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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家形象是国家
“

软实力
”

的重要组成部分 ， 提升 国家形象有助于提升国 际影响

力 ， 塑造积极正向的国家形象是中 国在国际社会长久发展的关键 。 国 际中文教育重视

汉语知识教学和中华文化传播 ， 是中 国 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途径之
一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我国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落实的重点 国家 ， 中阿两国在各领域

己开展密切合作 。 ２０ １ ９ 年 ７ 月 ， 阿联酋政府将中文教育纳入国 民教育体系 ， 中文教

学
“

百校项 目
”

开展得如火如荼 。 面向阿联酋民众 ， 构建积极正向的 中 国 国家形象极

为重要且迫切 。 然而 ， 关于阿联酋民众对中 国形象认知的研宄却并不多见 。

本文选取了不 同背景的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作为研究对象 ， 通过 问卷调查法和访谈

法 ， 探究阿联酋汉语学习者对中 国 国家形象的认知现状 、 影响因素和发展路径 ， 并提

出有针对性的发展建议 。

研宄结果表明 ，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对中 国的总体印象较为正向积极 ， 呈现
“

经济

－

文化
”

驱动型特点 。 认知结果可 以分为四个层级 。 中 国经济形象 、 文化与科技形象 、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形象 、 国 民形象和汉语形象的认知结果最好 。 整体形象和防疫抗疫

形象次之 ， 政治与外交形象再次之 ， 产品形象 、 社会生活形象和孔子学院形象位列最

后 ， 形象亟待提升 。

在影响因素方面 ， 汉语学习时长和有无来华经历等汉语学习 因素对阿联酋汉语学

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产生显著影响 。 汉语学习时长越久 ， 认知越趋于全面 、 真实 、

积极 。 拥有来华经历的学习者比没有的认知结果要好 。 教学方法 、 教材内容和教师特

点等汉语教学因素对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产生显著影响 。 学习者认为 ，

科学恰当的教学方法 ， 丰富有趣的教学 内容和教学水平高 、 尊重当地文化的汉语教师

有助于增强正向 的认知结果 。 教育经历和职业因素对认知结果有
一

定影响 。 高学历的

学习者比低学历的认知结果要好 ， 职业与 中 国有关的学习者比无关的认知结果要好 。

性别 、 年龄和认知渠道等因素对认知结果的影响不大 。

此外 ， 通过个案访谈发现 ，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发展路径大致

可 以分为初有印象 、 逐步深入和强化修正三个阶段 。 社会环境因素 、 汉语教学因素和

个人主体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对认知结果产生影响 。 基于 以上研究结果 ， 本文提出 了

推动阿联酋国际中文教育发展和中 国 国家形象塑造的建议 。

关键词 ： 国际中文教育 ； 阿联酋 ； 汉语学习者 ； 中 国 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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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引言

１ ． １ 研宄背景和研究意义

１ ． １ ． １ 研究背景

中国作为
一

个正在崛起中 的大国 ， 综合国力取得了迅速提升 ， 国际社会对于中 国

的关注度也在迅速攀升 ， 越来越多的 国家表示愿意和 中 国进行长期友好合作 。 国家形

象是
一

个国家的综合实力 、 国际地位和世界影响力 的总体对外呈现 ， 是 国 内外 民众对

一

个国家的历史文化 、 现实行为和现行政策的综合评价 。 对中 国 国家形象形成
一

个全

面 、 真实 、 客观的认知有助于我国更好地进行国家形象建设 ， 调整对外传播策略 。

语言是国际交流 、 思想表达和文化融合的重要工具 。 汉语是表达中华民族思想文

化的重要工具 ， 国际中文教育是塑造中 国 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 。 国际中文教育事业近

些年来受到 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 通过推广中文来推动中 国在扩大开放中融入世界 ，

与其他国家的政府与企业、 民间组织在政治 、 经贸 、 人文等领域进
一

步开展合作 ， 形

成
一

个积极正 向的 中 国 国家形象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后称
“

阿联酋
”

） 是最早 同 中 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海湾阿

拉伯 国家 ， 是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的重点落实 国家 ， 也是
“

２ 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的

重要沿线 国之
一

。 ２ ０ １ ９ 年 ７ 月 ， 中国与阿联酋教育部签订 《关于将汉语纳入阿联酋

中小学教育体系谅解备忘录 》 ， 标志着中文正式进入阿联酋国 民教育体系 。 短短几年

内 ，

“

百校项 目
”

己经成为了阿联酋中文教育的品牌 ， 覆盖 了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各个

学段 ， 取得了数量和质量的双重突破 。 国际中文教育在阿联酋的发展初见成效 ， 未来

也仍会保持蓬勃发展的势头 。

国际中文教育在阿联酋的大力发展有助于在阿联酋汉语学习者的心 中形成 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 ， 而学习者心中的中 国形象又影响着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 ，
二者相

辅相成 ， 相互影响 。 本研究 旨在调查阿联酋汉语学习者对中 国 国家形象的认知现状 ，

包括整体 、 政治 、 经济 、 产品 、 文化、 社会 、 国 民 、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 、 防疫抗疫 、

汉语 、 孔子学院等各维度的形象 ， 探究其认知影响因素和发展路径 ， 探索 国际中文教

育和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之间的关系 ， 根据认知情况提出推动国际中文教育在阿发展的

建议 ， 从而加强正向 的 中 国 国家形象塑造 。

１ ． １ ．２ 研究意义

阿联酋与我国在各领域都开展密切合作 ， 面向阿联酋民众构建积极正 向 的 中 国 国

家形象极为重要且迫切 。 然而 ， 关于阿联酋中文教育情况、 阿联酋民众对 中 国形象认

１



知情况的研宄却并不多见 。 本文选取 了不同背景的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作为研究对象 ，

通过对其开展 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来探究阿联酋汉语学习者对中 国 国家形象的认知

现状 ， 呈现出多维度的 、 丰富立体的 中 国 国家形象 。 分析阿联酋汉语学 习者中 国 国家

形象认知的影响因素和发展路径 ， 进
一

步探讨 国际中文教育和 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相

关性 ， 尝试提出有利于国际中文教育发展 、 中 国 国家形象构建的对策 。 既可 以充实和

完善己有理论 ， 又可 以从实践上为国际中文教育从业者提供借鉴和参考 。

１ ．２ 相关概念界定及研宄综述

１ ． ２ ．１ 国家形象的概念界定

国家形象这
一

概念的 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是首先需要解决的 问题 。 国外对于形象的

研宄开始时间较早 。 美国学者科特勒 （ Ｋｏｔ ｌｅｒ ） 将形象定义为
“

人对某
一

物体所持有

的
一

系列信念、 观念和印象
”

（ ２ ００ １ ： ２ ７ ３ ） 。 博尔丁 （ Ｂｏｕ ｌｄ ｉｎｇ ） 认为形象是对行为

体总体的认知 、 情感和评估 ， 是
一

种主观形象 ， 而不是客观事实 （ １ ９５９ ： １ ２０ ） 。

国 内对于国家形象的争论点主要集中在评价主体 、 构成要素 、 构建路径三点上 。

评价主体的界定分为两种观点 ，

一

种认为国家形象就是国 际形象 ， 评价主体是国外受

众 ， 代表学者有龚文庠 （ １ ９９８ ） 、 汤光鸿 （ ２００４ ） 、 刘继南和何辉 （ ２００８ ） 等 ； 另
一

种则认为国 内外受众都是评价主体 ， 代表学者有管文虎 （ ２００６ ） 、 孙有中 （ ２００２ ） 等 。

关于构成要素 ， 孙有中 （ ２００２ ） 认为国家形象包括政治 、 经济 、 社会 、 文化与地理等

方面 ， 管文虎 （ ２００６ ） 认为国家形象指国家其本身及行为 ， 程曼丽 （ ２００７ ） 则认为国

家形象是
一

种主体意识 ， 侧重于民族精神与文化 。 关于构建路径 ，

一

部分学者提出媒

体塑造路径 ， 认为国家形象是通过他国的新闻报道来呈现的 （程曼丽 ， ２００８ ） ， 另
一

部分学者则主张社会构建路径 ， 认为国家形象是
一

国与他国在国际社会的互动过程中

给公众留下的印象 （杜雁芸 ， ２００８ ） 。

本研究认为 ， 国家形象的范围涵盖国家的各个方面 ， 可 以分为不同的维度 。 国家

形象的评价主体分为国 内受众和 国际受众 ， 双方的认知结果共同构成
一

国的 国家形象 。

形成准确的国 内形象认知有助于国家形象海外传播 ， 而国际形象认知有助于国 内受众

形成更加客观 、 全面的认知 ， 二者相辅相成 。 因此 ， 探宄他国眼中 的中 国 国家形象是

很有必要的 ，

’

以此来找寻国 内形象和国际形象之间的差距 。 国家形象具有可塑性 ， 在

国际上树立
一

个积极正向的 中 国形象 ， 获得更多 国家的认同 ， 有利于增强中 国的文化

软实力和 国际竞争力 ， 促进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 。

１ ．２ ．２ 汉语学 习者对中 国 国家形象的认知研宄

近些年来 ， 关于国际中文教育与 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相关性的研究逐渐增多 。 部分

２



学者从对象 国入手 ， 研宄不 同 国家的汉语学 习者对 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差异 。 陈文

（ ２ ０ １ ２ ） 针对两广地区东南亚留学生对中 国形象的评价进行研究 ， 分析评价结果的国

别差异 。 范晓玲 （ ２０ １ ４ ） 通过调查研宄乌克兰 国 民中 国形象的认知 ， 提出 中 国形象海

外塑造的路径 。 范晓玲、 陈刚岭 （ ２０ １ ６ ） 围绕哈萨克斯坦国 民对中 国的看法开展研宄 ，

探寻评价形成的原因 。 王祖嫘 （ ２０ １ ８ ） 对泰国 、 越南 、 缅甸 、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东南亚五国汉语传播与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相关性展开探索 ， 指 出 东南亚国家对中 国

国家形象的整体认知较好 ， 但不同群体间也存在差异性 。

部分学者从教材角度研宄中文教学对国家形象的影响 。 樊小玲 （ ２０ １ ８ ） 从教材的

社会性功能角度研宄教材叙事 ， 认为教材是国家形象的叙述者 。 国际中文教材可 以展

现中 国形象 ， 反映中文软实力 ， 应着力塑造
“

内 刚外柔
”

的 中 国形象 （梁宇 ，
２０２ ２ ） 。

朱勇 、 张舒 （ ２０ １ ８ ） 提出 国际中文教材中 的 中 国人物设计情况 ， 论述重视中 国人物 自

塑的原因 ， 探讨教材如何更好地 自 塑中 国人物形象 。

从研宄主体角度划分 ， 有学者在对象国当地开展调查 （ 吴有进 ， ２ ０ １ ８ ） ， 探宄泰

国汉语传播对不同群体的认知影响 。 有学者针对孔子学院的学生 ， 从语言教学 、 文化

传播等方面开展调查研究 ， 提出孔子学院的教学活动有助于提升中 国形象 （ 吴晓萍 ，

２ ０ １ １ ） 。 牟蕾等 （ ２ ０ １ １ ） 对留学生展开调查 ， 发现他们来华之后 ， 对于中 国的认知趋

于真实 、 全面 、 积极 ， 有强烈意愿助力传播中 国形象 。 亓雯雯 、 李晓莹 （ ２０ ２０ ） 对留

学生展开动态研究 ， 发现随着来华时间的增长 ， 其认知情况趋向正向积极 。

整体来看 ， 对汉语学 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研究 以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为多 ， 以

阿拉伯 国家为主体的研究鲜少出现 。 研宄主体包括来华留学生 、 国外汉语学习者 、 普

通民众 、 华裔与非华裔等 ； 但近年来 ， 受疫情影响 ， 相关研宄主要聚焦在来华留学生

身上 ， 对于对象国当地民众的认知研宄有所减少 。 本文主要聚焦阿联酋中文教育与 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相关性 ， 研宄对象是阿联酋国籍的汉语学习者 ， 有助于补充阿拉伯

国家当地汉语学 习者对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相关研宄理论 。

１ ．２ ．３ 阿联酋中文教育情况概述

阿联酋是西亚地区发展中文教育较早且规模最大的 国家 。 近年来 ， 阿国对于当地

中文教育的发展愈加重视 ， 但阿联酋中文教育的相关研宄却寥寥无几 。 以阿拉伯海湾

地区 国家及中亚国家为研宄对象的论文数量略多
一

些 ， 但成果仍不够丰硕 。

己有研宄主要从语言政策与规划 、 中文教育发展现状 、 教学法和教学理念 、 教学

环境等角度进行探究 。 金絮 、 沈骑 （ ２０ １ ７ ） 探析阿联酋
“

愿景 ２ ０２ １（ Ｖｉ ｓ ｉｏｎ２０ ２ １ ）
”

语言教育战略 ， 指出其具有国际化和本土化特点 。 在多语言背景下 ， 英语在阿联酋是

优势语言 ， 政府明确复兴阿拉伯语言文化 ， 阿联酋中文教育面临着机遇与挑战 。 廖静

３



（ ２ ０ １ ９ ） 梳理了阿拉伯海湾地区 的外语教育政策发展史 ， 提 出 多边主义 国际环境 、 中

国经济飞速发展和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三个影响该地区 中文教育政策发展的 因素 。 中文

教育在该地区正值发展机遇期 ， 应先培养学 习者兴趣 ， 后进行潜移默化的文化教学 。

朱志平等 （ ２ ０ ２ １ ） 总结 出 阿联酋 中 小学汉语教学具有教师的输入性和教材 、 教法的本

土性等特点 ， 要推进汉语教学本土化 ， 应在阿联酋 民族文化传统的范式下 ， 借鉴最先

进的外语教学理念 。 梁宇等 （ ２ ０ ２ ２ ） 梳理 了 阿联酋 中文教育 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 总结

出 中文教育起步晚 ， 基础教育阶段具备潜力 ， 高等教育阶段略显薄弱 ， 孔子学院特色

明显 、 华校规模可观等特点 。

国 际中文教育对国家形象认知 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 汉语课堂也为阿联酋 民众提供

了认知 中 国 的重要渠道 。 随着 中 国与阿联酋在政治 、 经济 、 文化领域的合作加深 ， 中

文教育也在阿联酋不断发展 ， 阿联酋对于 中 国 国家形象的认知必然处于不断更新变化

的过程中 。 通过阿联酋汉语学 习 者对中 国 国 家形象的认知研究 ， 不仅可 以提 出 中文教

育在阿发展的建议 ， 还可 以调整 中 国 国家形象对外塑造的策略 。

１ ．３ 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采用 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开展研究 ， 研究对象为阿联酋国籍的汉语学习者 。

笔者通过阿联酋两所孔子学院 、 Ｚｏｈｏ Ｓｕ ｒｖｅｙ 国 际 问卷调查平台 、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等社交平

台发放并回收 问卷 。 基于 问卷结果 ， 运用 ＳＰＳ Ｓ 考察阿联酋汉语学 习者对中 国 国家形

象的认知现状和影响 因素 。 同时 ， 选取部分有意愿的对象进行访谈 ， 以挖掘汉语学 习

者的认知发展路径 ， 进
一

步探索 国际中文教育与 中 国 国家形象建设之间 的相关性 。

ｊ

—

提立调査 目的

— 选定调費对象

— 选定调查方式

「
草拟问卷初稿

－

分析试纖据
＿

拟定问卷内容
一

一 修改问卷内容

Ｌ 确定问卷内容

—

碰与回收问卷

？



 

技术路线 问卷调查
）



（
个案访谈

）



＾
数据 丨ＤＳ与分析

ｊ

一 录音转写

— 文Ｉ整理

图 １ ． １ 研究技术路线示意 图

４



本文的主要ｆＦ宄 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

第
一

， 如实地呈现出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现状 。 通过分析问卷

调查的结果 ， 探求中 国在阿联酋这
一

最早 同 中 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海湾阿拉伯 国家

的汉语学习者眼中的形象 ， 包括整体形象和各维度形象 。

第二 ， 分析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影响因素 。 通过分析问卷调查

的结果 ， 探宄性别 、 年龄 、 职业 、 受教育程度等人 口 学因素 ， 汉语水平 、 汉语学习经

历 、 来华经历等汉语学习相关因素 ， 教师特点 、 教材内容 、 教学方法等汉语教学相关

因素 ， 和信息获取渠道因素 ， 对于阿联酋汉语学 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结果是否会

造成影响 ， 造成怎样的影响 。

第三 ， 探求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发展路径 。 整理归纳个案访谈

的结果 ， 呈现学习者汉语学习 的历程和认知形成的过程 ， 揭示汉语学习 的经历对认知

发展产生的影响 。

通过总结 以上分析结果 ， 指 出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特点 。 结合

阿联酋国家人 口构成的特点和语言政策的特色 ， 为阿联酋中文教育工作和中 国 国家形

象建设工作提 出建议 ， 从而使中 国 国家形象更好地在国际大舞 台上呈现 。

５



第二章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研究设计

２ ．１ 问卷调查设计

２ ．１ ．１ 调查 目 的

本调查 旨在获取阿联酋籍汉语学习者对中 国 国家形象的认知情况 ， 以及个体身份

背景 、 汉语学习 、 汉语教学 、 信息获取渠道等因素对被试者认知产生的影响 。

２ ．１ ． ２ 调查对象

阿联酋成立时间晚 ， 国 内人 口少 ， 于是 引入了大量外国劳动力 ， 外籍主要来 自 印

度 、 巴基斯坦 、 埃及 、 叙利亚 、 巴勒斯坦等 国 。 据统计 ，
２０２ １ 年阿联酋人 口 为 ９ ３０

万 ， 本地人仅 占 １ ２ ．１％（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国家概况
”

２０２３ ） 。 本研宄仅针对国籍

为阿联酋的汉语学 习者开展调查 ， 长期旅居阿联酋的外籍人士不包含在 内 。

本问卷的调查 内容广泛 ， 涉及政治 、 外交 、 经济 、 产品 、 文化等 １ １ 个方面 ， 致

使调查 问卷的适用范围在
一

定程度上受到调查对象的教育背景 、 文化水平和认知能力

的限制 。 因此 ， 笔者对调查对象的年龄进行了 限定 ， 针对 １ ６ 岁 以上人士
１

开展调查 。

２ ．１ ．３ 问卷编制

本次研宄的调查问卷由五个部分组成 ， 以王祖嫘 （ ２０ １ ８ ） 的调查问卷为基础 ， 结

合阿联酋汉语学习者的背景和特点进行修改调整 。

第
一

部分是被试者的基本信息 ， 包含国籍 、 年龄 、 性别 、 教育程度 、 职业 、 汉语

水平 、 是否去过中 国等问题 。

第二部分是被试者中 国 国家形象多维度认知的调查 。 从宏观角度出发 ， 将认知维

度分为整体形象 （第 １ ５
－

１ ８ 题 ） 、 政治与外交形象 （第 １ ９
－

２２ 题 ） 、 经济形象 （第

２３
－

２６ 题 ） 、 产品形象 （第 ２ ７
－

３ ０ 题 ） 、 文化与科技形象 （第 ３ １

－

３９ 题 ） 、 社会生活

形象 （第 ４０ ４ ３ 题 ） 、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形象 （第 ４４
－

