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文化环境下的初级汉语教学实践——沙特学生“请”字句习得案例

姜老师是外派至沙特阿拉伯吉达孔子学院的对外汉语教师，负责教授初级汉语课程。她

的学生主要是当地大学生，他们具备一定的英语和阿拉伯语基础，对汉语充满兴趣，但由于

汉语与阿拉伯语在语法结构、发音和表达方式上的差异，学习过程中遇到了不少挑战。本节

课使用的是《HSK 标准教程 1》第 10 课，教学重点是祈使句的用法，尤其是“请”字句的

使用。然而，姜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们在使用“请”字句时普遍存在三个主要问题：

一是语法理解困难，阿拉伯语的句法结构与汉语不同，使得学生在造句时容易出现语序混乱

或省略“请”字；二是发音问题，由于阿拉伯语的语音体系与汉语存在显著差异，学生在“请”

字的发音上常常出现声调错误或辅音发音不清晰的情况；三是语言应用受限，尽管学生能够

理解“请”字的基本含义，但在实际交流中缺乏自信，无法自然地运用这一句型。针对这些

问题，姜老师在课堂上设计了多种教学策略，结合语法讲解、发音训练、情境模拟和文化对

比，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请”字句的用法，并提高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课堂开始时，姜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两个常见的“请”字句：“请坐”“请进”，并示范

发音，鼓励学生模仿和互动。学生们跟读后，姜老师发现，有些学生在发音时把“请”字的

音节拉得过长，有些则语调偏平，没有正确掌握它的声调。这让她意识到，学生可能是受母

语语音系统的影响，对汉语的音调控制较为生疏。为此，她利用 Zoom 平台的录音功能播放

标准发音，并结合屏幕共享展示口腔发音示意图，帮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正确的发音方式。

她逐一听取学生的发音，耐心纠正他们的语音错误，确保他们能够掌握标准的发音方式。

在语法教学部分，姜老师注意到，尽管学生能理解“请”字的基本含义，但在造句时常

常出现问题。他们要么遗漏“请”字，使句子显得不够礼貌，要么错误地调整语序，导致表

达不自然。为了让学生更清楚地理解“请”字句的句法结构，她通过拆解句子成分，强调“请

+动词/动词短语”的基本句型，并举例说明，如“请打开书”“请写你的名字”。随后，她向

学生提问，在阿拉伯语中如何表达类似的请求。学生们纷纷回答，表示在阿拉伯语里，他们

更倾向于使用委婉表达，而不是像汉语这样直接用“请”加动词的方式。姜老师借此机会，

引导学生对比两种语言在请求表达方式上的差异，帮助他们更深刻地理解“请”字句的语用

特点。

为了让学生能够在实际交流中自如运用“请”字句，姜老师设计了一系列情境练习。她

将学生分成小组，让他们在不同的生活场景中进行对话练习。例如，在课堂场景中，学生扮

演教师和学生，使用“请坐”“请安静”等句子进行课堂指令交流；在日常交际场景中，学

生模拟邀请朋友进屋或在餐厅点餐，如“请进”“请给我一杯水”；在正式场合中，学生尝试

运用“请”字句表达礼貌请求，如“请稍等”。这些练习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让他们

在真实语境中反复使用“请”字句，从而加深印象，提高口语表达的流畅度。

此外，姜老师还结合文化对比，帮助学生理解“请”字句在汉语语境中的礼貌功能。她

向学生解释，在汉语文化中，使用“请”字能够让请求显得更加委婉，而阿拉伯语在表达请

求时，往往更依赖语境或使用其他礼貌表达，而非固定的祈使句形式。她鼓励学生思考，如

果用阿拉伯语表达“请进”或“请坐”，他们会如何说？学生们在讨论后，发现自己通常会

使用间接表达，而非汉语这样直接的句型。这种文化对比让学生对“请”字句的语用功能有

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也帮助他们在跨文化交流中更自然地使用汉语。

在课程的最后阶段，姜老师组织了一次小型测验，要求学生用“请”字句完成一些日常

交流任务，如请同学坐下、请求老师重复问题或邀请朋友进门。大部分学生都能准确地运用

所学内容，表达自然流畅，展现出了显著的进步。姜老师对他们的表现给予了积极反馈，并

鼓励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多加练习，以进一步巩固学习成果。

本节课结束后，姜老师回顾了教学过程，并总结了几项关键经验。她认为，在面对母语



和目标语言结构差异较大的学生时，教师需要结合多种教学方法，通过语法解析、发音训练、

互动练习和文化对比，使学生能够在理解的基础上自然运用语言。此外，她也意识到，语言

教学不仅仅是语法和词汇的传授，更是文化交流的桥梁，只有让学生理解语言背后的社交规

则，他们才能真正掌握一门语言，并在实际交流中运用自如。

（案例来源于 2024 年 11 月 25 日对沙特阿拉伯吉达孔子学院外派教师姜老师的微信采

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