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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近年来 ， 阿拉伯 国家与 中 国经济文化合作的逐步加深 ， 尤其是中 国
“
一

带
一

路
”

的倡议提出后 ， 阿拉伯 国家的发展对高层次汉语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加 ， 汉语教学

逐渐成为阿拉伯国家各高等院校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作为

阿拉伯 国家高等院校汉语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 其汉语教学及研究工作发展较为迅

速 ， 并取得了相当 的成绩 ， 但也存在
一

定的 问题 。 本文主要采用 问卷调查的形式 ，

通过对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教师和学生进行调查 ， 了解该学院的汉语教学现状 ，

分析其存在的 问题 ， 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 希望本论文能够为提高阿拉伯

国家高等院校的汉语教学水平提供
一

些具有参考意义的资料 。

本论文第
一

部分介绍 了本论文的研究的 目 的和意义 ， 提出本论文的研究 内容和

采用 的研究方法及阿拉伯 国家孔子学院和汉语教学的现状的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第

二部分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的概述 ， 从学院简介和学院发展历程介绍埃及开罗大

学孔子学院 。 第三部分是调查 问卷的统计和分析 ， 针对该学院的教师和学生 ， 从学

生的基本情况 、 汉语课程设置、 汉语教材使用情况 、 学生汉语学习情况以及教师情

况等五个方面设计 问卷问题 ， 并阐述该问卷调查的 目 的和意义及具体实施问卷调查 。

根据调查数据的统计结果 ， 分析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的现状 。 第四部分

是根据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 ， 找到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存在的 问题 ，

并探讨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 通过研究发现 ， 目 前该学院汉语教学存在的主要 问

题是教学体系不够完善 、 教学资源存在不足 、 师资力量缺少支撑等 问题 ， 并针对性

的提出加强双方合作 ， 打造课程体系 ； 积极吸纳经验 ， 资源长久发展 ； 注重教师培

养 ， 输出 中坚力量 ； 改善教学方法 ， 紧贴当地实际等解决措施 。

关键词 ： 阿拉伯地区 ；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 ； 问卷调查 ； 汉语教学

Ｉ



（
Ｉ戀Ｉ

硕 士 学位论文

ＭＡＳＴＥＲ
’

Ｓ ＴＨＥＳＩＳ

Ａｂ 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ｒａｂ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ｄ

Ｃｈ ｉｎａｈａｓ
ｇｒａ

ｄｕａ ｌ ｌｙ
ｄｅｅｐｅｎｅｄ ，

ｅ ｓｐｅｃ ｉａｌ ｌｙ
ａｆｔｅｒＣｈ ｉｎａ

＇

ｓ

＂

ＯｎｅＢ ｅ ｌｔＯｎｅＲｏａｄ
＂

 ｉｎ ｉｔ ｉａｔ ｉｖｅ ．

Ｔｈ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Ａｒａｂｃｏｕｎｔｒ ｉｅｓｈａ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ｄｅｍａｎｄｆｏｒ ｈｉｇｈ

－

ｌｅｖｅ ｌ

Ｃｈｉｎｅ ｓｅｔａ ｌｅｎｔｓ
，ａｎｄＣｈｉ ｎｅｓ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ｈａｓｇｒａｄｕａｌｌ ｙｂ

ｅｃｏｍｅｔｈｅｉ 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 ｏｎｓ ｏｆｈｉ ｇｈｅｒｌ

ｅａｒｎｉ ｎｇｉ ｎＡｒａｂｃｏｕｎｔｒｉ ｅ ｓ． 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
ａｒｔｏｆｓｃｈｏｏｌ ｄｅｖｅｌｏ ｐｍｅｎｔ．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 ｓＩｎ

ｓｔｉｔ ｕｔｅａｔＣａｉｒｏＵｎｉｖ ｅｒｓｉｔ ｙｉｎ
Ｅｇｙｐｔｉｓ  ａｎｉｍ ｐｏｒｔａｎｔｂａｓｅｆｏｒｔｒａｉｎ ｉｎ ｇＣｈ

ｉｎ ｅｓｅｔａｌｅｎｔｓｉｎ ｈｉ

ｇ 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
ｎｉｎｓｔｉｔ ｕｔｉｏｎｓｉｎ Ａｒａｂｃｏｕｎｔｒｉｅ ｓ．Ｉ ｔｓＣｈｉｎｅ ｓ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ｏｒｋｈ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ｅｄｒａｐｉｄｌ ｙ ａｎｄｈａｓａｃｈｉｅｖ ｅｄｃｏｎｓｉｄｅ ｒａｂ ｌｅ ｒｅｓｕｌ ｔｓ ，ｂｕ
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ａｌｓｏ ｃ ｅｒｔａｉｎ 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 ． Ｔｈ ｉ ｓａｒ ｔ ｉｃｌｅｍａ ｉｎｌｙ ａｄ ｏｐｔ
ｓｔｈ

ｅｆｏｒｍｏｆ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 ｎａ ｉｒｅｓ ｕｒｖｅ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ｓｕ

ｒｖｅｙｏｆｔｅａ

ｃｈｅｒｓａｎｄ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Ｉｎ ｓｔ ｉｔｕｔｅ ａｔＣａｉｒｏＵｎ ｉ ｖｅｒｓｉ ｔｙ，Ｅｇ ｙｐｔ，ｔｏｕｎ
ｄｅｒｓｔａ

ｎｄ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Ｃ ｈｉｎｅｓｅｔｅ ａｃｈ ｉｎｇｉｎｔ ｈｅｉ ｎｓｔｉｔｕｔ ｅ，ａｎ ａ ｌｙｚｅ
ｉｔｓ ｅｘｉｓｔ ｉ ｎｇｐ ｒ ｏｂ 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 ｐ
ｏｓｅｔａｒ

ｇｅｔｅｄｓｏｌｕｔ
ｉｏｎｓ．Ｉｔ ｉｓ ｈｏｐ ｅｄｔｈａ ｔ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ｃａ 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ｏｍｅｒ 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ｍ

ａｔｅｒ ｉａｌｓｆｏｒｉ ｍｐｒ ｏ ｖｉｎｇ ｔ 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ｌｅｖｅｌｏ ｆｉｎｓｔｉｔ ｕｔｉｏｎｓｏｆ ｈｉｇ ｈｅｒｌｅａｒ ｎ

ｉｎｇｉｎ

 Ａｒａ ｂｃ ｏｕ ｎｔｒｉ ｅｓ．Ｔｈｅ  ｆｉｒ

ｓｔｐａｒｔｏ
ｆｔｈｉｓｔ ｈｅｓ ｉ ｓｉｎｔ ｒ ｏ ｄｕ ｃｅｓ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

ｅａ
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 ａ

ｎｃ
ｅｏｆｔｈ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ｔｈｉｓｔｈ

ｅｓ ｉ ｓ，ｐｒｏｐ ｏｓ
ｅｓｔｈｅ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ｄｏｐｔｅｄｉｎｔ

ｈｉｓ ｔｈｅｓｉ ｓ ，ａｓ ｗ ｅ ｌ
ｌａｓｔ

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Ｃｏ ｎｆｕｃｉｕ ｓ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ｓ ｉｎ  Ａｒａｂ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ｔ ｈ ｅ 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

ｅｔｅａ ｃｈｉ ｎｇ．Ｔｈｅｓ ｅｃｏ ｎｄｐａｒｔｉｓａ
ｎｏｖｅｒ ｖ ｉｅｗｏｆ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 ｃｉｕ ｓＩｎｓｔｉｔ ｕｔｅａｔＣ ａ ｉｒｏＵｎｉｖｅ ｒ ｓｉｔｙ

，Ｅ ｇｙｐｔ． Ｉ ｔｉｎ
ｔｒｏｄｕ ｃ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ｅａｔＣ ａｉ ｒ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ｇｙ ｐｔｆｒ ｏｍｔ

ｈｅ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ｉ

ｏｎｏ ｆｔ 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ｅａｎｄｉ ｔ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 ｎｔｐｒｏｃｅ ｓｓ．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ｐａ ｒｔｉｓｔｈ ｅ ｓ

ｔａｔｉ
ｓｔｉ ｃｓａｎｄａｎ ａ ｌｙ ｓ ｉ ｓｏ

ｆｔｈｅｑ ｕｅｓ ｔ 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Ｆｏｒ ｔ ｈｅｔｅａｃｈ ｅｒｓ ａｎｄ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ｔｈｅｑｕｅｓ ｔ ｉｏｎｎ ａｉｒｅｉｓ

ｄｅ ｓｉ ｇｎｅｄ ｆ ｒｏｍ ｆ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ｔｈｅｂａｓｉｃ
ｓ
ｉｔｕａ ｔｉｏｎｏｆｔ ｈ ｅｓ ｔ ｕｄｅｎ ｔｓ，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ｒ

ｒｉｃｕｌｕｍ

， ｔ ｈｅ ｕｓｅｏｆ Ｃ ｈｉ ｎｅｓ
ｅ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ｔｈｅ ｓｔ ｕｄｅｎｔｓ＇Ｃｈｉｎ

ｅｓｅｌｅａ ｒｎｉｎｇ

ｓ

ｉｔｕ 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ｔ ｈｅｔｅ

ａ ｃ ｈｅｒｓ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

ｈｅ ｐｕｒｐ ｏｓｅ ａｎｄ ｓｉ 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 ｆｔｈｅｑ 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ｔ ｈｅｓｐ ｅｃｉｆｉｃｉｍｐｌ
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 ｆｔｈｅｑｕ ｅｓｔｉｏｎｎａ ｉｒｅｓｕ ｒｖｅｙ

．Ｂａｓｅ
ｄ ｏｎ 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ａｌｒｅｓ

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  ｓｕ ｒｖｅ ｙｄａ ｔａ ，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ｅ ａｃｈｉｎ ｇｉｎｔｈｅ Ｃｏｎ ｆｕｃｉ

ｕｓＩｎ ｓｔｉｔ
ｕｔｅａｔＣａｉｒｏ Ｕｎ ｉｖｅｒ ｓ ｉ ｔ ｙｉｎＥｇｙｐｔ ． Ｔｈｅｆ ｏｕｒｔｈ ｐａｒ

ｔｉｓｔｏ ｆｉｎｄｏｕｔｔｈ
ｅｐｒ

ｏｂ ｌ ｅｍｓｏｆＣｈｉｎ

ｅｓｅｔｅａ
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Ｃｏ ｎｆｕｃｉｕｓＩｎｓ ｔｉｔｕ
ｔｅａｔＣａｉｒｏＵ 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ｉｎＥｇｙｐ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ｔ ｈ ｅｓ ｔａｔｉ

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ｕｒ ｖｅｙ  ｄａｔａ，ａ ｎ ｄ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ａｒｇ
ｅｔｅｄ

ＩＩ



爆馨｜
頌 士 学位论文

ＭＡＳＴＥＲ
’

Ｓ ＴＨＥＳＩＳ

ｓｏ 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ｔ

ｉ ｓ 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ｔ ｈｅｍａｉｎ ｐ
ｒｏｂｌ

ｅ ｍｓ ｏｆＣ ｈｉｎ ｅｓｅｔｅａｃｈｉｎ ｇｉｎ
ｔｈｅｃｏ

ｌｌ ｅ ｇ ｅａｒｅｔｈｅ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 ｎｔｔｅａｃｈｉｎ ｇｓｙｓｔｅｍ，ｉ
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 ｔ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

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ｌａ ｃｋ ｏｆｓｕｐｐ

ｏｒｔｆｏｒ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ｅｔｃ
．

，ａｎ ｄ


ｐｏｉｎｔｅ ｄｏｕ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ｗｏｓｉｄ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ｓ 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ｃｏｏｐ

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ｂｕｉｌｄ ａ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ｓｙｓｔｅｍ；ａｃｔ
ｉｖｅｌｙ ａｂ ｓ

ｏｒｂ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ｈａｖｅ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Ｄｅｖ ｅｌｏｐｍｅ ｎｔ；ｆｏｃｕ
ｓｏｎｔｅａｃｈｅｒ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ｕ ｔｐｕ ｔｔｈｅｂａｃｋｂｏｎｅ；ｉｍｐｒ

ｏｖ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ｅｔ ｈｏｄｓ
，ａｎｄｆ ｏ

ｌｌ
ｏｗｌｏｃ ａ ｌｒｅ ａｌｉｔ ｉｅｓａ ｎ ｄ  ｏｔｈｅｒ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ｒａｂｒｅｇ ｉｏｎ
；Ｃｏｎｆｕｃｉ ｕ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ａｔＣａｉ ｒｏ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 ｔ ｙ，Ｅｇｙｐｔ；

ｑ

ｕｅｓｔｉ
ｏｎｎａｉ ｒｅｓｕｒｖｅｙ； Ｃ

ｈｉ ｎｅｓｅｔｅａｃｈｉ ｎｇ

ｉｎ



壯 学 位论文

ＭＡＳＴＥＲ
＇

Ｓ ＴＨＥＳ ＩＳ

目录

中文摘＃ Ⅰ   Ａ ｂ ｓ ｔｒ ａｃｔ

＃Ⅱ第一章绪论 ＃１




１ ．１ 选题背

景  ＃ １１． ２研

究 目 标 及意 义＃１ １．２

． １研 究目标 ＃ １  １．２

． ２  研究意 义＃２１ ．３

研 究现状 ＃２ １、阿

拉 伯 国家孔 子学院研究＃２ ２、

阿 拉 伯国家 汉语教学研究＃４ １

． ４研 究思路和方法＃ ５

１ ． ４ ．１ 研究思路 ＃５

 １ ． ４．２ 研究方法 ＃５

  １ ．４． ３技术路 线＃

６ 第二章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 院概况

 ＃７ ２．１埃及开罗大学孔子 学院简

介  ＃ ７２．２埃及开罗大学孔子 学院发

展 概述 ＃７２．３埃及开罗大学孔 子学院

教学资 源＃８第三章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汉语 教 学情况

调 查 与 分析＃１１３．１埃及开罗大学孔 子 学院汉

语 教学情 况调查 ＃１１３． １ ．１

调 查方法 及 过 程 ＃１１３ ． １．２

 调 查 问卷的实践＃１３３．２埃及开罗 大 学孔子

学 院汉语 教学情 况分析＃１３３． ２ ．１

学 生的基 本情况 及分析＃１３３．２．２ 汉 语课程

设 置 情 况 的 统计与分析＃１８３．２ ． ３汉语教材使用情况统计与分析＃１９

ＩＶ



Ｉ響ｊ）
硕 士 学 位论文

ＭＡＳＴＥＲ
＇

Ｓ ＴＨＥＳ ＩＳ

３ ．２． ４学 生汉语学习情况的统计与分析＃ ２２

３ ．２． ５对 教师情况统计与分析＃ ２ ７

３ ．２． ６师 生对于“
一
带

一
路

”
了

解情况的统计和分析＃ ２９

第四章 阿拉伯国家孔子学院对外汉语教学存在的问题  ＃３１

 ４． １教学体系不够完 善 ＃３

１ ４ ． １ ．１ 教学 内容 陈 旧＃

３ １ ４ ． １．２课程设计 不 合理

＃ ３ ２ ４．２教学资 源 存在不

足 ＃３ ３ ４．２．１现行的教材种 类 不够丰

富 ＃３ ３ ４．２．２教 学 资源落

后  ＃ ３４４．３师 资力量缺

少支撑 ＃３４第五章阿拉伯国家孔子学院汉 语教学的

对 策和建 议＃３６  ５．１加强双 方 合作，

打 造课程 体系 ＃３６５． １ ．１

适 当增设 课程 ＃ ３６５．１ ．２．

合 理增加 课时 ＃ ３６５．１ ． ３．

重 视课余 时间＃３７  ５．２积极 吸 纳经验

， 资源长 久 发 展＃３７５ ． ２．１

 积极开 发新教 材 ＃３７ ５ ．２．２

． 调整 教学内 容 ＃３８５． ２．３．

 加 入 互联网元素 ＃ ３８ ５．３  注重教

师 培养， 输出中 坚力量＃３８ ５ ．３．

１ 重视 教师专 业培养＃３８ ５ ．３．

２ 重视 本土教 师培养＃３８  ５ ．３．

３  改 善工作环境 ＃ ３９５．４  改善教

学 方法， 紧贴当 地需 求＃３９５．４ ． １使

用 多样化 教学辅 助手段＃３９５ ．４．２针对性改进教学方法＃３９

ｖ



硕 士 学 位论文

ＭＡＳＴＥＲ
＇

Ｓ ＴＨＥＳ ＩＳ

５ ． ４ ．３ 开展课堂讨论 ＃４０

结 语 ＃４

１参 考文献

＃４２ 附录

＃４６  致谢＃５５

Ｖ Ｉ



（
ｆＣＢ ｌ

）
？ 士 学 位论文

ＭＡＳＴＥＲ
＇

Ｓ ＴＨＥＳ ＩＳ

第
一

章 绪论

１ ． １ 选题背景

在 ２ ０ １ ３ 年 ９ 月 ， 中 国提出 了
“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

的合作倡议 ， ２０ １ ５ 年发布

了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 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 ， 该文件指

出
“
一

带
一

路
”

的核心是
“

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 、 民心相 同 、 贸易畅通 、 资金融通
”

。

语言是实现者
“

五通
”

的基础 ，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的提出不仅仅拉动 了各个地方的

经济发展 ， 也表现在语言需求上 ， 越来越多的地区开始发展语言教学 ， 也为教育交

流合作提出 了新的要求 。 阿拉伯 国家是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中重要的合作伙伴 ， 在倡

议提出之后 ， 彼此合作和交流愈发密切 ， 越来越多 的建设团队到阿拉伯地区合作开

发项 目 ， 也有更多 的 中 国游客赴阿拉伯地区及旅游 ， 随着合作 的加深 ， 文化尤其是

语言的交流也成 了彼此之间最大的 问题 ， 开罗大学孔子学院作为阿拉伯地区建立的

第
一

所孔子学院 ， 有着宣扬中 国文化的重要使命 ， 也为阿拉伯地区培养了较多精通

汉语的学生 ， 其汉语教学及研宂工作发展较为迅速 ， 并取得了相当 的成绩 。

“
一

带
一

路
”

使得中 国与阿拉伯 国家在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有了更为密切 的交

流 ， 汉语的学习 需求与 日 俱增 。 本文将以
“
一

带
一

路
”

与孔子学院的发展为研宄基

础 ， 讨论这种背景下阿拉伯 国家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现状 ， 存在的 问题 ， 并给出 改

