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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高校汉语专业高年级学生跨文化交际

语用失误研究

中文摘要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不断

推进，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和高校认知到学习汉语的重要性，全世界学汉语的热浪不

断高涨。以埃及为例，目前已经有 11所埃及高校设立了汉语系；在中国中外语合中

心（原孔子学院总部）帮助下，在埃中高校双方合作共建机制下，两所孔子学院和

一所孔子课堂落户埃及高校，学习汉语甚至是汉语专业成了埃及青年学生的热门选

项。但笔者发现埃及青年，包括埃及高校中文专业学生在使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过程

中，经常会出现误解、尴尬、失败等情况，由此引发了笔者对此问题的好奇与兴趣。

于是，笔者以问卷调查法，以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高年级汉语专业学生为样本，

以中国学生为参照，围绕打招呼、感谢、道别、称呼和邀请等五个不同方面，来研

究他们的跨文化语用失误情况。研究发现：埃及学生与中国学生在以上五个交际方

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埃及学生的语用失误比较严重；经过分析，研究发现，导致埃

及学生语用失误的主要原因有埃中文化、习俗差异，埃及学生母语负迁移影响，埃

及学生语言能力不足，埃及高校汉语教学过程中关于语用能力培养缺失等方面。基

于原因分析，笔者从教师和学生角度就如何培养和提高汉语语言运用能力，避免出

现语用失误提出一些建议，希望能对埃及高校汉语专业教学提供一些指导。

本文由五章构成。第一章为引言，内容包括研究起源、目的、意义、方法和论

文框架等；第二章是文献综述，主要包括对语用失误的定义、分类的介绍，中外关

于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相关研究和关于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研

究，并进行了小结；第三章主要从调查目的、对象、工具、过程、数据收集整理等

方面介绍埃及高校汉语专业学生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调查设计；第四章调查结

果、分析及对策等，首先总体呈现统计结果及简单分析，然后分题阐释调查结果及

原因，接下来在总结学生语用失误原因的基础上，从教师和学生两个角度提出了如

何培养和提高学生汉语语言运用能力，避免跨文化交际失误等建议；第五章是对研

究的总结，并提出研究的不足和今后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埃及高校 汉语专业学生 跨文化交际 语用失误 问卷调查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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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strength and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One Belt, One Road"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dvocated by China, more and more foreigners and universities abroad have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Chinese, and the heat wave of learning Chinese continues to rise

all over the world. Take Egypt as an example. Now, eleven Egyptian universities have

established Chinese language departments. With the help of the China Center for

Sino-Foreign Language Cooperation (formerly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Headquarters), and

under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both Egyptian and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re are also

two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one Confucius Classroom in Egypt and learning Chinese has

become a popular option for young Egyptian students. However, the author finds that

Egyptian youth, including Chinese majors in Egyptian universities, often encounter

misunderstandings, embarrassments, and failures when communicating in Chinese. This

has aroused the author’s curiosity and interest in this issue.

Therefore, the author uses the questionnaire method, taking the junior and senior

Chinese major students of Ain Shams University in Egypt as a target for the questionnaire,

to study their 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s in greetings, thanks, farewells, addressing

and invitations. According to the study result, Egyptian students and Chinese students

have big differences in the five communication aspects mentioned above and that

Egyptian students have relatively serious pragmatic failure problem. After analyzing the

result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a few reasons behind Egyptian students’ pragmatic

failures in 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 including the different culture background and

customs between Egypt and China, different negative transfers of mother tongues, the

insufficient language ability, and the lack of pragmatic ability training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teaching in Egyptian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survey analysi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avoid pragmatic failure.

This thesis is composed of five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s the research introduction,

which includes the reasons behind choosing this subject, the research purpose,

significance, methods and thesis framework of the thesis; the second chapter is a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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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mainly including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pragmatic

failures, Chinese and foreign pragmatic failure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relevant researches and the studies on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agmatic failures

of foreigners learning Chinese are summarized in this chapter; the third Chapt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survey purpose, objects, tools, processes, and data collection; the fourth

chapter firstly presents the overall statistical results and simple analysis, and explains the

survey results and reasons by topic, and then summarizes the reasons for the Egyptian

students’ pragmatic failures,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on how to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to use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to avoid

pragmatic failure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hapter 5 is a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and puts forward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research and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efforts.

Key words: Egyptian university, students majoring in Chinese, 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 pragmatic failure, questionnaire, sugg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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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选题缘由

埃及和中国都是世界上伟大的文明古国，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历史的

年轮里，一直有中埃两国文化交流的印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艾因夏姆斯大学成

为埃及第一个设立汉语专业的高校，为渴望学习汉语的埃及学生提供了宝贵机会。

后来，不断有埃及高校陆续开办汉语系，截至目前，共有 11所埃及高校设立了汉语

系。在中国中外语合中心（原孔子学院总部）帮助下，在中埃高校双方合作共建机

制下，两所孔子学院和一所孔子课堂落户埃及高校。

此外，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作为文化软实力的汉语在世界的吸引力呈上升的

态势，尤其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共同打造政

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后，外国人

学汉语的热浪不断高涨，汉语学习者数量快速攀升。汉语学习在世界，尤其是“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变得越来越重要，有的国家甚至把汉语学习纳入了国民教育体系，

其中就包括了笔者所在国家埃及。

笔者 2019年毕业于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当年成功申请赴中国西南大学

攻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在多年的汉语学习过程中，笔者发现埃及高校中文专

业学生在使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交流遇阻、冲突甚至是失败的情

况，尤其是到了中国学习以后，这种发现、体验更多更深，由此引发了笔者对此问

题的好奇与兴趣，想探究这些交际遇阻、冲突、失败背后的原因。后来，在导师指

导下，笔者收集阅读了很多关于留学生汉语交际问题的研究，发现引发这些问题的

原因，不仅仅是埃及学生汉语知识掌握不够，也是汉语知识运用有误，更是对汉语

背后所隐含的中国文化、思维方式、表达习惯、价值观了解甚少。所以在交际过程

中，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和所犯的错误，不仅有语言语用方面，还有社会语用方面。

因此，笔者选择埃及高校汉语专业学生跨文化交际失误研究作为毕业选题。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语用失误会对学习者的交际产生许多负面影响，情况严重的话会使交际中的听

者感到困惑或甚至被冒犯，从而影响语言交际的效果。本研究运用问卷调查法，以

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汉语专业高年级学生为对象，第旨在由点见面调查埃及高校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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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专业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常见性、代表性语用失误，并对这些语用失误进

行原因分析，进而提出解决方案。

该研究结果首先将帮助为埃及高校汉语专业学生意识到语言学习很重要，但学

习了解语言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思维、习俗、价值观、表达方式等，更为重要，因

为这些东西会决定跨文化交际是否得体和有效。其次，本研究建议能在一定程度上

为埃及高校汉语专业师生开出一道避免语用失误的交际良方，帮助他们不断培养和

提高跨文化交际的得体有效能力。此外，笔者毕业后，拟回国从事汉语教学推广工

作，因此，本研究也为笔者今后的实践教学做了一定的铺垫，并能时时提醒笔者要

在未来的教学工作中培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做一个实

践反思型、研究型教师。最后，到目前为止，尚无针对埃及汉语学习者跨文化交际

语用失误的研究，本研究虽属于迁移性研究，但是却填补了该空白，丰富了跨文化

交际语用失误的国别化研究。

1.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等两类。

文献研究法，就是通过书刊、网络、平台等渠道，收集整理分析关于跨文化交

际语用失误方面研究文献，学习吸收好的观点、方法，找到自己的研究空间。

问卷调查法，就是围绕称呼、邀请、约会、致谢常见社交场合，设计调查问题，

获取被调查者关于上述社交场合的反馈，为总结分析埃及高校汉语专业学生的跨文

化交际语用失误获取数据资料。

1.4 研究框架

本研究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为引言，介绍研究的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方法和文章框架等四

个内容。

第二章是文献综述，在介绍语用失误的定义和类型基础上，重点概述了关于中

国学生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研究情况和关于留学生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研究情

况，从而为本研究奠定基础。

第三章聚焦埃及高校汉语专业高年级学生跨文化交际中语用失误，进行研究设

计，包括了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工具、研究过程及数据收据统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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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在呈现埃及高校汉语专业高年级学生跨文化交际社交语用失误调查结果

的基础上，对这些社交语用失误的原因进行分析，进而提出了解决问题建议

第五章主要总结本研究要点，尤其是研究发现、原因及相关建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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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语用失误