４５ 题 ） 、 防疫抗疫形象 （第

４６
－

４ ７ 题 ） 、 国 民形象 （第 ４８ ５４ 题 ） 、 汉语形象 （第 ５５
－

５ ７ 题 ） 、 孔子学院形象 （第

５８
－

６２ 题 ） 等 １ １ 个方面 。 其中 ， 中 国整体形象 、 政治与外交形象 、 经济形象 、 产品

形象 、文化与科技形象 、 国 民形象 、 汉语形象和孔子学院形象的题 目参考王祖嫘 （ ２ ０ １ ８ ）

的调查问卷题 目 ， 社会生活形象和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形象的题 目 参考中 国 国家形象全

球调查报告 （ ２０ １ ９ ）
２

的调查 问卷题 目 。 我国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做出 了重要贡

１

１ ６ 岁大约为高中学历水平 。

２

《中 国 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 ２ ０ １ ９ 》 由 中 国外文局当代中 国与世界研宄院和凯度集团共 同完成 ， 覆

盖全球 ２２ 个国家 。

６



献 ， 防疫抗疫的举措必然会影响 中 国 国家形象 ， 故笔者设计 了 防疫抗疫维度 。 问卷采

用李克特五点量表 ， 用 以测量被试者对中 国形象相关论述的态度 ， １ 代表完全不同意 ，

５ 代表完全同意 。 统计结果中 ， 平均值越高说明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

越正向 、 积极 ， 平均值越低则说明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越负面 、 消极 。

其中 ， 第 １ ５ 、 １ ７ 、 ２８ 、 ３ ０ 、 ４０ 、 ６０ 、 ６ １ 为反向测试题 ， 分析结果时应采取反向统计 。

第三部分是被试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渠道的调查 。 获取信息的途径主要分为本国

媒体 、 中 国媒体 、 与 中 国人交往 、 中文课堂和活动等 １ ２ 个渠道 。 问卷采用五点量表 ，

用 以测量被试者关于认知渠道的使用频率 ， １ 代表从来不使用 ， ５ 代表总是使用 。 统

计结果的平均值越高说明使用频率越高 ， 反之则说明使用频率越低 。

第四部分是被试者汉语教学相关因素对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影响调查 。 聚焦
“

三

教
”

问题 ， 探宄教师特点 、 教材 内容 、 教学方法等因素在调查对象形成认知的过程中

是否发挥了效用 。 此调查同样采用五点量表 ，
１ 代表影响非常小 ， ５ 代表影响非常大 。

统计各因素的均值 ， 均值越大说明阿联酋汉语学习者认为该因素对认知形成的影响越

大 ， 反之则说明影响越小 。

最后
一

部分是被试者对中 国 国家形象评价的开放性调查 。 被试写下 ３
－

５ 个与中 国

相关的联想词汇 。 将词语分为正面积极 、 负面消极和中性三种类型 ， 进行文本分析 ，

可 以进
一

步辅助论证认知研究的结论 。

为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 笔者采用 ＳＰＳＳ 对问卷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 。

量表信度采用类别信度检验 ，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

ｓａｌｐｈａ 系数检验结果显示 ， 总量表的信度系

数为 ０ ． ９ １ ７ ， 第二 、 三 、 四部分的信度系数分别为 ０ ． ９ １ ５ 、 ０ ． ８ １ ８ 、 ０ ． ７２２ 。 由此可见 ，

该量表适用于测量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形象的认知情况 ， 具有较好的 内部
一

致性 。

量表效度经 ＫＭＯ 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度检验 ， 结果显示三个部分的 ＫＭＯ 值分别为

０ ．７ １ ６ 、 ０ ．８０３ 、 ０ ．６５ ３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度检验的 Ｓ ｉｇ 值均为 ０ ．００ ， 说明本量表的结构效

度较好。

表 ２ ． １ 调查 问卷量表信度 、 效度分析

调查项 目ＮＣ ｒｏｎｂａｃｈ
’

ｓａＫＭＯ

？中 国各维度形象认知调查 ４８０ ． ９ １ ５ ０ ． ７ １ ６

中 国形象认知渠道调查 １ ２０ ． ８ １ ８０ ． ８ ０ ３

中 国形象认知汉语教学因素影响调查 ３０ ． ７２２ ０ ． ６５ ３

２ ．１ ． ４ 调查步骤与实施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阿联酋籍的汉语学 习者 ， 故仅面向阿联酋本地人发放问卷 。 回

７



收问卷后 ， 可根据
“

国籍
”

题项的答案再次筛选确认 。

目 前阿联酋建有两所孔院 ，

一

所是扎耶德大学孔子学院 ， 共有五个校区 ， 主要集

中在首都阿布扎比和 国际大都市迪拜两座城市 ， 与大 、 中 、 小学合作开展中文教学 ；

另
一

所是迪拜大学孔子学院 ， 除面向大学 、 中学招生外 ， 还开设了面向警察 、 海关等

公职人员 的中文课程 。 两所孔子学院是阿联酋汉语学习者学习汉语 、 获知信息的重要

途径 。 为 了使调查具有代表性 ， 且能够较为全面综合地反映阿联酋汉语学习者对中 国

国家形象的认知 ， 笔者委托两所孔子学院面向学生开展调查 。 但因今年招生状况不理

想 ， 仅 回收 ４４ 份 问卷 。 为了丰富样本的多样性 ， 笔者通过 ＺｏｈｏＳｕｒｖｅｙ 国 际 问卷调

查平台 （可 以设定性别 比 、 年龄比 ） 面向阿联酋全境各类人士发放并回收问卷 ５ ３ 份 ，

通过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 Ｔｗ ｉｔｔｅｒ 等社交平台收集问卷 ３０ 份 。 调查时间从 ２ ０２２ 年 １ １ 月 开始 ，

至 ２ ０２３ 年 ３ 月 结束 ，

一

共发放并回收调查 问卷 １ ２７ 份 。

问卷回收完毕后 ， 剔除无效 问卷 ， 对有效数据使用 ＳＰＳＳＳｔａｔｉ ｓｔｉｃ ｓ 和 Ｅｘｃｅ ｌ 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 ， 对开放性问题的答卷进行频数统计和文本分析 ， 通过数据的均值 、 标

准差等结果来衡量阿联酋汉语学习者对中 国 国家形象的认知结果和影响因素 。

２ ．２ 访谈设计

２ ．２ ． １ 访谈 目 的

为了进
一

步探析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发展路径 ， 本研究选取部

分完成调查问卷的对象开展个案访谈 ， 直接获知研究对象的真实想法和观点 。 同时 ，

访谈作为问卷调查的辅助 ， 可以印证调查数据分析所得的结论 ， 弥补样本数量较少的

不足 ， 提升本研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

２ ．２ ．２ 访谈对象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 以初级水平的学习者居多 ， 高级水平的学习者较为少见 。 本次

访谈选取 了 ２ 位阿联酋初级汉语学习者 ， 学习时长为
一

年至
一

年半左右 ， 分别通过了

汉语水平考试 （ 下文使用缩写
“

ＨＳＫ
”

） 的 １ 级和 ２ 级考试 。 家中无华裔背景 ， 也无

他人学习汉语 。

２ ．２ ．３ 访谈大纲编制

访谈采用半结构式 。 第
一

部分了解访谈对象的基本背景 ， 包括居住地 、 年龄 、 职

业 、 学历等 。 第二部分了解访谈对象的汉语学习情况 ， 包括学习汉语的动机和方法 ，

未来是否有意愿到访中 国 ， 从事和 中 国相关的工作等 。 第三部分 了解访谈对象对中 国

国家形象的认知情况 ， 包括政治 、 经济 、 文化 、 国 民 、 孔子学院等几个主要维度 ， 学

８



习汉语前后的认知是否具有差异 ， 平时通过哪些渠道获取和中 国相关的信息等 。 第四

部分探宄汉语教学因素和 中 国形象认知之间的相关性 ， 教师特点 、 教材内容和教学方

法等因素对访谈对象汉语学习和形象认知的过程是否产生影响 、 如何产生影响 。

通过访谈 ，

一

方面可 以 印证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得出 的结论 ，

一

方面可 以深入探宄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发展路径 ， 哪些因素会对认知的形成产生影响 、

如何产生影响 ， 有助于后续有针对性地提出阿联酋中文教育发展的建议和中 国 国家形

象塑造的对策 。

２ ．２ ．４ 访谈步骤与实施

访谈采取线上形式开展 ， 主要通过 Ｚｏｏｍ 会议平台进行 。 访谈对象不具备使用 目

的语进行访谈的能力 ， 但可 以使用英语无障碍交流 ， 因此访谈全程采用英语进行 。 笔

者事先准备好提纲 ， 访谈对象主要采用 回忆的方式表述 。 对每位学习者的访谈单独进

行 ， 时长约半小时 。 访谈全程录音 ， 后期转写成中文材料进行文本分析研宄 。

９



第三章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分析

３ ．１ 调查对象信息统计

本次调查研宄共计发放并回收 １ ２ ７ 份问卷 ， 有效问卷 １ ０２ 份 ， 剔除无效 问卷
３

２ ５

份 ， 有效率为 ８０％ 。

表 ３ ． １ 调查对象来源

样本

＂＂＂＂

阿布扎比

￣￣￣￣

ｉＳ

￣￣￣

阿治曼

￣

哈伊马角Ｓ５
总计

来源 （ＡｂｕＤｈａｂ ｉ ） （ Ｄｕｂａｉ ） （Ａ
ｊ
ｍａｎ ） （Ｒａｓ Ａ１Ｋｈａｉｍａｈ ） （ Ｓｈａｒ

ｊ
ａｈ ）

数量 ２ ９ ６２ ３ ２ ６ １ ０２

占 比 ２ ８ ． ４％ ６０ ． ８％ ２ ． ９％ ２ ． ０％ ５ ． ９％ １ ００％

表 ３ ．２ 调查对象背景信息

耳只业 ■＾ 中 国
基性别年龄教育经历
＾是否有关
本—————

—

信 ｅｈ１２０ 岁 ２ １ 至 ２ ６ 至 ３ １ 岁＃硕士及

息
男 女

以下 ２ ５ 岁 ３ ０ 岁 以上
高中 学士

以上
其他 有关 无关

数
＾３６ ６６２ ５４ １ １ ９ １ ７ １ ２４４４ １５ ３ ２７ ０

＿

Ｍ


＾３ ５ ． ３％６４ ． ７％２４ ． ５％４ ０ ． ２％１ ８ ． ６％１ ６ ． ７％１ １ ． ８％４３ ． １％４０ ． ２％４ ． ９％３ １ ． ４％６８ ． ６％

比

本次调查对象来 自阿联酋的 ５ 个酋长国 ， 来 自迪拜的最多 ， 其次是阿布扎比 。 调

查对象包括男性 ３６ 名 ， 女性 ６６ 名 ， 年龄分布在 １ ６ 至 ５５ 岁之间 ， 均为非华裔 。 阿联

酋常住华人人 口将近 ３０ 万 （

“

对外投资
”

２０２ １ ） ， 但由于移民政策非常严格 ， 通常

华人只能获得居留权而难以实现移民 ， 因此阿联酋籍华裔较为少见 。

从受教育水平来看 ， 调查对象的学历 以学士和硕士及以上为主 。 从职业来看 ， 学

生 占 比 ４８％ ， 教师 占 比 ５ ．９％ ， 办公室职员 占 比 ２３ ．５％ ， 其他职业 占 比 ２ ２ ．６％
；３２ 人的

职业与中 国有关 ，
７０ 人的职业与 中 国无关 。

表 ３ ．３ 调查对象汉语学 习相关信息

３

无效 问卷指 ： １ ． 国籍填写非阿联酋 １ ５ 份 ；
２ ． 问卷答案不完整 ， 或乱答 、 错答等 １ ０ 份 。

１ ０



学 习 时长汉语水平来华经历

汉语相


少于 一

年至超过没参加过Ｈ ＳＫＨ ＳＫＨ ＳＫ

关信息 有无
一

年三年三年Ｈ ＳＫ 考试 １

－

２３
－

４５ ６

数量 ４ ６ ３ ０２ ６ ６ ０ ２ １ １ ２９３ ０ ７ ２

占 比４ ５ ． １％２ ９ ． ４％２ ５ ． ５％５ ８ ． ８％２ ０ ． ６％ １ １ ． ８％８ ． ８％２９ ． ４％７ ０ ． ６％

在调查对象 中 ， 以学 习 时长划分 ， 少于
一

年的有 ４ ６ 名 ，

一

年至三年的有 ３ ０ 名 ，

超过三年的有 ２ ６ 名 。 以汉语水平划分 ， 没有参加过 ＨＳＫ 考试的调查对象 占 比 ５ ８ ．８％ ，

参加过 Ｈ ＳＫ 考试的调查对象 占 比 ４ １ ． ２％ 。 其 中 ， 初级水平有 ２ １ 名 ， 中级水平有 １ ２

名 ， 高级水平仅有 ９ 名 。 从来华经历来看 ， 超过 ７ ０％的调查对象没有来过中 国 。

３ ．２ 认知结果分析

３ ．２ ． １ 总体情况

为 了解阿联酋汉语学习 者对中 国 国家形象的看法 ， 本研宄采用 李克特五点量表从

若干维度对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情况进行打分 ， 数字 １ ５ 分别代表从完全不 同意到完全

同 意五个程度的看法 。 对研究数据取平均值与标准差 。 量表的 中 间值为 ３ ， 若平均值

大于 ３ 则说明认 同程度较高 。 标准差可 以说明数据的离散程度 ， 若标准差小于 １ 则说

明认知结果较为集中 ， 具有代表性 。

５
＂

１Ｍ｜ｊＩｎＡｊ^

３
－Ｍ

２
－ １ １ ■！〇

？Ｌｏｏ

１

－

ｏｏ

ｉ ｉ ｉ ｉ ｉ ｒ ｉ ｉ ｉ ｉ

政 文
、

？
抬 ｉｔ社敗防
与 与会疫 子

整外经产科生倡抗国汉学
体交济品技活议疫民 语 院
形形形形形 形形 形 形形形

象象象象象象象象 象 象象

图 ３ ． １ 阿联酋汉语学 习 者 中 国各维度形象的认知

表 ３ ．４ 阿联酋汉语学 习 者 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均值和标准差 （ 按照均值降序排列 ）

１ １



维度类别平均值标准差

国 民形象 ４ ． １ ５ ０ ． ６４ １

文化与科技形象 ４ ． ０９ ０ ． ５ ８０

经济形象 ４ ． ０２ ０ ． ６５６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形象 ３ ． ９５０ ． ８ ５ ７

汉语形象 ３ ． ９５０ ． ７４ ３

防疫抗疫形象 ３ ． ９３ ０ ． ８ ３ ６

整体形象 ３ ． ７ ７ ０ ． ６ ５６

政治与外交形象 ３ ． ５ ９０ ． ７ ００

社会生活形象 ３ ． ４００ ． ６８ ５

产品形象 ３ ． ３ ６０ ． ５ ３ ２

孔子学院形象 ３ ． ３ ５ ０ ． ４ ３ ４

注 ： 问卷中 的反 向指标数据 已经过正态转化处理 。

调查数据显示 ， 中 国各维度形象的得分均值全部超过 ３ ， 说明阿联酋汉语学习者

对中 国 国家形象的认知情况较好 。 所有数据的标准差都小于 １ ， 说明学 习者的认知结

果较为集中 。

方差 分 析 显 示 ， １ １ 个 维度 的 中 国 形 象 认知 结 果 有 显 著 差 异 （ Ｆ （７ ． ７ ５５ ，

７８ ３ ．３ ０ １ ）

＝
３ １ ．７３８

，ｐ
＝

．０００ ） 。 事后多重比较显示 ， 经济形象 、 文化与科技形象 、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形象 、 国 民形象和汉语形象没有显著差异 （ ｐ
＝

．２６２ ，ｐ
＝

．４２ ７ ，ｐ
＝

．０７４ ，

ｐ
＝

．３ ７ １ ， ｐ
＝

．０９０ ，ｐ
＝

．２９ １ ， ｐ
＝

．０ １ ７ ，ｐ
＝

．０ １ ５ ， ｐ
＝

．９７ ０ ， ｐ
＝

．００７ ） ， 且认知结果明显好

于整体形象和防疫抗疫形象 （ ｐ
＝

．００２ ， ｐ
＝

．３０３ ， ｐ
＝

．０００ ， ｐ
＝

． ０３８ ， ｐ＇ ＯＳ Ｓ ， ｐ
＝

．８ ３ ７ ，

ｐ
＝

．０００ ， ｐ
＝

．００７ ， ｐ
＝

．０３ １ ， ｐ
＝

．８５５ ）
； 政治与外交形象的认知结果 明显不如整体形象

和防疫抗疫形象 （ Ｐ
＝

．０２２
，ｐ

＝
．０００ ） ， 但明显好于社会生活形象 、 产品形象和孔子学

院形象 （ Ｐ
＝

． 〇〇２
， ｐ

＝
．００２

， ｐ
＝

． ００３ ） 。

３ ．２ ．２ 联想词分析

根据 问卷中开放性问题的调查结果 ， 将阿联酋汉语学 习者的 中 国形象联想词汇按

照主题提取关键词 ， 分为中 国政治 、 经济 、 文化 、 国 民和产品形象五个维度 ， 统计关

键词的词频和 占比 。 问卷要求使用英语或阿拉伯语回答问题 ， 因此不存在语言限制的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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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５ 阿联酋汉语学 习 者 中 国 形象联想词统计表

维度类别主题词频占 比

文化 ， 中 文 ， 食物 ， 历 史 ， 古老 ， 传
文化形象 １ ０ ９５ ５％

统 ， 教育 ， 建筑

经济 ， 发达 ， 发展 ， 富有 ， 劳动力 ，

经济形象 ５ １２ ６％

人 口 ， 贸 易 ， 工业 ， 产业链

勤奋 ， 友好 ， 善 良 ， 有礼貌 ， 准时 ，

国 民形象 ３ ４ １ ７％

宽容 ， 诚实 ， 耐心 ， 快 乐

政治形象共产主义 ３２％

产 品 形象便宜 １０％

．

？痛麵七 ｉ念媒練 ：

、

济論ｉ 、
．

气％￡贼，好歡，

图 ３ ． ２ 阿联酋汉语学习 者 中 国形象联想词云 图

统计结果显示 ， 阿联酋汉语学 习者看重的 中 国形象维度有三个 ， 权重从大到小排

序为文化形象 、 经济形象和 国 民形象 。 其中 ， 文化形象 占据绝对优势 ， 学习 者普遍联

想到
“

丰富的历 史
” “

有趣的文化
”“

美味的食物
”

和 己经学习过的汉语词汇 。 认知

态度 以积极正 向为主 ， 但也指 出 了 个别带有争议的饮食 习惯 ， 如
“

吃狗
”

等 。 关于经

济形象 ， 大部分学习 者选择 了抽象的词汇
“

经济发达
” “

经济发展快
”“

劳动力 多
”

“

技术水平高
”

， 个别学 习者写 出 了
一

些具体的 品牌名称 ， 如
“

华为
”“

中 兴
”

等 。

国 民形象的整体评价较高 ，

“

勤奋
”“

有礼貌
” “

善 良
”“

友好
”

等正 向评价较 多 ，

但也存在
“

保守
”