善建议促使孔子学院得到更好的发展 。

１ ． ２ 研宄 目标及意义

１ ． ２ ． １ 研究 目标

本文主要是对资料进行收集和研宂 ， 以及相关人士的访谈了解并介绍埃及开罗

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现状 。 借助 问卷调查完成对埃及阿拉伯母语汉语学习者的

汉语学习情况和学习难点等问题进行数据的收集 ， 分析当前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 ， 最

终提出合理的建议 。 通过本次研宄对埃及开罗大学的汉语存在的 问题进行分析和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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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 给出切实可行的改善建议 ， 促使
“
一

带
一

路
”

背景下阿拉伯 国家孔子学院的汉

语教学更好地发展 。

１ ． ２ ．２ 研宄意义

一

是孔子学院的蓬勃发展 ， 为中 国文化的输送和汉语教学做出 了极大的贡献 。

２０ １ ３ 年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的访问期间首次提出
“
一

带
一

路
”

计划 ， 继承
“

丝

绸之路
”

的精神 ， 面对全球命运共同体的 国 际发展趋势 ， 与各国构建平等互助的友

好关系 。 这一倡议得到了 多个国家的积极响应 ， 并持续在经济 、 政治 、 文化和战略

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 当 中 国与
“
一

带
一

路
”

沿线 国家的关系越发紧密 ， 其 自 身在

国 际上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大 ， 为了进
一

步促使中 国与各国进行深入的文化交流 ，

汉语的需求也逐渐有所增加 。 正是在这种环境下 ， 国家的孔子学院得到 了蓬勃的发

展 ， 目 前全球己有 １ ６２ 国家 （地区 ） 设立了５４ １ 所孔子学院和 １ １ ７０ 个孔子课堂 ，

为中 国文化的输送和汉语教学做出 了极大的贡献 。

二是探寻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在汉语教学上存在的 问题 ， 并提出合理的建议 ， 为

后续研究阿拉伯 国家的汉语教学和孔子学院 问题提供
一

定借鉴 。 就阿拉伯世界来说 ，

孔子学院早 己遍布于黎巴嫩 、 埃及 、 苏丹 、 摩洛哥 、 约旦和阿联酋等国家 。 其中北

非的第
一

所孔子学院建立于埃及开罗大学 ， 与北京大学共同合作完成 。 在埃及开罗

大学孔子学院的不断发展下 ， 不仅具有先进的硬件设施 ， 同时也成功举办了
“

孔子

学院 日
”

等
一

系列文化活动 ， 得到 了
一

定的发展 。 本次研宄将在
“
一

带
一

路
”

的背

景下 ， 通过对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的教学情况进行调查 ， 以此为基础结合学校和

社会文化背景等实际情况 ， 进行总结和分析 ， 探寻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在汉语教学上

存在的 问题 ， 并提出合理的建议 。 同时 ， 借助研宄中所收集的资料 ， 为后续研宄阿

拉伯 国家的汉语教学和孔子学院 问题提供
一些真实的可靠数据和资料 。

１ ．３ 研宄现状

１ 、 阿拉伯 国家孔子学院研究

以
“

Ｃｏｎｆｕｃ ｉ ｕ ｓＩ ｎｓ ｔ ｉ ｔｕｔ ｅ
”

和
“

Ａｒａｂ
”

等关键词查找外国文献的结果不难发

现 目 前中 国境外对阿拉伯 国家孔子学院的研宄较少 。 对孔子学院这
一主题的研究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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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是以 中 国软实力 以及文化传播等角度展开 ， 例如 Ｋｙｏｕｎｇ ｔａｅｋＬＥＥ 在 《 Ｔｏｗａｒ ｄｓ

ａＮｅｗ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 ：ＡｎＯｂ ｓ ｅｒｖａｔ ｉ ｏｎｏｆＣｈ ｉ ｎａ
，

ｓＣｏｎｆｕｃ ｉ ｕ ｓＩ ｎ ｓ ｔ ｉ ｔｕｔ ｅ ｄ

一

文中就以孔子学院为主体探讨了软实力 的概念 。 而对阿拉伯 国家的孔子学院研宄

多是对某
一

具体的孔子学院为切入点 ， 展开问题的讨论 。 Ｍａｈｄ ｉＳａｒ ｉ 对苏伊士运河

大学孔子学院进行研究 ， 指出 当前对于孔子学院的作用秉持着提升中 国软实力或教

授汉语两种观点 ， 通过访谈法以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为研究对象探讨孔子

学院的动力机制等问题 。 Ｍ ＩＡＯＦｕｇｕａｎｇ的 《 Ｓ ｉ ｎｏ ｌ ｏｇｙ
Ｒｅ ｓ 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 ｌ ｏｐｍｅｎ ｔ

ｏｆＣｏｎｆｕｃ ｉ ｕｓＩ ｎ ｓ ｔ ｉ ｔｕｔ ｅｉ ｎＴｕｒｋｅ ｙ》
一

文则系统地分析了土耳其孔子学院的中文

教学历史 ， 汉学和发展 。 指出在中土两国前途光明的未来 ， 土耳其的汉语教学 ， 汉

学和孔子学院的发展正面临着最好的历史机遇 。

中 国境 内对于阿拉伯 国家孔子学院的研宄主要分为两种 ：

一

是对阿拉伯 国家孔子学院的整体研宄 ， 刁俊 ， 刘文燕的 《阿拉伯 国家孔子学

院发展情况初探 》
一

文中对阿拉伯 国家孔子学院的情况进行了统计 ， 认为其具有外

方合作机构开展汉语国际推广基础 良好和建设成果丰硕的特征 ， 并分析了阿拉伯 国

家孔子学院所存在的 问题 ， 提出 了找准发展类型 ， 制定 中长期规划 ， 多渠道、 多方

式开展新建孔子学院工作和加强交流合作 ， 提升教学及科研水平的建议 。

二是对某
一

学校展开具体研究 ， 讨论阿拉伯 国家孔子学院的 问题 。 厨啸生的 《埃

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本土化研宄 》 聚焦于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教学本土

化问题 ， 从教师和教材的角度进行研究 ， 提出 引进埃及籍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 开展

中方汉语教师本土化培训工作 ， 加强埃及本国本土教师培训工作和大力推进国际汉

语教材埃及
“

本土化
”

的建议 。 小虎 （ Ｉ ｓ ｌ ａｍＨａｍｅ ｄＭ ． Ｍ ． Ｂ ） 的 《埃及开罗大学孔

子学院商务汉语课程设置研宄 》
一

文则立足于埃及与 中 国经济交流的增加 ， 从商务

汉语的角度分析汉语课程设置 问题 。 郭紫薇的 《摩洛哥哈桑二世大学孔子学院中华

文化传播效果评估分析 》 以
“

５Ｗ
”

理论为基础 ， 讨论摩洛哥哈桑二世大学孔子学院

在中华文化传播上的效果进行评估 ， 并提 出针对性建议 。 邢蜜蜜 ， 梁克俊的 《论海

外孔子学院教学现状——以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为例 》 从对黎巴嫩圣约瑟

夫大学孔子学院教学现状的分析 ， 讨论海外孔子学院的教学现状 。 钱多的 《针对母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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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为阿拉伯语学生的对外汉字教学研究——以约旦 ＴＡＧ 孔子学院汉字教学为例 》 则

以汉字教学为主题 ， 对约旦 ＴＡＧ 孔子学院进行研究 。 狄緩緩的 《摩洛哥丹吉尔孔子

学院汉语教学现状探析 》 和王亚玲的 《喀土穆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调查报告 》 同样

是选取了阿拉伯 国家某
一

孔子学院进行汉语教学 问题的讨论 。 总的来说 ， 中 国境内

外 目 前对于阿拉伯 国家孔子学院己经具有了
一

定基础 ， 但是与
“
一

带
一

路
”

相关的

研宄较少 。

２ 、 阿拉伯国家汉语教学研究

以
“

Ａｒａｂ
”

和等
“

Ｃｈ ｉ ｎ ｅ ｓ ｅＴｅ ａｃｈ ｉ ｎｇ

”

关键词查找外 国文献 ， 结果显示中 国境

外对于阿拉伯国家汉语教学研究的 内容较少 ， Ａｚ ｚａ Ａｂｄｅ ｌｗａｈａｂＩ ｂｒａｈ ｉｍＨａｓ ｓａｎｅ ｉ ｎ

等的 〈〈Ａｎｅｍｐ ｉ ｒ ｉ ｃａ ｌｓ ｔｕｄｙ
ｏｎＣｈ ｉ ｎｅ ｓ ｅａｃｑｕ ｉ ｓ ｉ ｔ ｉ ｏｎｏｆ Ａｒａｂ ｉ ｃｓ ｔｕｄｅｎ ｔ ｓ

“

Ｅｇｙｐ ｔ ｉ ａｎ

ｓ ｔｕｄｅｎｔ ｓ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 ｌ ｅ
”

》
一

文 ， 则 以埃及学生为例 ， 比较阿拉伯文和 中文的

发音 ， 并通过广泛的调查和仔细的分析 ， 揭示阿拉伯学生在汉语习得中发音 中 的常

见错误 以及克服这些错误的可能方法 ， 探讨 了汉语学习 的
一

些教学方法和原则 。

中 国境内 的阿拉伯 国家汉语教学研宄己经积累 了大量的硕果 ， 主要也可 以分为

两个方向 ：

一

是对阿拉伯 国家汉语教学总体性的讨论 ， 在这
一

类研究中又可 以分为

以在华阿拉伯 留学生为研宄对象和 以阿拉伯 国家汉语学习者为研宄对象两类 。 木森

（ Ｍｏｈａｍｅ ｄＥ ｌｍｕ ｓ ｔａｆａＳａ ｌ ｉ ｈ ） 的 《母语为阿拉伯语的学生学习汉语的难点 》 进行

了汉语与阿拉伯语的对 比研宄 ， 并调查了 阿拉伯学生在学习汉语语音 、 词汇 、 语法 、

汉字和文化时所受到的干扰和产生的偏误 。 芮安博的 《阿拉伯 国际学校的汉语教学

调查研究 》 ， ＣＨＫＡ ＩＦＢ０ＵＣＨＡ Ｉ Ｂ（布柴伯 ） 的 《阿拉伯 国家汉语教学简论 》 ， 姚淑

燕的 《阿拉伯 国家的汉语教学研宄 》 和艾瑞海 （ ＲｅｈａｍＡｂｕＳｈｈａｄｅｈ ） 的 《阿拉伯 国

家汉语教学的现状 、 面临 的挑战与对策 》 都是针对阿拉伯 国家的汉语教学情况进行

一

定的研宄 ， 分析其存在的 问题并提出
一

些建议 。

二是 以阿拉伯汉语教学的某
一

内容为切入点 ， 进行研宂和分析 。 周行的 《汉语

学习 中常见的母语迁移现象解析及应对策略
一一

以母语为阿拉伯语的汉语初学者

为例 》
一

文结合教学实际 ， 从母语为阿拉伯语的汉语初学者常见的母语迁移现象入

手 ， 解析语音 、 语法和书写三个方面母语迁移的成因并提出解决对策 。 杜朗的 《母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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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为阿拉伯语的 留学生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习得研宄 》 ， 在对阿拉伯语母语者动

态助词
＂

过
＂

的 习得顺序的基础上 ， 进行阿拉伯语母语者现代动态助词
＂

过
＂

的习

得偏误分析 ， 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 汪腾解的 《母语为阿拉伯语留学生使用汉语标点

符号的偏误分析及教学建议 》 以汉语标点符号为切入点 ， 对阿拉伯 留学生进行详细

的语料调査 。 并 同时在众多语料库 中 归纳偏误的类型 ， 认为汉语标点符号存在误用 、

多余和空缺的现象 。 范金梅的 《初级汉语水平阿拉伯学生汉语语音偏误及教学策略 》

聚焦初级阿拉伯汉语学习者的语音偏误问题 。 李红利在 《母语为阿拉伯语的留学生

学习汉语的偏误分析及教学建议 》 研究中语音 、 词汇 、 语法和汉字四个方面的偏误

问题 。

１ ． ４ 研宄思路和方法

１ ． ４ ． １ 研宄思路

本次研宄将以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为例 ， 首先对汉语教学现状进行研究 ， 其

次 以 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孔子学院学生对于教师教学 ， 教材 ， 课程设置 ， 学习 中的

难点等问题进行数据的收集 。 最后结合 以上两点探讨
“
一

带
一

路
”

背景下 ， 阿拉伯

国家孔子学院汉语教学存在的 问题 ， 并给出可行的改善建议 。

１ ． ４ ．２ 研宄方法

１ ） 文献研究法 ： 对阿拉伯 国家汉语教学 ， 阿拉伯 国家孔子学院 以及
“
一

带
一

路
”

背景下阿拉伯孔子学院等主题的文献和著作进行收集和整理 。 分析前人的研宄

路径和方法 ， 吸取优秀的研宄结论 ， 以此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

２ ） 案例研宄法 ： 本文将选取阿拉伯 国家孔子学院中具有代表性的开罗大学孔

子学院进行剖析 ， 从发展现状 ， 优缺点等方面进行分析 。 以此剖析
“
一

带
一

路
”

建

设中阿拉伯 国家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发展 ， 并为其他阿拉伯 国家孔子学院的发展对

策提供参考 。

３ ） 问卷调查法 ： 对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进行 问卷调查 ， 获取开罗大

学孔子学院学生的学习情况等数据 ， 并且依据收集到的基础数据进行相关 问题的分

析 。

５



（
ＩＢ８ １

）

硕 士 学 位论文

ＭＡＳＴＥＲ
＇

Ｓ ＴＨＥＳ ＩＳ

４ ） 跨学科研宄法 ： 本文的研宄是基于
“
一

带
一

路
”

的背景下 ， 这就需要在研

宄过程中结合政治 、 经济 、 文化和宗教等多领域和视角 ， 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

研宄 问题的融合 ， 完成研宄主题 。

１ ． ４ ．３ 技术路线

文献资料收集和详读— 问卷调査收集并处理数据一研究 问题的讨论一提出改

善的建议

以文献资料的收集和详读打下 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 ， 结合收集到的 问卷调查数

据进行分析 ， 围绕着研宄问题展开讨论并以提出改善建议的方式提供解决办法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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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概况

２ ． １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简介

在 ２００ ７ 年 ３ 月 ８ 日 ， 中 国汉办与开罗大学签署 了 《关于合作建设孔子学院的

协议 》 。 同年 １ １ 月 ２９ 日 ， 开罗大学与北京大学签署 了合作建立孔子学院的执行协

议 ， 并在开罗举行了孔子学院揭牌仪式 。 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是埃及、 也是北非地区

建立的第
一

所孔子学院 。 ２００８ 年 ． ３ 月 １ ８ 日孔子学院举行开班仪式 ， 进入实质性教

学阶段 。 孔子学院开设了汉语导游强化班 ， 汉语初级班 ， 汉语 口语初级班 、 中级班 ，

ＨＳＫ 班等 ， 深受学生欢迎 。 孔子学院还举办了 中 国文化月 、 中 国诗词 朗诵 比赛 、 暑

假中 国文化之旅夏令营等各项活动 。 在 ２０ １ ４ 年和 ２０ １ ５ 年 ， 塞西总统两度访华 ， ２０ １ ６

年习主席访 问埃及 ， 同年 ３ 月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 出席 了开罗大学学院大楼的奠基

仪式 ， 使得中埃两国的友谊和交流进
一

步较深 ， 促进汉语教学在埃及的传播。

２ ．２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发展概述

开罗大学是埃及第二古老的大学 ， 成立于 １ ９０８ 年 １ ２ 月 ， 在阿拉伯地区也是仅

次于 ＡＬ
－

ＡＺＨＡＲ 大学以及 ＡＬ
－

ＱＡＲＡＷ Ｉ Ｙ Ｉ Ｎ 大学 ， 该学院在阿拉伯地区被誉为
“

阿拉伯

国家知识的灯塔
”

， 有 ３ 人获得了诺贝尔奖 。 而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是开罗大学与 中

国汉办合办的
一

所学习汉语的机构 ， 是中埃友谊文化交流的平台 ， 也是推广汉语和

中 国文化的机构 。 在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成立后 ， 汉语教学在埃及得到 了很大的发展 。

埃及开罗大学以满足埃及民众学习汉语的需求 ， 增进人民对 中 国文化了解为宗 旨开

设各种课程 ， 也举行了较多丰富多彩的活动 ， 促进埃及人对于中 国文化的 了解 ， 加

深两国 的友谊 ， 同时也营造了 的 良好的学 习氛围 ， 为提高教学质量 ， 也开设了各种

汉语教师培训并举行汉语水平考试等活动 。

自 ２００ ８ 年 ３ 月 正式开始授课以来 ， 孔子学院陆续开设了汉语导游强化班 、 汉

语初级班 、 汉语中级班、 汉语高级 口语班 、 高级职员汉语进修班 、 商务汉语 口语班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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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ＳＫ 辅导班 、 中 国文化班等特色课程 ， 深受学生欢迎 。 招生人数从 ２００８ 年第
一

期的

３０ 多人到近两年来每期都超过 ４００人 。绝大部分结业的学员就职于埃及文化 、教育 、

经济贸 易等领域 。 作为埃及和北非地区第
一

所孔子学院 ， 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在汉语

教学 、 中埃文化交流、 教育学术交流与研讨 、 《孔子学院 》 院刊本土化等方面在当

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

截止 目 前 ，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 己经在不同城市开设了 ５ 个教学点 ， 分别为

亚历 山大法鲁斯大学教学点 、 埃及十月 六号城的埃中友好示范学校教学点 、 开罗

Ｚａｍａ ｌ ｃｋ 岛 的 ＤａｒＥｈａｒｂ ｉ ａ 大学教学点 、 新开罗的 Ｔｈａｂ ｅ 小学教学点 以及贝尼苏韦

夫的复兴大学教学点 。 教学点的分布情况如表 ３
－

１ 所示 ：



表 ３
－

１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教学点分布统计表


教学点地址学习对象性质人数

开罗大学孔子学院 专业＆业余ｉｏ

埃中友好学校十月 六号城初高中选修 １ ２０

法鲁斯大学亚历 山大成人选修 ８ ０

复兴大学 贝尼苏韦夫成人选修 ３ ６

ＤａｒＥｈａｒｂ ｉａ 大学 Ｚａｍａ ｌ ｃｋ 岛初高 中选修 ４５

Ｔｈａｂｅ 小学


新开罗
＾ｍｍ



２０

２ ．３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教学资源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的教师主要分为本土教师和来 自 于 中 国的教师 ， 其中 ，