语用失误是跨文化交际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其严重后果远远超过语法错误，因为

它会给跨文化交际带来困扰、误解，甚至冲突。语用失误的概念、分类将是本节重

点概述的内容。

2.1.1 概念

英国语言学家 Jenny Thomas 首次提出语用失误的概念——“只要听话人所感知

的话语意义与说话人想表达的，或与应该为听话人所感知的意义不同，就会产生语

用失误”（1983:96）。换句话说，在她看来，语用失误是听话者而非说话者的问题或

无能。对此，中国著名语言学家钱冠连提出异议，认为“说话人在言语交际中使用

了符号关系正确的句子，但不自觉地违反了交际规范、社会规约，或者不合时间、

空间，不看对象，这样性质的错误就叫语用失误。”（2002:195）熊学亮也认可钱先生

对于语用失误的定义，指出，语用失误不是指在措词和句子形成方面的一般性语言

使用错误，而是指不适当的言语，不恰当的表达方式或表达不合格，从而导致交流

无法实现预期的效果或目的,甚至造成与说话人意图相悖的结果（2008：112）。

但是钱冠连先生等可能忽略了听话者在语用交际失误中的问题，语用失误既可

能由说话人引起,也可能由听话人引起，因为交际是双向互动行为。所以，语用失误

应该是在跨文化交际中听话人没有全面或正确地理解说话人的意图,或说话人使用了

符号关系正确的句子,但不知不觉地违反了交际规范、社会规约,或者不合时间、空间,

不看对象(张国,2004:60)

2.1.2 分类

Thomas（1983），张巨文（2000）等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语用失误进行分类。

基于 Leech 的语用学分类，Thomas Thomas 将语用失误分为语用语言失误和社交

语用失误。前者指当说话者对于某一特定话语上的语用力,系统性地有悖于目标语本

族语者常规理解时,或者是当某些言语行为策略不恰当地从一种语言被迁移到另一种

语言中：后者则涉及不同文化对怎样才算合适的语言行为有不同理解，即由于文化

背景不同而犯的错误。语用语言失误是教学和语用迁移所引起的错误，社会语用失

误的主要源于跨文化交际中对社会文化因素的评价不一致。所以，语用语言失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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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语言方面，而社交语用失误属于文化方面（Thomas，1983：94-109）。

张巨文在 Thomas的语用失误二分法的基础上，按语言使用的特定环境，把因语

言环境不适当而导致的语用失误归为语用语言失误，因违反社会语境和认知语境而

引起的语用失误归为社会语用失误。(2000:126）。

2.2 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研究情况

2.2.1 国际上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研究

在 Jenny Thomas提出语用失误的基本概念及分类后，国外很多人从不同方面对

它进行了研究，比如：Wierzbia，Verschueren, Wolfson,Kasper, Gaylel,Dash,Gabriela

等。

Wierzbia（1985）从语义学和语用学出发，研究语用失误，强调使用语言时，要

将文化和语言行为背后的含义相结合。

Verschueren（1987）从语言顺应理论解释语用失误，认为在跨文化交际时，非

母语人要入乡随俗。

Wolfson（1989）通过语言教学来研究语用失误，认为母语者对非母语者在交际

过程中所犯的语言错误的忍受度要远远高于对非母语者因违背交流原则或文化差异

所导致的语用失误忍受度，因此，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进行沟通时应从不同

的角度理解语用失误。

Kasper and Blum-Kulka（1993）)指出母语负迁移会导致交际双方产生误解，提

出可以从交际失误、比较语用学、中介语语用学等角度来研究语用失误

通过比较实证研究，Gaylel（1996）发现阿拉伯语和美国英语中的称赞反应模式

有许多异同，主要的相似之处在于：双方都不会直接拒绝称赞；主要不同点是阿拉

伯人接受称赞时的表达方式比美国人刻板，使用称赞的语言长度大于美国人，原因

是阿拉伯人认为语言互动越长越真诚，这会导致双方跨文化交际中断和误解，这种

误解的直接根源就是语用失误（转引自龙翔，2010）。

Gabriela（2004）指出，对母语为德语的英语学习者来说，在跨文化交流中语用

失误经常会导致交流中断或误解（转引自龙翔，2010）。Dash（2004）从语义和语用

学的区别出发，研究了跨文化语用失误的根本原因，解释了理解语用学的重要性，

并指出在第二语言课堂中教授一定数量的语用启示有助于学生更好地避免跨文化交

流中的语用失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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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中国关于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研究

语用失误研究从英国开始，但是国际上这类研究并不是很多，相反，当语用失

误引到中国后，中国学者的研究热情很高，研究成果非常多。

何自然教授首先将语用失误研究引入中国，但黄次栋（1984）首先发表关于语

用失误研究成果。1986年，何自然和阎庄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中国首篇

介绍和实证研究 Thomas语用失误二分说的文章。通过调查，该研究发现：学生所犯

语用语言失误源于他们套用母语的语义和结构表达习惯进行英语表达，而所犯的社

交语用失误主要跟谈话双方的身份、语域和话题熟悉程度等有关，因此提出培养学

生语用能力的建议（1986:52-57）。

关于语用失误研究，某些学者聚焦于定义，如前所述的钱冠连（2002）、张国

（2004）、熊学亮（2008）等，有些聚焦于分类，如前所述的张巨文（2000），刘绍

忠、钟国仁（2002），更多的人聚焦于失误原因分析。

如何自然（1998）指出，不是由于语言本身的语法错误，而是由于错误的说话

方式，语言不符合表达习惯，表达不当等。王得杏（1990）指出，跨文化交流过程

中，不同文化和语言的规约差异导致跨文化交际障碍。钱冠连（2002）指出，语用

失误是由说话者在交流过程中引起的，原因是说话者虽然正确使用了符号进行言语

交流，但却违反了人际交往规则、社会规则、时空规则等。李桂芝、张国从顺应理

论的角度来研究语用失误，认为语用失误是交际双方的语言没有顺应交际语境的结

果（2003）。张国从顺应理论角度阐释了语用失误的具体原因，包括忽略对语言使用

者的适应，忽略对物质世界的适应，忽略对社会世界的适应，以及对心理世界的适

应（2004）。

此外，还有用实证研究方法来探讨语用失误的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的。

代表性的有：何自然和阎庄（1986）对 79名学员进行汉英语用差异辨识测试，发现

引发语用失误的原因包括把汉语的言语行为不适当地用于英语、汉英文化差异等，

提出要加强对学生英语语用知识的教授和对语用能力的培养（1986:52-57）。洪岗用

问卷调查法对某重点师大外语系英语专业 94名学生进行语言语用和社交语用类问题

研究，结果发现：学生语言能力和语用能力不是完全成正比的；学习英语的发音、

词汇和语法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准确地表达和理解英语的语言功能和语言系统知识；

学生的语言和语用问题最容易出错的是成语用法。因此，语用能力和语言能力同等

重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须特别注意教授特定习俗化的语言形式及其所使用的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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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中英实现和理解言语行为的差异，英语禁忌语话题及有损听话者面子的言语

行为，中英文化间谈话双方的主从地位或社会距离的差异、中文文化价值观念和语

用原则差异等（1991：56-60）。孟宏党以跨文化交际对比语用学的研究方法，调查了

中国某高校英语学习者的语用失误,分析了这些学习者语用失误的表现形式,指出学

生在称呼、打招呼、请求、恭维、道歉、邀请等方面出现的语用失误原因是学生将

语言形式与功能划等号，未能注意相同的语言形式可以在不同语境中表达不同语言

功能，以及学生的语言表达不够得体。因此，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培养学生造出语言

正确的句子，更要培养他们识别英语中特有的言语行为；要注意培养学生运用语言

进行得体交际的能力。

2.2.3 有关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研究

因为中国的不断崛起和中国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越来越多。

为帮助外国人运用中文顺利进行沟通交流，有不少研究人员研究学习汉语的外国人

跨文化交际语用问题。笔者在中国知网上用“留学生”“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

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从 2000年至今，共发现 48篇相关研究，其中期刊论文 20篇，

学位论文 28篇。期刊论文中，（北大）中文核心期刊 1篇，（南大）CSSCI中文社科

引文索引 1篇，A类刊物 1篇；学位论文中，硕士论文 27篇，博士论文 1篇。关于

不同国家、地区的留学生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研究有王勤，杨一虹 2007年的研究关

于欧美国家留学生的《体育院校留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差异和失误浅析》。

在关于留学生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研究中，笔者重点概述以下代表性研究成

果。

王勤，杨一虹 2007年在研究首都体育大学留学生跨文化交际语用差异和失误的

时候发现，套用其母语表达方式、中西文化差异、价值观差异、语体错误、语言模

型的滥用是留学生们跨文化交流语用失误的主要原因。因此，教师必须不断改变自

己的思想和观念，探索新的汉语学习和教学模式，帮助留学生消除语用失误。（2007：

311-312）。

雷春华（2018）以社会教育模式、3P教学模式和高低语境文化假说为指导，采

用问卷调查和访谈方法，对来自西方的 100多名学生和将近 200中国师生，来研究

西方留学生语言学习风格与汉语教师教学风格的差异、留学生与中国师生的交际风

格差异和他们的跨文化汉语语用失误现象。发现：留学生学习风格为动手型、直觉-

随意性、开放性、外向习惯和整体性，而汉语教师的教学风格是视觉型、内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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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连续性、封闭型和分析型，所以两者间存在显著不同；西方留学生在言语生动