等 中性评价 。

“

勤奋
”
一

词 出现的频率最高 ， 说明阿联酋学 习者对

中 国 国 民的工作态度印象深刻 。 此外 ， 调查对象使用 的词汇 以抽象词汇居多 ， 具象的 、

日 常 的生活词汇较少 ， 说明阿联酋汉语学习 者对中 国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况 了解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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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讨论

根据 以上结果 ，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可 以分为四个层级 。 经济形

象 、 文化与科技形象 、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形象 、 国 民形象和汉语形象的认知结果最好 ，

整体形象和防疫抗疫形象次之 ， 政治与外交形象在第三层级 ， 最后是产品形象 、 社会

生活形象和孔子学院形象 。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对中 国腾飞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持肯定态度 。 当前阿联酋己

经成为同 中 国合作程度最深 、 领域最广 、 成果最实的阿拉伯 国家之
一

， 中阿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 ， 己经进入
“

黄金时代
” “

驻迪拜总领事专访
”

２０２２ ） 。 中

国 同阿联酋在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框架下的经贸合作进
一

步加深 ， 多次取得突破性进展 ，

双方通过深入合作交流加深了对彼此的 了解 。 阿联酋学习者对中 国文化形象的认知较

好 ， 尤其是历史古迹 、 饮食文化和茶文化等指标评分较高 ， 可能因为 以上文化形象更

加具体化 ， 汉语初学者能够在脑海中联想到相关画面从而给出评价 。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对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形象 、 国 民形象和汉语形象的认知结果 良

好 。 阿联酋是最早 同 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海湾阿拉伯国家 ， 也是中 国提出 的
“

２ 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上的
一

个重要沿线国 （王金岩 ， ２０ １ ７ ） 。 通过
“
一

带
一

路
”

合作 ，

中阿能够进
一

步加强
“

五通
”

％ 实现互联互通 ， 加深文化交流 。 阿联酋中文教育的

发展引起了阿联酋当地民众对中 国和中国文化的兴趣 ， 随着阿联酋政府的持续推进与

中文教学品牌
“

百校项 目
”

的发展 ， 越来越多的阿联酋民众投身汉语学习 ， 对汉语的

好感度随之提升 。 汉语教师是中 国国 民形象的代表 ， 是阿联酋汉语学习者平时接触最

多的中 国人群体 ， 因此调查对象可以根据 自 身经历进行评判 。 他们普遍认为中 国教师

认真负责 ， 教学水平高 ， 认为中 国 国 民善 良友好 ， 刻苦勤奋 。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对整体形象和防疫抗疫形象的认知结果较好 ， 认为中 国经济发

达 、 爱好和平 ， 重视与 中 国的合作发展 ， 肯定中 国的 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 。 此外 ，

阿联酋民众对于中 国的抗疫措施多采取支持态度 。 新冠疫情爆发后 ， 国际社会出现大

量关于中 国争议性的言论 ， 中 国 的国际 口碑
一

时间 出现下滑 。 但中 国坚持科学防疫抗

疫 ， 为各国提供援助和支持 ， 有力回击 了不实言论 。 疫情早期 ， 阿联酋通过多项举措

支援中 国抗疫 ， 比如 ， 大力提倡接种 中 国研发的疫苗 ， 与 中 国开展疫苗研发合作等等 。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对政治与外交形象的认知评价稍低 。 他们认为中 国政府很负责

任 ， 且愿意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 ， 而以上观点是可以根据与 中 国的合作交往经验总结

得出 的 。 关于中 国政府本身 ， 阿联酋学 习者存在
一些误解 ， 这可能是因为受到 了 国际

舆论的影响 。

＜“

五通
”

， 即政策沟通 、 设施联通 、 贸易畅通 、 资金融通和 民心相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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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汉语学习者对社会生活形象 、 产品形象和孔子学院形象的评价在所有维度

中得分最低 。 从具体条 目 来看 ， 其中存在
一

些较低分值的项 目 ， 如
“

中 国 的贫富差距

大
”

得分为 ２ ．５ ２

５

。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对中 国 的经济发展持积极态度的 同时 ， 对贫富

差距持消极态度 ， 反映出 中 国脱贫减贫 、 缩小城乡差距等系列举措仍需要深入落实 ，

加大外宣力度 ， 多角度 、 全方位地展现惠 民成果 。

“

中 国善于生产假冒商品
”

均值为

２ ． ２ ７ 。 中阿贸易的主要商品类别具有鲜明的互补性 ， 优势商品类别完全没有交集 。 阿

联酋从我国进 口 的产品 以机械电子设备 、 车辆 、 医疗设备和杂项制品 （家具 、 寝具及

灯具 ） 为主 （

“

专题报告
”

２０２ １ ） 。 无论是精密仪器还是 日 常用具 ， 中 国提供的商品

具有 良好的品质和低廉的价格 ， 己经形成 了
一

些驰名 国际的 品牌 。 但巨大的市场也带

来 了潜在的风险 ， 部分质量低劣的产品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 日 后仍需加强商品品质监

管 ， 避免假冒伪劣产品流入国际市场 。

“

孔子学院在我国 的知名度不高
”

得分为 ２ ．７７ ，

“

孔子学院是中 国政府的宣传工具
”

得分为 ２ ．３ １ ， 反映出阿联酋汉语学习者对孔子

学院 了解较少 ， 对其功能定位有
一

定误解 。 提升教学质量 ， 专注文化交流 ， 扩大宣传

范围 ， 这是阿联酋孔院在 日 后发展 中需要注意的工作 内容 。

５

此题 目 为反向题 ， 已经过正 向统计处理 ， 后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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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影响 因素

本章探究阿联酋汉语学习者的个体身份背景因素 、 汉语学习相关因素 、 信息获取

渠道因素和汉语教学相关因素是否会对其中 国 国家形象的认知产生影响 。 个体身份背

景因素包括年龄 、 性别 、 教育经历和职业与 中 国是否有关 ４ 个相关因素 。 汉语学习相

关因素包括汉语学习时长 、 来华经历和汉语水平 ３ 个相关因素 。 汉语教学相关因素包

括教师特点 、 教材 内容和教学方法 ３ 个相关因素 。

４ ． １ 个体身份背景因素

４ ． １ ． １ 年龄

探究年龄因素对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影响 。 将样本分为四组 ，

分别为 ２ ０ 岁 以下的汉语学习者 ２ ５ 名 ， ２ １ 至 ２ ５ 岁 ４ １ 名 ， ２ ６ 至 ３０ 岁 １ ９ 名 ， ３ １ 岁 以

上 １ ７ 名 。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不同年龄的 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分数如下 。

表 ４ ． １ 不同年龄的阿联酋汉语学习者 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均值及标准差 （括号里 ）

２０ 岁 以下 ２ １ 至 ２ ５ 岁 ２６ 至 ３０ 岁 ３ １ 岁 以上

（ ｎ
＾
２ ５ ） （ ｎ

＝
４ １ ） （ ｎ

＝
１ ９ ） （ ｎ

＝
１ ７ ）

整体形象 ３ ＿９９ （０ ． ５ ３８）３ ． ７０（０ ． ６３６ ） ３ ． ８３（０ ． ７０２ ）３ ． ５４ （０ ． ７５ １ ）

政治与外交形象 ３ ． ６９（０ ． ５ １ ７ ）３ ． ４６ （０ ． ７８２ ） ３ ． ７８ （０ ． ７０７ ） ３ ． ５４（０ ． ７０８ ）

经济形象 ３ ． ９３（０ ． ６７ １ ）３ ． ９２ （０ ． ６７２ ）４ ． ３８ （０ ． ４９６） ３ ． ９７（０ ． ６６ １ ）

产品形象 ３ ． ４７ （０ ． ５９２）３ ． ３０（０ ． ５７９ ） ３ ． ３２ （０ ． ３５２ ） ３ ． ４０（０ ． ５００ ）

文化与科技形象 ４ ． １ ８（０ ． ４８８）４ ． ０ １ （０ ． ６５６ ）４ ． ３３ （０ ． ５ １ ３ ） ３ ． ８６（０ ． ４９３）

社会生活形象 ３ ． ４８（０ ． ６４５ ）３ ． ２ １ （０ ． ７２８ ） ３ ． ４２（０ ． ６５６ ） ３ ． ７ １ （０ ． ５７４）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形象４ ．０６（０ ．７９５ ）３ ． ７３ （０ ． ９２３ ）４ ．３２（０ ．７３ １ ）３ ． ９ １ （０ ． ８ １ ５ ）

防疫抗疫形象 ３ ． ９０（０ ． ９９０）３ ． ７８（０ ． ８３０ ）４ ． ０８（０ ． ７６９ ）４ ． １ ８（０ ． ６３６）

国 民形象 ４ ． ４ １ （０ ． ５８７ ）４ ． １ ８ （０ ． ６２２ ） ３ ． ９３ （０ ． ６４８ ） ３ ． ９２ （０ ． ６４３）

汉语形象 ４ ． ０９（０ ． ７２３ ）３ ． ８９（０ ． ７６９ ）４ ． １ ４ （０ ． ７０６） ３ ． ６５（０ ． ６９２）

孔子学院形象


３ ．２６（０ ． ４５７ ）３ ． ３９（０ ． ３６０ ） ３ ． ５７（０ ．４７ ３ ） ３ ．１ ５（０ ． ４３３ ）

方差分析显示 ， 四个年龄段的阿联酋汉语学习者对中 国 国 民形象 、 孔子学院形象

的认知有显著差异 （ Ｆ （３ ，
９８ ）

＝
３ ． ０７ ７

， ｐ
＝
０ ． ０ ３ １

，
Ｆ （ ３ ，

９８ ）

＝
３ ． ４４３

， ｐ
＝
０ ．０２０ ） ， 其他维度

差异不显著 。

事后多重比较显示 ， 在中 国 国 民形象上 ， ２０ 岁 以下的阿联酋汉语学习者认知要

好于 ２６
－

３０ 岁和 ３ １ 岁 以上的学习者 （ ｐ
＝

．０ １ ３ ，ｐ
＝

．０ １ ３ ） 。 在孔子学院形象上 ，
２６

－

３０

岁 的学习者认知要好于 ２０ 岁 以下和 ３ １ 岁 以上的学习者 （ ｐ
＝

．０ １ ９ ，ｐ
＝

．００４ ） 。 其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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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段差异不显著 。

数据表明 ， ２ ０ 岁 左右 的阿联酋汉语学 习 者对 中 国 国 民形象 的认知最好 ， 且 明

显好于 ３ ０ 岁 以上的学 习 者 。这种现象产生的 原 因与 中 阿关系 的发展紧密相关 。 １ ９ ８ ４

年 ， 中 阿建交 。 此后 ， 两 国在各领域开展友好合作 ， 各级别领导 人互访不断 。 ２ ０ ０ ７

年 ， 中 阿签订 目 的地许可协议谅解备忘录 ， 促进 了 中 阿在旅游领域 的 交流合作 。

２ ０ ０９ 年 ， 阿联酋正式成为 中 国 公 民组 团 出境旅游的 目 的地 （ 张依依 ， ２ ０ １ ７ ） 。 ２ ０ １ ２

年 ， 两 国 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 合作领域不断拓展 。 ２ ０ １ ５ 年 ， 阿联酋阿布扎 比王储

谢赫 ？ 穆罕默德访华 ， 确认与 中方合作共建
“
一

带
一

路
”

。 ２ ０ １ ８ 年 ， 中 国 国家主

席 习 近平访阿 ， 宣布与 阿方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 双方友好关系进
一

步增 强 。

中 阿关系 自 ２ １ 世纪 以来飞速发展 ， 双方合作 日 益密切 ， 阿联酋发达 的旅游业不断

吸 引 中 国游客 。 因此 ， 阿联酋 ２ ０ 岁 左右的年轻
一

代汉语学 习 者对 中 国 国 民形象 的

认知结果最好 。 ３ ０ 岁 以 上 的学 习 者对 中 国 的 了 解开始相对较晚 、 程度相 对较浅 ，

和 中 国人的交往也不如年轻人紧密 ， 故而认知水平 比年轻 的汉语学 习 者低 。

４ ． ５ ０
－

４ ．４０＼

ｍ４ ． ３ ０
－＼

｜＼
Ｓ４ ． ２ ０＼
民 ＼
形＼
Ｍ ＼

４ ． １ ０ ＼

４ ． ０ ０
－＼

３ ． ９ ０

２ ０ 岁 以下２ １ 至２５岁２６至 ３ ０ 岁３ １ 岁 以上

图 ４ ． １ 不 同年龄的阿联酋汉语学习 者对 中 国 国 民形象 的认知

如 图 ４ ．２ 所示 ， ２ ０ 岁 以 下和 ３ １ 岁 以上的阿联酋汉语学 习 者孔子学院形 象认知

结果不如 ２ ６
－

３ ０ 岁 的汉语学 习 者 。 这与孔子学院 的 受众有关 。 阿联酋 的两所孔子

学院均与大学开展合作 ， 招生对象 以 大学生为主 。 高 中生主要通过学校 的汉语课

堂学 习 汉语 ， 而大量社会人士选择在线语言学 习 平 台来学 习 汉语 ， 因 此对孔子学

院的 了解不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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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６ ０
－

３，

卜 ／
７
＼

Ｉ

３ ３ ０
＇

Ｘ ＼

３ ． ２。
－＼

３ ． １ ０
－

２ ０ 岁 以 下２ １ 令 ２ ５ 岁２６＾３０ 岁３ １ 岁 以上

图 ４ ．２ 不 同年龄的阿联酋汉语学 习 者对孔子学院形象的认知

４ ．１ ． ２ 性别

探宄性别 因素对阿联酋汉语学 习者 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 的影响 。 将样本分为两组 ，

一

组为男性 ３ ６ 名 ， 另
一

组为女性 ６ ６ 名 。 阿联酋汉语学 习者不同性别的 中 国 国家形象

认知分数如下 。

表 ４ ．２ 不 同性别 的阿联酋汉语学 习 者 中 国 国 家形象认知均值及标准差 （括号里 ）

维度类别上九＾直 Ｐ 值
（ｎ

＝
３ ６ ） （ ｎ

＝
６ ６ ）

整体形象 ３ ．７ ０ （ ０ ．６４０ ）３ ． ８ ０ （ ０ ．６６ ６ ）
－

〇 ．７ ４ ７０ ． ４ ５ ７

政治与外交形象 ３ ． ７ ０ （ ０ ． ７４４ ）３ ． ５ ３ （ ０ ． ６７ ３ ） １ ．１ ８２０ ． ２ ４ ０

经济形象 ４ ． ０ ９ （ ０ ．７ ８ ２ ）３ ． ９ ８ （ ０ ． ５７ ８ ）０ ． ８ ３ １０ ． ４ ０８

产品形象 ３ ． ２ ８ （ ０ ． ５２ ８ ）３ ． ４ ０ （ ０ ． ５３ ３ ）
－

１ ． ０ ６ ００ ． ２ ９ １

文化与科技形象４ ． ０ ０ （ ０ ． ５ ３４ ）４ ．１ ３ （ ０ ． ６０ ３ ）－

１ ． ０ ５ ３０ ． ２ ９ ５

社会生活形象 ３ ． ４ ６ （ ０ ． ６ ３ １ ）３ ． ３ ７ （ ０ ． ７ １ ６ ）０ ． ６ ３ ９０ ． ５ ２ ５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形象４ ． ０ ３ （ ０ ． ８６ １ ）３ ． ９ １ （ ０ ． ８５ ９ ）０ ． ６ ６６０ ． ５ ０ ７

防疫抗疫形象 ３ ． ８ ５ （ ０ ． ８ ７ ７ ）３ ． ９８ （ ０ ． ８ １ ５ ）－

０ ． ７ ５ ００ ． ４ ５ ５

国 民形象 ４ ． ０ ６ （ ０ ． ６６４ ）４ ．１ ９ （０ ． ６２ ８ ）
－

〇 ．９ ５ ６０ ． ３ ４ １

汉语形象 ３ ． ９ ５ （ ０ ． ７ １ ３ ）３ ． ９ ４ （ ０ ． ７６ ４ ）０ ． ０ ６００ ． ９ ５ ２

孔子学院形象 ３ ． ２ ９ （ ０ ． ４ ３９ ）３ ． ３ ９ （ ０ ． ４ ３ １ ）－

１ ． １ ０ １０ ． ２ ７ ３

独立样本 Ｔ 检验的结果显示 ， 男性 、 女性阿联酋汉语学 习 者对中 国各维度形象的

认知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 Ｐ＞ ．０ ５ ） 。 也就是说 ， 不 同性别 的阿联酋汉语学习 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差别不大 。

１ ８



４ ． １ ．３ 教育经历

探究教育经历因素对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影响 。 将样本分为三

组 ， 分别为高中学历 １ ７ 名 ， 学士学历 ４４ 名 ， 硕士及 以上学历 ４ １ 名 。 阿联酋汉语学

习者不同教育经历的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分数如下 。

表 ４ ．３ 不同教育经历的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均值及标准差 （括号里 ）

维度类别
尚 中学士

，

士 以上

（ｎ
＝

１ ７ ） （ｎ
＝
４４ ） （ｎ

＝
４ ｌ ）

整体形象 ３ ． ６６ （０ ． ５９３ ） ３ ． ９ １ （ ０ ． ６ ３ ８ ）３ ． ６ ５ （ ０ ． ６８２ ）

政治与外交形象 ３ ． ６０ （０ ． ６８ ５ ）３ ． ４ ６ （ ０ ． ６８ ２ ）３ ． ７ ３ （ ０ ． ７ １ ５ ）

经济形象 ３ ． ７ ８ （０ ． ５ １ ５ ）３ ． ９ １ （ ０ ． ６９ ３ ）４ ． ２ ３ （ ０ ． ６ １ ６ ）

产品形象 ３ ． ０ ７ （０ ． ３ ７３ ）３ ． ４ ３ （ ０ ． ６４ ８ ）３ ． ４０（０ ． ４ ０ ７ ）

文化与科技形象 ３ ． ８ ２ （０ ． ５４ ４ ）４ ． １ ７ （ ０ ． ５７ ３ ）４ ．１ ０ （ ０ ． ５８３ ）

社会生活形象 ３ ． ２ ８ （０ ． ６ ３０ ） ３ ． ２ ４ （ ０ ． ７ ３４ ）３ ． ６２ （０ ． ６０５ ）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形象３ ． ７４ （０ ． ７ ５ ２ ） ３ ． ９４ （ ０ ． ９ ７ ２ ）４ ．０５ （ ０ ． ７ ６ ５ ）