来 自 于中 国 的教师又分为 了 中 国公派教师 ， 这
一

类的教师学历普遍较高 ， 有着丰富

的教学经验 ， 另
一

大类是中 国汉办派遣的志愿者 ， 这
一

类教师的教学经验是不够的 ，

多数志愿者都是在读或者是刚毕业的学生 ， 而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的本土教师 ，

多数是有到中 国学习 的经历的 ， 对于埃及的汉语教学较为了解 ， 同时也了解中 国文

化 ， 也有着较为丰富的教学经验 。 目 前有 ２５ 名教师 ， ５ 名埃及教师 ， ８ 名 中方教师

以及 １ ２ 名志愿者 。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和开罗大学中文系是教学资源共享的 ，

目 前也聘请了 中文系 的 ８ 名汉语教师参与到孔子学院的教学活动 中 。

自正式开课之后 ， 开罗大学的孔子学院主要开设的班级有汉语初 、 中 、 高级班 ，

汉语 口语高级 Ａ 、 Ｂ 班 ， 商务 口语班 ， 导游强化班 ， 初 、 中 、 高级汉语听力班 ， ＨＳＫ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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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班 、 职员进修班 以及特色文化班等等 ； 主要使用 的汉语教程为 《发展汉语 》 、

《跟我学汉语 》 、 《汉语 口语速成 》 、 《快乐汉语 》 等等教材 ， 这些教材主要是以

英语作为注释编撰的 ， 针对埃及本土的教材只有 《商务汉语 》 以及 《旅游汉语 》 这

两种 ； 开罗大学？Ｌ子学院的教学
一

般设置在晚上和周末 ， 采用分班的形式 ， 保证每

个班级在每个星期都会开展两次汉语教学 ，

一

次课程有三个小时 ， 中途会有十分钟

的休息时间 ， 而学习进度通常是
一

学期学完
一

本书 。

在孔子学院中 ， 有四间常规的教室 ， 教学设备 良好 ， 同时也设置的有教研室和

图书馆 ， 图书馆的开放时间为早上 ９ 点到晚上 ５ 点 ， 其中珍藏着大量的汉语读物 ，

在图书馆中设置的有阅读指导老师 ， 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提供有效的阅读指导 ， 同

时 ， 除开图书馆外 ， 孔子学院还配置的有语音教室和多媒体教室 ， 但是设备较为老

旧 。

２ ．４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学生情况

在 ２ ００８ 年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建校初始 ，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人

数只有 ３２ 人 ， ２ ０ １ ３ 年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提出之后 ， 中埃地区交流逐渐增多 ， 越来

越多 的 中 国人到埃及进行商贸往来 ， 中埃友谊不断的发展 ， 到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

院学习 的学生不断增多 ， 近两年的人数都超过了４００ 人 ， 到 ２０２ ０ 年 ， 埃及开罗大

学孔子学院学习招收的汉语学习者达到 了５ ５０ 人 。 这些学生都是埃及人 ， 但有着不

同的宗教信仰 ， 其 中信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 占据 了大量的 比例 。

在孔子学院学习 的汉语学习者年龄分布较大 ， 由于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的招生对

象为成人 ， 因此 ， 在该学院学 习 的成员年龄分布在 １ ６ 到 ４ ５ 岁之间 ， 其中 ， １ ８ 至

２４ 岁 的学习者居多 ， 这些学生有非常明确的学习 目 的 ， 但还是有些学生去选择学习

汉语是 由于教育体制的原因或者是在家长的逼迫下选择的汉语 。 在 １ ８ 到 ２４ 岁年龄

段的学生多数是开罗大学中文系学生 ， 为了取得较好的中文成绩 ， 需要巩固 自 己的

专业知识 ， 以期在毕业之后可 以到 中 国 留学或者是找
一

份与 中文相关的工作 ； 也有

部分学生学习汉语是因为对汉语感兴趣 ， 这类学生把汉语作为第三语言学习 ， 多掌

握
一

门语言多
一

条路 ； 而年龄段在 ２４ 岁之上的很多学生学习汉语是为 了从事与 中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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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相关的行业或者是与 中 国人做生意 ， 这些人多数修的是商务汉语或者是旅游汉语

等实用性较强的汉语课程 。 无论是什么年龄段的学生 ， 都有着很强的学习能力 ， 对

汉语学习有着较大的热情 。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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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情况调査与分析

３ ．１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情况调査

在埃及 ， 很多学生在去中 国 留学前都会选择到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进行至少

一

年的汉语学习 ， 以便提高汉语水平 ， 顺利获得中 国 留学资格 。 笔者作为
一

名埃及

留学生 ， 利用地理优势将 问卷发放给该学院的教师和学生 ， 通过问卷调查 ， 对该学

院的汉语教学情况做更进
一

步的调查分析 。

通过对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现状的调查 ， 可 以较为全面的了解该学

院 目 前汉语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 ， 同时 ， 在对这些问题详细分析的基础上 ， 发现其产

生的原因 ， 并探求具有针对性的解决策略 ， 对提高该学院的汉语教学水平提供
一

些

可借鉴的资料 ， 对提高埃及高校的汉语教学与研究具有
一

定的参考意义 。

３ ． １ ． １ 调査方法及过程

３ ．
１ ． １ ． １ 调查方法

１ ． 问卷调査法

本研宄分别从学生和教师两个方面设置问卷的相关问题 ， 在学生卷中从学生基

本情况 、 汉语学习情况以及对
“
一

带
一

路
”

的了解等三个方面的设计 ， 在教师卷中

是从教师的基本信息 、 教师的教学情况以及对
“
一

带
一

路
”

的 了解这三个方面进行

设计 ， 该 问卷是在不记名 的情况下进行填写的 ， 这样可 以反映被调查者最真实的情

况 ， 避免学生或者老师有所顾虑而做 出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回答 。

２ ． 访谈法

对 问卷调査 中 的不完善之处 ， 笔者通过电话和网络的形式对学生和老师进行访

谈 ， 通过访谈的形式使得该校的教学现状更为清楚的呈现出来 ， 同时有利于结合访

谈的结果 ， 结合学生和教师对教学提 出 的建议探宂具有针对性的方法 。

３ ． １ ． １ ． ２ 调查过程

本文主要选取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及汉语教师作为调查对象 。 通过对

学生的调查 ， 可 以 了解到他们学习汉语的 目 的和动机 、 学习 需求 ， 同时也可 以得到

学生对于该校汉语教学方面的反馈意见 ； 通过对汉语教师的调査 ， 可 以 了解师资的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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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 教材的使用情况及教学方法方面的情况 。

１ ．学生问卷的设计

学生 问卷从三个方面进行 ， 主要是学生的基本信息 、 学生的学习情况 以及对
“
一

带
一

路
”

的 了解 。

学生的基本信息主要包括年龄 、 性别 、 专业 、 学历 以及学习汉语的时间 、 汉语

水平 。

学习情况主要从学习 需求、 课程安排、 教材情况及教学情况来进行调研 。 在学

习 需求方面 ， 主要调查了学生学习汉语的 目 的 、 学习 的时间 、 课外学习方式以及所

遇到的汉语学习 困难等情况 ； 在课程安排方面 ， 主要涉及 问题是课程顺序 、 课程是

否满足汉语学习需求 ； 在教材方面 ， 主要涉及的 问题是学生对该教材的反馈意见以

及教材存在的 问题 ； 在教学情况方面 ， 主要涉及的 问题是喜欢的上课方式 、 喜欢的

授课老师的特质 、 认为现行的汉语教学困难 、 对老师教学的反馈以及学习汉语的计

划和 目 标等 。

对
“
一

带
一

路
”

了解情况主要从学生是否听说过
“
一

带
一

路
”

计划 ，

“
一

带
一

路
”

对 自 己的汉语学习有什么影响等方面 。

２ ．教师问卷的设计

教师 问卷主要 由三方面构成 ； 即教师的基本信息 、 教师的教学情况以及对
“
一

带
一

路
”

情况的了解 。

教师的基本信息主要包括教师的年龄 、 性别学历 、 教学身份 、 职称 、 阿拉伯语

水平 以及教龄等问题 。

教师的教学情况主要包括教师教学的基本情况以及教学辅助两个方面问题 。 在

教学基本情况方面 ， 重点 了解了教师赴阿拉伯地区教学的 目 的 、 目 前所教授的课程 、

使用 的语言 、 学院的教学课程 ， 在教学过程中 ， 教师常用 的教学方法以及学生对教

学方法的评价 ， 同时 ， 针对学生和教师的互动 以及教师和教师之间经验的交流都做

了
一

定的调查 ； 在教学辅助方面 ， 对于教学过程中常用 的教学设备 、 学校欠缺的教

学设备 、 教材存在的 问题以及教材的适合程度做了相应的调研 。

教师对于
“
一

带
一

路
”

了解方面主要涉及是否 了解
“
一

带
一

路
”

计划 以及该计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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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对于 自 己教学的影响 。

３ ． １ ． ２ 调查问卷的实践

调查问卷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份设计完成 ， 形成电子问卷的形式后 ， 在埃及开罗大

学教师和学生的帮助下 ， 共发放学生 问卷 １ ００ 份 ， 教师 问卷 １ ０ 份 ， 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份进行了本次调査 ， 通过筛选 ， 共回收有效问卷学生卷 ９０ 份 ， 教师卷 １ ０ 份 。 本次

调查除发放电子 问卷外 ， 还根据问卷上设置的问题 ， 对学院的部分老师和学生进行

了 电话 、 网络等方式的访谈 ， 具体的情况如表 ２ －

１ 所示 ：



表 ３－

１ 问卷调査表


发放的回收的有效调査 问卷访谈
＾？
问卷数 （份 ）问卷数 （份 ）的有效率 （ 电话／网络 ）

教师 １ ０ １ ０ １ ００％有

学生 １ ００ ９０ ９０％有

合计 １ １ ０ １ ００ ９０ ． ９％％

根据数据的显示 ， 可 以看出 问卷调查的有效率合计为 ９０ ．９％ ， 这是符合社会科

学的调查研宄有效度的 ， 因此 ， 本次调查是科学可信的 。

３ ．２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情况分析

在调査过程中 ，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这个教学点是招收学生最多的教学点 ，

主要面向的招生对象是成人 ， 因此 ， 在调査过程中 ， 主要是针对这个调査点进行调

查 。 我们对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现状的调查是从学生和教师两个方面进

行调查的 ， 调査的 内容化分为 以下五个方面 ， 分别为学生的基本情况分析 、 教师的

基本情况分析 、 课程设置情况 、 汉语教材使用情况以及学生学习情况 ， 并根据调查

结果做尽可能详细的分析 。

３ ．２ ． １ 学生的基本情况及分析

３ ． ２ ．１ ． １ 学生的基本情况

对学生基本信息进行调查时 ， 主要调查了学生的年龄 、 性别 、 学历 、 专业 、 学

习汉语的时间 、 对汉语的喜好 以及学习汉语的 目 的等基本信息出发进行调査 。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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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回收的 问卷中 ， 女性学生有 ５ ２ 人 ， 男性学生有 ３ ８ 人 ， 年龄分布在 １ ８ 到 ２ ９

岁 ， 有本科在读的学生 ， 也有 已经工作 了 的社会人士 ， 大多数学生的专业都是 中文

系 ， 也有商务 、 历史等专业的人员 。

首先调查的是学生在上孔子学院之前 ， 有没有学习汉语的经历 ， 有 ５ ５ ． ５％的学

生有学习过汉语 ， 主要是参加课外补习班或者是通过学校开展的兴趣课学习过汉语 ，

有 ４４ ． ５％的学生表示他们在上孔子学院之前没有接触过汉语 。 同时 ， 有 ７ ５％的学生

表示除 了学习汉语外 ， 他们还学习 了英语这 门外语 ， 只有 ２ ５％的学生表示除 了汉语

没有接触过其他的语言 。

在针对学生在孔子学院学 习汉语的时间进行调查时 ， 结果如下表所示 ：

表 ３ －２ 学生学习汉语的时间

学习汉语的时间６ 个月 以下６ 个月 －

１ 年１ 年 －

２ 年２ 年及以上

人数 １ ４ １ ６ ３ ２ ２ ８

占总数百分 比 １ ５ ． ６％ １ ７ ． ８％ ３ ５ ． ６％ ３ １ ％

从上表中可 以看 出 ，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多数都是具有
一

定汉语基础 ，

同时 ， 在进行 问卷调查时 ， 选取的调查对象是 己经在该校进行 了较长时 间汉语学习

的学生 ， 对该校的教学情况和教学条件都有
一

定的 了解 ， 但这些学生多数并没有参

加过汉语等级考试 ， 目 前学 习汉语多数是希望 自 己的汉语水平可 以通过相应等级 的

汉语水平考试 ， 对于 自 身 的汉语等级 以及期望达到的汉语等级如 图 ３
－

１ 所示 ：

４０

３５

＿ ．

３０Ｉ国 ｜

Ｉ Ｉ ！ ：

；

｜｜｜｜｜｜ ｜

〇Ｈ ＩＨＩ■ＵＮＩＨＨｉＨＩＨ

未考 Ｈ Ｓ Ｋ ３ Ｈ Ｓ Ｋ４ Ｈ Ｓ Ｋ ５ Ｈ Ｓ Ｋ６

Ｂ 自 身汉语等级水平＊ 期望达到的汉语等级

图 ３
－

１ 学生汉语等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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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中可 以看 出 ， 所调查的学生 中 ， 有 ３ ６ 人还没有参加过 ＨＳＫ 等级考试 ， 而

汉语水平等级在 ＨＳＫ３ 、 ＨＳＫ４ 之间 的人数为 ４９ 人 ， 其他的人汉语水平为 Ｈ ＳＫ５ 级 ，

同时 ， 还可 以看 出学生在制定水平 目 标时 ， 都是相对较为保守 的 ， 在调查期望达到

的 ＨＳＫ 中 ， 多数零基础学生期望可 以达到 ＨＳＫ３ 的水平 ， 少数 自 身汉语水平较高

的学生期望可 以通过培训达到 Ｈ ＳＫ６ 的水平 。

对于学生在该校学 习汉语的 目 的 ， 我们也做 了 简要的调查 ， 结果显示有 ３ ２ ． ６％

的学生学习汉语主要是为 了获得学历 ， 这
一

类的人数最多 ， 有 ２２ ．２％的学生学 习 的

目 的是为了找份好工作 ， 也有部分学生学习 的 目 的是为了 去 中 国 留学或者是对 中 国

文化感兴趣 。 如 图 ３ －２ 所示 ：

学习动机

， ｔ

ｒｋ
找份好工作

２ ２ ． ２ ０％

■ 去中 国 留学 ■ 对 中 国文化感兴趣 ■ 找价好Ｘ作 ■ 获得学历 ＿ 父母和学校的要求

图 ３
－２ 学生学 习动机情况

对于该校学生是否喜欢汉语 ， 我们也做 了 相应的调查 ， 结果显示有 ３ ５ ． ６％的学

生非常喜欢学习 汉语 ， 有 ２ ６ ． ７％的学生喜欢学习汉语 ， 有 ２０％的学生表示喜好的程

度为
一

般 ， 只有 １ ７ ． ７％的学生表示对汉语学习 不甚喜欢 。



表 ３ －３ 学生喜欢汉语的程度


喜欢学习汉语吗 ？



非常喜欢喜欢
＾不喜欢

人数 ３ ２ ２４ １ ８ １ ６

＾ ３ ５ ． ６％


２ ６ ． ７％


２ ０％


１ ７ ． ７％

在调查学生每天课外学 习汉语的时 间时 ， 学生除 了在孔子学院学习汉语外 ， 由

于个人专业学 习 的压力 ， 课外学 习汉语 的时间并不多 ， 有 ２ ６ 名学生并没有在课外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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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汉语学习 ， 有 ４ ８ 名学生课外学习 汉语的时 间在 ２ 小时 以 内 ， 总体来看 ， 大约

有 ８２ ． ２％的学生很少在课外时 间学习汉语 ， 或者课外学习汉语的时间较少 。

表 ３ －４ 学生课外汉语学习时间

课余学习时间无０
－２ 小时２ －４ 小时４ 小时及 以上

人数 ２６４ ８ １ ４ ２

占总人数比例２ ８ ． ９％５ ３ ． ３％ １ ５ ． ６％ ２ ． ２％

在调查学生对于现阶段的汉语学习 的看法时 ， 有 １ ６ 名 学生认为汉语学习非常

困难 ， 有 ２ ３ 名学生认为学 习较困难 ， 也有 ３ ３ 名学生认为现阶段的汉语学习
一

般 ，

只有 １ ８ 名学生认为现阶段的汉语学习并不困难 。 总体来看 ， 大约有 ４ ３ ． ３％的学生认

为现阶段的汉语学习有难度 ， 大约 占所有学生人数的
一

半 。

最后调查 了学生认为对困难的 以及最喜欢的技能 ， 调查结果如下 图所示 ：

４ ５

４０

３ ５ １ －

丨ｌｌＩＪ１ ＿
听说读写

釅 困难 睡 喜欢

图 ３
－

３ 学生喜欢和不喜欢的技能

从上述数据可 以看出 ， 有 ４ １ 个学生认为在听说读写方面写是最难的 ， 有 １ ３ 个

人认为听是最难的 ， 有 ２４ 个人认为说是最难的 ， 只 有 １ ２ 个学生认为读是最难的 。

学生们也反馈 了他们是否喜欢这 四 门技能 ， 有 ３ ５ 名 学生喜欢读汉语方面 的知识 ，

认为汉语文化很多都是需要靠读书读 出来的 ， 书本上的汉语文化特别有趣 ； 有 ２６

名学生反映喜欢说汉语 ， 认为汉语和阿拉伯语的发音不
一

样 ， 和 中 国人交流时 ， 最

重要的是要会说 ， 因此 ， 他们特别重视 自 己的 口语练习 ； 有 ２０ 名 学生喜欢听汉语 ，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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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很喜欢看中 国 的影片 ， 听 中文歌曲 ， 同时认为中文的发音是抑扬顿挫的 ， 很有