性、争辩性、非口头表达性、放松性、开放性和情感导向性等交际风格上高于中国

师生，而中国师生在言语间接性、人际敏感性、沉默倾向性等交际风格方面高于西

方留学生，所以两类人群的交际风格很不相同；在汉语语用方面，双方在“称赞与

回复”、“批评与回复”、“问候与招呼”、“请求/邀请与回复”、“拒绝”、“道歉与回复”、

“感谢”、“道别”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差异源于中西方的价值文化和等级文化。

因此提出，中国教师要采用各种有效途径增强留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充分了解中国

社会文化；应根据学生学习特点来开展课堂教学活动；引导学生了解中国教师教学

风格，帮助他们拓展自己的学习风格；应系统讲解汉语语用文化知识，帮助他们消

除母语文化负面干扰；不断改正留学生跨文化语用失误行为，提高他们跨文化语用

能力。

接下来，笔者再重点介绍部分中外研究生关于留学生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学

位论文研究情况。

叶津（2011）利用问卷调查，对黑龙江大学的俄罗斯留学生进行了汉语语用失

误调查，发现他们所犯的语用失误包括语义重音类语用失误、词语理解类语用失误、

固定用语理解类语用失误、称呼语类语用失误、委婉语类语用失误、话语含义类语

用失误等 9 类；造成这些语用失误的原因主要有母语语用负迁移、汉语语言能力不

足对语用能力的制约、教学中的文化教学不足、语用教学缺乏、中国人对留学生的

语用失误容忍度较高等 7个原因，由此提出教师要增强语用教学意识、将语用教学

融入课堂教学、及时发现并纠正学生的语用失误、积极创新探索语用教学新途径；

学生应该充分利用目的语环境和各种视听媒介进行语言和语用知识与能力的学习和

培养，提升自身的汉语交际能力等。

格萨茹拉通过研究发现，蒙古留学生语用失误主要包括称呼语、问候语、道歉

语、致谢于等语用失误等，原因包括母语干扰、社会文化背景知识缺乏、语用知识

匮乏等主观原因，以及课堂教学因素等客观原因，因此，作者提出在教材中应相应

地介绍一些语用文化知识，教师对于常见语用失误应予以强调和说明，教学中应注

意目的语与母语的对比分析等（2011：130-131）。

段领男（2018）以中国学生汉语招呼语的语用情况做参照，运用问卷调查房，

对韩国学生使用汉语称呼式招呼语、汉语问候式招呼语、汉语即景式招呼语、汉语

调侃式招呼语的语用失误情况及原因进行了研究，并从教材编写、教师教学等方面

提出了相应的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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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小结

本章介绍了语用失误定义、分类和中外关于语用失误的相关研究等两类主要内

容。通过文献综述，发现中外有关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研究比较丰富，虽然语用

失误研究始于国外，但是中国的相关研究更加丰富多样，既有概念研究，也有分类

研究、原因分析研究，更有关于中国学生和留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语用失误表现、原

因、对策、建议的实证验证。这些研究为笔者借用前人的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研

究框架等等来研究埃及高校汉语专业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语用失误研究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遗憾的是，虽然关于国别化和区域化的外国汉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语用失

误不少，但尚未发现以埃及汉语学习者等阿拉伯国家的汉语学习者为对象的跨文化

交际语用失误研究，这就为笔者运用迁移研究来丰富此类国别化、区域化研究，填

补研究群体类别空白提供了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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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埃及高校汉语专业高年级学生跨文化交际中的

语用失误调查设计

3.1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通过了解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高年级汉语专业学生在使用汉语进行

日常交际的过程中出现的语用失误问题，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帮助这些学生应对语用失误的方法，提高跟中国人进行交际的效果，同时也为

自己和其他汉语教师以后的课堂教学提供理论基础，提高汉语教学能力，提升汉语

交际方面的教学实践水平，丰富国别化和区域化的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研究。

3.2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汉语专业三、四年级的 121名埃及学生为主要研

究对象，这些学生当前汉语水平大都在 HSK4-5级之间，对汉语语法规则比较了解，

所以在日常交际中他们不会经常出现语法错误。但是他们对中国文化、习俗、风土

人情等了解不是很好，很少跟中国人交谈，所以在交际实践中会出现语用失误。为

了判断埃及学生在不同交际环境中交际反应的正确性，本研究调查了中国西南大学

的 39位中国学生在相同交际环境下的交际反应，以此作为参照。

3.3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是问卷调查，共设计了围绕打招呼、感谢、邀请、称呼和道

别等五种交际情景的 20个题目，其中第 1、6、10、15、18 等 5 个题考察埃及学生

跨文化交际中关于打招呼的语用失误情况；第 2、7、11、16、19等 5个题考察埃及

学生跨文化交际中关于感谢的语用失误情况；第 3、8、12等 3个题考察他们跨文化

交际中关于邀请的语用失误情况；第 4、9、13、17、20等 5个题考察他们跨文化交

际中称呼的语用失误情况；第 5、14 等 2个题考察他们跨文化交际中道别的语用失

误情况（见表 3-3）。问卷全部采用单一选择形式，要求被调查者选出他们认为最符

合跨文化交际中使用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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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埃及学生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调查表

交际情景 题目数量 题号

打招呼 5 1、6、10、15、18

感谢 5 2、7、11、16、19

邀请 3 3、8、12

称呼 5 4、9、13、17、20

道别 2 5、14

本问卷是在参考类似研究的问卷调查基础上，结合笔者自己的认识，经老师同

意后制作出来的。

3.4 数据收集与整理

笔者利用问卷网网站制作了两份内容相同、但表述有些不同的问卷调查表。针

对埃及学生的问卷调查表在说明交际情景时，向埃及学生突出了他们是在与中国人

进行交际，而且为了帮助埃及学生更好理解要求，用的是汉语和阿拉伯语双语版本；

针对中国学生的问卷，主要是询问他们在母语交际情况下的自然反应，没有强调跨

文化交际性，当然使用的版本是中文版。制作出问卷后，笔者通过问卷调查网站，

分别向埃及同胞发送了中阿版本的问卷供他们回答，向中国同学发送了中文版的问

卷调查来了解他们的答案。最后，收到了 121份埃及同学的调查反馈和 39份中国同

学的调查反馈，经核查，全部为有效问卷。收到反馈后，笔者分别对中埃同学的反

馈进行了统计，得到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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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埃及高年级汉语专业学生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

调查结果分析及对策

本章将按照中埃学生打招呼、感谢、邀请、称呼和道别等五种交际情景整体交

际反馈、分类交际反馈和每类交际情况各具体题项交际反馈等三部分，依次进行对

比统计和分析，然后总结以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汉语专业高年级学生（以下简称“埃

及学生”）为代表的埃及学生语用失误的原因，并提出解读问题的对策。

4.1 中埃学生五种交际情景整体交际反馈对比统计结果及简单分析

通过就中埃学生对包含五种交际情景共 20个调查题目进行统计，以中国学生的

交际反馈作为参照，笔者发现，埃及学生跨文化交际的情景反馈与中国学生相差很

大，仅有对第 2、3、6、7、9、10、11、12、10等题项的反馈相差比较接近或很接

近，其它各项的反馈与中国学生的相差较大或很大（结果见表 4-1），说明埃及学生

跨文化交际存在比较严重的语用失误问题。

表 4-1 中埃学生对相同交际情景下的交际反应对照表

题号 学生类别 所选答案 A 所选答案 B 所选答案 C

1
中国学生 3% 15.5% 81.5%

埃及学生 90.91% 1.65% 7.44%

2
中国学生 5% 95% 0%

埃及学生 52.07% 47.93% 0%

3
中国学生 82% 18% 0%

埃及学生 39.67% 53.72% 6.61%

4
中国学生 5.5% 89% 5.5%

埃及学生 23.14% 23.97% 52.89%

5
中国学生 34% 3% 63%

埃及学生 72.73% 12.4% 14.88%

6
中国学生 66% 34% 0%

埃及学生 79.34% 18.18% 2.48%

7
中国学生 21% 5% 74%

埃及学生 73.55% 3.31% 23.14%

8 中国学生 11% 55%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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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学生 57.85% 12.4% 29.75%

9
中国学生 52% 37% 11%

埃及学生 74.38% 23.97% 1.65%

10
中国学生 0% 45% 55%

埃及学生 6.61% 18.18% 75.21%

11
中国学生 13% 66% 21%

埃及学生 13.22% 29.75% 57.02%

12
中国学生 87% 0% 13%

埃及学生 83.47% 10.74% 5.79%

13
中国学生 0% 84% 16%

埃及学生 10.74% 36.36% 52.89%

14
中国学生 0% 0% 100%

埃及学生 46.63% 9.09% 44.28%

15
中国学生 13% 32% 55%

埃及学生 48.84% 22.31% 28.84%

16
中国学生 26% 71% 3%

埃及学生 62.81% 27.27% 9.92%

17
中国学生 16% 84% 0%

埃及学生 48.84% 27.9% 23.97%

18
中国学生 95% 5% 0%

埃及学生 27.27% 69.42% 3.31%

19
中国学生 0% 100% 0%

埃及学生 7.44% 91.74% 0.83%

20
中国学生 5% 21% 74%

埃及学生 61.98% 23.14% 14.88%

4.2 中埃学生五种交际情景的分类交际反馈统计结果及简单分析

4.2.1 招呼类交际情景的反馈统计结果及分析

20个问卷调查题目中，1、6、10、15、18等 5个题是调查招呼类语用交际情况

的。从统计结果来看，仅有第 6、10 等两个题，埃及学生与中国学生的交际反馈比

较相近和相同，其它三个题的交际反馈相差较大或很大（结果见表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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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中埃学生打招呼交际情况下的交际反应对照表

