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巴嫩晨曦下的汉字之舟：一位汉语教师的写作课

在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始终面临着独特的挑战与机遇。

黎巴嫩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国家，其丰富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社会环境为汉

语教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一名外派

汉语教师，我在教授高级水平学习者的写作课程时，经历了一次从“文化碰撞”

到“思维融合”的教学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帮助学生提升了汉语写作能力，也让

我对跨文化教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课程伊始，我为学生们布置了一篇主题为“谈友谊”的写作任务。友谊是人

类永恒的话题，也是跨文化交流中极具共鸣的切入点。我本以为，对于高级水

平的学习者来说，这个主题既能引发他们的思考，又能充分展示他们的语言能

力。然而，当我收到学生的作文时，却发现情况并不理想。虽然语法错误较少，

但许多作文内容空洞，缺乏深度和逻辑性，难以打动读者。这让我意识到，问

题可能出在文化差异和思维模式上，而非语言能力本身。

为了深入了解学生们的困惑，我在课堂上组织了一次写作交流活动，鼓励

学生们分享自己的写作思路和遇到的困难。学生们纷纷发言，其中一位学生提

到：“老师，我觉得友谊在我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但它又太过平常，我不知道

如何用汉语写出它的独特之处。而且，汉语的表达方式和我们的阿拉伯语很不

一样，我不知道该如何转换思维。”这位学生的话让我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在

于文化差异和思维模式的不同。黎巴嫩学生习惯于使用阿拉伯语的表达方式，

而汉语写作有着独特的逻辑结构和表达习惯。这种文化碰撞导致了他们在写作

时的困惑和迷茫。

于是，我决定从文化对比的角度入手，帮助学生解决这一问题。在接下来

的课程中，我引入了中黎文化对比的教学环节。我首先介绍了汉语写作的常见

结构，如总分总结构、并列结构等，并通过具体的例文让学生们直观地感受汉

语写作的特点。然后，我引导学生分析阿拉伯语写作的风格和习惯，让他们找

出两种语言写作的异同点。学生们积极参与讨论，课堂气氛十分活跃。通过对

比分析，学生们逐渐明白了汉语写作的逻辑性和条理性，也开始尝试将自己的

思维模式与汉语写作要求相结合。



在讨论过程中，我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友谊”这一主题在中黎文化中的不

同表现形式。在黎巴嫩文化中，友谊被视为一种深厚的情感纽带，常常与家族

和社区的紧密联系交织在一起。黎巴嫩人重视朋友之间的相互支持和帮助，尤

其在困难时刻，朋友的支持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支柱。而在汉语文化中，友

谊同样被赋予了极高的价值，但更强调真诚、信任和长久的情感。中国古代的

诗词中常常提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强调友谊的纯洁和高尚。

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友谊”这一主题，我在课堂上分享了一篇关于友

谊的中文例文。文章从友谊在生活中的地位入手，探讨了友谊对个人幸福和成

长的重要性。文章指出，几乎每一个觉得自己幸福快乐的人，都不会缺少一种

东西：真诚的友谊。缺少了友谊，即使拥有大量财富，心里也不会有足够的幸

福感和快乐感。人类历史表明，人不可能孤立地生活，社会是人类生存的形式。

生活在社会中的人，需要与他人交往，需要他人的理解和帮助，因此也就需要

与他人建立友谊。即使是独立性很强、智慧很高的人，也感受到友谊对人生的

重要。爱因斯坦说过：“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有头脑、心地正直

的朋友。”

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友谊的特点：相处时会感到温暖和快乐，信任对方，可

以把自己的隐私告诉对方，愿意花时间与精力去帮助对方，在困难时会自然地

想到对方。相互间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了友谊。友谊虽然不能代替金钱、食

粮，但它的力量是巨大的。金钱可以用完，而真诚的友谊却一辈子享用不完。

根据科学家的研究，人的生存需要满足之后，每一点财富的增加对快乐本身都

不再具有特别的意义。换句话说，到了这个阶段，金钱就无法换来幸福和快乐

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拥有巨大财富的人也会生活苦闷，甚至要自杀，因

为他们精神上得不到满足。因此，友谊比财富更能使人快乐。

通过这篇例文的分析，学生们对“友谊”这一主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们

开始意识到，友谊不仅仅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能够跨越文化差异的纽带。在

黎巴嫩文化中，友谊被视为一种深厚的情感纽带，常常与家族和社区的紧密联

系交织在一起。黎巴嫩人重视朋友之间的相互支持和帮助，尤其在困难时刻，

朋友的支持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支柱。而在汉语文化中，友谊同样被赋予了



极高的价值，但更强调真诚、信任和长久的情感。中国古代的诗词中常常提到

“君子之交淡如水”，强调友谊的纯洁和高尚。

然而，仅仅理解理论是不够的，学生们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于是，

我设计了一系列写作练习，让学生们在实践中逐步掌握汉语写作技巧。我将学

生分成小组，让他们围绕不同的主题进行写作讨论和创作。在小组活动中，学

生们互相交流想法，互相纠正错误，写作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其中一个小组选择了“友谊在生活中的地位”作为写作主题。他们在讨论过

程中，不仅分享了自己对友谊的感悟，还积极探讨如何用汉语表达这些内容。

经过多次修改和润色，他们最终完成了一篇结构清晰、内容丰富的作文。作文

中，他们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友谊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友谊如何为人们带

来幸福和快乐。他们写道：“友谊如同一盏明灯，在黑暗中照亮我们前行的道

路。”这样的句子不仅生动形象，还体现了学生对汉语修辞手法的掌握。

在这一过程中，我发现学生们在写作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词汇运用不

够准确、句子结构过于复杂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采用了“一对一”辅导的

方式，针对每个学生的具体问题进行指导。我发现一些学生在词汇运用方面存

在困难，他们常常使用一些过于生硬的词汇，导致句子表达不够自然。我通过

举例和讲解，帮助他们理解词汇的用法和语境，鼓励他们多积累常用词汇和短

语。

我还引导学生关注汉语写作中的修辞手法和表达技巧。例如，汉语中常用

的比喻、拟人、排比等修辞手法，可以让文章更具感染力。学生们在练习中逐

渐学会了如何运用这些技巧，使文章更加生动有趣。例如，一位学生在描述友

谊时写道：“友谊如同一盏明灯，在黑暗中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这样的句子

不仅生动形象，还体现了学生对汉语修辞手法的掌握。

经过这次写作教学实践，学生们在汉语写作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他们

不仅能够用汉语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还能运用一些修辞手法和写作技巧，

使文章更具感染力。更重要的是，学生们在写作过程中学会了如何在不同文化

之间进行思维转换，这种跨文化思维能力将对他们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产生深远

的影响。



在今后的教学中，我将继续探索适合黎巴嫩学生的教学方法，为促进中黎

文化交流贡献自己的力量。我相信，通过跨文化教学，学生们不仅能够掌握汉

语这门语言，更能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联系，从而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

更好地沟通与交流。

（案例来源：笔者于 2024 年 11 月对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外派教师李老

师的访谈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