趣 ， 所以喜欢听汉语 ； 只有少数人喜欢写汉语 ， 多数人都认为汉语笔画太多太复杂 ，

并不 了解这个汉语应该如何去写好 ， 尤其是汉语写作 ， 很多词汇学生都能理解 ， 但

是应用起来困难非常大 。

３ ．２ ．１ ． ２ 学生基本情况分析

通过对 以上这些学生情况的简要分析可 以得出 以下结论 ：

一

是可以充分确定学

生学习汉语的主要 目 的 ， 从调查中可以看出 ， 汉语等级在 ＨＳＫ４ 以上的学生大多都

集中在 ＨＳＫ 辅导班 ， 他们的主要学习 目 的是为了获得相应的学历 ， 以便于找到更

好的工作 ； 少部分零基础的学生学习汉语知识为了获得更好的条件去中 国 留学或是

仅仅对中 国文化感兴趣 ， 这部分学生学习 的课程
一

般都是综合课和 口语课 、 阅读课

等语言技能课 ；
二是通过调査学生知否喜欢汉语 ， 可以看 出 多数学生是喜欢汉语的 ，

只有少部分学生表示并不喜欢汉语 ， 这与汉语的特点是有关系的 ， 汉语和阿拉伯语

的语言系统相差太大 ， 在开罗大学孔子学院 ， 有
一

半的学生认为现阶段的汉语学习

是有难度的 ， 很多学生对汉语产生 了畏难情绪 ， 在努力后仍然掌握不了 ， 很多学生

就会对汉语产生厌倦情绪 ， 不再去喜欢学习汉语 ， 学院要实时收集学生对于汉语学

习 的反馈 ， 掌握学生的动态 ， 才能更好的进行汉语教学 ； 三是通过调査学生对于听

说读写 四 门技能的喜欢程度可以看出 ， 在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 ， 学生普遍认为汉

语写作较难 ， 尤其在汉语的表达方面 ， 有时每个字每个词都能理解 ， 但在应用时存

在较大难度 ， 同时 ， 阿拉伯语与汉语在许多方面差距较大 ， 因此 ， 在书写汉字时 ，

难度过大 ， 许多学生产生了 畏难情绪 ， 学生在学习汉语时 ， 容易 出现能读会说 ， 但

是不
一

定会写的情况 ， 在孔子学院以后的教学过程中 ， 需要采用相应方法提高学生

汉语学习 的兴趣 ， 强调书写的作用 。 四是从课时 以及课余学习时间来看 ， 存在汉语

课时相对较少 ， 达不到学生学习 需求的 问题 ， 需要学院对课时进
一

步调整 ， 少数学

生在课余时间可 以较好的分配时间进行汉语的学习 ， 多数学生并没有充分应用好课

余时间进行汉语学习 ， 这种情况与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有较大关系 ， 有的学生是 出

于专业的需求以及出 国 留学的需求 ， 在课余时间可以主动的学习汉语 ， 但是 ， 仅仅

是因为兴趣或者是家庭其他因素从而学习汉语会导致学生产生懈怠心理 ， 在学习 的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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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性上有所不足 。 学院在教学过程中 ， 需要根据学生的学习需求 ， 分析学生学习

的动机 ， 以学生为本 ， 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提高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 ， 处理好汉语学

习与学生学习需求之间 的关系 。

３ ．２ ．２ 汉语课时设置情况的统计与分析

学校 目 前的课程与课时设置 ， 根据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到 ， 学校 目前开设了汉语

综合课 、 阅读课 、 口语课 、 听力课 、 商务汉语课 、 ＨＳＫ 辅导课 、 旅游汉语等课程 。

学院
一

般是
一

个星期至少有两天晚上会进行汉语教学 ， 每次课程分为四个课时 ， 三

小时 ， 中 间有 １ ０ 分钟的休息时间 。

３ ．２ ．２ ．１ 汉语课时设置情况的统计

我们首先调查了学生对于这些课程和课时的反馈 ， 有超过 ５０％的学生认为汉语

课程的设置是合理的 ， 表示通过这样的课时设置 ， 每个星期有很多时间可以去学习

自 己专业的事情 ， 同时也没有间断汉语学习 ； 有 ２２ ．２％的学生认为开罗大学孔子学

院的汉语课程时间安排是不合理的 ，

一

次课程的时间间隔较长 ， 且学时也较长 ， 这

样容易导致学生忘记 自 己所学习 的东西 ；
２６ ．７％的学生认为孔子学院的课程设置较

一

般 。

同时调查了学生学习汉语课时及其认为合理的汉语学习 的课时 ， 统计结果如表

３
－５ 所示 ：

表 ３－Ｓ ： 汉语学习课时

课时


４ 课时以下４－

１ ０ 课时１ ０－ １ ６课时 １ ６－２０ 课时２０ 课时以上

学生每周学习
￣￣￣￣

 ；

课时 （人数 ）

占总人数比例 １ ３ ． ３％ ４０％ ２２ ．２％ １ ５ ．６％ ８ ．９％

认为合理的课

时 （人数 ）
３ １ ６ ４８ １ ６ ７

占总人数比例 ３ ．３％


１ ７ ． ８％


５３ ．３％


１ ７ ． ８％


７ ． ８％

从上述表格中可以看出 ， 有 ４８ 名学生希望的学习汉语的课时是每周 １ ０
－

１ ６ 小

时 ， 占调査人数的半数以上 ， 与 目 前学校多数学生汉语课时并不
一

致 ， 说明 目 前学

校安排的汉语学习课时较少 ， 不足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 。

对于孔子学院开设汉语课程的先后顺序 ， ９ １ ． １％的学生认为是合理的 ， 只有极

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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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个别学生认为是不合理的 。 在调查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的课程是否满足现阶段学

习需求时 ， 有 ４６ ． ７％的学生反馈 目 前的汉语课程并不能满足 自 己现阶段的学习需求 ，

希望学院可以开设更多的汉语课程 ， 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

３ ．２ ．２ ．２ 汉语课时设置情况的分析

通过 以上对于课程设置的统计可 以看 出 目 前埃及开罗大学的课程设置有较多

学生反馈是不合理的 ， 学生每周在校汉语学习时间为 ４ －

１ ０ 个课时 ， 汉语课程
一

周只

有两次 ， 课时时间过少 ， 很多汉语学习者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汉语 ， 常常会发生

刚学到的知识下次课的时候又忘记的情况 ， 因此 ， 有较多的学生希望可以增加每周

学习 的频次 ， 增加汉语学习 的课时 ， 希望每周可 以学习汉语 １ ０
－

１ ６ 小时 。 同时 ， 对

于学院开设汉语课程的先后 ， 多数学生认为是合理的 ， 这说明学院 目 前的课程设置

顺序是合理的 ， 但是学生希望可以增设
一

些汉语课程 ， 许多学生希望可 以更为全面

的 了解中 国文化 ， 在语言教学中 ， 适当的加入相应的文化因素 ， 提升学生学习汉语

的热情 。

３ ． ２ ．３ 汉语教材使用情况统计与分析

本论文在研究过程中 ， 调查 目前学院汉语教学使用的主要教材 ， 综合课和写作

课教材是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发展汉语 》 系列 ， 口语课教材是北京语言学

院出版社 《汉语 口语速成 》 、 阅读课教材是采用人民教育 出版社出版的 《快乐汉语 》 ，

并采用 了孔子学院总部编著的 《Ｈ ＳＫ 》 （ １ 、 ２ 、 ３ ） 作为 Ｈ ＳＫ 培训班的教材 ， 这些

教材都是有英语注释的 ， 很多 内容都是中英结合的 。 本次教材使用情况的调査主要

针对这四套教材进行 ， 通过学生和老师两个方面的反馈 ， 分析这些教材的使用情况 。

３ ．２ ．３ ．１ 对教材使用情况调查结果的统计

我们在进行教材使用情况调査时 ， 首先调査了学生及教师对于现行教材的评价 ，

详细结果如表 ３
－

６ 所示 ：



表 ３－６ 教材的适合程度


人物教材 适合 较适合
一

般不适合

《发展汉语 》 ２３ ４６ １ ８ ３

学生 《快乐汉语 》 ２ １ ４２ ２２ ５



《汉语 口语速成 》



１ ２



１ ７



４６



１ ５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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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ＳＫ》 （ １ 、 ２ 、 ３ ） １ ８ ３２ ２６ １ ４

《发展汉语 》 ６ ２ ２ ０

《快乐汉语 》 ４ ４ １ １

教师
《汉语 口语速成 》 ３ ２ ４ １



《ＨＳＫ 》 （ １ 、 ２ 、 ３ ）



３



４



２


１

从表中可以看出 ， 教材的种类较为丰富 ， 多数学生和教师对于这些教材是认可

的 ， 对于 《发展汉语 》 这套教材 ， 学生和老师都认为这套教材较为适合学生学习汉

语 ， 仅有 ３ 位学生认为这套教材不适合学生学习汉语 。 而对于 《快乐汉语 》 有 ４２

个学生认为该教材较适合学生学习 ， 对于该教材的认可度并没有 《发展汉语 》 这套

教材高 ， 学生和教师最不认可的教材是 《汉语 口语速成 》 。

但这些教材还是存在
一些 问题 ， 本文在 问卷中设计 了

一

些教材所 出现的 问题 ，

学生和教师针对 自身的教学和学习情况做相应的评价 ， 详细情况见表 ３ －

７ ：



表 ３
－７ 教材的缺点


语法 词汇

￣￣ ＂＂＂

ｉｉ

￣

ＩＩ
￣

对话的

人物 教材的缺点复杂 量较 晦涩的不实用性 其他



多变大难慊 精准
＾１

不大

《发展汉语 》 １ ３ １ ６ １ ８２０ １ ６ ５２

＾《快乐汉语 》 １ ２２０ １ ６２３ ８４７

《汉语 口语速成 》３ ３４ １ ２ １ ０ １ ３ １ ５ ３

《ＨＳＫ 》 （ １ 、 ２ 、 ３ ） １４２２３８ １ ２ ３ １

《发展汉语 》 ２ １ １ ３２ １ ０

《快乐汉语 》 ２ １２ ３２００

《汉语 口语速成 》０ ４ １ １ ３ １ ０



《ＨＳＫ 》 （ １ 、 ２ 、 ３ ）０４３２ １



００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 ， 该校 目 前所用 的教材学生 由于各 自 的需求不尽相 同 ， 对

于教材的评价也不尽相同 ， 整体来说 ， 《发展汉语 》 的 比较平均 ， 问题较大的是翻

译方面 ， 这样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无法理解词语或者句子的意思 ， 对汉语学习造

成
一

定的 困难 ， 《快乐汉语 》 的主要问题是翻译的不精准且词汇量较大 ； 而 《汉语

口语速成 》 在学生方面的认可度较差 ， 主要原 因是词汇量较大 、 且在对话实用性方

面出现
一

定的 问题 ； 对于 《ＨＳＫ 》 ， 这套教材针对的是 ＨＳＫ 辅导班的学生 ， 这些

学生需要进行 ＨＳＫ 模拟考试 ， 因此这套教材针对性较强 ， 但相应的 ， 难度系数也

较大 、 超纲词汇也较多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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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 鉴于教材出现了
一些问题 ， 在调查时 ， 调查了学生和老师对教材的需求 ，

根据学生和教师的需求 ， 问卷列 出 了
一些学生和老师希望的教材类型 ， 调查结果如

表 ３
－８ 所示 ：



表 ３ ￣８对汉语学习教材的需求


配套练
教材＋

有汉语 有语法
麵 麵 课文趣味

对汉语教 Ｈ
９５

包含中 伯语的 胜活 ， 性较浓 ， 课

材的需求 ＾ 国文化 讲解和 丰富有 堂活动较
其他

ｅＤ

介绍Ｗ＠ 翻译＠多

学生 １ ０６４２４３ １ ３ ９ ３

学生人数

占总数百 １ １ ． １％６ ． ７％４ ．４％２ ．２％４７ ． ８％ １４ ．４％ １ ０％ ３ ． ３％

分比

教师 １ １ １ ０ ２ ４ １ ０

教师人数

占总数百 １ ０％ １ ０％ １ ０％０２０％４０％ １ ０％０

分比


通过统计可知 ， 较多的学生希望更换教材 ， 有 ４７ ． ８％的学生希望更换的新教材

有阿拉伯语注释 ， 这样可 以更为方便学生 自学 ， １ ４ ．４％的学生希望课文 内容尽量生

动有趣 、 结合实际 ， 而对于语法和汉语拼音的要求较低 ； 大部分教师认为 目 前的教

材很好 ， 但少部分认为教材还需要
一

定的改进 ， 有 ４０％的教师认为在课文的新颖上

需要再改进
一

些 ， 使得课文 内容生动有趣 ， 在教学上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３
．２ ．３ ．２ 对教材使用情况调查统计结果的分析

通过对教材的调查结果 ， 结合学生和教师的反馈意见 ， 可 以看出 目 前的教材基

本可 以满足 目 前学习 的需求 ， 学生和教师对现行教材的认可度较高 ， 但存在
一

定的

问题 ， 多数教材是直接 引进中 国本土编写 的汉语教材 ， 虽然有英文翻译 ， 但是翻译

的并不十分准确 ， 这样的教材在教学应用过程中难度较大 。 应结合埃及的实际情况

以阿拉伯语为背景积极开发针对性较强的新教材 ， 同时 ， 在教材的选用方面 ， 由于

汉语学习者的年龄不相 同 ， 对汉语的需求也不 同 ， 因此 ， 需要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学

习环境选用合适的教材 ， 在课文 内容方面 ， 也需要更进
一

步的贴合实际 ， 使得 内容

生动有趣 。

２ １



硕 士 学 位论文

ＭＡ ＳＴＥＲ
’

ＳＴＨＥＳ Ｉ Ｓ

３ ． ２ ． ４ 学生汉语学习情况的统计与分析

我们在进行学生汉语学习情况调查时 ， 从学生和教师两个方面 出发 ， 调查 内 容

主要包括教师在授课时主要采用 的方法 、 学生对这些方法的反馈意见 以及学生常使

用 的学习方法和 困难等 。

３ ．２ ．４ ．１ 学生汉语学 习情况的统计

１ ． 对教师的教学方法的调查结果统计

首先 ， 调查 了学生喜欢什么样 的上课方式 ， 学生们喜欢的上课方式 以及老师们

常使用 的方式 ， 调查结果如下 图所示 ：

６０ ． ００％

５ ０ ． ０ ０％

 ■
４ ０ ． ００％誦

３０ ． ００％■ａｓ＿

２ 。 。。％■ 丨

： ：ｌｌ■ ■

： 丨

＾＾，

Ｉ学生喜欢的方式Ｓ 老 师常使用 的方式 》 老师认为学生更容 易 掌握的

图 ３
－４ 上课方式的选择

从突 出可 以看 出 ， 学院学生更喜欢老师采用 多媒体和 图片 的方式进行教学 ， 而

老师常常采用 的方式为 以老师讲解为主的方式 ， 而老师则认为除 了更多 的课堂活动

之外 ， 采用其他方式学生都可 以促进学生多掌握知识点 。

其次 ， 我们对教师教学效果的情况进行调查 ， 主要调查 了教师在课上与学生互

动 的情况 、 课后收集学生反馈意见的情况以及与其他教师相互交流的情况 ， 具体的

结果如 图 ３
－４ 所示 ：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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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５－￣
￣Ｈ 

４  ― — —一一

庭 收集教学反馈

３■戀
——

－ＪＢ…
 Ｂ教学交流

３Ｐ圓 ｍ 与学生互动

１
」

＇ ‘卜 ：
、

Ｉ ｆ

￣￣￣

Ｈ
ｎ
Ｕ

一

 ｉ
￣

 ！

经常偶尔较少无

图 ３
－５ 教师教学准备情况

从图 ３
－４ 所示 ， 在 １ ０ 名教师中 ， ５ 名教师认为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会经常与老师

互动 ， 有 ３ 名教师认为学生偶尔会与老师进行相关互动 ， 仅有 ２ 名教师认为学生在

上课期间基本不怎么进行互动交流 。 课后 ， 教师会经常收集学生的反馈意见 ， 但是

从调查的结果来看 ， 教师与教室之间 的教学交流较少 ， 有老师从来没进行过教学交

流 。

２ ．学生对于教师教学方法的评价意见

首先 ， 我们对于学生重视的老师特质进行 了调查 ， 调查结果如表 ３
－ ９ 所示 ：



表 ３ －９ 学生喜欢的老师类型


授课风格 汉语知识专丰富的才艺 ， 同时精

较为幽业度髙 ， 讲 ｆ可 以组织丰 通阿拉 其

Ｉｔ 可 以 课可以讲的 富 多彩的课 伯语和 他



活跃氛围很透彻堂活动汉语

学生人数２ ３ １ ３ ２３ ９ ６ １ ６０

占 比２ ５ ． ６％ １ ４ ．４％２ ５ ． ６
°
／。 １ ０％


６

＿

７％


１ ７ ． ８％０

从上表可 以看 出 ， ２５ ． ６％的学生喜欢老师有着丰富 的教学经验 ， 同样多 比例人

数的学生喜欢老师汉语知识专业度高 ， 可 以把课文讲的非常透彻的老师 ， １ ７ ． ８％的

学生认为汉语老师需要 同时精通阿拉伯语和汉语 ， 这样在沟通时候不会太吃力 ， 有

１ ４ ． ４％的学生喜欢老师授课风格较为幽默有趣的 ， 这样在课堂上不至于太过沉闷无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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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 ， 可 以学进更多 的知识 ，
１ ０％的学生希望老师对于 中 国文化特别 了解 ， 这样他们

可 以学到更多 的知识 ， 只有少数学生要求老师有丰富 的才艺 。

其次 ， 我们调查 了 学生认为 目 前汉语教学存在的 困难 ， 主要原 因如表 ３
－

１ ０ 所示 ：



表 ３ －

１ ０ 学院教学存在的 问题


＾所学Ｍ 内容Ｓ汉语赛［师的阿拉 教学 图书资源
甘

獅生活中很 ■基础差 ， 和 方法 輸学设 ｆ
困难师教学经验不够＋ ，他

难应用学生沟通困难单
一

施缺少

人数 ３ ２ ２ ０ １ ６ １ ６６０

占 比


３ ５ ． ６％


２２ ． ２％


１ ７ ． ８％ １ ７ ． ８％６ ． ７％ ０

从表 中可 以看 出 ， 有 ３ ５ ． ６％的学生认为 目 前埃及开罗大学存在师资力量弱 的 问

题 ， 很多老师都是刚刚接触教学的人员 ；
２２ ． ２％学生认为现在在汉语课堂中所学的

知识点到实际生活 中很难应用到 ， 有 １ ７ ． ８％的学生认为汉语教师的阿拉伯语基础太

差 ， 和老师们沟通有 困难 ， 同样多 的学生认为老师的教学方法很单
一

， 少数学生对

目 前的 图书资源和教学设施感到不满意 。

第三 ， 调查了学生是否喜欢 目 前的授课老师 ， 有 ６ ６ ． ７％的学生喜欢现在 的授课

老师 ， 只有少数学生不喜欢 目 前的授课老师 。

３ ．学生的学习方法和 困难

首先 ， 我们调查 了 学生喜欢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学 习汉语 ， 调查结果如 图所示 ：

