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汉语教有 隱

埃及本土汉语教师培养培训的现状与前景
——以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为例

埃及 希 夏姆

提 要 本文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埃及最早从事汉语教学的基地 ， 即艾因垔姆斯大学

语言学院中文系 ，具体介绍中文系建立的历史 、 目 的 、教学体制 、课程安排以及最近

十年毕业生的情况 。 第二部分介绍中文系本土汉语教师的人数 、专业分布 、职称以

及在埃及国内外参加的培训班 。 第三部分介绍笔者对中文系本土汉语教师队伍教

学技能的评估 ，并对对外汉语教师培训以及教材编写两类训练班做出评价 ，最后就

如何提髙埃及汉语教学水平提出几个建议 ，希望帮助埃及在传播汉语文化方面取

得更大的进步 。

关键词 教师培训 埃及汉语教师 本土汉语教师

一

、 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

中文系简介

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的前身是埃及语言学院的汉语系 ，始建于 年 ， 是全埃及乃至

中东地区最早的汉语专业语系 。 从语系设立的先后来看 汉语专业列在语言学院第 位 阿拉

伯语
一法语一英语一德语

一

意大利语一西班牙语一俄语一汉语 。 中文系从建立到现在 ， 已经

有 多批学生毕业 。 具体情况见表

表 艾因夏姆斯大学语官学院中 文系基本资料

语系名称 中文系

所属大学 艾因夏姆斯大学

所属学院 语言学院

所在城市 开罗

招生年度
— 年至今

教学体制

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教学体制分成两部分 本科和专科 。 本科生开设的课

程主要有 ：汉语语法 、文学及文明史 、汉语精读 、文学选读 、汉阿互译 、听力 、 口语等 。 中文系



埃及本土汉语教师培养培训的现状与前景

本科毕业后 的学生多分配在埃及外交部 、 文化部 、对外合作公 司 、旅游公司 、 民营公 司 等

机构 。

专科有两个主干分支 。 其一是两年制的汉语语言文学专业进修班 。 开设的课程主要有 ：

语言学 、历史语言学 、语义学 、辞典编纂学 、应用语言学 、对比语言学 、翻译学 、文学批判学派 、 汉

语文明史 、文学研究 、语体学等 。 毕业后 ，学生有资格修读汉语专业的两年硕士及三年博士 。

其二是两年制的笔 口译专业进修班 。 主要课程有 翻译学 、汉阿阿汉同声传译 、汉阿阿汉

视译 、汉阿阿汉笔译 、汉阿阿汉即席翻译 、术语研究等 。 毕业后 ，学生有资格修读汉阿互译专业

的两年硕士及三年博士 。

中文系专科的宗 旨是培养具有理论基础和系统专业知识的人才 ， 能够面向汉阿翻译 、语

言 、文学专业进行研究 。

毕业生人数

中文系本科为全国培养汉阿翻译人才 。 最近十几年 ， 中文系招收的人数越来越多 ，总人数

达 多人 平均每年 多人 。 毕业生汉语水平一般能达到 四五级 ，少数毕业生通过

专门的训练能通过 六级 。 在翻译方面 ， 毕业生能翻译通用的文本 ， 以及经济 、政治 、法律

等方面的专用文章 。 表 是具体的毕业生人数 ：

表 年以来中文系毕业生人数

学年 人数

—

—

—

—

—

—

—

—

—

—

—

—

总数

专科培养的中文系毕业生修读汉语语言 、 文学以及翻译的硕士及博士可获得相应学位 。

年以来 进修班的毕业生平均人数近 名 ，其中获得汉语专业硕士学位的有 名 ，获得

汉语专业博士学位的有 名 。 详情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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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中文系专科毕业生情况

专科的体制

笔 口译班 进修班

两年制 两年制

近十几年进修班毕业人数

近十几年笔 口译班毕业人数

最近十几年中文系通过的汉语论文数

博士 硕士

论文研究方向
汉阿翻译理论与实践 、汉语文学研究 、汉阿文学对 比研

究 、汉语语言研究 、汉阿语言对比研究

二 、 埃及本土汉语教师队伍

教师人数

中文系最开始主要依靠中 国老师任教 ，他们主要来 自北京语言大学 、北京第二外国语大

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武汉大学等著名 院校 。 在创建的初级阶段 ， 中文系从事汉语教学的师资

