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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埃及与 中 国
一

直保持密切而友好的关系 ， 埃及的汉语教学也不断在前进 。 目 前 ，

学习汉语的埃及学生在数量上 占优势 ， 埃及各地大学语言学院在埃及政府的倡导下 ，

已经开设了 中文系 ， 而在中文系教学中 ，

一

门重要的课程就是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对外汉语教学和艾因 ？ 夏姆斯大学中文系学生学习 中起着独

特和重要的作用 ， 它对提高艾大学生的语言表达技能和文化交流能力起着积极的作

用 。 本论文将首先对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与艾大中文系课程教学现状的课程设置、

师资情况 、 对象情况进行分析 ； 然后在此基础上以艾因 ？ 夏姆斯大学中文系 的文选

课教材为例 ， 对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材编选情况进行阐述 ； 针对中 国现当代文学

作品教学情况对学生和教师进行了调查 ， 并根据其调查和现状提出 了对于艾大中文

系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教学总结与建议 。 本文希望能找到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艾

因 ？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教学现状中存在的 问题 ， 并针对 问题提出改善措施 ，

为艾因 ？ 夏姆斯大学中文系教材中 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学进
一

步提高实践提供

借鉴 。

关键词 ： 艾因 ？ 夏姆斯大学 ； 中 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现状 ； 存在 问题 ； 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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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１ 、 选题缘由和意义

随着中 国 国力不断发展 ， 国际合作全方位扩大 ， 中 国在文化活动领域的对外交

流活动在埃及也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 这些合作项 目 吸引 了众多埃及学生报考

大学 中文系学习汉语 。 与孔子学院 以汉语综合课为主不同的是 ， 埃及的大学 中文系

汉语课程仿照 中 国 的大学设置各种 中文专业课程 ， 其中就包括中 国现当代文学 。 通

过这些专业课程 ， 学生不仅能提高 自 己的汉语文字水平 ， 还能 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 ，

熟悉 中 国 的国情和社会文化 。 埃及大学中文系的初级 、 中级阶段课文中 的 中 国现当

代文学作品很少 ， 课文着重于提高学生对话水平 ， 但是高级阶段的课文材料中有很

多关于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 。 到这
一

阶段 ， 学生的中文理解能力 已有很大提高 ， 能

领会作品 的 内容 ， 欣赏 中 国文学 。

艾因 ？ 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是在埃及最早开设的 中文系 ， 从 １ ９５ ８ 年艾

大就设立了两届汉语班 ， １ ９７７ 年就建立了 中文系 ， 是中东地区唯
一

的 中文系 。 该系

课程和相应教材设置覆盖全面 ， 目 前主要课程有 ： 语法 、 阅读 、 文选 、 翻译 、 写作 、

语音 、 中 国文明史等 。 其 中 ，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的教学具有重要地位 ， 通过

学习可帮忙学生提高 中文语言能力 ， 增加学生语言知识积累 ， 体会世界文学的精神 ，

了解社会面貌和变化 。

本论文 以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艾因 ？ 夏姆斯大学 中文系的教学现状调査为研

究对象 ， 通过分析 中文系 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程设置情况和教材编选情况 ， 以及面向

相关教师和学生进行的教学和学习现状调查 ， 来总结经验 ， 发现问题 ， 为今后继续

改善这门课教学提出建议 。

本论文的研宄方法主要是 ．

？ 第
一

， 在査阅 国 内外有关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学

文献的基础上 ， 了解艾因 ？ 夏姆斯大学中文系为本科生开设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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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现状 ； 第二 ， 在进行调查问卷的基础上 ， 了解艾因 ？ 夏姆斯大学中文系本科生

中 国现当代文学教材使用情况、 教师教学情况和学生学习情况 ， 观摩课堂 ， 发现存

在 问题并针对 问题提出相关改善措施 。

２ 、 研宄 目 的

文学是文化的
一

部分 ， 还蕴含着文化知识 ， 且文学作品充满 了现当代中 国

思想 、 中 国历史和 中 国文化 ， 学习者会通过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欣赏来提高语

言综合水平 ， 并习 得第二语言 国家的文化知识 。 因此 ， 对外汉语教学离不开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 艾因 ？ 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除 了语言课程以外 ， 还

为埃及本科生开设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教学 ， 但并不以 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程

为名单独设置 ， 而是把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教材分别融入二 、 三 、 四年级的课

文与批评课。

艾因 ？ 夏姆斯大学汉语言专业大二 、 大三 、 大四本科生开设的 中 国现当代

文学课是必修课 ， 虽然艾大中文专业教师都认识这 门课的重要性 ， 但 由于知识

结构的老化 ， 他们对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教材所存在的 问题并不完全掌握 。

目 前中 国 国 内关于海外中文专业教育 的研宄大多基本集中在语法研宄 、 翻译研

宄和文学研究 ， 而 国外对于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都基本集 中在对大学汉语教学

研究和语言技能课研究 ， 没有研宂专 门针对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这 门课的研究 。

因此 ， 面向艾大本科生的现当代文学作品课的教学现状有何问题 ？ 中 国现当代

文学作 品课程应如何设置 ？ 哪些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材才是适合艾因 ？ 夏姆

斯大学 中文系本科生的 ？ 这都是需要我们通过研宄来分析的 ， 本论文主要研宄

对外汉语教学中汉语语言专业本科生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 的教学现状 ， 希望为

后来学者的研究提供帮助 。

３ 、 研宄内容

本研究主要 内容是如下 ： 以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艾因 ？ 夏姆斯大学中文系的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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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现状调查为重点 。 本论文共分三大部分 ：第
一

大部分为绪论 ， 简要概述研宄缘由

和意义 、 研究 目 的 、 研究 内容 、 研究方法 、 研究相关文献综述 。 第二大部分是分析

教材 ， 共分为四个小部分 。 第
一

部分 ， 论述艾大开设的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的现状

包括课程设置情况 、 师资情况、 教学对象 。 第二部分 ， 对艾大中文系中 国现当代文

学作品教材编选情况进行分析 。 第三部分 ， 通过问卷调查 ， 发现面向学生的中 国现

当代文学作品教学情况包括 ： 学生学习情况 、 教师教学情况、 教材使用情况 、 课程

教学情况 。 第四部分 ， 总结并提出存在的 问题并探讨 ， 建议改善措施 。 第三大部分

分为附录和结语 。
’

４ 、 研宄方法

本研究使用 多种研究方法对艾因夏姆斯大学 中文系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教学

现状这
一

课题进行研宄 。

（ １ ） 调查法 ： 笔者采用 了 问卷调查法 ， 就为本科生开设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课程使用两种 问卷进行调查 。 本次调查在艾因 ？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进行 。

调查对象分别是为艾大学习 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大二 、 大三 、 大四学生和 己毕业

学生 ， 以及对本科生教授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师 ， 共调査了４ ５９ 名艾大学生 ，

＇

和 １ ０ 名教师 。 通过调查 ， 笔者对学生的学习情况 、 教师教学情况 、 教材情况和教

学情况有 了理性认知 ， 以便为本次论文研宄提供
一

手资料 。

（ ２ ） 文献法 ： 笔者通过査阅 国 内外有关对外汉语教学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程

现状的论文 、 图书馆书籍 、 报道 、 调查报告 、 全媒体 ， 了解学习有关对外汉语教学

文学作品课堂设置情况和教材编选的论文 ， 增强本论文的这
一

课题意识 ， 学习相关

课题 ， 确定本论文的研宄进程 ， 作为本论文的理论依据 。

（ ３ ） 定量定性分析法 ： 研宄了 艾因 ？ 夏姆斯大学 中文系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教材编选分析 ： 选文数量 、 选文作家与作品 、 选文题材 、 选文体裁 。

（ ４ ） 总结归纳法 ： 笔者采取总结归纳法分析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艾因 ？ 夏

姆斯大学的教学现状过程中 ， 不断地进行教材交流 、 总结归纳 出文学作品教学现状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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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本论文的每个阶段进行交流、 总结 ， 完善 ， 最终形成研宄成果 。

（ ５ ） 访谈法 ： 对艾大本科生教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师进行访谈 。

（ ６ ） 观摩法 ： 对艾大教师授课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进行观摩 。

５ 、 文献综述

虽然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程非常重要 ， 对于提高学生语言 、 阅读和写作水平 ，

培养学生理解文学作品的能力 ， 促进学生 了解中 国文化和历史 ， 都有极大帮助 ， 但

近年来 ， 埃及学者对于本科生中 国文学课的研宄尚少 。 尽管研究埃及大学中文系和

埃及汉语教学的论文有很多 ， 但大多集中于埃及本科生汉语教学现状及发展 、 汉语

教学存在 问题 、 语法点等 ， 也 出现了
一些关于中 国小说 、 文学传播的研究 。 很多学

者不管中 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都研宄了 中高级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学 ， 以教材中

中 国文学作品为重点 ， 中 国学者以 自 己国家 中髙阶段教材中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教

学为对象 ， 那么外国来华留学生 以 中 国 留学生教材或者笔者国家的 中高阶段汉语教

材中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学为对象 ， 论文课题和成果不
一

样 ， 论述 了 中高级对外

汉语教材中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学研宄 、 选编研宄 、 编写现状分析 。 这些研宄取

得了 以下成果 ： １ ． 在教学中应使用现代多样手段对文学作品进行教学 。 使用不 同 的

教学法 比如 ： 多媒体展示法 、 文化异同对 比法 。 ２ ． 分析了
一

种教材及教学的 问题 ，

也推荐了
一

些建议 。 ３ ． 编写教材时要思考时代性和典范性 。 ４ ． 论述 了 中 国现当代文

学作品具有的特点和能力 。

关于埃及大学汉语言专业教学现状的研宄 。 王子义 、 牛端 （ ２０ １ ２ ） 描述了埃及

的汉语教育情况及埃及的汉语教育师资情况 ， 内容包含埃及 中文教育师资 的来源、

专业出身 、 个人学历等 ， 并指出师资方面存在 问题 ， 针对性地提出 了建议 。 李圃 、

黄友 （ ２０ １ ４ ） 分析了汉语教学在埃及的发展历程 ， 论述埃及汉语教学发展的因素 ，

对埃及汉语教学提出 了改善措施 。 邓时忠 （ ２００４ ） 研宄了艾因 ？ 夏姆斯大学汉语教

学的特点 ， 论述了艾大中文系教学存在的 问题包括教学大纲 、 教材 、 教学时间和教

师水平 ， 提出艾大中文系汉语教学发展三大策略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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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 国文学在埃及的传播 、 评介的研宄 。 哈赛宁 （ ２００８ ） 在 《现代中 国文学

在埃及 》第
一

章 中分析了 中 国文学传播在埃及的状况 ， 包括 ： 埃及的 中 国文学译价 、

埃及艾因 ？ 夏姆斯大学中文系的 中 国文学研宄 、 中 国文学在埃及所存在的 问题与发

展前景 ； 第二章阐述了在埃及的鲁迅传播及影响 ， 分析 了 阿拉伯世界名人说鲁迅、

埃及的鲁迅论文 、 鲁迅影响到埃及小说家 ； 第三章论述 了老舍在埃及以及埃及在老

舍 ， 介绍 中 国现当代女性文学在埃及 。 褚蓓娟 （ ２０ １ ５ ） 分析了 中 国文学在埃及高校

中 的教学 ， 中 国文学的翻译在埃及的情况 ， 埃及中 国文学的接受情况 。

关于 以上这些研宄 ， 可 以总结出下列两个特点 ：

一

、 埃及汉语教学的论文有很

多 ， 但是对于埃及大学中 国文学作品教学的论文比较少 。 二 、 研究者较为关注中 国

高中阶段或者他国家高中阶段的汉语教材中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选编 、 教学情况 。

第
一

章 艾因 ？ 夏姆斯大学中文系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程教

学现状研宄

艾因 ？ 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是指 中文系针对本科

生开设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程 ， 属于本科生众多文化课程中 的
一

门 。 本文研宄对象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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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 中文系大二 、 大三 、 大四开设的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

学 ， 研宄内容包括课程设置 、 师资情况及教学对象情况等 。

１ ． １ 艾大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在语言教学和进步中起着重大作用 。 在埃及众多设有本科生汉语言专

业的高等学校中 ， 艾因 ？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是最早开设本科生汉语言专业的学校 ，

于 １ ９ ５８ 年创立 ， 后于 １ ９ ６０年关闭 ， １ ９ ７ ７ 年重新开始实施正规的 中文本科学历教育 。

艾因 ？ 夏姆斯大学中文系在埃及开设最早 ， 其汉语言专业设置历史最长 、 覆盖范围

最大 ， 课程体系 比较完整 ， 因此 ， 本章选取该校的现当代文学课程设置进行分析研

宄 。

１ ． １ ． １ 艾大中文系课程设置

由于在艾因 ？ 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初级阶段 （

一

年级 ） 课程中并无中 国

现当代文学 内容 ， 而是中级 （二年级 ） 和高级阶段 （三、 四年级 ） 的教材中才有相

关 内容 ， 因此 ， 本章 以 中高级阶段的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为研究重点 。 从艾因 ？ 夏

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看 ， 没有开设综合课 ， 而是有 ： 语法 、 文选、 文明史 、 听

力 、 会话 、 阅读 、 写作 、 翻译等课程 ， 中 国现当代文学教学 内容主要体现在 以不 同

名称出现的文选课中 。 此外 ， 该系还开设阿拉伯语 、 第二语言等公共课程 。

下表是 ２０２０ 年艾因 ？ 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的主要课程设置表 ， 通过该

表 ， 可 以 了解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过程的整体情况 。



表 １ ． １２０２０ 年艾大中文系汉语言与文学专业课程设置


二年级三年级 四年级

ＭＨｉＭＭ ［
Ｗ

学 学 学

 

时
＾

｜

文选课／汉语

￣ ￣

４ ｜

文学批评与文选课 １ ｜

文选与批评中 国 当代文学中小４

必
丨

读本课文课
丨 ｜

必
丨

／文选课话剧部
丨 丨

必
丨

说作品选 ／课文与批评课中 国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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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 ｌ ｉｔ Ｉ

｜ ｜

修
丨当代文学中话剧作品选

课语法课 课语法课ｒ 课语法课

专文明史Ｔ
￣

专文明史Ｙ 专文明史
｜

Ｔ
＂

业翻译课业翻译课＾ 业翻译课
￣

６

̄

课阅读和写作

＿

Ｔ
￣

课阅读和写作Ｔ 课阅读和写作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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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２０２０ 年艾大中文系中 国现当
＾
文学作品

ｆ
程设置

课程名称课程性质 开设时间周学时

一 一一文选课ｍ第
一

学期 ｉ

中级 （二年级 ）



汉语读本课文课


必修第二学期


４

高级 （

：年级 ）

文ｆ批ｆ与文选课 ｇ
—

ｆ期 － ＺＨＨ
文选课话剧部


必修第二学期


４

文选与批评 中 国 当代文学 中小
￣̄

高级 （
四糊  ： ：



中 国 当代文钟
必修 第二学期 ４



Ｉ

话剧作品选


从上表可以看 出 ， 中高级阶段的课程设置里面 ， 每个年级必修课的
“

文选课
”

名称有变化 。 二年级第
一

学期的
“

文选课
”

变成第二学期的
“

汉语读本课文课
”

。

三年级第
一

学期的
“

文学批评与文选课
”

变成第二学期的
“

文选课话剧部
”

。 四年

级第
一

学期和第二学期的
“

文选课
”

名称都有变化 。 第
一

学期叫
“

文选与批评 ： 中

国 当代文学 中 小说作 品选
”

， 着重于介绍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 的发展情况和小说的

所有流派 ， 并对比较深刻的小说进行教学 。 第二学期叫
“

课文与批评课 ： 中 国 当代

文学中话剧作品选
”

， 重于介绍 中 国话剧 ， 对三部优美的话剧进行教学 。 艾因 ？ 夏

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教材中没有选修课 ， 都是必修课 。 中级阶段 （二年级 ） 没

有独立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 ， 二年级
“

文选课
”

和
“

汉语读本课文课
”

中有中 国现

当代文学作品 ， 也有其他的课文 。 但是高级阶段 （三年级和 四年级 ） 有独立的 中 国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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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学作品 ；
三年级必修教材中第

一

学期的
“

文学批评与文选课
”

和第二学期

的
“

文选课 ．

？ 话剧部
”

都是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 四年级必修教材中第
一

学期的
“

文

选与批评中 国 当代文学 中小说作品选
”

和第二学期的
“

课文与批评课中 国当代文学

中话剧作品选
”

都是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 文选课作为
一

门必修课贯穿大二 、 大三、

大四年级 ， 每周 ４ 学时 。

１ ． １ ．２ 艾大中文系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程设置

艾大中文系开设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程的 目标是通过学习 中 国现代 、 当代文

学作品和名家原著的作家 ， 提高学生的语言技能 、 阅读和写作能力 、 学生词汇量的

扩充 ， 培养学生的文化知识 、 能流利充分表达作品的思想和意义 。 以下为艾大中文

系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程的开设情况 。



表 １ ． ３２０２０ 年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师生设置


自从 ２０２ ０ 年 ９ 月截至到 ２０ ２ １ 年 ７ 月

课程名称班数人数
｜

学生年龄周课时师资来源

二年级的文选课 ６２ ３ ５ １ ８ 岁以上４埃及教师

三年级的文选课 ６２８ １ １ ９ 岁以上４埃及教师

四年级的文选与批评课６ ２ ５ ３２０ 岁以上４埃及教师

中文系开设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程现有三个年级 ， 即 中级二 、 高级三 、 四 。

所有课程开设时间均为两个学期 ， 每个学期 （ 四个月 ） ， 每周两次课 ， 每次两课时 ，

有期末考试 。 因为疫情的 问题 ， 原来的大班拆解为小班 ， 现大二 、 大三 、 大四各有

六个班级 ， 每个班大概有 ４０ 多名学生 。 以往中文系长年有十余位中 国教师 ， 每个

班均可分配到至少
一

名 中 国教师上课 ， 但因疫情原因 ， 现没有中 国教师 ， 所有教学

均 由本土教师承担 。

１ ．２ 艾大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学师资情况

１ ．２ ． １ 艾大中 国现当代文学教师的性别情况

目 前在艾因 ？ 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 中共有 ４９ 位教师从事汉语教学及相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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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工作 ， 其 中承担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学的共有 １ ８ 位 ， 占总数的 ３ ６ ． ７％ 。 其 中 ，

男性教师有 ５ 位 ， 占 ２ ８％ ， 女性教师有 １ ３ 位 ， 占 ７２％ 。 应该说 ， 艾因 ？ 夏姆斯大

学 中文系 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师资力量还是 比较强大的 。

＇

■

 ． ！

７

７ ２％

图 １ ．１ 自 从 ２ ０２ ０ 年 ９ 月 截至到 ２ ０２ １ 年 ３ 月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教师性别 比

１ ． ２ ． ２ 艾大中 国现当代文学教师的年龄分布

这 １ ８ 位教师 中 ， ５ ０ 岁 以上年龄段 占 比最多 ， 约 占 ４ １ ％ 。 老教师工作态度认真 ，

经验极为丰富 ， 对教学充满热情 。 他们均 己获得博士学位 ， 有的还进行 了博士后研

究 ， 教龄均在 ２０ 多年 以上 ， 对使用 的教材很熟悉 。 为继续提高教学质量 ， 他们均

参加过 中 国大学开设的师资培训课程 。

２０岁 以上

｜｜
５ 。岁 以

４ １％

图 １ ．２ 自 从 ２ ０ ２ ０ 年 ９ 月 截至到 ２ ０２ １ 年 ３ 月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教师年龄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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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２ ．３ 艾大中 国现当代文学教师的职称分布

从事 中 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 １ ８ 位老师 中 ， 有 四位高级教授 ， 九位教授 ，

一

位

副教授 ，

一

位高级讲师 ，

一

位讲师 ， 两位助教 。 四位高级教授 中 ， 男 、 女性各两位 ，

他们 的年龄均 己经超 了６０ 岁 。 其 中 ，

一

位女教授是中文系系主任 ， 除参与本科生

和研宄生教学工作外 ， 还要担任管理任务 ， 处理学生的 问题 ， 监督 中文系教学质量 ；

一

位男 性专职教授除 了 参与艾大 中文系部分本科生和研宄生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教

学工作 ， 以及负责 中文系教学质量监督部分工作外 ， 也是萨达特行政管理大学语言

及翻译学院中文系系主任 ； 另外的
一

位男性和
一

位女性专职教授 ， 除了参与艾大 中

文系部分本科生和研究生 中 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工作 ， 及负责艾大语言学院 中文系教

学质量部分工作外 ， 也是埃及科技大学语言及翻译学院中文系教学工作 的兼职教授 。

．

？？专职教授
讲师

？

 ２２％

５０％

图 １ ．３ 自 从 ２ ０２ ０ 年 ９ 月 截至到 ２ ０ ２ １ 年 ３ 月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教师职称

九位教授中 ， 有三位男性和六位女性 ， 年龄均 己超过 ５ ０ 岁 。 其中
一

位女性教

授同时也担任埃及科技大学 中文系兼职系主任 ， 另
一

位女性教授担任埃及本哈大学

文学学院 中文系兼职系主任 ， 还有
一

位担任法罗斯大学语言及翻译学院中文系兼职

系主任 ， 其他 ６ 位教授也在其他大学 中文系担任兼职教授 。

一

位女性副教授 ， 年龄 ４０ 岁 以上 ， 同时担任埃及巴德尔大学 中文系系主任工

作 ， 并参与该系汉语教学工作 。

一

位女性高级讲师 ， 年龄 ３ ０ 岁 以上 ， 参与艾大中文系汉语教学工作 ， 并负责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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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教学质量部分工作 。 １ 位女性讲师 ， 年龄 ２ ０ 岁 以上 ， 现在 中 国攻读博士学位 。

两位女性助教 ， 年龄 ２ ０ 岁 以上 ， 其 中
一

位正在 中 国读硕士 ， 另
一

位在艾因 ？ 夏姆

斯大学读 中 国文学硕士 ， 并负责组织 中文系所有关于教学的任务 ， 管理学生的文件 ，

也帮助教授进行 中 文系教学质量 。

艾因 ？ 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 中 国现当代文学教师都是艾因 ？ 夏姆斯大学

中文系优秀的毕业生 ， 大部分获得博士后位 ， 在 中 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方面的经验很