防疫抗疫形象 ３ ． ３ ８ （ ０ ． ８９ ３ ） ３ ． ９ ２ （ ０ ． ８４ ９ ）４ ．１ ７ （０ ． ６９ ５ ）

国 民形象 ４ ． １ ６ （ ０ ． ６３ ９ ）４ ． ２ ４ （ ０ ． ６００ ）４ ． ０４（０ ． ６８２ ）

汉语形象 ３ ． ８６ （ ０ ． ７ ５ ５ ）４ ． ０２ （０ ． ７ ６ １ ）３ ． ９ １ （０ ． ７ ３０ ）

孔子学院形象


３ ．１ ３ （ ０ ． ４ １ ８ ）３ ．４ ５ （０ ． ４ １ ８ ）３ ． ３４（０ ．４ ３ ２ ）

方差分析显示 ， 三种教育经历的阿联酋汉语学习者对中 国经济形象 、 社会生活形

象 、 防疫抗疫形象和孔子学院形象等 ４ 个维度的认知有显著差异 （ Ｆ （２ ，
９９ ）

＝
４ ． １ ５６ ，

ｐ
＝０ １ ８ ，Ｆ （２ ，

９９ ）

＝
３ ．６ １ ２ ，ｐ

＝
．０３ １ ，Ｆ （２ ，９９ ）

＝
５ ．８ ７ ２ ，ｐ

＝００４ ，Ｆ （２ ，
９９ ）

＝
３ ．５ ３ ３ ，ｐ

＝
．０３３ ） 〇

事后多重比较显示 ， 在中 国经济形象上 ， 硕士以上学历的阿联酋汉语学习者认知

明显好于高中和学士学历的学习者 （ ｐ
＝

．０ １ ５ ，ｐ
＝

．０２ １ ） ， 而高中和学士学历的学习者

认知差异不显著 。 在中 国社会生活形象上 ， 硕士 以上学历的学习者认知明显好于学士

学历的学习者 （ Ｐ
＝

．０ １ ２ ） ， 而高中和学士学历 、 高中和硕士 以上学历的学习者认知

差异不显著 。 在中 国防疫抗疫形象上 ， 硕士 以上学历和学士学历的学习者认知明显好

于高中学历的学习者 （ Ｐ
＝

．０２ ，ｐ
＝

．００ １ ） ， 而硕士 以上学历和学士学历的学习者认知

差异不显著 。 在孔子学院形象上 ， 学士学历 的学习者认知 明显好于高中学历的学习者

（ ｐ
＝

．００９ ） ， 而硕士以上学历和学士学历 、 硕士 以上学历和高中学历的学习者认知差

异不显著 。

整体来看 ，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的学历越高 ， 对中 国形象的认知结果越好 。 在问卷

的开放性问题中 ， 高中学历的调查对象普遍提到
“

经济
”“

发达
” “

发展迅速
”

等较

为抽象的词语 ， 研宄生以上学历的调查对象则联想到 了
“

中阿经贸合作
” “

家具制造

业
” “

华为
”“

中兴
” “

海康威视
”

等较为具体的词语 ， 反映出研宄生以上学历的阿

１ ９



联酋汉语学习者更加 了 解 中 国经济的发展状况 。 据统计 ， ５ ９％的硕士 以上学历学 习者

拥有来华经历 ， １ ４％的学士学历学习 者拥有来华经历 ， 高 中学历学习 者没有来华经历 。

因此 ， 研宄生 以上学历的学习者对于 中 国的社会生活情况有更加切身的体会 ， 其认知

要好于学士学历和高中学历的学 习者 。 高学历 的学习者认识 问题更加全面 、 真实 ， 看

待 问题更加深入 、 客观 ， 对 中 国 的防疫抗疫措施有所 了解 ， 因此对防疫抗疫形象的认

知要好于低学历 的学 习者 。 大学生学 习者对孔子学院形象的认知情况最好 ， 这可能与

孔子学院的受众有关 。 阿联酋的两所孔子学院均与大学开展密切合作 ， 主要招生来源

是大学生 ， 因此大学生对于孔子学院的功能定位和教学水平更加 了解 ， 在三种教育经

历的样本中评价最高 。 高中学历的样本主要包括高中在读学生和高中学历的在职人员 ，

二者均对孔子学院 了 解较少 。

４ ． ３ ０

４ ． ２ ０，

ｍ
４ ． １ ０

－／

！

４ ． ０ ０
－

／
１／

３ ． ９ ０
－

３ ． ８ ０
－

３ ． ７０
－

高中学士硕 上 以上

图 ４ ．３ 不 同教育经历 的阿联酋汉语学 习 者对 中 国经济形象的认知

３ ． ７ ０
－

３ ． ６ ０ ／

Ｓ ／
碧

３ ． ５ ０
－ ／

Ｉ ／
ｉ

３ ．４ ０
－

 ／
，

／
—Ｖ

３ ． ２ ０
－

ｍｉ±硕士
１

以上

图 ４ ．４ 不 同教育经历 的阿联酋汉语学 习 者对 中 国社会生活形象 的认知

２ ０



４ ． ２ ０
－

？

^
Ｓ ／

Ｉ３ ． ３ ０／
１／
抗 ／
１３ ． ６ ０

－／
＾

／

３ ． ２０
－

高中学士硕 士 以上

图 ４ ．５ 不 同教育经历 的阿联酋汉语学 习 者对 中 国 防疫抗疫形象 的认知

３ ． ５ ０
－

ｒ／＼
２

３ ． ３ ０
－

／

ｉ／
：象 ／

３ ． ２。

／
３ ． １ ０

－

高

＿

中 硕 土
＇

以上

图 ４ ．６ 不同教育经历的阿联酋汉语学 习者对孔子学院形象的认知

４ ．１ ． ４ 职业与 中 国是否有关

探宄职业与 中 国是否有关对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影响 。 将样本

分为两组 ，

一

组为职业与 中 国有关 ３ ２ 名 ， 另
一

组为职业与 中 国无关 ７ ０ 名 。 阿联酋汉

语学 习者职业与 中 国有关 、 无关的 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分数如下 。

表 ４ ． ４ 职业与 中 国有关 、 无关的阿联酋汉语学习 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均值及标准差 （括夸里 ）

维度类别 有关

、
无
＇

（ ｎ
＝
３ ２ ） （ ｎ

＝
７ ０ ）

整体形象 ３ ． ８ ３ （ ０ ． ６ ７９ ） ３ ． ７ ４ （ ０ ． ６４ ８ ）

政治与外交形象 ３ ． ９ １ （ ０ ． ５６ ０ ） ３ ． ４ ５ （ ０ ． ７ １ ３ ）

经济形象 ４ ． ３ ４ （ ０ ．５ ９ ４ ） ３ ． ８ ７ （ ０ ． ６ ３４ ）

２ １



产品形象 ３ ． ３ ９ （ ０ ． ４４ ０ ） ３ ． ３５ （０ ． ５ ７ ２ ）

文化与科技形象 ４ ． ３０ （ ０ ． ５ ７ １ ） ３ ． ９９ （ ０ ． ５６３ ）

社会生活形象 ３ ． ６６ （０ ． ５９８ ） ３ ． ２８（０ ． ６ ９４ ）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形象 ４ ． ２ ２ （０ ．９ １ ５ ） ３ ．８ ３ （０ ． ８ ０ ７ ）

防疫抗疫形象 ４ ． １ ３ （ ０ ． ７４ １ ） ３ ． ８４ （０ ． ８ ６６ ）

国 民形象 ４ ． ２ ６ （０ ． ６５ １ ）４ ． ０９ （０ ． ６ ３ ３ ）

汉语形象 ４ ． ２ ８ （ ０ ． ６６ ７ ） ３ ． ８０ （０ ． ７ ３ ０ ）

孔子学院形象


３ ． ５６（０ ． ４２ ３ ） ３ ． ２６ （０ ． ４ ０ ７ ）

独立样本 Ｔ 检验的结果显示 ， 职业与 中 国有关 、 无关的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政

治与外交形象 、 经济形象 、 文化与科技形象 、 社会生活形象 、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形象 、

汉语形象 、 孔子学院形象等 ７ 个维度的认知都存在显著性差异 （ ｔ（
１ ００ ） 

＝
３ ．２ １ ８ ，

ｐ
＝

．００ ２ ，

ｔ （ １ ００ ）

＝
３ ．５０ １ ， ｐ

＝
．００ １ ， ｔ （ １ ００ ）

＝
２ ．５ ３８ ， ｐ

＝０ １ ３ ， ｔ（ １ ００ ）

＝
２ ． ６３ ３ ， ｐ

＝
． ０ １ ０ ，

ｔ
（ １ ００）

＝
２ ．１ ７ １ ，

ｐ
＝

．０ ３２ ， ｔ（ １ ００ ） 

＝
３ ．２ ０４ ， ｐ

＝

．００２ ， ｔ（ １ ００ ）

＝
３ ． ４ ７ ， ｐ

＝
．００ １ ） 。 也就是说 ， 职业与 中 国

是否有关对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的认知产生重要影响 ， 职业与 中 国有关的

学 习者 ７ 个维度的中 国形象认知都要好于职业与 中 国无关的学习者 。 本次调查中 ， 与

中 国有关的职业主要包括学生 、 教师 、 办公室职员 、 公职人员等 ， 平时与 中 国相关事

务所有接触 ， 因此从事与 中 国相关的职业能够促使其增进对中 国 的 了解 ， 从而提升对

中 国 国家形象的认知 。

４ ．２ 汉语学习相关因素

经统计 ， 本次调查样本中 ， 有 ４２ 名汉语学 习者参加 了ＨＳＫ 考试 ， 通过 ３ 级 、 ４

级考试的 中级汉语水平学习者有 １ ２ 名 ， 通过 ５ 级 、 ６ 级考试的高级汉语水平学习者

仅有 ９ 名 ， 其余样本为低水平汉语学习者 。 因各组样本数量较少 ， 故没有对汉语水平

因素进行方差分析 。 下面报告汉语学习时长和有无来华经历的分析结果 。

４ ．２ ． １ 汉语学习时长

探宄汉语学习 时长因素对阿联酋汉语学 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影响 。 将样本分

为学习时长少于
一

年 ４６ 名 ，

一

至三年 ２６ 名和三年 以上 ３ ０ 名三组 。 阿联酋汉语学习

者不同学 习 时长的 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分数如下 。

表 ４ ．５ 不 同学 习 时长的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均值及标准差 （括号里 ）

一

怔年^
（ｎ
＝
４ ６ ） （ｎ

＝
３０ ） （ｎ

＝
２ ６ ）

整体形象 ３ ． ４ ６ （ ０ ． ５７６ ）４ ． ０４（０ ． ５ ７ ３ ）４ ． ００（０ ． ６６０ ）

政治与外交形象 ３ ． ５ １ （ ０ ． ７８５ ） ３ ． ７ ５（０ ． ６ １ ２ ）３ ． ５ ５（０ ． ６２ ５ ）

２ ２



经济形象 ３ ． ９６ （ ０ ． ７ ３２ ）４ ． ０ ８（０ ． ５ ３４ ）４ ． ０５ （ ０ ． ６５６ ）

产品形象 ３ ． ３ ５ （０ ． ４ ７ ０ ）３ ． ４８（０ ． ５９９ ）３ ．２ ４ （０ ． ５４ ５ ）

文化与科技形象 ３ ． ８ ８ （０ ． ６０ ５ ） ４ ． ３ １ （０ ． ４ ７ ７ ）４ ． １ ９ （ ０ ． ５３８ ）

社会生活形象 ３ ． ４ ７ （ ０ ． ５６ ３ ） ３ ． ３ ３（０ ． ６６７ ）３ ． ３６ （ ０ ． ８８９）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形象３ ． ６４ （ ０ ． ８６７ ）４ ． ０ ３（０ ． ７８ ７ ）４ ． ４０ （０ ． ７０ ７ ）

防疫抗疫形象 ３ ． ９ ５（０ ． ７６２ ） ４ ． ０ ８（０ ． ８２ １ ）３ ． ７ ３ （ ０ ． ９６２ ）

国 民形象 ３ ． ９ ６（０ ． ６ ７ ２ ）４ ． ４ ０（０ ． ４５ ６ ）４ ．１ ９ （ ０ ． ６８２ ）

汉语形象 ３ ． ７ ５ （ ０ ． ７４ ８ ）４ ． １ １ （０ ． ６５ １ ）４ ．１ ２ （ ０ ． ７ ７ １ ）

孔子学院形象 ３ ． ２８ （ ０ ． ３４ １ ） ３ ． ３９（０ ． ４７ ５ ）３ ． ４４ （ ０ ． ５２ ２ ）

方差分析显示 ， 不同汉语学习 时长的阿联酋汉语学习者对中 国整体形象 、 文化与

科技形象 、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形象 、 国 民形象和汉语形象等 ５ 个维度的认知有显著差

异 （ Ｆ （
２

，
９９ ）

＝
１ １ ． ３ ７ １ ， ｐ

＝
． ０００ ， Ｆ （ ２ ，

９９ ）

＝
６ ． ０９ ６ ， ｐ

＝
． ００ ３ ，Ｆ （２ ，

９９ ）

＝
７ ． ６５ ７ ， ｐ

＝
． ００ １ ，

Ｆ （２ ，
９９ ）

＝
４ ． ５ ７０ ， ｐ

＝
． ０ １ ３ ， Ｆ （ ２ ，

９ ９ ）

＝
３ ． ２ １ ３ ， ｐ

＝
． ０４４ ） 。

事后多重 比较显示 ， 在中 国整体形象上 ， 学习时长超过三年和
一

年至三年的阿联

酋汉语学习者认知明显好于学习 时长少于
一

年的学习者 （ Ｐ
＝

．０００ ，ｐ
＝

．〇〇〇 ） 。 在文化

与科技形象上 ， 学习 时长超过三年和
一

年至三年的阿联酋汉语学习者认知明显好于学

习时长少于
一

年的学习者 （ Ｐ
＝

．００ １ ， Ｐ
＝

．０２ ３ ） 。 在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形象上 ， 学习 时

长超过三年和
一

年至三年的阿联酋汉语学 习者认知 明显好于学 习 时长少于
一

年的学

习者 （ ｐ
＝

．０４ １ ， ｐ
＝

．０００ ） 。 在国 民形象上 ， 学习 时长
一

年至三年的阿联酋汉语学习者

认知明显好于学习时长少于
一

年的学习者 （ Ｐ
＝

．００ ３ ） 。 在汉语形象上 ， 学习时长超过

三年和
一

年至三年 的阿联酋汉语学 习 者认知 明 显好于学 习 时长少于
一

年 的学 习者

（ ｐ
＝

．０３５ ，ｐ
＝

．０４ １ ） 。 其他学习 时长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

整体来看 ，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的学习 时间越长 ， 对中 国形象的认知结果越好 。 认

知评价在学习初期增长较快 ， 后期略有上浮或下降但幅度不大 。 表明学习者在学习汉

语之前 ， 对中 国各方面了解较少 ， 仅有
一

个大致的印象 ； 学习汉语之后 ， 接触到较多

中 国语言与文化方面的知识 ， 对中 国 的好感度逐渐提升 。 汉语教师是中 国 国 民形象的

代表 ， 学习者对汉语教师的喜爱会直接体现在中 国 国 民形象的评分上面 。 随着汉语学

习时间 的增长 ， 与汉语教师之间 的交往逐渐加深 ， 汉语水平也 日 益提升 ， 获知信息的

渠道更加丰富多元 ， 对中 国形象的认知也就更加全面 、 真实 。 ．

阿联酋优越的战略地理位置 ， 良好的营商环境和与 中方相契合的发展理念 ， 使得

中 国将阿联酋确定为阿拉伯海湾地区共建
“
一

带
一

路
”

的重点落实国家 。 目 前 ， 中阿

两国的合作领域 己经从单
一

的经贸领域拓展至能源 、 基建 、 金融 、 高新技术等多个领

域 。 （仝菲 ，
２０２０ ） 尽管中阿合作成果丰硕 ， 阿联酋民众对于中方提出 的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仍然了解较少 。 在学习汉语之后 ，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逐渐开始从各渠道 了解
“
一

２ ３



带
一

路
”

的理念和措施 。 随着汉语学 习 时长的增加 ， 学习者对中 国 的思想文化有 了
一

定的 了解 ， 对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的认知评价也就越来越好 。

４ ． ０ ０ ／
＾

ｎ

Ｉ ｓ，．／
Ｉ／ｍ ／

％，〇／

／
３ ． ４ ０

－

少于
一

年
一

年至三年超过 三年

图 ４ ．７ 不 同汉语学 习 时长的阿联酋汉语学习 者对 中 国 整体形象的认 知

４ ． ４ Ｄ

：

． ３ 。

｜
４ ． ２ ０

－

 ／^

１ ． １ ０
－／

Ｉ４ ． ０ ０
－／

３ ． ９ ０
－／

３ ． ８ ０

少于
—

年
一

年至三年超过三年

图 ４ ．８ 不 同汉语学习 时长 的阿联酋汉语学习者对 中 国文化与科技形象的认知

４ ． ６ ０

４ ． ４ ０
－

Ｚ

ＩＺ
带

／
｜

４ ． ０ ０，

３ ． ６ ０
－

少于
－

年
一

年至 三年超过三年

图 ４ ．９ 不 同汉语学 习 时长的阿联酋汉语学 习 者对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形象 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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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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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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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 ０ 不 同汉语学 习 时长 的阿联酋汉语学 习 者对 中 国 国 民形象 的认知

４
． ２ ０

４ １ ０ ／

｜
４ ． ００

－／

Ｉ／
｜

３ ． ９ ０／

３册

／
３ ． ７ ０

－

少于
—年一年至三年超过三年

图 ４ ． １ １ 不同汉语学 习 时长 的阿联酋汉语学 习 者对汉语形象的认知

４ ．２ ．２ 有无来华经历

探宄有无来华经历对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 的影响 。 将样本分为两

组 ，

一

组为有来华经历 ３ ０ 名 ， 另
一

组为无来华经历 ７ ２ 名 。 阿联酋汉语学习 者有 、 无

来华经历的 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分数如下 。

表 ４ ．６ 有无来华经历 的阿联酋汉语学 习 者 中 国 国家形 象认知均值及标准差 （ 括号里 ）

有来华经历无来华经历

̄

Ｕ （ ｎ
：
３ ０ ） （ ｎ

＝
７２ ）

整体形 象 ４ ． ０ １ （ ０ ． ６ ０ ３ ）－

３ ． ６７ （０ ． ６ ５ ４ ）

政治与外交形 象 ３ ． ８ ０ （ ０ ． ７ ５ ８ ）３ ． ５０ （ ０ ． ６ ６０ ）

经济形象 ４ ． ２ ３ （ ０ ． ７４ ３ ）３ ． ９ ３ （ ０ ． ５ ９ ８ ）

产品 形象 ３ ． ４ ５ （ ０ ． ４ ３ ３ ）３ ． ３２ （ ０ ． ５ ６ ７ ）

文化与科技形象 ４ ． １ １ （ ０ ．６ ７ ６ ）４ ． ０８ （ ０ ． ５ ４ ０ ）

社会生活形象 ３ ． ５ ７ （ ０ ． ５９４ ）３ ． ３ ３ （ ０ ． ７ １ ２ ）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形象４ ． １ ３ （ ０ ． ９ １ ９ ）３ ． ８８ （ ０ ．８ ２ ５ ）