平均每两年有 位教师 ，多数是中国阿拉伯语专业的老师 。

中文系在 三 四十年的办学过程 中 ，每年平均从毕业生 中招聘两人 留 在学校任职 ， 作为

将来汉语师资队伍的基础 。 直至 年代末期 ， 在 中 国 老师 的指导下 ， 中文 系才开始有本

土的汉语教师 。 根据学校的规定 ， 只有获得汉语博士学位才能从事汉语教学 。 迄今为止 ，

中文系汉语教师共 人 ，其中埃及本土教师 人 ， 中 国汉办派遣教师 人 ，除此之外 ， 还

有本土助教 人 、研究生 人 。 本土教师中 ，教授 名 ， 副教授 名 ，讲师 名 ， 见表

表 中文系教师人数

教师人数

教师职称分布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助教人数

研究生人数

教师专业分布

基于我校专科的性质 ，学生分布在汉语语言 、文学以及翻译三个专业 。 学生读硕士 、博士

学位都延续原来的专业 。 所以语言学院中文系从事汉语教学的本土教师的专业都是上述三个

专业 ，学院没有外语教学或对外汉语教学的人才 。 目前埃及本土汉语教师的专业分布如下 ： 翻

译专业 名 ，文学专业 名 ，语言专业 名 。 中文系教师在授课的同时 ，还深入进行有关汉阿

语言 、文学 、互译的研究 ，根据科研成果来 申请副教授和教授职位 。 教授职位的教师可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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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助教读汉语硕士和博士学位 。

埃及本土汉语教师的培养状况

中文系助教获得汉语专业博士学位后 ， 要想从事汉语教学还必须通过艾 因夏姆斯大

学专门给全校各专业助教安排的大学教师培训班 ， 助教所学 的 内 容都是教育学方面的

知识 。

除此之外 讲师在申请副教授或教授的时候 ， 除了撰写汉语专业的研究论文外 ，还得参加

跟教育学有关的若干培训班 。

由此可 以看出 ，埃及汉语教学事业至今为止还没有 以对外汉语教学为专业的本土人

才 。 教师们都根据 自 己 的汉语学 习 经验来为埃及学生讲授汉语 ，汉语科学性的教学法和

技巧恐怕还不太理想 ， 只有从学校安排的训练班中获取的一些理论性的教学法和观念 。

有关专门 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方面的培训 ， 目前为止都是 由 中 国汉办组织的 ，外 国汉

语教师培训 。 但这些培训都是以弥补不足为 目 的的 ， 组织的方式较为分散 ， 多解决教师中

普遍存在的问题而缺乏针对性 。 表 、表 、 表 具体地显示埃及本土教师培养培训 的

状况 ：

表 学 交自身的培训

培训班名称 学习 内容 学时 教学对象

大学教师培训班 教有学原理

所有 的 助教 ， 这是获得博

士学位后希望在大学任教

必须参加的播训班

大学教师高级

技能培训班

交际技巧

所有 的教师 ， 这是 申 请副

教授 、教授必须参加 的培

训班

思考技巧

技巧的课程

数位学习

考试设计

科研道德

表 中埃双方安排的有关汉请教学的学术活动

活动名称 举办年度 会期天数 参与人数

首届汉语教学经检交流会议

汉语教材使用及编写训练班

汉语教材编写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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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中 国 国 内的对外汉语教学培训