丰富 。

１ ． ３ 艾大中文系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教学对象

本文论及的艾因 ？ 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程的教学

对象 ， 是该系 中级 （二年级 ） 、 高级 （三 、 四年级 ） 三个年级 的 ７６９ 名学生 ， 均为

汉语言与文学专业 ， 国籍均为埃及 ， 其 中 ４ ５ ９ 人参加 了 问卷调查 。

１ ．３ ．１ 艾大中文系二年级学生情况

艾因 ？ 夏姆斯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共有 ２ ３ ５ 人 ， 年龄大多在 １ ８
－２０ 岁之间 。

其 中 １ ０ ０ 人参加 了 问卷调查 ， １ ６％为男性 ， ８４％为女性 ， 这基本反映 出 中文系学生

性别的整体结构 。

男性

ｚ
一 ，— １６％

卜
”

．

，

丨

女性
^

８４％

图 １ ． ４ 艾大中文系二年级参加本次 问卷调查的学生性别 比例

艾大中文系大二的学生大多数 己通过 了Ｈ ＳＫ 三级水平考试 ， ３ ０％的学生通过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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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ＳＫ 四级 ， ３％的学生通过 了Ｈ ＳＫ 五级 。

五级

四级
’

＾

，

ｓｏ％

ｉ
；

：通＾ｖ 

ｖ

三级

６ ７％

图 １ ．５ 艾大 中文系二年级参加本次 问卷调查的学生汉语水平

中文系有二年级的学生大多数都是在进入大学后才开始学习汉语 ， 因此绝大多

数人学习 时长为两年 。 但也有极少数学生已有三？五年 的学习汉语经历 ， 这表明要

么是入学前就开始学 习汉语 ， 要么是有留级经历 。

三年四年
＾
＾
＿

五 ￥

Ｗ＾－

９７％

图 １ ．６ 艾大中文系二年级参加本次调查学生 的学习汉语时长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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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 ２ 艾大中文系三年级学生情况

艾因 ？ 夏姆斯大学 中文系大三现有学生 ２ ８ １ 人 ， 其 中 １ １ ５ 人参加 了 问卷调查 。

其年龄普遍在 １ ９
－

２ １ 岁之间 ， １ ９％为男生 ， ８ １ ％为女生 ， 同样女性学生 占绝大多数 。

男性

１ ｝

＼ ／

■郷錄熟錄溶縣総物絲総 ■爾辟麟媒欲辑鱗 ； ｓ

＼ ， ｊ

女性 

＼
＾
＾ ＊

＾
＊＊
＾

８ １％

图 １ ．７ 艾大 中文系三年级参加本次 问卷调查学生的性别

在参加 问卷调查的大三学生中 ， 有 ６ ８％通过 了ＨＳＫ 四级 ， ２２％通过 了ＨＳＫ 三

级 ， １ ０％通过 了Ｈ ＳＫ 五级 。

五级＿

１ ０％＇三级

２ ２％

＇

人、 ，

、
■Ｕ

＼ｒ ；
－

＊

^

＞、
、

、 Ｗ

四级
、一

６８％

图 １ ．８ 艾大 中文系三年级参加本次 问卷调查学生的汉语水平

同样 ， 三年级学生大多数入学前都没学过汉语 ， 有极少数学生要么入学前就开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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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学习汉语
一

到两年 ， 要么有 留级经历 。

四年 五年

４％２＾；^

ｆ——
Ｉ

，：
： ，ｖ ，广 、

二年

９４％

图 １ ．９ 艾大 中文系三年级参加本次 问卷调查学生的学习 时长

１ ． ３ ．３ 艾大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情况

艾因 ？夏姆斯大学 中文系 四年级学生共有 ２ ５ ３ 人 ， 其中 ２ １ ４ 人参加 了 问卷调查 ，

年龄普遍在 ２ １

－２３ 岁之间 ， ２ ３％为男生 ， ７ ７％为女生 。

男性

２ ３％

ｒ ， ＼

７７％
’

图 １ ．１ ０ 艾大 中文系 四年级参加本次 问卷调查学生的性别

参加 问卷调查的大 四学生 中 ， 有 ４ ３％通过了Ｈ ＳＫ 四级 ， ４２％通过了Ｈ ＳＫ 五级 ，

１ １ ％通过 了Ｈ ＳＫ 三级 ， ４％通过 了Ｈ ＳＫ 六级 。

１ ４



士 学 位论 文

ＭＡＳＴＥＲ
’

ＳＴＨＥＳ Ｉ Ｓ

六缀三级

嫌
图 １ ． １ １ 艾大 中文系 四年级参加本次 问卷调查学生的汉语水平

四年级学生学习汉语时 间超过在学期 间 的 比例为 ８％ ， 多于二 、 三年级 。

五年

Ｗ
９ ２％

图 １ ．１ ２ 艾大 中 文系 四年级参加本次 问卷调查学生的学习 时长

１ ．３ ．４ 艾大中文系毕业生情况

艾因 ？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 中 文系毕业生有 ３ ０ 人参加 了 问卷调查 ，
１ ７％为男生 ，

８ ３％为女生 。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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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ｚ
，

、
－

、１ ７％

ｊ— Ｉ

Ｉ ｉ

女性

８３％

图 １ ．１ ３ 艾大 中文系毕业参加本次 问卷调查学生 的性别

参与 问卷调查的艾大 中文系毕业中 ， 大部分都 已经通过了Ｈ ＳＫ 五级 ， １ ３％的毕

业学生通过 了Ｈ ＳＫ 六级 ， 这 ３ ０ 名毕业生都学 了 四年时 间汉语 ， 没有复读 。

艾因 ？ 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 中文系参加 问卷调查的学生中 ， 有 ３ ６ ６ 名是女生 ，

占 ８ ０％ ， 男生 ９３ 名 ， 占 ２０％ ， 女生 占绝大多数 。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 的学习应具

有
一

定 的 中文基础 ， 故艾大 中文系开设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程的对象是 中 、 高级

学生 ， 大多学 习 中文二至四年 ， 其中 ４ ． ３％的学生学习 了 五年时间 。 他们 己经掌握现

代汉语语法点 ， 听说读写水平能力 比较好 ， 具有
一

般交流能力 ， ＨＳＫ 水平大多为三

级到五级 ， 大多数通过 了Ｈ ＳＫ 四级 ， 其 中 ２ ． ６％的学生通过 了Ｈ ＳＫ ６ 级 。 由于艾大

中文系学生 己具备学习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的 良好基础条件 ， 学习成效才会更为突

出 。

六级

隹娜纖１＿Ｓ叙

寒＿＿＿＿＿＿＿＿＿＿＿

＼
－

－

－

五级

８７％

图 １ ．１ ４ 艾大 中文系毕业参加本次 问卷调查学生的汉语水平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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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艾大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材编选情况

目前艾因 ？ 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采用 的语文教材均为本系教师选编 。 关

于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的年代分界线 ， 本文选择比较传统说法 ， 即从 １ ９ １ ９ 年
“

五

四运动
”

开始到 １ ９４９ 年
“

中华人民共和 国
”

成立 ， 这属于中 国现代文学时期 。 从

１ ９４９ 年 ７ 月 ，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 ， 长期被分离在两个地区 （ 国

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 ） 的两支文艺队伍终于会师 ， 这标志着中 国当

代文学的开端 ， 因此 １ ９４９ 年至今为 中 国当代文学时期 。

本论文从艾因 ？夏姆斯中文系三套中 国现当代文学教材中 ， 选出作品共 ３ ３ 篇 ，

将分别从数量 、 作家 、 作品 、 题材 、 体裁四个方面来进行研宄 。

１ ．４ ． １ 选文数量

中 国现当代文学史 以 中 国
“

五四
”

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为开端 。 中 国现代文

学作品从 １ ９ １ ９ 年开始 ， 至 １ ９４９ 年结束 ， 有三十多年的历史 。 １ ９４９ 年以后 中 国 当代

文学作 品开始 ， 是中 国现代文学的继续和发展 ， 也是中 国文学发展的新历史阶段 。

在具体的教材中 ， ２０２０ 年的 中级和高级文选课教材 ， 则选取了部分经典的 中 国现当

代文学作品 。 具体如下表 ：

表 １ ．４２０２ ０ 年中高级文选课教材选用的 中国现当代文学教材
＿

教材 ｜

编选编 目
｜作者年ｆ

臧克家 《有的人 》
＿

当代

寅平
—

《哎呀 ， 我真傻 ！》当代

张夏 《挑 》
￣ ￣

郑春妹
＾

《无声的泪 》
￣￣

当代
￣￣

冯薇 《选举》当代

田 、赵曙光
￣￣

《不 ！ 谢谢》当代

^

《—年ｊ的文 课 》马晓宏

—

《秀子的生 曰 》
￣￣

谷福海Ｉｆ长大妈、 李大妈和姑爷们 》

李玲 《我该怎么办 ？ 》
＂

当代
￣￣

王书春

—

《幸福的感觉》当代
￣￣

老舍 《路蛇祥子 》当代



｜不详 《母亲的心 》当代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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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差不多先生 》现代

曹永安 《我的第二故 乡 》当代

不详

一

 《热爱绿色 》当代

不详 《李群求职记 》当代

老舍
＾

 《买彩票 》现代

王慧敏

＾

《我记忆中 的两个女孩 》

＿

当代

《三年级的文选课》张贤亮
＾

《陕北姑娘 》当代

席立民 《试试吸毒 》
￣￣

当代

周稼骏

＾

 《整容 》当代

左诵芬
＾

《三个母亲 》当代

杨晖
￣

￣

 《健忘的教授 》
＾

当代

曹禺
＾

 《雷雨 》现代

鲁迅 《孔乙 己 》
胃

现代

张洁

—

《爱
”

是不能忘记的 》当代

刘庆邦


ｉｍ


当代

铁凝

一

 《孕妇和牛 》当代

苏童 《人民的 刍 》当代
《四年级的课文与觀课 》



＾


^

老舍


《茶馆 》


当代

高行健


《车站 》


当代



｜

赵耀民 《亲爱 的 ， 你是个谜 》当代

艾大 中文系必修教材中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 的选文课文数具体情况如表 ：

６ ０ ５ ５

５ 〇 ｜
４０ ３ ３

＿
３ 〇 ２ １ １ ９

２ ０ １ ２

ｒ
：

＂＂ ｓｍｌ ｒ

■隱 ７ ． １ ４％ＩＩ
｜￥＾

６ ． ６ ６
°

／〇Ｍ
｜

１＾ ２ ． １ ０％Ｉ ＾ｐ ° － ０ ０
〇

／ｏ

ｑＢＢＳ ＩＨＨ—ｗａｒｎＨＨ ＨＨＵＫ—＿ｆｌＢＨＨ

二年级的文选课三年级的文选课 四年级 的课文与批评合计

？？ 现当代文学选文 麗 课文 总数 ■ 现 当代选文 占选文总数 比重

图 １ ．１ ５ 选文数量统计

通过图 １ ．１ ５ 可 以发现 ， 艾因 ？ 夏姆斯大学中 文系三套教材课文总数有 ５ ５ 篇 ，

其中不 同类的课文包括古代文学数量有 ２ ２ 篇 ， 属于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 的选文数

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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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有 ３ ３ 篇 ， 占课文总量的 ６０％ ， 因此 ， 可得知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在艾大中文系教

材中起着很重要的地位 。 从选文数具体情况可见三个重要的特征 ：

一

是艾大中文系

每
一

年级和现当代文学选文数 比较大也有反比例的关系 ， 其 中大二教材中有 １ ２ 篇 、

大三教材中有 １ ３ 篇 、 大四教材 中有 ８ 篇 。 二是中 国现当代文学选文数所 占 比例较

大 ， 其中大三 占 比最高的教材中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数量达到 了１ ３ 篇 ， 占 ８ ６ ．６ ６％ ，

但大二 占 比最高的全文选文数量的 ５ ７ ．１ ４％ ， 有 １ ２ 篇 ， 大四教材中现当代文学作 品

数量有 ８ 篇 ， 占 比也是最低 ， 占到 了全文选文数量的 ４２ ．１ ０％ 。

艾因 ？ 夏姆斯大学中文系三套教材中选文时代的 比例具体情况如表 ：

３ ５ ３ ３

３ ０ ■
２ ８

Ｉ－

２ 〇 ■
１ ５ １２ １ １ １ ３

 ■
１ ０Ｉ■

４
＇

｜
Ｓ

５

■
＾ ｓ％ ９ １ ． ６ ６％

画看
． ７ ６喊９ ． ２ ３％

■ 。 。％ ’
＿％

疆■
■ 。。喊５ ． 。 。％

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合计

發 选文课数 》 现代文学作品数》所 占 比例当代文学作品数＊ 所 占 比例 ２

图 １ ．１ ６ 艾大中文系现代和 当代数量对 比

根据 图 １ ． １ ６ 可 以看出 ， 在艾大中文系三套必修教材 中 ， 入选的 当代文学作品 为

２ ８ 篇 ， 占选文总数的 ８ ５％ ， 比例最大 ； 而现代文学作 品 ５ 篇 ， 占 １ ５％ ， 比例较少 。

现代和当代文学作 品分布不均衡 ， 现代文学作品很少 ， 很明显要增加对现代文学作

品 的选取 比例 。

在入选大二教材的 １ ２ 篇现当代文学作 品 中 ， 现代文学作 品为 １ 篇 ， 当代文学

作 品为 １ １ 篇 ， 后者 占 ９ １ ．６６％
； 在大三教材的 １ ３ 篇现当代文学作 品 中 ， 现代文学作

品为 ４ 篇 ， 入选的 当代文学作 品为 ９ 篇 ， 占 ３ ０ ．７ ６％
； 入选大四教材的 ８ 篇全部为当

代文学作 品 。

１ ． ４ ． ２ 选文作家与作品

艾大 中文系教材 中有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的 ， 有二年级的文选课 、 三年级 的文

１ ９



硕 士 学 位论 文

ＭＡＳＴＥＲ
＇

Ｓ ＴＨＥ Ｓ Ｉ Ｓ

选课和 四年级 的课文与批评课 。 通过分析教材发现 ， 三套必修教材选 出作 品共有 ５ ５

篇 ， 教材中选取的现当代文学作 品共有 ３ ３ 篇 ， 中文系三套必修教材 中 国现当代文

学作 品作家情况如表 ：

现代作家

８５％

图 １ ．１ ７ 按作 品 的年代来分中 国现代和当代文学作家情况

从上 图可 以看见 ： 艾大 中文系大二 、 大三 、 大 四 的文选课教材选取的作家和作

品大部分是现当代的 ， 作家人都是很著名 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家 ， 艾大学生对鲁迅 、

臧克家 、 老舍 、 巴金 、 张洁 、 矛盾 、 苏童 、 李玲等很感兴趣也非常喜欢 。 虽然艾大

中文系三套教材 中选取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共计 ３ ３ 篇 ， 但是有 ３ 个作 品 的作家

不详 ， 因此三套教材 明显 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家有 ２ ７ 个作家 ， 现代作家有 ４ 个作

家鲁迅 、 老舍 、 胡适 、 曹 禺 ， 占 １ ５％ 。 其他的作家 ２３ 个都是当代作家 ， 占 ８ ５％ 。

现代文学作品

１ ５％
－

－

Ｉ １

、

＇
、
一 －

…
ｚ
’

当代文学作品

８ ５％

图 １ ．１ ８ 中 国现代和当代文学作 品情况

２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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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 以看 出现代和 当代文学作家和作 品分布不均匀 ， 艾大中文系教材中 只有

老舍 的 《骆驼样子 》 、 胡适的 《差不多先生 》 、 老舍的 《买彩票 》 、 曹 禺 的 《雷雨 》

以及鲁迅的 《孔乙 己 》 这四个现代文学作家和五个现代文学作 品 。 另外的课文都应

归属于当代文学时期 。 这些著作分别在三套教材 中 的数量如表所示 ：

Ｏ 二年级 Ｏ三年级 １３ 四年级

２ ． ５

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１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１ １ １１ １

。

：Ｗ■圓１＿繼繼■滿 ＩＩ

Ｍ 除 埭 樺 米 椒 瑰
： 食 雖 ４Ｈ１ 圈 《 癉 ＊ＱＫ 澇 味 Ｂ

■

邮 ： 田 找 眾 骤 《Ｓ 此

职 Ｍ 恶 ＿ 戌 麼 ？ 甥 ＃ 乎 彻 苗 糸 鰣 萁 乜 燧 ＊ 虑 酿 ＃ｉ 樂 彤 路 柏 ￡ｇ
埏菝 祺 坩 诈ＨＷ 恶 域 匣 Ｗ？？ 韵

图 １ ．１ ９ 三套教材中作家作品数量对 比

由 图 １ ．１ ９ 可见 ， 在三套教材中 只有老舍的作 品始终 出现 。 老舍先生的小说 《胳

驼祥子 》 、 《买彩票 》 、 《茶馆 》 分别入选为这三套教材 ， 其中 《骆驼祥子 》 入选大二

第二学期的文选课教材 ， 《买彩票 》 入选大三第
一

学期的文选课教材 ， 《茶馆 》 入选

大 四第二学期的课文与批评课教材 。 另外 ， 当代作家苏童也有两篇小说 《人 民的鱼 》

《红粉 》 被选入到 四年级的课文与批评课教材 。

女性作 家

３０％／
＂

 ；

＇

Ｖ
Ｓ

／广 ：
？

： ‘

， ｖ

男 性作家

一
一

７０％

图 １ ．２ ０ 中文系教材中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家性别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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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作 品 中 ，
３ ０％为女性作家创作 。 如张夏的 《挑 》 、 郑春妹的 《无声的泪 》 、

冯薇的 《选举 》 、 李玲的 《我该怎么办 ？ 》 、 王慧敏的 《我记忆 中 的两个女孩 》 、 左

诵芬的 《三个母亲 》 、 张洁的 《

“

爱
”

是不能忘记的 》 、 铁凝的 《孕妇和牛 》 。

１ ． ４ ．３ 选文题材

题材是指作家经过集中 、 取舍 、 提炼用来表现作 品主题思想的生活某些方面或

生活现象的素材 。 艾大中文系二年级 的文选课教材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题材分布情

况如表 ：

家庭与婚鐽
■

情感

３３％ ３４％

社会问题—
－一

３３％

图 １ ．２ １ 二年级教材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题材分布表

由 图 １ ． ２ １ 可知 ， 在艾大 中文系二年级必修教材中 ， 所选取的文学作 品为 １ ２ 篇 ，

所涉及的题材主要有情感故事 、 社会 问题 、 家庭与婚姻三个方面 。 其 中 归为情感故

事题材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有 四 篇 ： 臧克家的 《有的人 》 ， 郑春妹的 《无声 的泪 》 ，

王书春的 《幸福的感觉 》 ， 寅平的 《哎呀 ， 我真傻 ！ 》 。 关于社会 问 题题材有 四篇 ：

冯薇的 《选举 》 ， 张夏的 《挑 》 ， 李玲的 《我该怎么办 》 ， 老舍的 《骆驼祥子 》 。 关于

家庭和婚姻题材的作 品有四篇 ： 《母亲的心 》 ， 谷福海的 《张大妈 、 李大妈和姑爷们 》 ，

赵曙光的 《不 ！ 谢谢 》 ， 马晓宏的 《秀子的生 日 》 。 中文系大二教材 中 的题材的分布

都 比较均衡 。

艾大 中文系三年级的文选课教材的题材分布如下 图 ：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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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
—

：ｄ
：

丨 ” ．

１肖参

ＷＰｋ ｍｍ

＾Ｂ
２ ３％

■．ＪＭ

社会问题一

３８％

图 １ ． ２ ２ 三年级 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题材分布表

由 图 １ ． ２２ 可知 ， 在艾大 中文系三年级教材 中 ， 所选取的文学作 品数量为 １ ３ 篇 ，

比其它两个年级都多 。 本年级教材仍 以社会 问题 、 家庭与婚姻 、 情感题材为主 ， 另

有农村题材
一

篇 《热爱绿色 》 选入 。 关于社会 问题题材的作 品最多 ， 有五篇 ： 胡适

的 《差不多先生 》 ， 席立民的 《试试吸毒 》 ， 《李群求职记 》 ， 老舍的 《买彩票 》 以及

鲁迅 的 《孔乙 己 》 。 关于家庭与婚姻有四篇 ： 曹禺 的 《雷雨 》 ， 周稼骏的 《整容 》 ，

左诵芬 的 《三个母亲 》 ， 张贤亮的 《陕北姑娘 》 。 归为情感与爱情题材的作品三篇 ：

曹永安 《我的第二故乡 》 ， 王慧敏 《我记忆中 的两个女孩 》 ， 杨晖 的 《健忘的教授 》 。

艾大 中文 四年级的课文与批评课教材的题材分布如下 图 ：

情感

＾＾
１ ２％

ｌ±＃ ｜

５
！Ｓ

家庭与觸
３ ８％

图 １ ．２ ３ 四年级 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题材分布表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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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图 １ ． ２ ３ 可 以看 出 ， 在 四年级 的课文与批评课教材中 ， 入选作品主要 以家庭

与婚姻为主要题材 ， 反映 出该套教材更注重 中 国人的社会国情 问题等方面 ， 虽然在

社会 问题 、 情感 、 家庭与婚姻和历史题材方面都有所涉及 ， 但是入选的文学作 品数

量最少 ， 总共 只有 ８ 篇 。 关于情感与爱情故事的题材只有
一

篇 ， 即张洁 《

“

爱
”

是

不能忘记的 》 。 教材 中 归为社会 问题题材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有两篇 ， 铁凝的 《孕

妇和牛 》 、 高行健的 《车站 》 。 关于家庭与婚姻题材有三篇 ： 刘庆邦 的 《信 》 、 苏童

的 《人民的鱼 》 、 赵耀 民 的 《亲爱的 ， 你是个谜 》 。 关于历史题材有两篇 ： 老舍的 《茶

馆 》 、 苏童 的 《红粉 》 在新 中 国成立初揭示 了 秋仪和小萼两个妓女不 同 的人生历程

改造及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妓女对于社会的漠然的故事 。 相 比前二 、 三年级 ， 大 四教

材中作 品 的题材分布和 内容深度都有所扩展 。 三套教材 中 的题材总体比例如下 图所

示 ：

人 ： ：

 仅村

遍。益 －情感

２４％

－ 、
—社会间题

３４％

图 １ ．２４ 三套教材的题材划分对 比

从上图 １ ． ２ ４ 来看 ， 这三套教材主要 以社会问题 、 家庭与婚姻 、 情感故事等题

材为主 ， 其中社会 问题题材所 占 比例最大 ， 为 ３４％
； 家庭与婚姻所 占 比例 ３ ３％

； 情

感题材 占 ２４％
； 另有历史题材作品 占 ６％ ， 农村题材 比较少 ， 占 ３％ 。

１ ． ４ ． ４ 选文体裁

就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 的体裁而言 ， 可 以分为小说 、 散文 、 戏剧和诗歌四大类 。

