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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埃及汉语教学历史悠久 ， 始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 随着中埃两国经济 、

友好关系的发展 ， 埃及对汉语人才需求增加 ， 埃及汉语学习人数逐年增

多 ， 开设中 文系的大学也不少 。 但对于埃及汉语教学 ， 特别是大学汉语

教学情况的研究较为缺乏 。

本文以开罗 大学和艾因夏姆斯大学为例 ， 回收 １ ０ １ 份有效 问卷 ， 通

过 问卷调查与访谈法对埃及大学汉语及中 国文化教学情况进行研究 ， 了

解埃及大学汉语及中 国文化教学现状 ， 以及学生们的相关需求 ， 进而分

析埃及大学汉语及中 国文化教学特点 、 存在的 问题并提 出相应的改善建

议 。

本文共分为六章 ： 第
一

章绪论 ， 主要论述本文研究缘起 、 选题意义 、

相关研究综述及主要研究 内 容和研究方法 。 第二章论述开罗大学和艾因

夏姆斯大学汉语和 中 国文化教学现状 ， 以及针对这两所大学汉语及 中 国

文化教学的调查设计 ， 并分析 了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 第三章调查分析

两所大学汉语课程设置 、 教学 内容 、 教学方法 、 教师情况 、 教学资源和

汉语评估测试 ， 并进行 了对 比分析 。 第四章调查分析两所大学学生学习

中 国文化的态度与 目 的 、 中 国文化 了解情况 ， 以及文化教学方法和文化

活动 ， 并将两所大学进行对 比分析 。 第五章分析埃及大学汉语与 中 国文

化教学的特点 、 存在 的 问题并提 出相应的建议 。 第六章结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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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 明 ， 埃及大学汉语及中 国文化教学的特点为 ： 办学规模较大 ；

师资力量相对较好 ； 学生人数逐年递增 ， 工作需求不断增加 ； 获得政府

重视与支持 ， 地位提升 。 文化教学受到重视 ； 文化活动丰富 。 主要 问题

有 ： 教学 内 容缺乏实用性和针对性 ； 教师水平需进
一

步提高 ； 学生学习

积极性不高 ， 态度不认真 ；

教 学方法较单一
；

教 学设施与资源有待进一
步

完善。 文 化教学内 容欠缺实用性； 文 化教学与汉语教学脱节； 欠 缺文化

对比 教学； 文 化实践与体验不足。 本

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选题较为新颖， 以 开罗大学和艾因夏姆斯大学为

例， 不 仅调查分析了埃及大学的汉语教学情况， 同 时分析了 埃及大学中

国 文化教学情况， 并 将两所大学进行对比。 本 文调查访谈所得材料均为

第一
手

资料。 本 文基于调查数据分析出的埃及大学汉语教学特点及存在

的 问 题具有一
定

说服力， 所 提出的 建议较有针对性。 希

望本研究能够帮助相关研究者及从教人员更好地了 解埃及汉语及中

国 文化教学情况， 以 促进埃及汉语及中国 文化教学更好地发展。

关键词 ： 汉语教学 ； 中 国文化教学 ； 开罗大学 ； 艾因夏姆斯大学 ； 埃及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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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和选题意义

－

、 研究缘起

中 国和埃及都是文 明 古 国 ， 两个国家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明 ， 据 史料记载 ，

两个国 家交流史可 以追溯到公元前 ３ 世纪 。 随着埃及社会的开放发展 ， 特别是近年

来中 国
“
一

带
一

路
”

政策的实施 ， 中埃经济 、 贸 易 、 政治 、 文化等方面的合作越来

越紧密 ， 埃及 的汉语学 习 者越来越 多 ， 汉语 己经成为埃及的重要外语之
一

， 汉语教

学在埃及发展得也 比较迅速 。 另
一

方面 ， 随着 中 国 出境旅游客人的增 多 ， 与埃及做

生意 的人也越来越多 ， 中 文导游和翻译在埃及成了
一

份热 门 工作 ， 这是埃及人学 习

汉语原因 的之
一

。

在埃及 ， 有 中文系的学校越来越 多 ， 发展也很快 ， 但是很少有人人对埃及大学

汉语及 中 国 文化教学情况进行专 门研宄 。 在埃及大学 中文专业 ， 汉语及 中 国文化教

学现状如何 ？ 学生对汉语及中 国文化教学的 需求有哪些 ？ 学生对汉语教师又有哪些

期待 ？ 本文 以埃及最重要最有名 的两所大学艾 因夏姆斯大学和开罗大学 中 文系 的学

生为调查研宄对象 ， 分析其汉语及 中 国文化教学现状 、 特点及存在 的 问题 。

笔者本身是埃及汉语学习者 ， 与汉语结缘于 ２ ０ １ ３ 年 ， 当时在开罗 中 国文化中

心学 习 汉语和 中 国文化 。

一

路走来 ， 有苦有 乐 。 自 从有 了汉语梦 ， 我便在这条追梦

的道路上孜孜 以求 、 从未松懈 。 ２０ １ ７ 年获得中 国政府奖学金支持 ， 来到 中 国攻读汉

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研宄生 ， 在此期 间学习 了 汉语及 中 国文化教学相关的理论知识 ，

１



并在
一

年之后再回到埃及开罗大学进行汉语教学实 习 。 作为汉语学习 者 ， 同时又是

汉语教学的实践者 ， 笔者利用 曾经的汉语学 习 经验 ， 以及 回 国实习期 间 ， 对埃及汉

语及中 国文化教学做 了较为全面的 了解 ， 并特别针对埃及开罗大学及艾因夏姆斯大

学汉语教学进行 了较为深入的调查 ， 因此有条件能够较好地完成本研宄 。 能够分析

出埃及汉语教学及中 国文化教学特点 、 存在的 问题 ， 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

我的大学外语系 只教授英语 、 法语 、 德语和俄语 ， 而没有汉语 。 我有
一

个梦想 ，

希望通过我的努力 ， 在我的大学开设 中文课程 ， 我来教埃及学生汉语 。 我期盼着帮

助埃及学生更便捷地学习汉语 ， 让更多 的埃及人 了解 中 国 ， 走进汉语 的世界 。 更希

望汉语成为纽带 ， 使 中 国和埃及这两个历史悠久 、 文化源远流长的文 明 古 国 能够携

手并肩 ，

一

路同行 。 笔者也希望通过本研究能够促进埃及汉语教学及中 国文化教学 ，

方便埃及有汉语梦的学生学习汉语与 中 国文化 。 这也是本研究的 目 的之
一

。

二
、 选题意义

中埃建交后 ， 中埃的经济 、 政治关系稳步发展 ， 同时 中埃文化交流也备受重视 ，

中 国政府在努力支持埃及政府培养会汉语 、 熟悉中 国文化的人才 。 在埃及 ， 当地人

学习 中文的热情 日渐高涨 。 但是埃及汉语教学与汉语推广也存在着
一

些 问题 。 探索

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和方法 ， 推进埃及汉语和 中 国 文化教学的可持续发展便显得至

关重要 。

（

―

） 弥补埃及汉语及中国文化教学研究的不足

世界各国 ， 随着汉语学 习者的增加 ， 汉语教学 的研宄越来越受到重视 。 埃及与

中 国关系密切 ， 双方在经济 、 贸 易 、 外交 、 文化等方面均有合作 ， 埃及对汉语人才

的需求越来越大 。 在埃及虽然汉语学 习者的数量不断增多 ， 教学效果也获得认可 ，

教学质量也越来越高 ， 但是埃及的汉语教学仍然存在着
一

些 问题 。 关于埃及大学汉

语教学的研究并不多 ， 有关埃及汉语教学的文献 资料也很少 。 因此本文通过对埃及

开罗大学及艾因夏姆斯大学汉语及 中 国文化教学进行调查 ， 分析 出埃及大学汉语及

中 国文化教学情况 ， 使相关研宄者和从教人员对埃及汉语教学现状有
一

个客观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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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 可 以弥补埃及汉语及中 国文化教学研宄的不足 。

（二 ） 促进埃及汉语及中国文化教学发展

埃及汉语学 习者学习汉语的 目 的各不相 同 ， 有些人为 了 以后能找到工作而学习

汉语 ， 有些人因为对汉语和 中 国文化感兴趣而学 习汉语 ， 汉语及 中 国 文化教学应该

满足他们 的需求 。 本文将对埃及大学 目 前的汉语及 中 国文化教学情况进行调查 ， 在

详细分析埃及开罗大学和艾因夏姆斯大学在课程 、 师资 、 教学 内 容方法 、 教学资源 、

中 国文化教学等方面的优势与不足的基础上 ， 有针对性地提 出 建议 。 通过本研究可

以 了解埃及大学汉语教学所存在的 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 所提 出 的 建议可直接应用 于

埃及大学 的汉语教育 ， 为教师和学生提供有益的借鉴 。 并且可 以推动汉语作为第二

语言教学在埃及的发展 ， 使学习汉语的人数稳步增长 。 对埃及 大 学汉语及 中 国文化

教学的研 究 ， 可 以促进埃及汉语及 中 国 文化教学发展 ， 对汉语文化教学事业有重要

的意义 。

（三 ） 促进埃及中国文化传播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又是传播文化的媒介 。 学 习汉语的过４也在

学 习 中 国文化 。 汉语教学在传播 中 国文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 以往有少量研究埃及

汉语教学 的文献 ， 但对于埃及 中 国 文化教学方面的研宄凤毛麟角 。 本研究不仅调查

分析埃及大学汉语教学情况 ， 同时也分析埃及大学 中 国文化教学情况 。 这有助于 了

解埃及 中 国文化教学和文化传播情况 ， 分析埃及在 中 国 文化教学和传播方面 的特点

及存在的 问题 ， 并提 出适当 的建议 ， 有利于促进中 国文化在埃及 的传播 。

第二节 海外大学汉语及中国文化教学相关研究综述

一

、 海外大学汉语教学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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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欧美及澳大利亚大学汉语教学相关研究

张力 （ ２０ １ ３ ） 在 《意大利大学汉语教学现状介绍 》 中提 出意大利大学汉语教学

存在 的主要 问题有 ： 教师 的发音标准 、 教学经验不足 ， 教学方法不能达到 目 标 。 学

生学习汉语的态度不积极 ， 学 习汉字有 困难 。 针对这些 问题 ， 意大利
一

些大学开设

汉语教学培训课程 ， 编写针对意大利学 习者的教材 ， 丰富 当地的教材资源 。

？

李柏 （ ２ ０ １ ３ ） 在 《美 国怀俄明大学汉语教学调查报告 》 中提 出教师很重视学生

汉语 口 语表达能力 的教学 。 美 国学生热爱生活 ， 喜欢挑战 ， 老师根据这些特点 ， 在

课堂进行
一

些小组比赛 ， 激发学生之间的竞争意识 。

？

王廷杰 （ １ ９９６ ） 在 《美 国大学汉语教学印象 》 指 出 ， 教师进行汉语教学时利用

卡片和教具演示 ， 注重学生的 口语表达和交际能力 。 但不足的是教师上课准备不充

分 ， 语法点不突 出 ， 语言表达不太清楚 。 美 国 的专职教师 比较少 ， 有
一

些教师普通

话不够地道 。 教材的 问题比较多 。

？

王子义 、 牛端 （ ２ ０ １ ４ ） 在 《澳大利亚大学汉语教学的现状及思考 》
一

文 中指

出学生学习汉语及 中 国文化有
一

定难度 ， 教材没有针对性 ， 不太适合当地学生 。 汉

语教师缺 口很大 。 作者也提 出 几点思考 ， 如 ： 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相融合 ， 国 内教

材与本土教材相结合 ， 中 国教师与本土教师的联合 ， 基础汉语教学与专业汉语相结

么④
Ｕ〇

（二 ） 韩国 日本大学汉语教学相关研究

作为中 国 的邻居 ， 相对其他国家来说 ， 日 本和韩 国 的汉语教学开设得较早 ， 发

展得快 、 范围广 ， 形式也是多种多样 。

李天洙 （ ２ ０ ０４ ） 在 《韩 国大学汉语教学状况分析 》 指出韩 国各个大学之间没有

共同的协作与沟通 ， 因此在教学课程 的安排 ， 教学范 围 的设定 ， 教学方法 ， 教学难

度的掌握 ， 考查学习成绩的方法都没有
一

个固 定 的教学标准 。 目 前在韩 国大学中 ，

课程的安排重视读写 、 语法 、 阅读却 忽视听力和 口 语 的教学 ， 在各 门课程之间没有

①

张利 ： 《意大利大学汉语教学现状介绍 》 ， 《 国 际汉语教育 研究 》 ， 北京 ： 高等教育 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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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

？

许炜 （ ２０ １ ４ ） 在 《简析韩 国大学汉语教学现状 》 中分析韩国大学存在的最大 问

题是大部分的教师没有接受过师范教育 ， 对中 国文化和现代情况不太 了解 ， 进而影

响学生对中 国文化理解不深 。

？

郭春贵 （ ２００５ ） 《 日 本的大学汉语教育 问题 》

一

文认为 ， 日 本大学很重视文学

和文化 ， 轻视语言 。 汉语的专任师资少而大部分都是非汉语专业的人 ， 中 国教师也

少 ， 教学意识也不强 。 学生汉语学习动机不太 明确 ， 学生 只重 阅读翻译 ， 不重视 口

语 。 教材多是初级教材 ， 中 国编写 的教材不太适合 日 本学生使用等 。

＠

（三 ） 东南亚大学汉语教学相关研究

东南亚汉语教学存在
一

些共同 的 问题 ， 侯宇霞 （ ２ ０ １ ０ ） 在 《 东南亚地 区 吾教

学现状及发展途径 》 提 出东南亚地区大学汉语教学人才资源断层 ， 汉语教师综合素

质不尽人意 ， 实用规范的汉语教材难寻 ， 汉语教学差异大 。

泰 国大学汉语教学方面 ， 泰国南方大学使用 的教材缺乏实用性 、 连贯性和本土

行 ， 课堂教学时 间安排得不太合理 ， 师资不稳定 。

＂

中 文系汉语教学课程设置还不

完善 ， 教师缺乏 ， 汉语材料不适合 ， 教学设备不足 。

＂

此外 ， 缺乏汉字课 ，
．语法课

课时不合理 。 教师 的教学方法单
一

， 对教材 的 掌控能力太低 ，

＂

也是存在 的 问题 。

相关建议为 ， 增强汉语师资力量 ， 结合学生的水平 、 需求 、 学 习 目 的编写教材 ， 力 口

强多媒体设备的使用 ， 丰富教学方法 ， 进行汉语教学 的反馈调查 。

＂

柬埔寨大学汉语教学师 资力量缺乏 ， 有很 多教师不是汉语专业毕业 ， 所 以汉语

专业知识不够 。 汉语课程设置有不合理的地方 ， 学生学 习时 间不足 。

＂

（四 ） 中亚大学汉语教学相关研究

①李天 洙 ：《 韩国大学汉语教学状况分 析 》 ，《安庆师范学院学 报 （社会科学 版 ） 》 ， ２ ０ ０ ４年 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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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佳英 （ ２０ １ ６ ） 在 《吉尔 吉斯斯坦大学汉语教学现状调查报告一一 以 比什凯克

市 ５ 所大学为例 》

一

文 中认为 ， 吉尔吉斯斯坦大学汉语教学汉语课时安排不均 ， 汉

语教师与学生认为的学习难点不
一

致 ， 汉语教材不能够满足学生学 习 的 需要 ， 教师

专业化程度偏低 ， 教具使用少 ， 教学形式和课外活动不够丰富 。 父母对于孩子汉语

学习 的支持度低 ， 学生 口语练习少 。

乌兹别克斯坦大学汉语师资力量不够 。 学生学 习汉语的动力不足 ， 语法和发音

方面有 困难 ， 汉语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能激发学生对汉语的兴趣 。 教师的教学方

法比较单
一

， 没有创新 ， 学校提供的教具与参考资料不足 。 相应的建议包括 ： 加强

汉语教师的职业培训 ， 编写合适的汉语教材 ， 课堂上应该采取灵活多样 的教学方法 ，

学校需要增加汉语课程 。

？

（五 ） 非洲大学汉语教学相关研究

非洲地区大学汉语教学 ， 教师数量不足 ， 并且质量需要提高 。 现有汉语教材不

太合适非洲 国家 的学生 ， 有
一

些教材 内容过多不符合当地学期和学制 ， 也有
一

些教

材 内容不太符合 当地学生的文化 ， 也有教材 内 容太难不符合学生的水平 。 除 了埃及

和南非等少数 国家 ， 大多非洲 国家的大学都缺乏教学设备和教学资源 。

？

突尼斯的大学汉语教学学科建设不健全 ， 课程设置不合理 ， 无法达到 了预期的

教学 目 的和效果 。 师资力量也薄弱 ， 缺乏本土汉语教师 ， 中 国教师的外语水平有限 。

缺乏教学资料 、 图书等 ， 教材没有针对性 。 缺乏汉语学 习环境 ， 影响学生的学习动

力 。

？
布隆迪大学汉语学 习 者学 习积极性不高 ， 态度不太认真 。 教师普通话不标准 ，

教学经验不足 。 所使用 的教材难度小 ， 汉语及文化知识掌握得少 。

有关埃及汉语教学的文献很少 ， 关于埃及大学汉语教学的研宄更少 。 邓时忠

（ ２００６ ） 在 《埃及的大学汉语教学 》 提 出 了埃及大学 中文系 的特点 ： 大部分教师很

优秀经验也很丰富 ， 学生也很优秀 ， 埃及所有大学的设施都在不断完善 ， 有 良好的

①何佳 英 ：《吉 尔吉斯斯坦大学汉语教学现状调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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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 、 教研室 ， 图书馆 图书也 比较丰 富 。 ，土芳 、 王松岩 （ ２ ００８ ） 在 《埃及汉语教

学发展概况 、 存在的 问题及对策 》 提 出埃及大学汉语教学本土师资力量不足 ， 师资

水平有待提高 ， 教材不够系统 ， 课程设置不够科学 ， 教学手段落后 ， 电化教学还没

有走入课堂 。

＠

朱文夫 （ ２０ １ ３ ） 在 《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汉语教学管理 中 的 问题与对策 》 中指

出苏伊士运河大学课程设置不合理 ， 上课时间短 ， 教材使用不 当 ， 本土师资不足 。

同时也提出 了 相关对策 ， 制定新大纲 、 科学设置课程 、 编选优秀教材 、 发挥外教作

用 、 推进本土教师建设 、 更新图书资料 、 完善教学设备 。

李圃 （ ２０ １ ４ ） 在 《埃及汉语教学的发展历程及制约 因素分析 》
一

文 中认为埃及

大学汉语教学缺乏整合 ， 课程设置不科学 ， 与社会需求和学生实际脱节 ， 培养人才

的效率 比较低 。 师资力量 比较薄弱 ， 教学方法理念和方法需要提高 ， 教材建设滞后 ，

教学设备和资源不足 。

＠

二 、 海外大学中国文化教学相关研究

海外大学 中 国文化教学相关研究并不 多 。 陈稳莉 （ ２０ １ ５ ） 在 《泰国瓦莱岚大学

汉语文化教学研宄 》 中 ， 分析 了 瓦莱岚大学文化教学的原则和方法 ， 文化学习 的 目

的 ， 文化教学 内 容和使用 的教材 ， 并针对文化教学情况提 出
一

些思考与建议 。 认为

文化教学要考虑到学生的 需求与希望 、 学生的文化基础与文化背景 ， 根据学生特点

编写有针对性的教材 。 文化教学应 当 具有趣味性 ， 教师要运用 灵活的教学方法 。 教

师应具备丰富 的文化知识 。

？

莎妮 （ ２ ０ １ ８ ） 在 《斯里兰卡大学
“

中 国 文化
”

课程教学研宄
一一

以凯拉尼亚大

学为例 》 探讨 了斯里兰卡大学 中 国 文化课程教学情况 ， 研宄包括学生学习 中 国文化

的 目 的 ， 感兴趣的文化 内 容 ， 学 习 文化的动机 ， 教师使用 的教学方法和教材使用等 。

指 出大学文化课程教学最大的 问题是 中 国文化课程教学课时不足 ， 大学的文化教学

资源与设施需要改善 ， 文化教学大纲安排得不合理 ， 目 标和 内 容等方面不清楚 。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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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文化知识不是很丰富 ， 文化教学经验不足 。 教材没有针对性 ， 教材的语言 内容

较难 ， 不符合学生的水平 。 并提 出建议 ： 延长教学时间 ， 改善大学的 中 国文化教学

设施与资源 ， 强调 中 国文化教学大纲 ， 加强教师力量 ， 使用多样的教学方法 。

？

陈欣逸 （ ２ ０ １ ３ ） 在 《泰 国艺术大学 中 国文化教学现状分析 》 中探讨 了艺术大学

中 国文化教学方法 ， 学生学 习 中 国文化的 目 的与态度 ， 学生感兴趣的文化 内 容和文

化教学的评估测试等方面 。 发现泰国艺术大学 中 国文化教学内容偏难 ， 不适合学生

水平 ， 缺乏实用性和趣味性 。 因此 ， 教师应创造机会帮助学生接触中 国文化 ， 采取

多样的教学方法 ， 加强中 国文化教学 。

＠

三 、 当前研究的成果与不足

（

一

） 当前研究的成果

１ ． 关于海外大学汉语及中国文化教学的研究成果

虽然海外大学汉语及 中 国文化教学相关研宄并不多 ， 但也取得 了 以下研究成果 ，

汉语教学方面的研究包括师资力量 、 学 习者学 习汉语的 目 标和原因 、 教学 中使用教

材情况 、 教学方法 、 教学活动等 。 以及海外大学汉语教学存在 的 问题及相关建议 。

中 国文化教学方面的研究 ， 包括学 习者对 中 国文化的态度 ， 学习者感兴趣的文化 内

容 ， 文化教学方法 ， 文化活动等 。 以及海外大学 中 国文化教学存在的 问题及
一

些建

议 。

２ ． 关于埃及大学汉语及中国文化教学的研究成果

埃及大学汉语教学方面的研宄成果 ， 包括汉语教师的优势与不足 ， 学生的特点 ，

埃及大学使用 的教材 ， 教学设备和教学方法 。 通过这些研宄使大家对埃及大学汉语

教学情况有
一

定 的 了解 ， 丰富 了埃及汉语教学相关研宄 。 同时 ， 相关研究也提 出埃

①

莎妮 ： 《斯里兰卡大学
“

中 国 文化
”

课程教学研究
——

以凯拉尼亚大学为例 》 ， 硕士学位论文 ， 北京外 国语大

学 ， ２ ０ １ ８ 年 ５ 月 ， 第 １ ８ ３ ５ 页 。

②

陈欣逸 ： 《泰 国艺术大学 中 国 文化教学现状分析 》 ， 硕士学位 论文 ， 中 央 民族大学 ， ２ ０ １ ３ 年 ５ 月 ， 第 ６ ７
－

７ 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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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大学汉语教学存在着
一

些 问题 ， 并提供 了针对这些 问题解决建议 。 具体来说 ， 包

括埃及大学生的特点与 不足 ； 针对教材 内容与使用情况找 出不足的地方 ； 指 出教师

使用 的教学方法和教具使用情况 ； 探讨适合埃及大学生的汉语教学方法 ； 介绍埃及

大学教学资源与设施情况 ， 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 给埃及汉语教学提供 了
一

定的帮助

与支持 。

（二 ） 当前研究的不足

目 前有关海外大学汉语及中 国 文化教学的研究成果并不丰富 ， 而且不够全面 。

特别是关于海外大学中 国 文化教学的研宄更是少之又少 。 并且研宄方法 比较单
一

，

或者缺少实证研宄 ， 有些调查样本数量不 多 。

海外大学汉语教学在不断发展 ， 但现有
一

些研究是十几年前做 的 ， 缺少时效性 ，

中 间经过 了很长时 间 ， 教学情况发生 了 改变 ， 师资情况 、 学生的学 习环境 、 教学 内

容 、 教材等都发生 了变化 。 亟待 出现新的研究成果 ， 以反映最新的汉语及 中 国文化

教学现状 。

此外 ， 大部分关于埃及汉语教学情况的调查和分析 的研究者都是 中 国人 ， 而缺

少埃及本土学者对埃及汉语教学和文化教学情况的研宂 。 本研宄的作者既是汉语学

习 者 ， 又是汉语教学的 实践者和研宄者 ， 因此可 以从本土视角研宄埃及大学汉语及

中 国文化教学的情况 ， 并根据亲身课堂观察 、 数据分析和访谈资料探讨埃及大学汉

语及 中 国文化教学存在 的 问题 ， 以便提 出 相应 的 中肯的建议 。

第三节 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一

、 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 ， 通过课堂观察 、 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法 ， 以埃及两