题号 学生类别 所选答案 A 所选答案 B 所选答案 C

1
中国学生 3% 15.5% 81.5%

埃及学生 90.91% 1.65% 7.44%

6
中国学生 66% 34% 0%

埃及学生 79.34% 18.18% 2.48%

10
中国学生 0% 45% 55%

埃及学生 6.61% 18.18% 75.21%

15
中国学生 13% 32% 55%

埃及学生 48.84% 22.31% 28.84%

18
中国学生 95% 5% 0%

埃及学生 27.27% 69.42% 3.31%

4.2.2 感谢类交际情景的反馈统计结果及分析

20个问卷调查题目中，2、7、11、15、19等 5个题是调查感谢类语用交际情况

的。从统计结果来看，有第 2、11、19等三个题，埃及学生与中国学生的交际反馈

表面和实质比较相近和相同，此外，第 7题表面上相差大，而实质内容相同。其它

二个题的交际反馈相差较大或很大（结果见表 4-2-2）。

表 4-2-2 中埃学生感谢交际情况下的交际反应对照表

题号 学生类别 所选答案 A 所选答案 B 所选答案 C

2
中国学生 5% 95% 0%

埃及学生 52.07% 47.93% 0%

7
中国学生 21% 5% 74%

埃及学生 73.55% 3.31% 23.14%

11
中国学生 13% 66% 21%

埃及学生 13.22% 29.75% 57.02%

16
中国学生 26% 71% 3%

埃及学生 62.81% 27.27% 9.92%

19
中国学生 0% 100% 0%

埃及学生 7.44% 91.74%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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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邀请类交际情况下的反馈结果统计及简单分析

20个问卷调查题目中，3、8、12等 3个题是调查邀请类语用交际情况的。从统

计结果来看，表面上看来仅有第 12题，埃及学生与中国学生的交际反馈相差不大，

但本质上关于第 3题，埃中学生的反馈其实是相近的（见后面具体题目分析），所以

只有第 8题的交际反馈相差较大或很大（结果见表 4-2-3）。

表 4-2-3 中埃学生邀请交际情况下的交际反应对照表

题号 学生类别 所选答案 A 所选答案 B 所选答案 C

3
中国学生 82% 18% 0%

埃及学生 39.67% 53.72% 6.61%

8
中国学生 11% 55% 34%

埃及学生 57.85% 12.4% 29.75%

12
中国学生 87% 0% 13%

埃及学生 83.47% 10.74% 5.79%

4.2.4 称呼类交际情况下的反馈统计结果和简单分析

20个问卷调查题目中，4、9、13、17、20等 5个题是调查称呼类语用交际情况

的。从统计结果来看，仅有第 9题，埃及学生与中国学生的交际反馈比较相近，其

它四个题的交际反馈相差较大或很大（结果见表 4-2-4）。

表 4-2-4 中埃学生称呼交际情况下的交际反应对照表

题号 学生类别 所选答案 A 所选答案 B 所选答案 C

4
中国学生 5.5% 89% 5.5%

埃及学生 23.14% 23.97% 52.89%

9
中国学生 52% 37% 11%

埃及学生 74.38% 23.97% 1.65%

13
中国学生 0% 84% 16%

埃及学生 10.74% 36.36% 52.89%

17
中国学生 16% 84% 0%

埃及学生 48.84% 27.9% 23.97%

20
中国学生 5% 21% 74%

埃及学生 61.98% 23.14% 1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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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道别类交际情况下的反馈统计结果及简单分析

20个问卷调查题目中，仅有 5、14等 2个题是调查道别类语用交际情况的。从

统计结果来看，埃及学生与中国学生此类交际反馈相差较大或很大（结果见表 4-2-5）。

表 4-2-5 中埃学生道别交际情况下的交际反应对照表

题号 学生类别 所选答案 A 所选答案 B 所选答案 C

5
中国学生 34% 3% 63%

埃及学生 72.73% 12.4% 14.88%

14
中国学生 0% 0% 100%

埃及学生 46.63% 9.09% 44.28%

4.3 各类交际情况具体题项交际反馈统计结果及分析

本来制作了分别针对埃及同学和中国同学的两套调查问卷，这两套问卷实质内

容相同，但形式有所不同，因为要提醒埃及同学是在与中国而不是与自己同胞进行

跨文化交际，所以对埃及学生的问卷里进行了明确表示，而对中国学生的问卷只是

了解他们在母语环境下对各类交际情景的反应，不存在跨文化交际。但为了对比统

计找出埃及学生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本部分笔者将两套问卷的题目进行整合：凡

是题目中加了括号及内容的，表示是对埃及学生的调查，对中国学生的调查题目没

有括号及内容。

 打招呼

关于打招呼是 1、6、10、15和 18题。

题项 1：你看见你的（中国）朋友小虎在打球,你怎么跟他打招呼？

A.小虎，你好！ B.小虎 C.小虎，打球呢！

学生类别 A B C

埃及学生 90.91% 1.65% 7.44%

中国学生 3% 15.5% 81.5%

在中国，人们看到熟悉的人正在做某个事情时，通常用应景描述方式来打招呼

或问候，如“xxx，吃饭呢/看书呢/散步呢（？）”等等，这样显得亲密，而很少用“xxx，

你好”等，因为“你好”主要用来向陌生人或不太熟悉的人打招呼。所以本题的理

想答案为 C（小虎，打球呢！）。但是在埃及，不管关系亲疏，人们打招呼的典型方

式是说“你好”或“你们好”，当然也可能会用“最近怎么样？”等方式。根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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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绝大部分埃及学生选择了 A（小虎，你好），这说明埃及学生对中国人会因关

系亲疏等不同而用不同的方式打招呼不了解，所以套用自己母语中打招呼的方式来

同中国人，尤其是同辈的中国人进行招呼的交际，从而产生语用失误。

题项 6：你和你的（中国）老师李光辉平时关系要好, 开学的第一天你在一次讲座上

遇到了他,你会怎么和他打招呼？

A.李老师,您好 B.李教授,好久不见 C.光辉,好巧在这儿碰到你

学生类别 A B C

埃及学生 79.34% 18.18% 2.48%

中国学生 66% 34%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所倡导和践行的传统美德，哪怕老师与你有很好私交，在

公共场合，都必须称“（xxx）老师（，您）好”，在正式场合还得用“xx 教授（，您）

好”。所以，本题的理想答案是 A（李老师，您好），B也可以，但不如 A好，因为

两人间本身有不错的私交，用 B就显得太过正式，有点假了，当然更不是 C，因为

显得很不礼貌。在埃及，不管关系亲疏、地位高低，“你/您好”是埃及人典型的打

招呼方式，对老师也是这样。根据统计结果，大部分埃及学生选择了 A，说明埃及

学生在这类情况所犯的语用失误较少。

题项 10：下午六点,你在办公室门口看到你的（中国）老师和另一位老师准备出去,

你会怎样和她打招呼?

A.老师,天气很好呀? B.老师,你们出去吗？ C.老师好

学生类别 A B C

埃及学生 6.61% 18.18% 75.21%

中国学生 0% 45% 55%

如前所述，尊师重教是中国的传统美德，遇到老师要打招呼，以表示尊重和礼

貌。以前，中国人以应景描述的方式打招呼，如看到老师要下班了，用“老师，下

班啦？”；但是随着社会变化发展，越来越多人用“老师好”等之类的简单方式来向

老师打招呼。所以这个题的首选答案是 C（老师好），B次之，但不会用评价天气的

方式来跟老师打招呼。而在埃及，无论是在正式还是非正式场合，埃及人遇到老师，

都会说“xxx 老师好”根据统计结果，75.21%的埃及学生选择了 C（老师好），说明

埃及学生的此类语用失误较少，主要是埃中两国在向老师打招呼的文化习俗有很高

的一致性，从而促进了其相关汉语语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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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项 15：如果你是商店售货员,你应该怎样向（中国）顾客打招呼?