２ ５



防疫抗疫形象 ４ ． ２ ０ （０ ． ７２６ ）３ ． ８２ （０ ． ８ ５ ７ ）

国 民形象 ４ ． ０４ （０ ． ６７ ５ ）４ ．１ ９ （ ０ ． ６２ ５ ）

汉语形象 ３ ． ９ ３ （０ ． ７８０ ）３ ． ９５ （０ ． ７ ３ ２ ）

孔子学院形象


３ ． ４ ９ （０ ．４０６ ）３ ．２ ９ （ ０ ． ４ ３ ５ ）

独立样本 Ｔ 检验的结果显示 ， 有无来华经历的阿联酋汉语学习者对中 国整体形象 、

政治与外交形象 、 经济形象 、 防疫抗疫形象和孔子学院形象等 ５ 个维度的认知存在显

著性差异 （ ｔ （ １ ００ ）

＝
２ ． ４５ ７ ，ｐ

＝
． ０ １ ６ ，ｔ （ １ ００ ）

＝
１ ． ９７ ８ ，ｐ

＝
． ０５ １ ，ｔ （ １ ００）

＝
２ ． １ ９０ ，ｐ

＝
． ０３ １ ，

ｔ
（ １ ００ ）

＝
２ ．１ ３２ ，ｐ

＝
． ０３ ５ ，ｔ

（
１ ００ ）

＝
２ ．１ ４４ ，ｐ

＝
． ０３４ ） 。 也就是说 ， 有无来华经历对阿联

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产生影响 ， 拥有来华经历的学习 者切身感受过中 国的

风土人情 、 文化习俗 ， 对中 国的认知更加全面准确 ， 其认知要好于没有来华经历的学

习 者 。

４ ．３ 信息获取渠道因素

探究信息获取渠道对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影响 。 分析阿联酋汉

语学习者 １ ２ 种认知渠道的使用频率 ， 结果如下 。

表 ４ ．７ 阿联酋汉语学 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渠道均值及标准差 （按照均值降序排列 ）

渠道类型均值 标准差

使用母语 、 英语的互联网和社交软件 ３ ． ９ ８１ ． ０ ７ ２

￣̄

在学校的 中文课上学习 ３ ． ５ ５１ ． ５ ４６

听身边人的讲述 ３ ． ４ ２１ ．３ ３ １

与中 国人或本 国华人的交往 ３ ． ４ １１ ． ３ ８ １

本国 电视、 电影 、 广播 ３ ． ３ ９１ ． １ ８７

中文 电视、 电影 、 广播 ３ ． ２ ８１ ． ４６５

使用 中文的互联网和社交软件 ３ ．１ ５１ ． ４ ５２

参与 中 国举办的活动 ３ ． ０ ５１ ． ４ ５ １

在孔子学院学 习 ３ ． ０ ３１ ． ４ ５２

本国报纸 、 杂志 、 书籍 ２ ． ６ ９１ ． ３２０

去 中 国旅游 、 工作 、 生活过 ２ ． ５ ５１ ． ６０２

中文报纸 、 杂志 、 书籍


２ ． ４ ４１ ． ２ ７ ９

从表 ４ ．７ 可见 ，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获知中 国信息的渠道较为丰富多元 ， 均值达到

３ 分的渠道有 ９ 种 。 其中 ，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最常使用的渠道是互联网和社交软件 ，

包括母语 、 英语和 中文 ， 但使用母语 、 英语互联网和社交软件的情况比中文更为常见 。

在众多社交软件中 ， 带有语音功能的语言学习软件较受欢迎 。 阿国 的汉语学习者通过

２ ６



语言学习软件结识中 国的阿拉伯语学习者 ， 双方结成语伴 ， 彼此交流信息 、 解答疑问 ，

帮助对方学习对象国语言 。

中文课堂是阿联酋汉语学 习者获取中 国相关信息的主要渠道之
一

， 包括通过学校

设立的 中文课程和孔子学院的课程 。 阿联酋多所大学都开设 了 中文选修课 ， 设立 了汉

语学习 俱乐部 ， 为汉语学习者提供便捷的方式与途径 。 孔子学院在阿联酋的知名度相

对较低 ， 因此学习者普遍还是通过学校中文课堂来获知信息 。

听身边人的讲述和与 中 国人 、 华人交往也是 比较普遍的信息获取渠道 。 阿联酋华

人主要集中在迪拜和阿布扎 比这两个酋长国 ， 当地汉语学习者有大量机会与在阿常住

华人交流信息 ， 但其余酋长国 的学习者与 中 国人交流的机会较少 。 电视 、 电影 、 广播

的力量也不容小觑 ， 本国和 中 国的电视 、 电影、 广播的重要性相差不大 。 年轻人喜欢

通过观看 中 国流行 电视剧的方式学习汉语 ， 尤其是能够反映现代人生活状态 、 婚恋观

念的青春偶像剧 。

“
一 方面 可 以学 习 流行汉语词汇

，

一方面可 以 了 解 中 国年轻人的生

活
，
还认识 了

一些 中 国 的偶像 艺人
”

（访谈对象 Ｓ
，

２ ０２ ３
－

３
－

２ ） 。 但是 由于当地政策

限制 ， 部分中 国 的视频网站无法注册登录 ， 当地人不得不通过盗版网站观看中 国影视

剧 。 此外 ， 中 国在当地举办的活动也是
一

种 比较受欢迎的获知信息渠道 。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较少通过报纸 、 杂志 、 书籍等传统媒体获取中 国相关信息 。 此

种情况和纸媒载体本身有
一

定关系 ， 报纸书籍呈现内容的方式 比较单
一

， 且缺乏趣味

性 ， 不如新媒体更受欢迎 。 来华体验的方式也不太普遍 ， 这点在调查对象个体背景中 ．

己经做 出说明 。

对阿联酋汉语学 习者的 １ ２ 种认知渠道和 １ １ 个中 国形象认知维度做相关分析 ， 结

果如下 。

表 ４ ．８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认知渠道与中 国各维度形象认知结果的相关性分析

渠道类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０ １ １

本国振纸 、 杂志 、

． ０４ ３ ． 丨 ９ ５． ２０９＊． ０９２． ０ ９３ ． １ ９５＊． １ ００ ． １ ８ ７ ． ０ ７８ ． ０ ７ １． ０ ５ ７

书籍

本 国 电视 、 电影 、

． ００２ ． ０ ４ ０． １ ６６． ０９２． １ ４４． ０４３． ０８２ ． ０ １ ２． ０５６ ． １ １ ０ ． ０５５

广播

母语 、 英语 的互
． ０７ ８ ． １ ０８．  １ ８ ４ ． ０ ３４， ０４ ７ ．

． ０ １ ８．  １ ３９ ． ０５ ４ ． ２ ５８＊＊ ． １ ０２ ． ０ ７ ５

联网和社交软件

中文报纸 、 杂志 、

． ００６ ． ２ ４ ２＊ ．  １ ５９． ０ １ ５ ． １ ４ ５ ． １ ０５． ０ ８８ ． １ ８６－

０４ ３ ． １ ７０ ． ０９ １

书籍

中文 电视 、 电影 、

． ２０６＊． ２ ７２林． １ ６ ８． １ ７ ９ ． ２ ７ ８＊＊ ． ０ ６８． ２７ １
＊＊ ． ２ ３ ４ ＊ ． １ ０２ ． １ ８４． ２ ５２＊

广播

中文的兒联网和
． ０５７． １ ７ ２．  １ ９８＊． ０５６． ２５ ３＊， ０９ ５． ２ ０９＊ ． ３０２＊＊ ． ０６５． ２８３＊＊． ２２２＊

社交软件

２ ７



身边人的讲述． （ ） 丨 ７－ ０５ｉ ． １ ８５ ０２８． １ ４ ８ ． ０６９． １ ７ ４． ０５ ７ ． ０２ ２． １ ９９＊．  １ ５８

参与 中 国举办的
１ １ ５ ． ０８６． ２２０＊

－

， ０３９． ０ ７ ９． １ ８２． ０９ ７ ． ０３０ ． ０２９． １ ８９．  １ ８６

活动

在学校的中文课
． ２ ６７林 ． ２０３＊ ． ０５５ ． ２ １ ２＊． ０ ６ ４． ２ ４ １

＊． ０９５． ３００＊＊． １ ９８＊．  １ ７８

上学习

在孔子学院学习 ． ｉ 〇 ： ｉ．  １ ９５＊． １ ７ ６．  １ ５ ０． ２６ ５＊＊． ００５． １

－

１ ４． ２ ： ｉ８＊． １ ６ ７ ． ２ １ ９＊． ４ ５ ４＊＊

和中 国人或本国
． １ ９２． ２ ６８＊＊ ． ２５２＊ ． １ ３ ０． ３ ７ ７＊＊． １ ７０． ０ ９ ２． １ ８８ ．ｍ． ３６９＊＊ ． ２ ７０＊＊

华人的交往

上
？

中 国旅游 、 工

１
１ ５． １ ８３． ２０５＊． ００ ７ ． ０７８ ． １ ４ ５ ． ０ ７ ７ ． １ ７ ３ ． ０９００ ３９ ．  １ ２６

作 、 生活过

注 ：
＊表示 ｐ

＜ ０ ． ０５ ， 
＊＊表示 ｐ＜ ０ ． ０ １ 。

１

＝整体形象 ， ２
＝政治与外交形象 ， ３

＝经济形象 ， ４
＝产品形象 ， ５

＝文化与科技形象 ， ６
＝社会生活形象 ， ７

＝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形象 ， ８
＝防疫抗疫形象 ， ９

＝国 民形象 ， １ ０
＝汉语形象 ， １ １

＝孔子学院形象 。

从表 ４ ．８ 可 以看到 ， 防疫抗疫形象与
“

中文的互联网和社交软件
”

渠道之间的相

关达到 了显著水平 （ ｒ
＝
０ ．３０２ ，ｐ

＝
．００２ ） 。 新冠疫情期间 ， 中 国取得的防疫抗疫成果

主要通过国 内媒体宣传报道 。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如果想要广泛深入地了解这
一

方面的

情况 ， 只有通过中 国 的互联网和社交软件才能搜索到大量相关信息 。 因此 ， 中 国防疫

抗疫形象与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使用 中文的互联网和社交软件来获取信息存在正相关

关系 。

国 民形象与
“

在学校的 中文课上学习
”

渠道之间的相关达到了显著水平 （ ｒ
＝
０ ．３００ ，

ｐ
＝

．００２ ） 。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主要通过汉语课堂来学习语言技能和文化知识 。 访谈对

象 Ｓ 表示 ， 她对中 国人及其生活方式很感兴趣 ， 期待从课堂中学习到这些内容 。 汉语

教材中的 中 国人物形象是国 民形象的投射 ， 学习者通过阅读教材可 以对中 国 国 民形成

印象和评价 。 汉语教师是学习者 日 常接触最多的中 国 国 民 ， 学习者对汉语教师的评价

一

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对中 国 国 民形象的认知 。

孔子学院形象与
“

在孔子学院学习
”

渠道之间的相关达到 了显著水平 （ ｒ
＝
０ ．４５４ ，

ｐ
＝

．０００ ） 。 中 国阿联酋汉语学习者如果在孔子学院学习 ， 必然对孔子学院的 中文教学

功能和教师教学水平有亲身经历和直观感受 ， 因此对孔子学院形象的认知结果较好 。

文化与科技形象 、 汉语形象与
“

和中 国人或本国华人的交往
”

渠道之间的相关达

到 了显著水平 （ ｒ
＝
０ ．

．

３ ７７ ，ｐ
＝

．０００ ，ｒ
＝
０ ．３６９ ，ｐ

＝

．０００ ） 。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与 中 国人

或本国华人交往 ， 其主要原因可能是汉语学习 。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对中 国文化的兴趣

浓厚 ， 如果遇到语言困难、 文化困惑 ， 首先找汉语教师答疑解惑 ， 而汉语教师正是中

国人的典型代表 。 学习者不仅可 以通过汉语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获取汉语和文化知识 ，

还可 以通过与教师在课外交流的方式获得更多关于中 国 的相关信息 ， 这点在后面的访

谈部分会再次提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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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４ 汉语教学相关因素

经上文统计可 以得出 ， 汉语课堂是阿联酋汉语学习者获知中 国相关信息的重要途

径之
一

。 阿联酋汉语教学的特点是
“

教师的输入性与教材 、 教法的本土性
”

（朱志平

等 ， ２０ ２ １ ） 。 探宄汉语教学相关因素与 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之间的相关性 ， 有助于提升

汉语课堂教学质量 ， 推进国际中文教育发展 。 因此 ， 本文继续关注
“

三教
”

问题 ， 设

计 了教师特点 、 教材 内容和教学方法三个汉语教学相关方面 ， 分析阿联酋汉语学习者

心 目 中汉语教学与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关系 。

表 ４ ． ９
“

三教
”

对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影响的均值及标准差 （ 按照均值降序排列 ）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影响程度

教学方法 １ ０２４ ． ０６０ ． ９ ７ ３

教师特点 １ ０ ２３ ． ８９０ ． ９ ５３

教材 内容 １ ０２３ ． ７ ９ １ ． ０ ０８

方差分析显示 ， ３ 个因素对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影响程度有显著差异 （ Ｆ （
２ ，

２０２ ）

＝
３ ．５ ５９

，ｐ
＝

．０３ ０ ） 。 事后多重比较显示 ， 教学方法的影响程度明显好于教师特

点和教材 内 容 （ Ｐ
＝

．０８８ ，ｐ
＝

．００６ ） ， 教师特点和教材内容的影响程度没有显著差异

（ ｐ
＝

．３ ７ ２ ） 。 由此可知 ，

“

三教
”

因素对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影响程度可 以分为两

个层级 ， 首先是教学方法 ， 其次是教师特点和教材内容 。

下面分别从教学方法、 教师特点和教材 内容三个角度就汉语教学因素对中 国 国家

形象认知的影响进行分析 。

４ ．４ ．１ 教学方法

阿联酋是
一

个 以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 ， 以英语为通用语言的语言多元化国家 。 中

文在阿联酋发展前景广阔 ， 但也面临与其他语言共同竞争的挑战 。 提高教学质量 ， 采

用受学生欢迎的教学方式 ， 是增强汉语教学竞争力的关键 。

图 ４ ．１ ２ 显示 ， ７２ ．５ ５％的阿联酋汉语学习者认为教学方法对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

影响非常大或较大 。 表 ４ ．９ 显示 ， 教学方法影响的均值为 ４ ．０６ ， 在三项指标中居于

首位 ， 说明阿联酋汉语学习者认为教学方法是对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最具影响力的汉语

教学相关因素 。 标准差为 ０ ． ９７３ ， 说明调查对象的观点较为集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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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Ｓ
翮影响非常小

０影响 较 小

Ｇ ！影响 般

團 涊响较大

□影响 非常大

图 ４ ．１ ２ 阿联酋汉语学 习者对教学方法影响认知的不 同观点

方差分析可知 ， 教学方法对阿联酋汉语学习 者 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影响最大 。 教

学方法没有优劣之分 。 语言教学需要的不是某
一

种教学方法 ， 而是多种教学理论并存 、

多种教学方法各有所用 的
一

个大型理论框架 。 在此框架 内 ， 教师遵循语言教学的基本

原则 ， 根据教学对象 、 教学 目 的和教学环境而决定采用何种教学方法 （ 赵金铭 ，
２ ０ １ ０ ） 。

教无定法 ， 贵在有法 。 如果教师采用高效 、 生动 、 有趣的教学方法 ， 将有助于提高课

堂教学的效率 ， 加强学生汉语学习 的兴趣 ， 从而提升学生的学 习效果 。 如果教师授课

过于枯燥无趣 ， 学生难 以集中注意力 ， 学 习 兴趣也会减弱甚至消退 ， 将不利于学生汉

语学习 的长期发展 。 汉语水平提不上去 ， 对 中 国 国家形象的认知状况也很难得到改善 。

４ ．４ ．２ 教师特点

目 前 ， 阿联酋汉语教师大多是 由阿联酋教育部面 向 中 国直接招聘的 。 在本次调查

中 ， 全体样本的汉语教师 国籍均为中 国 ， 说明阿联酋汉语教师具有输入性特点 。 国 际

中文教师基本上能够使用英语教学 ， 但不
一

定都掌握阿拉伯语 ； 可能有丰富的海外教

学经验 ， 但这些经验不
一

定都适用 于阿联酋汉语学习者 。 因此 ， 在阿执教的汉语教师

必然会面临文化适应 问题 。 这就要求教师能够在教学 中巧妙地将中华文化和阿拉伯伊

斯兰文化融合迁移 。 本次研宄发现 ， 阿联酋汉语学 习 者对中 国汉语教师形象的认知评

价 良好 ， 认为中 国汉语教师爱 岗敬业 ， 有责任心 ， 能够尊重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 遵守

阿联酋法律法规 。

如图所示 ， ６ ６ ．６６％的学习者认为汉语教师对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影响非常大或较

大 。 表 ４ ．９ 显示 ， 教师特点 的影响均值为 ３ ．８９ ， 标准差为 ０ ． ９ ５ ３ ， 说明阿联酋汉语学

习 者认为教师特点影响 中 国 国家形象的认知结果 ， 观点较为统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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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 ３ 阿联酋汉语学 习 者对教师特点影响认 知的 不 同 观点

方差分析可知 ， 教师特点对阿联酋汉语学 习者 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产生
一

定影响 。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灵魂 ， 是教学活动的设计者和实施者 （ 崔希亮 ， ２ ０ １ ０ ） 。 教师在汉

语教学中 既要重视语言技能教学 ， 也要重视文化知识教学 。 语言技能是基础 ， 只有提

高语言水平 ， 才能掌握更多渠道来获知 中 国 的相关信息 。 同时 ， 文化知识教学也必不

可少 。 在教学中要充分尊重阿联酋当地文化风俗 ， 在此前提下适当进行文化教学 ， 促

进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 中华文化的交融 ， 避免产生文化冲突 。 此外 ， 汉语教师本身就

是 中 国 的
一

张名片 ， 其言行和素质将会影响学生对中 国和 中 国人的态度 。 有学生表示

“

汉语教师人很好 ， 我们是朋友 ， 即使在课堂外也经常聊天
”

（访谈对象 Ｚ
，
２ ０２ ３

－

３
－

４ ） 。

因此 ， 汉语教师要具备丰富的知识储备 ， 专业的教学素质和技能 ， 以及 良好的个人魅

力 ， 才能够实现教学 目 标 ， 引 起学生对汉语和 中 国文化的兴趣 ， 提升学生对中 国 国家

形象的积极认知 。

４ ．４ ．３ 教材 内容

目 前 ， 阿联酋高等教育机构仅设立中文选修课 ， 还未设立 中文学分课 （梁宇等 ，

２ ０ ２ ２ ） 。 在本次调查中 ，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使用 的教材 以 《Ｈ ＳＫ 标准课程 》 为主 ，

部分使用 阿联酋教育部推出 的本土化汉语教材 《跨越丝路 》 （主要用于中小学 ） ， 少

数人使用通用汉语教材 《汉语初级教程 》 《新实用汉语 》 和 《博雅汉语 》 等 。 ６ ４ ． ７ １ ％

的阿联酋汉语学习 者认为汉语教材 内容对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 的影响非常大或影响较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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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 １ ４ 阿联酋汉语学 习 者对教材 内 容影响认知 的不 同观点

方差分析可知 ， 教材 内 容对阿联酋汉语学 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影响最小 。 教