不 同 的体裁对于第二语言学习 者也有不 同效果 ， 小说 由人物 、 发生 、 故事情节等要

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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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构成 ， 反映时 中 国社会的现实生活 ， 小说在本论文所研究的三套教材 中所 占 比例

最高 ； 戏剧 内 容丰富 ， 可再分为戏 曲 、 话剧 、 歌剧等 ； 散文在表达作者 的真情实感

方面表现灵活 ； 诗歌是最早的
一

种文学体裁 ， 充满 了 作家的感情 ， 所选的三套教材

中 只有
一

篇诗歌 。 对于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体裁在艾大中文系教材 中 的选取情况如

表 ：

９ ８

８７

＼｜｜
ｓ

； ， Ｉ
；

３

…

乂■ 圓 。 。

⑶画
。 。

小说散文戏剧诗歌

■ 二年级 ＿ 三年级 ■ 四年级

图 １ ．２ ５ 现当代文学作品体裁分布的情况

通过图 １ ． ２ ５ 可 以发现 ， 三套教材 中有小说 ２０ 篇 ， 占 了选文总数的 ６０％ ， 成为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文 中 的主力 ， 在每个年级的教材 中 小说都是数量最多 的
一

类

体裁 ， 其 中大二教材中 的小说选文数量有 ７ 篇 ， 占总大二现当代文学课数量 ５ ８ ． ３％ ；

大三教材 中 的选文课数量有 ８ 篇 ， 占总大三现当代文学课数量 ６ １ ． ５％ ， 大 四教材 中

的小说选文数量有 ５ 篇 ， 占总大 四教材 中课数量 ６２ ． ５％ 。 散文是第二大类体裁 ， 大

二教材 中有 ４ 篇散文 ， 占选文数量的 ３ ３％
； 大三教材 中散文 ４ 篇 ， 占选文数的 ３ ０ ＿ ８％ 。

话剧是第三大类体裁 ， 三套教材 中有话剧 ４ 篇 ， 占选文总数的 丨 ２％ ； 大二教材 中没

有话剧 ； 大三教材中 的话剧选文数量有 １ 篇 ， 占选文数的 ７ ． ６％ ； 大 四教材 中 的话剧

选文数量有 ３ 篇 ， 占选文数的 ３ ７ ． ５％ 。 而艾大中文系教材中选取的诗歌这种体裁很

少 ， 仅有 １ 篇 ， 出现在大二教材中 ， 占该教材选文数 的 ８％ 。

２ ５



耻 学 位论文

ＭＡＳＴＥＲ
＇

Ｓ ＴＨＥＳ Ｉ Ｓ

第二章以学生为对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学情况调査

为实现本论文研宄 目 的 ， 更加深入地了解艾因 ？ 夏姆斯大学中文系 中国现当代

文学的教学现状 ， 笔者针对该系学生设计了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学情况及满意度

的调查 问卷 ， 来获取基础信息 。

２ ． １ 问卷的设计与调査对象的基本情况

２ ． １ ． １ 问卷的设计

本次调査主要在艾因 ？ 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进行 ， 问卷 内容主要涉及学

生对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学习情况 ， 如学生对艾大开设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情

况的看法 、 对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态度 、 对课程教材 内容的需求 、 对课程教学 目

的的看法 、 对教学方式的接受程度 、 对教材编选情况的满意度及对教学情况的满意

度等 ， 此外还涉及必要的学生基础信息 ， 如性别 、 年级 、 ＨＳＫ 等级 、 学习汉语时间

等 。

２ ． １ ．２ 调査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论文的调查对象为艾因 ？ 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汉语言和文学专业大二 、

大三 、 大四学生 ， 以及毕业生 ， 故调查面向 的总体样本数较多 。 各年级学生对于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的 了解深度不
一

样 ， 故看法也不
一

样 ， 因此笔者对各年级学生进

行调查 ， 旨在 了解艾大中高级汉语学习者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学情况 ， 分析教材

内容情况 、 教学现状 。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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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大二

２２％

２ ５％

图 ２ ． １ 参加论文调查艾大中文系学生数量

９ ０％ ８４
〇

／〇
 ８０ ． ８６％ ？ ６ ６ ３

〇

／〇
８ ３ ． ３ ３％ ７ ９ ． ７ ０％

８０％＿＿
？ °

＿＿

ｉｉ ：Ｊ ＩＴ
＇

ｆ
大二大三大 四毕业生总数

麵 男 性 ＳＩ 女性

图 ２ ． ２ 参加论文调查艾大 中文系学生性别

从统计中可 以看 出 ， 艾大 中 文系各年级 的都是女生人数居多 ， 男生较少 ， 这样

的性别 比符合语言类专业的
一

般规律 。

５ ０ ． ０ ０％ ４ ３ ． ７ ９％

４ ０ ． ０ ０％

２ ８ ． ５０％

３０ ． ００％ ２ ５ ． ００％ＨＨ

： ：： ＾＿

Ｑ Ｑ Ｑ％ＢＨＩ ｉｍＨＨＩ ｗｍｍｍｍ

三级四级五级六级

图 ２ ．３ 参加论文调查 中文系学生汉语水平

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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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中文系学生汉语水平调查中可 以看出 ， ４ ３ ．７ ９％的受访者通过了ＨＳＫ 四级 ，

２８ ．５ ０％的受访者通过 了ＨＳＫ 五级 ，
２ ５％的受访者学生通过了ＨＳＫ 三级 ， 只有 ２ ．６ ０％

的受访者通过 了ＨＳＫ 六级考试 。

６ ０ － ００％ ５ ０ ． ７ ６％

５ ０ ． ００％ＨＨＩ

４ ０ ． ００％

３０ ． ００％ ２ １１ ３％ ２ ３ ． ７ ０％ ｇ
ＨＩｓ

２ ０ ． ０ ０％ＢＫＭ
１ ０ ． ００％ｍｕｈｅｈｍｕ ４ ． ３ ０％

〇 ． 〇〇％ｕ－ － 、

两年三年四 年五年

图 ２ ．４ 参加论文调查 中文系学生学习汉语的时长

在对学习 汉语时长的调查 中发现 ， 中文系 ２ １ ． １ ３％的受访者学了两年 ， ２ ３ ． ７０％

的受访者学 了三年 ， ５ ０ ． ７６％的受访者学 了 四年 ， 只有 ４ ． ３ ０％的受访者学 了五年 。

２ ．２ 学生学习兴趣情况调査

这部分调查是为 了 分析学生是否对 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感兴趣 ， 对哪个时代的文

学作 品最兴趣很大 ， 以及对 中 国现当代文学哪种体裁更感兴趣 、 哪种体裁是最难理

解的 ， 还有最喜欢哪方面主题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

２ ．２ ． １ 学生学习 中 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习兴趣程度

６ ０ ． ０ ０％

４９ ． ２ ０％

５０ ． ００％

４０ ． ００％ＨＨ

３０ ． ００％ ２ ６ ． ８ ０％

ＷＷ １ ８ ． ７ ０％
２０ ． ００％ＨＨ—

Ｗ
■■■ ＩＫｖ

ｌｏ ． ｏ ｏ％ｍｍｍ■■ＨＨ ５ ． ２０％

〇 〇〇％—

兴趣很大兴趣一般兴趣较小毫无兴趣

图 ２ ．５ 你对 中 国现当代文学感兴趣

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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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学生对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感兴趣
”

这
一

项调查中 ， 结果显示 ， 只有 四分

之
一

强 （ ２６ ． ８ ０％ ） 的受访者对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很感兴趣 ， 约半数 （ ４ ９ ． ２０％ ） 受

访者对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的兴趣
一

般 ， 对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的兴趣较小的受访

者 占 １ ８ ． ７０％ ， 毫无兴趣者 ５ ． ２０％ 。 可 以说 ， 中文系大多数学生对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都兴趣不大 。

２ ．２ ． ２ 学生对各时代文学作品 的学习 兴趣程度

３ ５ ＇ 〇 〇％
 ３ ０ ． １ ０％ ３ ０ ． ３０％

３０ ． ００％

２５ ． ００％ ２ ２ ．４０％ＨＨｍＭ

２ ０ ．００％ＨＨＨＨＨ
｜ １ ７ ． ２０％

ＨＩ

１ ０ － ００％

ｓ ＇ ｏｏ％

■■Ｈ■
０ ． ０ ０％

古代的现代的当代的新时期的

图 ２ ．６ 你对学习 中 国哪个时代的文学作 品感兴趣

在
“

你对中 国哪个时代的文学作 品感兴趣
”

这
一

项调查 中 ， 结果显示 ， 各有三

成受访者分别对现代文学作 品 、 当代文学作品感兴趣 ， ２２ ．４０％的受访者对古代文学

作品感兴趣 ， １ ７ ． ２０％的学生对新时期 的文学作 品感兴趣 。 可 以说 ， 中文系学生对中

国文学作 品 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现当代时期 。

２ ．２ ． ３ 学生对各种作品体裁的学习兴趣程度

７ ０ ． ０ ０％６０ ． ６ ０％

６ ０ ． ０ ０％

５０ ． ００％

４０ ． ０ ０％

３ ０ ． ０ ０％

２ ０ ． ０ ０％＿ １ ６ － ３ ０％ １ ６ － ６ ０％

— ■
０ ０ ０ ９ 〇ＨＩＨＨ ｉ ｉ

小说话剧散文诗歌

图 ２ ．７ 最喜欢学 习 哪种体裁的 中 国文学作 品

２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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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最喜欢学习 哪种体裁的 中 国文学作 品
”

这
一

项调查 中 ， 结果显示 ， 大部分

受访者最感兴趣 的 中 国文学作 品体裁是小说 ， 占 ６ ０ ． ６ ０％
； 其次是诗歌 ， 占 １ ６ ． ６０％

；

其三是话剧 ， 占 １ ６ ． ３ ０％
； 最后是散文 ， 占 ６ ． ５ ０％ 。

５０ ． ００％

４ ５ ， ００％
４ ３遲

４０ ． ００％

３ ５ ． ００％ＢＨ
３０ ． ００％ ２ ６ ． １０％ＩＨＩＩ

２ ５ ． ００％
’

２０ ． ００％
１ ８ － ５ 〇％

■■
１ ５ ． ００％ １ １ ． ８０％ＢＨ｜

９

＿■■■
■■■■
小说话剧散文诗歌

图 ２ ．８ 哪类体裁的 中 国文学作 品学 习 难度最大

在
“

哪类体裁的 中 国文学作 品学习难度最大
”

这
一

项调查中 ， 结果显示 ， 认为

诗歌是最难理解的 中 国文学作 品体裁的选择率最高 ， 有 ４３ ． ６ ０％的受访者选择 ； 其次

是散文 ， 占 ２ ６ ． １ ０％
； 其三是话剧 ， 占 １ ８ ． ５ ０％

； 最后是小说 ， 占 １ １ ． ８ ０％ 。 这在
一

定

程度上 ， 可 以解释为何受访者大部分都对小说很感兴趣 。

２ ．２ ．４ 学生对作品题材的学习兴趣程度

６０ ． ０ ０％ ５ ６ ＇ ２ ０％

５ ０ ． ００％■ ３ ９ ． ２ ０％

４０ ．００％
°

 ３０ ． ５０％■
３ ０ ． ０ ０％■２ ２ ． ９ ０％＿

２ ４ ． ６０％■２ ３ ． １ ０％

２０ ． ００％■｜丨１ ３ ． ７ ０％

＿丨 丨 ■

图 ２ ．９ 学生喜欢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题材

在
“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题材 的学习兴趣
”

（ 多选 ） 这
一

项调查 中 ， 结果显示 ，

３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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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大学生喜欢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题材集中在爱情 、 亲情 、 友情 ， 以及 日 常生活 、

历史这三个主题上 ， 而对旅游 、 社会现实 、 道德教育 、 自 然风光的兴趣较小 。 另外 ，

由学生 自 行提供的作品题材还有喜剧 、 中 国武术 、 悲剧和恐怖故事等 。

２ ．３ 学生对教材编选情况的满意度调查

２ ．３ ． １ 选文长度

３ ５ ． ００％ Ｓ２ ． ７Ｑ％ ３ ３ ． １ ０％

３０ ． ００％ＨＨ ２ ７３０％

２ ５ ． ００％■！ｍｍ■！

２ ０ ． ００％ＷＭＨＨ

１ ５ ． ００％ ［

Ｈ■■

１ ０ ． ００％ｍｉｍｉＢＢＢＩｒ ｎ ／

５ ． ００％■＿＿
１ ． ３ ０％

ｏ 〇〇％

很长比较长合适比较短太短

图 ２ ．１ ０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文的长度

在
“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课文的长度如何
”

这
一

项调查 中 ， 结果显示 ， 受访者

中有 ３ ２ ． ７０％认为很长 ， 认为 比较长的 占 ３ ３ ． １ ０％ ， 认为适合的 占 ２７ ． ９０％ ， 认为短的

有６ ． ３ ０％ 。

２ ．３ ． ２ 选文数量

４０ ． ００％ ３ ４ ． ２ ０％

３ ５ ． ００％ ２ ８ ． ７ ０％麵观
３ ０ ． ００％……

？

２ ５ ． ００％ ２ １Ａ０％■■Ｗｍ
２ ０ ． ００％ｍｍ ＨＢ
ｉ ５ ． ｏｏ

°

／〇ＨＨ １ ０ ． ７０％ｍｍＢＢＢ

１ ０ ． ００％Ｈ Ｐ－ Ｐ
５ ２ 〇％

〇

＇

〇 〇
〇

／

°

ＢＢＳＨＩ ＥＭ

脅，＃

／／
图 ２ ．１ １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 的选文数量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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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在艾大 中文系教材中 的选文数量
”

这
一

项调查 中 ， 结

果显示 ， 约三分之
一

的受访者认为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数量合适 ， 但有半数认为过

多及应减少选文数量 ， 约有六分之
一

受访者认为要增加选文数量太少或应予增加 。

２ ．３ ．３ 选文标准

６０ ． ００％ ５ ０ ． １ ０％

５ ０ ． ００％ １１１１
４０ ． ００％ ３０ ． １ ０％ ２ ８ ． ８０％Ｍｌ ３ １ ． ２ ０％

３ ０ ． ００％
̄

２ ０ ． ００％ｍ ＳｍｉＩＩＨＨ １ ３ ． ５０％

ｍ ｏ ｏ％＿＿ＷＫＭ
ｏ ． ｏ ｏ ？么圖＿圓＿圖＿國＿國＿

图 ２ ．１ ２ 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程选文标准

在
“

入选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材的作 品标准是什么 ？
”

（ 多选 ） 这
一

项调查

中 ， 结果显示 ， 有 ５ ０ ． １ ０％的受访者认为语言应适合学习者水平 ， 认为作 品 的人物形

象 、 故事情节应吸 引 人的 占 ３ １ ． ２ ０％ ， 认为作 品主题要与 当下文化靠近的 占 ３ ０ ． １ ０％ ，

认为语言生动 、 准确 的 占 ２ ８ ． ８ ０％ ， 认为要有正确 的审美观 、 有独具
一

格的艺术特色

占１ ３ ． ５ ０％ 。

２ ．３ ． ４ 选文难易度

５ ０ ． ００％ ４７ ． ３０％

４ ５ ． ０ ０％

４ ０ ． ００％ＨＨ
３ ５ ． ００％

２ ３ ． ７０％ ２ ３ ． ５０％
２ ５ ． ００％ｍｕ
２ ０ ． ００％ＩＢ
１ ５ ． ００％ ＳＢ
ｉ 〇 ． 〇〇

°

／〇ｍＨＢＢｉ

５ ． ００％—Ｉ—Ｉ— ２ ． ８ ０％ ２ ． ６０％

Ｑ ００％ＨＩＩＨＩ

很难比较难适合很简单比较简单

图 ２ ．１ ３ 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材难易度

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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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材难 易度程度
”

这项调查中 ， 结果显示 ， 受访者中

有 ２ ３ ． ７０％认为很难 ， ４７ ． ３ ０％的学生认为 比较难 ，
２ ３ ． ５ ０％的学生认为适合 ， 认为很

简单和 比较简单的仅有 ５ ． ４０％ 。

２ ．３ ． ５ 选文 内容

这
一

部分的调查包括选文内容的多样性 、 与 当下文化的远近 、 是否帮助学生 了

解中 国社会文化及价值观几个方面 ， 以及是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写作和阅读水平及

培养语言技能 ， 具体情况如下 。

４ ０ ． ０ ０％ ３ ７ ． ５０％

Ｂ ５ ． ０ ０％＿
３ ３屢

３０ ． ００％■Ｈ
｜

２ ５ ． ００％國ＢＨ

２ ０ ． ００％＿ｍｍ

１ ５ ． ００％ １ １ ． ３０％■■ １ ３ １ ０％

１０ ． ００％＿■■Ｈｉ

５ － 〇〇％＾Ｉ圖？

非常 同意同意比较同意不 同意很不同意

图 ２ ．１ ４ 中 国现当代文学教材 内容丰富 多样

在调查学生对教材的看法 ， 问及是否
“

中 国现当代文学教材 内 容很丰富多样 ，

能激发学生兴趣
”

时 ， 受访者 中有 ３ ５ ． ７ ０％的表示 同意 ， ３ ３ ． ８ ０％比较同意 ， １ １ ． ３ ０％

非常 同 意 ， １ ３ ． １ ０％的学生不 同意 ， ４ ． ４０％的学生很不 同意 。 可见大 多数受访者认为

艾大 中 文系 中 国现当代文学教材 内 容丰富 多样 ， 能激发学生兴趣 。

４ ０ ． ０ ０％ ３ ５ ． ７ ０％

３ ５ ． ００％ ３ ０ ． ７ ０％

３ ０ ． ０ ０％ ｜｜
２ ５ 〇〇％ １８ ． ７０％■■
２ ０ ． ００％ｍｍｍｍ

１ ５ ． ００％ＣＨ
ｊＨＩ １ ２％

■■■■ ＝
。

〇 ． 〇〇％

非常 同意同意比较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

图 ２ ．１ ５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教学能提高学生的 阅读和写作水平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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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学能提高学生的阅读和写作水平
”

这
一

问项 ， 结

果显示 ， 受访者中有 ３ ５ ．７ ０％表示同意 ， 比较同意的 占 ３ ０ ．７０％ ， 非常同意 的 占 １ ８ ．１ ７％ ，

不同意的学生 占 １ ２％ ，２ ．８ ０％的学生很不同意 。 以此可见 ， 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中 国现

当代文学作品教学能提高学生的 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 。

４ ５ ． ０ ０％ ３ ９ ． ７０％

４０ ． ００％ ３ ７
〇

／°

３ ５ ． ０ ０％

３０ ． ０ ０％ ＨＨ
２ ５ ． ０ ０％ＨＨ國Ｈ
２０ ． ００％

１ ５ － ０ ０％圓 圍 二
１ ０ ． ００％ ｉｌ——

５ ． ０ ０％ＩＩＩ ｜

Ｈ
｜ ＩＩＩｍｉ ２ ． ６ ０％

０ ００％ｍｉｔｔｉ

非常同意同意比较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

图 ２ ．１ ６ 对培养学生语言技能有效果

在调查
“

教材设计合理 ， 对培养学生语言技能有效果
”

时 ， 结果显示 ， 受访者

中有 ３ ９ ． ７０％表示 同 意 ， ３ ７％比较同意 ， ８ ． ７０％非常 同 意 ， 不 同 意和很不 同意 的 占

１ ４ ． ６０％ 。

４ ０ ． ０ ０％ ３ ５ ． ５ ０％ ３ ５ ． ９ ０％

３５ ． ０ ０％

３ ０ ． ０ ０％ＨＩ

２ ５ ． ００％ＢＵＩ

２ ０ ． ００％？ １ ７ － ９０％

１ ５ ． ０ ０％ｍｍｉｈｂ

！〇 ． 〇 〇％ ７ ８ 〇％ｂｉｉｈｍ
５ ． ０ ０％■國ＩＩ■
０ ０ ０％ｍｍＨＵＨ Ｈｔｅｉｉ ｔｉＨ

非常 同意同意比较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

图 ２ ．１ ７ 教材所选文学作 品与 当下文化靠近 ， 适合学生的年级

在调查学生对教材的看法
“

教材所选文学作 品与 当下文化靠近 ，

”

时 ， 调查结

果显示 ， 受访者 中有 ３ ５ ． ９ ０％表示 比较同意 ， ３ ５ ． ５ ０％表示同意 ， ７ ． ８ ０％的学生非常同

意 ， 表示不 同意和很不同意 的 占 ２ ０ ． ７０％ 。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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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５ ， ００％ ３９ ． ２ ０％

４０ ． ００％

３ ５ ． ００％ｍｌ ２ ９ ． ８０％

３ ０ ． ００％ｍ
２ ５ ． ００％■！

２ ０ ． ００％ １ ７ ． ６０％

１ ５ ． ００％■！ ＩＨＨ ＨＵ
１ ０ ． ００％■■ ８３ Ｑ％

 ５
〇

／ｏ

遍 ■■
０

非常同意同意比较同意不同意很不 同意

图 ２ ．１ ８ 文学作 品教材 内 容有助于 了解中 国文化和历史

在调查学生对教材的看法
“

文学作品教材 内 容对我了解中 国文化和历史有帮助
”

时 ， 调查结果显不 ， 受访者 中有 ３ ９ ． ２ ０％的表不 同意 ， ２９ ． ８ ０％比较 同 意 ， １ ７ ． ６０％非

常 同意 ， 不 同意和很不 同意 的 占 １ ３ ． ３ ０％ 。

５０ ． ００％ ４ ５ ． １０％

４ ０ ． ０ ０％

３ ０ ． ００％^
２眶

１ １ ． ３ ０％ １ １ ． ８ ０％

ｌａ （ｍ

＿■■ ３ ． １ ０％

〇 ． 〇〇％ ■？

非常 同意同意比较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

图 ２ ．１ ９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教材 内 容有助于 了解 中 国人的价值观

在调查学生对教材的看法
“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材 内容有助于 了解中 国人的

价值观
”

时 ， 调查结果显示 ， 受访者中有 ４ ５
．

１ ０％表示同意 ， ２ ８ ． ８ ０％比较同意 ， １ １ ． ３ ０％

的学生非常 同意 ， 不 同意和很不 同意 的 占 １ ５ ． １ ０％ 。

２ ． ４ 学生学习情况调査

２ ． ４ ． １ 学习 目 的

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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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Ｏ ． ＯＯ％ ４ ２ ． ７ ０％