A.你好! B.请问买什么吗? C.欢迎光临

学生类别 A B C

埃及学生 48.84% 22.31% 28.84%

中国学生 13% 32% 55%

在中国，陌生人之间打招呼，常用“你/您好”；销售员和顾客虽然也是属于比

较陌生的关系，但是因为销售员的工作就是为顾客服务，应主动打招呼，所以，销

售员对顾客通常使用 C（欢迎光临）或“你好，欢迎光临”等，然后再说“我能帮

你点什么吗/请问打算买点什么”等之类的，以显服务的热情贴心。所以，相比本题

的理想答案为 C，如果是“A+C+B”就最好了。但我们已经说了，在埃及，不管什

么关系，人们打招呼通常用“你/您好”之类的。根据统计结果，近一半（48.84%）

的埃及学生选择了 A（你好!），这说明不少埃及学生还是在套用阿拉伯语打招呼的习

惯与顾客这类陌生人打招呼，从而出现了语用失误，当然这种语用失误的严重性不

如其它的严重哈。

题项 18：你准备去图书馆的时候,看到你的（中国）朋友,他问:“去哪儿啊?”你认

为

A.他在跟你打招呼 B.他想知道你要去哪里 C.他想打听你的隐私

学生类别 A B C

埃及学生 27.27% 69.42% 3.31%

中国学生 95% 5% 0%

在中国，人们习惯于用“去哪儿？”“吃了吗？”等来打招呼或表示关心或问候，以

维持好双方的关系，并非真正问别人去什么地方或吃法没，更无打探别人私事之意，

所以本题的理想答案为 A（他在跟你打招呼）。由于很多埃及学生不知道中国人的这

种习惯，误把“去哪儿？”“吃了吗？”等用于招呼、问候、关心之意的话视为侵犯

其隐私，所以分别有 69.42%和 3.31%的埃及学生选择了第 18题的答案 B（他想知道

你去哪里）和 C（他想打听你的隐私）。埃及学生的这类语用失误是埃中文化差异导

致的。

 感谢

关于感谢的有第 2、7、11、16和 19等 5个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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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2：由于你（在中国期间）生活学习表现很好,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你在

领奖时会怎么说？

A.非常感谢 B.谢谢各位老师和同学的帮助,我会继续努力的 C.我很努力，所

以这个奖项应该属于我

学生类别 A B C

埃及学生 52.07% 47.93% 0%

中国学生 5% 95% 0%

在中国，当人们获得奖励、取得成功时，都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谢所有帮

助关心支持过的人，同时表示将不辜负期望，继续努力前行，因为感恩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是人最基本的品行，不知道感恩的民族是无法立足于世界之林，身怀

感恩才更懂得尊重。所以，这个题目的理想答案为 B。但是在埃及，对于获奖之类

感言，人们通常只感谢给他们这个奖的人，以此来表示感谢你给了我这个奖，而且

一般不会表达将来的计划和打算。根据统计结果，52.07%的埃及学生选择了 A(非常

感谢)，其它 47.93%的埃及学生跟中国学生一样，选择了 B，这说明有一半以上的埃

及学生套用自己母语文化中的方式进行感谢，从而出现了语用失误的现象，而另外

有近一半的埃及学生大概已经熟悉了中国的文化，知道了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而且感恩对他获得奖励或成功的人，这是好现象。

题项 7：你（用汉语）写了篇作文，请你的（中国）朋友帮你修改，他很快就改好了，

这时你会怎样向他表示你的感谢？

A.谢谢，真是麻烦你了 B.改得好快啊 C.改得真好,谢谢你,真是辛苦你了

学生类别 A B C

埃及学生 73.55% 3.31% 23.14%

中国学生 21% 5% 74%

在中国，当别人帮助了你，感谢是必然的，这与埃及相同。就题目的情景，A

和 C两个答案都是可以的，而且绝大部分埃中学生不是选择的 A，就是选择的 C。

理论上来说绝大部分埃及同学没有犯语用失误，只不过他们不知道答案 C不仅包含

了答案 A的感激之意，同时还表达对帮助修改论文的人对论文修改质量的赞美，帮

忙的人听了会感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得到了他人的高度肯定，即使有付出、有辛苦，

也高兴也值。所以 C更为贴切有效。所以，埃及学生还需根据情况，学习如何进一

步提升自己有关表达感谢的更为贴切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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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11：有（一位中国）人夸你说“你很漂亮”。你会怎么回应？

A.哪里漂亮啊 B.谢谢你 C.谢谢你,你比我漂亮得多

学生类别 A B C

埃及学生 13.22% 29.75% 57.02%

中国学生 13% 66% 21%

在中国，关于对别人赞美的感谢，原来人们常常基于谦虚原则来从形式上予以

否定，后来逐步变成了得体地接受别人的赞美从而使双方受益，现在又衍生出在得

体接受的基础之上，根据情况不失时机地对赞美方也进行回赞，获得双“赢”效果。

在埃及，人们在感谢别人赞美的同时，更习惯于择机回赞对方。根据对比统计埃中

学生上题选择可以看出，对夸奖的感谢，埃中差异不大，而且还有部分埃及学生学

会了中国人以前面对夸奖、赞美时所遵循的自谦原则。

题目 16：你的（中国）朋友帮你搬家，你会怎么感谢他呢？

A麻烦你了，谢谢你 B麻烦你了,我请你吃饭 C你真是我的好朋友

学生类别 A B C

埃及学生 62.81% 27.27% 9.92%

中国学生 26% 71% 3%

在中国，对于别人的帮助，不仅要表达感谢，而且还有不少人会通过某种有效

（真的）或无效（出于礼貌）方式强化感谢。所以，理想答案是 B（麻烦你了，我

请你吃饭），答案 A次之。在埃及的习俗中，如果你帮助他人搬家，他们或当场用语

言表达感谢，或他们会给你做吃的，放在你面前，然后请你吃；如果他们说为了表

示感谢要邀请你吃一顿，这很可能是客气说话。根据统计结果，与大部分（71%）的

中国学生选择 B（麻烦你了,我必须请你吃饭）有所不同，大部分（62.81%）的埃及

学生选择了 A（麻烦你了，谢谢你）。虽然埃及学生的答案并无不可，但是他们的答

案还是基于自身文化习俗，对中国人通过某种有效（真的）或无效（出于礼貌）方

式强化感谢的文化习俗不了解，因而出现了与中国人不太一致的语用差异。

题项 19：如果你的（中国）朋友告诉你:“明天降温,多穿点衣服,别感冒了。”你会说：

A. 我自己知道看天气预报,不用你提醒 B.谢谢你关心我 C.不要拿我当不懂事

的小孩子

学生类别 A B C

埃及学生 7.44% 91.74% 0.83%

中国学生 0%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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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中文化中，人们都会对别人出于关心而提出的建议表达感谢之情。根据统计，

对他人出于关心而提出的建议，绝大部分学生都是选择的 B（谢谢你关心我），而不

像西方文化中因所谓的个人主义那样而“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正是因为埃中文

化中的这个相同点，所以埃及同学在这个方面出现什么语用失误。

 邀请

问卷中的第 3、8和 12题是关于日常交际中邀请语用的调查。

题项 3：你去拜访你的（中国）朋友王丽,在你打算离开时,她对你说“如果不嫌弃的

话,就在我这里吃完晚饭再走吧!”你会如何回答？

A.下次吧!以后有机会还会再来的,今天还有其他事情 B.改天吧，今天还有其他事

情 C.算了吧

学生类别 A B C

埃及学生 39.67% 53.72% 6.61%

中国学生 82% 18% 0%

关于道别前，尤其是朋友间道别前的邀请，在中国一般情况下是出于礼貌的无

效邀请，并非真正邀请。对于此类邀请，中国人通常会以有事为借口予以婉拒，这

样既保全了邀请人的面子，也不至于造成明知是礼貌邀请但却答应所带来的尴尬，

当然中国人通常更不会以直接拒绝的方式来伤对方面子、破坏双方友谊。即使面对

真心的邀请，中国人也会再三推迟来表达客气。这一点，埃及人与中国人相识度很

高。根据统计结果，仅有少部分埃及学生选择了造成语用失误的直接拒绝 C.（算了

吧）。

题项 8：你的（中国）朋友极力邀请你一起去吃火锅,但是你不太喜欢吃火锅,你会怎

么做？

A.虽然不喜欢,但还是一起去 B.直接拒绝,我不喜欢吃为什么还邀请 C.找借口,

以身体不舒服为由拒绝

学生类别 A B C

埃及学生 57.85% 12.4% 29.75%

中国学生 11% 55% 34%

对于同辈、伙伴的邀请，尤其是出自真诚，虽是自己不喜欢的邀请，中国人通

常是采取婉拒的方式，来保全邀请方的面子，同时避免自己的尴尬，而不会采用伤

和气和损面子的直接拒绝方式来回应。在埃及，人们通常不会直言自己不喜欢某种

事物，所以面对真诚邀请，哪怕自己不喜欢也会出于礼貌而接受邀请，当然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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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借口婉拒。所以，关于对这类邀请的反馈，埃中应该具有相似性。但让人奇怪的

是，根据统计结果，一半多的中国学生竟然选择了 B（直接拒绝），仅有近一半的或

选择哪怕不喜欢出于礼貌和给对方面子而接受，或找借口婉拒；大部分埃及学生或

选择哪怕不喜欢出于礼貌和给对方面子而接受，或找借口婉拒。埃及学生是否犯了

语用失误，笔者不知道了。可能是如今的中国青年变得更加敢于表达自己想法吧。

题目 12：你觉得应该怎样邀请你的（中国）老师周末和你一起去爬山?