所著名 大学
一一

开罗大学和艾因 夏姆斯大学为例 ， 分析埃及大学汉语及 中 国文化教

学现状 、 特点 、 存在的 问题及相应 的解决建议 。 以期增强学生学习 汉语的兴趣 ，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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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学效果 ， 促进埃及大学汉语及中 国文化教学的 良性发展 。

本文共分为六章 。 第
一

章为绪论 ， 主要论述本文研究缘起 、 选题意义 、 相关研

究综述及主要研究 内 容和研究方法 。 第二章论述开罗大学和艾因夏姆斯大学汉语和

中 国文化教学现状 ， 包括课程设置 、 教材使用情况 、 教学方法 、 师资情况及埃及汉

语学 习者的特点等 。 以及针对这两所大学汉语及中 国文化教学的调查设计 ， 并分析

了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 第三章调查分析两所大学汉语课程设置 、 教学 内容 、 教学

方法 、 教师情况和汉语评估测试 ， 并进行 了对 比分析 。 第 四章调查分析两所大学学

生学习文化的态度与 目 的 、 中 国文化 了解情况 ， 以及对文化教学方法和文化活动 的

看法 ， 并将两所大学进行对 比分析 。 第五章分析两所大学汉语与 中 国文化教学的特

点 、 存在 的 问题并提 出相应 的建议 。 第六章结语 ， 总结本研究 的局限 、 本研究的意

义 、 主要 内 容 、 主要方法 、 研究结论 、 创新点 、 本研究的不足和今后的研究空间 。

二 、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和量化研宄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具体研宄方法如下 ：

（

―

） 文献研究法

本文通过 中 国知 网 （ ＣＮＫ Ｉ ） 、 万方
－

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 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

平 台等多个文献搜索 引擎 ， 以及艾因夏姆斯大学和开罗大学官网收集资料文献 ， 对

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分析 ， 了解当前研宄动态 ， 丰富理论知识 ， 构建研宄框架 。

（二 ） 访谈法

在文献梳理之后 ， 为 了 更深入 了解埃及大学汉语及 中 国文化教学情况 ， 笔者对

开罗大学与艾 因 夏姆斯大学学生进行 了深度访谈 ， 每
一

位访谈时长为 ３ ０ 分钟左右 ，

访谈 内 容主要是学生对两所大学汉语及 中 国文化教学的看法与建议 ， 包括教材 、 教

师 、 教学方法 、 教学 资源 、 评估测试 、 文化活动等 。 并对访谈 内 容进行整理 ， 作为

问卷设计的依据之
一

， 以及分析的佐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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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课堂观察法

笔者在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实习 期间 ， 亲身参与开罗大学汉语及中 国文化的课堂

教学 ， 也参与艾因夏姆斯大学的课堂教学 ， 观察 了教学的过程 、 教学方法和教师与

学生课堂 中 的样态 。 有利于本研宂调查数据的分析 。

（四 ） 问卷调查法

在文献研究 、 课堂观察和访谈基础之上 ， 设计针对埃及两所大学汉语学习 者的

汉语及中 国 文化教学调 查 问卷 ， 并用 问卷星发放问卷 ， 运用 ＳＰＳＳ 软件对调查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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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开罗大学与艾因夏姆斯大学
０
汉语及中国文化教学调

查设计

第一节 开罗大学和艾因夏姆斯大学汉语及中国文化教学现状

―

、 埃及大学汉语及中国文化教学现状

（

一

） 埃及大学汉语教学现状

在埃及教育部和 中 国政府的支持下 ， 目 前埃及的汉语教学不断地发展进步 。 汉

语学 习者 的数量逐步增多 ， 出现 了大批优秀的汉语者和毕业生 。 并且师资力量也不

断加强 ， 多数教师在 中 国学 习过 ， 或者参加过汉语教学的培训 ， 都通过 了 高级 ｈ ｓ ｋ

水平考试 ， 有丰富 的汉语学 习经验和
一

定 的教学经验 。 埃及现有十几所大学开设 中

文系 ， 著名 的有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 中文系 、 开罗大学艺术学院 中文系 、 爱资

哈尔大学 中 文系 、 苏伊士运河大学中文系等 。

一

般有环境 良好的教室 、 语音教室 、

办公室和藏书丰富 的 图书馆 。 埃及现有三所孔子学院 ， 分别是开罗大学孔子学院 、

艾 因 夏姆斯大学孔子学院和苏伊士大学孔子学院 ， 还有
一

所 中 国 文化 中心 ， 能够促

进世 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两个国家之间 的友谊和文化交流 。

（二 ） 埃及大学中国文化教学现状

根据 行文需要 ， 开 罗 大学有时简称为
“

开大
”

， 艾 因 夏姆斯大学有时简称为
“

艾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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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宗教和 民族 ， 不 同 国家存在着文化和 习俗的差异 ， 在学习语言 的 同时也应

重视文化的学 习 。 埃及和 中 国属于不 同大陆 ， 文化差异很大 。 这两个国家都有着几

千年的历史 ， 文化很丰富 ， 这是吸 引 学习汉语的优势 。 埃及大学开设的 中 国文化课 ，

一

般有文学 、 历 史 、 文 明等课程 。 埃及大学 ， 特别是孔子学院和开罗 中 国文化中心

每年组织各种文化展览和文化活动 ， 吸引 了埃及各地学生参加 ， 丰富 了埃及汉语学

习 者对 中 国 文化的认知 。 中 国 文化周 、 汉语角 ， 春节 日 和文化讲座等促进 了 中埃之

间 的交流和沟通 。 还有
一

些文化赛事 ， 如 中 国 历史表演 、 演唱 中 国歌 曲 、 汉语桥 、

朗诵 比赛 、 小说 比赛和演讲 比赛等 ， 也帮助埃及大学生 了解中 国文化和历史 。 每次

比赛氛围都特别热烈 、 活泼 ， 学生们互相帮助 ， 比赛促进 了学生汉语水平和 中 国文

化水平的提高 ， 很 多学生通过这些 比赛实现 了 到 中 国 留学的梦想 。 这些都有助于埃

及汉语教学的发展 ， 调动 了 学生学 习汉语的积极性 。

二
、 开罗大学汉语及中国文化教学现状

（

一

） 开罗大学中文系的历史

开罗大学是埃及第二古老的大学 ， 也是仅次于 ＡＬ
－

ＡＺＨＡＲ 大学和 ＡＬ
－

ＱＡＲＡＷ Ｉ Ｙ Ｉ Ｎ

大学 的第三所阿拉伯 大学 ， 是阿拉伯 国 家和非洲最有 名 的 高等学府之
一

， 被誉为

“

阿拉伯 国 家知识的灯塔
”

。 它 的各个院系都是在 ＭＵＨＡＭＭ ＩＥＤＡＬ １ 统治期间建立的 ，

如工程学院 （ 约 １ ８ ２ ０ 年 ） 和 １ ８２ ７ 年的医学院 。 在 ＭＵＳＴＡＦＡＫＡＭＥＬ 等人领导建立现

代大学的运动之后 ， 这所大学于 １ ９０８ 年 １ ２ 月 ２ １ 日 以埃及大学为名成立 。 １ ９ ５ ２ 年

７ 月 ２ ３ 日 革命后 ， 它改名为 Ｆ０ＵＡＤ 大学 ， 后来改成开罗大学 。 该大学位于开罗西

部的吉萨市 ， 其部分学院位于 ＭＡＮ Ｉ ＡＬ ， ＭＵＮＥＥＲＡ 和 Ｄ０ＫＫ Ｉ 等社区 。 开罗大学有 ３ 人

获诺 贝尔奖 。

开 罗大学艺术学院成立于 １ ９０８ 年 ， 位于吉萨市 的大学校园 。 自 开学以来 ， 学

生人数不断增加 。 本科生的数量从最初的 ２ ０５ 人 ， 到 ２ ００５ 年达到 ２ １ ０００ 人 ， 研宄

生人数达到 ２ ５００ 人 。

开罗大学与 中 国教育部合作于 ２ 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 ０ 日 成立 中 文系 ， 成为 中埃友谊和

文化交流的平 台 ， 也是汉语和 中 国 文化推广的机构 。 中文系正式成立后 ， 大大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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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汉语教学在埃及的发展 。 目 前有学生 ３ ０ ０ 人左右 ， 包括 ２００ 多本科生和几十名硕

士生和博士生 。

（二 ） 师资情况

开罗大学 中文系的教师包括埃及本土教师和来 自 中 国 的教师 。 来 自 中 国 的教师

又分两类 ，

一

类是中 国公派教师 ， 学历较高 ， 教学知识和经验丰富 ， 专业都与语言

相关 。 另
一

类是 中 国汉办派出 的志愿者 ， 经验较薄弱 ， 有些毕业不久 ， 有些为在读

汉语 国 际教育专业或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 。 开罗大学中文系 的本土教师大部分在中

国学习过 ， 积累 了很多汉语教学知识和经验 。 目 前有 １ ０ 名埃及本土教师 ，
４ 名 中 国

派出 的教师和 ５ 名 中 国派出 的志愿者 ， 能够承担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任务 。

除志愿者外 ， 开罗大学教师的学历 多是硕士及 以上 ， 志愿者的学历是本科及 以

上 。 最有名 的教师是李哈布 （ ＲＥＨＡＢ ） ， 她是开罗大学 中文系 的第
一

位讲师 ， 现任开

罗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 她的研究方 向是 中 国现当代文学 。 在开罗大学 ，
中 国派 出 的

教师都通过 了考察和培训 ， 从专业来看 ， 以 中 文和阿拉伯语为主 。 埃及本土教师都

是专 门学习汉语的 ， 多数在 中 国学成之后 回 国 当教师 ， 有基础知识 。

开罗大学教师和埃及的其他大学教师
一

样 ， 月 工资在 四千到
一

万埃及镑 。 虽然

在埃及教师的社会地位较高 ， 受尊敬 ， 但是工资并不算高 。 教师每周 的课时量是 ６

到 １ ０ 课时 ， 每
一

课时
一

个小时 。

（三 ） 学生情况

随着 中 国经济和 中埃友谊的发展 ， 开罗大学 中文系 的学生不断增加 。 ２ ００４ 年学

习汉语的本科生不到
一

百人 ， 目 前 四个年级的本科生共两百多人 。 学生都是埃及人 ，

有伊斯兰教的学生也有基督教的学生 。 并且生源素质较高 ， 平均分达到 ９ ０ 分的高

中毕业生才能考进中文系 ， 每年只招收 ５０ 多人 。 学生学 习 能力强 ， 学 习 质量较高 。

如果有考试不合格的学生可 以延期
一

年 。

（四 ） 课程设置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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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

１ 开大 中文系本科生课程表

周 ＼ 年卜 ｜

二

｜

三

｜

四
Ｓ

＼
Ｎ＾
＼ｇｔ年 年 年 年

＾
级 级 级 级

课文 ８

￣

４

￣ ￣

７

￣ ￣

７

̄

听力和会话 ８４１

１ ３

̄

第二外语
￣

２

￣ ￣

２

语言和语音
＂

６

￣ ＂

６

￣ ￣

６

＂

３

̄

翻译 ３３３

阿拉伯文 ２２

新闻文本 ３３

阿 （拉伯语 ） 译汉 （语 ）１

阅读与写作１

中 国文明 ３

中 国现代史 １

中 国古代史 ３

汉译阿

中 国文学戏剧 ３

̄

中 国文学诗词Ｔ
̄

中 国文学史

中 国现代小说

开罗大学 中文系本科为 ４ 年制 ， 每
一

年级有 ５０ 多个学生分为两个班 ， 每班 ２ ５

人左右 。 在上面的表格我们可 以看出学生每周要上 ３０ 到 ４０ 课时 ， 每
一

课时
一

个小

时左右 。 中文系重视学生听 、 说 、 读的汉语技能 ， 听力 、 会话 、 课文课时较多 ， 语

言知识也是重要课程 。 写作课时并不多 ， 虽然没有专 门开设语法课 、 词汇课 ， 但是

汉语课程中都离不开语法 、 词汇的讲解 。 中 国 文化课主要包括 中 国文 明 、 历史 （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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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和古代 ） 、 文学戏剧 、 文学诗词和现代小说等 。

（五 ） 汉语教材使用情况

开罗大学 中文系使用 的教材多数是北京 出版的教材 ， 有英文或者阿拉伯文注释 。

没有埃及本土教材 。 埃及和 中 国 的教学情况和学习环境都不
一

样 ， 埃及学 习 者的思

想和学习方法也不
一

样 ， 所 以 目 前汉语教材不太适合埃及学生 。

（六 ） 汉语教学方法

开罗大学中文教学主要有三种方法 ： 翻译法 、 对 比法 、 听说法 。 因每班人数不

算多 ， 所 以讲课效率较高 ， 师生互动较多 ， 所有学生都有机会说话 。 大部分本土教

师讲语法时喜欢用翻译法 ， 词汇讲解时也用对 比法 ， 对 比阿语和汉语的意思和用法 。

听说法是在听力和会话教学时使用 ， 师生互动较多 。

每学年第
一

次课 ， 老师和学生都会先互相介绍 ， 彼此熟悉 ， 了解情况 。

一

年级

的学生老师会给起名 。 如果是二年级 以上的学生 ， 老师主要 了解学生 的水平 ， 有些

教师还会通过做
一

些热身游戏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 。

（七 ） 教学资源和教学设施

中文系有 四 间常规教室 ， 还有设备 良好的办公室 、 教研室和藏书丰富 的 图书馆 。

图书馆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 ９ 点到晚上 ５ 点 ， 图书馆里有阅读指导老师 ， 为学生和

职工提供服务 。 中文系还有语音教室和多媒体教室 ， 为学习 者提供 了 充分的学习保

障 。

（八 ） 中国文化教学现状

开罗大学 中 国文化现状 ， 文化课比较丰富 ， 包括中 国文明课 、 中 国现代史 、 中

国古代史 、 中 国文学戏剧 、 中 国文学诗词 、 中 国文学史和 中 国现代小说 。 文化课都

安排在三 、 四年级进行 ， 比较符合学生的水平 。 开罗大学学生学 习 的文化 内 容比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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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学多 ， 学生对 中 国文化知识掌握得也相对多 。 但是 内容也偏专业 ， 有些学生的

学习兴趣并不高 。 另外开罗大学也会组织汉语角 、 文化周等活动 。

三 、 艾因夏姆斯大学汉语及中国文化教学现状

（

一

） 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

艾因夏姆斯大学于 １ ９ ５０ 年 ７ 月 以
“

易 卜 拉欣大学 Ｉ ＢＲＡＨ Ｉ ＭＢＡＳ ＨＡＵＮ Ｉ Ｖ ＥＲ Ｓ Ｉ ＴＹ
”

的名 义成立 。 艾因夏姆斯大学成立时 ， 由许多杰 出 的院系和学术机构组成 。 １ ９ ５ ４ 年

２ 月 ２ １ 日 ， 大学名称改为
“

ＨＥＬ Ｉ ＯＰＯＬ Ｉ Ｓ
”

 ， 之后在同
一

年改为现在 的名字
“

Ａ Ｉ Ｎ

ＳＨＡＭＳ
”

艾因 夏姆斯大学 ＇ 阿拉伯语
“

ＨＥＬ Ｉ ＯＰＯＬ Ｉ Ｓ
”

和
“

Ａ Ｔ ＮＳＨＡＭＳ
”

是历 史上最

古老的大学 ， 它作为知识和学习 中 心而享有广泛的知名度 ， 特别 是在天文学 、 工程

学和医学方面 。

艾 因 夏姆斯大学 的 ＡＬ
－

ＡＬＳＵＮ 学院的 历史与现代埃及文艺复兴有关 。 自 成立 以

来 ， ＡＬ
－

ＡＬＳＵＮ 学院 己经实现了它成立之初的期望 ， 培养 了 许 多高素质 的翻译人员 。

学院成立于 １ ８ ３ ５ 年 ， 由 ＳＨＥ Ｉ ＫＨＲＥＦＡＡＲＡＦＥＡＬ
－

ＴＡＨＴＡＷＹ 建立 ， 它成为连接东西文

明 的桥梁 ， 在阿拉伯语 、 外 国文学 、 外国书籍翻译方面成就突 出 。 Ａ Ｌ
－

Ａ ＬＳＵＮ 最初成

立时被称为
“

翻译学院
”

， 后来改名为
“

ＡＬ
－

ＡＬＳＵＮ 学院
”

。

Ａ ｈ
－

Ａ Ｌ Ｓ Ｕ Ｎ 学院在文艺复兴时期穆罕默德 ？ 阿里统治后 曾 关 闭 多年 。 １ ９ ５ １ 年在

教育部长塔哈 ？ 胡辛教授的鼓励与支持下 ，

ＡＬ
－

ＡＬＳ ＵＮ 学院重新恢复 ， 闪米特语教授

莫拉德 ？ 卡梅尔成为 ＡＬ
－

ＡＬＳＵＮ 学院的第
一

任院长 。 当时开设晚班课教授大学生外

语 。 １ ９ ５ ２ 年革命特别关注 ＡＬ
－

ＡＬＳＵＮ 学院 ， 因为当权者意识到学 习语言 的重要性 ，

并于 １ ９ ５ ７ 年颁布 旨在建立 ＡＬ
－

ＡＬＳＵＮ 高等院校的法令 。 根据该法令 ， ＡＬ ＡＬＳＵＮ 学校

可 以授予毕业生学士学位 ， 成为东部唯
一一

所专 门从事语言教学并特别注重翻译的

学校 。 １ ９ ７ ３ 年 １ ２ 月 ２０ 日 颁布的总统令要求 ＡＬ
－

ＡＬＳＵＮ 学校作为语言学院加入艾因

夏姆斯大学 。

１ ９ ５ ８ 年 ， 埃及教育部批准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开设汉语课程 ， 并招收 了

１ ０ 多名 学生 。 由于某种原 因 ， 汉语班被迫停课 。 １ ９７ ７ 年 ， 招生工作恢复 ， 中文系

正式成立 。 自 ２０ 世纪 ８ ０ 年代 以来 ， 学生人数每年都在增加 ， 现在每年新生人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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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１ ５ ０ 人 。 其学生规模在非洲大陆及整个中东地区都首屈
一

指 。

（二 ） 师资情况

艾因夏姆斯大学拥有最强 的汉语教师和最多 的学生 。 艾大
一

直重视汉语教师培

养 ， 师资力量强 。 艾大 中文系汉语教师来源有两类 ，

一

类是埃及本土汉语教师 ，

一

类是来 自 中 国 的汉语教师 。 艾大现有 １ ０ 位中 国汉语教师和 ４０ 名埃及本土教师 。 本

土教师中 ２ 位教授 ，
６ 位副教授 ，

２ ８ 位讲师 ，
４ 位助教 ， 大多是女性 。 艾大本土教

师都是本科 以上学历 ， 多数都去过 中 国进修学 习 ， 讲师都具有博士学位 ， 有现代文

学 、 古代文学专业 ， 也有语言学 、 翻译专业的博士 。 中 国教师大多是硕士 以上学位 ，

教师的年龄在 ２ ２ 岁到 ５ ０ 岁之间 ， 大多 ３ ０ 岁 以上 ， 教学经验丰富 ， 可 以胜任该校

的汉语教学 。

艾大中文系教师每周 １ ０ 到 １ ６ 课时工作量 ， 根据学历和工作量 ， 月 收入在 ５ 千

到 １ 万埃及镑 。

（三 ） 学生情况

每当埃及旅游旺季时 ， 中 国客人纷至沓来 ， 急需会汉语的导游 ， 很多大三 、 大

四 的学生纷纷做导游 、 当翻译 。 这样的现象吸 引 了很多人开始学汉语 ， 很多学生高

中毕业后通过激烈竞争进入艾大中文系 。 艾大 中文系除本科生外 ， 还有硕士生 、 博

士生 。 中文系是艾大语言学院最重要的部 门之
一

。 近几年 ， 学生人数不断增加 ， 中

文系学生人数超过 ４０ ０ 人 ， 高考成绩平均 ９４ 分 以上 的学生才能考进 中文系 。 中文

系学生可 以学 习 第二外语 。 艾大语言学院 中文系 的学生都是埃及人 ， ８０％ 以上的学

生信仰伊斯兰教 ， 也有信仰基督教的 。

（四 ） 课程设置和安排

表 ２
－

２ 艾大 中文系本科生课程表

①

埃及艾 因夏姆斯大学官 网 ： ａ ｌ ｓ ｕｎ ． ａ ｓ ｕ ． ｅｄｕ ．ｅ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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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 卜 Ｉ

二

Ｉ

三

Ｉ

四

ａ年 年 年 年
ｗ
级 级 级 级

课文 １ ０ ５

￣￣

５

￣

１

̄

会话 ２

语言和语音１ ０^

会话与听力２

￣＂

４

￣

ｍ）１
￣￣

１

２

￣＂

ｉ

￣￣

ｒ
̄

阿拉伯文６

￣＂

５

￣￣

４２

第二外语 ３

￣￣

２

￣￣

ａ

汉译阿 ２

￣￣

２

￣＂

２

̄

阿译汉 ４

￣

￣

２

￣￣

２

̄

文学与文明史Ｉ

－

１

课文与批评Ｘ

研究与资料Ｔ
̄

艾大语言学院中文系
一至三年级周课时较多 ， 达 ３０

－

４ ０ 课时 ， 四年级课时较少 。

课程设置体现 了 重视语言技能的培养 ， 而且注重课文精读 的学 习 ， 翻译 、 语言知识 、

第二外语 的教学也受到重视 ， 体现 出语言学院的特点 。 但是缺少写作方面 的课程 ，

中 国文化课程也不及开罗大学 中文系丰富 。

（五 ） 汉语教材使用情况

艾大中文系教师认为中 国 的汉语教材并不适合埃及学生 ， 因为埃及的课程设置 、

学时等方面与 中 国有很大不 同 。 所 以学校组织教师参照 中方编写 的教材 ， 根据埃及

的实际教学情况和学 习者特点 ， 自 编本土教材 。 这
一

想法是好的 ， 但是实际上 ， 艾

大中文系 自编的教材欠缺系统性和科学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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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汉语教学方法

艾大汉语教学方法 以翻译法和听说法为主 。 艾大 中文系教师不太热衷于研究汉

语教学 ， 他们更喜欢研宄语法 、 词汇和阿汉翻译 。 因此艾大 的汉语教学方法较单
一

，

缺乏教学理论 。 艾大汉语教学
一

般按照课本 内容的顺序进行讲解 ， 对词汇 、 课文和

语法部分进行翻译讲解 ， 包括例句和练习 ， 课后 留些作业 ，

一

般是课文后 的练习 。

这种方法其实很有用 ， 因为通过翻译 ， 学生对课本 内容完全理解 ， 能够较好掌握所

学 内容 。 艾大汉语培养 目 标是为埃及政府培养汉语翻译和导游人才 。 为了实现这
一

目 标 ， 艾大也采用 听说教学法 ， 但是学生学习 的 内容和实际工作 内容脱节 。 艾大中

文系每班 ５ ０ 人左右 ， 无法实现小班教学 。

（七 ） 教学资源和教学设施

现代化教学设施对语言教学影响很大 ， 并且能够调动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 ，

提高学 习效率 。 艾大中文系 占据语言学院五层大楼的
一

层 ， 教室可容纳 ５ ０ 人左右 、

有办公室和教研室 ， 还有语音教室 。 艾大 中文系 的教室没有多媒体 ， 听力课使用录

音机 。 学校图书馆的藏书很丰富 ， 图书资料有 ８ 万册左右 ， 有丰富 的 中文专业图书 。

（八 ） 中国文化教学现状

相较于开罗大学 ， 艾因夏姆斯大学文化教学 内容较少 ， 只有文学与文明史 。 艾

大学生毕业之后
一

般从事翻译 ， 因此语言和翻译教学 。 艾大学生觉得 中 国文化较重

要 ， 对中 国文化较感兴趣 ， 但对于 目 前的学 习 的 内容缺少兴趣 ， 只是为 了通过文化

考试而学习学院安排的教学 内 容 。 艾大 中文系学院组织的文化活动较多 ， 比方朗诵

比赛 、 唱歌 比赛 ， 学生都很喜欢 。

第二节 开罗大学与艾因夏姆斯大学汉语及中国文化教学调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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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调查背景与 目 的