材是教学活动 中必不可少的工具 ， 教师和学生依据教材开展教学和学 习活动 （ 崔希亮 ，

２ ０ １ ０ ） 。 汉语教材是学生获取 中文知识的载体 ， 也是展现中 国 国家形象的平台 。 使用

《Ｈ ＳＫ 标准课程 》 教材 ， 可 以将汉语学习环节与测评环节有效衔接 ， 有力敦促学生

积极参加 Ｈ ＳＫ 考试 。 此举既能对阿 国汉语学 习者的水平进行整体评估 ， 又能 以考促

学 ， 激发学 习 者的学习动机和热情 。 现有本土化教材 《跨越丝路 》 将汉语和阿联酋 国

情 、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相结合 ， 易于 中小学生理解 、 学 习 。

但是教材不
一

定要局限于纸质课本 。 阿联酋非常重视教育 ， 为每个中小学配备智

能化教室 ， 教师可 以使用 网络设备辅助教学 ， 有的学校还专 门配备中文教室 （梁宇等 ，

２ ０２２ ） 。 因此 ， 可 以尝试建设数字化教材 ， 丰富多媒体教学资源 ， 搭建资源共享平台 ，

多角度 、 全方位 、 深层次地呈现
一

个多元立体的 中 国形象 。

３ ２



第五章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发展路径

前文的数据分析已经呈现了阿联酋汉语学习者对中 国各维度形象的认知情况 ， 个

体背景因素 、 汉语学习 因素 、 教学因素和信息获取渠道因素对认知的影响 ， 但无法言

明学习者是如何形成认知的 ， 以上因素又是如何影响认知的 。 开展个案研宄 ， 可 以和

定量研究相互印证 ， 分别从普遍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加深对研究对象的认识 （吴勇毅 ，

２００８ ） 。 因此 ， 有必要开展个案研宄 ， 通过访谈的方式了解学习者的真实想法 。

本次个案选取了２ 名阿联酋初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 ， 通过访谈 了解学习者在阿联

酋语言多元的背景下学习汉语的原因 、 动机和方式 ， 探宄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发展路

径和影响因素 。

５ ．１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汉语学习者 Ｓ 来 自沙迦 ， 本科毕业后成为 了
一

名生活教练 （ ｌ ｉｆｅｃｏａｃｈ ） ， 利用工

作之余在网络语言学习平台 ｉ ｔａｌｋｉ 等学习汉语 ， 未来计划来华留学 。 每周学习汉语的

时间为 ２
－

３ 节课左右 ， 视空闲时间安排 。 无华裔背景 ， 家人均不会汉语 ， 也不知道 Ｓ

正在学习汉语 。

汉语学习者 Ｚ 来 自 阿布扎比 ， 本科在读 ， 专业是急救 （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 。 参加 了扎

耶德大学的汉语俱乐部 ， 每周在扎耶德孔子学院上 ２ 节汉语课 ， 使用课本为 《ＨＳＫ

标准课程 》 。 无华裔背景 ， 家人均不会汉语 ， 但很支持 Ｚ 学习汉语 。

表 ５ ． １ 个案研究对象信息统计表

个人信息访谈对象 １访谈对象 ２

学习者代号
６

 Ｓ Ｚ

居住地沙迦阿布扎 比

性别女女

年龄 ２ ５ ２ ０

学历本科毕业本科在读 ．

职业生活教练学生

６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 ， 全文使用代号称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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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２ 认知发展路径

通过访谈 ， 首先获知 了访谈对象的汉语学 习情况 ， 包括学习汉语的动机和方法 ，

未来是否有意愿到访中 国 ， 从事和中 国相关的工作等 。 其次 ， 分析了其中国 国家形象

的认知情况 ， 包括政治 、 经济 、 文化 、 国 民等几个主要维度的形象认知 ， 学习汉语前

后的认知是否产生了差异 ， 平时通过哪些渠道获取和 中 国相关的信息等 。 最后 ， 探讨

了教师 、 教材和教学方法哪个因素对汉语学习和 中 国形象认知的影响更大 。

经过梳理访谈内容 ， 本研究发现阿联酋初级水平汉语学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

发展历程主要经过三个阶段 ： 初有印象 、 逐步深入和强化修正 。

５ ． ２ ．１ 初有印象

２０２ １ 年初 ， 在多语环境的影响下 ， Ｓ 决定挑选
一

门语言作为 自 己的第三外语 。 她

最初选择的是西班牙语 ， 但是
“

我 发现 自 己 不喜欢西班牙语 ，
这时候我遇到 了 中 文 ，

我觉得 中 文非 常有趣 。 （Ｓ ）

”

考虑到中 国和阿联酋在多个领域都有合作 ， 或许对 自 己

将来有所帮助 ， Ｓ 选择学 习 中文 。 在这之前 ， 她对中 国基本上不了解 ， 也从来没有想

过要 了解 。

“

在学 习 汉语之前 ， 我从来没有思考过关于 中 国和 中 国 文化的 问题 ，
也不

曾从历 史上 了 解过 中 国和阿联酋之 间 的关 系 。 （Ｓ ）

”

Ｚ 是扎耶德大学急救专业的学生 。

一

年前 ， 她听说学校的 中文俱乐部可以学习 中

文 ， 于是决定尝试学习 中文 。

“

中 文是世界 第三 大语言
， 未来会 变得很流行 。 但并不

是每个人都能学好汉语 ，
对我来说 ，

这是一件充满挑战的事情 。 （Ｚ）

”

学习 中文之前 ，

Ｚ 只知道中 国的商品很受欢迎 ，

“

中 国 生产任何你可 以买 到 的 东 西
，
比如包 包和衣服

”

⑵ 。

根据 Ｓ 和 Ｚ 的表述 ， 学习者选择学习汉语的原因如下 ：

一

是受国家多语环境的影

响 ， 对学习语言很感兴趣 ；
二是受中阿关系的影响 ， 对中 国经济和中文发展前景持肯

定态度 。 此时 ， 学习者对中 国 只有模糊的大概印象 ， 主要集中在发展迅速的经济方面 。

５ ．２ ．２ 逐步深入

从汉语课堂和汉语教师来看 。 根据两位学习者的表述 ，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主要通

过线上语言学习平台 、 汉语专 门培训机构和大学汉语学习俱乐部 （和孔子学院合作 ）

三种渠道学习汉语 。 汉语教师普遍受到学习者的欢迎 ， 孔子学院的汉 ｉ吾教师更加注重

平衡语言和文化教学的 比重 ， 既不会完全专注语言教学 ， 也不会过多输出文化教学 引

起学生反感 ， 而是在语言教学的 同时潜移默化地进行文化教学 。

２０２ １ 年下半年 ， Ｓ 正式开启 了 中文学习之旅 。 她在 ｉｔａｌｋｉ 语言学习平台上挑选了

一

位中文老师 ， 根据 自 己的业余时间安排课程 ， 每周大概 ２
－

３ 节课 。 老师注重语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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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 讲解生词 、 造句 、 对话 ， 有时会讲解文化 内容 。 汉语课堂的话题主要围绕 日 常生

活展开 ， 关于中 国文化的内容 比较少 。 她打算等语言水平提高之后 ， 自行去搜索 了解

中 国文化 。 朋友向她推荐 了 当地孔子学院举办的文化活动 ， 但她因为太忙还没有参加

过 。

“

我想知道 中 国人是怎 么 生活的 。 他们有 多 种信仰 ，
还有 多样的食物 ， 我对这些

都很感兴趣 。 （Ｓ ）

”

刚接触到汉语老师时 ， Ｚ 认为
“

中 国人非 常尊重人 ，
友好但保守

”

。 老师的教学

能力很好 ， 课堂 内容丰富 ， 经常举办有趣的活动 ， 在和学生的交往中 比较守礼 。 在课

堂上 ， Ｚ 获得了大量中 国文化知识 。 她学习 了汉字
“

茶
”

的演变 ， 也认识 了不 同品种

的茶 ； 喜欢上 了 中 国美食 ， 还观看了 《决战食神 》 电影 ， 了解中 国 的烹饪方式 ， 对不

同地区的 中国菜都很感兴趣。 经过
一

学期的学习 ， Ｚ 逐渐
“

对 中 国 的历 史文化产生 了

浓厚的兴趣
”

。

５ ．２ ．３ 强化修正

从获取中 国相关信息的渠道来看 ， 学习者主要通过社交软件 、 影视作品和汉语课

堂 了解中 国 ， 不断修正错误认知 ， 强化正确认知 。

截止 目 前 ， Ｓ 已经学习 了
一

年半中文 。 Ｓ 对中 国的社会生活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 ，

她决定未来到中 国留学 。 为此 ， 她
“

将全部的精 力 集 中在汉语学 习 上面
”

（Ｓ ） 。 由于

平时在生活中很少有机会接触到中 国人 ， Ｓ 通过社交平 台认识了
一

些中 国 网友 。 她们

互相练习汉语和阿拉伯语 ， 纠正对方的错误 ， 提升语言水平 。 Ｓ 会询 问语伴关于中 国

人生活状况的 问题 ， 和语伴展开讨论 。 她还喜欢通过观看中 国 电视剧来 了解中 国的社

会发展 ， 尤其喜欢看现代 电视剧 。

“

中 国人很友好
，

也很有礼貌
，
和她们聊天很舒服 。

⑶
”

经过
一

学年的接触之后 ， Ｚ 发现了老师和蔼可亲的
一

面 。 现在 ， 她常常在课下和

老师聊天 ， 交流 日 常话题 ， 讨论中阿文化 。 Ｚ 转变了对中 国人的观念 ， 认为他们
“

很

热情贴心 ，
值得长久交往

”

（Ｚ ） 。 在老师的帮助下 ， Ｚ 对中 国的节 日 、 建筑和美食都

有了进
一

步的 了解 ， 她学习 了元宵节和
“

团圆
”

的风俗 ， 故宫和古代皇帝的权力 ， 李

子柒和乡村生活 。

“

李子柒在 用
一种原始 的 方法做饭 ， 需要先切割木 头来点燃火苗

，

非 常有趣
”

（ｚ ） 。 Ｚ 如果对某
一

种中 国文化感兴趣 ， 总是喜欢梳理这种文化现象的发

展历史 。

“

中 国 文化非常尊重人 ，
是一种 以 家庭 为基础的 文化 ，

一种不断成长的文化 。

？

中 国 有
一个非 常强 大的过去 ， 有非 常丰富 的文化 ，

但是 中 国人不会被历 史所束缚和限

制 。 ⑵
”

虽然有大量中国人长期居住在阿布扎 比 ， 但他们更倾向于在华人组织 内活动 ， 与

阿联酋当地人的交往主要集中在工作范围 内 ， 在生活上的交际并不密切深入 。 Ｚ 提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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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企业有很多 中 国雇员 ， 但基本上所有人都使用英语进行交流 。 即使有
一

些阿联酋

人长期与 中 国人共事 ， 也不会说中文 。

“

我只 有三个会说 中 文的朋友 ， 第
一位是我的

汉语老师 ； 第二位是一个年长的 中 国人
，
她 已经 ５４ 岁 了 ； 第三位是一个混血女孩 ，

她妈妈是 中 国 人 。 （Ｚ ）

”

通过梳理访谈 内容 ， 将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国家形象认知的发展路径分为三个

阶段 ： 初有印象 、 逐步深入和强化修正 ， 即从只有模糊的概念 ， 到逐步建立起认知 ，

再到不断修正错误认知 ， 深化正确认知 。

王祖嫘 （ ２０ １ ８ ） 将东南亚汉语学习者中 国形象认知发展路径分为五个阶段 ： 初步

认知 、 强化与修正 、 认知冲突 、 思维转换 、 身份重构 。 本文研宄的发展路径与前两个

阶段相符 ， 未发现后面三个阶段 。 可能原因有二 ：

一

是阿联酋中文教育起步较晚 ， 发

展较慢 ， 学习者的汉语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 。 按照学习规律 ， 本阶段的学习重点集中

在语言本身 ， 文化教学 占 比较少 ， 因此对中 国形象的认知不全面 ， 还未发展到认知冲

突阶段 ， 也没有发展 出汉语思维 。 二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 中华文化存在文化距离 ，

学习者对中华文化的认知比较浅显 。 目 前主要接触到的是物质文化 ， 比如熊猫 、 中华

美食、 建筑等 ， 还没有深入到精神文化层面 ， 因此没有产生认知冲突 。

５ ．３ 认知影响因素

在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形成过程中 ， 社会环境因素 、 汉语教学

因素和个人主体因素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

５ ．３ ． １ 社会环境因素

阿联酋是
一

个语言多元的 国家 ， 英语长期作为通用语言 ， 近年来政府要求复兴阿

拉伯语 ， 同时鼓励其他国家的语言发展 。 因此 ， 阿联酋人对于外语学习热情高涨 。

社会环境的影响是阿联酋人学习汉语的主要原因 。 阿联酋政府不断深化与中方在

各领域的合作 ， 大力推进中文教育 ， 增加 了 民众对中 国的好感度 。

“

近几年 ，
政府开

始在学校里教孩子们 中 文 。 比如在公立学校 ，

四 岁 的孩子就开始学 习 中 文 。 中 文正在

逐渐得到推广 。 （Ｚ ）

”

王媛媛 （ ２０ １ ７ ） 面向扎耶德孔子学皞汉语学习者的学习原因展

开调查 ， ６０％的学习者是因为中阿两国 日渐深入的合作唤起他们对中 国的好奇心 ， ４０％

的学习者则是因为对中 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感兴趣 。 以上两个原因和笔者得到的访谈结

果
一

致 。 访谈对象 Ｓ 属于前者 ， 她认为
“

中 国在阿联酋有很大的市场 ，
阿联酋很看重

来 自 中 国 的投资
”

（Ｓ ） ， 她对中文未来在阿联酋的发展充满 了信心 。 访谈对象 Ｚ 则属

于后者 ，

“

我想 了 解 中 国人
，
想 了 解 中 国 文化 。 我对历 史文化更感兴趣 。 （

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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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３ ．２ 汉语教学因素

阿联酋重视教育投入 ， 为大量学校配备智慧教室和专 门的中文教室 。 学校对中文

教育的重视程度和 良好的学习环境促进 了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提

升 。

汉语课堂是学习者获知 中 国相关知识的重要途径 ， 汉语教学因素也会对学习者认

知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 。 科学适当的教学方式 ， 能够融合中阿文化的教师 ， 内容丰富

有趣的教材 ， 增加 了学习者的学习动力 ， 对于提升学习者中 国形象认知产生积极作用 。

“

她 （指汉语教师 ） 的教学方法非 常有趣好玩 ，
我们在课堂上做 了 很 多 活动 ， 同 时也

学 习 到 了 很 多知识 。 我可 以看到我在课堂上的进步 。 （Ｚ ）

”

可视化教学资源是学习者 了解中 国的
一

扇窗 ， 生动展现了 中 国 国 民形象和社会生

活情状 。

“

我们每周 四都会在课上播放视频 ， 可以更 多地 了 解 中 国 人和 中 国社会 。 （
Ｚ

）

”

汉语教师是中 国 国 民的代表 ， 认真负责 、 亲和有礼的教师形象增加 了学习者对中 国 国

民形象的好感度 。 设计多样的 中文活动也会加强学习者的学习兴趣 ， 增加其对中 国 的

了解。

５ ．３ ．３ 个人主体因素

学习者作为学习主体 ， 其性格 、 观念 、 能力等对认知的形成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 。

性格坚毅的 、 自我驱动力强的 、 学习 能力强的学习者往往能够克服畏难情绪 ， 坚持汉

语学习 ， 积累中 国相关知识 ， 提升中 国形象认知结果 。 未来规划来华留学或从事与 中

国相关工作的学习者 ， 学习动机较强烈 ， 汉语工具性和功能性被凸显 ， 促进学习者中

国形象认知的形成 。 访谈对象 Ｓ 因计划来华留学 ， 在工作之余挤出时间学习汉语 ， 每

天复习 已学汉语知识 ， 积极参加 ＨＳＫ 考试来检视学习成果 ， 增强 自 我驱动力来坚持

汉语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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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思考与建议

前面几章分析 了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现状 、 影响 因素和发展路

径 ， 本章将总结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特点 ， 并基于 以上发现 ， 给出

有助于阿联酋中文教育发展的建议和学习者中 国形象认知提升的对策 。

６ ．１ ．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特点

６ ． １ ． １ 总体呈
“

经济
－

文化
”

驱动型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总体呈现出
“

经济－

文化
”

驱动型特点 。 在

本次调查的 １ １ 个维度中 ， 阿国汉语学习者对中 国经济形象和文化与科技形象的认知

结果较好 ， 表明其普遍对中 国经济发展持肯定态度 ， 对中 国文化持有浓厚兴趣 ， 愿意

持续学习探索 。 访谈结果显示 ， 学习者因中阿合作密切 、 中 国经济飞速发展而引起关

注 ， 又因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 引发学习兴趣 ， 在学 习 中不断积累文化知识 ， 对中 国

经济形象和文化形象的认知随之提升 。

６ ． １ ．２ 汉语学习兴趣动机显著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 以初 、 中级汉语水平者居多 ， 高级汉语水平者较为少见 。

一

方

面是因为阿联酋中文教育起步较晚 ， 另
一

面则是因为阿联酋汉语学 习者的学习动机以

兴趣为主 ， 导致其在学习初期汉语水平提升较快 ， 中期进入瓶颈期 ， 学习后劲不足 ，

难 以达到高级水平 。

访谈结果显示 ， 关于汉语学 习 的未来规划 ，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表示愿意来访中 国 ，

但是从事中 国相关工作的意愿较低 。 表明对阿国汉语学习者来说 ， 汉语的功能性并不

凸显 ， 学习汉语的动机也并不迫切 、 强烈 。

６ ． １ ． ３ 孔子学院形象模糊

孔子学院阿联酋的知名度不高 。 调查结果显示 ，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对汉语教师的

评价很高 ， 但孔子学院形象均值在所有维度中排名末位 。 部分学习者通过培训机构和

线上语言学习平台学习汉语 ， 这些机构更加专注于语言教学 ， 难 以兼顾文化教学 。 在

访谈中 ， 经过笔者的描述 ， 访谈对象能联想到孔子学院相关的信息 ， 但是仍然不确定

其名称 ， 反映出阿联酋孔子学院在对外宣传方面缺乏针对性 ， 仍具有较大提升空间 。

６ ．１ ． ４ 汉语学习 、 教学因素影响显著

研宄结果显示 ， 汉语学习 因素对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形象认知的影响较为显著 。

学习时长超过
一

年的学习者中 国形象认知结果好于学习 时长不满
一

年的学习者 ， 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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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学习者的 中 国形象认知结果好于低水平学习者 ， 拥有来华经历的学 习者中 国形象认

知结果好于没有来华经历的学习者 。

汉语教学因素对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形象认知的影响较为显著 。 学习者认为教

学方法的影响最大 ， 其次是教材 内容 ， 最后是教师特点 。 适当 的教学方法有助于学习

者的输入和输 出 ， 丰富有趣的教材 内容和科学的教材编排有助于学习者集中注意力 ，

友好负责的教师从
一

定程度上代表了 中 国形象 ， 增加 了学习者的好感度 。

６ ．２ ． 阿联酋中文教育发展与中 国形象提升的建议

６ ． ２ ．１ 明确孔子学院定位 ， 加大宣传力度

孔子学院要明确语言教学机构的功能定位 ， 推进国际中文教育是孔子学院发展的

根本 。 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是提升汉语水平 ， 以达到使用汉语交流沟通的 目 的 。 因此 ，