４ ０ ． ００％

３０ ． ００％ ２ ７％

２ ０ ． ００％１ ７ ． ６ 〇％＿■
ＩＭ １ｍｍ １ ０％

１ ０ ． ００％

ｍ
２ ． ６０％

０ ００％

非常 同意同意比较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

图 ２ ．２ ０ 学生在教学过程中 能学到 中 国文化及社会面貌的发展变化

“

学生在教学过程 中能学到 中 国文化及社会面貌的发展变化
”

这项的调查结果

显示 ， 受访者 中有 ４２ ． ７ ０％表示 同意 ， ２ ７％比较 同意 ， 非常 同意 的 占 １ ７ ． ６０
°
／。 ， 不 同

意和很不 同意的 占 １ ２ ． ６０％ 。

４０ ． ００％ ３７ ． ７ ０％

３０ ． ００％２４ ． ６０％ ２ ６ ． ６ ０％

２ ０ ． ００％Ｈ
｜１

｜

Ｈ ＩＩＢＨ ８ ． ３０％

■■Ｉ■
２ ＿ ８〇％

０ ００％ ＢＷｉｉｌ

非常 同意同意比较同意不同意很不同 意

图 ２ ．２ １ 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能 了解 中 国文化与埃及文化的差异

关于
“

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能 了解 中 国文化与埃及文化的差异
”

这
一

项 ， 受访者

中有 ３ ７ ． ７０％的学生表示同意 ， ２ ６ ． ６ ０％ 比较 同意 ， ２４ ． ６０％非常 同意 ， 不 同意和很不

同意 的 占 １ １ ． １ ０％ 。

５０ ． ００％
３ ９ ． ９ ０％

４０ ． ００％

２９ ． ２０％

３０ ． ０ ０％■！

２０ ． ００％ １ ６ － １ ０％ＨＩ １ １ ． ５ ０％

１０ ． ０ ０％圓｜Ｈ画
３ ＿ ３。％

〇 ． 〇 〇％圃國■＊

非常 同意同意比较 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

图 ２ ． ２２ 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能够 了解作 品写作的背景 ， 正确掌握作 品 的思想 内

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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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对
“

学生在教学过程 中 能够 了解作 品写作的背景 ， 正确掌握作品 的思想 内容
”

这
一

项 ， 受访者 中有 ３ ９ ． ９０％表示 同意 ， ２９ ． ２ ０％比较 同意 ， １ ６ ． １ ０％非常 同意 ， 不 同

意和很不 同意的 占 １ ４ ． ８ ０％ 。

２ ． ４ ． ２ 对作品 的 了解 、 喜爱度

忒、。

：
；ｇａｓ＾ ＿ Ｉ ｓ

｜
Ｉ＾Ｓ

，
Ｓ１Ｓ１１． ，

ＩＩ１１１；Ｕ１１

． ， ｉ１ １ １ １ ；ｉ ；；Ｈ； ； ； ；； ！ｒ １ １ １

．满
ｗ

＇

图 ２ ．２ ３ 最喜欢哪部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 的语言表达

对
“

最喜欢哪部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 的语言表达
”

（ 多选 ） 这
一

项调查可 以看

出 ： （ １ ） 臧克家的 《有 的人 》 的语言表达最受受访者喜爱 ， 这首诗很有深意 ， 总结

了两种人的人生选择和归宿 ， 让人思考联想到 自 己 ； （ ２ ） 其次是胡适的 《差不多先

生 》 ， 这篇小说讽刺那种在凡事差不多 的态度上 的人 ， 希望所有人认真奋斗 ； （ ３ ）

左诵芬的 《三个母亲 》 可排在第三位 ， 其 内 容丰富且容 易理解 。

５？

° ４
°

？

〇式
！  ｓｓ式 浐ｑｎ

、 ｃ〇忒

图 ２ ．２ ４ 最喜欢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

艾大学生最喜欢哪部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
”

（ 多选 ） 这
一

项调査结果显示 ，

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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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中受访者最喜欢的作 品前五篇依次为 ： 臧克家 的 《有 的人 》 ， 胡适的 《差不多

先生 》 ， 左诵芬的 《三个母亲 》 ， 王书春 《幸福的感觉 》 ， 老舍 《骆驼祥子 》 。 教师们

也对这五篇作 品最有兴趣 。 可 以说 ， 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 ， 都非常喜欢经典著作 。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ｉｍｎ１ １ ｉｉ

＾ ５
８
％ ： Ｉ Ｉ０ｒｆ５％ ：＾＾ ５ ＃＾５ ［ ＼

－

＜ 要 與 名 絮 膣 婊 塒 染 Ｓ 縈 艘 钧 账 Ｓ ｒｕ 鞞 沒 Ｓ 帐 迴 分 础 翁

ＳＳ 您 Ｓ 紫 ＿Ｋ
￣Ｓ 沭 Ｓ 鋇 容 鎩 啩 诮 Ｋ３ 格 ＃ 碘 －

＾ 运 ：ｓｙ

寐 Ｒ 龆 谢
？ １＾

糊 龄
＾

蔣 与 另 ＾
＜
— 鍥 ＃＾

＾
嵌 ｆ

’

ｓｉ〇Ｋ^

￥长
％

５＾ ＾ ５＾ ！＾＾ ４

＾ ｊ 
｜

 ｜＾＾
 ｐ＾ ｊ

，

Ｓ
％ ａ ^

图 ２ ．３ ５ 最不喜欢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

对
“

艾大学生最不喜欢 的哪部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
”

（ 多选 ） 调查可 以看 出 ，

主要是曹 禺 的 《雷雨 》 。 经过访谈 了解到 ， 学生不喜欢曹 禺 的 《雷雨 》 ， 是因为这部

作 品反映的社会风貌年代较早 ， 作 品 的人物 的关系也很复杂 ， 学习 内容难度大 。

Ｊ
．〇〇Ｓ

９＾订 Ｃ
＂

．〇、〇

§６＾ ^

２ ， 藝
％ Ｓ ５

Ｓ ３§＾
｜＾＾ｇ ｇ ｇ ＿

、
。ｓＩ｜

！ ； Ｉ
５
！３ｓ＾｜３：１

５

ＩＭ ｉ ｌ ｌＭ ｉ ｌ ｌＭ ｉ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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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 ６ 最喜欢的 的人物形象

对
“

最喜欢的人物形象
”

（ 多选 ） 这项调查结果显示 ， 受访者 中有 １ ９ ． ４ ０％选择

老舍的 《骆驼祥子 》 ， 高居首位 。 这部作 品悲剧意味深重 ， 祥子像骆驼
一

样吃苦耐

劳 ， 为了生活好
一

点 ， 他努力工作 ， 最终却
一

无所有 。 第二是胡适的 《差不多先生 》 ，

占 １ ７ ． ９ ０％ ， 差不多这个人物形象描写 了 当时 中 国社会部分人处事不认真 ， 很多人像

差不 多先生
一

样稀里糊涂过
一

生 。 第三是左诵芬的 《三个母亲 》 ， 占 １ ６ ． ６ ０％ ， 作 品

３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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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 ＳＴＥＲ
＇

Ｓ ＴＨＥ Ｓ Ｉ Ｓ

中三个母亲 ， 生活在三个不同 的时代 ， 有着三种不 同 的文化 ，

“

我
”

母亲的年代没

有什么 自 我价值观念 ，

“

相夫教子
”

是她心 目 中最重要的大事 ，

一

直在家里作家务 ，

从无半句怨言 ， 反映 出传统社会的观念 。

“

我
”

的年代是
一

切为革命 的年代 ， 天天

宣传男女平等 ， 妇女解放 ， 从封建社会反叛 出来 ，

“

工作
”

是我心 目 中最重要 的大

事 ， 把孩子送到校住校 ， 没时间作家务 。

“

我
”

女儿的年代则和上面两代人完全不

同 ， 女儿尽管工作 、 学习都很忙 ， 但她还是把许多爱都倾注在孩子身上 ， 女儿作为

母亲很讨厌说教 ， 她支持孩子做 自 己喜爱的事情 。 作品反映 了 中 国社会文化的变迁 ，

以及女性观念的变化 。

§ｇ ｇ求

ｉ

ｉ１１３°
＾ １读

２２洚一忒忒Ｓ〇忒
＾

９ｖｅ^

Ｉ Ｉｉ Ｉ ｉ ｉＩｉ ｉｉ１ｉＩｉｉ

图 ２ ．２ ７ 最喜欢的故事情节

对
“

艾大学生最喜欢的故事情节
”

（ 多选 ） 调查可 以看 出 ， 第
一

是老舍的 《骆

３它祥子 》 ， 占 ２６ ． １ ０％
； 第二是胡适的 《差不多先生 》 ， 占 ２ ５ ． ５ ０％

； 第二是左诵芬的

《三个母亲 》 ， 占 ２ １ ． ８ ０％ 。

＾§象
、
。§

３
；；Ｓ：

２Ｓ＾Ｉ§ＳｇＭ２§§ｓＩｇＳ

Ｕ Ｍ ｌ ｉ １ １ 丨 丨 ｉ 丨 ＂ ｍ ｉ ｍ
５
＊ ＝ ｔ

ＳＮ錄Ａ Ｓ＾ ： 來 赵 相 运 Ｓ
＊＊ ％

：鬆 蝴 键

＜ｍ＾＾ｍ＾ｗ
＂
？

＆
■ 装 赔 钧 张 ｓ ｒｕ 挡 设 毖 片 铿 吐 剧 莽

ＳＳ 热 甥 料． 細 Ｋ
？ 城 ｗ 城 ；Ｓ 岜 鈉 咁 码 ｒｏ 崧 卅 Ｓ 毗 ＾

ｅＳｙ

聛Ｒ轺 册 挈＆ＳＫ
^

＇

ｔＨ
＾＾

Ｓ￥
骽 除 龄 愁 运 １

１

１
＾嵌 ，＊ ？＜

：

＝

％？ ！
－

？＾ ＾Ｋｆｆ

图 ２ ．２ ８ 最难理解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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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 ＳＴＥＲ
＇

Ｓ ＴＨＥＳ Ｉ Ｓ

２ ． ４ ．３ 对教学方法的接受程度

５ ０ － ００％ ４ １ ． ６０％

４０ ． ０ ０％

■ｉ
３ ０ ． ００％ ２ ２２ ０％ ２４ ． ６ ０％

２ ０ ． ０ ０％ ｉｆｍｉ ｜２１ｉ
ｍｂＨｉ ８ ． ５０％

！〇 ． 〇 〇％■■■Ｈ
｜

ｎＨ ３ ． １０％

０ ００％

非常 同意同意比较 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

图 ２ ．３ １ 学生最喜欢教师讲解为主

在
“

艾大学生最喜欢教师讲解为主
”

这
一

项调查中 ， 结果显示 ， 受访者 中有 ４ １ ． ６０％

表示 同意 ， ２４ ． ６０％的学生 比较同意 ， ２２ ． ２０％的学生非常 同意 ， ８ ． ５ ０％的学生不 同意 ，

３ ． １ ０％的学生很不 同意 。

４ ０ ． ００％ ３ ５ ． ９０％

３ ０ ． ０ ０％ ２ ４ ． ６ ０％
２ ７ ＇ ７ 〇％

麵餘？
，Ｖ

：

■
Ｉ■■

Ｊ
ＢＭＨ

｜ ９ ． ６０％

■ＩＩ■
０ ００％

非 常 同意同意比较 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

图 ２ ．３ ２ 学生最喜欢教师讲解和翻译作 品 内 容

在
“

艾大学生最喜欢教师讲解和翻译作 品 内 容
”

这
一

项调查 中 ， 结果显示 ， 受

访者 中有 ３ ５ ． ９０％表示 同意 ， 比较同意的 占 ２ ７ ． ７０％ ， ２４ ． ６ ０％非常 同意 ， 不 同意和很

不同意的 占 １ １ ． ８０％ 。

４ 〇 ＇ 〇 〇％ ３ ４ － ４〇％ ３ １ ． ８０％

３ 〇 ． 〇 〇
°

／〇ＨＩｍｍ

１ ８ ． ３０％Ｈ

二
．

／■，〇％

０ ０ ０％

非常 同意同意比较 同意不同意很不同 意

图 ２ ．３ ３ 学生最喜欢教师讲解 ， 学生发言结合

４ １



碩 士 学 位论文

ＭＡＳＴＥＲ
’

Ｓ ＴＨＥＳ Ｉ Ｓ

在
“

学生最喜欢教师讲解 ， 学生发言结合
”

这
一

项调查中 ， 结果显示 ， 受访者

中有 占 ３４ ． ４０％表示同意 ， ３ １ ． ８０％比较同意 ， １ ８ ． ３ ０％非常同意 ， １ ３ ． ３ ０％不同意 ， ２ ．２０％

很不同意 。

４０％ ３ ３ ． ８ ０％

１

２ ９％

■Ｈ
１ 〇 ． ９ 〇

°

／〇

ＢＳＥＨ
４ ． ４０％

ｕ ／ｏｍ

非常 同意同意比较 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

图 ２ ．３ ４ 学生最喜欢学生预习 ， 上课时教师和学生进行讨论

在
“

学生最喜欢学生预习 ， 上课时教师和学生进行讨论
”

这
一

项调查 中 ， 结果

显示 ， 受访者 中表示 同意的 占 ３ ３ ． ８ ０％ ， 比较同意的 占 ２９％ ， 非常同意的 占 ２２％ ，

１ ０ ．９０％不 同意 ， ４ ．４０％很不 同意 。

４ ０ ． ００％ ３ ２ ． ９０％ ３ ３ ． ８０％

３０ ． ０ ０％

ｌｌｌｉ ２ １ ． １ ０％

２ ０ ． ０ ０％Ｈｍ

ＩＨ國Ｉｍｍ １ ０ － ５ ０％

１ ０ ． Ｏ Ｏ ？
１

＾Ａ ／

ＨＩ■■％

０００％

非 常 同意同意比较同意不同意很不 同意

图 ２ ．３ ５ 学生最喜欢教师用 ＰＰＴ 、 电影 、 角 色扮演 、 实物展示等多媒体

在
“

学生最喜欢教师用 ＰＰＴ 、 电影 、 角色扮演 、 实物展示等多媒体
”

调查中 ，

结果显 ７Ｋ ， 受访者中表不同意 的 占 ３ ３ ． ８ ０％ ， ３ ２ ．９ ０％非常 同意 ， ２ １ ．１ ０％比较同意 ， 不

同意和很不同意 的 占 １ ２ ．２ ０％ 。

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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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 ＳＴＥＲ
＇

Ｓ ＴＨＥＳ Ｉ Ｓ

２ ． ４ ．４ 对教学 内容的需求

４０ ． ００％３ ５ － ９ 〇％ ３７％

ｍｍｉ

１０ ． ０。％■ ５ ． ２ 。％ １ ３ 〇％

〇 ． 〇〇％


非常 同意同意比较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

图 ２ ．３ ６ 希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多讲解新词语 、 语法知识和句型

在
“

希望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 多讲解新词语 、 语法知识和句型
”

调查 中 ， 可 以看

出 ， 受访者 中 同意 的 占 ３ ７％ ， ３ ５ ． ９ ０％非常 同意 ， ２ ０ ． ５ ０％比较同意 ， 不 同意和很不同

意的 占 ６ ． ５ ０％ 。

４〇％ ３ ２％

３〇％■｜
２ 〇％ＢＩ ：

．＿

｜丨｜
Ｑ％ＨＭＭＢＳｍ＾ＫＳｅ＾ ｌＫ

非常 同意同意比较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

图 ２ ．３ ７ 希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作 品进行讲解和翻译

在
“

希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作 品进行讲解和翻译
”

调查中 ， 可 以看 出 ， 受访

者中表示同意 的 占 ３ ７ ． ７０％ ， 非常 同意 占 ３ ２％ ， 比较同意的 占 ２ １ ． ６ ０％ ， 不同意的 占

６ ． ８ ０％ ， 很不 同意 的 占 ２％ 。

４ ０ ． ００％ ３ ２ ． ５０％
２ ９％

３０ ． ００％＿

＿

２ 〇 ． ５ 〇％ＷＢｍ

２ ０ ． ００％Ｈ
｜Ｈ

｜ １ ６ ． ３０％

■■■＿
０ ？ ００％

非常 同意同意比较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

图 ２ ．３ ８ 希望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 多讲解作家生平 、 创作经历 、 文化背景

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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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 ＳＴＥＲ
＇

Ｓ ＴＨＥ Ｓ Ｉ Ｓ

在
“

希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多讲解作家生平 、 创作经历 、 文化背景 ？
”

调查中 ，

可 以看 出 ， 同意 的学生 占 ３ ２ ． ５ ０％ ，２ ９％的学生 比较 同意 ， ２０ ． ５ ０％的学生非常 同意 ，

１ ６ ． ３ ０％的学生不同意 ，
１ ． ７ ０％的学生很不同意 。

５ ０ ． ０ ０％

４ ０ ． １０％

４ ０ ， ００％

３ ０ ． ００％■ ２ ７ ． ５ 〇％

１ ９ ． ４ ０％ Ｉ８ＭＢ
２ ０ ． ００％＿

■■■ １ ０ － ５ ０
〇

／〇

１ ０ ． ０ ０％

■■■ＨＨ ２ ． ６ ０％

Ｑ Ｑ〇％ＨＩ

非 常 同意同意比较同意不同意很不 同意

图 ２ ．３ ９ 希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多解释作 品主题和写作特色

在
“

希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多解释作 品主题和写作特色
”

调查 中 ， 可 以看 出 ，

受访者 中表示同意 的 占 ４０ ． １ ０％ ，２ ７ ． ５ ０％比较同意 ， １ ９ ． ４０％非常 同意 ， 不同意和很

不 同意 的 占 １ ３ ． １ ０％ 。

４０ ． ００％ ３ ７ ． ９ ０％

３ ５ ． ００％ ＢＢＢ１

３ ０ ． ０ ０％
２ ８ － ３ Ｑ

〇
／〇

２ ５ ． ０ ０％ＨＲ ２ ２ ． ４ ０％

２ ０ ． ０ ０％■圓■
１ ５ ． 〇。％■ＩＩ■ ８ ． ７０

０

／０
ｉ ｏ ． ｏｏ％■■■■ｈｉｉ

５ ． 〇〇％ｍ ｉｍ
２ ． ６ 〇％

非常 同 意 同意 比较 同意 不 同意 很不同意

图 ２ ．４０ 希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多对 比 中 国与埃及文化的不 同

在
“

希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多对 比 中 国与埃及文化的不 同
”

调查 中 ， 可 以看出 ，

受访者中表示 同 意 的 占 ３ ７ ． ９０％ ，２ ８ ． ３ ０％非常 同意 ， ２２ ． ４ ０％比较同意 ， 不同意和很

不同意的 占 １ １ ． ３ ０％的 。

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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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５ 学生对教学情况的满意度

２ ． ５ ． １ 对于教师教学的满意度

３ ５ ００％ ３ ３ ． ３ ０％

３０ ． ００％ＩＩＩ ２ ７ ． ５ ０％ ２ ７％

２ ５ ． ００％■■ＨＨＷＭ

２ ０ ００％ｍｍＨＨｍ
１ ５ ． ００％■

８ ． ９ ０％■
１ ０ ００％■■

５ ００％■＾■ ３ ３ 〇％

〇 ． 〇〇％■ 圍圓 ■

，
，

非常满意满意比较满意不满意很不满意

图 ２ ．４ １ 对于教师教学的满意度

在对于教师教学的满意度这
一

项调查 中 ， 结果显示 ， 对于教师教学这个判断 ，

受访者 中表示满意 的有 ３ ３ ． ３ ０％ ， 比较满意 的 占 ２ ７ ． ５ ０％ ，８ ． ９ ０％表示非常满意 ， 不满

意和很不满意 的合计 占 ３ ０ ． ３％ 。

２ ． ５ ． ２ 对于教材 内容的满意度

４ 〇 ． 〇〇％
 ３４ ． ９０％

３ ５ ． ０ ０％ ３ １ ． ６０％

３ ０皿■＿
２ ５ ． ０ ０％

２ ０ ． ０ ０％ １ ８ ． １ ０％

Ｍｍｍ—

１ ０ ． ０ ０％

５ ． 。 。％ ｆ ； ：
■

＿■ 二■■■
非常满意满意比较满意不满意很不满意

图 ２ ．４ ２ 对于教材 内 容的满意度

在教材 内 容的满意度这
一

项调查 中 ， 结果显示 ， 受访者 中 同意 的有 ３ ４ ． ９０％ ， 比

较满意 的 占 ３ １ ． ６０％ ， １ ８ ． １ ０％表示非常满意 ， 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合计 占 １ ５ ． ５％ 。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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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５ ． ３ 对于作品语言的满意度

４ ５ ． 〇 〇％ ３ ９ ． ２ ０％

４眶

３５ ． ０ ０％

３ ０ ． ０ ０％ ２７ ． ７ ０％

２ ５ ． ００％画圍｜

—Ｉ■ １ ９％

２ ０ ． ０ ０％■
｜｜■

１ ５ ． ０ ０％ １ ０ ． ７０％

１０ ． ０ ０％ｍｍ

５ ． ０ ０％■ 圓■■ ３ － ５ 〇％

非常满意满意比较满意不满意很不满意

图 ２ ．４ ３ 对于作品语言 的满意度

在对于作 品语言 的满意度这
一

项的调查中 ， 结果显示 ， 受访者 中有 ３ ９ ． ２０％的表

示 比较满意 ， ２ ７ ． ７０％满意 ， １ ０ ． ７０％非常满意 ， １ ９％的学生不满意 ， ３ ． ５ ０％的学生很

不满意 。这表明 ， 高达 ３ ９ ． ２ ０％的受访者认为对于教材 中 的作 品语言表示 比较满意 的 。

２ ．５ ． ４ 对于教学方法的满意度

４ ０ ． ００％ ３ ７ ． ５０％

３ ５ ． ００％ ３０ ． ７０％

３ ０ ． ０ ０％

２ ５ ． ０ ０％ ＩＨ

２ ０ ． ００％圍＿ １７ ．４ 。％

１ ５ ． ００％ １ ２ ． ４ ０％■■ｍＨ
１０ ． ００％ＨＩＨＨＨＨＨＨＩ

５ ． ０ ０％＿Ｈ
ｊ ｊ｜＿ ２％

０ ． ００％

非 常满意满意比较满意不满意很不满意

图 ２ ．４４ 对于教学方法的满意度

在对于教学方法的满意度这
一

项的调查 中 ， 结果显示 ， 受访者 中 ３ ７ ． ５０％表示 比

较满意 ， 满意 的有 ３ ０ ． ７０％ ， 非常满意的 占 １ ２ ．４０％ ， 有 １ ７ ． ４０％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 ，

