孔子学院初级汉语课堂案例

在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线上汉语课堂上，张老师正教授《新实用汉语课本》第一

册第 11 课，核心内容是能愿动词“会”“能”“可以”“应该”的使用。这些动词在汉语交流

中极为常见，但由于它们的语义相近、适用场景多变，初级汉语学习者经常感到困惑，尤其

是在表达技能、能力、许可和义务时，容易选错动词或混用。因此，张老师决定采用语境驱

动的教学方法，结合语法讲解、对比练习和互动任务，引导学生在实际交流中掌握这些动词

的正确用法。

为了让学生意识到这些动词的细微区别，张老师一开始便向大家抛出问题：“你们知道

‘会’和‘能’的区别吗？”几名学生尝试回答：“‘会’表示会做某件事，‘能’表示有能

力做某事。”张老师点头肯定，随后又追问：“那如果我说‘我会游泳’和‘我能游泳’，意

思完全相同吗？”这一问题让学生们陷入思考，有些认为可以互换，有些则不太确定。

张老师利用这一认知冲突，向学生解释：“‘会’强调学会了一项技能，如‘我会弹钢琴’，

意味着你经过学习掌握了弹琴技巧。而‘能’强调具备某种能力或当前环境允许你做某事，

比如‘我能游泳’，可能是指你身体条件允许游泳，或者此时水温合适，可以游。”通过这样

的对比分析，学生们对这两个动词的语义差异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在讲解了“会”和“能”之后，张老师继续介绍“可以”和“应该”的区别。“‘可以’

表示允许或许可，通常用于表达某种行为是否被允许，例如‘你可以去学校’；而‘应该’

表示义务、责任或建议，例如‘你应该做作业’。”为了加深学生的理解，张老师让学生对比

以下句子：

1. 你 可以 去参加比赛。（表示被允许）

2. 你 应该 去参加比赛。（表示建议或责任）

3. 我 能 做这个工作。（表示能力）

4. 我 会 开车。（表示技能）

通过这些例句的比较，学生们逐渐感知到这四个动词在表达上的不同。接着，张老师让

学生们完成填空练习，如“你______去上课”，“你______做饭吗？”“我______开车”，“你

______吃辣吗？”学生们开始填写答案，并在讨论中加深了对这四个动词的理解。例如，有

学生选择“你能去上课”，但张老师指出：“如果你是在询问对方是否身体健康、时间允许，

‘能’是正确的。但如果是问‘老师是否允许你去上课’，应该用‘可以’。”

尽管学生们在填空练习中基本能够正确选择动词，但在实际交流时，部分学生仍然会混

用。例如，一名学生说：“我可以打篮球。”张老师及时纠正：“这里应该用‘能’，因为‘可

以’更偏向于‘被允许’，而这里强调的是你的能力。”另一名学生说：“我应该去超市。”张

老师指出：“‘应该’通常用于表示责任和义务，而日常活动一般用‘可以’或‘能’。”

为了让学生在实际语境中正确使用这些动词，张老师设计了角色扮演任务。她给学生们

分配不同的情境，让他们用“会”“能”“可以”“应该”进行真实对话，例如：

第一，许可场景（“可以”）：学生 A 询问某项行为是否允许，学生 B 回答。

A：“我可以用你的书吗？”

B：“可以，你拿去吧。”

第二，能力场景（“能”）：学生 A 询问能力，学生 B 回答。

A：“你能跑十公里吗？”

B：“我不能，我太累了。”

第三，技能场景（“会”）：学生 A 询问对方是否学会某项技能，学生 B 回答。

A：“你会写汉字吗？”

B：“我会写一点儿。”



第四，义务场景（“应该”）：学生 A 提出建议或劝告，学生 B 回应。

A：“你应该早点睡觉。”

B：“好，我明天要早起。”

在这个环节中，学生们不仅加强了语法知识的理解，还在真实对话中调整了自己的表达，

提高了语法使用的准确性。

在对话练习后，张老师对学生的表现进行了点评，并针对常见错误进行了个别指导。例

如：“可以”和“能”区分不清：有学生说“我可以跑得很快。”，但“可以”通常不用于表

达能力，需改为“我能跑得很快。”误用“会”表达能力：有学生说“我会去超市。”，但应

使用“能”或“可以”。“应该”过度泛化：部分学生在非责任或义务场景下使用“应该”，

如“你应该喝水。”张老师指出，日常活动通常不需要用“应该”表达，而是用“可以”更

自然。通过这些反馈，学生们对这些动词的用法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并能在课堂总结时准

确解释它们的区别。

经过本节课的学习，张老师发现：

1. 学生在填空练习中表现良好，但在自由表达时仍需进一步巩固。

2. 角色扮演任务显著提升了学生的语法运用能力，使他们能够在真实语境中自觉调整

动词选择。

3. 语境构建的教学方式帮助学生更快理解这些动词的实际应用，但仍需通过更多口语

练习进一步内化。

为此，张老师计划在后续课程中，增加复杂情境任务，如职业规划、健康建议等话题，

让学生在更广泛的交流环境中使用这些动词。采用任务驱动教学法，例如让学生扮演医生建

议患者、朋友间请假等情境，强化实际应用能力。结合中介语分析法，对学生的错误进行更

系统的归纳与纠正，帮助他们逐步建立正确的语法概念。

本次课堂案例表明，能愿动词的教学需要结合真实语境，引导学生在互动和实践中理解

其用法。通过认知冲突引导、语法规则拆解、角色扮演和情境任务，学生们不仅掌握了“会”

“能”“可以”“应该”的使用规则，也在口语交流中学会了更精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未来，

针对不同语法点的教学，可以进一步探索基于交际的任务式教学法，让学生在实际交流中不

断提升汉语运用能力。

（案例来源于 2023 年 11 月 19 日对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外派教师张老师的邮件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