４ ０

３ ５圓

３ °■ 圍２ ５國圖
２ 。

■■＿１ ５■■ １
，國

＾ＩＩＩ１Ｉ■
０ＨＩ■■■■■

课经买结通其
后常敎 交 过他
认预料中网

真 习 自国络
完和己的学
成复学朋习

任习习友
务

图 ３ －

６ 学生喜欢的汉语学习方式

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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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中可 以看 出 ， 有 ３ ６ 名 学生习 惯于课后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 ， 有 ３ ２ 名

学生喜欢温故而知新 ， 这些方法都是学习汉语常用到的方式 ， 也是必须采用 的方式 ，

很少有学生喜欢去 自 己主动买教材学 习汉语 。

其次 ， 我们调查 了在教师视域下 ， 学生学习汉语时经常 出现的 问题 ， 有 ５ 位教

师认为学生容易对教师 的教学方法产生厌倦情绪 ， 理解不 了学习 的重点和难点 ， ３

位教师认为学生学习过程中会 出现 自 身态度的 问题 ， 不愿意去主动的学习 ， 或者对

于课业极其的敷衍 ， ２ 位教师则认为 由 于学生的课业较为繁重 ， 学生疲于应付其他

的课程 ， 这样会导致其无法在汉语学 习 上花足够的时 间和精力 。



表 ３
－

１ １ 学生学习汉语 出现的 问题


对汉语学习产生奋士坤办 勒
其他课业繁重 ， 没有太

问题廳髓 ， 抓不 錯力再找握
一

门语



住重点难点 言

教师人数 ５ ３ ２

 

５ ０％


３ ０％


２０％


第三 ， 我们调查 了 学生在汉语课时 的学 习状态 ， 主要从上课是否可 以认真听讲 ，

能否会积极回答老师问题 ， 能否可 以理解教师课堂活动 目 的 ， 是否可 以跟上教学进

度等四个方面进行调查 ， 结果如下 图所示 ：

６ ０

；
ｌｌｌＩＩＩｒ

Ｆ
＇

；

：： ．

经常 会偶 尔 会较少会不会

理 认真 听讲＿ 回 答 问题 懸跟上进度 麵 埋解课堂活动 目 的

图 ３
－

７ 学生课上学习状态

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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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中可以看出 ， 学生的学习状态是非常积极的 ， 学生们会经常配合教师 ， 上

课认真听讲 ， 也能够回答问题 ， 也能够跟上老师的教学进度 ， 但是在课堂活动 目 的

方面 ， 有很多学生反应不太能理解老师课堂活动的 目 的 。

第 四 ， 调查了学生的学习状况 ， 是否能够进行学习进度和计划的调整 ， 有 ５ ７

名学生认为在学习过程中可以根据 自 己的学习状况和 内容进行学习计划的调整 ， 有

３ ３ 名学生认为没办法进行计划的调整 。 对于 日 常生活中是否能够采用汉语和 同学交

流也做了相应的调查 ， 结果显示有 ６３ 名学生认为在 日 常生活中 ， 很少使用汉语和

同学交流 ， 只有少数学生认为在 日 常生活中 ， 可以经常用到汉语 。

最后 ， 调查了学生在孔子学院的学习 目 的时 ， 多数学生是希望通过在学院的学

习 ， 可以通过汉语等级考试 ， 或者是可考上中 国 的大学去留学 ， 多数学生认为通过

这段时间 的学习外加 自 己在课余时间的努力是可 以达到 自 己的 目 的的 ； 同时调查了

学生下学期学习汉语的计划 ， 有 ６７ 人选择继续留在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学习汉语 ，

认为在孔子学院学习汉语可以达到 自 己想要的 目 的 ， 并表示在 自 己完成孔子学院的

课程后 ， 也会继续学习汉语 ， 有 ８ 人考上了 中 国 的大学 ， 准备去 中 国 留学学习汉语 ，

有 １ ０ 名学生认为汉语学习难度太大 ， 不再准备学习汉语 ， 也有 ５ 名学生准备 自学

汉语 ， 认为孔子学院的汉语学习达不到 自 己想要的 目 的 。

３ ．２ ．４ ．２ 对教学方法调查统计结果的分析

通过对教师和学生两方面进行的教学方法调查 ， 我们可以发现 ： 第
一

， 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偏向于采用直接讲授的方法进行教学 ， 但学生对这种方法没有兴趣 ， 较

为喜欢多媒体教学的方法 ， 教师们习惯于利用传统的方式根据教材进行教学 ， 但这

样的方式可能会削弱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 ， 对汉语教学带来不 良影响 ， 通过下面

老师视角下学生在汉语学习过程中 出现的 问题可以看到 由于教学方法的不恰当 ， 很

多学生容易产生厌学情绪 ， 这样的情绪是极其不利于学生继续学习汉语的 ； 在课余

时间 ， 学生更喜欢通过课后认真完成任务 ， 通过复习 和预习来学习汉语 ， 但是很少

通过买教材 自 己去学习 的方式来学习汉语 ； 第二 ， 通过调查学生 目 前认为汉语教学

上的 困难可 以看出 ， 目 前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面临着师资力量不够的现状 ，

很多老师都是志愿者 ， 没有很好的教学经验 ， 且教学队伍极不稳定 ； 第三 ， 从课后

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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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馈的数据来看 ， 学生对教学反馈积极性不高 ， 但教师较为重视 ， 通过教学反

馈 ， 教师可 以及时掌握 自身教学上的不足并加 以修正 ， 同时 ， 教师在课后也积极进

行教学方法的交流探讨 ； 第四 ， 通过调查学生对于教学老师的评价意见可以看出 ，

多数学生是喜欢现在的教学老师的 ， 他们要求汉语教学老师需要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

且汉语专业度高 ， 可 以在汉语学习上给他们指明方向 ， 随时为他们解惑 ， 带着他们

学到更好更专业的汉语 ， 学生在课上的学习状态也是非常积极的 ， 可以在课上认真

听讲并主动回答问题 ， 多数学生可以根据学习情况调整 自 己的学习进度 ， 但还是存

在个别学生在汉语学习上不主动的情况 ， 很少 回答老师提出 的 问题 ， 在学习进度上

出现跟不上的 问题 ， 由于 日 常生活中很少使用汉语 ， 汉语的难度又较高 ， 极大降低

了学生学习汉语的热情 ， 在学习上出现懈怠 的情绪 。 最后 ， 通过调查学生学习 的 目

的和计划可以看出 ， 很多在孔子学院学习 的学生都是带有 目 的去学习 的 ， 有强烈的

学习动机 ， 较多 的学生都是希望可 以通过汉语学习通过汉语等级考试 ， 并成功的到ｉ

中 国 留学 ， 他们喜欢中 国 的文化 ， 但也有极少数学生由于汉语难度大放弃了汉语的

学习 ， 打算不再继续学习汉语 ， 这些不仅仅与学生 自 身的发展情况有关 ， 也有时候

是与学习兴趣相关的 ， 学院需要关心这些学生的想法 ， 改善 自 己的教学方法 ， 让更

多的学生对于学习汉语有信心 ， 也可 以在学习汉语的路上走得更远 。

３ ．２ ．５ 对教师情况统计与分析

３ ．２ ．５ ． １ 对师资情况的统计

对于师资情况的调査主要从教师情况和教学资源两方面进行 。

１ ．对教师基本情况的统计

针对接受调查的 １ ０ 名教师 ， 我们对其的专业 ， 年龄 、 教学身份 、 汉语水平 以

及教龄等方面做了统计 。

首先对于其教师 自然情况做了调査统计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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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１２ 教师的 自然情况


教师数量


１ ０ Ａ


ｉｉ＊ｉ

７ 人 ３ 人

年龄 ２０－２５ 岁２６－

３ ０ 岁 ３ １
－

３ ５ 岁 ３ ６
＊４０ 岁４０ 岁 以上

４ 人 ３ 人 ２ 人 ０ 人 １ 人

中 国籍 ８ 人

埃及籍


２ Ａ


目 前调查的这 １ ０ 位教师有 ８ 人是中 国籍教师 以及 ２ 位埃及本土教师 ， 男性的

教师有 ３ 人 ， 女性教师 ７ 人 ， 教师的年级普遍较年轻 ， 有 ７ 位教师的年龄在 ３ ０ 岁

以下 。

随后 ， 对教师的基本情况做了大致的调查 ， 结果显示如表 ３
－

１ ３ 所示 ：



表 ３ －

１ ３ 教师的基本情况


学历博士硕士硕士在读本科

人数 １ 人 ３ 人 ４ 人 ２ 人

教学身份汉办外派教师汉办外派志愿者 本土汉语教师

人数 ４ 人 ４ 人 ２ 人

教龄刚毕业 ， 在校实习 １ 年及 以下 １
－２ 年 ２ 年及 以上

人数 ３ 人 ２ 人 ２ 人 ３ 人

专业汉语言文学汉语 国际教育应用语言学英语和小语种

人数


２



３



２



３

从调查问卷的结果显示 ， 该学院教师整体学历较高 ， 有 ３ 名硕士和 １ 名博士 ；

４ 名在读硕士都是汉办的外派志愿者 ， 学校有 ４ 名老师是汉办的外派教师 ， 只有 ２

名教师是本土的汉语教师 ； 但教师的教龄普遍较短 ， 有 ５ 人的教龄在 １ 年及以下 。

只有 ３ 名教师的专业是汉语国际教育 ， 其他教师
一

般为语言学及小语种等专业的教

师 。

对于非本土的汉语老师 ， 调査了他们的阿拉伯语水平 ， 结果显示 ８ 名 中 国籍老

师 中 ， 只有 ２ 名老师认为 自 己可 以和学生流畅的沟通 ， 有
一

名老师认为 自 己的阿拉

伯语
一

般 ， 可 以和学生勉强的沟通 ， ４ 名老师认为 自 己阿拉伯语较差 ， 和基本听不

懂阿拉伯语 ， 只能勉强通过英语和学生交流 ， 有
一

位老师认为 自 己完全不会阿拉伯

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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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 在平时教学过程中 ， 这些中 国籍老师常使用 的语言是汉语和英语 ， 很少使用阿

拉伯语 ， 而本土的汉语老师常使用阿拉伯语和汉语和学生交流 。

对于赴阿拉伯地区进行汉语教学的 目 的 ， ８ 位老师中有 ６ 名老师是为了传播中

国文化 ， 也有 ２ 名老师是为了开阔眼界 ， 认识更多 的人 ， 结交更多 的朋友 。 这八名

老师只有
一

位老师表示在任期结束后会继续留在埃及教汉语 ， 其他 ７ 名教师都打算

回到中 国工作 。

２ ．教学资源的统计

首先调查 了学校的教学辅助设备是否齐全 ， 有 ８ 名教师认为学校的教学设备比

较少 ， 只有 ２ 名教师认为学校的教学设备很齐全 。其次调查了教学资源的不足之处 ，

有 ３ 名教师认为学校 目 前缺少打印机等教学设备 ， ４ 名教师认为学校主要缺少适合

学生学习汉语的教材 ， 只有 ３ 名教师对于办公用 品 以及教具等有相应的需求 。

３ ．２ ．５ ．２ 对师资情况调查统计结果的分析

从教师的基本情况来看 ， 该学院本土教师过少 ， 且师资队伍不够稳定 ， 在调查

的 １ ０ 位教师中 ， 有 ４ 位是志愿者 ， 这些志愿者主要是为了积累教学经验为以后 的

工作做打算 ， 其他的教师基本为汉办外派教师 ， 本土的教师仅有 ２ 名 ， 汉办教师由

于工作环境和家庭因素无法长时间留在埃及进行汉语教学 ， 因此学院缺乏
一

批本土

的较为稳定的汉语教师 ； 从教师的教龄来看 ， 学校的教师普遍教龄较短 ， 教学经验

不足 ， 在调查中可 以看到 ， 有 ５ 人的教学时间低于 １ 年 ， 仅仅只有 ３ 人的教学时间

在两年以上 。 在教学资源上 ， 该校 目 前教学设备的配置是不齐全的 ， 这也是导致教

师上课较少用到多媒体教学的原因 ， 同时 ， 学院还缺少打印机 、 教具等办公用 品 ，

教学设备也较为老 旧等客观现象 。

３ ．２ ．６ 师生对于
“
一

带
一

路
”

了解情况的统计和分析

３ ．２ ．６ ． １ 师生对于
“
一带一路

”

了解情况的统计

师生们都认为近年来中 国与 自 己国家之间 的交流更为密切 ， 在政治 、 经贸和人

文方面都形成了共同推进的双边关系 ， 例如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发展 ， 改经贸 区是

中 国商务部确认的 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之
一

， 中 国相关机构对赴改开发区投资的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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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较多的政策支持 ， 中埃两地的经贸来往频繁 ， 总额和贸 易总量也在不断攀升 ，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两国 的合作实现了互利共赢 。 多数学生表示对于
“
一

带
一

路
”

的计划是不陌生的 ， 埃及是区域性发展中大国 ， 也是最大的阿拉伯 国家 ， 是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沿线的关键国家 ， 在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影响下 ， 中埃两国 的交流更加频

繁 。

关于师生对于
“
一

带
一

路
”

的 了解情况主要从
“
一

带
一

路
”

是否会增加汉语学

习兴趣 ， 是否会影响汉语学习规划 、 是否会影响职业选择这几方面进行统计的 ， 统

计结果如表 ３ －

１ ４ 所示 ：



表 ３
－

１ ４ 师生对于
“
一

带
一

路
”

的 了解情况


增加汉语影响学习汉语实现个人更好的

身份 料贿 ＿ ） 的＿发展



是 否 是否 是 否是否

学生６７２３７ １ １ ９５２ ３ ８６３２７

教师 ６４ ７ ３

从表 ３
－

１ ５ 中可 以看出 ， 埃及开罗大学的师生对于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较为了解 ，

多数师生认为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的提出会对 自 己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 ， 也有不少学

生反应 ，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的提出会对学生学习汉语的热情和规划有着积极的影响 。

３ ．２ ．６ ．１ 师生对于
“
一

带
一

路
”

了解情况的分析

从统计的结果来看 ， 师生对于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的看法是积极肯定的 ， 认为该

倡议的提出可 以更好的实现 自我发展 ， 使得彼此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 学生们认为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的提出让 自 己学习汉语的热情更加高了 ， 很多中 国企业到埃及来投资

建设 ， 需要大量的人才 ， 学习汉语可 以更好的服务于 日 后 的工作 。

３ ０



Ｉ馨Ｊ
硕士 学 位论文

ＭＡＳＴＥＲ
＇

Ｓ ＴＨＥＳ ＩＳ

第四章 阿拉伯国家孔子学院对外汉语教学存在的问题

在
“
一

带
一

路
”

背景下 ， 阿拉伯地区学生学习汉语的热潮 日益高涨 ， 旅游汉语

以及商务汉语等实用汉语的学习需求大大提升 ， 但 目 前的汉语教学仍然是传统的汉

语教学 ， 以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为例 ， 在第三章中 己经对该学院教师和学生的调

查结果进行了梳理 ，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 ，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能够满

足学生的需求 ，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 及时收集学生的反馈意见 ， 教师之间能够交流

教学方法 ， 学生学习积极性较高 ， 学习汉语 目 的 明确 ， 学习过程中可 以主动预习和

复习 ， 同时师生们对于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的看法是肯定积极的 。 但是也存在
一

定的

问题 ， 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 教学体系不够完善 、 教学资源存在不足 、 师资力量缺

少支撑等 。

ｆ

４ ． １ 教学体系不够完善

４ ． １ ． １ 教学内容陈旧

１ ． 教学方法落后

通过调査可 以发现 ，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多采用直接讲授的方式进行教学 ， 课上

经常出现的景象是教师念 ， 学生跟读 ， 最后学生 自 己读 ， 较少使用多媒体或者是其

他的方式进行教学 ， 这种不采用教学辅助手段只依托书本进行教学的方式会使得学

生失去学习兴趣 ， 对于知识点的展示也不够突出 ， 教学效果有所下降 ， 学生在知识

的巩固和强化方面出现
一

定的障碍 。 同时 ， 在教学过程中 ， 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不

够突 出 ， 虽然在课后会收集学生的反馈信息 ， 但是对信息的重视度并不够 。 通过调

査 ， 多数学生喜欢的方式是进行多媒体教学 ， 而教师常采用 的方式是直接讲授法 ，

仅仅在综合课上偶尔采用 多媒体教学 ， 这两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偏差 ， 因此 ， 课堂教

学并没有满足学生的需求 ， 只是机械的完成授课任务 。 汉语课作为
一

门语言课程 ，

需要进行大量的练习 ， 而学院的教师采用 的方法却是对着课本直接讲解 ， 鲜少采用

课堂讨论与讲授相结合的形式 ， 这样学生锻炼的机会较少 ， 使得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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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教学内容脱离实际生活

该学院 目 前仍然使用是 旧教材 ， 该套教材中 的 内容较为滞后 ， 并且对于当前中

国 的流行词汇和网络用语几乎没有涉及 ， 无法满足当前学生的学习需求 ， 而埃及开

罗大学孔子学院较为重视传统汉语的教学 ， 在汉语教材方面 ， 教材 内容基本是中 国

社会生活及文化的 内容 ， 甚至由于教材缺少更新 ， 很多 内容都是过时的材料 ， 这些

素材与他们的生活存在
一

定距离 ， 这样 ， 部分学生的汉语学习兴趣降低 ， 导致其语

言能力达不到标准 。 同时 ， 该学院的汉语教学较为重视语法翻译的教学 ， 虽然 目 前

教学的重点正在向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上转变 ， 重视语言专业技能的锻炼 ， 学