很不满意 的 占 ２％ 。 这就是说 ， 高达 ３ ７ ． ５ ０％受访者对教学方法表示 比较满意 。

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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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以教师为对象的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学情况调査

本次调查主要在艾因 ？ 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进行 ， 调查对象为汉语言与

文学专业中 国现当代文学授课教师 。 本次问卷调査的 内容 ， 主要是关于中 国现当代

文学的教学情况 ， 如教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多久了 、 教师对学生对艾大开设的中 国现

当代文学课程情况的看法 、 对课程教材 内容的看法 、 对课程教学情况的看法 ， 以及

必要的教师的基本信息 ， 如性别 、 专业等 。

问卷的设计

笔者设计了这问卷调查 ， 以 了解艾因 ？ 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 中 国现当代

文学教师关于这门课的教学现状 ， 问卷调查的 内容 以该系文选课书为基础 。

调查对象为艾因 ？ 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 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教师 ， 调查 内

容为对中 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情况及满意度进行调查 。 以艾因 ？ 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

中文系文选课教材为基础 ， 主要调查关于教师基本情况调查 、 教师对本科生学习情

况的态度 、 教师对教材 内容情况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学对学生哪方面帮助最大 、

教师对教材中选入作品 的态度 、 教材 内容难易度 、 学生希望教师主要讲解什么 、 教

师授课方式等等 。

调査对象

本调査对象为艾因 ？ 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的教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的

教师 ， 旨在 了解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学情况 ， 以分析教材内 容 、 教学方法情况 ，

促进艾大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教学的发展 。

３ ． １ 教师基本情况调査

３ ． １ ． １ 教师性别情况

艾大中文系教师队伍实力坚强 ， 专业背景多样 ， 教师队伍不断完善 。

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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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性

！
 ｉ

７ ０％

图 ３ ． １ 艾大 中文系教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师性别

通过调查 ， 我们发现艾大中文系教师女性比率高 ， 占 ７０％ ； 男性 比较少 ， 占 ３ ０％ 。

根据我们 了解 ， 中文系历来女性学生较多 ， 男性学生 比较少 ， 艾大 中文系选任师资

时 ， 总是按成绩选取毕业生的前三名 ， 因此 ， 很 自 然女性教师 比较多 。

３ ． １ ． ２ 教师的专业背景分布

中 國现当代文

学和■译
＊

？
ＡＯ／

中 国现 当代文 ＇、
＾

；

钟鮮＿

廳

、 ＇ｆｌｗｍ
中 国现 当代文

学作品

７ ０％

图 ３ ．２ 艾大 中文系教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师专业

在承担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课程的教师 中 ， ７０％的专业背景是中 国现当代文学 ，

１ ０％为中 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翻译 ， ２ ０％文学和翻译 。

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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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Ｇ多年

２２％遍
３ ０多年

３ ３％

：

？
？

，雜麵締扔＿猶
避魏取御誠 ： ：？

．

：從

２ ０多年

４ ５％

图 ３ ．３ 教授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时长

在
“

您教授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课时长
”

这
一

项调查 中 ， ３ ３％的教师教授中 国

现当代文学作 品课超过 ３ ０ 多年 ， ４５％超过 ２ ０ 多年 ， ２２％超过 】 ０ 多年 。 这说 明艾大

中 文系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课教师超过四分之三任教时 间都在 ２０ 年 以上 。

３ ．２ 教师视角 中的学生学习情况

这部分调查是为 了 了解教师所掌握的本科生对 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的态度 ， 共包

含 ５ 个 问题 ， 分别是 ： （ １ ） 学生是否对文学作品感兴趣 ； （ ２ ） 难 易度 ；
（ ３ ） 重要性

和必要性 ；
（ ４ ） 对中 国现当代文学哪种体裁最感兴趣 ；

（ ５ ） 哪种最难理解 。

３ ． ２ ． １ 学生的学习兴趣

７ ０％ ６０％

６ ０％

５ ０％

＝ ＾－

： ■ｉｌｋｌ ［； 。％

兴趣很大兴趣一般兴趣较小毫无兴趣

图 ３ ．４ 艾大学生对 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感兴趣

４ ９



頌 士 学 位论文

ＭＡ ＳＴＥＲ
＇

Ｓ ＴＨＥ Ｓ Ｉ Ｓ

在
“

艾大学生对 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感兴趣吗
”

这
一

项调查 中 ， 可以看 出 ６０％的

教师受访者认为学生对 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兴趣很大 ， ３ ０％认为兴趣
一

般 ， 仅 １ ０％的

教师认为兴趣较小 ， 没有人认为学生毫无兴趣 ， 这表示大多数的文学教师认为艾大

学生对文学课很感兴趣 。

３ ． ２ ．２ 学生对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学习重要性的认识

７０％ ６ ０％

６０％ ８ＳＨＢ

５〇％ｍｕ ４ 〇％

４０％ ｜銳
，

３０％ ｎｎｉｍｉ
２ 〇％ ｎｎｎ
１ ０％ 〇％ＢｎＩｂＨ 〇％

学生都认识学生大部分认识很少学生认识不认识

图 ３ ．５ 艾大学生对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

从对
“

艾大学生是否认识到 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的调查 中 ，

可 以看 出大部分教师受访者认为艾大学生大多数认识 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 ， 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体现在能使学生更为深刻地 了解 中 国传统文化与价值

观 ，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 阅读和写作的水平 。

３ ．３ 教师对教材编选情况调査

３ ．３ ． １ 使用教材情况

８ ０％ ７０％

６０％圓＿
４ 〇％
 ２０％＿

２ ０％ＭＢ應ｎｏ ／

０％隱
〇％

基本每学期都会会偶尔会基本不会

图 ３ ．６ 您个人或您所在学校会根据学生情况 、 增减教材 内 容

５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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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回答
“

您个人或您所在学校是否会根据学生情况 ， 增减教材 内容
”

时 ， ７０％的

教师受访者给予肯定 回答 ， ２０％回答基本每学期都会增减教材 内容 ， 还有 １ ０％的教

师认为偶尔会增减教材 内容 ， 无人选择基本不会增减教材 内 容 。

３ ． ３ ． ２ 教材的难易度及适合度

１ ２ ０％ １００％

１ ００％

８０％Ｈ
６ ０％■
４０％

２ 〇％ 〇％ｍ 〇％ 〇％ 〇％

０％

很难比较难适合很简单比较简单

图 ３ ．７ 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材难 易度如何

在
“

艾大 中文系教材 中 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程难 易度如何
”

的调查 中可 以看 出 ，

教师受访者均认为 比较难 。

〇〇〇 鋈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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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８ 哪些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家风格适合教学

在 当 回答
“

哪些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家风格适合教学
”

（ 多选 ） 时 ， 调查结果显

示 ， ８ ０％的教师受访者认为鲁迅 、 老舍 、 巴金 、 余华 、 张贤亮等作家的风格适合教

学 ， 其次有 ６ ０％的教师选择张洁 ， 再次 ５ ０％的教师选择臧克家 。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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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９ 哪些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家风格不适合教学

在
“

哪些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家风格不适合教学
”

（ 多选 ） 这
一

项调查 中 ， 结果

显示 ， ６ ０％的教师受访者选择曹 禺 ， 其次有 ５ ０％选择丁玲 、 郑春妹 、 王慧敏 、 郭沫

若 、 余秋雨 ， 再次 ４０％选择曹永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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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１ ０ 学生最感兴趣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在
“

学生最有兴趣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

（ 多选 ） 调查 中 ， 结果发现 ， ９ ０％的

教师受访者选择臧克家 的 《有 的人 》 ， 其次有 ８ ０％选择老舍的 《骆驼祥子 》 ， 再次

７ ０％的选择张洁 《

“

爱
”

是不能忘记的 》 、 铁凝 《孕妇和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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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１ １ 学生最难理解 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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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学生最难理解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
”

（ 多选 ） 调查中 ， 结果发现 ， 有 ７ ０％

的受访者选择曹 禺 的 《雷雨 》 ； 其次为李玲的 《我该怎么 办 》 、 张贤亮的 《陕北姑娘 》 ，

各 占 ５ ０％ 。

１ ００％８０％ ８０％

８ ０％＿ ６０％＿６ ０％

６０％■ ５ ０ ／〇

■ ４０％Ｉｍｍ

４ ０％＿… ｍ＿ ２０％

Ｉ１？■
０％

图 ３ ．１ ２ 您觉得哪方面的文学作 品主题思想适合教学

在当 回答
“

您觉得哪方面的文学作 品主题思想适合教学
”

（ 多选 ） 这
一

问项时 ，

８ ０％的受访者认为爱情 、 亲戚 、 友情 的和 中 国 国情与社会文化适合教学 ， ６ ０％认为

历史的和人的 日 常生活的适合教学 ， 另还有其他适合教学的主题思想 ， 如道德教育

占 ５ ０％ ， 旅游 占 ４０％ ， 社会现实 ２０％
； 自 然景色 １ ０

°
／〇 。

３ ． ４ 教学情况调査

３ ． ４ ． １ 对教学 目 的的理解

６０％ ５ ０％

５ ０％

４０％ ３０％

３ ０％

１０％ ｉｏ
°

／〇

１ ０％■■

Ｑ％

非 常 同意同意比较同意不 同意很不同意

图 ３ ．１ ３ 学生能学到作 品 中 的词汇与文学知识

在
“

从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中 学生能学到作品 中 的词汇与文学知识
”

这
一

项

调查 中 ， 可知 ５ ０％的教师受访者表示 同意 ，
３ ０％非常 同意 ， １ ０％比较同意 ， １ ０％不

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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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

８ ０％
６ ０％

６０％

４ ０％ ３ ０％

２ ０％Ｈ １〇％Ｈ
ＷｍｍａｍＷｍ 〇％ 〇％

〇％ ８８１圓圓１８國＿

非常 同意同意比较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

图 ３ ．１ ４ 学生能 了解中 国文学和历史 ， 熟悉 中 国 的 国情和社会文化

在
“

学生从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课能了解 中 国文学和历史 ， 熟悉 中 国 的 国情和

社会文化
”

这
一

项调查 中 ， 可知 ６ ０％的教师受访者表示非常 同意 ， ３ ０％比较 同意 ，

１ ０％同意 ， 无人表示反对 。

８０％ ７ ０％

６０％■
４０％＾

９ ３０％

２０％ＨＨ
〇％ 〇％ 〇％

ｑ
ｃ／
〇

非常 同意同意比较 同意不 同意很不同意

图 ３ ．１ ５ 这 门课能提高学生的 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

在
“

这 门课能提高学生的 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
”

调查 中 ， 可知 ７ ０％的教师受访

者表示非常 同意 ， ３ ０％表示同意 ， 无人表示不 同意和很不 同意 ， 甚至无人表示比较

同意 ， 这表 明教师均高度认同这 门课能提高学生的 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 。

６０％ ５ ０％

８ＢＨ ４〇％

４〇％ｍｕ
３ ０％ＨｒＨＩ

２０％ ｉ 〇％

ｉ〇％ｕｍｍｍ 〇％ 〇％

０％

非常 同意同意比较 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

图 ３ ．１ ６ 学生能 了解 中 国文化 民俗 、 中 国人的价值观

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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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学生从现当代文学作品课能 了解 中 国文化 民俗 、 中 国人的价值观
”

调查

中 ， 可知 ５ ０％的教师受访者表示非常 同意 ， ４０％表示 同意 ， １ ０％ 比较 同意 ， 无人表

示不 同意和很不 同意 。

６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ＨｔｔＨＢＭＨＷ

ｊ ｊｉ

４０％ｍｕ
３〇％■■

■■
１ ０

〇

／ｏ
 〇％ 〇％ 〇％

〇％

非常 同意同 意比较同意不同 意很不同意

图 ３ ．１ ７ 这 门课有助于培养学生语言技能

在
“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课有助于培养学生语言技能
”

调查 中 ， 各有 ５ ０％的教

师受访者表示非常同意和 同意 ， 可知教师们对此高度认 同 。

７ ０
〇

／〇 ６０％

６０％ＨＨＨ
｜

５ ０％■
４ ０％ ３ ０％

■■ １ 〇％

： ■ 画＿
。％ 〇％

非常 同意同 意比较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

图 ３ ．１ ８ 这 门课能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

在
“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课能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
”

调查 中 ， 教师受访者

中表示非常 同意 的 占 ６０％ ， 同意 的 占 ３ ０％ ， 比较同意的 占 １ ０％ 。

６０％ ５０％ ５ ０％

４０％ ｒ

； （ ：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非常 同意同意比较同意不同意很不 同意

图 ３ ．１ ９ 这 门课能培养学生文学能力

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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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课能培养学生文学能力
”

这
一

项调查 中 ， 教师受访者

中表示非常 同意和 同意 的各 占 ５ ０％ 。

７ ０％ ６０％

６０％ｂ
—

５ ０％ ＩＨ
４ ０％■
３０％ｍｉ ２０％

２ 〇％ １ ０％ＨＨｍｍ １ ０％

１ ０％
■！■■■！ 〇％

〇％

非常 同意同意比较 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

图 ３ ．２ ０ 学生能理解作品 的文化 内涵

在
“

学生从这门课能理解作品 的文化 内涵
”

这
一

项调查 中 ， 可知艾大 中文系受

访者教师大多数都表示认可 。

３ ．４ ．２ 在教学过程中遇到困难

１ ００％ ９ ０％

Ｓ ５ ０％■ ５ ０％ ５ ０％

：
。

：
。

■

＃＃４令 ， ＃＋＃

图 ３ ．２ １ 教师认为这 门课的教学困难是什么

在调查
“

教师认为这 门课的教学困难是什么
”

时 ， 教师受访者中有 ９ ０％表示在

教学过程中最大的 困难是
“

学生预 习 、 复习情况不好
”

； 其次 ， 有 ５ ０％选择学生学

习 困难大 ， 还有 ５ ０％选择作品 内容陈 旧复杂 、 选取的 内容太多太难学 ； 其他的 问题

还有教材设计不合理 、 缺乏系统性等 。

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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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 ２ ２ 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哪里难度较大

在对
“

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哪里难度较大
”

进行调查时 ， 我们发现 ， 教师受访者

认为 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的教材 比较难的原因主要有 ； 文学作 品 的语言理解障碍 ， 占

７０％ ； 教材 内容脱离实际生活 ， 占 ６０％
； 教材 内容不符合学生的兴趣 ， 占 ６０％

； 其

他原因 ， 如教材 内容不符合学生的语言水平 ， 教材 内容很难理解 ， 文学作 品不符合

学生的年级 ； 还有
一

位教师认为是学生本身不认真学 习 ， 不愿意接受新鲜的信息 。

３ ． ４ ． ３ 教学法使用情况

１００％ ９０％

９

溫 ７ ０％＿
６０％ ！

？ ５ ０％

５ ０％ＭＢ—

＝ ＝ ■ ２ 。％ ｕ｜＝
ｉ■■ｉ

－



／／／／ｙ

图 ３ ．２ ３ 在教学 中主要使用 了哪些教学方法

在
“

在教学 中主要使用 了 哪些教学方法
”

（ 多选 ） 调查 中 ， 结果发现 ， 学生预

习 、 上课时教师和学生进行讨论 占 ９ ０％ ； 老师讲解作 品 内 容并翻译 ， 学生听 占 ７０％ ；

通过 中 国和埃及之间 的文化对 比进行讲解的 占 ５ ０％ 。

５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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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４ ．４ 对教学重点 的理解

６０％ ５０％

５ ０
〇

／〇
 ４ ０％ｍｍ

４ 〇
°

／〇ＢＨ

３ 〇
°

／〇Ｈ
｜ｍ

２０％ＩＩ １ ０％

１ ０％ＷｍＢｍ ＢＢＳ ０％ ０％

〇％画画 ｉＳ？

非常 同意同意比较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

图 ３ ．２４ 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 多讲解新词语 、 语法知识和句型

在
“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多讲解新词语 、 语法知识和句型
”

这
一

项调查 中 ， 可 以

看 出 ， 有 ５ ０％的教师受访者表示同意 ， ４０％非常 同意 ， １ ０％比较 同意 ， 即所有受访

者均对 比表示不 同程度的认可 。

５ 〇％
 ４ ０％ ４ ０％

４ ０％

３ 〇％ ２ ０
〇

／〇Ｈ＿
２ ０％
ｎ

＿

｜

１ 〇％■＿圍 〇％

〇％

非常 同意同意比较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

图 ３ ．２ ５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作 品进行讲解和翻译

在对
“

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对作品进行讲解和翻译
”

这
一

项调查 中 ， 可 以看出 ，

有 ４０％的教师受访者表示同意 ， ４ ０％比较同意 ， ２０％非常 同意 ， 即所有受访者均对

比表示不 同程度的认可 。

８０％
 ６ ０％

６ 〇％

■ ４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非 常 同意同意比较同意不 同意很不同意

图 ３ ．２ ６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多讲解作家生平 、 创作经历 、 文化背景

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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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
“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多讲解作家生平 、 创作经历 、 文化背景
”

这
一

项调查

中 ， 可 以看 出 ， ６ ０％的教师受访者表示非常同意 ， ４０％同意 ， 即所有受访者都表示

局度认可 。

６０％ ５ ０％ ５ ０％

５０％ ｒ

４０％ＢＨｍ
３０％Ｈ

ｍｈ
２ ０％

〇％ 〇％ 〇％

〇％■■

非常 同意同意比较 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

图 ３ ．２ ７ 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 多解释作 品主题和写作特色

在
“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多解释作 品主题和写作特色
”

这
一

项调查 中可知 ， 表示

非常同意和 同意 的教师受访者各 占 ５ ０％ ， 即受访者均高度认 同 。

６ ０％

５０％ ５ ０％

５ ０％ｍｍｍｍｍｍｍ

４０％

３０％■
２ ０％

１ ０％ ｜ＨＨｉ
０％ ０％ 〇％

０％

非 常 同意同意比较同意不同意很不 同意

图 ３ ．２８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多对 比中 国与埃及文化的不 同

在
“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多对比中 国与埃及文化的不同
”

这
一

项调查中 ， 可知非

常同意和 同意的教师受访者各 占 ５ ０％ ， 即受访者均高度认同 。

５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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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总结与建议

４ ． １ 总结

４ ． １ ． １ 学生学习情况

通过调查 ， 我们对艾因 ？ 夏姆斯大学 中文系学生的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学习情

况有了较为细致的 了解 ， 调查统计结果如下 ：

中文系的女性学生和男性学生的人数比为四 比
一

， 女性学生 占优 。 主要原因是

女性学生对学外语更感兴趣 ， 而且学好
一

门外语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 才能掌握 ； 而

男性
一

般不想下很多功夫 ， 所以他们不喜欢学习包括中文在 内 的外语 。 但总体而言 ，

中文系学生随着年级的提高 ， 学习 的努力程度也同 比增加 。 中文系 的文学女性教师

比率高 、 男性教师 比较少 ， 这因为艾大中文系选任师资时 ， 总是按成绩选取毕业生

的前三名 ， 因此很 自 然女性教师比较多 。

通过调查可见 ， 艾大中文系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教师超过四分之三任教时间

都在 ２０ 年 以上 。

在访谈中 ， 我们发现在毕业去 向方面 ， 艾大语言学院中文系男性学生选择最多

的职业是当导游 。 众所周知 ， 埃及的旅游行业很发达 ， 吸 引 很多俄罗斯 、 西班牙 、

意大利旅客去埃及旅游 ， 因此在埃及有很多 的旅游公司 ， 需要大量的会说俄语 、 西

语和意大利语人才 ， 因此艾大男性学生
一

般愿意当导游 ，

一

是当导游是很好的机会

提高外语的听和说的能力 ；
二是当导游收入高 。 但 目 前来埃及旅游的 中 国游客人数 ，

还没有俄罗斯 、 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旅客那么多 。

我们发现 ， 艾大中文系学生绝大多数是进入大学后才开始学习 中文 ， 因此学习

中文的年头与其在学时 间等长 。 只有极少数学生学习 中文的年头超过其在学时间 ，

这要么是因为其在入学之前 曾学习过汉语 ， 要么是在大学期间 留级重修 。 中文系学

生大多数 已通过 ＨＳＫ 四级 。

大部分中文系学生对于开设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程兴趣
一

般 ， 同时教师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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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对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程兴趣很大 。 这表明 ， 教师与学生对于学生对中 国

现当代文学作品课程兴趣看法不同 ， 这种看法差异导致中 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 出现

一

些问题 。 学生对这门课不太有兴趣 ， 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文学作 品的语言理解障

碍 ， 也有表示作品 内容陈旧复杂 ， 选取的 内容太多太难学 ， 所以他们对现当代文学

的学习态度不甚积极 。 教师则认为这个问题是学生本身造成的 ， 是学生预习 、 复习

情况不好 ， 所 以兴趣逐渐降低 ， 如果学生预习好 、 复习好 ， 这样学习文学课就不会

有太大的困难 ， 学生就能理解并看懂文学作品 ， 还能表现出来作 品 的意义 。

从问卷中可知 ， 中文系学生大多数对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兴趣大致平衡 ， 因

此对于教材中现、 当代文学作品数量比例现状而言 ， 应加大现代文学作品 比重 ； 同

时 ， 应调整当代文学作品 ， 因其大多 内容老旧 ， 不能使学生跟上 中 国社会的发展变

化 。
’

通过调査可知 ， 大部分中文系教师与学生认为学生最感兴趣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

体裁是小说 ， 学生最难理解 、 最不感兴趣的体裁是诗歌 。 最感兴趣的文学主题思想

是爱情 、 亲情 、 友情 ， 还有 日 常生活 ， 以及中 国 国情和社会文化 。

４ ．１ ．２ 教材编选情况

通过教材编选情况 ， 教师与学生对教材使用情况的调査 ， 我们可 以看出 ：

所有教师受访者都认为艾大中文系现在使用 的教材 内容对学生水平而言较难 ，

大部分中文系学生受访者也持同样看法 。

７０％的教师会根据学生情况增减教学教材 内容 ， 因此 ， 中文系学生大多数认为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数量适合他们 ， 但是学生大多数认为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文

很长 ， 同时他们认为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选择标准主要应该是语言适合学生水平 ，

还有作品 的人物形象 、 故事情节要吸引 学生 ， 能激发学生兴趣 。

高达 ３４ ．９ ０％的学生对于教材 内容表示满意的态度 ， 但是高达 ３９ ．２０％的学生对

于教材中的作品语言表示比较满意的态度 。

在调查中 ， 可发现 ， 教师与学生对中文系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材优点的看法