目 前埃及共有 ７ ０ 所大学 ， ５０ 所是国立大学 ， ２ ０ 所私立大学 ， 其中有十几所大

学有中文系 。 开设中文系的大学还会继续增多 ， 学习汉语的人也不断增加 。 通过文

献梳理发现 ， 关于埃及大学汉语教学情况研究较少 ， 目 前学界对埃及汉语和 中 国文

化教学了解并不多 。 对埃及汉语教学的 内 容 、 过程和方法 、 教材使用 、 教学资源 、

学生学习 需求 、 文化教学等方面都缺乏理解 。 本文研究 目 的就是通过 问卷调查和访

谈分析埃及汉语及文化教学现状 ， 学生的需求 ， 探讨埃及大学汉语及 中 国文化教学

特点 、 存在的 问题及解决办法 。

二 、 调査设计依据及问卷内容

本文调査设计依据包括三方面 ， 首先本文梳理 了 前人关于汉语及文化教学相关

研宄文献 ， 设计出汉语及中 国文化教学访谈大纲 ， 然后 同开罗大学和艾因夏姆斯大

学学生进行面对面深度访谈 ， 了解他们的学 习状况 、 两所大学汉语及 中 国文化教学

情况 ， 以及对所在大学汉语及 中 国 文化教学的看法和需求 。 此外 ， 笔者利用在开罗

大学孔子学院教学实习 的机会 ， 通过课堂观察 、 课下交流 ， 了解学生对汉语及 中 国

文化教学 的看法 。 根据相关文献和调查访谈反馈 ， 设计 出调查 问 卷 。 调査 问卷包括

三方面 ： 学生基本信息 、 中 国文化教学情况 、 汉语教学情况 。 详见下表 。

表 ２
－

３ 问卷调查 内容

｜

学习 中 国文化的 目 的

对 中 国文化的 了解

对中 国文化的态度

中 国文化教学情况认可的文化教学方式

感兴趣的文化活动

对文化课和文化活动建议

对汉语课程的满意度

对教学资源及设施的满意度

对教学方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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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汉语测试

对汉语教材的需求

汉语学习难点

汉语教学情况汉语课时

教学活动

教具的使用

对教师的期待

汉语教学效果

汉语教学的 问题和 困难

汉语教学建议

三 、 调查对象与调查过程

本文调查对象为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 中文系及开罗大学艺术学院中文系 的

学生 。 这两所大学是埃及最著名 的综合大学 ， 是埃及教育 的 中心 ， 也是埃及汉语教

学的主导力量 ， 具有代表性 。 这两所大学的师资力量较强 ， 能够考入这两所大学的

学生都很优秀 。 问卷设计好后进行 了试测 ， 试测学生建议 问卷 问题再简单些 。 笔者

根据反馈对 问卷进行修改 。 笔者在孔子学院实习期间认识 了不少开罗大学和艾因夏

姆斯大学中文系 的学生 ， 并在脸书 （ Ｆａ ｃ ｅ ｂ ｏｏ ｋ ） 上加为好友 。 然后通过网络
一

对
一

发放问卷 ， 并与每
一

个调查对象单独交流 ， 解释 问卷填写方式 ， 遇到 问题及时解决 。

共发放 １ ０ １ 份 问卷 ， 回收有效 问卷 １ ０ １ 份 ， ４０ 份来 自开罗大学 ， ６ １ 份来 自艾因夏

姆斯大学 。

四 、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分析

（
一

）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表 ２ ４ 对象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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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Ｉ

项 目 ［

ＸＩ ｜

百分 比

１ ｉｌｌｉ １ ４ １ ３ ． ８ ６％

＂

８ ７ ８６ ．１ ４％

￣

２

￣

阿拉伯语 １〇 １ １ ００％

＂

〇
＂

〇

１＾ １年级 １ ３ １ ２ ． ８ ７％

２年级 ４４ ４３ ． ５６％

３年级 １ ３ １ ２ ． ８ ７％

４年级 ３０ ． ６９％

１

￣￣

＾阿银夏姆斯大学
￣

６ １ ６０ ４％

开罗 大学 ４０ ３９ ． ６％

１学 习汉语时间 不到 １ 年 １ ４ １ ３ ． ８６％

２
－

３年 ２ ３ ２２ ． ７ ７％

３
－

４年 ５４ ５３ ． ４７％

４ 年 以上 １ ００ ９％

＂

６ＨＳＫ水平 １

－

３级 １ ９ １ ８ ． ８ １ ％

４２ ４ １ ． ５ ８％ 《

ＴＭ ２ ５ ２ ４ ． ７ ５％

￣

６ ｍ １ ０ ９７９％

没考过 ５ ４ ． ９ ５％

１是否来过 中 国

＂

Ｉ ３ ２ ３ １ ． ６８％

６９ ６８ ． ３２％

１

＿￣

宗教信仰基督教１ ６ ．９ ３％

伊斯兰教 ９４ ９３ ． ０ ７％

调查对象共 １ ０ １ 人 ， 女生 （ 占 ８ ６ ．１ ４％ ） 多于 男生 ， 从
一

个侧面反映出学习汉语

的女生多于男生 。 母语均为阿拉伯语 ，
二年级和 四年级 的学生较多 ， 汉语学习 时 间

３
－

４ 年的居多 ， 占 ５ ３ ．４ ７％ 。 学 习汉语的学生大部分都希望通过 ＨＳ Ｋ 考试去 中 国 留学 ，

并且希望通过 ＨＳ Ｋ 考试考察 自 己的汉语水平与能力 ， 因此在埃及汉语水平考试很受

欢迎 。 从数据 中也可 以看 出 ， 只有 ４ ．９ ５％的学生没有参加过 ＨＳＫ 考试 ， 而且近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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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达到 ４ 级及以上 。 有三分之
一

的学生到过中 国 ， 虽然埃及离 中 国较远 ， 但孔子

学院和 中 国政府给埃及学生提供去中 国 留学的奖学金 ， 只要努力就有机会到中 国 留

学 。 目 前到中 国 留学的埃及学生越来越多 。 埃及有两种信仰 ，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 ，

伊斯兰教 比例很高 ， 占埃及总人数的 ９０％以上 ， 因此调查对象中 ９ ３ ．７％信仰伊斯兰

教 。

（二 ） 学 习汉语的原因

１ ． 开罗大学生学 习汉语的原因

在汉语学习过程中动机及 目标影响较大 ， 教师只有激发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 ，

培养学习兴趣 ， 发挥学习汉语的积极性 ， 使他们遇到 问题也能坚持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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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

１ 开大学生学习汉语的原因

从图可 以看 出开大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具有多样性 ， 占 比例较高的是 ， 汉语越

来越重要 （ ７ ０ ． ２ ７％ ） ， 为了找到好的工作 （ ５ ６ ． ７ ６％ ） 。 近几年 中 国经济不断发展 ，

中 国成为世界强国之
一

， 汉语也变成世界上重要的语言之
一

。 随着 中 国和埃及两国

２ ４



外交关系的发展 ， 埃及也参与
一

带
一

路合作 ， 现在 中 国是埃及重要的贸 易伙伴 ， 中

埃合作建设很多项 目 ， 这创造 了工作机会 。 埃及也是旅游国家 ， 越来越多 中 国人来

埃及旅游 。 这些都提高了 中文市场的要求 ， 增加 了汉语工作机会 。

“

多数学生是为

了找到好工作学习汉语 ， 最近在埃及会说中文的人不是很多 ， 中埃两国的关系越来

越密切 ， 对 中文人才需求多 ， 在旅游方面也需要会中文的人 ， 所以 目 前在埃及会说

中文 ， 毕业之后能找到好工作 。

”？
有些学生

“

开始学习 中文之前对中文没有兴趣 ，

觉得中文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 ， 而且历史复杂 ， 但是为 了光明 的前途要学中文 。

”

？
此外 ， 也有

一

些学生想去 中 国 留学 （ ４５ ． ９ ５％ ） ， 对汉语和 中 国文化感兴趣

（ ３ ２ ．４％ ） ， 想 了解 中 国文化 。

２ ． 艾因夏姆斯大学生学 习汉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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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

２ 艾大学生学习汉语的原因

中 国在世界经济 中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 掌握 中文就能掌握未来的世界 。

艾大学生因为汉语越来越重要和为 了找到好工作而学 习汉语的 比例相 同 ， 占 ６ ７ ．１ ２％ 。

也有
一

部分学生希望通过努力去 中 国 留学 （ ４ ５ ． ９％ ） ， 提高汉语水平 ， 这
一

比例与

开大接近 。 接下来是对 中 国文化感兴趣 （ ３ ２ ． ７ ９％ ） ， 对汉语感兴趣 （ ３ １ ． １ ５％ ） ， 想

通过学习汉语来进
一

步 了解中 国人和 中 国 文化 。 有趣的是 ， 对 中 国文化感兴趣的人

根据开 罗大学 中文系 ＦＡＴＭ Ａ 同学的访谈 ， ２ 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

②

根据开罗 大学 中 文系 ＲＥＨＡＭ 同学的访谈 ， ２ 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

２ ５



数与开大很接近 。 另外也有四分之
一

左右的学生想和 中 国人交流 ， 目 前 中 国的经济

发展让好多人都想 了解中 国人的思想 ， 向 中 国人学习 ， 通过和 中 国人交流感受中 国

人的思维方式 。 埃及的教育制度是按高中成绩来选择大学 ， 也有五分之
一

的学生因

入学成绩只能报考中文系而学习 中文 。

（三 ） 学 习汉语的 目标

１ ． 开罗大学生学 习汉语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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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

３ 开大学生学习汉语的 目 标

开大多数学生希望毕业之后找好工作 ， 因此他们学 习汉语的 目 标是要汉语发音

较好 （ ７ ７ ． ５％ ） ， 能够表达 自 己的看法 （ ６ ５％ ） ， 能当汉语翻译 （ ６５％ ） 。 教师在教

学 中要重视学习 目标对学生学习汉语的影响 ， 把学生 的 目 标和客观教学 目标结合起

来 ， 确立适合的教学 目 标 ， 充分利用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因素 ， 提高学生汉语水平

及教学效果 。

２ ． 艾因夏姆斯大学生学习汉语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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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艾大学生学 习汉语的 目 标

从上 图 中可 以看 出艾大学生学习汉语的 目 标 ， 以发音标准 （ ７ ５ ． ４ １ ％ ） 、 能当翻

译 （ ６８ ．８ ５％ ） 、 能够表达 自 己的看法 （ ５４ ． １ ％ ） 为主 。 与开大学生不谋而合 ， 汉语

学习 目 标排在前四位的 内容
一

致 。 发音标准是两所大学学生排在首位的学习 目 标 ，

这也从侧面反映 出埃及的学生对汉语语音的重视 ， 因为汉语跟阿拉伯语完全不
一

样 ，

了解学生的学习 目 标能够更好地促进教学 内容的设计 。

（四 ） 学生汉语学 习现状

１ ． 开罗大学生汉语学 习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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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开大学生汉语学 习现状

从上图可 以看 出半数 以上开大学生学 习汉语时 ， 喜欢跟中 国朋 友交流 （ ７ ０％ ） ，

上课时认真听讲 （ ６ ５％ ） ， 也喜欢看中 国 电影和 电视剧 （ ６５％ ） ， 除在大学学汉语外

还去孔院辅导班学汉语 （ ５ ７ ． ５％ ） 。 这些表明学生对汉语有兴趣 ， 想 了解 中 国 的文

化 ， 对学习 中文有积极性和 自觉性 。 另
一

方面 ， 认真完成作业 （ ３ ２ ． ５％ ） 、 跟 中 国

老师练习汉语 （ ３ ０％ ） 、 经常复习 （ ２ ５％ ） 、 上课经常回答问题 （ １ ７ ． ５％ ） 的学生 占

少数 。 这表明学生对教学的配合度不高 ， 对待作业不够认真积极 。 老师应改进教学

方法 ， 多跟学生交流 ， 组织多样的活动让学生多说话 ， 克服回答恐惧 。 教师也要在

讲新课之前复习 旧课 ， 促进学生对 旧知识的复习 。

２ ． 艾因夏姆斯大学生汉语学 习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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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艾大学生汉语学习现状

艾大学生汉语学习现状中表现突 出 的前三位是 ： 看中 国 电影 、 电视剧学习汉语

（ ６８ ． ８ ５％ ） ， 他们认为
“

中文不像法语或英语那么简单 ， 看电视来学习 汉辱可 以帮

助 自 己纠 正发音 。

” ｆ
；

６５ ． ５ ７％的学生除在大学学 习汉语外还去孔院辅导班学 习 汉语 ，

这表 明孔院在埃及汉语教学 中具有重要地位 ， 孔院的活动多 ， 教师也好 ， 教学时间

适合学生 ， 孔院帮助学生感受到中 国文化 ， 学生愿意跟孔院教师交流 。 另外孔院奖

学金也非常吸 引 人 。 ６０ ．６６％的学生愿意结交中 国朋友练习 中文 ， 埃及和 中 国在语言

和文化方面差异大 ， 与 中 国朋友可 以练习 口 语表达 ， 同时也方便 了解 中 国文化 。 有

—

半的学生 （ ５０ ． ８２％ ） 除在大学学习汉语外还上汉语补习班 ， 他们
“

喜欢上
一

位老

师的补 习班 ， 他是艾大的教师 ， 帮学生学 习 中文 ， 通过考试 ， 参加 比赛 ， 也会讲解

怎么能拿到奖学金去 中 国 留学 。

” ？
从数据我们看出 ， 上课认真听讲 （ ２ ７ ． ８ ７％ ） ，

经常回答 问题 （ ２ １ ． ３ １ ％ ） ， 跟中 国 老师练习汉语 （ １ ９ ． ６ ７％ ） ， 经常复 习 （ １ ８ ． ０３％ ） ，

认真做作业 （ １ ４ ． ７５％ ） 的学生 比例都不高 。 比起课堂教学 ， 学生更愿意去孔院 ， 或

者 自 己找有兴趣的 内 容学习 。

①

根据开 罗 大学中文系 ＦＡＴＭＡ 同学的访谈 ， ２ 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

②

根据开罗 大学 中 文 系 ＲＥＨＡＭ 同学的访谈 ， ２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

２９



（五 ） 汉语学 习难点

１ ． 开罗大学生汉语学 习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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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开大学生汉语学 习难点

数据显示 ， ５２ ．５％的开大学生认为翻译较难 。 开罗大学 中文系翻译课从
一

年级

到三年级 ， 每周学习三课时 ， 三 、 四年级也有阿译汉和汉译阿的课程 ， 这 比
一

般翻

译课更专业 。 学生认为翻译较难的原 因很多 ， 比如翻译课学生学习 的 内容较专业 ，

翻译课使用 的词汇和语法都较难 ， 学生认为承担翻译课的教师应是埃及本土教师 ，

对阿拉伯语和汉语两种语言掌握较好 ， 并对不同专业的翻译有经验 。 三分之
一

的学

生也认为听力是
一

个难点 （ ３ ２ ． ５％ ） ， 通过访谈发现 ， 学生认为听力在汉语学习过

程中较难学 ， 中 国人说话较快 ， 中 国人有不 同的方言 。 有的学生认为汉字是学习汉

语的难点之
一

， 因为学生的母语是阿拉伯语 ， 学习 的第二语言是英语 ， 都是用字母

文字 ， 汉字的笔画太多很难写 ， 汉字 的读法较难 ， 汉字难记 、 难学 ， 学生学习 时遇

到困难 。 有的学生认为 口语和发音难学 ， 口 语表达是否能理解 ， 依靠声调和发音是

否标准 ， 对母语为阿拉伯语 ， 没有声调的学生 ， 声调和发音很难正确掌握 。

２ ． 艾因夏姆斯学生汉语学 习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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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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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艾大学生汉语学习难点

艾大学生认为翻译是汉语学习过程中最难学的 （ ６０ ． ６６％ ） ， 因为翻译教师对翻

译知识和能力掌握得不
一

样 ， 有些教师翻译能力和翻译方式不是很好 ， 会影响学生

对翻译的理解 。 ３９ ．３４％的学生认为听力难学 ， 因为艾大听力课学习 的 内容较难 ， 中

国人说话速度较快 ， 特别是中 国南方人说话时有 口 音 ， 很难理解 。 另外艾大也有近

三分之
一

的学生认为语法是汉语学习过程中难学的项 目 之
一

， 因为没有专 门 的语法

课 ，

一

般都是跟课文和会话
一

起学习 。 阿拉伯语和汉语的语法结构不 同 ， 所 以学习

语法时会遇到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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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开罗大学与艾因夏姆斯大学汉语教学调查分析

第一节 开罗大学汉语教学调查分析

―

、 汉语课程内容与课时安排

（
一

） 汉语课程内容

开大汉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课文 、 会话 、 语音 、 听力 、 词汇 、 语法 、 文化 、 翻

译 、 阅读写作九个方面的 内 容 。

表 ３ １ 开大学生汉语课程 内 容满意度

｜

非常不满意
｜

不满意 ｜

不知道ｒｎ ｜

非常满意

课文 １（ ２ ． ５％
）３

（
７ ． ５％ ） ３

（ ７ ． ５％
）２０（ ５０％ ） １ ３ （

３２ ． ５％ ）

会话 ２（ ５％ ） ５ （ １ ２ ． ５％ ）９
（
２ ２ ． ５％ ） １ ６ （４０％ ） ８（ ２ ０％）

语音 １（ ２ ． ５％ ）３
（ ７ ． ５％ ） ４

（
１ ０％ ） ２２

（ ５ ５％） １ ０ （２ ５％）

^

听力 ２（ ５％ ）３
（
７ ． ５％ ） ６ （ １ ５％ ） １ ９ （４ ７ ． ５％ ） １ ０ （２ ５％ ）

词汇
￣

１（ ２ ． ５％） １（ ２ ． ５％）５ （ １ ２ ． ５％）２ ２ （ ５ ５％） １ １ （
２ ７ ． ５％）

̄

语法 ０ （ ０％ ）２ （ ５％ ） １（ ２ ． ５％ ）２ ０
（
５ ０％ ） １ ７ （

４２ ．５％）

̄

文化 ２（ ５％ ） １ １（ ２ ７ ．５％ ） １ ５ （ ３ ７ ． ５％ ）６ （ １ ５％）６ （
１ ５％）

翻译 ２（ ５％ ） ８
（
２ ０％ ） ２ （ ５％） １ ６ （４ ０％ ） １ ２ （ ３０％）

^

３ ２



阅读与写作

￣￣

３ （
７ ．５％）

￣

７ （ １ ７ ．５％ ）

￣

３ （ ７ ． ５％）

￣￣

１ ８ （４５％）

￣ ￣

９ （２２ ． ５％）

开罗大学学生对汉语言知识的教学满意 ， 特别是语法教学满意度超过 ９０％ 。 虽

然没有专 门开设语法 、 词汇课 ， 但是课程 内容中 ， 语法 、 词汇学习 占很大 比例 。 大

部分学生对翻译课程比较满意 （ ７ ０％ ） ， 开大翻译课包括
“

阿拉伯语译汉语
”

和

“

汉语译阿拉伯语
”

， 虽然学生 比较满意翻译课程 ， 但也有学生建议
“

教学中除翻

译文章外 ， 增加与生活和工作密切相关的 内容 ， 因为贴近现代生活和工作的翻译 内

容更有价值 ， 这样可 以减少毕业工作后遇到困难或 问题 。

”

通过访谈发现
“

阅读

与写作
”

课对学生很重要 。

“

阅读写作也是汉语学习 的难点之
一

， 写作与阅读是
一

种能力 ， 不是所有的学生会喜欢 ， 特别是受到阿拉伯语影响 ， 因此教师要注意 引 导

学生学 习 。

” ？
开大学生对文化课程不满意 ， 认为文化在汉语教学过程 中不受重视 ，

教学 内容太专业 ， 不适合学生 。 学院应该从文化和语言结合的角度开设
一

些文化课 。

（二 ） 课时安排

课时安排对汉语教学有较大影响 ， 课时应合理 ， 适合学生的水平和能力 。 如果

上课时间过长 ， 学生会倦怠 ， 无法集中精力获取知识 。

６０

５０％

４５％

■ｉ ２ ． ５％ ２ ． ５％

—＾２
－

４
－Ｍ ＇Ｗ

－＾８ｌｖｊ
＞８ＪＵＬｈ

图 ３
－

１ 开大学生课时安排需求

开大学生希望每天上课时 间不要少于 ２ 小时也不要超过 ６ 小时 。 这样安排 比较

合理 ， 能够提高教学效率 ， 也能够充分获取知识 。 埃及交通没有中 国方便 ， 路上要

①

根据开罗 大学中文系 ＲＥＨＡＭ 同学的访谈 ， ２ 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

②

根据开 罗大学 中 文系 ＲＥＨＡＭ 同学的访谈 ， ２ 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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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不少时间 ， 学生早起上课很容易 累 ， 上课时间越长学生的注意力越分散 。 大部分

学生认为
“

早上 ８ 点上课太早 ， 埃及政府部 门上班时间也是 ８ 点 ， 导致交通拥堵 ，

有些学生没办法按时上课？

二 、 汉语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

（

―

） 教材

教材的选择和使用会影响教学效果 。 笔者调查了开罗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对汉语

教材的看法 。

６０ ｜

＾４５％

＿＿４２ ． ５％４２ ． ５％

４０＿＿戀
：

３７ ．５％

｜Ｉｌ ｌ ｈ ，

／ ／^
令＾

？

图 ３
－

２ 开大学生对教材的看法

调查发现 ， 开大学生认为 目 前使用 的汉语教材存在的主要 问题有 ： 没有汉字历

史背景介绍 （ ４ ７ ． ５％ ） ， 因 为阿拉伯语 由 ２ ８ 个字母组成词汇 ， 学生学习汉语时觉得

写汉字较难 ， 同 时也对汉字文化较感兴趣 ， 介绍汉字知识能够増强汉字教学的趣味

性 。 语音对埃及学生来说有
一

定困难 ， 但现有教材中不重视语音 （ ４ ５％ ） 。

“

我觉

得中文最难的部分是语音 ， 但编写教材的老师不重视语音 。 我学习 中文是为 了 能说

①根据开罗大 学中文 系ＦＡＴＭ Ａ同学的访 谈 ，２ 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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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 中文当
一

名翻译 ， 语音不好会影响学生的学习 目标 。

１１）

另外会话不实用

（ ４２ ． ５％ ） 和词汇较多 （ ４２ ． ５％ ） ， 导致学生对教材 内 容不感兴趣 。 学生
‘ ‘

希望教材

内 容贴近生活和工作 内容 。 教材 内 容缺乏文化背景知识 ， 也是学生对教材 内 容不感

兴趣的原因之
一

。 课文 、 阅读和会话都没有文化 内 容 ， 希望编写教材时重视中 国文

化 ， 增加文化 内容 。

”？

８０

７０％

５〇Ｈ ５７ ．５％５７ ．５％

５ ２ ５％５０％

４０｜ＩＩ｜｜
４

｜

｜ ３Ｓ％

／／／
／／／／

图 ３
－

３ 开大学生对教材的需求

开大学生希望教材新奇有趣的 （ ７ ０％ ） ， 有 中 国文化知识介绍 （ ５ ７ ． ５％ ） ， 这样

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 ， 更喜欢学 习 。

“

我很喜欢中 国文化 ， 所 以我希望教材

里有中 国文化知识介绍 ， 中 国文化能给学习 增加趣味性 。

”３３

此外 ， 学生也希望教

材会话 内 容 、 翻译 内 容和文化 内 容都贴近现代生活 （ ５ ７ ． ５％ ） ， 并与工作相关联 ，

重视学生对生活经验的体会 ， 把所学 内 容或知识与生活经验相联系 ， 具有实用性 。

“

我希望教材的 内 容较接近生活 ， 这样我能够 自 然地与他人交流 ， 不会碰到太大困

难 。

” ？
笔者认为开大应重视教材 内 容的趣味性和实用性 ， 并与生活和工作结合起

来编写教学 内 容 ， 同步提供教材的 ＣＤ 或 ＭＰ ３ ， 教材增加 中 国文化知识 ， 让学生 了

解中 国人和中 国文化 。

①

根据开 罗 大学中 文 系 ＲＥＨＡＭ 同学的访谈 ， ２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

②
根据开罗 大学中 文 系 ＦＡＴＭＡ 同学的访谈 ， ２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

③

根据开罗 大学中 文 系 ＦＡＴＭＡ 同学的访谈 ， ２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