A.王老师,您周末有空的话，我们邀请你一起去爬山 B.王老师,我们要求你周末一

起去爬山 C.王老师,我们邀请你周末一起去爬山

学生类别 A B C

埃及学生 83.47% 10.74% 5.79%

中国学生 87% 0% 13%

在埃及和中国文化中，人们都非常尊重老师，与老师的交流通常都很礼貌、正

式，而且邀请他人参加什么活动，尤其是邀请老师、长辈等时，通常先问是否有空，

以免出现邀请与老师、长辈的安排或意愿冲突的尴尬局面。关于邀请老师周末爬山

的邀请方式统计结果为，83.47%的埃及学生和 87%的中国学生都选择了有礼貌的、

意见征询的方式 A(王老师,您周末有空的话，我们邀请你一起去爬山) ，这说明埃及

学生在此方面出现的语用失误较少。

 称呼

问卷中的第 4、9、13、17和 20题是关于日常交际中称呼语用的调查。

题项 4：在路上你看见你的（中国）同学王兰丽，你怎么称呼她？

A.王兰丽 B.兰丽 C.王兰丽同学

学生类别 A B C

埃及学生 23.14% 23.97% 52.89%

中国学生 5.5% 89% 5.5%

在中国，用“姓名”和“姓名+身份/头衔”通常是称呼不太熟悉和关系一般的

人，但是熟人、朋友，尤其是同辈的熟人、朋友之间，人们常常用其名来称呼，显

得亲近、密切、自然；用“姓名”来称呼同学，一般是点名情况下可以，用“姓名+身

份”来称呼同学，会显得很生硬、生疏，是故意在疏远关系。所以，本题的理想答案

是 B（兰丽）。在埃及文化中，你必须非常小心地称呼对方，如果对方虽是你的同辈

人，但不是你的好朋友，你不能越界直呼其名字或用昵称进行称呼，须用“姓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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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头衔”的方式打招呼。根据统计结果，分别有 23.14%和 52.89%的埃及学生选择

A（王兰丽）和 C（王兰丽同学），这说明埃及学生在受其自己文化习俗的影响，在

套用自己语言中的称呼方式来与中国人打交道，因此埃及同学在如何称呼同学等同

辈人方面存在明显语用失误。

题项 9：下课以后，你去问你的（中国）老师一个问题，你怎么称呼他？

A老师 B刘老师 C刘 教授

学生类别 A B C

埃及学生 74.38% 23.97% 1.65%

中国学生 52% 37% 11%

在埃中两国文化里，都有爱师、尊师传统。在非正式场合，学生用“老师”来

称呼，表达对老师的亲近之情；在公开场合，用“姓+老师”，尤其是“姓+职称”，

表达对老师的尊重、敬重之情。根据统计结果，74.38%的埃及学生和 55%的中国学

生选择了 A（老师）；23.97%的埃及学生和 37%的中国学生选择了 B（刘老师），这

说明，埃中学生对老师的称呼方面整体相近，埃及学生在跨文化交际时在称呼老师

方面基本上没有语用失误。

题项 13：你（在中国）向一位五六十岁左右的男性问路，你应该怎么称呼他？

A.大哥 B.叔叔 C.爷爷

学生类别 A B C

埃及学生 10.74% 36.36% 52.89%

中国学生 0% 84% 16%

在埃中文化里，人们都非常注意长幼有序、尊重长辈。只不过，在埃及，人们

更多地用“爷爷”“奶奶”来称呼比他们打得比较多的长辈，尤其是陌生长辈；在中

国，人们以前也是这样，现在只不过因为年龄大的人希望被别人认为老了，越来越

多人称呼年长者的时候更倾向将其叫得年轻些。所以，本题的理想答案是 B（叔叔）。

根据统计结果，一半以上（52.89%）的埃及学生选择了 C（爷爷），这说明埃及学生

对中国文化里对不同年龄人的称呼及其变化趋势方面了解不够，造成了交际中的语

用失误。

题项 17：你二十岁，你见到了你的（中国）老师和他的五六岁小孩儿，老师会让小

孩叫你：

A叔叔 B 哥哥 C直接叫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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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埃及学生 48.84% 27.9% 23.97%

中国学生 16% 84% 0%

在中国，过去和现在人们非常注重长幼有序，但是越来越多中国人似乎在淡化

不太大的年龄差距，以表达亲近、拉进距离。所以，本题的理想答案为 B。在埃及，

人们通常用一种表明年龄差异的方式来称呼对方，以表示长幼有序。根据统计结果，

近一半（48.84%）的埃及学生选择了 A（叔叔），还有 23.97%的埃及学生选择了通

常点名时候才会使用的直呼其名，说明埃及学生对中国文化里对不同年龄人的称呼

及其变化趋势方面了解不够，造成了交际中的语用失误。

题项 20：你迷路了你要向一个二十多岁的（中国）女生问路，你怎么称呼她？

A小姐 B美女 C小姐姐

A B C

埃及学生 61.98% 23.14% 14.88%

中国学生 5% 21% 74%

对于同龄，甚至包括比自己小一点陌生女性，中国人通常用“美女”来称呼，

而最近年轻一代则用“小姐姐”来称呼，以前中国人还用“小姐”来称呼，但有段

时间因其被赋予了特定的不好的含义，现在几乎没有中国人使用这种称呼了。所以

本题理想答案为 C（小姐姐），其次是 B（美女）。而在埃及人，人们对于同龄和比自

己大些的陌生女性，通常用“小姐”来称呼，而且该称呼没有中国人的某种特定不

好含义。根据统计，一半以上（61.98%）的埃及学生选择了 A（小姐）。，说明埃及

学生对中国关于此类女性称呼及其变化不甚了解，套用自己文化中的方式进行称呼，

从而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语用失误。

 道别

第 5和 14题是关于日常交际中道别语用的调查。

题项 5：你的（中国）朋友们去旅行之前，你怎么和他们道别？

A一路平安 B下周见 C好好玩儿

A B C

埃及学生 72.73% 12.4% 14.88%

中国学生 34% 3% 63%

在中国人看来，平时工作学习压力大，难得出去旅游，既然去旅游，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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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放松地玩，玩高兴；其次，就是要注意安全。所以，本题的理想答案为 C（好

好玩儿），其次才是 A（一路平安）。不过在埃及人看来，旅游最重要的是安全，因

为埃及的旅行事故非常普遍，而且阿拉伯语中有一个句子的意思与“一路平安”相

同，也用于与“一路平安”相同的场合。根据统计结果，与更多中国学生选择 C不

同的是，72.73%的埃及同学选择了 A（一路平安）这个道别语，本身答案没有问题，

但是可以看出埃及学生不了解埃中两国人民对旅行关注的重点查差，说明埃及学生

实在用自己的母语思维方式来进行判断和交际，从而出现了语用失误。

题项 14：你的（中国）朋友刘莉邀请你到她家做客。你出去之前给她的父母道别时，

你怎样和他们道别?

A.再见 B.爸妈,再见 C.叔叔、阿姨,再见

A B C

埃及学生 46.63% 9.09% 44.28%

中国学生 0% 0% 100%

中国讲究长幼有序、亲疏有别，同时也经常用称呼亲属的称呼来称呼非亲属，

如称呼自己父母辈的长辈为“叔叔、阿姨”等，以拉进距离，增加亲近感。所以，

此题的理想答案是 C（叔叔、阿姨，再见）。但是在埃及，人们现在通常简单地用“再

见”来和他人道别，过去也用诸如“叔叔、阿姨，再见”之类的来跟父母辈的长辈

道别，以示尊敬，只不过随着社会的改变和发展，现在有些埃及母亲不喜欢被别人

称为阿姨，认为被叫老了，所以为了避免引起这些母亲的不快，埃及人觉得用“再

见”来道别是最安全的。根据统计结果，46.28%的埃及学生选择了 A（再见），说明

有近一半的埃及学生在用母语思维，套用自己的文化习惯来进行跨文化交际的与长

辈道别，有明显的语用失误。

4.4 埃及高校汉语专业高年级学生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及原因总结

4.4.1 语用失误情况总结

根据上节以对比方式对埃及学生在打招呼、感谢、邀请、称呼和道别等五种交

际情景的反馈统计结果及简单分析，可以发现：整体上，埃及学生有关打招呼、称

呼、道别的语用失误比较明显，有关感谢和邀请的语用失误比较少，主要是因为在

中文里，针对不同年龄、身份、关系、地位等的人所使用的招呼、称呼、道别语有

很大的不同，变化多样，到底用什么语言进行交际，须视情况而定；而在阿拉伯语

里，针对不同年龄、身份、关系、地位等的人所使用的招呼、称呼、道别语相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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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大，变化比较小。具体来说，埃及学生关于同辈熟人之间、售货员与顾客之间的

