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尔及利亚初学者汉语口语教学实践：问题发现与解决策略

2023 年秋季学期，汉语志愿者张老师应邀前往阿尔及尔第二大学，开展初

级汉语口语教学。她的任务是教授来自不同背景的阿尔及利亚学生基础的汉语口

语，课程内容主要依据《发展汉语》初级口语 1 第 1 课。这一课的核心目标是让

学生掌握日常问候语，特别是“你好”和“您好吗？”等常用的社交用语。然而，在

教学过程中，张老师发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面临了许多发音和语言结构方面的

挑战，尤其是在声调和语音的正确发音上。

课堂开始时，张老师首先通过清晰的示范讲解了中文的基本问候语，并带领

学生重复朗读。例如，张老师用标准的汉语发音示范“你好”和“您好吗？”并逐一

纠正学生的发音。然而，在发音练习时，她发现大多数学生的发音存在明显的问

题，特别是在声调的掌握上。阿尔及利亚的学生，尤其是初学汉语的学生，通常

难以区分“你”（三声）和“好”（三声）这两个词的声调，许多学生将其发音处理

得平淡无调，甚至出现了将声调混淆的现象。

张老师立即意识到，学生的发音问题可能与他们的母语——阿拉伯语的语音

系统有关。阿拉伯语不依赖声调来区分词义，因此阿尔及利亚学生在学习汉语时

缺乏声调的意识。与此同时，许多学生的第二外语是法语或英语，这两种语言在

发音上与汉语差异较大，尤其是在音调和音节的发音上。这使得学生在学习汉语

时往往忽略了声调的存在，导致他们在实际发音中出现了不准确的情况。

张老师深刻分析后发现，学生在学习汉语的初期，尤其是在基础口语的学习

过程中，发音的准确性是关键。而声调的掌握不仅影响到学生的口语表达流畅度，

也直接关系到语言理解的准确性。因此，张老师决定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来解

决这一问题。

首先，张老师通过分解发音的方法，帮助学生逐渐掌握“你好”和“您好吗？”

的发音。她将每个音节单独标注，并通过慢速朗读示范，帮助学生理解每个字的

声调特点。例如，在发“你好”时，张老师特别强调“你”是三声，而“好”也是三声，

但两个字的声调变化呈现出不同的调值，分别是由中到低和由低到高。为了帮助

学生加深记忆，张老师将声调变化与学生已经熟悉的语言模式做对比。她将“你”



的三声比作英语中的升调，而“好”的三声则比作英语中先低后高的调值。通过这

种对比，学生开始逐步理解并掌握声调的基本规律。

除了发音训练，张老师还结合实际对话场景进行教学，帮助学生在情境中应

用所学内容。她设计了多个角色扮演活动，学生们两人一组，通过模仿课文中的

对话进行练习。在这些活动中，学生们不仅练习了发音，还通过模拟实际的对话

场景，学习如何运用问候语与他人交流。张老师在活动中不断观察学生的表现，

并及时给出反馈，纠正发音上的错误，特别是学生们在使用“您好吗？”时，往往

忽视了句尾语调的变化。张老师通过逐一纠正，帮助学生们调整发音，使其更加

符合标准的汉语语音规则。

在教学过程中，张老师还发现，阿尔及利亚学生在学习口语时的另一个常见

问题是缺乏对汉语敬语的理解。在阿尔及利亚的文化中，问候语较为简洁和直接，

而在汉语中，尤其是对长辈或不太熟悉的人，使用“您好吗？”等敬语是非常重要

的。张老师在教学中特别注重向学生们解释这一点，帮助他们理解在不同的语境

中，如何选择合适的问候语。她通过举例说明，当学生与老师或年长的人交谈时，

应当使用“您”而不是“你”。这种文化差异导致学生最初在使用汉语问候时感到有

些不自然，甚至对“您”的使用产生了疑虑。通过解释和不断的实践，学生们逐渐

理解并掌握了这一点。

在不断的教学过程中，张老师看到了学生们的进步。尽管一些学生在发音上

仍然存在一定的困难，但他们已经能够比较清晰地发出“你好”和“您好吗？”这类

简单的问候语。在课堂的小组互动中，学生们也逐渐变得更加自信，并且开始理

解不同语境下的语言使用规范。尤其是通过角色扮演和小组讨论，学生们的口语

表达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张老师意识到，汉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的传授，更是跨文化交流的过程。阿

尔及利亚学生面临的语言障碍与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只有通过结合语言教学和文

化教学，才能真正帮助学生克服学习中的困难。在未来的教学中，张老师决定更

加注重发音练习，并将更多的中国文化元素融入到教学中，帮助学生在掌握语言

的同时，也能够理解和尊重语言背后的文化差异。



通过这次教学经历，张老师深刻体会到，教学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是帮助

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是每一位教师在教

学中都必须经历的过程。对于跨文化教学而言，理解学生的背景并根据其实际需

求调整教学策略，是成功的关键。

（案例来源：2023 年 10 月对志愿者张老师的线上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