④

根据开 罗 大学 中 文 系 Ｒ ＥＨＡＭ 同学的访谈 ， ２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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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教学方法及活动

表 ３ ２ 开大学生对汉语教学方法的期待

｜

不希望

￣￣

｜

不太希望
｜

一

般 ［

￣

＃１ ｜

很希望
￣̄

师生互动多 问 问题 ２０ （ １ ９ ． ８％ ）２ （ ５％ ）５ （
１ ２ ． ５％ ）

￣ ￣

１ ３ （３ ２ ． ５％ ）２ ０ （ ５０％）

̄

翻译法 １（
２ ．５％ ）６ （ １ ５％ ） １ ４ （３ ５％）

￣
￣

９ （ ２ ２ ．５％ ）

￣￣

１ ０ （２ ５％ ）

̄

老师讲学生听 ７
（ １ ７ ．５％

）９ （２ ２ ．５％ ）

￣ ￣

１ ２ （ ３０％）９ （
２２ ．５％ ）

￣＂

３
（
７ ．５％

）

￣̄

实物或图片教学 ０ （ ０％ ） １（ ２ ．５％）７ （
１ ７ ．５％

）
１ ０ （２ ５％ ）２２ （ ５ ５％）

̄

老师 引 导下学生 自主探讨 〇 （ 〇％ ） ０
（０％）６ （ １ ５％

） １ ３ （３２ ． ５％）２ １ （ ５２ ． ５％ ）

对 比法 ０ （ ０％ ）０ （０％）６ （ １ ５％） １ ３
（
３２ ． ５％）２ １ （ ５ ２ ． ５％

）

视频展示 ０
（ ０％ ）０ （０％）５ （ １ ２ ． ５％

） １ １ （２ ７ ． ５％）２４ （ ６０％ ）

̄

情景表演 １（ ２ ． ５％）０ （０％）４ （ １ ０％） １ ２ （ ３０％）２ ３ （
５ ７ ． ５％ ）

游戏活动 ０ （０％） ２ （ ５％）５ （ １ ２ ． ５％ ） １ ３ （ ３２ ． ５％）２０
（ ５０％）

̄

其他 ５ （
１ ２ ．５％

）

￣￣

５
（ １ ２ ．５％） １ ３ （ ３ ２ ． ５％ ）７ （ １ ７ ． ５％ ）

￣ ￣

１ ０ （２ ５％ ）

̄

埃及大学生 比较活泼 ， 大部分学生喜欢情景表演 （ ８ ７ ． ５％ ） ， 视频展示

（ ８ ７ ．５％ ） ， 对 比法 （ ８ ５％ ） ， 自 主探讨 （ ８ ５％ ） ， 课上多跟老师互动 （ ８２ ． ５％ ） ， 游

戏活动 （ ８ ２ ． ５％ ） ， 图片教学 （ ８ ０％ ） 。 不喜欢老师
一

言堂的讲解 。 汉语教学方法也

包括老师课堂设计 的教学环节和教学活动 ， 设计教学活动时 ， 老师应注意到活动的

意义和效果 ， 学生完成活动后要考察学生的反应和收获 。 多数学生
“

希望从喜欢 的

文化 内容开始介绍语言 ， 让学生对语言感兴趣 ， 加强语言与文化结合的教学 。

”？

①

根据开 罗 大学 中 文 系 ＦＡＴＭＡ 同学的访谈 ， ２ 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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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

４ 开大学生喜欢的教学活动

活动在汉语教学过程中很重要 ， 对汉语学习者帮助较大 ， 但活动有多种 ， 学生

性格和要求不
一

样 ， 对活动的要求也不
一

致 。 本论文也对开大学生喜欢的教学活动

进行 了调查 。 多数学生都喜欢表演 （ ６２ ．５％ ） 、 小组讨论 （ ５７ ． ５％ ） 、 有挑战性的游

戏 （ ５２ ． ５％ ， （ 并认为对汉语教学有帮助 。 另外近半数学生认为像个人报告

（ ４７ ． ５％（ ，

“

这种依靠个人知识水平和 口语表达能力的活动 ， 能够发挥学生学习

的主动性 ， 培养学生交际能力 ， 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 并且注重学生与社

会生活的关系 。 另 外 ， 我认为表演对学生和老师都很方便 ， 可 以在会话课 、 课文或

者语音课时组织 ， 学生在这
一

活动能够 多说多听 ， 老师也能帮助他们纠正错误 。

”

①

三 、 汉语教师

（

一

） 学生希望汉语教师具备的特点

①根据开罗大学 中文 系ＦＡＴＭ Ａ同学的访 谈 ， ２ 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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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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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开大学生希望教师具备的特点

绝大部分开大学生希望老师知识丰富讲课清楚 明 白 （ ８ ０％ ） ， 这样学生能够学

到地道 的汉语 ， 水平也能较大提高 。 ７ ７ ．５％的学生希望老师像朋友
一

样和他们交流 ，

互动时轻松愉快 ， 注重师生关系 。 教师交际能力强 ， 让学生感受到教师对他们的支

持和照顾 。

“

我喜欢的老师是
一

直鼓励学生学习汉语 ， 能发现学生的错误与缺点 、

帮助学生改正错误 ， 纠正学习汉语的方式与态度 。 也希望老师中 国文化知识很丰富 ，

能告诉我们大家喜欢和不喜欢的东西 ， 教我们怎么跟中 国人交流 。

”“

我希望汉

语老师语言水平高 ， 说话标准 ， 教学能力好 ， 上课时让我们 多说话纠正我们的错误 ，

较幽默 。 有
一

位教师我很喜欢她 ， 她
一

直鼓励我们学习汉语 ，

一

直注意每个人的错

误和缺点 ， 然后帮 大家纠正 ， 三年级时她告诉我 ， 我汉语发音
一

声有 问题 ， 后来

她帮我纠正 了 。

？
无论是中 国教师或本土教师 ， 学生都希望他们有教学能力 ， 口语

好 ， 能说地道的汉语 （ ６ ２ ． ５％ ） ， 没有受到 中 国方言或阿拉伯语影响 。 近半数学生

希望有教学技能的老师 ， 能够使用多样的汉语教学方法 （ ４７ ． ５％ ） ， 组织很多课堂

活动 （ ４ ５％ ） 。 也有学生希望老师的性格 比较幽默 （ ４０％ ） ， 善于活跃气氛 。 我们也

可 以看到学生对老师讲课的语速 （ ２ ５％ ） 和语言 （ １ ７ ． ５％ ） 要求并不高 。 教师要根据

学生的要求和希望 ， 丰富 自 己的能力 ， 调整性格 。

（二 ） 教师如何提高教学效果

①
根据开罗 大学 中 文系 ＦＡＴＭ Ａ 同学的访谈 ， ２ 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

②

根据开罗大学中 文系 ＲＥＨＡＭ 同学的访谈 ， ２ 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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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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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教师如何提高教学效果

对于提高教学效果 ， ６ ７ ．５％的开大学生认为教师应多跟学生交流 ， 加强师生关

系 ， 这样能提高汉语 口语 。 交流时教师能够发现学生的 问题或困难 ， 并帮助他们克

服困难 。 我觉得
“

老师应多跟学生保持联系 ， 观察每
一

个学生在汉语学习 的过程遇

到什么样的 困难 ， 帮助学生克服困难 ， 提高汉语水平 ， 对我来说这个方法是最好的 。

因为学生的能力不
一

样 ， 遇到的 问题也不
一

样 ， 我们对汉语 内容的理解也不
一

样 ，

有些学生语音有 困难 ， 有学生汉字遇到困难 ， 老师个别指导每
一

个学生 ， 帮 他们

纠正错误 ， 这样会提高汉语教学效果 。

”？
６２ ．５％的学生充分意识到不同 的教学方法

教学效果不同 ， 教师应选取适合教学对象的教学方法 。 超半数学生认为改善教学环

境能提高教学效果 （ ５ ２ ． ５％ ） ， 多介绍
一

些中 国文化也能提高效果 （ ５０％ ） ， 另 外通

过多复习 （ ４ ７ ． ６％ ） 能提高学生的记忆力 ， 进而提高汉语教学效果 。

四 、 教学资源

（

一

） 教学资源

表 ３
－

３ 开大学生对教学资源的满意度

①

根据开罗大学中文 系 ＦＡＴＭＡ 同学的访谈 ， ２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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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满意
｜

不满意

￣￣

Ｗｍ
｜

很满意

汉语教室 ３
（ ７ ． ５％） １（２ ． ５％）９ （２ ２ ．５％ ） １ ４ （ ３ ５％）１ ３ （

３ ２ ． ５％ ）

图书馆 ４ （ １ ０％ ）８
（ ２０％）１ １ （２ ７ ． ５％

）８
 （
２ ０％ ）９

（ ２ ２ ． ５％
）

语音室 ２ （ ５％ ）５ （ １ ２ ． ５％ ）

￣￣

１ １ （ ２ ７ ． ５％ ） １ ０ （２ ５％ ） １ ２ （ ３ ０％）

网络设备 ７ （ １ ７ ． ５％ ）１ ２ （ ３０％）９（ ２ ２ ． ５％ ）６
（ １ ５％

）６
（
１ ５％）

̄

音像设备 ２ （
５％）８ （２０％）９ （ ２２ ． ５％

）１ １ （ ２ ７ ． ５％ ） １ ０
（ ２ ５％）

̄

多媒体设备 ３（ ７ ． ５％ ）７ （ １ ７ ． ５％ ）８（ ２０％ ） １ ４
（
３ ５％ ）８

（ ２０％ ）

̄

图书馆的汉语图书资源６ （ １ ５％ ）５ （ １ ２ ．５％ ）
１ １ （ ２ ７ ．５％） １ ２

（
３ ０％）６ （ １ ５％）

̄

汉语活动室 ５ （ １ ２ ．５％ ）

￣ ￣

７
（ １ ７ ． ５％ ）

￣￣

１ １ （２ ７ ． ５％）８
（
２０％ ）９ （

２ ２ ．５％
）

汉语环境
￣

３ （ ７ ． ５％ ）４
（ １ ０％）８

（２０％） １ ４ （
３ ５％） １ １ （ ２ ７ ． ５％

）

开大学生对汉语教学资源满意度并不高 ， 特别 网络设备 （ ３０％ ） 、 图书馆

（ ４２ ． ５％ ） 和汉语活动室 （ ４２ ． ５％ ） 满意度低 。 开大 中文系的教学资源与设施需要进

一

步改善 ， 图书馆的 图书资料不是很丰富而且比较 旧 ， 缺少更新 。 网络设备不是很

发达而且网速很慢 ， 不是所有的汉语教室有多媒体 ， 因此开罗大学中文系教学资源

急需改善 。

“

学校图书馆的 图书资料较少 ， 也 旧 ， 对我们没有帮助 ， 教室环境还可

以 ， 但是教室设备不完善 。

？

（二 ） 教具的使用

根据开罗大学 中 文 系 ＦＡ Ｔ ＭＡ 同学的访谈 ，
２ 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

４ ０



１ ００

７７ ．５％

Ｓ

５－
■■ ４０％

■ ３０％

ＩＩＩＪＩｉ，
獅 图片７照片 ｐｐｔａ主玫具额 卡片 ｓｅａ没有

图 ３
－

７ 学生对教具使用 的看法

开大学生认为课堂使用最有效的教具是视频 （ ７ ７ ． ５％ ） ， 如果教师能使用

视频 ， 把 自 己想教的 内容和视频结合起来解释给学生 ， 会提高教学效率 ， 视频也能

够加强学生的记忆 。 视频是学生最重要的教学教具 ， 学生都希望老师运用视频讲解

教学 内 容 ， 也可 以给学生提供好的 电影或电视剧 ， 帮助学生提高汉语听力能力和表

达能力 ^

有些学生觉得 图片也很重要 （ ６２ ． ５％ ） ， 对教学有帮助 ， 并且教师也容 易找到 图 片 ，

图片直观 ， 讲课时学生容易理解 ， 记忆深刻 。

五 、 汉语评估测试

１ ００

８２ ． ５％

■■ ■ ■ ｉ ｎ
考试不能反映出学生… 考试的成续不公平考试的内容太难 对考试淀意考试 太紧考试ｍ不丰富

图 ３
－

８ 开大学生对考试的看法

４ １



测试的主要 目 的就是 了解学生学习情况 ， 以及对所学 内 容的掌握情况 。 如图所

示 ， ８ ２ ．５％的学生都觉得考试不能反应学生的真实水平 ， 这说明考试的 内 容有 问题 ，

没有达到检验学生知识和能力掌握情况的 目 的 ， 对教学会产生影响 。 不少学生觉得

考试成绩不公平 （ ４２ ． ５％ ） ， 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 问题 。 应该让学生有机会看到试

卷 ， 发现学 习 中 的错误 ， 了解 自 己成绩是如何得 出 的 。 这样学生会感觉到公平透明 ，

也有机会改正错误 。 学生对汉语评估测试总体不太满意 ，

“

因为考试是按照老师的

想法来安排的 ， 没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 。 学校和教师应该先征求学生意见 ， 结合

学生的真实情况和实际需求 ， 设计考试形式和 内容 。 并在考试结束后询 问学生的看

法 ， 改进测试评估 。

？

第二节 艾因夏姆斯大学汉语教学调查分析

＿

、 汉语课程内容与课时安排

（

―

） 汉语课程内容

表 ３
－

４ 艾大学生汉语课程满意度

｜

非常不满意
｜

不满意 ｜

不知道ＲｉＳ ｜

非常满意

课文 ７
（
１ １ ．４８％）９ （ １ ４ ． ７ ５％ ）５（ ８ ． ２％

）３４ （ ５ ５ ． ７４％
）６

（
９ ． ８ ４％ ）

̄

会话 １ ６ （ ２ ６ ．２ ３％）

￣￣

１ ５ （ ２ ４ ． ５ ９％ ）４ （ ６ ． ５ ６％） １ ６ （２ ６ ． ２ ３％ ） １ ０ （ １ ６ ．３９％ ）

语音 ９ （ １ ４ ．７ ５％
） １ ３ （ ２ １ ． ３ １ ％）９

（ １ ４ ． ７ ５％
）２ ２（ ３ ６ ． ０ ７％

）８ （ １ ３ ．１ １ ％ ）

̄

听力 ５
（
８ ．２％ ） １ ２ （ １ ９ ． ６ ７％ ）７ （ １ １ ． ４８％

）２ ６
（ ４ ２ ． ６ ２％ ） １ １

（
１ ８ ．０３％）

词汇 ４ （
６ ． ５ ６％）８ （ １ ３ ． １ １ ％）７

（
１ １ ． ４ ８％）２ ６（ ４２ ． ６２％ ） １ ６ （ ２ ６ ． ２ ３％

）

语法 ７ （ １ １ ．４ ８％）５
（
８ ． ２％ ）６（ ９ ． ８４％

）２ ７
（４４ ． ２ ６％ ） １ ６

（
２ ６ ．２ ３％）

①

根据开罗大学 中 文系 ＦＡＴＭＡ 同学的访谈 ， ２ 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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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６
（ ９ ．８４％ ）

￣

｜
７

（ １ １ ． ４８％
） ｜

１ １ （ １ ８ ． ０３％） ｜
３ １ （

５０ ． ８ ２％）
￣

６
（９ ．８４％ ）

翻译 ６ （ ９ ． ８４％）５
（
８ ． ２％ ）８ （ １ ３ ．１ １％）２ ５

（
４０ ． ９８％） １ ７ （２ ７ ． ８ ７％）

阅读与 写作６ （９ ． ８４％） １ ３ （２ １ ． ３ １ ％
） １ ４ （ ２ ２ ． ９５％ ）２ １ （３４ ． ４３％）７ （ １ １ ． ４８％

）

数据显示 ， 艾大学生对课程 内 容满意度不算太高 ， 特别是对会话课 （ ４２ ． ６２％ ）

与语音课 （ ４９ ．１ ８％ ） ， 满意度都没达到半数以上 。 对语法 、 词汇 内容的学习满意度

较高 ， 能达到 ７ ０％左右 。 艾大主要用的是翻译教学法 ， 有助于学生对语法 、 词汇的

理解 。 可能课程 内 容的主要 问题是 ： 会话 内容脱离学生 日常生活 ， 教学 内容应多重

视学地道 的汉语 ， 说标准的汉语 。 课文的学习也缺少 中 国文化相关内容 ， 应增强文

化知识的学 习 。

“

我对课程设置不太满意 。 第
一

年的课程设置还好 ， 比较重视学生

的发音 ， 但是二年级 以后学习 的课程内容都靠学生记忆 、 背诵 ， 实用性也不强 ， 很

难 引 起兴趣 。

” ？

（
二 ） 课时安排

６０

４９ ． １ ８％
５０ ４５ ．９％

｜｜ ， ６４％

— —

３＾６
－８

－

ｌｙｍ
—＾８４ｙ ）

＞ａ３ ｉａｊｔ

图 ３
－

９ 艾大学生课时安排需求

依图所示 ， 学生希望每天课时控制在 ６ 小时 以下 ，

“

我们觉得现在课程安排又

紧又密 ， 每天很多课 ， 上课很累 ， 回家没时间学 习 。 有时
一

天上课将近 １ ０ 个小时 ，

上 ８
－

１ ０ 小时学生都受不 了 ， 注意力完全不能集中 ， 影响学 习效果 。

”ｅ
＇

可见 ， 课

时安排应考虑学生的承受能力 。 过于紧密的课程安排会影响教学效果 ， 没时间 复习

也影响学生对知识的巩固和掌握 。

①根 据艾 因夏姆斯大学中文 系 Ｍ ＩＤＯ Ｏ同学的访 谈

， ２ 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②

根据 艾因 夏姆斯大学 中文系 Ｍ Ｉ ＤＯＯ 同学的访谈 ２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

４３



二 、 汉语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

（

―

） 教材

８０


ｉ７ ３ ．７７％

６０

■ ５ ５

｜
１
％
５２＾６％

如Ｉ—＿

｜

＿＾＝２９ ． ５ ，％

ＩＩ￥
—

Ｉ


图 ３ １ ０ 艾大学生对汉语教材的看法

随着埃及汉语教学的进步 ， 学生对教材的要求越来越高 ， 教材编写时应考虑学

生的环境和母语 。 埃及学生受到母语 的影响 ， 汉字和语音都要重点学 习 。 ７ ３ ．７ ７％的

学生认为教材最大的 问题是没有汉字 的历史背景介绍 ， ５ ５ ．７４％的学生认为教材的语

音内容不符合他们的要求 ， 对语音编排不满意 。 另外会话不实用 （ ５ ２ ． ４６％ ） ， 脱离

学生实际生活 。

“

我不喜欢我学的 内 容 。 我学的 内 容都靠学生死记硬背 ， 不管你懂

不懂都要背 ， 不管是否有帮助 。 我觉得我学的 内 容大部分都没有用
，
特别是会话课

和文 明课 。

？

①

根据艾因夏姆斯大学 中 文 系 Ｍ Ｉ ＤＯＯ 同学的访谈 ，

２ 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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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

１ １ 艾大学生对教材的需求

艾大学生最欢迎的是新奇有趣的教材 （ ６８ ． ８５％ ） ， 这样 的教材让学生喜欢 ， 教

材 内容能够吸 引 学生的注意力 ， 使学生学 习 时心情愉快 。 因为埃及和 中 国 的生活差

别大 ， 学生要感受
一

种 陌生文化生活 ， 因此教材的 内 容也要联系实际社会生活状况 ，

贴近社会状况和生活环境 （ ６ ７ ． ２ １ ％ ） 。 学生在教室里学到 的知识希望在教室外用到 。

所 以编写教材 ， 特别是课文 、 会话和翻译都要有趣味性和实用性 （ ５０ ． ８ ２％ ） 。

“

我

希望学 习 的是
一

种 比较有趣的 ， 教学 内 容能够激发我学习动力 的教材 。 我们规有教

材趣味性都不强 。

”？
另 外学生希望教材增加文化 内 容 ， 这样学生会更喜欢学 习汉

语 。

（
二 ） 汉语教学方法及活动

表 ３
－

５ 艾大学生对汉语教学方法的期望

｜

不希望
｜

不太希望
｜

一

般 ｒ ＃ｉ ｜

很希望

师生互动多 问 问题

￣ ￣

３ （ ４ ． ９２％）４ （
６ ．５６％） １ １ （ １ ８ ．０３％ ）２ ２ （３６ ． ０ ７％）２ １（ ３４ ．４３％）

翻译法 １ （ １ ． ６４％
）４ （

６ ． ５ ６％） １ ８ （ ２ ９ ． ５ １ ％）２ １（ ３４ ． ４ ３％ ）

＂ ＂

１ ７ （ ２７ ． ８ ７％）

老师讲学生听９ （ １ ４ ．７ ５％ ）

￣￣

１ ３ （
２ １ ．３ １ ％

）

￣ ￣

１ ６ （ ２ ６ ． ２ ３％ ）

￣ ￣

１ ２ （ １ ９ ．６ ７％ ）

￣ ￣

１ １ （ １ ８ ．０ ３％
）

根据艾因夏姆斯大学 中文系 Ｍ Ｉ ＤＯＯ 同学 的访谈
，

２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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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或图片教学０ （ ０％ ） １ （ １ ． ６４％）

￣

｜
１ ２ （

１ ９ ． ６ ７％ ）

 ｜

２ ７ （４４ ． ２ ６％）

 ｜

２ １ （３４ ， ４３％）

老师 引 导下学生 自

＾￣

１（ １ ．６ ４％
）２ （ ３ ．２８％） １ ４ （

２ ２ ． ９５％ ）

￣

１ ８ （２９ ． ５ １％ ）２ ６ （４２ ． ６２％
）

主探讨

对比法 ０
（
０％ ） ２ （ ３ ． ２８％ ）９

（
１ ４ ． ７ ５％ ）２ ７ （４４ ． ２ ６％）２ ３ （ ３ ７ ． ７％

）

视频展示 ０
（
０％ ） １ （ １ ． ６４％

）４
（
６ ． ５ ６％

）２ １（ ３ ４ ． ４３％
）３ ５

（
５ ７ ． ３ ８％）

情景表演 ０ （ ０％ ） ３
（４ ． ９２％）９

（
１ ４ ． ７ ５％）２ １（３４ ． ４３％）２８ （４ ５ ． ９％

）

游戏活动 ０ （０％） １ （ １ ． ６４％）６ （
９ ．８４％）２８ （４５ ． ９％）

￣￣

２６ （４２ ．６２％）

其他 ７ （ １ １ ． ４８％
）４

（
６ ． ５ ６％） １ ８ （ ２ ９ ． ５ １ ％ ）

￣ ￣

１ ８ （２９ ． ５ １ ％
） １ ４ （ ２２ ． ９ ５％）

汉语教学方法越来越丰富多样 ， 针对不同 国家的学生 ， 不 同 的学习环境 ， 应该

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以实现教学 目 的 。 埃及学生较活泼 ， 喜欢多参与 ， 因此

要运用 多种教学方法调动他们学习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 有利于实现教学 目 标 。 如图

所示 ， 最受欢迎的教学方法依次是 ， 视频展示 （ ９ １ ． ８ １ ％ ） 、 游戏活动 （ ８８ ． ５ ２％ ） ，

对 比法 （ ８ １ ． ９ ６％ ） 、 情景表演 （ ８ ０ ． ３ ３％ ） 、 老师 引 导下学生 自主探讨 （ ７２ ．１ ３％ ） 。

这些方法能够激发学生兴趣 、 自主性和创造性 ， 适合埃及学生的性格特点 。 最不受

欢迎的方法是老师讲学生听 （ ３ ７ ． ７％ ） 。

ｍ

６３ ．９３石肌祕

６０

ＢＳ
４〇ＨＨ ３ ７ ．７％

３２ ．７９％

鑛＿縫蒙 黎＿ ２６ ，２ ３％

２０ 丨 ：具齡Ｉ蒙攀眷、餘乂 人
１ １ ６ ． ３９％

薄＿馨＿ １ １  ＞４８％

：

表演小祖ｔ？论 有》战性的游戏 罎中国款曲 个人报告鯓通画？其他

图 ３ １ ２ 艾大学生喜欢的教学活动

艾大学生较喜欢课堂活动 ， 教学活动能调动学生 的主动性 ， 在教师的指导下能

发挥学生的创造性 。 通过教学活动学生有机会获得经验 、 积累知识 ， 发现 自 己的特

点和缺点 。 学生认为在教学过程中最有帮助的课堂活动是表演活动 （ ６ ３ ． ９ ３％ ） ， 表

演活动能提高汉语水平 ， 促进 口语进步 。 有不少学生喜欢小组讨论 （ ６ ０ ． ６６％ ） ， 认

为这个活动能改善学生之间 的关系 ， 让他们
一

起合作 ， 互相帮助 ， 强调他们 的交际

４６



能力和表达能力 。

“

我很喜欢小组讨论这个活动 ， 我喜欢上课时和幽默的 同学交流 ，

多跟朋友说话讨论 。 小组讨论时学生都很高兴 ， 而且有机会交流 ， 让 同学们互相帮

助互相学 习 。

？

三 、 汉语教师

（

一

） 学生希望汉语教师具备的特点

１ ００

７３ ．７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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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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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