招呼语和熟人之间问候式招呼语的语用失误比较多，而同包括老师在内的长辈打招

呼的语用失误不太明显；关于对他人给予帮助的感谢语、获奖或成功的感谢语语用

失误比较多，关于对他人赞美夸奖的感谢语和对他人出于关心所提出的建议的感谢

语语用失误不太明显；关于邀请的语用失误整体来说比较少；关于对不同年龄人称

呼和陌生女性称呼的语用失误比较多，但对老师的称呼语语用失误不太明显；与长

辈道别和与即将远行的朋友道别语用失误比较多。

4.4.2 语用失误原因总结

经过分析，导致埃及学生产生如此多语用失误的主要原因有文化差异、价值观

差异、母语负迁移（表现为套用和思维套路）。

关于文化差异：埃及和中国都是东方文明古国，有优秀的文化传统，两种文化

有共性，如尊师重教、心怀感恩等，这就是为什么埃及学生在跟老师打招呼、称呼

老师、邀请老师参加活动，感谢他人的帮助和夸奖赞美时，出现的跨文化交际语用

失误较少的缘故。当两种文化也有不同，正是两种文化差异，导致了埃及学生在跨

文化交际时，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失误，典型的有题目 18：“你准备去图书馆的时

候，看到你中国朋友，他问你去哪儿。你认为 A）他在跟你打招呼，B）他想知道你

要去哪里，C)他想打听你的隐私”。对此，有多达 69.42%的埃及学生选择了 B，还有

3.31%埃及学生选择了 C。之所以有那么多埃及学生选择了 B和 C，是因为在埃及，

人们认为自己去做什么事情是自己的事，不喜欢别人打听，更不喜欢别人干涉；而

在中国，此类招呼是问候式的，不是真的询问对方去什么地方。埃及学生不知中国

的这个习惯，所以他们出现这个因文化差异导致的语用失误。再如题目 2“由于你在

中国期间学习生活表现很好，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你在领奖时，会说 A)非常感

谢，B)谢谢各位老师和同学的帮助，我会继续努力的，C)我很努力，所以这个奖应

该属于我”，有一半多（52.07%）的埃及学生选择了 A）。虽然感恩是埃中两国文化

的传统，但是，埃及学生不知道中国的感恩，是要感恩所有关心、帮助、支持的人，

而非像自己文化里那样只是感谢颁奖者，所以这种文化差异导致他们的语用失误。

关于价值观念差异：文化差异下，一定有价值观差异。不同价值观，导致不同

的交际方式。例如题目 5：“你的中国朋友去旅行前，你怎么跟他们道别？A)一路平

安，B)下周见，C)好好玩儿”。对此，有 72.73%的埃及学生选择了 A)。本来选择 A

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中国人看来，去旅行的最大关注点是玩得高兴，因为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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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都很忙，难得放松。其次关注的焦点才是平安。这一例子说两国的价值观是有

差异的。

（文化差异和）母语负迁移导致错误套用母语表达方式：不同的语言都不同的

表达方式。当一个人去学习和运用另外一门语言的时候，其母语表达习惯一定会对

他学习和运用外语造成迁移。当表达习惯一致或相似的时候，会促进其外语学习；

不一样的时候就产生负迁移。阿拉伯语和汉语是两种不同语言，所以埃及学生学习

运用汉语时，既有尊师重教、心怀感恩等的相同或类似表达方式，所以埃及学生在

用汉语表达尊敬老师和感谢之情，语用失误很少，又有表达习惯不同造成语用失误。

典型例子有题目 4：“在路上看见你的中国同学王兰丽，你怎么称呼她？A）王兰丽，

B)兰丽，C)王兰丽同学”。对此，有 23.14%的埃及学生选择了点名式的 A，更有 52.89%

的埃及同学选择了他们自己常用的，但是在中国文化里显得非常生硬、疏远关系的 C。

再如题目 15：“如果你是商店售货员，你应该怎么向中顾客打招呼？A)你好，B)请问

买点什么？C)欢迎光临”，对于此题目，将近一半（48.84%）的埃及学生选了不管亲

疏、身份等关系都用表达方式 A。套用母语表达方式来进行汉语表达在此表现得淋

漓尽致。

思维方式差异：套用母语表达方式来进行汉语表达，其实也是因为自己的思维

方式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同。如题目 1：“你看见你的中国朋友小虎在打球，你怎

么称呼他？A)小虎，你好，B)小虎，C)小虎，打球呢”。对于此题目，绝大部分（90.91%）

埃及学生选择了他们自己通用的表达方式 A——小虎，你好！

4.5 埃及高校汉语专业高年级学生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解决对策

跨文化交际的语用失误既有学生自己的问题，也与老师的教学有关，所以老师

和学生应该共同努力，以减少学生在跨文化语用失误中所犯的错误。因此，本文从

教师和学生的角度提出以下解决对策：

4.5.1 从教师角度

教授汉语的埃及教师首先应该意识到汉语教学的目的不仅是教授学生正确的汉

语语言知识和培养学生听说读写技能，更是要培养学生用所学汉语语言知识进行得

体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即良好的语用能力。而要培养学生良好的语用能力，就必须

让学生学习了解语言形式的社会文化意义和它在不同交际场合的价值。换句话说，

就是要让学生了解语言背后隐含的文化元素及正确运用。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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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要将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进行有机结合，要注意用对比的方法帮助学生加强对埃

中文化差异的认知与理解。具体方法如：1）以某个汉语知识点为契机，引出对有关

中国文化、习俗的介绍讲授，并以相同交际场合对比讲授埃中思维、表达方式的异

同；2）多给埃及学生设置中国式的日常生活工作交际场景，告诉他们中国人的交际

方式及背后的原因，然后让他们进行类似情景交际互动，以加深和巩固理解；3）鼓

励埃及学生或在现实生活中，或通过网络，与中国人多接触、多交流，不断通过尝

试—失败—反思—再尝试的方式来不断提升自己的语用能力；4）挑选中国文化味比

较浓的中文书籍、中国电影、中国电视剧，让埃及学生阅读、观看，增强他们对中

国文化的感知和印象，潜移默化地提升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熟悉度等。

4.5.2 从学生角度

学习汉语的埃及学生也应该不断认识到，汉语学习的主要目的是掌握该语言并

用于与中国人进行交流，因此掌握汉语不仅在于学习了解汉语词汇和语法等规则，

还在于更要不断学习汉语背后的中国文化、习俗、思维、表达，切忌套用自己的文

化传统、习俗、思维、表达等进行汉语交际，要注意反思埃中文化、思维、价值观

等异同，在老师的推荐指导下，多看一些中国电影、电视、书籍、新闻，多了解中

国节日的由来、变化，多与中国人在现实和虚拟的交际实践中锻炼自己的汉语语用

能力，如有机会，最好能到中国亲身体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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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政府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努力，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学习汉语。埃及和中国虽然是东方古国，但文化不同，这些不同的文化带来了不

同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导致了跨文化语用失误。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方式，以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汉语专业高年级学生为代表，

分析总结了埃及学生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及其原因，并在此基础上，从老师和

学生两个角度，提出了解决对策，从而丰富了关于留学生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国

别化、区域化研究。

当然，本文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主要如下：

首先是本文只是以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汉语专业高年级学生为个案研究对象，

研究结果不能代表所有埃及高校汉语专业高年级学生的情况，今后要扩大研究对象，

使研究更全面。其次，因为时间有限和笔者的能力有限，加上疫情缘故，研究方式

比较单一，没有采用访谈的方式来了解埃及学生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背后的原因，

所以对于语用失误的原因分析，虽然笔者尽力客观，但是还是有不少的主观性，今

后做研究，一定要注意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研究的深入客观性。最后是笔者的学术

素养和表达能力不够，最终是在导师不厌其烦地从论文选题、材料收集，到论文结

构、语言表达，甚至是标点符号、文献罗列，给予了反复的修改和打磨后，才成目

前结果。所以，笔者一定要不断学习，提升科研和表达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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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埃及高校汉语专业高年级学生跨文化

交际语用失误调查

亲爱的埃及同学，大家好！

我叫梅雅，你们的埃及同胞。本科在艾因夏姆斯大学学了四年中文，现在中国

西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过去的汉语学习过程中，我发现埃及同学在用汉语进行

交际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失误，导致交际不成功，哪怕是学习汉语的埃及高年级

大学生也是这样。原因既在于埃及同学语言知识储备不够、表达能力不足，更在于

用汉语进行恰当交际的能力存在问题。

为帮助大家提高汉语的交际能力，减少交际失误，达到有效交际，我致力于研

究埃及高校汉语专业高年级学生跨文化交际中的汉语语用失误。汉语语用失误是指

交流中所传达、接收的言语信息的不合理表达和错误理解，主要原因是不同文化背

景下的语言表达方式、表达习惯等不同。为了得到更加准确的调查报告，请大家能

如实回答以下问题。本调查仅供研究研究使用，不会对大家有任何的负面影响，也

不会有信息泄露情况。谢谢大家的支持与配合！

1.你看见你的中国朋友小虎在打球,你怎么跟他打招呼？

A.小虎，你好！

B.小虎

C.小虎，打球呢！

2.由于你在中国期间生活学习表现很好,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你在领奖时会怎么

说？

A.非常感谢

B.谢谢各位老师和同学的帮助,我会继续努力的

C.我很努力，所以这个奖项应该属于我

3.你去拜访你的中国朋友王丽,在你打算离开时,她对你说“如果不嫌弃的话,就在我

这里吃完晚饭再走吧!”你会如何回答？

A.下次吧!以后有机会还会再来的,今天还有其他事情

B.改天吧，今天还有其他事情

C.算了吧

4.在路上你看见你的中国同学王兰丽你怎么称呼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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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王兰丽