院同时增设了旅游汉语和商务汉语课程 ， 由单
一

的语法翻译法向着直接发和交际法

多元化的发展 ， 但 目 前学院正处于摸索阶段 ， 很多教学 内容更偏 向于传统教学 ， 教

学 内 容仍然和实际有较大的脱钩 。

４ ＿１ ． ２ 课程设计不合理

１ 、 课程设置单
一

根据调査结果显示 ， 目 前该学院开设的汉语课程有综合课 、 听力课 、 阅读课 、

ＨＳＫ 辅导课 、 商务汉语和旅游汉语课 ， 这些课程基本属于语言类课程 ， 课程设置相

对较少 ， 学习重点集中在阅读 、 听力 、 口语 、 语法等语言知识及技能的学习上 ， 没

有文化 、 文学等课程 ，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 文化课程的确实 ， 直接影响 了汉语的教

学效果 ， 同时也无法满足学生对中 国文化知识的学习需求 。

２ 、 课时不足

该学院汉语课时设置相对较少 ， 周课时也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 ， 在调查中可以

看出 ， 有大约
一

半多的学生每周学习 时间在 １ ０ 课时 以下 ， 而多数学生希望的课时

是 １ ０
－

１４ 课时 ， 在 １ ０ 课时 内学生需要完成综合课的学习 ， 也要掌握其他语言技能

课 ， 同时兼顾 ＨＳＫ 训练课 ， 这样的课时安排使得学生 ， 课堂所学的知识无法有效的

进行巩固和强化 ， 课时相对不足 ， 学生无法消化所学的知识 ， 这样使学生在下
一

次

上课时 ， 很容易忘记上节课所学习 的 内容 ， 上课时教师需要花时间复习 ， 影响 了教

学进度和教学效果 。

从上述两点可 以看 出 ， 学院课程设置相对单
一

， 课时设置有些不足 ， 学生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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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掌握知识点 ， 这是学院需要改进的地方 。

４ ．２ 教学资源存在不足

４ ．２ ． １ 现行的教材种类不够丰富

１ ． 现行教材雜的 问题

通过调查 ， 可以发现学生和教师对于 目 前的教材评价不高 ， 从学生和教师的反

馈来看 ， 对于 《汉语 口语速成 》 这套教材的接受度最低 ， 这套教材突出 的 问题是难

度系数大 ， 且课文 内容稍显陈 旧 。 其次 ， 接受度相对较低的教材是 《ＨＳＫ 标准教程 》 ，

该教材是针对 ＨＳＫ 培训班的学生 ， 针对性较强 ， 但是难度系数同样较高 ， 超纲词汇

较多 ， 且 《发展汉语 》 以及 《快乐汉语 》 等教材较为突出 的问题是缺少较为系统的

母语注释 ， 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 ， 由于缺少母语注释 ， 使得学生过对课文的理解不够

透彻 。

２ ？ 教材种类较少

目 前该校使用 的教材数量有限 ， 种类相对较少 ，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 ， 针对的是

不同阶段的学生 ， 有初级阶段的 、 也有高级阶段 ， 但 目 前学校所用 的教材只有 ６ 种 ，

对于 中级阶段的学生使用初级课本 ， 诸如此类的现象较为常见 。 目 前在老埃及开罗

大学孔子学院在使用教材方面 ， 对于不同阶段 、 不同需求和不同汉语水乎的学生使

用教材的区别不大 。 同时 ， 各种教材并没有相应的配套练习 ， 这样的教材设置使得

教师上课时 比较被动 ， 学生所做练习较少 ， 课堂所学的汉语知识得不到巩固 ， 对汉

语学 习造成
一

定的障碍 。

３ ． 缺少本土化教材

从学生的反馈中可以看出 ， 学校缺少 以阿拉伯语为背景的汉语教材 ， 目前该学

院所使用 的教材多数是采用 的英文进行注释 ， 没有阿拉伯语的注释 ， 尤其是生词表

中 ， 多数是英文注释 ， 但是英文注释与汉语原意经常会出现词义无法
一一

对应的情

况 ，

一

个汉语词汇可能包含多层意思 ， 且在用法上也和较多数英语或阿拉伯语的用

法不同 ， 因此 ， 每个词汇如果按照英语注释词意去理解就会出现较多偏差 ， 并且多

数埃及低年级学生在英语的理解上也有
一

定的 困难 ， 因此 ， 该学院迫切需要使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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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化教材 ， 采用阿拉伯语和汉语进行双语教学 ， 方便学生更好的学 习汉语 。 同时 ，

针对这些学校使用 的教材 ， 教材的 内容仅仅只是根据中 国 目 前实际情况编写的 ， 并

没有针对阿拉伯地区 的实际去编写教材 ， 阿拉伯 的汉语学习者对于很多教材上的话

题和文化知识并不感兴趣 ， 没有贴合学习者的学习需求。

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 ， 现行的汉语教材存在
一

定的 问题 ， 教材种类较少 ， 学生

对于双语教材的需求较为迫切 。

４ ．２ ．２ 教学资源落后

教学资源是为教学有序开展而提供的可 以被利用 的素材 ，

一

般包括教材 、 影视 、

课件 、 教具 、 辅助设施等 内容 ， 广义上也可以指有利于教学的环境和政策因素 ， 这

里主要指的是汉语教学的辅助设备 问题 ， 埃及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 ， 在教育方面的

投资相对较少 ， 通过对该校师生的调查 问卷可知 ， 该校缺乏现代化的教学设备 ， 教

室 内
一

般仅仅配置了教学用 的收音机 、 电脑和投影仪 ， 且这些设备多数都过于老化 ，

在使用过程中容易 出现故障 ， 从而限制 了汉语教学的发展 。 同时 ， 在埃及开罗大学

孔子学院虽然有
一

些中文图书资料 ， 但整体利用率并不高 。

４ ．３ 师资力量缺少支撑

１ ？专业性不强

通过对学院教师的调查可知 ， 有 ３ 名教师的专业是小语种专业 ， 并没有受过专

业的教学培训 ， 教师队伍总体的专业性并不强 ， 统计的 １ ０ 名教师中 ， 仅有 ３ 名教

师的专业是国 际教育专业 ， 其他都是相关专业 ， 师资队伍的专业性有待提高 。

２ ？教师队伍流动性大

该学院的师资队伍稳定性不强 ， 通过调查可知 ， 学院专职的教师仅有 ２ 位 ， 其

他教师都是 由 国家汉办派出 的教师和志愿者 ， 这些教师 由于 自 身的原因 ， 在学院无

法长期任职 ， 教师刚刚熟悉了教学环境就结束了在该学院的任期 ， 而新的教师的专

业性有待提高 ， 学生学习汉语时 ， 需要不断的和新的教师进行磨合 ， 这样会导致学

生学习汉语时情绪波动较大 ， 不利于汉语的学习 ， 同时 ， 也会给教师和学生带来较

大的时间成本 。

３ ４



硕 士 学 位论文

ＭＡＳＴＥＲ
＇

Ｓ ＴＨＥＳ ＩＳ

此外 ， 虽然在埃及开罗大学有中文系本科和研宂生教育 ， 但中文系毕业的学生

很少有人去担任汉语教师 ， 在埃及大学孔子学院也没有开展教师培训 ， 只是经常开

展研讨会供教师交流汉语教学经验 ， 因此 ， 学院有必要进行专业的教师培训 ， 提高

教师的专业性 。

３ ．教学经验不足

该学院多数教师是硕士学历 ， 教师的学历相对较高 ， 但是硕士在读的人数过多 ，

几乎 占 了统计人数的
一

半 ， ４ 名志愿者都是硕士在读 ， 他们来学院任教的 目 的
一

是

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 ， 二是积累教学经验 ， 学校任职的教师基本有
一

半都是没有相

关教学经验的 ， 在教学过程中 ， 常采用 的方式也是直接对着课本进行教学 ， 教学方

法不够丰富灵活 。 同时 ， 教师的年龄普遍年轻化 ， 教龄在 １ 年 以下的教师 占据了统

计数据的
一

半 ， 教学经验够丰富 ， 在
一

定程度上影响 了教学效果 。

从上述问题可以看出 ， 学院的教师队伍不稳定且教学经验不足 ， 专业性有待增ｒ

强 ， 这三点制约 了孔子学院汉语教学 的进
一

步发展。

基于 以上三个方面 ， 学校在教育体系方面不够完善 ， 在教学资源上存在不足 ，

同时在师资力量上缺少支撑 ， 在学院 以后的发展中 ， 需要重视这三个方面的改革和

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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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阿拉伯国家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的对策和建议

鉴于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出现的各种 问题 ， 在
“
一

带
一

路
”

背景

下 ， 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四方面对学院进行改善 ，

一

是在加强双方合作 ， 打造课程

体系 ；
二是积极吸纳经验 ， 资源长久发展 ；

三是注重教师培养 ， 输出 中坚力量 ； 四

是改善教学方法 ， 紧贴当地需求 。

５ ． １ 加强双方合作 ， 打造课程体系

５ ．１ ． １ 适当增设课程

目 前孔子学院面临着课程设置相对单
一

的 问题 ， 学院 目 前开设的课程主要是听

说读写类的课程 ， 这些课程相对较为成熟 ， 并积累 了
一

定的教学经验 ， 但是没有体

现中 国文化特色 ， 学院对于文化知识课程不够重视 ， 没有针对学生的学习 需求开设

相关文化课程 ， 在调查中 ， 学生希望可 以增设文化课程 ， 学院需要根据学生的需求 ，

适当调整课程设置 。 汉语教学除了让学生掌握汉语基础知识 ， 语言能力外 ， 还需要

对中 国文化有所了解 ， 提高文化素养 ， 因此 ， 学院应当鼓励教师根据学生的学习 需

求 ， 进行课程建设 。

５ ． １ ．２ ． 合理增加课时

目 前孔子学院汉语课时较少 ， 学院需要根据学生的学习需求及及其专业的情况 ，

合理增加课时段 ， 安排教学时间 。 每周不足 １ ０ 课时对于学生来说是不足以掌握
一

门语言 的 ， 也达不到学生的需求 ， 按照学院的课时来看 ， 每 门课每周仅有两次课 ，

这样的情况下 ， 学生学习和练习 的时间过少 ， 教学质量难以保障 ， 同时 ， 因课时较

少 ， 学院还删减 了文化课和其他方面的课程 ， 不利于学生的汉语学习 。 因此 ， 学院

应从教学实际及学生的汉语的学习 需求出发 ， 合理的安排课时 ， 制定更为符合学院

发展的课程 以及相应的课时总量 ， 在语言技能课和文化课之间进行调整 ， 提高汉语

教学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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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 １ ．３ ？ 重视课佘时间

从调查中可以看出 ， 该院学生在课后 自觉复习方面不够 自觉 ， 语言的学习需要

反复多次的练习 ， 这样重复记忆才可 以达到学习 的效果 ， 汉语教学 目标本就是不断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 让学生 自觉的去学习汉语 。 课后主动复习是学习汉语的重

要环节 ， 因此 ， 在每节课后 ， 都应该留有汉语作业 ， 充分利用课余时间 ， 提高汉语

学习效率。 可 以让学生准备作业本 ， 或者准备与教材相关的配套练习 ， 不论是在课

前还是课后 ， 教师需要认真批改作业并认真讲解 ， 掌握学生的学习动态 ， 并把每次

的作业作为 出勤记录 ， 学生在课堂需要集中精力学习 ， 课后也能够频繁的接触汉语

知识 ， 建立相应的汉语学习小组 ， 同时 ， 为确保学生按时保质完成作业 ， 学院应该

在作业方面建立相应的奖惩制度 。 对于没有认真完成作业的学生做出督促 ， 而对于

作业完成较好的学生进行表扬 。

５ ．２ 积极吸纳经验 ， 资源长久发展

５ ．２ ． １ 积极开发新教材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所选用 的教材是正规出版的教材 ， 但这些教材

内容较为陈 旧 ， 脱离埃及社会生活实际 。 况且学院 目 前的教材种类较少 ， 市场上的

教材公认较为经典的是 《汉语教程 》 以及 《发展汉语 》 系列 ， 且埃及也有 ２ 本本土

化的双语教材 ， 《旅游汉语 》 以及 《商务汉语 》 。 此外 ， 对于初级阶段学生 ， 可以

选用 《汉语会话 ３ ０ １ 句 》 《对外汉语教程 》 等作为参考材料 ， 这些教材都是基于体

验式教学理念进行设计 ， 对于学习汉语的学生较为实用 。 总体来说 ， 需要根据不同

学生时期需求 、 不同学生的学习特点选择各种类型的教材 ， 同时 ， 在教材的时效性

上也需要注意 ， 及时更新 。 在教材的建设上 ， 也需要摒除 旧观念 ， 超越传统教材的

束缚 ， 结合阿拉伯地区的实际需求研发
一

些多样化 、 多层次的汉语教材 ， 这些汉语

教材需要重视区域化和本土化的特色 ， 尤其是考虑到学生的需求 ， 根据不同 的使用

对象编写教材 ， 并综合考虑学生的学习方式 、 学习 时限 、 文化背景 、 社会习俗等方

面的差异 ， 针对这些差异去开发新的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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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 ２ ． ２ ． 调整教学内容

作为教材的使用者和改编者 ， 学院的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实际对教材做适当 的调

整 ， 教师对教材 内容最为熟悉 ， 也熟悉教学中的难点和重点 ， 了解学生的学习特点 ，

教学过程中需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 剔除超纲词汇 ， 摒弃过时 内容和词语 ， 收集真

实有趣的教学材料 ， 把握教学重心 ， 采用灵活的教学方式进行教学 。 同时 ， 在进行

教学时需要考虑到阿拉伯地区 的宗教信仰 ， 在不违背其宗教信仰的前提下进行汉语

教学 ， 学院也可以根据每学期的教学情况 ， 对教材系统的进行更新和完善 ， 增强教

材的实用性 ， 积极开发新教材 。

５ ．２ ．３ ． 加入互联网元素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 ， 传统的纸质教材己经满足不 了 学生学习 的需求 ， 在调查过

程中 ， 有多数学生反馈希望可以借助视频等资源辅助学习 ， 改学院应该借助网络资

源 ， 丰富其教学内容 ， 配合使用教学视频及音频 ， 开发学习软件 ， 在课余进行网络

教学 ， 打造更为多样化教材形式 ， 方便学生随时随地学习汉语 ， 提升学习效果 。

５ ． ３ 注重教师培养 ， 输出中坚力量

５ ．３ ． １ 重视教师专业培养

教师队伍质量决定着学院的汉语教学质量 ， 因此 ， 针对专业不对 口 的 问题 ， 建

议学院在以后招聘教师时 ， 需要优先选择汉语专业的教师 ， 而对于 目 前学院的教师 ，

需要重视对他们的培养 ， 定期组织教师进行教学培训 ， 为教师提供学历进修培训 的

机会 ， 同时 ， 对于潜力较大的教师 ， 可以提供他们去 中 国 留学深造的机会 ， 提高 自

身汉语教学的水平 ， 通过对教师进行培训并推荐有潜力 的教师进修 ， 可以较大程度

提高学院教师的教学水平及素养 ， 满足学院的教学需求 ， 而对于刚到学校 ， 教学经

验不足的教师 ， 学院需要及时帮助他们了解学院 、 学生的情况 ， 对于学院的教学有

大致的 了解 ， 及时的开展教学工作 。

５ ．３ ．２ 重视本土教师培养

该学院的教师比例不太合理 ， 汉办教师多 ， 而本土教师相对少 ， 学院应适当调

整教师结构 ， 致力于培养本土汉语教师 。 目 前 ， 该学员学生数量增长较快 ， 仅仅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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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汉办的教师己经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 ， 学院需要抓紧培养本土教师 ， 本土教师在

与学生沟通方面有
一

定优势 ， 同时 ， 本土的教师也不会存在流动性较大的 问题 。 因

此 ， 学院在招聘时对于那些有中 国 留学经验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埃及籍毕业生采

用 引进人才的策略 ， 提高薪酬 比例 ， 而对于学院现有的本土教师 ， 需要加强教学培

训 ， 开设
一

些教师研修班 ， 提高教师的教学技能 ， 改善教学环境 ， 让教师有归属感 ，

重视本土教师的培养 。

５ ．３ ．３ 改善工作环境

学院需要加大宣传力度 ， 提高师资待遇 ， 改善教师的工作环境 ， 在软硬件方面

需要做进
一

步的改进 ， 包括更新学校的多媒体 ， 编写适合学生学习 的教材 ， 有完整

的办公用具和教学用 品等 ， 帮助解决教师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 提升教师的幸福感 ，

吸引更多教学经验丰富的本土教师加入该校 ， 提高学院的师资力量。

５ ．４ 改善教学方法 ， 紧贴当地需求

５ ．４ ． １ 使用多样化教学辅助手段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 应该结合课程的特点 ， 恰当的使用辅助教学手段 。 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过于依托书本进行教学 ， 忽略了其他教学辅助手段 。 ＰＰＴ 和板书这两

种是必不可少的 ， 这些辅助手段可以起到强调 、 记录和展示知识点 的作用 ， 囿时 ，

通过板书 ， 可以让学生更明确汉字的写法 ， 若是教学中 只依靠书本教学 ， 教学效果

会大打折扣 ， 不利于学生对于知识点的记忆 。 因此 ， 在教学过程中 ， 需要综合利用

多种教学辅助手段 ， 提升板书的书写水平及课件的制作水平 。

５ ． ４ ． ２ 针对性改进教学方法

在改进教学方法时 ， 教师需要了解学生乐于接受的教学方式 ， 以学生为中心 ，

从学生的特点 出发 ， 因材施教 。 通过调査可知 ， 学生对多媒体教学兴趣浓厚 ， 同时

也期望在教学过程中可 以锻炼 自 己的汉语 ， 得到展示 自我的机会 ， 例如 ， 综合课不

仅仅需要多采用多媒体的方式进行教学 ， 还需要采取提问 ， 组织课堂活动的方式提

高学生的开 口率 ， 在 口语课堂上 ， 也可 以采用情景表演 、 话题辩论等方式提高学生

的课堂积极性 。 在课间可以组织
一

些课外活动 ， 采用游戏的方式 ， 提髙学生对汉语

３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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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及中 国文化的兴趣 ，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 只有在学生对于汉语产生兴趣后 ， 教

学就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５ ． ４ ．３ 开展课堂讨论

教师在授课时常采用 的方式是直接讲授法 ， 实际教学过程中 ， 需要积极开展课

堂讨论 ， 采用课堂讨论和讲授相结合的形式 。 通过课堂讨论 ， 可 以发挥学生的主观

能动性 ， 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 通过讨论教师也可以 了解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