１ ３ 艾大学生希望汉语老师具备 的特点

艾大学生认为教师应该知识丰富 ， 讲课清楚 明 白 （ ７ ３ ． ７ ７％ ） ， 像朋友
一

样跟他

们交流 （ ６ ５ ． ５ ７％ ） ， 能说地道的汉语 （ ６０ ＿６６％ ） 。 知识丰富 ， 讲解清楚有助于学生

汉语学习 进步 。 像朋友
一

样的老师使学生亲近 ， 善于活跃课堂气氛 ， 组织很多活动 ，

能够激发学生对汉语的热爱和兴趣 ， 上课时轻松愉快 。

“

我喜欢的教师是不太严格

的 ， 喜欢开玩笑 ， 把他的学生当朋友 ， 让学生喜欢他 ， 喜欢上他的课 ， 这样会提高

教学效果 。

”？“

埃及教师对我们 的母语与 习 惯较了解 ， 上课讲解容易理解 ， 但他

们 的发音没有 中 国教师标准 ， 有些教师发音不好 ， 所 以我希望 中 国教师多 了解我们 ，

多跟我们交流 。 而埃及教师 多学习 中文 ， 提高他们汉语水平 ， 能说较地道的汉语 。

”

？“

埃及教师的优势是上翻译课 ， 因为对我们 的母语 比较清楚 ， 他们的解释 比较清

晰 。 缺点就是不太理解学生的 需求 ， 也有 点儿严格 ， 我希望埃及教师多跟我们沟通 ，

①

根据艾 因 夏姆斯大学 中文系 Ｍ Ｉ ＤＯＯ 同学的访谈 ， ２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

②

根据艾因 夏姆斯大学 中文系 Ｍ Ｉ ＤＯＯ 同学的访谈 ， ２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

③

根

艾因夏姆 斯大学中文 系Ｍ Ｉ Ｄ Ｏ Ｏ同学 的访谈，２
０

１８ 年 １ ２ 月 。

４７



理解我们的心理和要求 ， 以及我们学习过程遇到的 问题 。 跟 中 国教师可 以学到地道

的汉语 ， 我希望他们多跟我们说话 ， 让我们习惯跟中 国人说话 。

？

（二 ） 教师如何提高汉语教学效果

７ ５

「６７２ １％

Ｉ

６３ ．９３ 沁６２ ３％

圖＿ ５７ ＊３８％

图 ３ １ ４ 学生对提高汉语教学效果的看法

艾大学生对教师提高汉语教学效果有不 同 的看法 ， 多学生认为最有效 的方

法是教师多跟学生交流 （ ６７ ． ２ １ ％ ） 。 教师如果善于交流 ， 能够对学生的现有水平和

学生有关的背景情况充分理解 ， 这样有助于 了解学生的需求与希望 ， 能和学生愉快

地合 作 ， 从 而 实现教 学 目 标 。 也 有 大 部分学生认为 教师使用 不 同 的 教学 方法

（ ６３ ． ９ ３％ ） 、 能力技巧很重要 。 教师通过研读 、 改进使用 的汉语教材 （ ６ ２ ． ３％ ） ，

分析教学对象 ， 有针对性地使用不 同 的教学方法 ， 选择适合学生的教学策略 ， 能够

提高汉语教学效果 。

四 、 教学资源

（

一

） 教学资源

①
根据 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 ＴＡ ＲＥＫ 同学的访谈

，

２ 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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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

６ 艾大学生对教学资源的满意度

题 目 ／选择 ｜

很不满意

￣￣

不满意
￣￣

＝１
￣￣

很满意
￣̄

汉语教室 １ ４ （２ ２ ． ９５％） １ ６ （２６ ．２ ３％）

￣ ￣

１ ５ （２４ ．５９％）

￣￣

１ １ （ １ ８ ． ０３％）５ （８ ．２％ ）

̄

图书馆 ４ （６ ． ５６％）５
（ ８ ．２％ ） １ ８

（ ２９ ．５ １ ％）

￣ ￣

２ １（ ３４ ．４３％） １ ３ （ ２ １ ． ３ １％ ）

语音室 ５
（８ ． ２％）９ （ １ ４ ． ７５％） １ ４

（２２ ． ９５％）

＿ ＿

２ ７ （ ４４ ． ２ ６％）６ （ ９ ． ８４％）

网络设备 １ ９ （３ １ ．１ ５％）

￣ ￣

１ ９ （ ３ １ ．１ ５％ ）

￣￣

１ ３ （ ２ １ ．３ １ ％ ）８
（ １ ３ ．１ １ ％ ）２ （ ３ ．２８％ ）

̄

音像设备 １ １ （ １ ８ ．０３％ ）

￣ ￣

１ ６
（ ２ ６ ． ２ ３％）

￣￣

１ ６
（
２６ ．２ ３％ ） １ ７ （２ ７ ． ８ ７％ ） １（ １ ．６４％ ）

̄

多媒体设备 １ ０ （ １ ６ ．３９％）

＂＂ ＂

１ ８ （２９ ． ５ １ ％）

￣ ￣

２０ （３２ ．７９％）

￣ ￣

１ ２ （ １ ９ ． ６７％）１ （ １ ． ６４％）

̄

图书馆的汉语图书资源４ （６ ．５６％）６
（ ９ ． ８４％ ）１ ８

（ ２９ ．５ １ ％）

￣ ￣

２２ （ ３６ ．０７％）

￣ ￣

１ １ （ １ ８ ． ０３％）

汉语活动室 １ １ （ １ ８ ． ０３％）

＂＂ ＂＂

１ ２ （
１ ９ ． ６ ７％ ）２ ３ （ ３ ７ ．７％ ） １ ３ （２ １ ．３ １％）２ （ ３ ． ２８％）

̄

人

汉语环境 １ １ （ １ ８ ． ０３％） １ ２ （ １ ９ ．６ ７％） ２０
（ ３２ ．７９％） １ ５ （２４ ． ５９％）３（ ４ ．９２％）

￣̄

艾大教学资源在整个埃及大学里相对较好 ， 但 艾大学生对汉语教学资源要

求较高 ， 整体来看对学校汉语教学资源不是很满意 ， 满意度较低 ， 特别是网络设备

（ １ ６ ． ３９％ ） 、 多媒体设备 （ ２ １ ． ３ １ ％ ） 、 汉语活动室 （ ２ ４ ． ５９％ ） 、 汉语教室

（ ２６ ． ２ ３％ ） 、 音像设备 （ ２ ９ ． ５ １ ％ ） 和汉语环境 （ ２９ ． ５ １ ％ ） 。 语音室是整个语言学院

的 ， 所有系共享使用 ， 听力课时使用录音机 ， 多媒体设备落后 ， 电脑教室是专门供

学 习计算机的学 习者使用 ， 没有专 门 的活动室 。 因此艾大学生对汉语教学资源资源

和设备不很满意 ， 急需改进更新 。 相对满意的是 图书馆 （ ５ ５ ． ７ ４％ ） 和 图书馆的汉语

图书资源 （ ５４ ． １ ％ ） 。 因为艾大大学 图书馆的 图书资料较丰富 。

（二 ） 教具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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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５ 学生对老师使用教具 的看法

教具能激发学生的学 习动力 ， 帮助教师创造活泼的课堂气氛 ， 使教学轻松愉快 。

教具也能集中学生的注意力 ， 让学生关注 内容 ， 帮助实现教学 目 标 。 艾大学生最希

望教师上课时使用视频 ， 占 ８ ０ ．３ ３％ ， 因为视频有利于促进学生理解教学 内容 ， 并且

克服学生的消极情绪 ， 增加课堂愉悦性 。 ７ ３ ．７ ７％的学生喜欢图或照片 ， 认为图片跟

视频差不多 ， 而且 比视频还简单 ， 既有助于教师教学 ， 也方便学生拍照保存后 回家

学 习 。

五 、 汉语教学评估测试

１ ００

７８ ．６９％

７５

■
５５ ．７４％

５ ０＿＿Ｍ
２％仍４％

：ｄ ｉ｜ ｜

ｆｉｌｌｉｌｌｉ ＭＢｂ １ ４ ． ７ ５％ １ ３ ． １ １ ％

０■ＪＲ■里 ■ 國
考试不飯峨学生… 考碰廳不公乎 考试的内容太难考 考试＾不丰富 对考疏音

图 ３ １ ６ 艾大学生对考试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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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会给教师和学生做出教学 的全面评价 ， 促进教师和学生进
一

步改进教学方

式 。 但上面的数据显示艾大学生认为现有考试没有达到测试 目 的 。 ７８ ．６９％的学生觉

得考试不能反映出学生的 真实水平 。 ５５ ．７４％的艾大学生认为考试成绩不公平 ， 考

试之后应该让学生知晓正确答案 ， 让他们 明 白 不足在哪里 。 考试适合学习者的水平

十分重要 ， 艾大学生有 ５０ ．８ ２％的学生认为考试 内容太难 ， 考试应当根据学生的实际

情况与水平设计 ， 才能真正实现考试的 目 的 。 大部分学生认为
“

考试之前应跟学生

交流沟通 ， 听取学生对考试的意 见与要求 。

” （ １）

第三节 开罗大学与艾因夏姆斯大学汉语教学对比分析

通过课堂观察 、 访谈和调查数据 ， 本文对 比分析
一

下埃及开罗大学中文系与艾

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 的汉语教学 。

＿

、 汉语学 习原因与 目标

对于汉语学 习 原 因 与学 习 目 标 ， 可 以看 出 ， 艾大与开大两所大学的学生基本相

同 ， 对于学 习汉语的原 因 ， 排在前三位 的原 因 都是汉语越来越重要 ， 为 了找到好工

作 ， 如 当翻译或导游 ， 希望去 中 国 留学 。 其他原 因 的排序也基本相 同 ， 分别是 ： 对

中 国文化感兴趣 ， 对汉语感兴趣 ， 想和 中 国人交流 。 埃及大学生学习 汉语的原因基

本相 同 ， 没有特别大的 出入 。 结合访谈我们发现 ， 有个别学生有独特的想法 ， 比如

有
一

位学生想当播音员 ， 还有
一

位学生想去 中 国 当 电视节 目 的主持人 。 对于汉语学

习 目 标 ， 两所大学排在前 四位的都是发音标准 ， 能当翻译 ， 能够表达 自 己的看法 ，

能够理解工作和专业相关的汉语知识 。 稍有不 同 的是 ， 比起开大的学生 ， 艾大的学

生更希望掌握简单的词汇 、 语法和基本表达 。

①

根据艾因 夏姆斯大学 中 文 系 Ｍ Ｉ ＤＯＯ 同学的访谈
，

２ 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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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汉语课程内容与课时安排

两所大学汉语课程设置方面既有相 同之处也有不 同之处 。 相 同之处是两所大学

都比较重视课文精读的学习 、 听力与会话教学 、 语音教学 、 翻译教学 ， 但是艾大并

没有开设专 门 的 阅读与写作课程 ， 而开大则注意到这方面的设置 。 对于汉语课程 内

容的满意度 ， 开大学生总体满意度高于艾大 ， 在课文 、 会话 、 语音 、 听力 、 词汇 、

语法和翻译的教学方面 ， 都比开大学生的满意度高 。 艾大学生对课程 内 容不太满意 ，

主要认为课程 内 容不能提高学生的汉语技能水平 ， 大多依靠学生死记硬背 ， 考试结

束之后所学的 内容能掌握的不多 。 在课时安排方面 ， 两所大学学生 的看法基本
一

致 。

都认为每天的课时安排不要少于 ２ 课时 ， 不要多于 ６ 课时 。 学生们主要认为课时安

排过多过紧 ， 早上八点上课时 间太早 ， 每天超过六小时 ， 学生感觉很累 ， 学 习 效率

不高 ， 学习 效果受影响 。 希望学校能够重新调整 。

三 、 汉语教学内容与方法

对于 目 前所使用 的教材的看法 ， 两所大学学生认为最主要 的 问题是汉字没有历

史背景介绍 ， 不太重视语音 ， 这两点两所大学学生都排在前两位 。 多数学生都认为

教材应该有汉字的历史背景介绍 ， 这样才能有助于理解和记忆 ， 增强汉字学 习 的趣

味性 。 另外 ， 会话不实用 ， 文化 内容太少 ， 练习单调 ， 汉语和阿拉伯语翻译 内 容脱

离实际生活 、 听力较难等方面的看法也
一

致 。 不 同 的是 ， 开大学生认为词汇较多 ，

而艾大学生认为语法复杂 ， 课文没有意思的 比例更高 。 对于教材的 需求 ， 两所大学

学生普遍认为教材新奇有趣 ， 会话 内 容贴近生活很重要 。 有 同步 ＭＰ ３ 或 ＣＤ ， 语法讲

解清楚 ， 有阿拉伯语讲解翻译选择的 比例也大体差不 多 。 不 同 的是 ， 艾大学生更重

视课文有趣味性 ， 文化 内容贴近现代生活 ， 而开大学生更重视的是教材 中有 中 国文

化知识介绍 。 对于教学方法 ， 两所大学学生普遍喜欢师生互动多提 问 ， 实物或图片

教学 ， 老师 引 导下学生 自 己探讨 ， 对 比法 ， 视频展示 ， 情景表演 ， 游戏活动 。 普遍

不喜欢老师讲学生听 。 对于翻译法 ， 艾大学生的接受度高于开大学生 。 对于教学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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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 两所大学学生不谋而合 ， 排在前三位的都是表演 、 小组讨论和有挑战性的游戏 。

对于其他活动 ， 开大学生更喜欢个人报告 ， 而艾大学生喜欢唱中 国歌 。

四 ＇ 汉语教师

两所大学教师都有 中 国教师与埃及本土教师 ， 艾大教师较多 ， 因为艾大学生多

于开大 。 本土教师艾大教师是全埃及最好 的教师 。 通过调査分析 ， 课堂观察与访谈

法发现两所大学 的学生对教师的期待基本相 同 ， 都希望教师知识丰富 ， 讲课清楚 明

白 ； 像朋友
一

样跟学生交流 ； 跟老师能学到地道的汉语 ； 使用 多样的汉语教学方法 ；

幽默 ； 善于活跃课堂气氛 ； 组织很 多课堂活动 ； 多才多艺 。 所不 同 的是 ， 对于讲课

时的语速 ， 艾大学生更希望老师能慢
一

些 。 两所大学的学生都对教师较满意 ， 认为

老师们都尽心尽力完成他们的教学 。 但也有学生认为有的老师可能经验不够 ， 或者

教学方法不适合 ， 而且老师使用 的教材影响讲课效果 。 开罗大学学生认为老师讲课

都很用 心 ， 但缺少与 中 国人练 习机会是影响汉语进步的原因之
一

。 两所大学对教师

使用 的教学法有不同点 ， 开大学生觉得使用有效的汉语教学方法首先该考虑到你的

对象是否喜欢 ， 如果有很多人喜欢 中 国文化 ， 应该从文化方面来开始麻释语言 ， 让

学生对你讲的 内 容感兴趣 。 而艾大学生觉得最有效的汉语教学方法是使用游戏 、 视

频或者有 图片来教汉语 ， 课堂都是游戏和会话 ， 快乐地交流与说汉语 ， 这样会让他

们多说汉语 多听汉语 ， 提高他们的发音与汉语表达能力 。

五 、 汉语教学资源

对于汉语教学资源 ， 两所大学学生 的满意度普遍不高 ， 很多 资源满意度不到

５０％ ， 艾大学生 的满意度更低 。 艾大学生只有对图书馆 、 语音室和汉语 图书 资源 的

满意度达到 ５０％以上 ， 而对汉语教室 、 网络设备 、 音像设备 、 多媒体设备 、 汉语活

动室 、 汉语环境的满意度不到 ３０％ 。 而开大学生对于汉语教室 、 语音室 、 音像设备 、

多媒体设备 、 汉语环境的满意度达到 ５ ０％以上 ， 甚至有 的超过 ６０％ 。 开大学生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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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设备的满意度最低 ， 只有 ３０％ 。 整体来说 ， 开大学生对汉语教学资源的看法更乐

观 。 艾大和开大的教学设备在非洲地区算较好的 ， 但还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 ， 还需

要进
一

步完善 。

六 、 教学评估测试

两所大学的学生对汉语评估测试的看法排在前三位的完全相 同 ， 分别是 ： 考试

不能反映出学生的真实水平 ； 考试的成绩不公平 ； 考试的 内 容太难 。 艾大学生认为

考试太难的 比例高于开大 ２０％左右 。 另外艾大学生近 ５ ０％认为考试时 间过紧 ， 而开

大学生只有 １ ７ ．５％的学生认为考试时间紧 ， 可 以看 出艾大考试 内容 、 时 间安排有 问

题 。 另外开大学生对考试的满意度 ３０％高于艾大 １ ３ ．１ 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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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开罗大学与艾因夏姆斯大学中国文化教学调查分析

第一节 开罗大学中国文化教学调查分析

―

、 学 习 中 国文化的 目 的和对中国文化的态度

（

一

） 学生学 习 中国文化的 目 的

８０

 ７２ ． ５％

６〇 ５７ ． ５％ ５７ ． ５％

Ｉ Ｉ Ｉ Ｌｉ ｉ －
为了提高汉语水平 为了更深入地了… 为了更好地工作 为了了解中国人… 为了更好地和中… 为了了解汶字 其他

图 ４
－

１ 开大学生学 习 中 国文化的 目 的

调查发现 ， 开大学生有明确的学 习 中 国 文化的 目 的 ， 并且清楚地认识到汉

语学 习与文化学习 的关系 ， 对中 国文化有主动性 ，
７ ２ ．５％的学生选择学 习 文化的 目

的是为 了提高汉语水平 ， 承认学好汉语应掌握 中 国文化 。 ５ ７ ．５％的学生选择为 了更

深入地 了解中 国文化和更好地工作 ， 表 明开大学生认为学 习 中 国 文化很有价值 。 开

大学生都认为
“

学习 中 国文化在汉语教学 中是很重要的 ， 认为学 习某种语言 ， 先要

５ ５



学习这种语言的文化 ， 文化让学生感兴趣 ， 比如汉字对学生来说很难 ， 但是如果老

师先给学生介绍汉字的文化背景 ， 学生会喜欢上汉字 。

”？

（二 ） 对中国文化的态度

表 ４
－

１ 开大学生学 习汉语文化的态度

｜

非常不 同
｜

不 同意
＝１
￣￣＂＂＂

ｉｆｌ
￣￣

｜

非常同意

居、

中 国文化历史悠久〇 （ 〇％）０ （ ０％）４ （ １ ０％ ）６ （ １ ５％ ）３０ （
７５％ ）

对中 国传统文化更０ （ ０％ ）１ （２ ． ５％ ）

＂ ＂

１ ５ （ ３ ７ ． ５％ ）８（ ２ ０％ ） １ ６ （４０％ ）

感兴趣

对中 国现代文化更〇 （ 〇％ ）０ （
０％ ） １ ２ （

３ ０％ ） １ ５ （ ３ ７ ．５％ ） １ ３ （ ３ ２ ．５％ ）

感兴趣

中 国文化和埃及文０ （ ０％ ）６ （ １ ５％ ） １ ４ （ ３ ５％ ） １ ２ （ ３ ０％ ）８
（
２０％ ）

̄

化差别大

中 国文化有 自 己的〇 （〇％ ）１（ ２ ． ５％
）２

（
５％

）８
（
２ ０％

）２９ （
７ ２ ． ５％ ）

特色

中 国文化在世界上０ （ ０％ ）１（
２ ．５％ ）

￣

５ （ １ ２ ．５％ ）

￣￣

１ １（
２ ７ ．５％ ）

＂ ＂

２ ３ （
５ ７ ．５％）

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中 国文化博大 ｆｔ １（ ２ ．５％ ）０ （０％）２ （ ５％ ） １ ５ （ ３ ７ ．５％ ）

￣￣

２ ２ （ ５ ５％ ）

深 ， 内容丰富

中 国面积广大 ， 人 口众多 ， 方言和 民族也多 ， 有悠久 的文化传统和丰富 的 内容 。

不同 国家的学生对文化有不 同 的行为和态度 ， 作为汉语教师需要 了解学生对中 国文

化的态度 ， 引 导学生热爱中 国文化 。 数据显示 ， 开大学生对中 国文化态度基本是正

面的 。 ９２ ．５％的学生认为 中 国文化博大精深 、 内 容丰富 ， 并且中 国文化有 自 己的特

色 。 笔者在 中 国 留学时 ， 眼 中 的 中 国每
一

个 民族都很有特色 。 文化态度也受学生国

家的影响 ， 埃及人都为埃及历史悠久感觉很 自 豪 ， 从小学开始学 习 埃及的历史和文

化 ， 都认为埃及和 中 国是世界四大文 明古 国之
一

， 所 以 ９ ０％的学生赞同 中 国文化历

①

根

据开罗大 学中 文系 Ｆ ＡＴＭＡ同 学的访谈， ２ 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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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悠久 ， 想感受到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 有 ８ ５％的学生认可 中 国文化在世界上 占有很

重要的地位 ， 中 国有古老的文 明 ， 现代中 国经济快速发展 ， 中 国文化 占有重要地位

是必然的 。

一

半的学生认为中 国文化和埃及文化差别大 ， 这既说 明 了 中埃文化有相

同之处也有不 同之处 。

二 、 学生对中国文化内容了解情况



表 ４
－

２ 开大学生对中 国文化了 解情况


不了解ＹＷ

中 国 的传统习俗 １（ ２ ．５％ ） ３９（ ９７ ．５％ ）

中 国 的文学作品 ３ １
（ ７ ７ ． ５％

） ９ （２ ２ ． ５％ ）

中 国的历史 １ ７ （４２ ． ５％） ２３ （ ５ ７ ． ５％）

中 国 的神话传说 １ ６ （４０％ ） ２４ （ ６０％ ）

汉语中 的文化 １ １ （２７ ． ５％
） ２９ （ ７ ２ ． ５％ ）

中 国的戏剧 ３０ （７ ５％ ） １ ０ （ ２ ５％）

中 国的音乐和影视 ８
（
２ ０％） ３２ （８０％）

中 国 的饮食 １ （２ ． ５％） ３９ （９ ７ ． ５％ ）

中 国 的建筑 ２ ７
（６７ ． ５％） １ ３ （ ３２ ． ５％ ）

中 国文物 １ ７
（４２ ． ５％） ２ ３ （ ５ ７ ． ５％ ）

中 国旅游文化 ２２ （ ５５％ ） １ ８ （４ ５％ ）

中 国功夫 ２０ （ ５０％） ２０（ ５ ０％ ）

中 国画 、 书法 １ ２ （
３０％） ２８（ ７０％ ）

中 国人的 习惯 ３ （
７ ． ５％） ３７ （９ ２ ． ５％ ）

中 国诗歌 １ ５
（ ３７ ． ５％

） ２ ５
（
６２ ． ５％）

中 国传统医药 ２ ７
（ ６７ ． ５％

） １ ３ （ ３ ２ ． ５％）

中 国宗教哲学 ２ ３ （ ５７ ． ５％） １ ７ （ ４２ ． ５％ ）

开大学生对 中 国文化 了解较多 的是饮食文化 （９ ７ ．５％ ） 、 中 国传统习 俗 （ ９ ７ ．５％ ） 、

中 国人的 习惯 （ ９ ２ ． ５％ ） 、 中 国 的音乐和影视 （ ８ ０％ ） 、 汉语 中 的文化 （ ７ ２ ． 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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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画 、 书法 （ ７ ０％ ） 。 中 国 的饮食跟埃及完全不
一