B.兰丽

C.王兰丽同学

5.你的中国要去旅行，你给他送行。离别前，你怎么和他道别？

A..一路平安

B.回见

C.好好玩儿

6.你和你的中国老师李光辉平时关系要好, 开学的第一天你在一次讲座上遇到了他,

你会怎么和他打招呼？

A.李老师,您好

B.李教授,好久不见

C.光辉,好巧到在这儿碰到你

7.你用汉语写了篇作文，请你的中国朋友帮你修改，他很快就改好了，这时你会怎

样向他表示你的感谢？

A.谢谢，真是麻烦你了

B.改得好快啊

C.改得真好,谢谢你,真是辛苦你了

8.你的中国朋友极力邀请你一起去吃火锅,但是你不太喜欢吃火锅,你会怎么做？

A.虽然不喜欢,但还是一起去

B.直接拒绝,我不喜欢吃为什么还要接受邀请

C.找借口,以身体不舒服为由拒绝

9.下课以后，你去问你中国老师刘老师一个问题，你怎么称呼他？

A.老师

B.刘老师

C.刘教授

10.你看到你的老师准备离开她办公室,你会怎样和她打招呼?

A.老师,天气很好呀?

B.老师,出去吗？

C.老师好

11.你的中国朋友夸你说“你很漂亮”。你会怎么回应？

A.哪里漂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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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谢谢你

C.谢谢你,你比我漂亮得多

12.你觉得应该怎样邀请你的中国老师周末和你一起去爬山?

A.王老师,您周末有空的话，我们邀请你一起去爬山

B.王老师,我们要求你周末一起去爬山

C.王老师,我们邀请你周末一起去爬山

13.你在中国向一位五六十岁左右的男性问路，你应该怎么称呼他？

A.大哥

B.叔叔

C.爷爷

14.你的中国朋友刘莉邀请你到她家做客。你离开她家前怎样向她父母道别你?

A.再见

B.爸妈,再见

C.叔叔、阿姨,再见

15.如果你是商店售货员,你应该怎样向中国顾客打招呼?

A.你好!

B.请问要买什么?

C.欢迎光临

16.你的中国朋友帮你搬家，你会怎么感谢他呢？

A.麻烦你了，谢谢你

B.麻烦你了,我请你吃饭

C.你真是我的好朋友

17.你二十岁，你见到你的中国老师和他的五六岁小孩儿，老师会让小孩叫你：

A.叔叔

B.哥哥

C.直接叫你的名字

18.你准备去图书馆的时候，碰到你的中国朋友，他问：“去哪儿啊?”你认为

A.他在跟你打招呼

B.他想知道你要去哪里

C.他想打听你的隐私

19.如果你的中国朋友告诉你：“明天降温,多穿点衣服,别感冒了。”你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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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我自己知道看天气预报，不用你提醒

B.谢谢你关心我

C.不要拿我当不懂事的小孩子

20.你迷路了，你要向一个二十多岁（同龄的）中国女生问路，你怎么称呼她？

A.小姐

B.美女

C.小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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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学生母语交际环境下的交际反应调查

亲爱的中国同学，你好！

我叫梅雅，来自埃及，现在贵国西南大学攻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拟做关

于埃及高校汉语专业高年级学生跨文化汉语语用交际情况调查，帮助他们发现问题，

提出解决方案，提升他们的跨文化汉语语用交际能力。

而您在以下交际情况下的反馈是我评判埃及同学在类似情况下汉语语用交际是

否正确的标尺，所以我十分需要您的支持与参与。

本调查系匿名调查，调查结果仅供研究使用，不会对您有任何负面影响。请按

照平时的真实交流情况进行选择作答。期待并感谢您的支持与参与！

1.你看见你的朋友小虎在打球,你怎么跟他打招呼？

A.小虎，你好！ B.小虎 C.小虎，打球呢！

2.你在生活学习中的表现很好，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领奖时，你会怎表达？

A.非常感谢

B.谢谢各位老师和同学的帮助,我会继续努力的

C.我很努力，所以这个奖项应该属于我

3.你去拜访了你的朋友王丽。你打算离开时，她对你说：“如果不嫌弃的话,就在我

这里吃完饭再走吧!”对此，你会如何回答？

A.下次吧!以后有机会还会再来的,今天还有其他事情

B.改天吧，今天还有其他事情

C.算了吧

4.在路上看见你的同学王兰丽，你怎么跟她打招呼？

A.王兰丽好 B.兰丽好 C.王兰丽同学好

5.你朋友要去旅行，你给他送行。离别前，你怎么和他道别？

A.一路平安 B.下周见 C.好好玩儿

6. 你和你的老师李光辉平时关系要好。开学后的某一天，你在一次讲座上遇到了他,

你会怎么和他打招呼？

A.李老师，您好 B.李教授,好久不见 C.光辉,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

7.你写了篇作文，请你的朋友帮你修改，他很快就改好了，这时你会怎样向他表示

你的感谢？

A.谢谢，真是麻烦你了 B.改得好快啊 C.改得真好,谢谢你,真是辛苦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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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你的朋友极力邀请你一起去吃火锅,但是你不太喜欢吃火锅,你会怎么做？

A.虽然不喜欢,但还是一起去

B.直接拒绝,我不喜欢吃为什么还要接受邀请

C.找借口,以身体不舒服为由拒绝

9.下课以后，你去问你的老师一个问题，你怎么称呼他？

A.老师 B.刘老师 C.刘教授

10.你看到你的老师准备离开她办公室,你会怎样和她打招呼?

A.老师，天气很好呀? B.老师,出去吗？ C.老师好

11.有人夸你说“你很漂亮”。你会怎么回应？

A.哪里漂亮啊 B.谢谢你 C.谢谢你,你比我漂亮得多

12.你觉得应该怎样邀请你的老师周末和你一起去爬山?

A.王老师,您周末有空的话，我们邀请你一起去爬山

B.王老师,我们要求你周末一起去爬山

C.王老师,我们邀请你周末一起去爬山

13.你向一位五六十岁左右的男性问路，你应该怎么称呼他？

A.大哥 B.叔叔 C.爷爷

14.你的朋友刘莉邀请你到她家做客。离开她家前，你怎样向她父母道别?

A.再见 B.爸妈,再见 C.叔叔、阿姨,再见

15.如果你是商店售货员,你应该怎样向顾客打招呼?

A.你好! B.请问要买什么？ C.欢迎光临！

16.你朋友帮你搬家，你会怎么感谢他呢？

A.麻烦你了，谢谢你

B.麻烦你了,我请你吃饭

C.你真是我的好朋友

17.你见到你老师和他五六岁小孩儿，老师会让他小孩叫你：

A.叔叔 B.哥哥 C.直接叫你的名字

18.你准备去图书馆的时候,碰到你的朋友，他：:“去哪儿啊?”你认为

A.他在跟你打招呼

B.他想知道你要去哪里

C.他想打听你的隐私

19.如果你的朋友告诉你:“明天降温,多穿点衣服,别感冒了。”你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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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我自己知道看天气预报,不用你提醒

B.谢谢你关心我

C.不要拿我当不懂事的小孩子

20.你迷路了，准备向旁边一个同龄女性问路，你怎么称呼她？

A.小姐 B.美女 C.小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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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时光飞逝，我不敢相信我的硕士学习之路即将结束。这不是一个简

单的学习经历，而是在众多的关心、帮助、支持之下，在我的坚持和不

断努力下，收获知识、能力、友谊、见识的人生美好之旅，它必将永远

让我永生难忘。

在此，我要首先衷心感谢我的导师张家政副教授。正如在论文的结

语中所说，是我的导师不厌其烦地从论文选题、材料收集，到论文结构、

语言表达，甚至是标点符号、文献罗列等方方面面，给予精心的指导，

反复的修改打磨，我才完成了这篇论文。

其次，我要感谢我的妈妈、爸爸、弟弟和妹妹给予我无条件的支持

和对我的信任。

再次，我要感谢西南大学国际学院的所有老师，是他们帮助我学习

了更多的知识，提高了我的汉语能力。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朋友们帮助我度过难关，在我困难的时候让我

的生活更轻松。

梅雅

西南大学国际学院

二零二一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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