度 。 但在讨论时 ， 需要把握话题的难度 ， 不能设置过难 ， 这样学生容易望而却步 ，

也不能设置的过于简单 ， 过于简单会使学生失去学习兴趣 ， 设置的讨论话题需要有

启发性的同时 ， 还要有助于学生进
一

步了解并掌握知识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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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在对于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现状的调查与分析中 ， 为了获取具体

的教学数据 ， 笔者从学院学生的基本情况 、 汉语课程设置情况、 汉语教材使用情况 、

汉语学习情况 、 教师情况、 师生对于
“
一

带
一

路
”

了解情况这六个方面出发 ， 通过

对学院的教师和学生展开问卷调查的方式 ， 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 分析出学院的教

学存在的
一

些问题 ， 并针对问题提出解决办法 。

在
“
一

带
一

路
”

背景下 ，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正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 ， 学院

整体教学情况 良好 ， 教师队伍学历较高 ， 教学过程中会经常交流教学经验 ， 学生学

习热情高 ， 学习动机强 ， 学习态度积极 。 但在汉语教学方面还是存在
一

定的 问题 ，

通过问卷调查可 以看出 ， 学院还存在教学 内容陈 旧 、 教材种类不够齐全 、 课程设置

不合理 以及教师队伍不稳定等方面问题 ， 针对上述的 问题 ， 从四个方面提出相应的

解决办法 。

本文的优点在于 ， 对学院的教师和学生分别进行调研 ， 通过对两个数据的综合 ，

分析学院汉语教学存在的问题 ， 并针对性的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 缺点也较明显 ， 由

于笔者的学术水平有限 ， 对于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总结上有不到位的地方 ， 对于有

些 问题调查的而不够深入 ， 问题的细化方面还存在
一

定缺陷 ， 对于教师的反馈意见 ，

学院的教学情况的调研还存在不充分的情况 ， 研究方法过于单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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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４

（ ３ ） ．

［
３ ０

］
孙云鹤 ． 国别教材的适用性研究

——

以 《 意大利人学汉语 》 为 例［ Ｊ ］．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 报
，２ ０ １

２，１ １
（６ ） ：４６－

５

２． ［

３
１ ］

吴 坚． 孔 子学院本土汉语教师培养： 现 状， 问 题与对策［ Ｊ］ ． 华 南师范大学

学报： 社 会科学版， ２
０ １ ４（５ ） ：

６３－６
６

． ［３

２
］ 徐

彩 华．对 外 汉语教师教学效能感的特点［Ｊ ］． 语 言 教学与研究．２ ０ ０９（０ ２ ）．  ［３

３
］ 杨

惠
元．强化 词语教学，淡 化 句法教学——

也谈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 法教学．

语 言 教学与研究．２ ０ ０３（０１ ） ．  ［３

４
］杨

立 华．孔 子 学院汉语教学问题 论析——
以布

拉戈维申斯 克国立 师范大学孔

子学院为例［Ｊ ］． 黑 河 学院学报，２ ０
１２ ， ３

（
４ ）

：
６ ９ －７

１

．  ［３

５
］ 曾

佩 莹．老 挝 万象汉语教师现状调查分析［Ｄ ］． 苏 州 大学．２ ０ １１ ．  ［３

６
］ 张

和
生、鲁 俐 ．再 论 对外汉语教师的素质培养［Ｊ ］． 语 言 文字应用．２ ０ ０６（０

４ ）．  ［３

７
］ 张

梦
菲．肯 尼 亚学生汉语学习动机调查研究——

以肯

尼亚内罗 毕 大学孔子学院

为例［Ｄ ］． 天 津 师范大学．２ ０ １７ ．  ［３

８
］ 张

新
生，李 明 芳 ．英 国 汉 语教学的现 况和趋势［Ｊ ］．海 外 华文教育．２ ０ ０７（０

３ ）．  ［３

９
］ 朱

军 利．论 汉 语新词语在孔子学院工作中的积 极作用［Ｊ ］．山 东 社会科学， ２０

１３ ， ６
：０２ ９．［ ４０］

邹
燕平

．
浅谈汉 语 教学与新ＨＳＫ辅 导相结 合的课堂设计——以威尼斯大学孔子学

院为例［Ｊ］． 首都 师 范 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２０ １ ３

， １ ． 
［４ １］Ｌ

ｉ
 Ｗ

ａｎ
ｇ ，Ｘｉａｎｇ ｙ

ｕ ｎＤｕ．Ｃｈｉｎｅ ｓｅｌ ａｎｇ ｕａｇ 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ｂ
ｅｌｉｅ

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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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ｅ
ｍ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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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

］
Ｑｉ

Ｘ
ｕ．

Ｉｔｅ ｍ－ｂａ ｓ ｅ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 ｎｇ ｕａ
ｇ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ｆｇ ｉｖ
ｅｄ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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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ｒｏｍｃｏｒｐｕ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Ｓｙｓｔ
ｅ
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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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

Ｘ
ｉａｏ

ｊ
ｕａ

ｎＪ ｉａ．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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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开罗大学汉语学习调査问卷 （学生卷 ）

同学你好 ！ 本次调査仅为了 了解开罗大学汉语教学现状 ， 以便于更好的 了解阿拉伯 国家汉

语教学现状。谢谢您的支持合作 Ｍ
ｊ ！ 

ｗ

＾ｇ
ｉｃ ． ＼ ＡｘＵｔｑａ ４ｊｌ？Ｌｘ

＾ 

＾
ｊ

＊

ｎ ？ ｎ ＾ ＼

？Ｃ  ｏｆＬ
＾

 ｊ

一

、 基本信息一ｌＪＣＡ＾ｊｌ？ｘ

姓名
ｉ

－Ｖ Ｉ

：性别０＾ １

：年龄

专业 学历Ａ＾ＪａＪ ｌ

ｋｊ
Ｊ ｌ

：班级

Ｑ ｌ ：在孔子学院课程之前 ， 是否通过其他途径学习过汉语 Ｊ３Ｕ６－ ｉｉｉｌ ｉｃ＾ｋ ；Ｊａ

ｊ
Ｓ ． １

＾
１ １ ａｆｔ

Ｊｊ
Ｊ
Ｌ＆？

 ５
（Ｊｊ

ａ ． ｉ
？

Ａ ． 是— ， 我通过 学习 了 汉语》ｄ
。

Ｂ ． 否Ｖ

Ｑ２ ： 除了汉语外 ， 你是否还学习 了其他语言^

Ａ ． 是… （语尬 丨

） Ｂ ．否Ｖ

Ｑ ３ ： 你在孔子学院学习 了 多久 ＿
ｊｄ

ｊ 士 

！！？ ？

Ｂ ． 小于６个月ＪＳ
＂ ＊＾＾

 ｃ＞ ＞

ＪＳＢ ．６个月 －

１年 ６１Ｃ ． ｌ
－２

年 Ｄ ．２ 年ｊ
ＳＳ Ｉ

ｊＵｌｕ ｉ以上

Ｑ４ ： 你是否参加过 ＨＳＫ 考试 获得了ＨＳＫ 级证书 ？ 希望通过孔子学院的

学习获得级证书 少 ． ． ． ． ． ．ＨＳｋ？

Ｑ５ ： 你喜欢学习汉语吗＾ 一 ｃ＞ ？ 为什么ｄ ｌ ？

Ａ ？非常喜欢 Ｓｒ
＾ ｌＢ ．喜欢４＾ 丨Ｃ ．

—

般— 丨 Ｖｕ产Ｄ ．不喜欢— ＩＶ

原因

Ｑ６ 你学习汉语的原因是什么 （ 多选ｄｊＷＤ ）

Ａ ． 对 中 国文化感兴趣 喜欢汉语

Ｂ ． 父母和学校的要求 丨

ｃ ． 未来希望在中 国求学 ｙ 以

Ｄ ． 为 了找
一

份好工作 ５ ＊＾ ｔｒ
＾ｌＭ ｔ＞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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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ＳＴＥＲ
＇

Ｓ ＴＨＥＳ Ｉ Ｓ

Ｅ ． 考ＨＳＫ 证书 ｃＭ０－ＨＳｋ

Ｆ ■ 其他ｌＳｊ＾ ：

二 、 汉语学习倩况 ：

Ｑ７ ．

？ 你每天课余用在汉语学 习上的时间为Ｕ
ｙ
ｄ

＾ １ １Ｕ
ｊ

Ｓ ｌ

＞
＃ ｐ小时ＬＬ。

Ａ ．无 （＾ 丨 ＶＢ ．２ 小时 以下〇以匕 ｔ＞Ｊｉ ｌＣ ．２ －４ 小时 ｔｆｊ
ｌ

ｊｄ ．４ 小时 以

上ｄｉｌｔＬｉ ｉ

＾
Ｊ

ｊ
ｉ

 （ｊ
－ａ

Ｊｊ￡ ｔ

Ｑ ８ ： 你觉得现阶段的汉语学习 困难吗 ｄｙ ｙＪａ ？

Ａ ． 非常困难 丨乓 Ｂ ． 困难 ＾ ？Ｃ ．

—般 Ｄ．不困难 Ｍ

Ｑ９ ： 汉语学习 听 、 说 、 读 、 写 四项技能中 ， 你认为最困难和最喜欢的技能分别是什么 Ｕ

ｉｊＵＳｉ ｌ

ｊ
Ｓ ｐ ｌ

ｊ
Ｓｌ ！ （ ｉｌｕａａｌ ｌ （ Ａ Ｕ

ｊ
ｉ ｊｎ ｌ ｌ＾

Ｌｕ Ｉｃ －

ｊ
ＯｉＳ ｉ

ｊ
ＳＳｌ ｉ ｌ

ｊｊ
ＳＳｌ ｔ ｌｊ￡ｕ

 ，＾ １

为什么 ｌｉＵ ？

Ｑ １ ０ ．除了在孔院上课外 ， 平时还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学 习汉语 ｄ
Ｓ＾ｌｃ ＊Ａｊｂｌｌ ｌ

＾
ｌ＊Ｔ ｉ ｕＪｕ￡ （

Ａ ． 课后认真完成任务

Ｂ ． 经常预习和复习^

Ｃ ． 买教材 自 己学 习 ＾ 丨 ． ． １＾
： ｄｙ

Ｄ ． 结交中 国 的朋

Ｅ ． 通过网络学习

Ｆ ？ 其他

Ｑ ｌ ｌ ：你认为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开设汉语课程的时间安排合理吗 Ｗ〇 ｉ少

（Ｊｊｆｉ
ｘｊｉＡ

ｊ

＊

ｎ ＞ ４ｊｔ－ｏｌ＾ ？

Ａ ． 合理

Ｂ ．
—

般

Ｃ ． 不合理

Ｑ １ ２ ：你每周 的汉语课程有多少课时＆ ＪＳｙ 
４ｐｍ－

＋ ？ （ ）

Ａ ．４课时 以下‘ Ｉ

ｊ
Ｊｌｂ

４ （＞Ｊ ｌｂ ．４ －

１ ０课时 ４
－

１ ０ｋＬｕＣ ． １ ０－

１ ６课时１ ０－

１ ６

Ｄ ． １ ６ －２０课时１ ６
－２０Ｌ匕Ｅ ．２０课时 以上、 丨

ｊ
Ｊ２０ ｔ＞

Ｑ １ ３ ：你认为每周 需要学习 多长时间 ＪＳ Ｗ ｃＪ
ｊ

ｌ ｌ

＞ 卢 ？ （ ）

Ａ ．４课时 以下、 Ｉ

ｊ
Ｊ匕 ■４ ｃ＞ＪＳ ＩＢ ．４ －

１ ０课时
４ －

１ ０ｋ－ＬＰＣ ． １ ０ －

１ ５课时１ ０－

１ ５

Ｖ ■ 丨ＪＤ ．  １ ６ －２０课时１ ６
－２０一 丨Ｊ 

込匕Ｅ ．２０课时 以上 ２０ ｔ＞

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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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１ ４ ：你认为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开设汉语课程的先后顺序合理吗 ＵＵ Ｉｄ＆Ａ

Ａ ． 合理

Ｂ ？

—

般

Ｃ ． 不合理

Ｑ １ ５ ： 你认为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开设汉语课程的能够满足你现阶段的汉语学 习 需求吗

Ａｘｌｌ ｔ

＾
Ｌｌｊ— 二

Ｕｑ ！ ＇

丨

■ ａＬ
｜＾

、 ａ

二
ｄ

二

＇

二

■ ４Ｊ ｉｌｌ ｌ

“  ｔ ． 一 １ １

？

Ａ ． 能Ｂ ．

—

般＾
＾Ｃ ．不能 ｌＡ６

Ｑ １ ６ ： 你认为现阶段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汉语课程的 ｊ 
＾ １ １

ｉＵＵＵ
ｊｊ

ｊ
＞ 為 ｉ

」
Ｕ

４ ？ ■〇 丨

■

＾教 ［材适合学习汉语么 Ａ
」

＇

’

」
１４ｊｌＵ ｜

＾
ＩｘｊＩ Ａ Ｕ ｎｌ ｌ ＜ａ Ａｊａｕ ｉ

＾Ｘ
ｏＩ Ｉ ｔ

＾

Ｕ＾３ ｌ

 （Ｊａ ？

Ａ ．适合 Ｂ ．较适合 丨 Ｃ ．

一

般— Ｄ ．不适合―匕＞

Ｑ １ ７ ： 你认为现在的教材存在哪些 问题＾ ｂｊ＾
５ ｌＪＳｌ二 ｊ ｙ

Ｕ ？

Ａ ． 语法复杂多变 叫３
ｊ 

ｉｉ－

Ｂ ． 词汇量较大Ｓ
ｊｉ＾ ｃｉｊｂｊＬ

！

Ｃ ． 内容晦涩难懂

Ｄ ． 对话的实用性不大 １年 Ｉ士 ｄ ｊｂ＝Ｊ ｌ

Ｅ ． 练习较难 一 

‘

．

情 ‘ 」

Ｆ ． 翻译的不精准

Ｇ ． 其他

Ｑ １ ８ ： 你对汉语学习教材的需求有哪些 ＾＾ １ｙ

Ｕ ？

Ａ ．配套练习和 ＾？ｃｂｉ ｌＧｌ
ｙｊ

ｊＳｌ Ｉ

Ｂ ．教材中包含中 国文化介绍 ^

Ｃ ．有汉语拼音的标注 ＠ 

Ｈ—

Ｄ ？有语法知识的标注 ｔ
＊

〔ｙ ｉ

Ｅ ．有阿拉伯语的讲解和翻译 ■！＞
＿？

Ｆ． 内容贴近生活 ， 丰富有趣 ％？Ｊ Ｉ

 （＞ ｇｊ
ｉ

Ｇ ．课文趣味性较浓 ， 课堂活动较多 Ａｉｋ

ｊ Ｓ＃ ！

Ｈ ．其他ｄ＞ ｉ

：

Ｑ １ ９ ： 你喜欢什么样的上课方式 汕 ｃＵｉｉ 丨

ｅ：
Ｊ
＾ ？ （ 多选ｄｊｇ ｌ

）

Ａ ．教师讲解为主＾ ？１ 丨

ｊ
ａｊ

Ｂ ．学生 自主学习练习为主 ｃＪ
Ｓｌ＾ｊ

ＵＪ ｌ

ｊ＾ 
＾＾ １１

＾ ｉ

ＪＳｕｉ．

Ｃ ．更多 的课堂活动＾ Ｕ Ｓｆ
ｌ

Ｄ ．使用 多媒体设备和 图片等道具
（

》Ｕ ｌ

 ｔ＞ ＞ ｓ二＊^

Ｅ ．其他 （又

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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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２０ ： 你更加注重授课老师哪方面的特质 ＰＶ Ｉｄ ｉ ？

Ａ ． 教学经验丰富

Ｂ ． 授课风格较为幽默 ， 可 以活跃氛围

Ｃ ． 汉语知识专业度高 ， 讲课可 以讲的很透彻 ６＃ｄ ６ Ｖｕ
』 ５＾ｉｌ ｌＡｉ＾

＊^

ＡｊＵｌＩＩ ａＬ〇Ｌｗ

Ｄ ． 对中 国文化特别了解 Ｗ
＃

Ｅ ． 丰富的才艺 ， 可以组织丰富 多彩的课堂活动 （＞ Ｓ？一

Ｆ ． 同时精通阿拉伯语和汉语 ｙＪ

Ｇ ． 其他ｔＳｊ
＾ ｉ

Ｑ２ １ 你认为 目 前汉语教学存在的困难是什么 ｄｙ
４ｉｂ 

ｕ ？

Ａ ． 师资力量弱 ， 老师教学经验不够 〇ｊ＾？＾
Ｊ 旮心二

Ｂ ． 所学的 内容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应用 ｊｊ
ｉｄ ｌ

Ｊｊｆ
ＬＳ

、＿ ｉ ， ．」 ｌ

 ＜＞

Ｃ ． 汉语教师的阿拉伯语基础差 ， 和学生沟通困难

ｌ－ＣｌＵ ｌＪ－ａ ｌ

ｊ
ｊＳ Ｉ

＾ 

５ｊ
＿）
？—ａ

 （ｊｊｊ
Ａ ｌ

Ｊ
Ｊ
Ｊ

Ｄ ． 教学方法单 ＜＿？Ｊ^

ｅ ． 图书资源和教学设施缺少 ｙ

Ｆ ■ 其他心 丨

：

Ｑ２２ ： 你喜欢现在的授课老师吗 ｐ ｉ

一 ｌ＞ ？

Ａ ．喜欢 Ｂ ．

—

般 Ｃ ．不喜欢 ＜
＞ｒｙ ^

Ｑ２ ３ ： 上课时你会认真听讲吗 ＬＵｉｌＵＵＳ ｌ １％＾
ｐ 

Ｊａ ？

Ａ ． 经常会 ｊＢ ．偶尔会 〇ｉ
－

 ｃ＞Ｃ ．较少会ｂＵＥ） ．不会＾ １Ｖ

Ｑ２４ ： 上课会积极回答老师的 问题吗 ｊＷ ｌＵ ？

Ａ ． 经常会 Ｂ ．偶尔会 Ｃ ．较少会 Ｉ

ｊ
＾ＬｉＤ ．不会

Ｑ２５ ： 上课时 ， 你能够跟得上教师的教学速度吗 ？

Ａ．经常会 Ｂ ．偶尔会＾＾？ 七Ｃ ．较少会 Ｄ ．不会

Ｑ２６ ： 上汉语课时 ， 你能够清晰理解教师 的课堂活动 目 的吗 ？

Ａ ．经常会 ｃｊＷ＾Ｖ ｌ

（＞ 」夺 （＾Ｂ ．偶尔会 Ｃ ．较少会ＬｐＵＤ ．不会ＬｐＵ

Ｑ２７ ： 你能够依据 自 己的学习状况和 内容 ， 进行学习进度和计划的调整吗＾ ｉｃ＞ ｉｃＵｉ５ ｌ

＾
Ｌｕａ３ ｌ

ｊ ｊ ｔｌ

Ａ ．可以＾Ｂ ．不可 以 Ｖ

Ｑ２８ ： 在 日 常生活中 ， 你会尝试使用汉语与 同学交流吗 Ｊｊ
Ｕｃ＞ ‘ ｓｙ ｉ

ｊ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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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ｊ ｉ ｖｉ ｆｔ ｌ ｌ ｔ＾Ｌ ｌ＾Ｌａ
ｊ ？