样 ， 开大学生想尝试这种味道 ，

目 前在埃及有很多 中 国餐厅 ， 除 了 中 文学习 者 ， 不少埃及 民众也喜欢 。 有
一

位开大

学生较喜欢中 国饮食 ， 学 习 了 中 国菜的做法 ， 在 ｆａ ｃ ｅｂ ｏｏｋ 上分享 自 己做的菜和做

法 。 中 国人的节 日 习惯 、 问候方式等 ， 这些让学生感兴趣 ， 印象深刻 。 中 国 的音乐

和影视也非常吸引 开大汉语学习者 ， 在埃及不仅是学 习者 ， 普通埃及人都知道成龙 、

李连杰和李小龙 。 有些学生学习 中文前看成龙的 电影 ， 学习汉语后又看
一

遍 ， 感受

学习 中文的感觉 ， 提高 自 己的汉语水平 。 另外 ， 有些文化活动涉及中 国 习俗 、 中 国

画 、 书法等 ， 所 以学生 比较了解 。 开大学生不甚 了解的 中 国文化 内容主要有中 国 的

文学作 品 （２ ２ ．５％） ， 中 国 的戏剧 （ ２ ５％ ） 和 中 国 的建筑和传统医药 （
３２ ．５％） 。

一

是平时

接触得少 ，
二是 内容较难理解 。

三 、 文化教学方法与文化活动

（

―

） 文化教学方法

表 ４ ３ 开大学生对文化教学方法的看法

｜

非常不同意
｜

不同意＝１ｍ： ｜

非常同意

教师讲 自 己的经历 ０
（０％ ） ２

（ ５％ ） １ ５ （ ３ ７ ． ５％ ） １ ３ （ ３２ ． ５％） １ ０ （ ２ ５％ ）

̄

教师带领学生体验中 国文化０ （ ０％） ０ （ ０％ ）８（ ２ ０％） １ ０ （ ２ ５％）２２
（ ５ ５％ ）

̄

老师组织学生讨论后归纳 出０
（０％ ） ２ （ ５％ ）２ （ ５％ ） １ ５ （

３ ７ ． ５％ ）２ １（ ５２ ． ５％ ）

中 国文化的特点

老师通过 图片或实物展示中０ （ ０％ ） １（ ２ ． ５％ ）６ （ １ ５％ ） １ ２ （ ３ ０％ ）２ １（ ５ ２ ． ５％
）

国文化

老师通过视频介绍 中 国文化 ０
（
０％

） １（ ２ ．５％ ）５ （ １ ２ ． ５％
） １ １ （ ２ ７ ． ５％）２ ３ （ ５ ７ ． ５％ ）

老师让学生 自 己找有关中 国０
（
０％

） １（ ２ ． ５％ ）６ （ １ ５％ ） １ ６ （ ４０％ ） １ ７ （ ４２ ． ５％ ）

文化的资料并做报告

开大学生认为上述教学方法都 比较有效 ， 老师组织学生讨论后归纳 出 中 国文化

的特点 （ ９０％ ） ， 老师通过视频介绍 中 国文化 （ ８ ５％ ） ， 老师通过图片或实物展示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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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化 （ ８２ ． ５％（ ， 老师让学生 自 己找有关中 国文化的资料并做报告 （ ８ ２ ． ５％ ） ， 教

师带领学生体验中 国文化 （ ８０％ ） 。 数据表明开大学生希望老师采用 的文化教学方

法 ， 是让学生能够实践 ， 激发他们对文化的兴趣 ， 促进他们学习汉语 。 如果教师介

绍文化 内容 ， 学生只是被动地听 ， 这种方法不受欢迎 。 老师组织学生讨论后归纳出

中 国文化的特点 ， 学生需要准备资料上课时讨论 ， 这种方法能提升学生的能力 ， 激

发学生的思考和积极性 ， 增加学生们互相合作和学习 的机会 ， 提高学生说汉语的能

力 。 老师通过视频介绍 中 国文化 ， 这些视频可 以成为他们的学 习 资料 ， 视频除 了帮

他们 了解丰富 中 国文化知识也能够提高他们的汉语水平 。 老师通过图片或实物展示

中 国文化 ， 能让学生直观地了解中 国文化 。

（
二 ） 文化活动

７ ５

５２ ． ５％ ｃ
０％

５０■＾４７ ．５％４５％

ＩＩＩｉ叾 叾
３７ ５％ ３５％３ ｓ％

：
ＩＬ ｉ１ １ｒ１ １ １ｉｉ

图 ４
－

２ 开大学生感兴趣的文化活动

开大学生 比较喜欢的文化活动是 ， 汉语小品表演 （ ５２ ． ５％ ） ， 中 国歌 曲表

演 （ ５ ０％ ） ， 学校组织文化活动希望大家互助合作 ， 让学生运用 自 己学过 的文化知

识去体验中 国文化 。 另 外 ， 文化讲座 、 文化周在开罗大学也是受欢迎 的 ， 能够帮助

学生感受 、 实践中 国文化 ， 也能提高学生的汉语水平 ， 增强文化学 习 的主动性 。 同

时学生也希望开大能够 多组织
一

些活动 ， 让学生接触 、 实践 中 国文化 ， 满足他们 的

需求 。 开大的汉语角 活动很有特点 ， 因为这个活动是开大组织的 ， 但是其他大学的

学生也可 以参加 ， 扩大 了开大中 文系 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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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艾因夏姆斯大学中国文化教学调查分析

―

、 学 习 中国文化的 目 的和对中国文化的态度

（

＿

） 学 习 中 国文化的 目 的

８０ ；

６ ５ ．５７％

—Ｉ ５９ ．０２％厂…似

■＿■ ＝
■＿Ｅｌｉｉｌ

４０

 ｜■！ＩＨ＿藏＾ ３２ ． ７９％

＿３ＳＩ ］Ｍ圓２ １ ．３ １ ％

２０


Ｉ■■■ 國 ■Ｍ １ １ ＊４８％

为了更好ｇ中 为了了解中国人．
．

． 为了提高汉？水平 为了更好地工作 为了更深入地了 ． ． ． 为了了解汉字 其他

图 ４
－

３ 艾大学生学习 中 国文化的 目 的

艾因夏姆斯大学学生学习 中 国文化的 目 的较明确 ， 为 了跟中 国人交流学习文化

占 ６５％ ， 因为中 国离埃及较远 ， 埃及学生要进
一

步 了解中 国文化和生活方式才能跟

中 国人交流 。 中埃文化差别较大 ， 两个 国家 的生活方式 、 思想方式 、 习 俗等都不 同 ，

了解 中 国文化才能避免跟中 園人交流或工作时发生误解 ， 艾大学生也认为学习 中 国

文化能帮他们提高汉语水平 （ ５ ５ ． ７ ５％ ） 。 艾大学生喜欢中 国文化 ， 认为是汉语教学

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 要学好汉语 、 跟 中 国 人交流 ， 必须学习 中 国文化 。 学习 中 国 习

俗能避免
一

些交际失误 ， 比如在中 国送老人礼物时不能送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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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对 中 国文化的态度

表 ４
－

４ 艾大学生对 中 国文化的态度

＂

＾１ ｜

非常不同意
｜

不同意
￣

＝１
＾
＾

ｍ： 非常同意

中 国文化历史悠久０ （ ０％） ０ （０％）５
（８ ． ２％） １ ０ （ １ ６ ． ３９％）４６ （７ ５ ． ４ １％）

对中 国传统文化更〇
（
〇％ ） １ （ １ ． ６４％）２ ９

（４ ７ ．５４％ ） １ ８ （２ ９ ．５ １％）

￣ ￣

１ ３ （ ２ １ ．３ １％）

感兴趣

对中 国现代文化更０ （ ０％）３ （ ４ ． ９２％ ） １ ３
（ ２ １ ． ３ １ ％）２ ０ （ ３２ ． ７ ９％ ）

￣ ￣

２ ５ （
４０ ．９８％ ）

感兴趣

中 国文化和埃及的３ （４ ． ９２％ ）６ （ ９ ． ８ ４％） １ ７ （ ２ ７ ． ８ ７％）

＂ ＂

１ ５ （
２４ ． ５９％ ）２０ （ ３２ ． ７９％ ）

文化差别大

中 国文化有 自 己的０ （ ０％ ） ０ （ ０％）４
（ ６ ．５６％）

￣￣

１ ８ （ ２９ ． ５ １ ％ ）３９ （
６３ ． ９ ３％）

特色

中 国文化在世界上０ （ ０％）０ （
０％ ） １ ２ （ １ ９ ．６ ７％）

￣ ￣

１ ５ （ ２４ ． ５９％ ） ３４ （ ５５ ． ７ ４％）

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中 国文化博大精 １（ １ ．６４％ ）０ （ ０％ ）５（ ８ ．２％ ） １ ９ （ ３ １ ．１ ５％）

￣ ￣

３ ６ （ ５９ ． ０２％）

深 ， 内 容丰富

学生对中 国文化的态度对学习汉语有
一

定影响 ， 如 图所示 ， 艾大学生对中 国文

化的态度都比较正面 。 艾大学生觉得中 国文化有 自 己的特色 （ ９ ３ ． ４４％ ） ， 喜欢中 国

悠久的历史文化 （ ９ １ ． ８％ ） ， 认为 中 国文化博大精深 、 内 容丰富 （ ９０ ．１ ７％ ） ， 中 国

文化在世界上 占有很重要 的地位 （ ８ ０ ． ３ ３％ ） 。 学生认为 中 国文化跟其他 国 家不
一

样 ，

民族众多 ， 每
一

个 民族有 自 己的特色 ， 饮食 、 服装和舞蹈等都不
一

样 ， 中 国也有不

同 的方言 。 但同时也认为中 国文化 内 容很多 ， 学起来可能会有
一

定难度 。 比起传统

文化 ， 学生被现代文化所吸引 ， 现代中 国发展速度很快 ， 他们想 了解 中 国发展的成

功 因素 。 根据上面 的数据和分析我们可 以知道艾大学生对中 国现代文化较感兴趣 ，

更喜爱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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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学生对中国文化内容了解情况

表 ４
－

５ 艾大学生对 中 国文化 内 容 了解情况

不了解ｒｒｎ

中 国的传统习俗 〇 （ 〇％） ６ １（ １ ０ ０％）

中 国 的文学作品 ３ ４ （
５ ５ ． ７４％） ２ ７

（４４ ． ２ ６％）

中 国 的历史 １ ４ （ ２ ２ ． ９５％） ４７ （ ７ ７ ． ０ ５％）

中 国的神话传说 ２４ （
３９ ． ３４％） ３ ７（ ６ ０ ． ６ ６％）

汉语中 的文化 １ ５ （
２４ ． ５９％） ４６ （ ７ ５ ． ４ １％）

中 国的戏剧 ５ ０ （８ １ ． ９ ７％） １ １ （ １ ８ ． ０ ３％）

中 国的音乐和影视 １ ２
（
１ ９ ． ６７％） ４９ （８ ０ ． ３３％）

中 国 的饮食 ４ （６ ． ５ ６％） ５ ７ （９３ ． ４４％）

中 国 的建筑 ３ ０ （４９ ．１ ８％） ３ １（５０ ． ８２％ ）

中 国文物 ２ ３ （ ３ ７ ． ７％ ） ３８
（
６２ ． ３％）

中 国旅游文化 ３４ （ ５ ５ ． ７４％） ２ ７
（４４ ． ２ ６％）

中 国功夫 ． ３８ （６２ ． ３％） ２３
（ ３ ７ ． ７％ ）

中 国画 、 书法 １ ６ （２６ ． ２３％） ４５
（
７ ３ ． ７ ７％

）

中 国人的习惯 ８ （
１ ３ ．１ １ ％ ） ５ ３ （８ ６ ． ８９％ ）

中 国诗歌 １ ８ （２９ ． ５ １ ％） ４３（７ ０ ． ４９％）

中 国传统医药 ５ １（８ ３ ． ６ １ ％） １ ０ （ １ ６ ． ３９％）

中 国宗教哲学 ４３
（
７ ０ ． ４９％ ） １ ８ （ ２ ９ ． ５ １ ％

）

如 图 所 示 ， 艾大学 生 对 中 国 文 化 了 解 比 较 多 的 内 容 是 中 国 的 传统 习 俗

（ １ ００％ ） ， 中 国 的饮食 （ ９ ３ ． ４４％ ） ， 中 国人的 习惯 （ ８６ ． ８ ９％ ） ， 中 国 的音乐和影视

（ ８ ０ ． ３ ３％ ） 。 大部分埃及学生对 中 国传统习俗的 了解 ， 主要是对传统节 日 的 了解 。

艾大学生对春节 、 清 明节 、 元宵节 、 中秋节和端午节都有
一

定 的认知 。 每年在埃及

开罗 中 国文化 中心庆祝春节 ， 安排丰富多彩的节 日 活动 ， 中文学 习者从埃及各地赶

来参加 ， 感受 中 国春节快乐 的气氛 。 对于清明节 ， 有
一

个学生说 ， 埃及的农村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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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习惯 ， 偶尔人们要去祭扫亲戚的坟墓 ， 给逝者送去 问候 ， 跟中 国清明节差不多 。

饮食 由于跟 日 常生活紧密相连 ， 所 以受到学生关注 ， 埃及学生对中 国饮食较好奇 ，

了解得也会多
一

些 。 还有些学生 了解中 国 人 问候 、 起名等习惯 。

三 、 文化教学方法与文化活动

（

一

） 文化教学方法

表 ４
－

６ 艾大学生对文化教学方法的看法

｜

非常不同意
｜

不同意
｜

一

般ｐｉ ｜

非常同意

教师讲 自 己的经历 ２ （ ３ ．２８％ ）４ （６ ．５ ６％ ） １ ８ （ ２ ９ ． ５ １ ％）２２ （ ３ ６ ． ０ ７％ ） １ ５ （２４ ． ５９％ ）

教师带领学生体验中 国
￣ ￣

〇 （ 〇％ ） ０ （ ０％ ）６ （９ ． ８ ４％ ）２ ５ （４０ ． ９８％ ）３０ （４９ ． １ ８％）

文化

老师组织学生讨论后归
￣ ￣

１ （
１ ． ６４％ ）４（

６ ．５６％ ）

＂ ＂

１ ０ （
１ ６ ．３９％ ）２ ２（ ３６ ．０ ７％ ）２ ４

（ ３９ ．３４％ ）

纳 出 中 国文化的特点

老师通过图片或实物展
￣ ￣

〇 （ 〇％ ） １ （ １ ． ６ ４％ ）３ （４ ． ９ ２％ ）２９ （ ４ ７ ． ５４％ ）２８ （４５ ． ９％ ）

示中 国文化＿

老师通过视频介绍 中 国
￣ ￣

〇
（ 〇％ ） ２ （

３ ． ２８％ ）６ （ ９ ． ８４％ ）２ ５（ ４０ ．９８％ ）２８（
４５ ．９％ ）

文化

老师让学生 自 己找有关

＂＂ ＂

３ （ ４ ． ９ ２％）４ （ ６ ． ５６％ ）９ （ １ ４ ． ７ ５％ ）

￣￣

２ ２（ ３ ６ ．０７％ ）２ ３（ ３７ ．７％ ）

中 国文化的资料并做报

告

艾大学生最认可的三种文化教学方法是 ， 老师通过图片或实物展示 中 国文化

（ ９３ ． ４４％ ） ， 教师带领学生体验中 国文化 （ ９０ ．１ ６％ ） ， 老师通过视频介绍 中 国文化

（ ８８ ． ６６％ ） 。 图片展示和视频教学都是较直观的方法 ， 便于理解 ， 因此受到欢迎 。

学生希望老师能够给他们机会接触 、 体验中 国文化 ， 这样容易理解 ， 难 以忘记 ， 学

习者能够牢固地掌握文化知识 。 艾大学生对中 国文化感兴趣 ， 愿意认真学习感受中

国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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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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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４ 艾大学生感兴趣的文化活动

艾大学生对文化活动感兴趣 ， 喜欢参加文化活动 ， 通过文化活动可 以获得练习

汉语的机会 ， 并能发现 自 己在学习上的优势和弱点 。 艾大汉语文化活动对汉语学习

有较大帮助 ， 活动参加者都有辅导课 ， 老师帮他们修正错误 ， 帮他们练习 ， 这样可

以提高参加者的汉语文化水平 。 受艾大学生欢迎的文化活动有文化周 （ ６ ２ ． ３％ ） ，

汉语小 品表演 （ ５９ ． ０ ２％ ） ， 绕 口令相关活动 （ ５ ７ ． ３８％ ） 。 这些文化活动能激发学生

对 中 国文化的兴趣和好感 ， 增强对 中 国文化的认同感 ， 学生根据 自 己的特点参加活

动 ， 在辅导师指导下提升 自 己的汉语文化水平 。

第三节 开罗大学与艾因夏姆斯大学中国文化教学对比分析

调查显示 ， 开罗大学和艾因夏姆斯大学学生对中 国文化教学方面的看法大体相

同 ， 这两所大学中 国文化教学情况和学生对此的看法基本能代表埃及大学汉语学习

者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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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学生学 习中国文化的 目的与态度

两所大学学生对中 国文化都很感兴趣 ， 喜欢学习 中 国文化 。 开大和艾大学生对

学 习 中文化的 目 的较明 确 ， 但两校学生学习 中 国文化的 目 的不尽相 同 。 开大学生的

主要 目 的是为 了提高汉语水平 ， 为 了更深入地 了解中 国文化 ， 为了更好地工作 ， 为

了 了解中 国人的想法 。 艾大学生的主要 目 的是为 了更好地和 中 国人交流 ， 为 了 了解

中 国人的想法 ， 为 了提高汉语水平 ， 为 了 更好地工作 。 比较起来 ， 开大学生更注重

汉语水平的提高 ， 艾大学生更注重与 中 国人的 良好沟通 。 对于对中 国文化的态度 ，

两所大学学生对 中 国文化的态度也倾 向于
一

致 。 特别是排在前几位的 内 容基本
一

致 ，

绝大部分埃及汉语学 习 者认为中 国 历史文化悠久 ； 中 国文化有 自 己的特色 ； 中 国文

化博大精深 、 内容丰富 ； 中 国 文化在世界上 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

二 、 中 国文化内容了解情况

两所大学 的学生都对 中 国 文化 内 容较感兴趣 ， 两所大学学生对 中 国文化内 容的

了 解情况既有相 同 点又有 不 同 点 。 了 解情况基本相 同 的是 ： 中 国神话传说 ， 汉语 中

的文化 ， 中 国 的音 乐和影视 ， 中 国 的饮食 ， 中 国旅游文化 ， 中 国画和书法 ， 中 国诗

歌 ， 中 国人的 习惯等 。 对于 中 国 传统习 俗 ， 中 国戏剧 ， 中 国功夫 ， 中 国传统医药 ，

中 国宗教哲学等 ， 开大学生 比艾大学生 了解得更多 。 而对于 中 国文学作 品 ， 中 国历

史 ， 中 国建筑等方面 ， 则是艾大学生 了解的人数更多
一

些 。

结合调查访谈发现 ， 两所大学的学生都认为中 国文化很重要 。 开大有些学生也

希望能够进行文化方面的研宂 ， 但是对 目 前开大的文化教学 内 容不满意 ， 认为所学

内 容过于侧重古代文化和 中 国历 史与文 明 ， 缺少 中 国人 习俗文化的 内 容 。 有
一

位访

谈者说他现在所有 的关于 中 国现代文化 以及文化习俗方面的 内容都是 自 学的 ， 因为

他对这方面较感兴趣 ， 但是学校并没有相关 内 容教学 。 艾大文化教学也都是 以历史

与文 明为主 ， 脱离学生 的现实生活和文化学 习 需求 ， 也没有和汉语教学结合起来 。

艾大学生认为 ， 为 了方便跟 中 国 人交流而学 习 中 国 文化 ， 应该学 习 中 国人的观念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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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等 ， 比如 中 国人喜欢哪种颜色 ？ 喜欢什么礼物 ？ 如果想送 中 国新人
一

份礼物 ， 不

要送伞 ；
送老人礼物不能送他们钟 。 这些都是重要又实用 的文化 内容 。

三 、 学生对文化教学方法与文化活动的看法

针对汉语文化教学方法 ， 开大与艾大学生的看法基本
一

致 ， 绝大部分学生都赞

同老师通过视频介绍 中 国文化 ， 教师带领学生体验中 国文化 ， 老师组织学生讨论后

归纳 出 中 国文化的特点 ， 老师通过实物和 图片展示 中 国文化 ， 老师让学生 自 己找有

关 中 国文化的 资料并做报告 ， 这些方法对文化教学有帮助 。 同时两个学校的学生也

都认为教师讲 自 己的经历 比上面的方法较为逊色 。 另外两所大学 的学生都认为大学

进行文化教学时不重视运用视频 。 希望 以后在文化教学过程中 多让学生看关于 中 国

文化的视频和 电影 ， 以提高学生对文化的理解水平 ， 了解中 国人的社会生活与文化

习 俗 。

两所大学学生都喜欢文化活动 ， 都认为文化活动是汉语文化教学的重要 内容之

一

， 能够将语言文化结合起来 ， 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 。 但对喜欢哪种活动有不同 的

意见 。 开大学生最喜欢的文化活动 ， 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汉语小品表演 ， 中 国歌 曲

表演和文化讲座 。 艾大学生最感兴趣的文化活动是文化周 ， 汉语小 品表演和绕 口令

相关活动 。 可 以看 出 ， 汉语小品表演是两所大学都 比较感兴趣的文化活动 。 开大有

一

些学生喜欢汉语角 ， 因为这是他们大学组织的活动 ， 其他大学学生也可 以参加 ，

并能看 出哪所大学 的学生较优秀 ， 所 以开大学生为学校组织活动感到 自 豪 。 开大学

生对孔子学院组织的文化活动感兴趣 ， 经常参加 。 因为孔子学院的活动有趣 、 有竞

争性 ， 所有大学的学生都代表着 自 己的大学参加 ， 如果能够取得好成绩 ， 会给学校

带来荣耀 。 有
一

部分艾大学生喜欢汉语桥和朗诵 比赛 ， 汉语桥 比赛中获得第
一

名和

第二名 的学生都能够去中 国参加 中 国汉语桥比赛 。 艾大学生也很 自 信 ， 认为艾大中

文系的学生是埃及最好的 ， 近两年他们也获得 了埃及汉语桥第
一

名 。 艾大很重视朗

诵 比赛 ， 每年会组织朗诵 比赛 ， 很多学生参加 。 有
一

位访谈者获得艾大 朗诵 比赛第

一

名 ， 因为他很喜欢 中 国 ， 朗诵时用情很深 ， 非常令人感动 ， 所有听众都能感受到

他对中 国 的热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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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埃及大学汉语及中国文化教学特点 、 问题及建议

第一节 埃及大学汉语及中国文化教学特点

―

、 埃及大学汉语教学特点

邓时出 （ ２ ００４ ） 在 《埃及艾因 夏姆斯大学汉语教学现状及发展思路 》 中研究发

现 ， 艾因 Ｅ姆斯火学汉语教学特点主要是 ： 办学的规模很大 ， 学生人数 多 ； 教室 、

办公室 、 阁 书馆的结构完善 ； 教师 力量强 ； 埃及在旅游和商 贸等部 门缺乏汉语人才 ，

有很多工作机会 ： 埃及政府现在 也十分重视汉语教学 。 结合本文调查 ， 埃及大学

汉语教学方面有如下特点 ：

（

―

） 办学规模较大

埃及是非洲 国家和阿拉伯地区开展汉语教学最早 的 国家之
一

， 也是汉语学 习者

数量最多 的 国 家之
一

。 随着埃及和 中 国关系 的 良好发展 ， 中文越来越重要 ， 中 文人

才需求不断增加 ， 因此 目 前埃及很多大学都建立了 中 文系来培养 中 文人才 。 其中办

学成熟 、 比较受欢迎的大学有艾因夏姆斯大学 、 开罗大学 、 艾资哈尔大学 、 苏伊士

运河大学和敏亚大学等等 。 在埃及和中 国政府的支持和关注下 ， 各个大学的 中 文系

教学情况和教学资源都在不断完善 。 埃及大学 中文系 的汉语教学都比较正规 ， 教学

①

邓时忠 《埃及艾因 夏姆斯 大学汉语教学现状及发展思路 》 ， 《阿拉伯世界 》 ， ２ ００４ 年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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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设施正在不断发展 ， 与其他非洲国家相 比较好 ， 有环境 良好的教室 、 语音室 、