培训班名称 组织单位 举办年度 参与人数 地点

外国汉语教学培训班 汉办 — 人 年
北京语言

大学
，

外国汉语教学培训班 、汉语

教材编写训练班
汉办 —

多人 年

北京语言

大学

北京师范

大学

浙江大学

上海外国语

大学

三 、 埃及本土汉语教师教学技能评估

本土教师教学技能的状况

埃及本土汉语教师在汉语教学 中 比较注重培养学习者的语言知识 。 在语言交际能力方

面 ，埃及汉语教学过程一直受到非 目 的语环境的影响 ，学习者在汉语说 、写两个方面的技能 语

言输出 还存在缺陷 。 笔者认为 ，埃及本土教师汉语教学技能状况可以从下列方面谈 ：

语言知识 ： 因为没有语言障碍 ，本土教师汉语知识面 比较广 根据需要可 以不断地提

高 。 埃及教师因不断地对汉语语文 、汉阿互译问题进行科学研究 ，所以汉语语文知识方面有一

定的学术水平 。

语言交际技能 ： 因为受非 目 的语环境的影响 ，本土教师语言交际能力还需要不断地提

高 ，应设法解决汉语学习 中的语言环境问题 。

教学技能 ：在教授汉语听 、读 、译方面 ，本土教师比较有优越性 ，但在教授汉语说 、写方

面没有优势 ， 因为总是受到学生人数增多 、物质条件不足以及上述语言环境问题的影响 。 从对

外汉语教学学科的角度来看 ，在缺乏专门的汉语教材供应的情况下 ， 我们可 以说埃及本土汉语

教师比较缺乏科学的汉语教学技能 。

教材编写技能 ：根据中文系教师对汉阿语言的科研成果 ，埃及本土教师在汉语教材本

土化工作方面具有优势 。 但由于缺乏专门 的培训和分级的汉语语料与素材 ， 除了少数人外 ，大

部分教师编写的教材不符合汉语教材的标准 ，多数是借鉴中 国教材的思路 ，缺乏创造性 。

电脑辅助教学技能 ： 由于国 内外这方面所提供的培训班不多 ，埃及本土教师在电脑辅

助教学技能方面落后于中 国教师 。

总体而言 ， 中文系教师参加的国 内外汉语教学培训班有助于提高本土教师对汉语教学学

科的认知 。 但由 于培训班每年都围绕语法教学 、新词语研究以及中 国文学教与学等方面 多数

讲座都聚焦于理论方面以及中 国专家在汉语教学上的经验 ，这使中文系教师都处在被动的状

态 甚至有人对所学的内容没有很大的兴趣 。 这样一来 ，埃及汉语教学虽然有很坚实的基础

但达不到我们所期望的发展水平 。 为了提高 中文系教师对所学内容的兴趣 ，笔者建议此类培

训班将来应多倾向实践 ， 以专题论坛的方式来安排课程 ，要求每个教师在学习过程中选取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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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教学的一个课题撰写论文 ，或设计汉语教材的样课 。 优秀的作品获得汉办鉴定后 可作为

中埃双方汉语教学合作的科研项 目 。

埃及汉语师资培养培训的前景

对 目前汉语师资培训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个人建议如下 ：

汉语教师培训计划针对性比较广 ，效果也 比较明显 。 建议在汉语教学技能方面 ，培训

班多增加针对汉语语言技能的分级讲座 如听 、说 、读 、写 、译的教学法讲座 。

专门安排组织翻译教学法的培训班 ，邀请中埃双方翻译教学专家讲授 ，并组织专题研

讨会 。 鼓励埃及汉语翻译人才把中 国的研究成果译成阿拉伯语 ，介绍给阿拉伯世界 。

在教材编写方面 ，急需建立与汉语教学相关的分级的语料库与素材库 ，供大家使用 ，

以便解决非 目 的语环境中教材内容的缺乏 。 为提高本土教材的质量 ，笔者建议汉办邀请中 国

汉语教学专家设立本土汉语教材鉴定协会 ，帮助外籍教师设计 、编写符合汉语标准的教材 。 该

协会有资格批准本土教材 、 提供咨询 、 组织教材编写 比赛等有助于提高本土教材质量的学

术活动 。

解决非语言环境中汉语教学的问题 ，设法改善非汉语环境的物质水平 ，采用先进的教

学设备 ，供教师和学生使用 。

在语言学院中文系中开设对外汉语教学专业 ，鼓励本土教师跟汉语教师进行合作科

研 ，或合作指导汉语教学硕士 、博士论文 ，使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成为将来埃及本土专门 的汉语

教师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基地 。

急需解决学生人数众多的情况下的对外汉语教学的 困难 ，建议专门开设电脑辅助汉

语教学的培训班 ， 以便提高本土教师这方面的技能 ， 帮助他们逐步改善汉语教与学的环境 。 笔

者认为 ，此问题是非 目的语环境下汉语教学的瓶颈 如果本土汉语教师培训能够解决该问题的

话 ，非汉语的环境 ，尤其是人数较多的院系里的汉语教学会飞速发展 。

附注

① 以下 内容是根据 年 月 日 对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主任的采访整理而成 。

② 参见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研究生事务处 硕士及博士论文 目 录 。

③ 参见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学生亊务处
— 年毕业生 目 录

作者 介 希夏姆 ，埃及艾 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 中文 系教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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