Ａ ．经常会 Ｂ ．偶尔会 Ｃ ．较少会 ｌｊ
』ＵＤ ．不会

Ｑ２９ 你对 自 己的汉语能力有怎样的 目标 ？ （例如 ， 通过 ＨＳＫ３ 考试 ， 能与 中 国人熟练交流等 ）

你认为在孔子学院的学习能使你完成这个 目 标吗 Ｌ＞

ＨＳＫ３』二
（ ＿ｇ

Ｊ
！ ‘

 ＾ｊ
ｎ ｉ

ｊ
ｔ ＾ｉｌ ｌＳ＾ ｌｉ￡ｊ

 （＿＾ａ ｌ

ｊ
ｊ２ Ｉ ｔ

＾
、

； ！

？ ■？４ｊｊ ｉ ｌ

＿ｐｌ ｌ

 ｊｊ
ｉｊ￡ｉｘｊ

Ｊａ

ｔ—ｋ＾ｌ ｌ Ｉ ｊ ｉＡ
 （ｊｊａａＪ

Ｑ３ ０ ： 你的下学期汉语学习计划是什么ｐｉｌ ｌ＾１ １ ＾ ＾
ｄ

Ｗ 为什么

ｌ ｉＵＳ ？

Ａ ． 继续在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学习 ｓｊ＊ｄ ｊ ｌ

ｊ
－＾Ｖ Ｉ

，

Ｂ ． 打算留学学习 ｓｉｊ
Ｕ

ｄ Ｊ＾ ｌ

，

Ｃ ． 自学汉语^

Ｄ ． 不再继续学习 因为^

三、 对
“

一

带
一

路
”

了解情况 ｃｉｕＵ ｉ

ｊ ｃ
丨

Ｑ３ １ ： 你是否认为近年来中 国与 自 己 国家之间的交流更为密切 〇 ｉＷ
Ｊａ

ｓ ｙｉ ？ 请举例说明山＝＜＝ ？卜Ｗ＾ 。

Ｑ３２ ： 你是否听说过
“
一

带
一

路
”

计划 ， 对它 了解吗 士 ？

Ａ ． 是 （请填写 了解的信息Ｗ３山ｐｊｊ ）

Ｂ ． 否Ｖ

Ｑ ３ ３ ：
“
一

带
一

路
”

计划的推动是否增加你对学习汉语的兴趣 ＾
巴ｊｊｌ ｌｃ＞

Ａｊ ｉｉｌ ｌ

—
？ ｌ

ｊ 
＾ＬｏＬａｊＡ Ｉ

０
ａ ＂

＾ ．
１

ｊ ？

Ｑ３４ ：
“
一

带
一

路
”

计划的推动是否会影响你未来对学习汉语的规划 —＞Ｊ Ｉ

＂
＾少

Ａｉｉｌ ｌ４ ． ． ａ ＼ Ｉ

。

ｔ ｒ
？

Ｑ３ ５ ： 你是否认为
“
一

带
一

路
”

对你的职业选择及发展将会产生影响 ｆ
ｌ＞ｉ ｌ

＂
Ｓ
ｊ＿〇 ｉ＆

Ｑ ３ ６ ： 你是否认为汉语的学 习将有利于在
“
一

带
一

路
”

的环境下实现个人更好的发展

ＪｊＪ ｉａｉ ｉＡ ｕ ＾
￣

ｔ＼  ＞ ？ ＡｘａＪＪ ＾ｃ －ＬｍＯｍ ｉ ＡｏＵｗａｌ ｌ４ｊＪ］ ｜

＾
Ｌｕ ？

５ ０



硕士 学 位论文

ＭＡＳＴＥＲ
＇

Ｓ ＴＨＥＳ ＩＳ

开罗大学汉语学习调查 问卷 （教师卷 ）

老师您好 ， 我是华 中师范大学的
一

名学生 ， 需要 了解开罗大学汉语教学的现状 ， 借此了解阿拉

伯 国家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现状 ， 感谢您百忙之中抽 出时间接受我的 问卷调査 ， 谢谢您的合作与

＾

ｖ＿ＪＵａＵ ｉｔｉＵ－ ｉ ｉ ＊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
－ＵＩｌ ｌ＾Ｊ ！

Ａ  ｉｌ
ｊ 

＞  ＾ｓｌ ＼斤
ｓ ｉ ４ ａ ？」

〉 ４ａｕ＊＾１ １

—

、 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年龄

专业 学历 职称

Ｑ ｌ ： 您有几年的教学经验

Ａ ． 刚毕业 ， 在校实习 （＾以 丨 ｄ

Ｂ ． １ 年 以下汉语教学经验＾〇ｌ ｌ Ｕｉ５ ｌ 〇＾ｐ３
ｉ＾ Ｓ＞ｈ＾

ｌ
ｔ＞ ＪＳ ｉ

ｃ ． １
－２年汉语教学经验１

－２

Ｄ ．２年 以上汉语教学经验 ｉｉｌｌ ｌ ｔｊ
ｊＳｌｗ

（ｊａｊ
ＳＳ ｌ

Ｑ２ ： 您的阿拉伯语的水平 ｄ

Ａ ． 标准 ， 可以和学生流畅的沟通 ｙ

Ｂ ．

—

般 ， 可 以和学生勉强沟通 —

ｃ ． 较差 ， 基本听不懂阿拉伯语

Ｄ ． 完全不会ＡＶ
Ｉ

＞
Ｙ

Ｑ３ ：您的教学身份是

Ａ ． 汉办外派教师 ＾^

Ｂ ． 汉办外派志愿者 ｄ＊〇 ｉ

Ｃ ． 本土汉语教师 Ｌ＾Ｊ
１^

Ｑ４ ：你赴阿拉伯地区进行汉语教学是为了＾ Ｉ Ｉ ｔｉｌ ｌＪ ！ （ 多选 ， 外派教

师和志愿者填写 Ｄｊｄｊ ｔｊ＾
－ １

ｊ
＾－６ ＊ｅＪＪｘｌｔｔＣｊ ＼

ｊ
Ｕａ ．

）

Ａ ． 传播中 国文化＾ １ 丨ｇ 丨

Ｂ ． 增加经济收入

Ｃ ． 开拓眼界＾ ＊^

Ｄ ． 结交朋友

Ｅ ． 其他

Ｑ ５ ：任期结束后 ， 您打算‘ｉ匕 ‘ 每Ｖ
ｊ 

Ｓ 丨 七 ？

Ａ ． 回 国深造 Ｘ＞
＊１

Ｂ ． 继续留任

Ｃ ． 回 国工作 ｃＷｉ ｌ

ｃｊ
Ｉ

！

Ｄ ． 其他以 Ｉ

：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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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教学情况

Ｑ６ ： 目前您所教授课程是什么明－ ０一

Ｕ ？

（３ ７ ： 在教学过程中 ， 您使用 的语言是＾＾＾ ＜＾ ＾＾
＜＾ １４ ？ ０＾＞ １＾ ＜＾ ？ （ 多选 ）

Ａ ． 阿拉伯语

Ｂ ． 汉语

Ｃ ． 英语；

Ｄ ． 其他以“

Ｑ ８ ： 您所在的教学机构有哪些汉语课程＾＾＾ｙ

Ｕ
： （多选 ）

Ａ ． 综合课

Ｂ ． 听力课ｅ：

Ａｖ ｉ ａ

ｃ ． 阅读课

Ｄ ．口语课

Ｅ
． 汉字课Ｖｕ

』 ｉ－ｊ
＾ｐ

Ｊ ｌ

 ，＿ｈｊＪ

Ｆ ？ 其他

Ｑ９ ： 您认为学校还应该增加什么课程 ｃｊ
ｉ

％６ 丨＾ｄ
ｊｊ
ｉ ｌ

ｙ

Ｕ ？

Ａ ． 文化课＿ 丨 乜 Ｂ ．语音课６】』 ｌＵＣ ．语法课 ＵＤ ．古汉语课 哗 ＝Ｊ ＩＥ ．

词汇课Ｇ ｌｂｉＪ ｌ Ｕ

Ｑ １ ０ ：您
一

般用什么样 的教学方法４
＂

ｋ^ｊａＬ？ ？

Ａ ． 教师单纯讲授 ６
＿＞
ＵＢ ．学生 自主练习 Ｃ ．

更多的课堂活动＾ Ｘ＞！ ｌ

Ｄ ．使用 多媒体设备和 图片等道具 ｈ〇 ｌ ｊ＊－ａ

Ｑ ｌ ｌ ：您认为学生更能接受哪种方法 ｄ
^

Ｂ ． 教师单纯讲授〇ｙｊ Ｂ ．学生 自主练习 Ｃ ．更多 的

课堂活动＾ Ｉ ＩＸ＞！ ｌ

Ｄ ．使用多媒体设备和 图片等道具 ｃｊ
－ ＪａｊＬｕ ｉ

ｊ
ｌ

ｌ ｜

＇ 、人 １ ． ． 〗 ｜

Ｑ １ ２ ：在教学过程中 ， 会经常和学生互动么 ｆＪａ ｔ山５ １ ？

Ａ ． 经常 ｙＢ ．偶尔 ． ＞  （＞Ｃ ．较少￥Ｄ ．无Ｖ

Ｑ １ ３ ：教学后会及时收集学生的反馈么 ？

人 经常 ｃｊｂＳｎ
ｃｊ
－
ｊ＾ ｙＢ ． ｉｍ ．Ｊ＾ｏ＾ ｏ－Ｃ ．较少哗Ｄ ．无Ｙ

Ｑ １ ４ ：经常和其他教师交流教学经验么 ？

Ａ ．经常 ｊＢ ．偶尔 ． ＞Ｖ七 ＞Ｃ ．较少＃Ｄ ．无Ｖ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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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１ ５ ：你认为学生在学习汉语过程中会遇到哪些 问题 ｊ＾ ５ ？ ｃＫＵＪ ｌ 告Ｕｙ
Ｕ

Ａ
 ｊ

ｊｄ ．  ｒｆｉｌ ｌ＜Ｊｔｌｌ ｌ

＾
１＊ＪＡ

＾
ＬａＣ －

？

Ａ． 内容较难 Ｂ ．课业较为繁重 ＜＾ １ｌＵＩ ＩＣ ．厌烦老师的教学方

法 丨 １

ｊ 

？ １

－

％ １ ． ．ｕ
 （＾ １ （＞？ｉｉｌＤ ． 自 身学习态度问题 丨 １

（＞？

Ｑ １ ６ ：您现在所用 的汉语教材是＾＾

Ｕ ？

Ｑ １ ７ ：您认为 目前使用 的教材有哪些 问题＾＾ｙ＾
ｊｉ＆

ｔ＞ ？

Ｈ ． 语法复杂多变Ｓｉ－ ＆ ｌ

ｊ
５

Ｉ ． 词汇量较大

Ｊ ． 内容晦湿难懂

Ｋ ． 对话的实用性不大 ＩＶ^

Ｌ ． 练习较难

Ｍ． 翻译的不精准 夂

Ｎ ． 其他

Ｑ １ ８ ：你认为教材较好ｃＭ ｉ ｔｊ
ｉ＆

 ｔ＞ ？

Ａ ．配套练习和ＣＤ＾＾ Ｉ

ｏ
＾
ｊ
ＳＳＨｊ

ＵＪ Ｉ

Ｂ ．教材中包含中 国文化介绍 丨 ｙｌ２￡３ ｌ

 ＜／ｊ
＾ｓ

Ｃ ．有汉语拼音的标注 Ｐ ｉｎｙｉｎ

Ｄ ．有语法知识的标注

Ｅ ．有阿拉伯语的讲解和翻译ｂｊ
Ｊ ｌ ｃ ；

^

Ｆ ． 内 容贴近生活 ， 丰富有趣 ％ｘｉ ｌ

 ｔ＞Ｓｒｙｊ
Ｓ

Ｇ ．课文趣味性较浓 ， 课堂活动较多＾ １＞ ｓ
ｊ
Ｕ

！ｊ
＾ ｌ

Ｈ ？其他ｃ５＞ ｌ

：

Ｑ １ ９ ：你认为现在的教材适合学生么 Ｊ＊ ？

Ａ ． 非常适合 Ｉ ！？Ｂ ．较适合 ｊ
ＳＳ ｉＣ ．

—

般适合 Ｄ ．不适合 ｊｊ
ｉ

Ｌ
ｙ
ｌ ＡＪ ｌＬＬａ

Ｑ２０ ：你认为哪 门课程所用教材需要更换 Ｊ ！＾ Ｓ
ｊｊ
ｉＳ」Ｕ

ｙ
Ｕ ？ 为什么

ｔｊＬＪ ？

Ｑ２ １ ：学校的教学辅助设备齐全么 ｉ＾ｊ

ｋ ｉＳ ｉ

ＪｉＵ
ｊ

ｌ ｌ

Ａ ． 几乎没有 ＶＢ ．比较少＾ Ｊｉ
ＳＳＣ ．基本都有 ｆＵ＃Ｄ ．很齐全＾－ＵＪｉｉ

ｊ

Ｑ２２ ：教学过程中 ， 你会使用哪种辅助设备 Ｓ＾ｔ ＼—１ ＼Ｃｊ Ｉｊ＊Ｊ ＩＵ ｉ

 （ｊ
ｉ

ｙｊ
＾ｉｌ ｌ ＡｊＬ？＆

Ａ ． 收音机 Ｂ ． 电脑 Ｃ ．投影仪士＇ｈＤ ． 自 制工具如 图 片等 ^

￥
１

！
‘

」少＾ ｜

 （＿］
！？

＾ａｌ ｌＥ ．无Ｖ

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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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２３ ：您认为学校还欠缺哪方面的教学资源 Ｊ １

Ｊ２ Ｙｄ匕 Ｕ

Ｗ ｉ
？

Ａ．教材＾＞２１ １＾－１ １Ｂ ．教具＾Ｍ ｌＣ ．办公用 品＾Ｊ ｌＤ ．打 印 ／复印机

ｊＪｊ＾
ａｊＳ ｌ ／ 

ｉｃ －Ｕｋｌ ｌＦ■其他

Ｑ２４ ：你对学校的汉语教学有什么建议ｕ〇Ｕ
Ｊ 
Ｖｏ
」 ， ｉｉｉｌ ｔ ＣｊＵ － Ｉｊ

Ｓ Ｉ ｊ

？ＳｊＪ
 （Ｊ＊ ？

三 、 对
“

一

带
一

路
”

了 解情况

Ｑ３ １ ： 你是否认为近年来两个国家之间 的交流更为密切 Ｄ＾ ｌ

＾＆少

ｓｊ＾Ｓｎｄｊ
ｉＪ ｉ

ｙ ？ 请举例说明

Ｑ３ ２ ： 你是否听说过
“
一

带
一

路
”

计划 ， 对它 了解吗Ｗ２
 ｔ＞

＂

ｔｋ＾Ｌｓ
ｆ

ｌｊｊ
＇

＆ Ｃ＞ ？

Ｃ ． 是￥ ， （请填写 了解的信息Ｗ ３

Ｄ ？ 否Ｖ

Ｑ ３ ３ ：
“
一

带
一

路
”

计划的推动是否会影响你未来对学习教学的规划 ＾
ｇｊｊｊ

ｉｌ ｌ

ｊ
５＞  ｃ＞

？

ｊ
４ ， ｌ ， ａ

＊

？ ＇  ． ， ａ Ｕ卜 

ｔ ＜ｒ ＂
ｆ

Ｑ３４ ： 你是否认为汉语的学习将有利于在
“
一

带
一

路
”

的环境下实现个人更好的发展

＾
ｉ＾ａＪ ｌ

， ！

４ｊｊｊ （ＪｊＪａｆｌ ｉ ４：
—人 Ａ

＾

ｕ ｎ ＾ｃ －Ｖ ｉＯｕ ｉ Ａａｕ＊＾ １ ＩＡＪｌｌｌ ｔ

＾
Ｉｓｊ

＂

？

再次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完成此问卷 ， 祝您身体健康 ， 工作顺利 ！

—
ＩａＰ

＾ ＪｔｆｔＳ ｔ＾Ｊ
＾ｈ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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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研宂生生涯即将结束 ， 不同于本科阶段的学习 ， 研宄生阶段 ， 不仅仅掌握了 应用 的专

业知识 ， 更让我学会了 自 主探索知识 、 独立思考的能力 。 在论文即将完成之际 ， 想 向在我

学习期间帮助过我的老师 、 朋友和家人们表示最真挚 的感谢 。

感谢我的导师袁海霞副教授 ， 本论文在袁海霞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 ， 从论文的选题

到修改 ， 终稿的完成都离不开导师的谆谆教诲 ， 袁海霞老师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严谨的治学

态度都给我留下 了深刻印象 ， 使得我受益匪浅 ， 在此表示 由衷的感谢 。

感谢我的朋友 ， 在华期间 ， 认识了
一

群志 同道合的朋友 ， 在学习期间 ， 影响我较深 ，

在生活和学习 中帮助我 ， 理解我 ， 正是有了他们的帮助 ， 才使的我的学术生涯丰富多彩 。

感谢我的家人 ， 感谢他们对我求学生涯的无私奉献 ， 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 ， 有 了家人

的理解 ， 我才可以在这里安心的完成学业 。

最后 ， 感谢各位专家在百忙之中抽 出时 间对我的论文进行指导 。

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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