孔子学院要明确定位 ， 以汉语教学为先 ， 提高教学质量 ， 培育优秀师资 ， 探寻科学的

教学方法 ， 更新与时俱进的教材 内容 ， 确保学习者能够切实提高汉语水平 ， 在当地树

立汉语教学的 良好 口碑 。

扩大受众范围 ， 加强宣传力度 。 目 前阿联酋孔子学院的教学对象主体是学生 ， 社

会人士 占少数 。 迪拜大学孔子学院面向公职人员开设 了汉语教学班 ， 已经成为该院的

品牌项 目 。 未来应努力开拓和政府间 、 企业间的合作 ， 为公职人员 、 企业人员提供汉

语培训 ， 帮助其更好地适应工作需要 ， 形成长效合作机制 。 同时 ， 深度挖掘受年轻人

喜爱的文化符号 ， 与大中小学合作开展文化活动 ， 邀请学 习者通过体验多样的活动感

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 利用融媒体平台开展宣传工作 ， 逐步打开知名度 ， 吸引 更多 民众

学习汉语 。

此外 ， 阿联酋孔子学院还要逐步推进汉语水平考试普及化 ， 以考促学 。 从研宄结

果看 ， 汉语学习者中参加过汉语水平考试的学生只有 ４０％ ， 反映出学 习者不重视汉语

水平考试 。 学习者到 中后期容易 出现因 内驱力不足而产生懈怠心理 ， 汉语水平提升缓

慢 ， 甚至停滞不前 。 汉语水平考试是检验汉语水平的有效手段 ， 可 以让学习者真切看

到 自 己的学习成果 ， 增加学习汉语的成就感 ， 増强学习 的驱动力 ， 从而激励学习者继

续汉语学习 。

６ ．２ ．２ 大力发挥汉语课堂效用 ， 培养优秀国际中文教育师资

随着中阿在旅游领域合作的加深 ， 抵阿旅行的 中 国人越来越多 ， 为阿联酋汉语学

习者提供 了和语言对象国 国 民初步接触的机会 ， 但深入密切交往的机会仍然不多 。 在

此情况下 ， 汉语课堂是学习者在 日 常生活中认识中 国的主要渠道 ， 中 国汉语教师则是

中 国文化的代言人 。 国际语言教育具有极强的 自 主性 ， 教育者是课堂信息的把关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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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决定如何向学习者展现具体的教学 内容 （哈嘉莹 ， ２０ １ ３ ） 。 因此 ， 优秀的汉语教

师是提升汉语课堂质量水平 、 塑造 良好中 国形象的关键性因素 。

然而 ， 我国 目 前的对外汉语教师水平 良莠不齐 。 两所阿联酋孔子学院和
“

百校项

目
”

的汉语教师经过了阿联酋教育部和中 国语言合作交流 中心的严格选拔和培训 ， 无

论是教学质量还是跨文化水平都有
一

定保障 。 但 以上两个项 目 的教学主体是学生 ， 而

社会人士则选择通过网络平台学习汉语 。 网络平台的汉语教师准入门槛较低 ， 仍有不

少人持有
“

会汉语就能教汉语
”

的想法 ， 没有经过系统专业的教育培训就上岗执教 ，

这无疑会拉低汉语教师的整体教学水平 。

为 了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 ， 国际中文教育工作交由专业的汉语教师来承担 。

推广 《 国际汉语教师证书 》 在国 内 、 国外的教师资格认证 ， 要求教师持证上岗 ， 提高

准入门槛 ， 规范教师队伍 ， 提高教师待遇 ， 留住具备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的汉语教师 。

同时 ， 规范网络教学机构和平台 ， 推动对外汉语教师队伍结构优化 ， 保证
“

输入型
”

教师和远程教学教师的教学质量 。

６ ．２ ．３ 加强可视化教学资源建设 ， 多渠道立体化展示中 国形象

影视音多媒体资源在传递信息方面具备优势 ， 是
一

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 蕴含了 国

家的文化 内涵和思想观念 。 如果教师在汉语教学课堂上加 以合理运用 ， 有利于学生丰

富学习体验 ， 增强学习效果 。 阿联酋大部分学校都配备了智慧教室 ， 为汉语教师利用

网络资源和多媒体资源进行教学提供了现实条件 。

研究结果显示 ，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对中 国社会的真实生活情状非常感兴趣 ， 但由

于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够畅通 ， 往往对中 国的社会生活存在
一

定误解 。 影视资源可 以直

观地呈现中 国社会的现状 ， 有助于学习者消除误解 、 修正印象 。 汉语教师可 以挑选运

用部分中 国优秀的影视作品开展教学 ， 要求能够体现时代主题和中华文化 ， 符合人类

共同价值观 ， 能够引起学生情感共鸣 ， 交流本国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共同之处和不同之

处 。 教师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讲解重点字词和句型 ， 保证学生能够有效输入 ； 观看完

毕后组织学生复述内容 ， 展开讨论 ， 学习语言 ， 理解文化 。 在教学中着力塑造
“

内刚

外柔
”

的 中 国形象 （梁宇 ， ２０２ ２ ） ， 既展示出经济飞速发展 、 科技创新赋能的
“

刚性
”

形象 ， 又展示出文化丰富多元 、 国 民可亲可爱的
“

柔性
”

形象 ， 刚柔并济 ， 增加阿联

？

酋汉语学习者的认知兴趣 。

６ ．２ ．４ 深化中阿合作 ， 推动 民间合作 ， 加强校际合作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当前的学习驱动力不足 ， 大多数学习者只是为 了满足 自 身兴趣

爱好 ， 少数是为了在学习上 、 工作上获得助益 。 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兴趣驱动力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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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太久 ， 如果遇到难 以跨越的障碍容易产生畏难情绪和放弃心理 。 只有让学习者看

到学习汉语的潜在收益 ， 才能更好地激发学 习动力 ， 提高学习效能 。

加强政府间合作 ， 继续推进普及中文教育 ， 持续输送优质汉语教师师资 ， 保证教

学质量和效果 。 加强民间合作 ， 鼓励中阿双方在对方国家投资建立企业 ， 为当地人提

供工作 岗位 、 语言培训和来华工作机会 ， 增进彼此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 。 加强校际

合作 ， 举办学术研讨会 ， 关注语言教学问题 ， 邀请阿联酋教育专家参会讨论 ， 研发制

定阿联酋中文教育的发展方案 。 大学间建立联结合作关系 ， 制定联合培养方案 ， 为优

秀人才提供奖学金 ， 鼓励在校学生交换 、 留学 ， 通过实地感受来增进对双方国家的认

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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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和展望

７ ． １ 本文主要结论

本文 以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 ， 采用 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 ， 探讨阿联酋汉

语学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现状、 影响因素和发展路径 。

结果显示 ，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对中 国 国家形象的认知可 以分为四个层级 ， 呈现出

“

经济－

文化
”

驱动型的特点 。 在 １ １ 个维度的认知结果中 ， 经济形象 、 文化与科技形

象 、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形象 、 国 民形象和汉语形象的认知结果最好 ， 整体形象和防疫

抗疫形象位于第二层级 ， 政治与外交形象位于第三层级 ， 产品形象 、 社会生活形象和

孔子学院形象位列最后 。

探究阿联酋汉语学 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影响因素可得 ， 汉语学习 因素对认知

产生重要影响 。 汉语学习 时长越久 ， 学习者的认知越趋于全面客观 。 拥有来华经历的

学 习者认知要好于没有来华经历的学习者 。 汉语教学因素也对认知产生显著影响 。 易

于学习者理解掌握的教学方法 ， 生动有趣的教材 内容 ， 亲切友好、 敬业负责的教师 ，

都深受学 习者的欢迎 ， 有助于提高其认知水平 。 教育经历因素和职业因素对认知结果

有
一

定影响 。 学习者的学历越高 ， 认知结果越好。 学习者职业与 中 国有关的 比无关的

认知要好。 性别 、 年龄和认知渠道对认知结果的影响不大 。

结合个案访谈的结果 ，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发展路径大致可 以

分为初有印象 、 逐步深入和强化修正三个阶段 。 在此过程中 ， 多语言的社会环境 、 良

好的教学条件和个人努力程度均会影响学习者的认知发展 。

推动 国际中文教育在阿发展 ， 应该关注到 以上因素带来的差异性 ， 针对阿联酋汉

语学习者的特点 ， 制定相应发展对策 ， 如提高汉语教师专业水平 ， 推广通用教材和 国

别化教材 ， 采用科学适当的教学方法 ， 增加可视化教学资源的输入等 。 此外 ， 特别要

注重孔子学院的宣传 ， 多渠道 、 立体化地进行积极正面的中 国形象塑造 ， 以提升阿联

酋汉语学习者对中 国 国家形象的认知 。

本次研宄的结论反映出 国际中文教育对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形象认知的形成

．具有推动作用 ，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形象认知的提升又会助力 国际中文教育在当地

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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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２ 研究不足和展望

近年来 ， 中文在 国际交往中的作用 日 益凸显 ， 国 际社会中的 中文学习 需求 日渐增

加 ， 国际中文教育发展和 中 国 国家形象构建将是未来研宄的重点话题 。 本文深入挖掘

了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情况 ， 对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和 中 国 国家形

象的构建具有
一

定意义 。 但本研究也存在
一

些局限与不足 。 首先 ， 样本数量不足 。 由

于今年阿联酋孔院招生情况不理想 ， 且收集时间有限 ， 最终仅回收到 １ ０２ 份有效数据 。

其次 ， 各群体分布比例不均衡 。 部分组别样本来源单
一

且数量较少 ， 导致无法进行统

计分析 ， 对研究结果产生
一

定影响 。 最后 ， 缺少历时研究 。 因缺少调查渠道 、 调查时

间有限 ， 无法长期 、 多次地对调查对象开展研宄 ， 难以深入探宄影响因素是如何对认

知形成过程产生作用的 。

在本文的基础上 ， 后续研究可 以继续挖掘如下几点 ：

（ １ ） 重视历时研宄 。 本文在个案研宄中呈现了研宄对象中 国形象认知的路径 ，

但由于时间所限 ， 未能长期追踪认知变化 。 今后 的研宄可 以分阶段进行调查 、 访谈 ，

呈现出更加直观的认知变化 。

（ ２ ） 扩大研究主体范围 。 开展对来华阿联酋汉语学习者的调查 ， 探究其来华后

的认知变化 。 增加对当地民众的调查 ， 探讨汉语水平对认知结果的影响 。 均衡阿联酋

境内各酋长国 的样本比例 ， 增加研宄对象的多样性 ， 探析各酋长国 中文教育发展和 中

国形象认知的差异 。

（ ３ ） 増加研究样本数量 。 进行 田野调查 ， 实地观测阿联酋汉语学习者的学习情

况与认知变化 。 深入挖掘调查数据 ， 尝试建立国际中文教育各因素与中 国 国家形象认

知的关系模型 ， 探究各因素所 占 比例和权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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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７ １ 。

仝菲 （ ２０２０ ） ，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与 中 国 －阿联酋关系的新变化 ， 《中东研宄 》

（
０ １

）
： １ ５ １

－

１ ６７＋２７９－２ ８０ ．

王金岩 （２０ １ ７ ） ， 中 国与阿联酋共建
“
一

带
一

路
”

的条件、 问题与前景 ， 《当代世界 》

（０６ ） ：６６ ６９ 〇

王媛媛 （２０ １ ７ ） ， 非 目 的语环境下汉语教学实践与策略研究一一以扎耶德大学汉语课堂

教学为例 ，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０４ ） ：１ ０８
－

１ １ ３ 。

吴晓萍 （
２ ０ １ １

） ， 中 国形象的提升 ： 来 自 孔子学院教学的启示
一一基于麻省大学波士顿

分校和布莱恩特大学孔子学院问卷的实证分析 ， 《外交评论 （外交学院学报 ） 》 （０ １ ）

８９
－

１ ０２ 。

吴勇毅 （
２００８ ） ， 意大利学生汉语 口语学习策略使用 的个案研究 ， 《世界汉语教学 》 （０４ ） ：

８８
－

１ ００＋４ 。

余红 、 王琨 （２０ １ ４ ） ， 国家形象概念辨析 ， 《 中州学刊 》 （ ０ １ ） ：１ ６７
－

１ ７ ２ 。

张昆 、 徐琼 （２ ００７ ） ， 国家形象刍议 ， 《 国 际新闻界 》 （ ０３ ） ：１ １

－

１ ６ 。

张依依 （２ ０ １ ７ ） ，

“
一

带
一

路
”一一阿联酋文化特性及开展人文交流可行性研宄 ， 《阿

拉伯研究论丛 》 （０２ ） ：３ ７
－

５２ 。

赵金铭 （２０ １ ０ ） ， 对外汉语教学法回视与再认识 ， 《世界汉语教学 》 ２４ （０２ ） ：２４３
－

２ ５４ 。

朱勇 、 张舒 （２０ １ ８ ） ， 国际汉语教材中 国人物形象 自塑研究 ， 《华文教学与研宄 》 （０３ ） ：

２４
－

３０＋５４ 〇

朱志平、 兰晓明 、 陈晨 （
２０２ １ ） ， 民族文化传统范式下的外语教学理念与汉语教学一一

阿联酋汉语教学的本土化进程 ， 《国际汉语教学研宄 》 （０２） ：４４
－

５２ 。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国家概况
”

（ ２０２ ３
－

９ ） ，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ｇｊ

ｈｄｑ＿６７６２０ １ ／ｇｊ＿

６７６２０３ ／ｙｚ＿６７６
２０５ ／ １ ２０６

＿

６７６２３４／ １ ２０

６ｘ０
—

６７６２３ ６／ 。

“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 指南
－

阿联酋
”

（２０２ １

－

１ ２
） ，

ｈｔｔｐ ： ／／ｆｅｃ ．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 ．ｅｎ／ａｒｔ ｉｃ ｌｅ／ｇｂｄｑ
ｚｎ／＃

（２ ０２３年５月６日 下载 ） 。

“

驻迪拜总领事李旭航接受 《宣言报 》 专访
”

（ ２０２ ２
－

９
－

３ ０ ） ，

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 ，ｍｆａ ，ｇ
ｏｖ ．ｃｎ／ｚｗｂｄ

＿

６７３０３２／＼ｙｊ
ｚｓ／２０２２ １ ０／ｔ２０２２ １ ００６

＿

１ ０７７７４６５ ． ｓｈｔｍｌ 。

４５



“

专题报告
１

２０２ １ 年中 国与中东经贸关系分析和展望报告
”

（ ２０２２
－

９ １ ６ ） ，

ｈｔｔｐｓ ： ／／ｔｈｉｎｋｔａｎｋ ．ｐｈｂｓ ．ｐｋｕ． ｅｄｕ ．ｃｎ／２０２ １ ／ｚｈｕａｎｔｉｂａｏｇａｏ＿０９ １ ６／４ １  ．ｈｔｍ ｌ 〇

王祖嫘 （２０ １ ８ ） ， 东南亚五国汉语传播与 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相关性研究 ， 博士学位论

文 。 北京 ： 中央民族大学 。

吴有进 （ ＫＩＪＴＨＩＰＯＮＧＡＲＡＹＡＰＯＯＮＰＯＮＧ ）（２０ １ ８ ） ， 泰国汉语传播对中 国 国家形象

认知影响研究 ， 博士学位论文 。 北京 ： 中央民族大学 。

Ｋ ．Ｅ ．Ｂｏｕ ｌｄ ｉｎｇ ．

（
１ ９５９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Ｒ 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３
（
２

）
： １ ２０ ．

Ｐｈ ｉ ｌ ｉｐ
Ｋｏｔ ｌｅｒ．

（
２００ １

）
． Ａ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 ：

Ｐｒｅｎｔ ｉｃｅ
－Ｈａｌ ｌ ．

４ ６



附录 １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 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调查 问卷 （ 中文版 ）

调查 问卷

亲爱的朋友 ， 你好 ！ 这是
一

项关于中 国 国家形象的研宄 ， 本问卷收集到的信息将

仅用于学术研宄 ， 你所填写的信息将被严格保密 ， 请放心按照实际情况回答 。 你可 以

使用 中文或者英语填写 问卷 。 感谢你参与此次调查 ！

一

、 基本情况调查 （请在符合你实际情况的 □ 内 画 Ｖ ）

１ ． 国籍 ：


２ ． 现居住酋长国 ：



３ ． 年龄 ：


４ ． 性别 ： □男 □女

５ ． 教育程度 ： □高中 □职校 □本科 □硕士□博士□其他


６ ． 是否华裔 ： □华裔 □非华裔

７ ． 学习汉语的时长 ： 年
＿

月

８ ． 学习汉语使用 的教材 ：


第
＿

册

９ ． 汉语教师的 国籍 ：


１ ０ ． 汉语水平等级 ： □没有参加过 ＯＨＳＫ
＿
级 口其他汉语考试

１ １ ． 职业 ：

□学生 □教师 □公务员等公职人员 □农／林／渔业 □销售／营业／服务

□生产／技能／体力劳动 □管理／办公室职员 口 自 营业 口其他


１ ２ ． 职业是否与 中 国有关 ： □是 □否

１ ３ ． 是否去过中 国 ： □是 □否

（如选择
“

否
”

则不需要回答第 １ ４ 题 ）

１ ４ ． 去过中 国的哪些城市 ：


二、 请仔细阅读下列句子 ， 根据对这些句子的同意程度 ， 选择相应的数字画 Ｖ 。

（ １
二完全不同意 ， ２

＝比较不同意 ， ３
＝不确定 ， ４

＝比较同意 ， ５
＝完全同意 ）

１ ５ ． 中 国是
一

个封闭保守的国家 。 ｜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１ ６ ． 中 国是
一

个爱好和平的 国家 。丁

１ ７ ． 中 国 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将会逐渐减弱 。

１ ８ ？ 中 国 已经成为发达国家 。 １１ ｜
２
 １

３ ｜４ １５

４ ７



Ｉ 中 国政府越来越廉洁 。 ｜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Ｉ 中 国政府很负责任 。

］ｒ． 中 国政府比较民主透明 。
＂

ｔｔｙｙｙ

中 国政府愿意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 。丁

ｉ 中 国经济发展发展速度惊人 。丁 ＹＹ ｉｒｙ

国经济发展有利于全球经济发展 。
＂

丁

中 国在世界减贫方面做出 了重大贡献 。Ｔ
￣

ＹＹ
￣

Ｔ
￣

^

ｉ中 国在我国投资的企业为我国增加 了就业机会 。丁 ｊ

ｉ 中 国商 品物美价廉 。丁

ｉ 中 国商品质量低劣 。 １

￣

ＹＹＨ

中 国有很多 国际知名 品牌 。

Ｉ 中 国善于生产假冒商品 。 ｌ

￣

ＹＹＴ
￣ ￣

ｙ

Ｙｉ ． 中 国的文明古老而历史悠久 。

ｉ 中 国文化是丰富多元的 ＰＴＴＴＴＴ

中 国有世界闻名 的古迹 。 １

￣

ＹＨＴＹ

Ｉ中 国的哲学思想很有价值 。
＂

ＴＹｉＴＹ

ｉ 中 国的饮食和茶文化很有吸引 力 。

国传统医学 、 科技对世界贡献很大 。

国是
一

个科技发展很快 ， 具有创新性的 国家 。
＂

ＩＴＹＹＨ
＂

国具有顽强拼搏 、 公平正义的体育精神 。
＂

丁ｙｙ
￣

ｒｙ

中 国当代文化很有影响力 。丁

１５ ． 中 国的贫富差距大 。丁 ＹＹ １Ｔ

￣

§

̄

ＩＴ． 中 国的社会治安好 。

中 国的环境保护正在进
一

步改善 。丁

中 国 的 自 由开放度高 。 １

￣

Ｙ
￣

Ｔ
￣

ＴＹ

（
＊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是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 的
一