大致相 同 。 首先 ， 认为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材的 内容能帮助学生 了解中 国人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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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 、 中 国人的思想 ； 其次 ， 有助于培养学生语言技能 、 阅读和写作的技能 ； 再次 ，

使学生能了解中 国文化和历史 、 熟悉中 国 的 国情和社会文化 。

４ ．１ ．３ 教学情况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课堂情况从教师与学生不 同 的角度来统计与分析调查结

果 ， 我们可以发现 ：

教师和学生对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兴趣倾向高度
一

致 ， 大多数教师和学生对臧

克家的 《有的人 》 、 胡适的 《差不多先生 》 、 左诵芬的 《三个母亲 》 、 老舍的 《骆驼

祥子 》 最感兴趣 ， 教授认为容易教授 ， 学生喜欢教材 内容 ， 这都有利于提升学生的

语言技能 ， 因此 ， 教师要编选教材时 ， 要多考虑学生的兴趣 。 大多数教师和学生都

认为曹禺 的 《雷雨 》 是最难理解 、 不好教授的作 品 ， 通过访谈了解到学生不喜欢曹

禺 的 《雷雨 》 ， 是因为这部作 品反映的社会风貌年代较早 ， 作品人物关系很复杂 ，

学习 内容难度大 。

教师和学生对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家的态度倾向也大致相 同 ， 大多数教师和学生

对鲁迅、 老舍 、 臧克家 、 巴金认为他们的风格适合教学 。 大多数的文学教师认为曹

禺 、 丁玲 、 郑春妹 、 郭沫若等作家的风格不适合教学 。

９０％的教师认为最好的教学方式是学生预习 、 上课时教师和学生进行讨论 ， 而

学生最喜欢教师讲解为主 ， 这表明学生对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学习兴趣不高 ， 每次

教师让学生预习 、 上课时配合教师讨论 ， 降低 了学生对这 门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

导致学生希望教师讲解为主 ， 不想进行教学交流 。 还有教师很少用多媒体教学 ， 同

时不少学生喜欢教师用 ＰＰＴ 、 角色扮演 、 实物展示等多媒体 ， 这样能增强教学的趣

味性 ， 但是很少课程使用多媒体来助学 。

高达 ３ ３ ．３ ０％的学生对于教师教学表示满意的态度 ， 但是高达 ３ ７ ．５０％的学生对

教学方法表示比较满意 。

大部分艾大现当代文学教师认为在教学过程中主要多讲解作家生平 、 创作经历 、

文化背景和多对比 中 国与埃及文化不同 ， 艾大教师和学生也认为多讲解作品主题和

写作特色及对作 品进行讲解和翻译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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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调查中可以发现 ， 学生和教师对课堂教学 目 标很清楚 ， 学生认为通过中国现

当代文学作品课程能了解中 国文化与埃及文化的差异 ， 能学到中 国文化及社会面貌

的发展变化 ， 学生们也能够了解作品写作的背景 、 准确掌握作品 的思想 内容 。

４ ．２ 学生学习情况问题及建议

艾因 ？ 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对中 、 高级阶段学生开设了 中 国现当代文学

作品课程 ， 我们在 问卷中主要考察了 艾大学生学习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的情况 ， 通

过问卷调查的统计发现 了学生在学习这门课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 ， 并提 出改善措施 ，

希望为学生学习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提供帮助 。

４ ．２ ． １ 学生学习情况的问题

（

一

） 学生对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程感兴趣不浓

学习
一

种语言不仅需要教材 ， 更为重要的是要有对这 门语言 的兴趣 。 通过对艾

大中文系二 、 三 、 四年级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材编选情况进行分析可以看出 ， 教

材中 的选文虽然对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有很大的作用 ， 但是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不足 ， 为 了进
一

步分析学生对艾大中文系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的学习情况 ， 笔者在

问卷中设计了
“

学生对于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程兴趣如何
”

这
一

项调査 ， 统计结

果表明 ， 根据图 ２ ．５ 关于学生对于艾大 中文系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程感兴趣调

查结果表示 ： 表示对于艾大中文系开设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程兴趣很大的学生

占 ２６ ． ８ ０％
； 表示兴趣

一

般的学生 占 ４９ ． ２０％
； 表示兴趣较小的学生 占 １ ８ ． ７ ０％ ； 还是

少数学生表示毫无兴趣 。 由此可知 ， 艾因 ？ 夏姆斯大学 中文系本科生对于开设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程兴趣不足 。

（二 ） 学生缺乏积极性与主动性

艾大中文系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 ， 自 身积极性不足 ， 对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

程失去兴趣的学生 ， 上课时不想配合教师讲解 ， 还有些艾大学生觉得中 国现当代文

学作 品难度比较大 。 通过对艾大学生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的学习情况进行分析 ， 根

据图 ２ ．３ １ 、 图 ２ ．３２ 关于学生对于艾大中文系教学方法的接受程度调查结果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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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 回答
“

对教学方法的接受程度
”

时 ， 学生大部分选择最喜欢的教学方法是教师

讲解为主 ， 占 ４ １ ． ６０％ ， 教师讲解和翻译作 品 内容 占 ３ ５ ． ９０％ 。 关于学生最喜欢哪个

教师授课方式问卷调查可 以得出结论 ： 学生上课时候没有主动学习 ， 积极性不高 ，

不想说话 ， 不想和教师讨论 ， 这表明艾大中文系学生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 。

（三 ） 学生预习 、 复习情况不好

根据教师 问卷调查 ， 如 图 ３ ． ２ １ 所示 ， 关于这门课教学困难 ， 大部分教师受访

者表现出来学生预习 、 复习情况不好 ， 占 ９０％ ， 这表明在教师看来 ， 中 国现当代文

学作品课程教学主要的 问题是学生 自 身预习和复习情况不好 。 根据图 １ ． ２５ ， 艾大中

文系三套教材中有多篇长篇文学作品 ， 小说和散文所 占 比重大 。 根据图 ２ ．１ ０ 所示 ，

学生表示文学作 品课文比较长 ， 不能把阅读部分完全预习好了 。 经过笔者课堂观摩

得知主要是因为课文 比较长 ， 有很多不认识的词汇 ， 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和很长时间

查词典 ， 才能完成预习部分 ， 所以学生难以完成预习 。 通过 问卷统计结果可 以得出

结论 ， 艾大学生完不成预习 、 复习情况 ， 这样学生学习 困难大 ， 他们没能复习上次

课的 内容 ， 也没预习这次课的 内容 ， 上课时存在
一

定的难度 ， 听不懂教师所讲的 内

容 ， 不会参与课程讨论和课程活动 ， 这便导致学生对上现当代文学作品课程不感兴

趣 ， 从而也不能完成这门课布置的作业 ， 学生上课时表现消极 。 艾大中文系开设的

现当代文学课程每周两课 ， 共 ２４０ 分钟 ， 所 以时间 比较紧迫 ， 因此艾大学生预习和

复习情况紧急 。

４ ．２ ．２ 对学生学习情况的建议

（

一

） 利用多媒体技术

通过调查问卷的结果发现 ， 艾大中文系 的学生对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程兴趣

不足 、 积极性不高 ， 大部分上课时候不想说话 ， 这种状态给教师在教学方面带来很

多 困难 ， 也影响到 了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课程教学的质量 。 笔者建议 ， 艾大中文系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程是必修课的 ， 无论学生喜欢这 门课还是不喜欢都要学习并

考试 。 首先就要通过采用 比较兴趣性的授课方式 ， 才能吸引学生的兴趣 ， 且获得学

生对这 门课的喜爱 ， 比如多媒体法、 角色扮演法等教学方法 ， 每次上课时候教师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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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 便引 导学生在上课时候配合教师的讲解 ， 课下后学生心情非

常好 ， 让学生主动把文学课的预习和复习任务完成的 。

（二 ） 激发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

根据学生 问卷图 ２ ． ３ １ 、 图 ２ ． ３ ２ ， 艾大中文系学生上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 ，

希望教师用讲解为主授课方式或教师讲解和翻译 ， 不想配合教师的讨论 ， 这种状态

便导致学生课下不预习 和复习 内容 ， 三套必修教材中小说和散文具有很大的优势 ，

对艾大学生来说课文过长 ， 学生每个星期上课时间 比较多 ， 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

完成任务 。 这些情况导致学生对这门课感兴趣不大 ， 所 以要增加学生积极性和主动

性才能解决这大问题 。

笔者建议 ，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师需要调整教学方法 ， 要多组织课堂活动 ，

让学生多参与活动和讨论 ， 培养学生对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的兴趣 ， 培养学生对中

国文化知识的主动 ， 帮助学生了解作 品的 内容 内涵 ， 了解中 国社会的发展变化 ， 从

而学生能学到这门课的学习 目 的和重要性 ； 学生本身也要尽量去改变 自 己的状态 ，

要增强使用汉语的机会 ， 在课堂上和课后要增强 自 己的积极性 ， 也要
一

直提高 自身

的语言能力 。

４ ．３ 教材编选问题及建议

通过对教材编选 、 教学情况、 学生学习情况等三个主要方面的调査与分析 ， 我

们发现艾大中文系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学很多优点值得其他的大学学习 ， 但是也

会有
一些存在的 问题 。 为了能很好地发展艾大中文系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学现状 ，

促进提高中文系文学作品教材质量 ， 因此 ， 我们提出相应的建议 。

４ ．３ ． １ 教材编选的 问题

（

一

） 有些选文不符合的学生年级

统观上述艾因 ？ 夏姆斯大学 中文系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的教材调查 ， 根据学生

问卷图 ２ ． １ ７ ， 可 以发现艾大中文系学生大多数认为所选文学作品符合学生的年级 。

艾大中文系所选编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都能提高学生的语言技能和认知能力 ， 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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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学生对中 国历史的文化 ， 使学生形成正确的语境功能 ， 而
一

小部分的作品不符合

学生的年级和不配合学生的实际发展要求 ， 因此 ， 根据学生 问卷图 ２ ． ４３ 和教师 问

卷图 ３ ．２２ ，３ ９ ．２０％的学生对教材中作品语言表示比较满意 ， ７０％的艾大教师认为学

习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最大的困难是语言理解障碍 ， 如果作品不符合学生的年级 ，

就会产生语言理解障碍 ， 不利于学生学习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的培养 ， 导致学生没

有能力很好地预习和复习这些优秀作品的 内涵 ， 从而学生学习 困难大 ， 不能引起学

生学习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 艾大中文系现有教材中存在着
一

定 问题 ， 如曹禺的 《雷

雨 》 、 老舍的 《买彩票 》 、 苏童的 《红粉 》 ， 对于这三篇文学作品 ， 大部分学生认为

很难理解作品 的 内涵 。 这些作品不符合学生的语境 ， 对学生学习而言没有 良好的成

果 ， 对艾大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作品教学而言没有效果 。

（二 ） 作品 内容陈旧复杂

根据教师 问卷图 ３ ．２ １ ， 在作品 内容是否陈 旧复杂这
一

项调查中 ， 结果显示 ５０％

的教师表示同意这
一

项 。 不可否认 ， 艾因 ？ 夏姆斯大学中文系选入教材中 的 中国现

当代文学作品都是名家名篇 ， 都有着显著的位置 。 中文系教材中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是教师编选的 ， 三套教材包含体裁丰富多样 ， 如小说 、 散文 、 戏剧 、 诗歌 ， 这四

种类体裁大部分符合艾大学生对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学习 的要求 。

该三套教材小说有老舍的 《骆驼祥子 》 ， 鲁迅 《孔乙己 》 ， 胡适的 《差不多先生 》 ，

张洁的 《

“

爱
”

是不能忘记的 》 ， 刘庆邦的 《信 》 ， 铁凝的 《孕妇和牛 》 ， 苏童的 《人

民的鱼 》 ， 苏童的 《红粉 》 等 ； 该三套教材中散文有李玲的 《我该怎么办 》 ， 王书春

的 《幸福的感觉 ， 周稼骏的 《
一

次多余的整容 》 ， 左诵芬的 《三个母亲 》 ， 杨晖的 《健

忘的教授 》 等等 ； 该三套戏剧有曹禺的 《雷雨 》 ， 老舍的 《茶馆 》 ， 高行健的 《车站 》 ，

赵耀民的 《亲爱的 ， 你是个谜 》 等等 ； 艾大中文系三套教材中诗歌只有臧克家的 《有

的人 》 。 艾因 ？ 夏姆斯大学中文系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 的教师没有将全部的作品讲

解给本科生 ， 教师 自 己会增减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教学 。 教材中 的作品大部分是

１ ９ １ ７ 年后创作 的 。 在 １ ９ １ ９ 年创作胡适的 《差不多先生 》 ， 揭露和讽刺 中 国社会不努

力 的人 。 在 １ ９３６ 年创作老舍的 《骆驼祥子 》 ， 揭露黑暗的中 国 旧社会 ， 表达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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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着贫苦的生活 。 在 １ ９ １ ８ 年创作鲁迅的 《孔乙己 》 ， 描写 了知识分子面临封建腐朽

思想和科举制度毒害 。 在 １ ９ ３４ 年创作曹 禺 的 《雷雨 》 ， 描写 了
一

个蕴含着封建色彩

的资产家庭的悲剧故事 。 在 １ ９５６ 年创作老舍的 《茶馆 》 ， 揭露 了近半个世纪中国社

会的黑暗腐败 。 教材中有
一

部分距今己有 １ ０３ 年了 的文学作品很陈 旧 的 。

因此 ， 根据调查可知 ， 部分艾大中文系教师和学生认为教材中 的 中 国现代文学

作品有些作品脱离当下文化 ， 离实际生活比较远 ， 导致艾大中文系教材存在着
一

定

的 问题 。

（三 ） 现代和当代作家作品与分布不均匀

在艾大中文系二 、 三 、 四年级三套文选教材中 ， 文学作品覆盖古代 、 现代 、 当

代时期 ， 但均 以当代文学作家和作品为主 。 中 国当代文学是 自 １ ９４９ 年新中 国 的成

立后直到现今 ， 发展至今有七十多年的历史 ， 这七十多年的文学作品 出现了
一

大批

著名 的作家如舒婷 、 余华 、 苏童 、 铁凝 、 汪 曾祺 、 张洁 、 臧克家 、 左诵芬 、 王书春 、

丁玲 、 高行健 、 刘庆邦 、 赵耀民等优秀作家 ， 这些作家创作 了数量大 、 质量好的文

学作品 ， 教材中选编大多数在当代文学作品不仅反映当时的社会意识状态和时代性 ，

而且这些作品对学生道德教育体验的观念 。 同时当代文学作品 的背景与学生的当下

文化靠近 ， 学生很容易学习并 了解当代文学作品的知识 内容 ， 但是也会容易不掌握

现代中 国 的 国情和社会文化 。 通过对艾大中文系必修二 、 必修三 、 必修四 中 国现当

代文学作品教材编选情况进行分析可 以看出 ， 三套必修教材共有 ５ ５ 篇 ， 选取的现

当代文学作品共计 ３ ３ 篇 ， 其 中现当代文学作品数量为 ５ 篇 ， 从图 １ ． １ ７ 至图 １ ．２０ 可

以看 出 ， 三套必修教材明显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家有 ２７ 个作家 ， 现代作家只有 ４

位作家鲁迅 、 老舍 、 胡适 、 曹禺 ， 占 １ ４ ． ８ １％ 。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 只有老舍的 《骆驼

祥子 》 、 胡适的 《差不多先生 》 、 老舍的 《买彩票 》 、 曹禺的 《雷雨 》 以及鲁迅的 《孔

乙 己 》 ， 占 １ ５％ 。 关于艾大中文系三套必修教材中选文作家与作品分析可 以得出结

论 ： 艾大中文系三套必修教材中入选的现代文学作家与作品都是极少的 ， 所选取的

文学作品 的年代大多数限于中 国当代文学 ， 现代作家和作品与 当代的不均匀 ， 差距

比较大 ， 会容易影响到学生对现代历史和文化的 了解和掌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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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现当代文学体裁分配不均匀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历史是熠熠生辉的 ， 蕴含丰富的文化 内涵和文学知识 ， 文

学作 品 的体裁类型很广泛 ， 包括小说 、 散文、 戏剧 、 诗歌等多种不同的体裁 ， 写法

也不 同 ， 能够培养学生提高语言和写作 的能力 。 在艾大中文系三套必修教材中 图

１ ． ２ ５ ， 所选编的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的 四种类体裁小说 、 散文 、 戏剧 、 诗歌都有著

作 ， 但选编小说 、 散文、 戏剧 、 诗歌的这四种体裁分布不均衡 。 艾大中文系大二中

国现当代文学教材共选编 １ ２ 篇 ， 小说为 ７ 篇 ， 散文为 ４ 篇 ， 诗歌只有 １ 篇 ， 而戏

剧没涉及 。 中文系大三中 国现当代文学教材共选编 １ ３ 篇 ， 小说为 ８ 篇 ， 散文 ４ 篇 ，

戏剧为 １ 篇 ， 诗歌没涉及 。 中文大四 中 国现当代文学教材共选编 ８ 篇 ， 小说为 ５ 篇 ，

戏剧为 ３ 篇 ， 散文和诗歌没涉及 。 大四 中 国现当代文学教材第
一

学期版选编的作 品

都是单
一

体裁的 ， 都是小说为 ５ 篇 ， 大四 中 国现当代文学教材第二学期版选编的作

品也是单
一

体裁的 ， 都是戏剧为 ３ 篇 。

艾大中文系大二现当代文学教材中所选编的作品有三种体裁类型小说 、 散文 、

诗歌 ， 大三现当代文学所选编的作 品有三种体裁类型小说 、 散文、 话剧 ， 大四现当

代文学所选编的作品有两种体裁类型小说、 话剧 。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知道 ， 学生

在学习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过程中 ， 应该学习不同 的体裁类型的文学作 品 ， 因为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的每
一

种体裁都有其特点 ， 有独特的写作技巧 ， 所 以学生应该掌

握每
一

种体裁的特征 ， 但是 目 前的 问题是上述三套教材在选编现当代文学作品时 ，

教材中选编的小说 、 散文两种体裁类型 的现当代作品所 占 比重大 ， 戏剧和诗歌所 占

比重较少 ， 出现了选文与体裁类型不均匀 。

（五 ） 现当代文学作品教材难度较大

根据学生问卷图 ２ ．１ ３ 、 教师问卷图 ３ ．７ ， 关于学生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程难

易度情况的调查结果表示 ： 艾大中文系学生认为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程比较难 ，

由于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对于对外汉语教学的范围都较为难 ， 并且对于对外汉语学

生有
一

些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内容是以 比较难的词句进行描述 ， 同在加上对于课文

讲解 ， 学生也感受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语言理解障碍 ， 所 以学生较为难易地掌握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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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和思想 ， 艾大中文系教材选取的现当代文学有
一

些作品的难易度是比较难地

理解并掌握 。 如艾大中文系三年级第二学期必修教材中选取的现当代文学作品曹禺

的 《雷雨 》 、 老舍的 《买彩票 》 ， 该文所表达和描述的
一

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

阶级家庭的悲剧 ， 对艾大学生该剧情节很复杂 ， 人物关系 比较脱离实际生活 ， 所以

学生不好的理解该剧所表达的封建思想和 内容 。 由此可见 ， 艾大中文系教材中有
一

些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的选文在难易度上是比较难的 ， 艾大学生有时候对中 国现当

代文学作品不好理解并掌握的 。

由于艾大中文系必修教材有
一

些选取的现当代文学作品 的是比较难的 ， 并且对

艾大学生文学作 品 的 内容很难理解并掌握 ， 这是因为教材中有
一

些现当代文学作品

的 内容陈 旧复杂 ， 使得艾大学生很难理解并掌握 。 而艾大中文系必修教材在对于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 中也选择 了
一

些 内容太多太难学 ， 并且语言理解也有７些障碍的 ，

这对于艾大学生的认识水平而言很难理解并掌握 。 如艾大中文系 四年级第
一学期必

修教材中选取的现当代文学作品苏童的 《红粉 》
一

文 ， 该篇小说的语言 比较难 、 主

要 内容比较复杂也很长 ， 对于艾大四年的学生的水平而言 ， 难度比较大 。 因此 ， 这

篇小说选入教材中值得艾大中文系编写教材负责人继续探讨 。

４ ．３ ．２ 对教材编选的建议

（

一

） 选取文学作品要注意学生的年级

不是所有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都适合对外汉语教学 ， 有的作品 的 内涵和语言对

对外汉语学生很难理解和把握 ， 所 以艾大中文系面向本科生的现当代文学作品教学 ，

必须在选取作品 的时候 ， 比较注意不 同年级的学生语言水平不同 ， 认知能力和接受

能力也不同 、 学生的发展需要也存在着较大的区别 。 因此 ， 选取作 品时要根据学生

的年级语言基础能力和兴趣行进行编选 。 艾大教师应注意几点 ， 第
一

学生的接受性 ，

学生如果接受选取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 为接下来的学习有很好的效果 。 第二要

注意作 品 的语言水平 、 内涵难易度 ， 如果作品 的语言和 内涵适合学生的水平 ， 为培

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和鉴赏能力有很大的帮助 。 第三要注意作品 的思想 ， 如果作品的

思想很容易表现出来 ， 为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有显明 的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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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均匀分布现代与当代的作家与作品

每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会反映当时的社会变迁和时代面貌 。 学生在学习 中 国文学

作品过程中 ， 不仅可以培养语言技能 ， 而且可 以 了解中 国历史 、 社会风气 。 在中 国

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中 ， 产生了反映当时社会状态的丰富灿烂的文学作品 ， 这些作

品具有时代性和经典性相结合的原则 ，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掌握中 国不同历史阶段

的现代文学作品 ， 会了解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所反映的 当时时代性 、 社会面貌及中

国人的价值观 。 通过本研宄的分析统计发现了 ， 艾大中文系三套必修教材在选编现

当代文学作家与作品时 ， 都出现现代作家与作品和当代的数量不均匀这
一

问题 。 所

以我们建议 ， 在选编文学作品 的时候应该适度均衡不 同时代的作家与作品 。 中 国现

当代文学作 品 内容广泛 ， 不同年级的学生求知也不同 ， 因此 ， 教师在选编文学作品

时要考虑到均匀现代和当代的作家与作品匹配学生年级 、 兴趣 ， 又能激发学生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 。

（三 ） 选文体裁要搭配均衡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体裁覆盖面积广泛 ， 内容很丰富的 ， 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历

史变迁及社会发展的知识和思索 ， 每
一

种文学体裁具有鲜明 的时代性精神 。 艾大中

文系三套必修教材在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文涉及到 四大体裁类型是小说 、 散文 、