部分多媒体设备和 图书资源 。

（二 ） 师资力量相对较好

埃及大学汉语教学的师资力量比起非洲其他国家相对较好 。 埃及大学汉语教师

有两个来源 ，

一

是埃及本土教师 ，

一

是来 自 中 国 的教师 。 埃及大学里的 中 国教师都

是中 国高教或孔子学院派出 的 ， 都经过教学培训 ， 汉语文化知识较强 。 埃及本土教

师 多数在中 国 留过学 ， 积累 了
一

定的汉语和中 国文化知识 ， 而且学历较高 ， 基本上

都是硕士学历 以上 ， 还有
一

部分获得博士学位 。 埃及大学汉语课程 内容较全面 ， 包

括语言技能 、 语言知识和文化 内容 。 文化 内容主要文学 、 文明和历史 ， 各大学对汉

语课程设置也在不断完善 。 埃及大学组织
一

些教师根据 中 国教材和 网络资源编写本

土教材 。

（三 ） 学生人数逐年递增 ，
工作需求不断增加

目 前汉语在埃及越来越重要 ， 在埃及教育部 门 的推动下 ， 埃及的汉语学习者不

断增加 ， 进入大学 中文系学 习 的学生也不断增加 ， 开罗大学每年新生入学为 ５ ０ 人

左右 ， 艾因夏姆斯大学每年新生入学人数达到 １ ５ ０ 人左右 。 随着 中埃关系 的纵深发

展 ， 埃及绝大多数部分需要汉语人才 ， 特别是旅游和商贸领域 ， 汉语人才需求量非

常大 ， 这为 中文系毕业生提供 了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与职业 出路 。 基于社会需求的

不断递增 ， 艾因夏姆斯大学孔子学院与时俱进 ， 针对社会需要和学生学 习 的 目 标 ，

有的放矢地开设 了汉语导游培训班 、 ＨＳＫ 培训班和翻译培训班 ， 吸引 很多人进班学

习 ， 部分满足 了埃及社会对汉语人才的需求 ， 促进了埃及大学汉语教学发展 。

（ 四 ） 获得政府重视与支持 、 地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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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中埃两国在各方面交流与合作的发展 ， 埃及政府十分重视埃及大学汉语教

学的发展与进步 。 埃及近期增加留学中 国的奖学金 ， 学生去 中 国的机会增 多 ， 允许

埃及大学中文系毕业生 申请进入政府的外交部 门 。 这些提升 了埃及大学中文系的地

位 ， 激发 了 更多学生学习汉语的热情 ， 改善 了埃及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的地位 。 近年

来 ， 埃及大学中文系的汉语教学和文化教学得到中 国教育部的重视与支持 ， 每年都

会派出 中 国教师到埃及大学中文系任教 ， 随着学生人数的增长 ， 派出 的教师数量逐

年增加 ， 他们经过培训 ， 能够承担汉语教学与文化教学 。 埃及政府和 中 国教育部的

重视和支持加快 了 埃及大学 中文系汉语和文化教学的发展与进步 。

二
、 埃及大学中国文化教学特点

（

－

） 文化教学受到重视
３

中 国文化教学受到埃及各个大学的重视和关注 。 为 了激发学生对汉语学 习 的热

情 ， 提高汉语水品 ， 加深学生对 中 国文化的 了解与兴趣 ， 埃及各个大学除 了语言教

学还开展文化教学 。 埃及大学文化教学 内 容较丰富 ， 包括文 明 、 现代历 史 、 古代历

史 、 文学史等 。 文化教学受到埃及 中文系学生欢迎 ， 埃及学生对中 国文化 内 容感兴

趣 。

（二 ） 文化活动较丰富

埃及大学为推动中 国文化教学 ， 传播中 国文化知识 ， 同时激发学生学 习汉语与

文化的热情 ， 联合孔子学院 ， 组织多种多样的汉语文化活动 。 比如春节的迎新活动 ，

这个活动是埃及最有名 的活动 ， 不只是埃及汉语学习者 ， 普通埃及 民众 、 当地中 国

人也可 以参加 国 际文化活动 。 文化讲座也受到学生喜爱 ， 它丰富 了埃及学生对中 国

文化的认知 。 文化周和汉语角是开罗大学组织的活动 ， 但埃及所有 的大学生都能参

加 。 通过这些活动 ， 埃及大学生能够 了解中 国文化 ， 促进师生之间 的关系 ， 加强 中

国 文化传播 。 汉语桥是最受埃及大学生欢迎的汉语文化活动之
一

， 每
一

年都会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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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所有的汉语学生 ， 各个大学的学生都希望参加 ， 并取得 良好的成绩 ， 给学校带

来荣誉 。 现在汉语桥 比赛越来越激烈 ， 因为学生的水平越来越高 。 埃及获得汉语桥

第
一

名 的大多是开罗大学和艾因夏姆斯大学生 ， 他们有机会去 中 国 ， 代表埃及参加

中 国的汉语桥比赛 。 这个 比赛强化 了学生学习汉语和文化的动机 ， 有很多学生都希

望能够去 中 国参加汉语桥 。 埃及还有朗诵 比赛和大使杯赛 ， 都吸引 了埃及大学生参

力口 。 近年来这些比赛都在 电视节 目 中播放 ， 推动 了汉语文化传播 。

第二节 埃及大学汉语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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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汉语教学存在的 问题

―

、 埃及大学汉语教学存在的问题

（
―

） 教学内容缺乏实用性和针对性

埃及大学使用 的教材大部分是埃及教师在 中 国 原版教材基础上 ， 配上阿拉伯语 。

教学 内 容不理想 ， 脱离实际生活和社会工作要求 。 多数学生毕业之后遇到这样的 问

题 ， 所学 内容跟社会需求和工作实际脱节 。 有些教师编写教材时缺乏经验 ， 忽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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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需求 ， 不 了解学生的特点和学习 目 的 。 现有教材不重视语音教学 ， 生词较多 ，

会话缺乏实用性 ， 练习较单
一

， 语法较复杂 。 教材 内容不够丰富 ， 不能满足学生对

中 国文化的需求 。 文化 内容可 以增强教材趣味性 。

埃及大部分大学都没有专 门汉字书写课 ， 没有专 门 的语法课 ， 语法是结合

课文 、 会话和文章讲授的 。

一

年级重视语音 、 会话 、 课文 、 和听力教学 ， 从二年级

起就重视书面语 、 文明史和翻译课 ， 忽视听力 、 会话和语音等内 容 ， 学生阅读能力

较强 ， 听和说能力较弱 。

教学时间安排不太合理 。 埃及跟中 国
一

样
一

年分两个学期 ， 每
一

个学期差

不多 四个月 ， 剔除节假 日等情况 ， 每学期 只有两 、 三个月 的教学时间 。 这段时 间学

生每天上课 ， 学 习 内容多 ， 有时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五 、 六点有课 ， 学生上课时 间过

长 ， 压力较大 ， 影响教学效率和质量 。

（二 ） 教师水平需进一步提高

埃及大学本土汉语教师基本上都获得 了博士学位 ， 大部分在 中 国 留过学 ， 但汉

语水平参差不齐 。 埃及大学本土汉语教师大部分在翻译 、 词汇 、 语法方面教学能力

较强 ， 但汉语的语音 、 口语和文化知识方面需要提高 。 有些教师上课时喜欢用
“

母

语
”

阿拉伯语讲授语法 、 课文等 ， 有些老师汉语成语不太丰富 ， 成语 、 课文讲解时

遇到 困难 。 有些本土教师的 中 国文化知识水平不高 ， 满足不 了学生对汉语文化的热

情和 需求 。 多数教师对汉语教学规律和理论不太 了解 ， 多数教师的博士研究方向是

翻译和语言对 比相关的 内容 ， 针对教学研宄的论文很少 ， 影响埃及本土教师汉语教

学质量 。 埃及大学 中 国教师 比较年轻 ， 汉语教学经验不丰富 ， 他们来埃及任教
一

、

两年 ， 没有长期规划 ， 每年都换新教师 ， 这对教学系统性 、 延续性的影响很大 。 中

国和埃及环境和气候不
一

样 ， 中 国教师到埃及需要时间 习惯环境 、 了解学生 ， 之后

才能够承担教学任务 ， 学生也需要时间 了解教师 ， 习惯教学方法和讲解方式 ， 过 了

磨合期 ， 教学相对稳定 ， 但不久又会换新教师 。 每年轮换教师 、 流动性影响教学效

率和质量 。

（三 ） 学生学 习积极性不高 ， 态度不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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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学生学习汉语的 目 的和动机都很 明确 ， 主要是找到好工作或去 中 国 留学 。

少数学生是为了 了解中 国文化或喜欢汉语而学习 。 但是汉语对于埃及学生来说有些

难 。 埃及需要说汉语的工作主要有两种 ， 翻译和导游 ， 这两项都依靠 口 语表达能力 。

多数学生觉得 自 己 口语能力欠佳 ， 学校对 口语教学重视不足 ， 有些学生在毕业之后

找工作遇到 困难 ， 缺乏 自信 。 虽然埃及学生有明确的 目 和的和动机 ， 也 了解学习汉

语的重要性 ， 但是 由于教学 内容欠缺实用性和针对性 ， 因此学生缺乏学习汉语的热

情和兴趣 ， 学习积极性不高 ， 学习态度不够认真 。

埃及学生的性格特点较活泼 ， 喜欢玩儿 ， 对学习 不太认真 ， 需要老师不断的提

醒他们做作业 、 多复习 、 多练习 。 埃及学生不太守时 ， 上课时经常会有迟到早退 ，

甚至缺勤 ， 有学生因缺课太多而丧失考试资格 。 少数学生会进入图书馆查阅相关书

籍 ， 学习缺少主动性 。 调查显示 ， 表面上埃及大学生学汉语时 ， 会跟中 国朋友交流 ，

看电影和 电视剧 ， 去孔子学院上补习班 ， 但实际上 ， 大 多学生去孔子学院学习是为

了拿奖学金去中 国 留学 。 跟 中 国朋友交流
一

般都是在 网上读写交流 ， 缺少面对面说

话机会 。

（四 ） 教学方法较单一

半数 以上 （ ５ ３ ． ４ ７％ ） 的学生认为汉语教学 中存在的 问题和 困难就是教学方法较

单
一

。 埃及大学多数教师使用 的教学方法是翻译法 、 听说法和对 比法 ， 使用 的教具

主要是黑板和 ＰＰＴ ， 不重视学生的学 习 目 的和性格特点 ， 教师使用 的教学方法较单

一

。 前面调查数据显示 ，

一

半 以上 （ ５ ５ ． ４ ５％ ） 的学生希望教师使用 多样的汉语教学

方法 。 教师使用 的教学方法能够决定课堂 的气氛与学生学习 的热情 ， 埃及大学汉语

教师应该在教学方法的改 良上多下工夫 。

（五 ） 教学设施与资源有待进一步完善

虽然埃及汉语教学持续发展 ， 学生不断增加 ， 可是跟其他外语 ， 如法语 、 德语 、

英语 比较起来 ， 还有很大的差距 ， 特别是教学设施与 资源方面 。 这些语言在埃及有

悠久的历史 ， 除在大学的有专业课程学习 外 ， 在 中 、 小学也开设外语必修课 。 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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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教学设施与 资源较落后 。 埃及大部分大学主要使用黑板和 ＰＰＴ 进行教学 ， 多媒

体使用不多 ， 大部分学生对现有多媒体设备不满意 。 埃及大学对网络设备不是很重

视 ， 目 前世界很多 国家重视网络发展 ， 网络在教学 中很重要 ， 网络对汉语学 习影响

很大 ， 能够帮助学生查找资料 。 埃及大学生对网络设备不满意 ， 埃及各大学的网络

设备 比较落后 ， 需要改善 ， 进
一

步发展 。 另外大部分埃及大学的中文图书资料不能

满足学生的需求和希望 ， 大学图书馆里的 中文资料较少 ， 图书 比较陈旧 。 总之埃及

大学需要重视教学设施与资源的建设才能够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 ， 提高教学效率和

成果 ， 激发学生学习 的兴趣 。

二
、 改善埃及大学汉语教学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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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汉语教学的建议

（

一

） 改善教学内容

不 同 国家的学 习者母语 、 文化 、 生活环境不 同 ， 本土汉语教学 内 容设计应从埃

及学生的特点和学习难点 出发 ， 结合当地社会需求 、 学生学 习 目 标与期望 、 学习 能

力与方式 。 首先要改善教学 内 容的实用性 ， 教学 内 容要与学生生活实际相关联 ， 与

学生 目 标学 习 内 容和社会实际需求相契合 。 学生学 习汉语的主要 目 的是就业动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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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旅游和商 贸等部 门 需要相关的汉语人才 ， 因此教学 内容要贴近学生现实生活 ，

增加工作需求和社会交际 内容 。 其次要改善教学 内容的针对性 。 语音和汉字对埃及

学生来说 是重点 ， 教学 内容要加强语音和汉字教学和训练的 比重 ， 汉字教学 内 容

可以增加汉字文化背景知识 ， 便于学生理解掌握 。 另外 ， 增强旅游 、 商 贸等 内 容教

学也可 以提高教学针对性 ， 同时也要提升埃及学生的听说能力 。 再次要加强趣味性 。

埃及大学生都对 中 国文化感兴趣 ， 教学 内 容中增加中 国历史 、 中 国文化知识 ， 可 以

增强学生汉语学 习 的趣味性 。

（二 ）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埃及大学汉语师资力量相较于其他非洲 国家较强 ， 特别是艾因夏姆斯大学和开

罗大学 。 埃及大学生希望 中 国政府多派出 中 国教师 。 他们认为中 国教师语言水平较

高 ， 口语标准 ， 能够教他们说地道 的汉语 。 他们喜欢中 国教师 ， 中 国教师语言的技

能 ， 词汇 、 语音 、 汉字 、 语法和文化知识较丰富 。 并且教师能够控制好 自 己语速以

适应学生水平 ， 跟中 国教师交流 以汉语为主 ， 能够提高学生 口语表达能力 。 埃及中

国教师的主要 问题是任职短 、 经验不足 。 孔子学院给派出志愿者培训时 ， 忽略了赴

任国教学对象的性格 、 特点和学 习难点 ， 导致志愿者到埃及之后需要较长
一

段时间

适应生活环境 、 教学对象 ， 加之大部分志愿者 比较年轻 ， 经验不足 ， 在调适心态时

遇到困难 。 针对这个 问题 ， 第
一

、 埃及大学可 以组织短期强化培训 ， 包括埃及各大

学的教学环境 、 教学 内容 、 教学方法 、 课程安排和考试安排 ， 学生学习情况 、 性格

特点和学习难点 ， 学生需求和希望 ， 埃及社会生活 、 文化习 俗等 内容 。 第二 、 大学

可 以安排新任教师志愿者听课 ， 让他们感受埃及大学上课环境和气氛 ， 吸取其他老

师的经验 。 第三大学可 以组织教师交流会 ， 分享各 自经验 ， 遇到的 困难和 问题及解

决办法 ， 帮助他们减压 ， 加快适应埃及生活工作环境 。

关于埃及本土教师 ， 在埃及
一

般都是各大学前十名 的优秀学生 ， 毕业之后

从事教学工作 ， 但是优秀学生不等于优秀教师 。 这些教师的汉语水平和教学能力不

一

样 ， 有的老师 口语或听力不足 ， 影响学生的汉语学习 。 埃及各个大学都有个别水

平或教学经验不足的教师 。 针对这个 问题 ， 学校可 以组织埃及教师交流会 、 教学观

摩和教师教学培训等 。 教师任教前 ， 埃及大学应安排本土教师到 中 国 留学
一

段时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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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 国文化和 中 国人生活习俗 ， 感受中 国人说话方式 ， 为他们提供学地道汉语的

环境 ， 提高汉语水平 ， 丰富他们文化知识 。 之后埃及大学可 以提高教师教学质量 。

（三 ） 改进教学方法 ， 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

埃及大学生学习汉语的原因和 目 标很明确 ， 但学习 积极性不高 ， 主要是教学 内

容和教学方法不够吸 引 学生 。 教学 内 容如前所述 ， 要加强实用性 、 针对性和趣味性 。

教学方法手段也应多样化 ， 增强趣味性和教学效果 。 学生希望多利用影视资源进行

学习 ， 这种直观展示和讲解有助于学生理解掌握 。 另外 ， 调査显示 ， 游戏活动 、 对

比法 、 情景表演 、 老师引 导下学生 自 主探讨等都是学生喜爱的教学方法 。 另外丰富

的教学活动能够提高学生汉语文化水平 ， 还能加强学生听说能力 的培养 ， 促进学生

用汉语进行交际 。 学生喜欢的是表演 、 小组讨论和游戏等活动 。

教师不仅要通过教学方法和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 热情 ， 还要 引 导学生掌握合适

的学习方法 。 学生性格不
一

样 ， 有的 内 向有的外 向 。 内 向 的学生不善于交际 ， 不善

于表达 自 己的思想和意见 ， 但他们 阅读和写作能力可能偏强 。 性格外向 的学生 ， 表

达能力稍强 ， 不怕犯错误 ， 但可能写作和 阅读偏弱 。 教师应 引 导学生明确 自 己的优

势和不足 ， 找到适合的方法 ， 从而激发学 习 积极性 。

此外 ， 增加中 国 留学机会也是激发学生积极性的重要手段 。 语言环境是学 习语

言的重要因素 ， 大部分埃及大学生希望有机会到 中 国 留学 ， 感受真实语言环境 ， 提

高汉语水平 。 因此埃及 各大学可 以与孔子学院保持密 切联系 ， 给学生多创造留学

中 国 的机会 。

（四 ） 改善汉语教学资源与设备

埃及大学汉语教学资源和设备虽然在非洲 国家当 中 名 列前茅 ， 但是 目 前埃及大

学的教学设备和 图书资料尚不能满足埃及学生的需求和希望 。 要通过与 中 国政府共

同合作 ， 加强埃及大学教学资源和教学设备建设 ， 特别是利用孔子学院的优势和作

用 。 多与 中 国政府和孔子学学院交流沟通 ， 可 以为埃及大学 图书馆增添不同方面的

中文 图书资料 ， 特别是文化 、 文学 、 历史 、 商 贸等书籍的 引进 ， 可 以吸 引 学生主动

去图书馆学习浏览 ， 满足他们 的兴趣 ， 丰富学生的知识 。 埃及大学也要进
一

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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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设备 ， 加强网络教学 ， 提高网络在汉语教学的 比重 ， 方便学生学习 ， 并获取各

方面的资料和信息 。 埃及大学也可 以多和 中方大学等机构合作 ， 获取中方 、 孔院和

当地华人组织的资助 ， 加强办公设备 ， 增加教室多媒体设备 ， 以此改进教学方法手

段 ， 促进教学效果 。

（五 ） 加强与孔子学院的联系

埃及大学生希望能够在埃及多建立孔子学院与 中 国文化中心 。 孔子学院在埃及

汉语教学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 孔子学院提供的汉语辅导课和 ＨＳＫ 考试都对汉语教学

有
一

定的帮助 ， 特别是导游培训班 、 翻译培训班和 ＨＳＫ 辅导班受到广泛欢迎 ， 对促

进埃及大学汉语教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 孔子学院组织的 中 国文化活动也推动

了汉语教学的发展 。 因此 ， 埃及大学可 以和孔子学院合作 ， 针对学生 的需求 ， 开设

导游 、 ＨＳＫ 辅导 、 中 国 文化等课程 ， 以及联合举办文化活动 。 另外也可 以 向孔子学

院 多 申请 中 国教师 ， 充实教师力量 ， 帮 助学生学得地道 的汉语和 中 国 文化知识 。

“

中 国教师在组织活动 的过程 中 ， 能够有效地指导学生 ， 帮助学生选择符合他们特

点的 内容 ， 比如参加 朗诵 比赛时 ， 中 国教师帮我选择朗诵的诗词 内容 ， 纠正我朗诵

的发音和方式 ， 并给我看相关的朗诵视频 ， 参加 比赛时帮助很大 。

”？

第三节 埃及大学中国文化教学存在的问题及改善建议

一

、 埃及大学中国文化教学存在的问题

根据前面的调查访谈研宄 ， 以及课堂观察 ， 埃及大学的 中 国文化教学主要存在

下面四个 问题 。

（

―

） 文化教学内容欠缺实用性

①

根

据

因夏 姆 斯大学中文系 Ｍ Ｉ Ｄ Ｏ Ｏ 同学的 访 谈，２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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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大学中 国文化教学最大的 问题就是缺乏实用性 ， 学生认为大学设置的文化

课不够实用 ， 文化 内容也不太丰富 ， 还有些学生也认为大学应该专 门开设
一

门
“

中

国文化课
”

。 文化是汉语教学 中 的重要 内 容之
一

， 跟词汇 、 语法和汉字
一

样 ， 要具

有实用性 ， 使用汉语交际时或跟 中 国人谈话时 ， 会碰到很多 因不 了解中 国文化而导

致交际失败的情况 。 因此学生应该掌握 中 国文化基本情况和交际背景知识 ， 以及与

汉语相关的文化 内容 。 如果学 习这方面的文化 内 容 ， 能够使学生进
一

步提高汉语水

平 。 像历史课 、 文学课这类的文化课课程 ， 如果能够贴近现实生活 ， 注重实用性 ，

对学生交际能力 的提高具有很大帮助 。 同时文化教学要适应学生的语言水平和学生

学习汉语文化的 目 标 ， 学生汉语水平越高 ， 文化教学 内 容应越加强 。

（二 ） 文化教学与汉语教学脱节

艾大与开大学生都认为大学 的文化教学与汉语教学脱节 。 学 习汉语是
一

种长期

的过程 ， 而且汉语教学与文化教学是密不可分的 。 文化教学能够加强学生的学 习 能

力 ， 掌握运用语言 的能力和 中 文表达能力 。 文化教学也能够帮助学生增强汉语学 习

的动力 ， 并克服汉语学 习过程 中 的 困难 。 因此在文化教学过程中 ， 不仅要密切联系

汉语教学 ， 还要指导学生将文化学 习 与汉语学 习 结合起来 。 目 前埃及大学的文化教

学 以文学 、 文 明 与历史为主 ， 缺乏汉语交际文化 内 容 ， 缺少与汉语教学的关联 。 此

夕 卜 ， 根据埃及两所大学学生 的 问卷调査与访谈法得知 ， 随着学生汉语水平的提高 ，

文化教学应更丰富 ， 而且汉语教学 中应加强实用性文化 内容教学 。

（三 ） 欠缺文化对比教学

有些学生认为 目 前 的文化教学缺少文化对 比 。 埃及和 中 国 同是古代文明 古 国之

一

， 历史悠久 、 文化丰富 ， 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两 国都积累 了 多姿多彩的文化财

富 。 比如埃及和 中 国都有造纸技术 ， 都有象形文字等等 。 两 国都有 引 人思考和令人

惊艳的文化 内 容 。 同时 ， 两 国 的传统习俗也有很多不 同之处 。 通过对 比 ， 我们能更

深地理解 自 身文化 ， 也能更好地认识对方文化 。 但是 ， 埃及大学的文化教学多是单

纯讲解中 国历史 、 文 明和文学等 ， 缺乏 中埃文化对 比 ， 使学生缺乏 中埃文化之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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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意识 。 此外 ， 在汉语教学和文化教学 中运用对比法会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 并

且文化对 比教学能够激发学生对 中 国文化 、 对汉语的学 习兴趣 ， 引 发学 习者的思考 。

（四 ） 文化实践与体验不足

在文化教学过程中 ， 学生要真切地感受到 中 国文化 ， 应该创造机会多实践中 国

文化 。 通过跟学生交流 ， 学生普遍希望体验不 同的 中 国文化 ， 感受中 国文化的氛围 。

目 前 ， 埃及大学虽然定期组织
一

些文化活动 ， 但这些文化活动还是不能满足学生体

验中 国文化的强烈需求 。 文化体验与实践不足是海外文化教学面临的普遍 问题 。 如

何设计丰富 多彩的文化活动 ， 增强学习者的文化体验与实践 ， 是海外汉语文化教学

者面临的瓶颈之
一

。

二
、 改善埃及大学中国文化教学的建议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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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组织更多的文化活动并设置奖项

