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巴嫩商务汉语：从指尖购物出发，开启语言新征程

苏童是一位外派到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的教师，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有

着丰富的经验。他一直致力于根据学生的实际需求和水平，开展多样化且实用的汉语

教学。当了解到黎巴嫩本土汉语中级水平的学习者对商务汉语兴趣浓厚，且在当今数

字化时代，网上购物成为商务活动和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后，苏童决定以《新丝路・中

级商务汉语综合教程（生活篇）》中的 “网上购物” 一课为基础，开展商务汉语教

学，帮助学生掌握网上购物相关的汉语知识和技能，为他们未来在商务领域的交流合

作或日常生活中的汉语应用打下基础。

在课程筹备阶段，苏童对教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发现这一课内容丰富，涵盖

了网上购物的流程，如注册账号、浏览商品、下单支付、售后服务等环节的常用表

达，同时还涉及到一些与商务相关的词汇和语句，如 “优惠券”“包邮”“退换货政

策” 等。苏童结合黎巴嫩学生的实际情况，考虑到他们在本国可能接触过的电商模式

和消费习惯，对教学内容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和调整。他收集了大量中国知名电商平台

的界面截图、购物流程演示视频，以及实际购物对话的音频资料，以便在课堂上更直

观地展示和讲解。

课程开始，苏童通过播放一段中国年轻人在电商平台上购物的短视频，画面中快

速切换的商品页面、便捷的操作流程以及生动的购物交流场景，立刻吸引了学生们的

注意力。视频结束后，苏童用流利的汉语和阿拉伯语说道：“在如今的中国，网上购

物已经非常普遍，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如何用汉语在网上购物。” 接着，他引导学生分

享自己在黎巴嫩的网上购物经历，学生们纷纷踊跃发言，课堂气氛十分活跃。

随后，苏童开始讲解课文内容。他先从网上购物的基本流程入手，通过展示电商

平台的界面截图，详细介绍每个步骤的汉语表达。例如，在讲解 “注册账号” 时，

他指着截图上的 “注册” 按钮，教学生认读和书写 “注册” 这个词，并解释其含

义。同时，他还补充了一些常见的注册信息填写词汇，如 “用户名”“密码”“手机

号码” 等。在讲解 “浏览商品” 环节，苏童引入了一些描述商品特点的词汇，如

“质量好”“款式新颖”“性价比高” 等，让学生们学会如何用汉语评价和挑选商

品。



然而，在教学过程中，问题逐渐显现出来。首先，学生们虽然具备一定的汉语基

础，但对于一些商务汉语中特有的词汇和表达方式，理解起来仍然有困难。比如，

“秒杀”“团购”“尾款” 等词汇，学生们难以准确把握其含义，在实际运用中容易

出错。其次，网上购物涉及到一些较为复杂的句式和对话场景，如询问商品细节、协

商退换货等，学生们在组织语言和表达逻辑上存在不足。例如，在模拟与客服沟通退

换货的场景中，学生们常常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和原因。此外，由于汉语和阿

拉伯语的语言结构差异较大，学生们在语法运用上也时常出现错误，像 “把” 字句

和 “被” 字句的正确使用，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难点。

面对这些问题，苏童陷入了思考。他意识到，商务汉语词汇的理解需要通过更多

的实例和对比来加深；复杂句式和对话场景的掌握需要通过情景模拟和角色扮演来强

化；而语法错误的纠正则需要通过系统的语法讲解和专项练习来解决。

针对商务汉语词汇的学习，苏童收集了大量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信息和广告文

案，从中选取包含目标词汇的句子，让学生们分析和理解。例如，在讲解 “秒杀”

时，他展示了一条电商平台的促销信息：“今晚八点，这款手机限时秒杀，数量有

限，先到先得！” 通过这样的实例，学生们对 “秒杀” 的含义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同时，他还将一些容易混淆的词汇进行对比讲解，如 “包邮” 和 “包税”，让学生

们明确它们之间的区别。

为了帮助学生掌握复杂句式和对话场景，苏童设计了一系列的情景模拟活动。他

设定了不同的网上购物场景，如购买服装时询问尺码、颜色；购买电子产品时询问性

能、售后等，让学生们分组进行角色扮演，分别扮演买家和客服进行对话。在学生们

表演的过程中，苏童仔细倾听，及时纠正他们的语言错误和表达不当之处，并给予针

对性的指导。例如，当学生在表达退换货原因时说 “我不喜欢这个东西，要退货”，

苏童会引导他们使用更规范和礼貌的表达方式，如 “我对收到的商品不太满意，想申

请退换货，请问该如何操作？”

在解决语法问题方面，苏童对 “把” 字句和 “被” 字句等常用但容易出错的

语法点进行了系统的讲解。他通过大量的例句展示，让学生们理解这些语法结构的构

成和用法。例如，他给出 “我把书放在桌子上” 和 “书被我放在桌子上” 这两个

句子，详细讲解 “把” 字句强调动作的执行者对动作对象的处置，“被” 字句则强



调动作对象受到的动作。同时，他还设计了语法专项练习，让学生们进行句子改写和

造句练习，巩固所学的语法知识。

随着课程的推进，苏童发现学生们对中国电商文化中的一些特色现象也很感兴

趣，如 “双十一” 购物狂欢节、直播带货等。于是，他增加了文化拓展内容，详细

介绍了这些电商文化现象的起源、发展和影响。他还播放了一些 “双十一” 购物狂

欢节的热闹场景视频，以及知名主播直播带货的片段，让学生们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电

商文化的魅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学生们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他们不仅能够熟练掌握网上购

物相关的商务汉语词汇和表达方式，还能在各种模拟的购物场景中进行流畅、准确的

对话。在课堂的小组展示中，学生们以不同的购物主题进行情景表演，从挑选商品、

咨询客服到下单支付、处理售后，整个过程语言运用自然得体，充分展示了他们扎实

的语言能力和对中国电商文化的理解。

回顾这段教学经历，苏童感慨颇多。他深刻认识到，在国际中文教育中开展商务

汉语教学，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水平和学习需求，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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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

果，为学生未来在商务领域的汉语交流与合作提供有力的支持。这次在黎巴嫩圣约瑟

夫大学孔子学院的商务汉语教学经历，也将成为他宝贵的经验，激励他在未来的教学

中不断探索和创新。

（案例来源：笔者于 2024 年 9 月 5 日对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外派汉语教师苏童的

线上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