戏剧和诗歌 ， 而每
一

种的体裁文学色彩和艺术风格 ， 对学生的语文学习有很大的作

用 ， 同时具有不同 的影响 。

小说是艾大三套必修教材中所 占 比重最高的
一

种文学体裁 ， 小说通过完整的故

事情节 、 人物形象 、 深刻题材和细致的环境反映社会现实的
一

种文学体裁 。 小说的

内容较大广泛 ， 全面的描写各种角色的价值关系 、 人性关系 、 政治关系 、 经济关系 、

文化关系 的相互作用如老舍的 《买彩票 》 、 胡适 《差不多先生 》 、 张洁 《

“

爱
”

是不

能忘记的 》 、 苏童 《红粉 》 。 学生通过学习这种体裁 ， 能学到新词语 、 语法知识和句

型 ， 也可 以 了解中 国 当时社会的 国情面貌 、 创作经历 、 文化背景 ， 从而提高学生的

文学价值 ， 并提升学生的语言技能和写作技巧 。 艾大中文系二 、 三年级教材中涉及

到散文作 品 ， 散文是记叙类文学体裁 ， 具有描写作者真情实感 、 写作方式很灵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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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周稼骏的 《
一

次多余的整容 》 、 左诵芬的 《三个母亲 》 ， 学生通过散文的学习不仅

能够提高 自 己语言水平 ， 而且会了解中 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 促进学生接受人生哲理 ，

理解社会的真美善和假恶丑 。 戏剧在艾大中文系三套必修教材中具有深厚 的文化 、

思想 、 故事情节如曹禺 的 《雷雨 》 、 老舍的 《茶馆 》 、 赵耀民的 《亲爱的 ， 你是个谜 》

等 。 学生学习戏剧对话会感受到丰富知识 ， 促进思维 ， 提升学生对话交流和课堂活

动的沟通心灵 。 诗歌在艾大中文系三套必修教材中 出现频率最少的
一

种体裁 ， 学生

通过诗歌的学生能学到丰富语言积累 ， 提高审美情趣 。

（ 四 ） 调整选取的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材

通过上述统计分析可 以看出 ， 四种体裁无论在选文数量上还是体裁搭配上都是

不均衡 ， 艾大中文系三套必修教材中 的所选编的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体裁都是小说和

散文 占主要 比重 ， 而戏剧和诗歌所 占 比重就特别少 ， 二 、 三年级课本各选了三种体

裁 ， 四年级选了两种体裁 ， 这种情况会导致学生对不同 的文学体裁认知感不
一

致 。

所 以如果 以后进行选编 的机会 ， 教师要尽量做到三套教材存在这四种体裁的作品 ，

要注意把不同 四大体裁类型的优秀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较为均衡地搭配入选 。 此外 ，

在进行选编的时候 ， 教师要尽量分布文学作品有系统和规律的设计 ， 有合理的编排

方式 。 还要编排教材的时候需要选出那些符合学生年级和学生的兴趣 ， 要细致地选

编那些能够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 、 提升学生语言技能 、 让学生感受文学文体的多样

性的优秀文学作品 ， 才能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程获得综合性的特征 ， 吸引 学生来

学到每
一

种体裁的注意力 。

艾因 ？ 夏姆斯大学中文系 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的教材是艾大教师选编的 。 因为教

师从中国汉语言本科的书选择
一些文学作品编 目 编写的 ， 所以教材中有

一

些作品不

适合艾大学生不适合对外汉语教学 。 根据调查结果表示 ， 艾大学生大都表示中 国现

当代文学作品课比较难 ， 语言 比较难的 。 这些作品 的选取没达到对外汉语教学的要

求 ， 因此艾大中文系教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 需要调整教材 ， 要选择
一些近几年的

且适合对外汉语教学使用 的现当代文学教材 。

如果不可能完全调整教材 ， 教师可以在原本教材看学生对哪些作品感兴趣就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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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 ， 调查 问卷结果显示 ， 小说方面 ， 艾大学生十分喜欢胡适的 《差不多先生 》 ，

因为这篇小说的差不多先生是有点幽默的人物 ， 所以学生非常喜欢 。 散文方面艾大

学生最喜欢的是左诵芬的 《三个母亲 》 。 话剧方面 ， 艾大学生非常喜欢老舍的 《茶

馆 》 这部话剧充满了 中 国传统文化和历史 。 诗歌方面 ， 艾大学生非常喜欢臧克家的

《有的人 》 这首歌 ， 那么教师可以多选择此类型的文学诗歌进行讲授 。 所以可以多

选择类似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进行赏析 。

４ ．４ 教学情况问题及建议

目 前 ， 艾大中文系任教的中 国现当代文学教师都是埃及国籍教师 ， 可以分为两

类 ：

一

类教师在埃及读硕士和博士学历 ；

一

类教师在中 国读硕士和博士学历 ， 或者

至少在中 国读其中
一

个学位 ， 都具有对汉语教学的丰富经验 。 通过分析师资力量和

问卷调查的结果可 以发现 ， 教师在教学现当代文学作品课程过程中存在
一

下几个方

面的 问题 。

４ ． ４ ． １ 教学情况的 问题

（

一

） 教师不太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根据教师 问卷图 ３ ． ４ ， 关于教师认为艾大学生对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程感兴

趣程度 ， 有 ６０％的教师选择学生感兴趣很大 ， ３ ０％的教师选择学生兴趣
一

般 ， 但是在

学生 问卷图 ２ ．５ 中 ， 学生大都数表示他们对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程兴趣
一

般 。 根

据教师 问卷便图 ３ ． ５ ， 关于教师认为艾大学生认识不认识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 ， 有 ６０％的教师表示学生大部分认识 ， ４０％的教师表示很少学生认识 ， 笔

者通过访谈与观摩发现了艾大学生上课时候不太兴趣 ， 不 了解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课程 目 的 ， 所以他们部分不认识这门课的重要性 。 在教师问卷图 ３ ． ２３ 关于教师授

课方式情况 ， ９０％的教师选择最好的教学方式是学生预习 ， 上课时教师和学生进行

讨论 ， ３ ０％的教师选择用 ＰＰＴ 、 电影 、 角色扮演 、 实物展示等多媒体授课 ， 虽然通过

访谈和 问卷调查结果可以发现 ， 他们希望教师用 ＰＰＴ 、 电影 、 角色扮演 、 实物展示

等多媒体授课 。 分析结果显示 ， 艾大中文系教师不太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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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教师授课方式单
一

通过笔者课堂观摩和 图 ３ ． ２３ 的结果显示 ， 艾大中文系教师在讲授中 国现当代

文学作品课程
一

般采用两种授课方式 ， 第
一

种方式是 ９０％的教师采用学生预习 ， 上

课时教师和学生进行讨论的授课方式 ， 这样 ， 学生如果没预习 的话不能跟上教师的

进度 ， 更别说听不懂教师所讲解的 内容 ， 增加学生学习 困难 ， 而且 由于上课学生很

多 ， 不可能所有的学生参与讨论 。 这种授课方式便导致学生对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课程不感兴趣 ， 学生预习和复习情况参差不齐 ， 会丢失了学习 的积极性 。 第二种方

式是 ７０％的教师采用教师讲解作品 内容并翻译 ， 这种方式取消 了学生在课堂上角色 ，

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教师所讲解的知识 ， 且课堂学习效率提不高 ， 学生对于 中 国现

当代文学作品课程的积极性不可能持久 。 通过笔者观摩和 问卷调查结果可 以发现 ，

艾大中文系的教授授课方式存在着
一

定的 问题 。

４ ． ４ ．２ 对教学情况的建议

（

―

） 教师必充分了解学生状况

文学作 品对于艾大中文系学生提供 了丰富灿烂的 中 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素材 ，

有利于学生的语言水平和写作能力 的提高 ， 由于艾大学生语言水平不同 ， 因此他们

的兴趣也不 同 ， 这给教师与学生的交流沟通带来了
一

定的障碍 ， 因此 ， 在面对中 国

现当代文学作品课程时 ， 教师不仅要讲授这门课的 内容 ， 还要意识到学生学习情况 ，

教师要始终持有了解学生学习情况的 自 觉意识任务 。 教师可以在授课前充分了解学

生学习情况 ， 了解
一

下他们对于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程存在什么 困难 ， 希望用什

么教学方法才会把学生效率提高等 ， 并要做按他们的要求
一

些资料准备 。 教师在讲

授文学作品 中 ， 要注意讲中 国文化和文学重要性相结合 ， 明确文学重要性会提高学

生对这 门课的兴趣 ， 教师还应该对学生各种水平和观点有开发心态 。 教师还可 以让

学生搜集
一

些埃及文学作品与中 国文学作品相似 ， 下次课可 以学生配合教师进行对

比 ， 这种活动会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重要性的认识水平 。 教授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

课程的要求 ， 教师必须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 比如 ＰＰＴ 、 电影 、 图片 、 实物各种

７３



９６９９
盼 学 位论文

ＭＡＳＴＥＲ
’

Ｓ ＴＨＥＳ Ｉ Ｓ

形式 ， 这种文学活动 ， 不仅让学生快乐学习 ， 还能丰富地掌握文学知识 。

（ ２ ） 提倡
“

群言堂
”

的授课方式

教学方式影响着学生学习 质量 ， 教师应对于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程的讲授过

程中 ， 寻找适合且多样的教学方式 ， 能吸引 学生的注意力 。 通过分析教师调查 问卷 ，

笔者发现 ， 艾大中文系教师采用两种传统的授课方式 ， 这两种方式能让学生被动地

接受教师所讲解的知识 ， 影响着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 ， 学生会对现当代文学作品课

程失去 了兴趣 。 艾大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作品课的学生人数很多 ， 教材 内容太大 ， 教

师采用学生预习 ， 上课时教师和学生进行讨论的方式和教师讲解作品 内容并翻译的

方式 ， 学生大都依靠优秀的学生来预习和教师讨论 ， 因此 ， 教师应调整 自 己授课方

式 ， 要寻找
一

种方式让学生都对文学课很感兴趣 ， 更让学生课前必修积极地进行预

习 ， 课下后把课文 内容的文化知识和特征的词组进行备注 ， 这样学生 已经掌握文学

作 品 的 内容 ， 在授课时 ， 教师不要只跟
一

部分预习课文 内容的学生讨论 ， 更要采用

学生分组讨论相结合的方式 ， 这样教师崔所有学生参与讨论 ， 讨论结束后 ， 每个组

有
一

个学生代表发言 ， 这样学生都主动配合教师讲解和讨论 。 教师也应该采用丰富

多样的教学方式如用 ＰＰＴ 、 电影、 角色扮演 、 实物展示等多媒体 ， 近年来很多作品

都被翻拍成 了 电影 、 舞 台剧 、 电视剧如在学习老舍的 《茶馆 》 或者苏童的 《红粉 》

时 ， 教师可以先向学生介绍
一

下作家生平 、 创作经历 、 文化背景等 ， 学生看完后再

详细地进行讲解 ， 并可以让学生说说 自 己印象中 的某
一

人物 、 某
一

事件表达 自 己的

意见 ， 这样课堂讲解和课外学习相结合 。 此外 ， 可 以采用角色扮演的方式 ， 如在学

习老舍的 《茶馆 》 时 ， 把全班分小组 ， 每个组选戏剧现场 ， 让学生 口头表演 ， 这种

文学活动会激发学生学习文学的兴趣 ， 有助于学生感受到特定的语用情境 ， 这样艾

大中文系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程会现实
“

群言堂
”

的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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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艾因 ？ 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是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汉语教学极具代表性

的公立大学 ， 自 １ ９５６ 年开设中文系 以来 ， 经过了６０ 多年的历史 ， 对埃及其他的大

学中文系汉语教学的影响很大 ， 从而艾大中文系对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学的影响

直接关系到学生语言能力和文化知识 。 如果能 以现当代文学作品为扩大学生对学生

学习作品 的兴趣 ， 培养学生的 阅读和写作质量 ， 这无论对学生的语言基本技能还是

对学生文化知识都非常有益 。

本文重点从课程设置、 教学 、 教师 、 学生 、 教材等角度 ， 因此本论文 以 中 国现

当代文学作品在艾因 ？ 夏姆斯大学的教学现状作为研究对象 ， 我们通过 问卷调查 、

访谈等方法对艾因 ？ 夏姆斯大学中文系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教师 、 学 习者 、 教材 、

课堂教学等相关方面进行研究 ， 发现教材中存在 问题 ， 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

论文共分四章 ， 首先绪论 ， 主要阐述选题缘 由和意义 、 研宄 目 的 、 研宄 内容 、

研究方法 、 文献综述 。 第
一

章我们对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艾因 ？ 夏姆斯大学中文

系的课程设置 、 师资情况 、 教学对象等方面现状进行分析 ； 第二章对中 国现当代文

学作品教材编选情况进行阐述 ； 第三章从学生 、 教师 、 教材 、 课堂教学等方面对艾

因 ？ 夏姆斯大学 中文系教学现状进行 了调查与统计 ； 第 四章对艾因 ？ 夏姆斯大学中

文系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学现状进行总结与建议 。

我们在调査研宄中发现 ， （ １ ） 在教师方面 ， 艾因 ？ 夏姆斯大学中文系 中 国现当

代文学教师都是汉语语言与文学专业的 ， 总体年龄较大 ， 大部分己经获得博士后的

学位 。 他们对中 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经验很丰富 ， 因为工作任务繁重 ， 同时艾大学

生数量很多 ， 所 以教师不太了解学生学习情况 。 （ ２ ） 在学生方面 ， 艾因 ？ 夏姆斯大

学 中文系本科生人数很多 ， 学生对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课程兴趣不浓 ， 学生在课程

教学过程中缺乏积极性和动机性 ， 他们在学习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预习 、 复习情况

不好 。 （ ３ ） 在教材方面 ， 大部分艾大教师和学生认为 目 前使用 的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教材比较难 ， 还有中 国现代作家作品与当代的不均匀 ， 同时教材中 的体裁也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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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 。 （ ４ ） 在教学方面 ， 学生认为教学方式单
一

。

针对艾因 ？ 夏姆斯大学中文系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材中存在的 问题 ， 笔者提

出
一

系列建议 ， 利用多媒体技术 ， 激发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 ， 均匀分布现代与当代

的作家与作品 ， 选文体裁要搭配均衡 ， 调整选取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材 ， 教师

必充分意识到学生情况 ， 提倡
“

群言堂
”

的授课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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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６

］ 吴蔚 ．汉语言专业本科留学生 中 国文学课程教学调查与设计 ．湖南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６ ．

［
３ ７

］
黄发庆 ．高级对外汉语精读教材文学作品选编原则研宄 ．暨南大学 ，

２０ １ ２ ．

［
３ ８

］ 邓长亮 ． 高师 院校 中 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现状及对策研宄 ． 吉林师范大学文学

院；２ ０ １ ８ 年第 ９ 期第 ３４ 卷 ．

［
３ ９

］
齐 肖 洁 ．高中语文教材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编研究

一一

以人教版、 苏教版 、 鲁

人版和粤教版教材为例 ．河北师范大学 ，

２０２０ ．

［
４０

］
李静 ． 中学语文教材现当代文学作品 的选编和教学研宄

一一

以人教版和苏教版

语文教材为例 ．扬州大学 ， ２０ １ ２ ．

［
４ １

］
尹家维 ．部编版初 中语文教材外 国文学作 品选文与教学研宄 ． 陕西理工大学 ，

２０ １ ９ ．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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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一

以学生为对象的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学情况调査

亲爱的同学 ：

您好 ！ 本人是华中师范大学汉语 国际教育专业的
一

名硕士研宄生 ， 为 了 了解

艾大中文系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教学情况及满意度 ， 进行此次调查 。 此 问卷采取

匿名形式 ， 请根据 自 身实际情况及看法填写 。 最后非常感谢您的大力支持和合作 。

２ ． １ 问卷设计与调査对象的基本情况

２ ． １ ． １ 问卷设计

２ ．１ ．２ 调査对象的基本情况

（ １ ） 性别

（ ２ ） 年级

（ ３ ） 汉语水平

（ ４ ） 学习汉语时长

２ ．２ 学生学习兴趣情况调査

２ ．２ ． １ 学生学习 中 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习兴趣程度

（ ５ ） 你对中 国现当代文学感兴趣

Ａ ． 兴趣很大 Ｂ ． 兴趣
一

般Ｃ ． 兴趣较小Ｄ ． 毫无

兴趣

２ ．２ ．２ 学生对各时代文学作品的学习兴趣程度

（ ６ ） 你对学习 中 国哪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感兴趣

Ａ ． 古代的Ｂ ． 现代的Ｃ ． 当代的Ｄ ． 新时期的

２ ．２ ．３ 学生对各种作品体裁的学习兴趣程度

（ ７ ） 最喜欢学习 哪种体裁的中 国文学作品兴趣程度

Ａ ． 小说 Ｂ ． 话剧 Ｃ ． 散文 Ｄ ． 诗歌

（ ８ ） 哪类体裁的 中 国文学作品学习难度最大

Ａ ． 小说Ｂ ？ 话剧 Ｃ ． 散文 Ｄ ． 诗歌

２ ．２ ．４ 学生作品题材的学习兴趣程度

（ ９ ） 学生喜欢的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题材

Ａ ． 爱情 、 亲戚、 友情的Ｂ ． 道德教育的 Ｃ ． 历史的 Ｄ ． 自然景色的 Ｅ ． 旅游的 Ｆ ．

８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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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国情和社会文化的Ｇ ． 人的 日 常生活的 Ｈ ． 社会现实的Ｉ ． 其他

２ ．３ 学生对教材编选情况的满意度调査

２ ．３ ． １ 选文长度

（ １ ０ ）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文的长度

Ａ ． 很长Ｂ ． 比较长Ｃ ． 合适Ｄ ． 比较短 Ｅ ． 太短

２ ．３ ．２ 选文数量

（ １ １ ）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选文数量

Ａ ． 过多 Ｂ ． 要增加现当代文学作品数 Ｃ ． 要减少现当代文学作 品数量 Ｄ ． 合

适Ｅ ． 太少

２ ．３ ．３ 选文标准

（ １ ２ ） 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程选文标准 （可多选 ）

Ａ ． 作品主题要与当下文化靠近

Ｂ ． 语言生动 、 准确

Ｃ ． 语言适合学习者水平

Ｄ ． 作品 的人物形象 、 故事情节吸引人

Ｅ ． 要有正确的审美观 ， 有独具
一

格的艺术特色

２ ．３ ．４ 选文难易度

（ １ ３ ） 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材难易度如何

Ａ ． 很难 Ｂ ． 比较难Ｃ ． 适合Ｄ ． 很简单Ｅ ． 比较简单

２ ． ３ ． ５ 选文 内容

（ １ ４ ） 中 国现当代文学教材 内 容丰富多样

Ａ ． 非常同意Ｂ ． 同意Ｃ ． 比较同意Ｄ ． 不同意Ｅ ． 很不同意

（ １ ５ ）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学能提高学生阅读和写作水平

Ａ ． 非常同意Ｂ ． 同意Ｃ ． 比较同意Ｄ ． 不同意Ｅ ． 很不同意

（ １ ６ ） 对培养学生语言技能有效果

Ａ ． 非常同意Ｂ ． 同意Ｃ ． 比较同意Ｄ ． 不同意Ｅ ． 很不同意

（ １ ７ ） 教材所选文学作品与当下文化靠近

Ａ ． 非常同意Ｂ ． 同意Ｃ ． 比较同意Ｄ ． 不同意Ｅ ． 很不同意

（ １ ８ ） 文学作品教材 内容有助于 了解中 国文化和历史

Ａ ． 非常同意Ｂ ． 同意Ｃ ． 比较同意Ｄ ． 不同意Ｅ ． 很不同意

（ １ ９ ）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材 内容有助于 了解中 国人的价值观

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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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 非常同意Ｂ ． 同意Ｃ ． 比较同意Ｄ ． 不同意Ｅ ． 很不同意

２ ．４ 学生学习情况调査

２ ．４ ． １ 学习 目 的

（ ２０ ） 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能学到 中 国文化及社会面貌的发展变化

Ａ ． 非常同意Ｂ ． 同意Ｃ ． 比较同意Ｄ ． 不同意Ｅ ． 很不同意

（ ２ １ ） 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能了解中 国文化与埃及文化的差异

Ａ ． 非常同意Ｂ ． 同意Ｃ ． 比较同意Ｄ ． 不同意Ｅ ． 很不 同意

（ ２２ ） 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能够 了解作品写作的背景 、 正确掌握作品 的思想 内容

Ａ ． 非常同意Ｂ ． 同意Ｃ ． 比较同意Ｄ ． 不同意Ｅ ． 很不 同意

２ ．４ ．２ 对作品的了解喜爱度

（ ２ ３ ） 最喜欢哪部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的语言表达

Ａ ？ 《有的人 》 Ｂ ． 《无声的泪 》 Ｃ ？ 《我该怎么办 》 Ｄ ？ 《幸福的感觉 》 Ｅ ？ 《骆

驼祥子 》 Ｆ ？ 《雷雨 》 Ｊ ． 《差不多先生 》 Ｋ ． 《我的第二故乡 》 Ｌ ． 《买彩票 》

Ｍ ？ 《我记忆中 的两个女孩 》 Ｎ ． 《陕北姑娘 》 ０ ？ 《试试吸毒 》 Ｐ ？ 《整容 》 Ｑ ．

《三个母亲 》 Ｒ ． 《健忘的教授 》 Ｓ ． 《孔乙己 》 Ｔ ． 《茶馆 》 Ｕ ？ 《车站 》 Ｖ ？ 《亲

爱的你是个谜 》 Ｗ ． 《

“

爱
”

是不能忘记的 》 Ｘ ． 《信 》 Ｙ ． 《孕妇和牛 》 Ｚ ． 《人

民的鱼 》 Ａ ？ 《红粉 》

（ ２４ ） 最喜欢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Ａ ？ 《有的人 》 Ｂ ． 《无声的泪 》 Ｃ ？ 《我该怎么办 》 Ｄ ． 《幸福的感觉 》 Ｅ ？ 《胳

驼祥子 》 Ｆ ？ 《雷雨 》 Ｊ ． 《差不多先生 》 Ｋ ． 《我的第二故乡 》 Ｌ ． 《买彩票 》

Ｍ ？ 《我记忆中 的两个女孩 》 Ｎ ． 《陕北姑娘 》 ０ ？ 《试试吸毒 》 Ｐ ． 《整容 》 Ｑ ．

《三个母亲 》 Ｒ ． 《健忘的教授 》 Ｓ ？ 《孔乙己 》 Ｔ ． 《茶馆 》 Ｕ ？ 《车站 》 Ｖ ？ 《亲

爱的你是个谜 》 Ｗ ． 《

“

爱
”