项发展战略 ， 聚

焦中 国和欧亚大陆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 。 ） １ ２ ３ ４ ５

４４ ． 中 国的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能够推动沿线国家的投资贸 易合作 。



国 的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能够推动沿线国家的友好往来 。１

￣

ＹＹｌ

￣

ｙ

４６ ． 中 国采取了积极有效的防疫抗疫措施 。



１

＿ ＿

２
＿Ｊ＿Ｊ＿ ＿

５
＿

Ｉｆ 中 国对全球疫情防控做出 了
一

定贡献 。丁

ｉ 中 国人十分吃苦耐劳 。

ｉ 中 国人善 良友好 。
＂

ＴＹＹ ＩＴＹ

ｉ中 国人很讲诚信 ， 可以信赖 。ＴＩＴＴＹ

中 国人很懂文明礼貌 。 ＩＴＴＹ

中 国人的民族 自尊心强 。丁丁
￣

＾ａ吾教师爱岗敬业 ， 有责任心 －
￣￣

ＴＴＴＴ１
̄

吾教师能够尊重我国文化 ， 遵守我国法规 。
＿

丁

ｉ 汉字很有魅力 。

又语对我的学习 、 工作和生活帮助很大 。 ｆＴＴＴＴ

语未来会成为
一

种全球通用 的语言 。 ＦＴＴＴＴ

（
＊孔子学院是 由 中 国和外国合作伙伴共同建立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 ，

用于汉语教学、 组织策划文化交流活动 。 ）


丨 丨 丨 丨 丨

４８



５８ ． 孔子学院是汉语教学机构 。 Ｉ Ｉ Ｉ Ｉ 丨

５９ ． 孔子学院是文化交流机构 。 １２３４５

６０ ． 孔子学院是宣传中 国政府的工具 。 １２３４５

６ １ ． 孔子学院在我国的知名度不高 。 ＴＹＴＴＴ

６２ ． 孔子学院促进 了普通国民对中 国的 了解 。 丨

１
丨

２
丨

３
丨

４
丨

５

一

三 、 你对中 国 的 了解来 自 于 以下哪些方面 ？ 请根据实际情况 ， 选择相应的数字画 人

（ １
＝从来不 ， ２

＝偶尔 ， ３
＝
—

般 ， ４
＝经常 ， ５

＝总是 ）

６３ ． 本国报纸 、 杂志 、 书籍 ｜
１

 ｜
２

 ｜
３

 ｜
４

丨

５

６４ ． 本国 电视、 电影 、 广播


１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６ ５ ． 使用母语 、 英语的互联网和社交软件 （如 Ｆａｃ ｅｂｏｏｋ ，Ｔｗ ｉ ｔ ｔ ｅｒ？

Ｑ

等 、
１ ２ ３ ４ ５

６６ ． 中文报纸 、 杂志 、 书籍


１

＿＿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６７ ． 中文 电视 、 电影 、 广播
＾

ｒ２３ １
￣ ￣

ｒ

６８ ． 使用 中文的互联网和社交软件 （如微博 、 微信等 ） ｒ２３ １
￣ ￣

ｒ

６９ ． 听身边人的讲述了２３Ｔ
￣

Ｔ

７０ ． 参与中 国举办的活动 １２３

￣ ￣

４

￣ ￣

ｒ

７ １ ． 在学校的中文课上学习
＾

１

＿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７２ ． 在孔子学院学习ｍ
￣￣

ｒ

７ ３ ． 与 中 国人或本国华人的交往 Ｙ３
＿ ＿

４
＿ ＿

５
＿

７４ ． 去 中 国旅游 、 工作 、 生活过 丨

１
丨

２
丨

３
丨

４ ｜５

四 、 在汉语学习 的过程中 ， 你认为 以下这些方面对你形成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的影响大

吗 ？ 请根据实际情况 ， 选择相应的数字画 Ｖ 。

（ １
＝影响非常小 ２

＝影响较小 ３
＝影响

一

般 ４
＝影响较大 ５

＝影响非常大 ）

１５ ． 教材 内容 ｜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７６ ． 教师特点厂 ２３４５

１７？ 教学方法 丨

１
丨

２
丨

３ ｜４
丨

５

五 、 谈到中 国 ， 你会联想到哪些词语 ？ 请写下来 。

调查结束了 ， 谢谢你的配合 ！

４９



附录 ２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调查问卷 （英文版 ）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 ｉｒｅ

Ｄｅａｒｆｒｉｅｎｄｓ
，ｔｈｉｓｉ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Ｃｈ ｉｎａ

＇

ｓ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ｉｍａｇｅ ．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ｉｓｆｏ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ｕｄｙ
ｏｎｌｙ ．Ａｌ 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

ｐｒｏｖ ｉｄｅｄｗ ｉ ｌ ｌｂｅｋｅｐｔｓ ｔｒｉｃｔ ｌｙ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ｏｐ ｌｅａｓｅ

ｒｅｓｔａｓｓｕｒｅｄ ．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ｃａｎｂｅｆｉ ｌ ｌｅｄｉｎＥｎｇ ｌ ｉ ｓｈｏｒＡｒａｂ ｉ ｃ ．Ｔｈａｎｋ
ｙｏｕｆｏｒｙｏｕｒ

ｐａｒ
ｔ ｉｃ ｉｐａｔｉｏｎ ！

Ｌ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１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ｔｙ ：

２ ．ＷｈｉｃｈＥｍｉｒａｔｅｄｏ
ｙｏｕｌ ｉｖｅｉｎ ：

３ ． Ａｇｅ ：

４ ．Ｇｅｎｄｅｒ ：ｎＭａｌｅｎＦｅｍａｌｅ

５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 ｌ ：ｏ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 ｌ□Ｖｏｃａｔ ｉｏｎａｌｓｃｈｏｏ ｌｎＣｏＨｅｇｅｍＭａｓｔｅｒａｎｄａｂｏｖｅ

□Ｏｔｈｅｒｓ

６ ．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ｒ ｎｏｔ ：□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ｙｅａｒｓ—

ｍｏｎｔｈｓ

８ ．Ｎａｍｅｏｆｔｈｅ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ｙｏｕｈａｖｅｕｓｅｄ ｉｎ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Ｃｈ ｉｎｅ 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Ｖｏｌｕｍｅ ：

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ｙｏｘｉ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ｅａｃｈｅｒ ：

１ ０ ．Ｃｈ ｉｎｅｓｅｌｅｖｅ ｌ ：ＤＮｅｖｅｒｔａｋｅｎａｎｙ
ｔｅｓｔｎＨＳＫ ：Ｌｅｖｅ ｌ



ｎＯｔｈ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ｓｔｓ

１ １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ｕｄｅｎｔａＴｅａｃｈｅｒｃ ｉＰｕｂ ｌ ｉｃ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Ｆａｒｍｅｒ／Ｆｏｒｅｓ ｔｅｒ／Ｆ ｉｓｈｅｒｍａｎｍＳａｌｅｓｍａ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ｔａｆｆ

□ＭａｎｕａｌｗｏｒｋｅｒｎＯｆｆｉｃｅｗｏｒｋｅｒ□ ｓｅｌｆ－ｅｍｐ ｌｏｙｅｄａＯｔｈｅｒｓ

１ ２ ．Ｉｓ
ｙｏｘｉｒ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ｒｅ ｌａｔｅｄｔｏＣｈｉｎａ ：ｎＹｅｓｎＮｏ

１ ３ ．Ｈａｖｅ
ｙｏｕｂｅｅｎｔｏＣｈｉｎａ ：ａＹｅｓｄＮｏ

（
ｓｋｉｐ

ｔｏ
Ｑ １ ５

）

１ ４ ．Ｗｈ ｉｃｈｃ ｉｔ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ｈａｖｅ
ｙｏｕｂｅｅｎｔｏ ：

ＩＩ ．Ｐ ｌｅａｓｅｓｅ ｌｅｃ ｔ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
ｙｏｕｒ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ｗ ｉｔｈ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ｈａｒｔ ．

（
１ ｃｏｍｐ ｌｅｔｅ ｌｙ

ｄ ｉｓａｇｒｅｅ ，
２
＝
ｄ ｉ ｓａｇｒｅｅ ，

３
＝

ｎｏｔｓｕｒｅ
，
４
＝

ｒｅ ｌａｔ ｉｖｅ ｌｙ
ａｇｒｅｅ ，

５
＝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ｌｙ
ａｇｒｅｅ）

１ ５ ．Ｃｈｉｎａｉ ｓａｃ ｌｏｓｅｄ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ｃｏｕｎｔｒｙ ．



１



２
＿ ＿

３４５

１ ６ ＿Ｃｈｉｎａｉｓａ
ｐｅａｃｅ

－

ｌｏｖ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ｅｙ ，



１



２ ３４５
＿

５ ０



１ ７ ．Ｃｈ ｉｎａ
’

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ｉｔｓ
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ｗｉ ｌ ｌ

ｇｒａｄｕａ
ｌ ｌｙ

ｄ ｉｍｍ ｉ ｓｈ ．



１ ８ ．Ｃｈｉｎａ ｉ ｓａｄｅｖｅ ｌｏｐ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ｙ ．



１２３
＿
４

＾
５

】 ９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ｓ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ｉｎ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ｂ ｌｅ ． 】２３４５

２ ０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ｓｖｅ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 ｉｂ ｌｅ ．

 １２３４５

２ １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 ． １２３４５

２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ｓａｌｗａｙｓｗｉ ｌ ｌ ｉｎｇ

ｔｏｍａ ｉｎｔａｉｎ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ａｎｄ ＾２３４５

ｓｔａｂｉ ｌ ｉｔｙ
ｏｆ Ｍ 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２３ ．Ｃｈｉｎａ
＇

ｓ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 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ａｔａｆａｓｔｓｐｅｅｄ ．



１

＿
２３４５

２４ ．Ｃｈｉｎａ
＇

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ｓｂｅｎｅｆｉｃ ｉａｌｔｏ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１２３４５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２５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ｍａｄ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 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



１

＿
＿＿＿— ＾＿

２６ ．Ｃｈ ｉ ｎｅｓ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ＵＡ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ｍｏｒｅ

ｊ
ｏｂｏｐｐｏｒｔｕｎ ｉｔ ｉｅｓ

 ＾２３４５

ｆｏｒｔｈｅｌｏｃａｌ
ｐｅｏｐ ｌｅ ．



２ ７ ．Ｃｈ ｉｎｅｓｅ
ｇｏｏｄｓａｒｅｏｆ

ｇｏｏｄｑｕａ
ｌ ｉｔｙ

ａｎｄｌｏｗ
ｐｒｉｃｅ ． １２３４５

２ ８ ．Ｃｈ ｉｎｅｓｅ
ｇｏｏ

ｄｓａｒｅｏｆ ｌｏｗ
ｑｕａｌ ｉｔｙ ．



１



２
＿ ＿

３ ４
＿ ＿

５
＿

２９ ．Ｃｈ ｉｎａｈａｓｍａｎ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ａｍｏｕｓｂｒａｎｄｓ ．



１

＿
２
＾

３４
＿ ＿

５
＿

３０ ．Ｃｈｉｎａ ｉ ｓ
ｇｏｏｄａｔ

ｐｒｏｄｕｃ 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ｅ ｉｔ

ｇｏｏｄｓ ，



１



２
＿

３
＿
＿

４
＿
＿

５
＿

３ １  ．Ｃｈｉｎａ
＇

ｓｃ ｉｖ ｉ ｌ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ｉｓａｎｃ ｉｅｎｔ ．



１



２
＿ ＿

３
＿ ＿

４
＿ ＿

５
＿

３２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ｓｒｉｃｈａｎｄｄｉｖｅｒｓｅ ．



１



２
＿ ＿

３
＿ ＿

４
＿
＿

５
＿

３ ３ ．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ｗｏｒｌｄ－ｆａｍｏｕ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ｉｔｅｓ ． １２３４５

３４ ．Ｔｈｅ
ｐｈ ｉ 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 Ｃｈｉｎａｉ ｓｖｅｒｙ

ｖａｌｕａｂ ｌｅ ．



１



２
＿ ＿

３ ４５

３５ ．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ｏｏｄａｎｄｔｅａａｒｅｖｅｒｙ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 ．



１

＿
２３

ｊ
４ ５

＿

３６ ．Ｃｈｉｎｅ ｓ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ｓｃ 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ｈａｖｅ

 １２３４５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ａｌｏｔｔｏ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



３７ －Ｃｈｉｎａｉｓａ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ｃｏｕｎｔｒｙ
ｗｉｔｈｒａｐ ｉ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ｓｃ ｉｅｎｃｅ

 ＾２３４５

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３ ８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ａｓｐｏｒｔｓｓｐ ｉｒｉｔｏｆ ｔｅｎａｃ ｉｔｙ ，
ｅｑ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ｊ
ｕｓｔｉｃｅ ．



１



２
＿ ＿

３４５

３ ９ ．Ｃｈｉｎａ
＇

ｓ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ｓｖｅｒ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



２３４５

４０ ．Ｃｈ ｉｎａ ｈａｓａｌａｒｇｅ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ｒｉｃｈａｎｄｔｈｅ

ｐｏｏｒ ．



１



２
＿ ＿

３
＿ ＿

４
＿ ＿

５
＿

４ １  ．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ａ
ｇｏｏｄｓｏｃ 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１２３４
＿

＿

５
＿

４２ ．Ｃｈｉｎａｉ ｓｔａｋ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ｉｔｓ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１２３４５

４３ ． 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ａ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ｏｆ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



１



２
＿ ＿

３
＿ ＿

４
＿ ＿

５
＿

（

＾
ＴｈｅＢｅ 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ｉ ｓ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ｒｏｐｏ ｓｅｄ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ｅｓ ｉｄｅｎｔ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ｔｈａｔ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 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ｐｒｉｍａｒｉ ｌ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ｒｅ ｓｔｏｆ Ｅｕｒａｓｉａ ．

） １２３４５

４４ ．Ｃｈｉｎａ
ｆ

ｓＢｅ ｌｔ ａｎｄＲｏａｄＩｎ ｉｔ ｉａｔｉｖｅｃａ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ｉｎｖｅ 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ｒａｄ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ｒｏｕｔｅ ．
＊

 

４５ ．Ｃｈｉｎａ
＊

ｓＢｅ ｌｔ ａｎｄ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 ｉｖｅｃａｎ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 ｉｐ
ａｎｄ １２３４５

ｐｒｏｍｏｔｅ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ｍｏｎ
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ｒｏｕｔｅ ．

４６ ．Ｃｈ ｉｎａｈａｓｔａｋｅｎａｃｔ ｉｖ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ｎＣＯＶ ＩＤ －

１ ９ １２３４５

ｃｏｎｔｒｏ ｌ ．



５ １



４７ ．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ｍａｄｅｃｅｒｔａｉｎ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
ｇ ｌｏｂａｌ

ｐａｎ
ｄｅｍ ｉｃ

 １２３４５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



｜

４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 ｌｅａｒｅｖｅｒｙ

ｈａｒ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

 １２３４５

４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 ｌｅａｒｅｋｉｎｄａｎｄｆｒｉｅｎｄ ｌｙ ．



１４５

５０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 ｌｅａｒｅｖｅｒｙ

ｈｏｎｅｓｔａｎｄｒｅ ｌ ｉａｂ ｌｅ ，



１２３４５

５ １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 ｌｅａｒｅｖｅｒｙｐｏｌ ｉｔｅ ．



］


２３４５

５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 ｌｅｈａｖｅｓｔｒｏｎｇ

ｓｅｎｓｅｏｆ 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ｓｅ ｌｆ－ｅｓｔｅｅｍ ．



１２３４５

５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ｌｏｖｅｔｈｅｉｒ
ｊ
ｏｂｓａｎｄｈａｖｅａｓｅｎｓｅ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 ｉｂ ｉ ｌ ｉ ｔｙ ． １２ ３４５

^

５４ ．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ｃａｎｒｅｓｐｅｃ ｔｍ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ｂ ｉｄｅｂｙ

ｔｈｅ ｌａｗｓｉｎ

工２３４５

ｍ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 ．

 ｜



５ ５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ａｒｅ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 ．



１２



３４５

５６ ．Ｃｈｉｎｅｓｅｉ ｓｖｅｒｙ
ｈｅ ｌｐｆｕｌｔｏｍｙ

ｓｔｕｄｙ ，
ｗｏｒｋａｎｄ ｌ ｉｆｅ ．



１２ ， ３４ ５

５７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 ｌ ｌｂｅｃｏｍｅａ
ｇｌｏｂ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ｉ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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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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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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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ｆｉ ｔ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ａ 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ｅｓｔａｂｌ ｉｓｈｅｄ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ｆｏｒｅ ｉｇｎ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ｉｎｃｏｍｐ ｌ ｉａｎｃｅ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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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ｃｏｍｍｕｎ ｉｃａｔ ｉｏｎａｃｔｉｖ ｉｔ ｉｅｓ １２３４５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

）

５ ８ ．Ｃｏｎｆｕｃ ｉｕｓＩｎｓｔ ｉｔｕｔｅｓｉ ｓｆｏｒＣｈ ｉｎｅｓｅ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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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３ 阿联酋汉语学习者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访谈大纲

一

、 基本信息

１ ． 来 自 哪个酋长国 ：

２ ． 年龄 ：

３ ． 职业 ：

４ ． 学历 ：

二 、 汉语学习情况

５ ． 你学习汉语有多长时间 了 ？

６ ． 你参加过汉语水平考试吗 ？ 水平等级是 ？

７ ． 你为什么学习汉语 ？

８ ． 你家人支持你学习汉语吗 ？

９ ． 你通过什么方式学习汉语 ？

１ ０ ． 每周学 习汉语的频率如何 ？

１ １ ． 除了 中文 ， 你还学习其他的语言吗 ？

三、 中 国 国家形象认知情况

１ ２ ． 你 了解中 国的哪些方面 ？ 评价如何 ？

１ ３ ． 你对中 国经济的看法是什么 ？

１ ４ ． 你对中 国文化的看法是什么 ？

１ ５ ． 你接触过中 国人吗 ？ 对中 国人有什么看法 ？

１ ６ ． 你听说过孔子学院吗 ？ 对它评价如何 ？

１ ７ ． 在你的生活中 ， 学习 中文的人多吗 ？ 你认为中文在阿联酋的发展前景如何 ？

１ ８ ． 你觉得学习 中文前后对中 国的看法有变化吗 ？ 请举例说明 。

１ ９ ． 你平时通过什么渠道了解中 国 的信息 ？

四 、 汉语教学相关信息

２０ ． 你觉得你的汉语老师怎么样 ？

２ １ ． 你喜欢老师的教学方式吗 ？ 你希望老师如何改进 ？
．

２ ２ ． 你用什么课本学习汉语 ？ 从课本上学 习 到 了 中 国的哪些方面 ？

２ ３ ． 教师 、 教材和教学方法 ， 你认为哪个因素对你学习汉语的影响最大 ？

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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