如 图所示 ， 多数学生认为提高汉语文化学习效率 ， 提高学生对中 国文化的认知 ，

应该组织较多 的文化活动 ， 并且进行这些活动时 ， 最好设置
一

些奖励 ， 激发参与者

的兴趣 ， 鼓励多数学生参与 ， 提高学生之间 的竞争力 。 学生通过文化活动和竞赛 ，

可 以对 自 己的学 习效果进行检查和反思 ， 同时 ， 文化活动和竞赛也能帮助学生检验

自 己的知识水平 ， 发现 自 己学 习 中 的不足 ， 以便改正 。 活动设置奖励是必要 的 ， 因

为埃及学生性格活泼 ， 喜欢竞争 ， 设置奖项能激发学生对活动的兴趣 ， 让更 多 的人

积极参与 。 不仅可 以经常组织教室里的汉语文化活动 ， 也可 以组织室外的汉语文化

活动 。

（二 ） 注重汉语教学与文化教学相结合

埃及大学生对 中 国文化感兴趣 ， 希望深入 了解 中 国文化和 中 国人的传统 习俗 。

因此要充分利用埃及大学生对中 国 文化的热情 ， 促进汉语文化教学 。 汉语教学和文

化教学要结合起来 ， 首先 ， 应增加汉语教学 中 的文化 内容 ， 文化教学课应结合汉语

学 习 。 从汉语的基本文化知识 出发 ， 比如埃及学生认为汉字是汉语中较难的部分 ，

教师可 以给学生解释汉字的字形文化 ， 启 发他们对汉字的兴趣 ， 增长他们文化知识 ，

也可 以讲课时增加汉字书法相关活动 ， 让学生们积极参加 ， 鼓励他们亲身体验并感

受到汉字 的文化意义 ， 提高汉语教学和文化教学的效果 。 其次 ， 加强教师的文化知

识水平 。 在汉语教学与文化教学的过程 中教师 的作用不可低估 ， 教师 的能力直接影

响学生的水平 。 因此 ， 教师应该 自 觉学 习 、 丰富 自 己 的汉语文化知识 ， 并积极参加

各种文化活动 ， 了解学生情况 。 同时 ， 大学也要安排汉语文化教学相关培训 。 文化

是为语言服务的 ， 文化跟语言密不可分 ， 语言交际离不开文化 ， 因此语言教学与文

化教学要相互结合 。

（三 ） 注重文化对比教学

埃及大学生认为 ， 和语言对 比
一

样 ， 文化教学也可 以进行中埃文化异 同对 比 。

事实上 ， 中埃文化既有相 同之处 ， 亦有不同之处 ， 通过对 比法进行文化对 比教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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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能增强文化学 习 的积极性 ， 也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 中 国文化 。 文化对 比教学 ，

需要注意的是对 比的 内容要符合学生们的需求 ， 增强实用性和针对性 。 另外对 比教

学时 ， 也可采用讨论 、 辩论 、 采访等不 同形式 ， 引 发学生的思考 ， 避免学生上课时

感到无聊或平淡 ， 増强课堂气氛的愉悦性 。

（四 ） 加强文化体验

埃及大学生希望在文化教学中 多体验感受中 国文化 。 学生希望文化教学有实用

性 ， 贴近生活实际 。 研宄发现 ， 很多学生建议
“

在文化教学中使用关于 中 国文化的

视频 ， 给他们推荐中 国 电影和 电视剧 ， 认为这种方法能够有效地帮助他们理解中 国

文化 ， 感受中 国文化 ， 提高文化水平 ， 理解中 国人的生活方式与 习 惯 。 而且能提高

学生听说能力
”

。

？
此外 ， 大学可 以多组织

一

些文化活动 ， 重视文化 比赛 ， 增加学生

体验中 国文化的机会 ， 使学生多受到 中 国文化的影响 ， 满足学生对 中 国 文化的需要 。

另外 ， 也可 以组织学生到 中 国游学 ， 在天然的文化氛围 中真切感受 中 国文化 。

①根据开 罗大 学 中 文 系ＦＡＴＭ Ａ同学的访 谈

． ２ 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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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语

随着 中 国经济发展 ， 中埃交流 日 益增 多 ， 埃及学习 汉语的人数越来越多 。 目 前

埃及也加入 了
一

带
一

路 国际合作 ， 中 国为 了埃及提供 了 不少帮助 ， 在埃及开发建设

了农业 、 工业和对外贸 易等很 多项 目 ， 因此埃及人对汉语和 中 国产生 了很大的兴趣 ，

引 发 了学 习 中文的潮流 ， 直接的影响就是埃及很 多大学开设中文课 。 但是现阶段对

于埃及汉语教学的研究较为缺乏 ， 对于埃及大学的汉语教学的相关研究更是 寥无

几 。 因此 ， 本文关于埃及大学汉语及 中 国 文化教学的研究 ， 对于埃及汉语及中 国文

化教学研究与发展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 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 。 希望通过

本研究 ， 能够让更 多 的汉语和 中 国 文化从教人员 以及相关研究者 了解埃及汉语及 中

国文化教学现状 、 特点 、 存在的 问题 以及解决办法 ， 为汉语及 中 国文化在埃及传播

贡献力量 。

本文 以埃及两所著名大学
一一

开罗大学和艾因夏姆斯大学为例 ， 调査这两所大

学学生学 习 汉语的原因与 目 的 ， 中文系课程设置 、 教学 内 容与方法 、 学生对教师 的

期待 、 教学 资源 、 汉语测试情况等 。 同时也调査 了 两所大学学生对中 国文化的态度 、

学 习 中 国文化的 目 的 、 对中 国文化 了解情况 ， 以及学生对文化教学法和文化活动 的

看法 。 结合课堂观察和访谈分析这两所大学汉语及中 国文化教学情况 ， 结果发现 ，

两所大学学生对于上述 问题的看法基本趋 向
一

致 ， 有个别地方存在差异 。 因此可 以

认定这两所大学汉语及 中 国文化教学具有
一

定代表性 ， 基本能够反映埃及大学汉语

及中 国文化教学的情况 ， 特别是能够反映 出学生对中文系汉语及 中 国文化教学 的看

法和意见 。

结论显示 ， 埃及大学汉语及中 国文化教学特点主要有 ： 办学规模较大 ； 师 资力

量相对较好 ； 学生人数逐年递增 ， 工作需求不断增加 ； 获得政府重视与支持 ， 地位

提升 ； 文化教学受到重视 ； 文化活动较丰富 。 存在 的 问题主要有 ： 教学 内容缺乏实

用性和针对性 ； 教师水平需进
一

步提高 ； 学生学 习积极性不高 ， 态度不认真 ；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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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较单
一

； 教学设施与资源有待进
一

步改善 。 笔者针对这些 问题提 出 了
一

些建议 ：

改善教学 内容 ； 加强教师部队建设 ； 改进教学方法 ； 激发学生学 习积极性 ； 改善汉

语教学资源与设备 ； 加强与孔子学院的联系 。 中 国文化教学存在的 问题主要是 ： 文

化教学 内 容欠缺实用性 ； 文化教学与汉语教学脱节 ； 欠缺文化对 比教学 ； 文化实践

与体验不足 。 相关建议为 ： 组织更多 的文化活动并设置奖项 ； 注重汉语教学与文化

教学相结合 ； 注重文化对 比教学 ； 加强文化体验 。

本研究主要的研宄方法为课堂观察法 、 访谈法和 问卷调查法 。 在开罗大学进行

汉语教学实习 的三个多 月 中 ， 充分观察 了解 了开罗大学汉语及 中 国文化教学情况 ，

以及学生们的看法 ， 并进行 了 归纳总结 。 本文
一

对
－

发放 电子版 问卷 ， 共发放 １ 〇 １

份 ， 回收有效 问卷 １ ０ １ 份 。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 ， 首次 以开罗大学和艾因夏姆斯大学 ， 以及两所大学的学

生作为对象 ， 分析埃及大学汉语及中 国文化教学情况 ， 选题较为新颖 。 问卷调查 、

访谈法和课堂观察得来的
一

手数据及材料使研究结论具有
一

定 的说服力 。 此外 ， 以

往虽然有个别埃及汉语教学相关研究 ， 但从汉语教学和 中 国文化教学两方面进行探

讨的研宄尚属首例 。

作为外国研宄生 ， 笔者 中文水平和专业研究能力有限 ， 缺乏经验 。 另外 ， 与本

研究直接相关的学术文献屈指可数 ， 而且埃及网络不够发达 ， 问卷调查和访谈时都

遇到不少 困难 。 因此本研宄难免存在不少疏漏与不足之处 。 主要在于 ： 只针对学生

进行 了调查访谈 ， 而没有对教师进行调查访谈 。 另 外开大和艾大都不能随便 出入 ，

笔者实 习 期间大都给学生上课 ， 课下与学生深入交流的机会有限 ， 导致访谈数量不

够丰富 。 由于学术能力有限 ， 笔者对 问题的把握与分析 尚不够全面与深刻 。 今后 ，

笔者希望能够调查 了解埃及更多 的大学 中文系汉语及 中 国文化教学情况 ， 并多与教

师进行交流 ， 弥补上述缺陷与不足 ， 全面深入地解析埃及大学 的汉语及 中 国文化教

学的特点与存在 的 问题 ， 提 出更加中肯的建议 ， 切实为埃及汉语及 中 国文化教学提

供帮助与支持 。 恳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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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埃及大学汉语及中 国文化教学调查问卷

同学您好 ！ 本调查的 目 的是 了解埃及大学汉语及中 国文化教学情况 ， 以便更好

地促进埃及汉语及中 国文化教学 。 谢谢您的支持与合作 ！

第
一

部分 ： 基本信息 （请选择符合你的选项 ） ：

１ ． 性别 ：□ 男□ 女

２ ． 母语 ：□ 阿拉伯语□ 英语

３ ． 年级 ：口 １ 年口 ２ 年级□３ 年级口 ４

年级

４ ． 年龄

５ ． 大学 ：□ 艾 因夏姆斯□开罗

６ ． 学 习汉语时 间 ： □ 不到 １ 年□１

－

２ 年口 ２
－

３ 年口 ３
－

４ 年

□４ 年 以上

７ ．ＨＳＫ 水平 ： 口 １

－

３ 级口 ４ 级口 ５ 级口 ６ 级□ 没考过

８ ． 是否来过中 国 ： □是□ 否

９ ． 宗教信仰 ：□基督教□伊斯兰教

１ ０ ． 你学 习汉语的原因是 （ 多选 ）

Ａ ． 因为汉语越来越重要

Ｂ ． 为 了找到好的工作

Ｃ ． 为 了顺利通过 ＨＳＫ 考试

Ｄ ． 入学成绩只 能报考中文系

Ｅ ． 因为我希望去中 国 留学

Ｆ ． 对汉语感兴趣

Ｇ ． 对中 国文化感兴趣

Ｈ ． 想和 中 国人交流

Ｉ － 其他 ：


１ １ ． 你 学 习 中 国文化的 目 的是 （ 多选 ）

Ａ ． 为 了提高汉语水平

Ｂ ． 为 了更好地和 中 国人交流

Ｃ ． 为 了 了解中 国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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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 国文化

Ｅ ． 为了 了解汉字

Ｆ ． 为 了更好地工作

Ｇ ？ 其他 ：


１ ２ ． 请选出符合你汉语学习情况的选项 ： （ 多选 ）

Ａ ． 上课认真听讲

Ｂ ． 上课经常回答问题

Ｃ ． 认真做作业

Ｄ ． 经常复 习

Ｅ ． 除在大学学汉语外还上汉语补 习班

Ｆ ． 除在大学学汉语外还去孔院辅导班学 习汉语

Ｇ ． 买教材 自 己学习

Ｈ ． 利用网络学习汉语

Ｉ ． 看中 国 电影 、 电视剧学习汉语

Ｊ ． 看中文书学习汉语

Ｋ ． 跟中 国老师练习汉语

Ｌ ． 结交中 国朋友练习汉语

Ｍ ． 通过网络学习

１ ３ ． 通过学习 ， 你希望 自 己汉语达到什么水平 ？ （ 多选 ）

Ａ ． 掌握简单的词汇 、 语法和基本表达

Ｂ ． 能够进行简单的 日 常交际

Ｃ ． 能够理解工作和专业相关汉语知识

Ｄ ． 能够表达 自 己的看法

Ｅ ． 发音标准

Ｆ ． 当导游

Ｇ ． 当翻译

Ｈ ． 当老师

Ｉ ． 其他

第二部分 ： 中 国 文化教学

１ ４ ． 你对下面中 国文化 内容的认知
＂

＾１ ７１不 了解

中 国的传统习俗

中 国 的文学作品

中 国的历史

中 国 的神话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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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中 的文化

中 国的戏剧

中 国 的音乐和影视

中 国的饮食

中 国 的建筑

中 国文物

中 国传统医药

中 国功夫

中 国画 、 书法

中 国人的 习惯

中 国诗

中 国太极拳

中 国旅游文化

中 国宗教哲学

１ ５ ． 你对中 国文化的态度 ：

序号ＷＵ ｜

不同意
｜

不 太 同
｜

一

 ｜

比较同意
｜

同意



意般


１中 国文化历史悠久


２对中 国传统文化更感兴趣

３对中 国现代文化更感兴趣
＾

￣＿

４中 国文化和埃及文化差别大


５中 国文化有 自 己的特色
̄

￣

６中 国文化在世界上 占有很重要 的地位

７中 国文化博大精深 ， 内容丰富
￣ ＇

１ ｜

其他 １ １ １
１

１ ６ ． 你认为好的文化教学方式 ：

一

项 目 ｜

不 同意 ｜

不太同意
｜

一

般
丨

比较同意
｜

同意

教师讲 自 己的经历
＾

老师带领学生体验 中 国 文化

老师组织学生讨论 后 归纳 出

中 国文化的特性


教师通过图片展示 中 国 文化


老师通过实物介绍 中 国文ｆ
￣̄

ｌｙ帀让学生 自 己找有关 中 国
Ｉ Ｉ Ｉ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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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化的资料并做报告 丨 丨 丨 丨 Ｉ

Ｉ他 Ｉ Ｉ Ｉ Ｉ Ｉ

１ ７ ． 你感兴趣的文化活动 （多选 ） ：

Ａ ． 中国美食活动

Ｂ ． 书法相关活动

Ｃ ． 汉语小品表演

Ｄ ． 汉语诗朗诵相关活动

Ｅ ． 绕 口令相关活动

Ｆ ． 中国舞蹈相关活动

Ｇ ． 剪纸 、 中 国结相关活动

Ｈ ． 中国歌曲表演

Ｉ ． 文化讲座

Ｊ ． 中 国功夫

Ｋ ． 汉语角

Ｌ ． 文化周

Ｍ ． 其他 ：


１ ８ ． 你对大学里中 国文化课和文化活动有那些建议 ？ （ 多选 ）

Ａ ． 组织较多的文化活动

Ｂ ． 活动 内容贴近学习 的 内容

Ｃ ． 文化活动设置
一

些奖项 ， 激发参与者的兴趣 。

Ｄ ． 组织体验性的文化活动

Ｅ ． 介绍中 国文化相关知识的活动

Ｆ ． 给参加活动的学生加分

Ｇ ． 组织中 国交际文化相关的活动

Ｈ ． 组织中埃文化对比的活动

Ｉ ． 能够帮助提髙汉语水平的文化课和文化活动

Ｊ ． 其他 ：


第三部分 ： 汉语教学

１ ９ ． 你对学校开设的汉语课程满意吗 ？



ｊ程 丨

很不满意 ｜

不满意 ｊ

一

般 ｜

满意 ｜

很满意
？

课文
＿

会话


语音


听力


词汇
—

语法
—

一

文化
—

￣￣—

Ｉ读与写作 丨 丨 丨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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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希望增加 的课是


你希望减少的课是


２ ０ ． 你对大学教学资源及设施满意吗 ？

教学资源及设施 ｜

很不满意
｜

不满意 ｜

一

般 ｜

满意 ｜

很满意

ｉ语教室
￣̄

瓦书馆
￣＇

网络设备


＾７象设备
＾＾￣̄

多媒体


图 书 馆 的 汉 语 图 书

资源


ｉ吾活动室
．——

ｉ吾环境 丨 ｜ Ｉ
—

２ １ ． 你希望老师采取什么样教学方法 ？

Ｉ学方法 ｜

不希望
｜

不太希望
｜

一

般
丨

希望 ｜

很希

ｉ生互动
＿￣￣￣̄

翻译法
老师讲学生听


＾勿或卡通片教学
＇

老师 引 导下学生 自 主探讨


—

对 比法

Ｈ Ｉ Ｉ Ｉ Ｉ

２ ２ ． 你对大学使用 的汉语教材有何看法 ？ （ 多选 ）

Ａ ． 语法复杂

Ｂ ． 词汇较多

Ｃ ． 语音较难

Ｄ ． 汉字没有历史背景介绍

Ｅ ． 文化的 内容太少

Ｆ ． 会话不实用

Ｇ ？ 听力较难

Ｈ ． 课文没意思

Ｉ ． 练习较单
一

Ｊ ． 汉语和阿拉伯语翻译 内 容脱离实际生活

２ ３ ． 你对考试有如何看法 ？

Ａ ． 考试的 内容太难

Ｂ ． 考试的时间太紧

Ｃ ． 考试题型不丰富

Ｄ ． 考试的成绩不公平

Ｅ ． 考试不能反映出学生的真实水平

Ｆ ． 对考试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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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 你希望学习什么样的汉语教材 ？ （ 多选 ）

Ａ ． 新奇有趣的

Ｂ ． 有 同步 ＣＤ 或 ＭＰ３

Ｃ ． 有 中 国文化知识介绍 的

Ｄ ． 词汇 、 课文带拼音

Ｅ ． 有阿拉伯语讲解和翻译的

Ｆ ． 会话 内容贴近生活

Ｇ ． 课文有趣味性

Ｈ ． 翻译 内容有实用性

Ｉ ． 文化 内容贴近现代生活

２５ ． 对你来说有困难的项 目 是什么 ？

Ａ ． 发音

Ｂ ． 语法

Ｃ ． 汉字

Ｄ ． 词汇

Ｅ ． 语用

Ｆ ？ 听力
—

Ｇ ？ 口 语

Ｈ ． 阅读

Ｉ ． 写作

Ｊ ． 文学

Ｋ ． 历史

Ｌ ． 文明

Ｍ ． 文化
－

Ｎ ． 翻译

Ｏ ． 其他

２６ ． 你觉得合适的汉语上课时 间是多少 ？

Ａ ．
—

天 ２
－

４ 个小时

Ｂ ．
—

天 ４
－

６ 个小时

Ｃ ．
一

天 ６
－

８ 个小时

Ｄ ．

—

天 ８ 个小时 以上

２ ７ ． 你觉得在课堂上组织什么样的活动对汉语教学有帮助 ？ （ 多选 ）

Ａ ． 小组讨论

Ｂ ． 有挑战性的游戏

Ｃ ． 唱 中 国歌 曲

Ｄ ．

＿
Ｅ ． 画画

Ｆ ． 表演

Ｇ ． 个人报告

Ｈ ． 其他

９ １



２ ８ ． 你希望课上老师使用什么样的教学教具 ？

Ａ ． 图片 ／照片

Ｂ ． 卡片

Ｃ ．ＰＰＴ

Ｄ ． 视频

Ｅ ． 音频

Ｆ ． 自主教具

Ｇ ． 实物

Ｈ ． 没有

２ ９ ． 你希望你的汉语老师具备 以下哪些特点 ？ （ 多选 ）

Ａ ． 会说阿拉伯语

Ｂ ． 幽默 ， 善于活跃课堂气氛

Ｃ ． 对学生很严格

Ｄ ． 知识丰富 ， 讲课清楚明 白

Ｅ ． 组织很多课堂活动

Ｆ ． 有很多才艺

Ｇ ． 像朋友
一

样和学生交流

Ｈ ． 讲课时用英语

Ｉ ． 讲课时语速慢

Ｊ ． 能学到地道的汉语

Ｋ ． 使用 多样的汉语教学方法

３ ０ ． 你觉得老师如何能提高汉语教学效果 ？ （ 多选 ）

Ａ ． 改进使用 的汉语教材

Ｂ ． 使用不 同的汉语教学

Ｃ ． 改善汉语教学环境

Ｄ ． 多跟学生交流

Ｅ ． 多用教具

Ｆ ． 让学生看
一

些视频

Ｇ ． 介绍
一

些中 国文化

Ｈ ． 多 问学生

Ｉ ． 多复习

Ａ ． 多 留作业

３ １ ． 你觉得汉语教学的困难和 问题是什么 ？

Ａ ？ 中 国教师的汉语教学经验不够

Ｌ 本土教师的汉语水平不标准

Ｃ ． 所学 内 容在实际会话中应用很少

Ｄ ． 教材的 内 容不理想

Ｅ ． 教学方法较单
一

Ｆ ． 教学设施不好

Ｇ ． 图书馆的 图书资料较少

Ｈ ． 汉语教师的文化知识不够

Ｉ ． 汉语太难

９２



Ｊ ． 其他

３ ２ ． 你对汉语教学有什么建议 ？ （ 多选 ）

Ａ ． 多建立孔子学院

Ｂ ． 多派出 中 国教师

Ｃ ． 给本土教师
一

些培训

Ｄ ． 给学生去中 国 留学机会

Ｅ ． 改善网络汉语资料

Ｆ ． 组织不 同的汉语文化活动

Ｇ ． 提高汉语教师文化知识

Ｈ ． 大学安排
一

下 电影显示中 国 文化

Ｉ ． 自编适合埃及学生的教材

Ｊ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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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汉语和中国文化教学访谈

一

、 访谈对象的基本伯息

１ ． 性别

２ ． 母语

３ ． 年级

４ ． 年龄

５ ． 学过多长时间汉语

６ ． 加过 ＨＳＫ 吗 ？你的汉语水平是 （初级 ， 中级 ， 高级 ）

７ ． 所属大学 （开罗 、 艾因夏姆斯 ）

二
、 访谈问题

１ ． 你为什么学习汉语 ？ 有什么 目 标 ？

１ ００



２ ． 你认为有效的汉语教学方法是什么 ？

３ ． 你是不是喜欢你学习 的汉语 内容 ？ 为什么 ？

４ ． 你学习汉语有没有语言环境 ？

５ ． 你是不是对您的教师满意 ？ 为什么 ？

６ ． 你对中 国文化是否感兴趣 ？

７ ． 你学 习 的汉语文化内容是不是有趣 ？

８ ． 你喜欢汉语文化教学活动吗 ？ 喜欢哪些活动 ？

９ ． 你认为学习 中 国文化重要吗 ？ 为什么 ？

１ ０ ． 你对学校的汉语课程设置满意吗 ？ 为什么 ？

１ １ ． 你对课时安排满意吗 ？ 有什么建议 ？

１ ２ ． 你对学校安排的考试时间和 内容满意吗 ？

１ ３ ． 你对学校汉语教学资源和教学设施满意吗 ？

１ ４ ． 埃及汉语教学和学习 困难有什么 ？ 为什么 ？

１ ５ ． 你对中 国文化的态度是什么 ？

１ ６ ． 埃及文化教学的 困难和 问题有哪些 ？ 为什么 ？

１ ７ ． 你对埃及汉语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希望和建议有哪些 ？

１ ８ ． 埃及老师和 中 国老师进行汉语教学 ， 利和弊分别是什么 ？

１ ９ ． 你喜欢什么样的汉语老师 ？ 为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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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时光荏苒 ， 转眼间 留学生活就要结束 了 。 在这这段时 间 的学习生活里 ， 我

很荣幸能得到 民大国教院老师们及导师 的悉心教导 ， 以及学长学姐和 同学们的

关照 ， 使我有 了许多收获和成长 。

在论文完成之际 ， 我想 由衷的感谢在撰写论文过程中给予过我帮助的所有人 。

首先 ， 感谢我的导师一一李朝辉老师 ， 从本文的选题 、 问卷设计到撰写再到修改

最后 的定稿 ， 整个过程都离不开老师悉心指导 ， 感谢老师
一

次又
一

次地认真地评

阅我的论文 ， 并提 出 宝贵意见与建议 ， 使我修改完善我的论文 。 并且在我遇到挫

折和失意的时候老师都给予 了我极大的鼓励 、 支持与帮助 。 在此我要 向我的导师

至上最诚挚的感谢与最衷心 的祝福 。 感谢老师这两年来对我的指导和关照 。

其次 ， 感谢中 国 国家汉办孔子学院给予我此次到华留学深造的机会 。 同时 ，

感谢中央民族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学院的所有老师对我的教育和培养 ， 另外感谢开

罗大学孔子学院 ｒ ｅ ｈ ａｂ 教师给予此次实习 调研的机会 ， 谢谢大家的参与和协助 ，

助我完成 了此项调查 。

最后 ， 感谢我的父母 、 家人
一

直 以来对我的关爱 、 包容和鼓励 。 你们的鼓励
一

直是我前进的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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