是不能忘记的 》 Ｘ ． 《信 》 Ｙ ． 《孕妇和牛 》 Ｚ ． 《人

民的鱼 》 Ａ ． 《红粉 》

（ ２ ５ ） 最不喜欢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Ａ ？ 《有的人 》 Ｂ ． 《无声的泪 》 Ｃ ？ 《我该怎么办 》 Ｄ ． 《幸福的感觉 》 Ｅ ？ 《骆

驼祥子 》 Ｆ ？ 《雷雨 》 Ｊ ？ 《差不多先生 》 Ｋ ？ 《我的第二故乡 》 Ｌ 《买彩票 》

Ｍ ？ 《我记忆中 的两个女孩 》 Ｎ ． 《 陕北姑娘 》 ０ ？ 《试试吸毒 》 Ｐ ？ 《整容 》 Ｑ ．

《三个母亲 》 Ｒ ． 《健忘的教授 》 Ｓ ？ 《孔乙 己 》 Ｔ ． 《茶馆 》 Ｕ ？ 《车站 》 Ｖ ． 《亲

爱的你是个谜 》 Ｗ ． 《

“

爱
”

是不能忘记的 》 Ｘ ． 《信 》 Ｙ ． 《孕妇和牛 》 Ｚ ． 《人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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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鱼 》 Ａ ？ 《红粉 》

（ ２６ ） 最喜欢的人物形象

Ａ ． 《路蛇祥子 》 Ｂ ． 《雷雨 》 Ｃ ？ 《差不多先生 》 Ｄ ． 《我的第二故乡 》 Ｅ ？ 《买

彩票 》 Ｆ ？ 《我记忆中 的两个女孩 》 Ｇ ． 《陕北姑娘 》 Ｈ ． 《试试吸毒 》 Ｉ ？ 《整

容 》 Ｊ ． 《三个母亲 》 Ｋ ． 《健忘的教授 》 Ｌ ？ 《孔乙己 》 Ｍ ？ 《茶馆 》 Ｎ ？ 《车站 》

〇 ？ 《亲爱的你是个谜 》 Ｐ ． 《

“

爱
”

是不能忘记的 》 Ｑ ． 《信 》 Ｒ ． 《孕妇和牛 》

Ｓ ． 《人民的鱼 》 Ｔ ■ 《红粉 》

（ ２７ ） 最喜欢的故事情节

Ａ ． 《无声的泪 》 Ｂ ． 《我该怎么办 》 Ｃ ？ 《幸福的感觉 》 Ｄ ． 《骆驼祥子 》 Ｅ ．

《 阿 Ｑ 正传 》 Ｆ ？ 《太阳照在桑乾河上 》 Ｇ ． 《激流三部 曲 》 Ｈ ． 《雷雨 》 Ｉ ．

《子夜 》 Ｊ ？ 《差不多先生 》 Ｋ ？ 《我的第二故乡 》 Ｌ ？ 《买彩票 》 Ｍ ． 《我记忆

中的两个女孩 》 Ｎ ． 《陕北姑娘 》 ０ ？ 《试试吸毒 》 Ｐ ． 《整容 》 Ｑ ？ 《三个母亲 》

Ｒ ． 《健忘的教授 》 Ｓ ． 《孔乙己 》 Ｔ ． 《茶馆 》 Ｕ ？ 《车站 》 Ｖ ．

－

《亲爱的你是个

谜 》 Ｗ ． 《

“

爱
”

是不能忘记的 》 Ｘ ． 《信 》 Ｙ ． 《孕妇和牛 》 Ｚ ． 《人民的鱼 》 Ａ ．

《红粉 》

（ ２８ ） 最难理解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Ａ ？ 《有的人 》 Ｂ ？ 《无声的泪 》 Ｃ ． 《我该怎么办 》 Ｄ ？ 《幸福的感觉 》 Ｅ ？ 《骆

驼祥子 》 Ｆ ？ 《雷雨 》 Ｊ ？ 《差不多先生 》 Ｋ ？ 《我的第二故乡 》 Ｌ ？ 《买彩票 》

Ｍ ？ 《我记忆中 的两个女孩 》 Ｎ ． 《陕北姑娘 》 ０ ？ 《试试吸毒 》 Ｐ ？ 《整容 》 Ｑ ．

《三个母亲 》 Ｒ ？ 《健忘的教授 》 Ｓ ？ 《孔乙己 》 Ｔ ． 《茶馆 》 Ｕ ． 《车站 》 Ｖ ？ 《亲

爱的你是个谜 》 ｆｆ ＿ 《

“

爱
”

是不能忘记的 》 Ｘ ． 《信 》 Ｙ ＿ 《孕妇和牛 》 Ｚ ？ 《人

民的鱼 》 Ａ ． 《红粉 》

（ ２９ ） 你对哪些 中 国作家很兴趣

Ａ ． 臧克家 Ｂ ． 郑春妹 Ｃ ． 李玲 Ｄ ． 王书春 Ｅ ． 老舍 Ｆ ． 鲁迅 Ｇ ．丁玲 Ｈ ． 巴金 Ｉ ．

曹禺 Ｊ ． 茅盾 Ｋ ． 胡适 Ｌ ． 曹永安 Ｍ ． 王慧敏 Ｎ ． 张贤亮 ０ ． 席立民 Ｐ ． 周稼骏

Ｑ ． 左诵芬 Ｒ ， 杨晖 Ｓ ． 高行健 Ｔ ． 赵耀民 Ｕ ． 张洁 Ｖ ． 刘庆邦 Ｗ ． 铁凝 Ｘ ． 苏童 Ｙ ．

张中行 Ｚ ． 汪 曾祺 Ａ ． 余秋雨 Ｂ ． 杨绛 Ｃ ． 郭沫若 Ｄ ． 刘宾雁 Ｅ ． 余华 Ｆ ． 王土Ｇ ．

叶文福 Ｈ ． 苏晓康

（ ３ ０ ） 最喜欢哪些中 国作家

Ａ ． 臧克家 Ｂ ． 郑春妹 Ｃ ． 李玲 Ｄ ． 王书春 Ｅ ． 老舍 Ｐ ． 鲁迅 Ｇ ．丁玲 Ｈ ． 巴金 Ｉ ．

曹禺 Ｊ ． 茅盾 Ｋ ． 胡适 Ｌ ． 曹永安 Ｍ ． 王慧敏 Ｎ ． 张贤亮 ０ ． 席立民 Ｐ ． 周稼骏

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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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 左诵芬 Ｒ ． 杨晖 ｓ ． 高行健 Ｔ ． 赵耀民 Ｕ ． 张洁 Ｖ ． 刘庆邦 Ｗ ． 铁凝 Ｘ ． 苏童 Ｙ ．

张中行 Ｚ ． 汪 曾棋 Ａ ． 余秋雨 Ｂ ． 杨绛 Ｃ ． 郭沬若 Ｄ ． 刘宾雁 Ｅ ． 余华 Ｆ ． 王土Ｇ ．

叶文福 Ｈ ． 苏晓康

２ ．４ ．３ 对教学方法的接受程度

（ ３ １ ） 学生最喜欢教师讲解为主

Ａ ． 非常同意Ｂ ． 同意Ｃ ． 比较同意Ｄ ． 不同意Ｅ ． 很不同意

（ ３ ２ ） 学生最喜欢教师讲解和翻译作品 内容

Ａ ． 非常同意Ｂ ． 同意Ｃ ． 比较同意Ｄ ． 不同意Ｅ ． 很不同意

（ ３ ３ ） 学生最喜欢教师讲解 ， 学生发言结合

Ａ ． 非常同意Ｂ ． 同意Ｃ ． 比较同意Ｄ ． 不同意Ｅ ． 很不同意

（ ３４ ） 学生最喜欢学生预习 ， 上课时教师和学生进行讨论

Ａ ． 非常同意Ｂ ． 同意Ｃ ． 比较同意Ｄ ． 不同意Ｅ ． 很不同意

（ ３５ ） 学生最喜欢教师用 ＰＰＴ 、 电影 、 角色扮演 、 实物展示等多媒体

Ａ ． 非常同意Ｂ ． 同意Ｃ ． 比较同意Ｄ ． 不同意Ｅ ． 很不同意

２ ． ４ ． ４ 对教学 内容的需求

（ ３ ６ ） 希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多讲解新词语 、 语法知识和句型

Ａ ． 非常同意Ｂ ． 同意Ｃ ． 比较同意Ｄ ． 不同意Ｅ ． 很不同意

（ ３ ７ ） 希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作品进行讲解和翻译

Ａ ． 非常同意Ｂ ． 同意Ｃ ． 比较同意Ｄ ． 不同意Ｅ ． 很不同意

（ ３８ ） 希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多讲解作家生平 、 创作经历 、 文化背景

Ａ ． 非常同意Ｂ ． 同意Ｃ ． 比较同意Ｄ ． 不同意Ｅ ． 很不同意

（ ３ ９ ） 希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多解释作品主题和写作特色

Ａ ． 非常同意Ｂ ． 同意Ｃ ． 比较同意Ｄ ． 不同意Ｅ ． 很不同意

（ ４０ ） 希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多对比中 国与埃及文化不同

Ａ ． 非常同意Ｂ ． 同意Ｃ ． 比较同意Ｄ ． 不同意Ｅ ． 很不同意

２ ．５ 学生对教学情况的满意度

２ ．５ ． １ 对于教学的满意度

（ ４ １ ） 你对于教学的满意度如何

Ａ ． 非常满意Ｂ ． 满意Ｃ ． 比较满意Ｄ ． 不满意Ｅ ． 很不满意

２ ．５ ．２ 对于教材内容的满意度

（ ４２ ） 你对于教材 内容满意度如何

８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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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 非常满意Ｂ ． 满意Ｃ ． 比较满意Ｄ ． 不满意Ｅ ． 很不满意

２ ．５ ．３ 对于作品语言的满意度

（ ４３ ） 你对于作品语言的满意度如何

Ａ ． 非常满意Ｂ ． 满意Ｃ ． 比较满意Ｄ ． 不满意Ｅ ． 很不满意

２ ．５ ．４ 对于教学方法的满意度

（ ４４ ） 你对于教学方法的满意度如何

Ａ ． 非常满意Ｂ ． 满意Ｃ ． 比较满意Ｄ ． 不满意Ｅ ． 很不满意

８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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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以教师为对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学情况调査

亲爱的老师 ：

您好 ！ 本人是华中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
一

名硕士研宄生 ， 为了 了解

艾大中文系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教学情况及满意度 ， 进行此次调查 。 请根据 自 身

实际情况及看法填写 。 最后非常感谢您的大力支持和合作 。

３ ． １教师基本情况调査

３ ． １ ． １ 教师性别情况

（ １ ） 艾大中文系教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师性别

３ ． １ ．２教师的专业背景分布

（ ２ ） 艾大中文系教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教师专业

（ ３ ） 教授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课时长

３ ．２教师视角 中的学生学习情况

３ ．２ ． １学生的学习兴趣

（ ４ ） 艾大学生对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感兴趣

Ａ ． 兴趣很大Ｂ ． 兴趣
一般Ｃ ． 兴趣较小 Ｄ ． 毫无兴趣

３ ．２ ．２学生对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学习重要性的认识

（ ５ ） 艾大学生对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

Ａ ． 学生都认识Ｂ ． 学生大部分认识Ｃ ． 很少学生认识Ｄ ． 不认识

３ ．３教师对教材编选情况调査

３ ．３ ． １使用教材情况

（ ６ ） 您个人或您所在学校会根据学生情况、 增减教材 内容

Ａ ． 基本每学期都会Ｂ ． 会 Ｃ ． 偶尔会Ｄ ． 基本不会

３ ．３ ．２教材的难易度及适合度

（ ７ ） 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材难易度如何

（ ８ ） 哪些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家风格适合教学

Ａ ． 臧克家 Ｂ ． 郑春妹 Ｃ ． 李玲 Ｄ ． 王书春 Ｅ ． 老舍 Ｆ ． 鲁迅 Ｇ ．丁玲 Ｈ ． 巴金 Ｉ ．

曹 禺 Ｊ ． 茅盾 Ｋ ． 胡适 Ｌ ． 曹永安 Ｍ ． 王慧敏 Ｎ ． 张贤亮 ０ ． 席立民 Ｐ ． 周稼骏

Ｑ ． 左诵芬 Ｒ ． 杨晖 Ｓ ． 高行健 Ｔ ． 赵耀民 Ｕ ． 张洁 Ｖ ． 刘庆邦 Ｗ ． 铁凝 Ｘ ． 苏童 Ｙ ．

张 中行 Ｚ ． 汪 曾祺 Ａ ． 余秋雨 Ｂ ． 杨绛 Ｃ ． 郭沫若 Ｄ ． 刘宾雁 Ｅ ． 余华 Ｆ ． 王土Ｇ ．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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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文福 Ｈ ． 苏晓康

（ ９ ） 哪些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家风格不适合教学

Ａ ． 臧克家 Ｂ ． 郑春妹 Ｃ ． 李玲 Ｄ ． 王书春 Ｅ ． 老舍 Ｆ ？ 鲁迅 Ｇ ．丁玲 Ｈ ． 巴金 Ｉ ．

曹禺 Ｊ ． 茅盾 Ｋ ． 胡适 Ｌ ． 曹永安 Ｍ ． 王慧敏 Ｎ ． 张贤亮 ０ ． 席立民 Ｐ ． 周稼骏

Ｑ ． 左诵芬 Ｒ ． 杨晖 Ｓ ． 高行健 Ｔ ． 赵耀民 Ｕ ． 张洁 Ｖ ． 刘庆邦 Ｗ ． 铁凝 Ｘ ？ 苏童 Ｙ ．

张中行 Ｚ ． 汪 曾祺 Ａ ． 余秋雨 Ｂ ． 杨绛 Ｃ ． 郭沫若 Ｄ ． 刘宾雁 Ｅ ． 余华 Ｆ ． 王土Ｇ ．

叶文福 Ｈ ． 苏晓康

（ １ ０ ） 学生最感兴趣的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Ａ ？ 《有的人 》 Ｂ ． 《无声的泪 》 Ｃ ？ 《我该怎么办 》 Ｄ ？ 《幸福的感觉 》 Ｅ ？ 《骆

驼祥子 》 Ｆ ？ 《雷雨 》 Ｊ ？ 《差不多先生 》 Ｋ ？ 《我的第二故乡 》 Ｌ ？ 《买彩票 》

Ｅ 《我记忆中 的两个女孩 》 Ｎ ． 《陕北姑娘 》 ０ ？ 《试试吸毒 》 Ｐ ． 《整容 》 Ｑ ．

《三个母亲 》 Ｒ ？ 《健忘的教授 》 Ｓ ． 《孔乙己 》 Ｔ ？ 《茶馆 》 Ｕ ． 《车站 》 Ｖ ？ 《亲

爱的你是个谜 》 Ｗ ． 《

“

爱
”

是不能忘记的 》 Ｘ ． 《信 》 Ｙ ． 《孕妇和牛 》 Ｚ ． 《人

民的鱼 》 Ａ ． 《红粉 》

（ １ １ ） 学生最难理解的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Ａ ． 《有的人 》 Ｂ ． 《无声的泪 》 Ｃ ？ 《我该怎么办 》 Ｄ ． 《幸福的感觉 》 Ｅ ？ 《骆

驼祥子 》 Ｆ ？ 《雷雨 》 Ｊ ？ 《差不多先生 》 Ｋ ？ 《我的第二故乡 》 Ｌ ． 《买彩票 》

Ｍ ． 《我记忆中 的两个女孩 》 Ｎ ． 《陕北姑娘 》 ０ ？ 《试试吸毒 》 Ｐ ？ 《整容 》 Ｑ ．

《三个母亲 》 Ｒ ． 《健忘的教授 》 Ｓ ． 《孔乙 己 》 Ｔ ． 《茶馆 》 Ｕ ？ 《车站 》 Ｖ ？ 《亲

爱的你是个谜 》 Ｗ ． 《

“

爱
”

是不能忘记的 》 Ｘ ． 《信 》 Ｙ ． 《孕妇和牛 》 Ｚ ？ 《人

民的鱼 》 Ａ ． 《红粉 》

（ １ ２ ） 您觉得哪方面的文学作品主题思想适合教学

Ａ ． 爱情 、 亲戚 、 友情的 Ｂ ． 道德教育 的 Ｃ ． 历史的 Ｄ ． 自然景色的 Ｅ ． 旅游的

Ｆ ． 中 国 国情和社会文化的 Ｇ ． 人的 日 常生活的 Ｈ ． 社会现实的 Ｉ ． 其他

３ ．４教学情况调査

３ ． ４ ． １ 对教学 目 的的理解

（ １ ３ ） 学生能学到作品 中 的词汇与文学知识

Ａ ． 非常同意Ｂ ． 同意Ｃ ． 比较同意Ｄ ． 不 同意Ｅ ． 很不同意

（ １ ４ ） 学生能了解中 国文学和历史 ， 熟悉中 国 中 国 的 国情和社会文化

Ａ ． 非常同意Ｂ ． 同意Ｃ ． 比较同意Ｄ ． 不同意Ｅ ． 很不同意

（ １ ５ ） 这 门课能提高学生的 阅读和写作水平

８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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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 非常同意Ｂ ． 同意Ｃ ． 比较同意Ｄ ． 不同意Ｅ ． 很不同意

（ １ ６ ） 学生能了解中 国文化民俗 、 中 国人的价值观

Ａ ． 非常同意Ｂ ． 同意Ｃ ． 比较同意Ｄ ． 不同意Ｅ ． 很不同意

（ １ ７ ） 这门课有助于培养学生语言技能

Ａ ． 非常同意Ｂ ． 同意Ｃ ？ 比较同意Ｄ ． 不 同意Ｅ ． 很不同意

（ １ ８ ） 这门课能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

Ａ ． 非常同意Ｂ ． 同意Ｃ ． 比较同意Ｄ ． 不同意Ｅ ． 很不同意

（ １ ９ ） 这门课能培养学生文学能力

Ａ ． 非常同意Ｂ ． 同意Ｃ ． 比较同意Ｄ ． 不同意Ｅ ． 很不 同意

（ ２ ０ ） 学生能理解作品的文化 内涵

Ａ ． 非常同意Ｂ ． 同意Ｃ ． 比较同意Ｄ ． 不 同意Ｅ ． 很不同意

３ ．４ ．２在教学过程中遇到困难

（ ２ １ ） 教师认为这门课的教学困难是什么

Ａ ． 教材设计不合理

Ｂ ． 教材缺乏系统性

Ｃ ． 作品 内容陈旧复杂 ， 选取的 内容太多太难学

Ｄ ． 学生预习 、 复习情况不好

Ｅ ． 学生学习 困难大

Ｆ ． 文学课不呈现中 国现当代文学的全貌

Ｇ ． 教材难易度不合理

Ｈ ． 其他的原因 ， 请您说明 以下 ：



（ ２２ ） 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哪里难度较大

Ａ ． 教材内容很难理解

Ｂ ． 教材 内容脱离实际生活

Ｃ ． 教材内容不符合学生的兴趣

Ｄ ． 教材内容不符合学生的语言水平

Ｅ ． 文学作品 的语言理解障碍

Ｆ ． 文学作品不符合学生的年级

Ｇ ． 其他的原因 ， 请您说明
一

下 ：



３ ．４ ．３教学法使用情况

（ ２ ３ ） 在教学 中主要使用 了哪些教学方法

８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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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 老师讲解为主的方式

Ｂ ． 老师讲解作品 内容的翻译和理解 ， 学生听

Ｃ ． 老师讲解 ， 学生发言翻译结合

Ｄ ． 学生预习 ， 上课时老师和学生进行讨论

Ｅ ． 通过中 国和埃及之间 的文化对比进行讲解

Ｆ ． 老师用 ＰＰＴ 、 电影 、 角色扮演 、 实物展示 ， 多媒体授课

Ｇ ． 其他的原因 ， 请您说明
一

下 ：



３ ．４ ．４ 对教学重点的理解

（ ２４ ）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多讲解 内容中新词语 、 语法知识和句型

Ａ ． 非常同意Ｂ ． 同意Ｃ ． 比较同意Ｄ ． 不 同意Ｅ ． 很不同意

（ ２５ ）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主要对作品进行讲解和翻译

Ａ ． 非常同意Ｂ ． 同意Ｃ ． 比较同意Ｄ ． 不同意Ｅ ． 很不同意

（ ２ ６ ）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主要讲解作家生平 、 创作经历 、 文化背景

Ａ ． 非常同意Ｂ ． 同意Ｃ ． 比较同意Ｄ ． 不 同意Ｅ ． 很不同意

（ ２ ７ ）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主要解释作品主题和写作特色

Ａ ． 非常同意Ｂ ． 同意Ｃ ． 比较同意Ｄ ． 不同意Ｅ ． 很不同意

（ ２８ ） 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主要对 比中 国与埃及文化的不同

Ａ ． 非常同意Ｂ ． 同意Ｃ ． 比较同意Ｄ ． 不 同意Ｅ ． 很不同意

８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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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不知不觉写到 了致谢 ， 写到这历史心里开始踌躇不知该说些什么 。 时间过得真

快 ， 转眼间我在华中师范大学的研宄生生活将结束了 。 感谢中 国政府及华中师范大

学给我出 国留学的机会 ， 在华师学习 的两年让我学到了很多 、 收获了 很多 、 积累 了

不少的知识和经验 。 身边有太多给予我支持与帮助的人 ， 在这里郑重地向大家道
一

声 ：

“

感谢 ！

”

首先 ， 感谢为我的论文付出心血的导师戚学英教授 ， 写论文期间 ， 由于疫情特

殊的情况 ， 与老师的沟通交流上产生了很大的障碍 ， 但戚学英老师仍然对我不厌其

烦 ， 也没有因为任何障碍对我的论文不闻不 问 ， 而是继续持着认真的态度 ， 她在我

论文选题 、 写作和修改的每
一个环节都悉心指导 。 同时我还要感谢艾因夏姆斯大学

中文系系主任 ＧＡＮＥ 教授对我的论文写作的大力支持 ， 给我提供了很多真实的研宄

资料 。 文学作品教学对对外汉语教学有很大的影响 ， 而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对于对

外汉语教学作为当下时代的主旋律 ， 更应以蓬勃的生命力融入到对外汉语教学中去 。

这几年研究生和论文写作只 当抛砖引玉 ， 希望能有更多 的人与我
一

起 ， 将这份工作

继续下去 。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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