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黎巴嫩旅游汉语，踏上文化探索的奇幻列车

大曼是黎巴嫩当地一所中学的本土汉语教师，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耕耘多年，一

直致力于为学生们带来丰富且实用的汉语学习体验。他的学生们正处于汉语中级水平

阶段，对中国文化充满好奇，渴望在未来前往中国旅游或从事与旅游相关的工作。大

曼决定开展旅游汉语课程，帮助他们掌握在旅游场景中运用汉语进行交流的技能。

大曼依据《旅游汉语》这本教材展开教学，该教材内容丰富，涵盖了从预订机票

酒店、景点游览、购物消费到与当地人交流等多个旅游环节的实用汉语表达，其语言

难度和知识点设置与汉语中级水平学习者的学情十分契合。大曼深入研读教材，梳理

出每一课的重点词汇、常用句式以及文化背景知识，并结合黎巴嫩学生的实际需求和

可能遇到的旅游场景，对教学内容进行了细致的规划与调整。

此次教学聚焦于《旅游汉语》中 “乘出租车” 这一课。课程开始，大曼播放了

一段在中国街头人们拦出租车、与司机交流并乘车的视频。视频里，车水马龙的街

道、街边的中文标识，以及乘客和司机用汉语沟通的场景，瞬间吸引了学生们的目

光。大曼适时用流利的汉语和阿拉伯语说道：“在中国旅游，出行少不了乘坐出租

车，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如何用汉语和出租车司机交流。” 随后，他引导学生分享在本

国乘坐出租车的经历，课堂氛围一下子热烈起来。

接着，大曼开始讲解课文内容。课文主要介绍了在乘坐出租车时会用到的汉语表

达，比如告知司机目的地、询问大概费用、请求司机开慢点或快点、询问是否可以使

用某种支付方式等。在讲解过程中，大曼察觉到学生们在掌握这些实用表达时存在不

少问题。像 “请把空调开一下”“麻烦您走这条近路” 这类日常但有特定语境的语

句，学生们在实际运用时容易说错语序；“打表”“计价器”“过桥费” 等与出租车

出行紧密相关的词汇，学生不仅理解起来有困难，发音也不准确。

面对这些问题，大曼进行了深入思考。他明白，要解决语序问题，需要通过大量

的情景对话练习来强化正确表达习惯；而专业词汇的理解和发音难题，则要借助实物

展示、生活实例讲解和反复跟读训练来突破。



为了解决语序问题，大曼设计了多个情景模拟练习。他设定不同的出行场景，如

从酒店到机场、从景点到餐厅等，让学生分组扮演乘客和司机进行对话。在学生练习

过程中，大曼仔细倾听，一旦发现语序错误，立刻给予纠正，并详细讲解正确的表达

逻辑。例如，当学生说 “空调开一下请” 时，大曼会指出正确语序是 “请把空调开

一下”，并解释 “请” 放在句首表示礼貌请求，“把” 字句用于强调动作的对象。

针对专业词汇的学习，大曼先是展示了出租车计价器的图片，详细介绍其工作原

理和在乘坐出租车时的作用，帮助学生理解 “计价器”“打表” 等词汇。他还带来

了一些人民币现金和移动支付的支付码图片，讲解 “现金支付”“微信支付”“支付

宝支付” 等支付方式的表达。为了纠正发音，大曼反复播放这些词汇的标准发音音

频，让学生逐字跟读模仿，并且对发音困难的学生进行一对一指导。此外，他还开展

了词汇抢答游戏，给出一些与乘出租车相关的描述，让学生快速抢答出对应的词汇，

以此加深学生对词汇的记忆。

随着课程的推进，大曼发现学生们对中国出租车文化中的一些细节很感兴趣，比

如出租车司机的热情健谈、不同城市出租车的特色等。于是，他增加了文化拓展环

节，深入介绍中国出租车行业的一些文化现象，如很多司机会主动帮忙搬行李，在一

些大城市出租车还分不同的运营公司和车型等。他还邀请了曾在中国乘坐出租车的当

地人士来分享他们的有趣经历，让学生们更真切地感受中国出租车出行的独特之处。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学生们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他们不仅能够熟练运用与乘出

租车相关的汉语表达与 “司机” 顺畅交流，还能准确使用复杂句式提出各种合理需

求。在课堂的情景模拟展示中，学生们的表现十分出色，从上车打招呼、告知目的

地，到询问费用和支付方式，对话自然且流畅，充分展现了他们扎实的语言能力和对

中国出行文化的理解。

回顾这段教学经历，大曼感慨万千。他深刻认识到，在国际中文教育中开展旅游

汉语教学，要紧密贴合学生的实际需求和汉语水平，灵活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手

段。只有不断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才能真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

升教学效果，为学生们打开一扇通往中国文化和旅游世界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