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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约旦汉语教学虽已有十年历史，但至今仍然处于发展阶段，主要在于约旦缺

乏汉语教学的基本条件，例如：缺乏适合该地区的汉语教材。约旦大学是约旦最

早开设汉语课程的学校，使用的教材为《新实用汉语课本》，但该教材本身存在

一些问题，如该教材与约旦学生需求存在不匹配的地方，而且约旦大学与约旦其

他教授汉语学校的老师们过分依赖《新实用汉语课本》教材等。

近几年本土化教材或国别化教材编写成了汉语教学研究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而至今还没有一本针对阿拉伯地区的本土化汉语教材，因此笔者决定研究约旦地

区当地文化与约旦汉语学习者特征，研究该地区本土化汉语教材的特点，并通过

自己的经验，采用调查问卷与访谈的方法收集第一手资料，笔者根据约旦汉语学

习者的需求对《新实用汉语课本》进行改良，形成适合约旦汉语学习者本土化汉

语教材。为完成本论文的工作需求及提供第一手材料，笔者已使用过：调查问卷

法、访谈法和文献研究法，以研究约旦汉语学习者的特点、对学汉语的需求、学

习方法等约旦文化与社会本地信息，便于编写约旦地区本土化汉语教材。同时，

笔者研究了目前约旦大学和约旦其他有开设汉语教育课程的学校目前所使用的

汉语教材《新实用汉语课本》，并且进行了必要的改良，提升教材实用性。

关键词：汉语教学，本土化，约旦汉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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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Chinese teaching in Jordan started ten years ago, it is still preliminary,
especially Jordan's lack of basic factors for Chinese teaching, such as Chinese
textbooks suitable for the region. The University of Jordan is the first school in the
country to teach Chinese. Today, the New Practical Chinese Textbook is still in use.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with the textbook itself, plu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extbook and the needs of Jordanian students.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teach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Jordan and other Jordanian schools that teach Chinese have expressed
their dependence on the textbook of the New Practical Chinese Textbook.

In recent years, the compilation of localized or nationalized textbooks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topic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t the same time, I have found that there is no localized Chinese textbook for the
Arab region. Therefore, the author decided to study the local culture and Jorda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earner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ized Chinese
textbooks for the region. Based on my own experience and first-hand materials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the author provides some parts of the
New Practical Chinese Textbook. Examples of improving the needs of Jordanian
Chinese learners, and localized Chinese textbooks for Jordanian Chinese learners. In
order to complete the work requirements of this thesis and provide first-hand
materials, the author has used: questionnaires, interviews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s, mainly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ordanian Chinese learners, the
demand for learning Chinese, and learning methods Wait for local information about
Jordanian culture and society to facilitate the preparation of localized Chinese
textbooks for Jordan. At the same time, the author has studied the Chinese textbook
"New Practical Chinese Textbook" currently used by other Jordanian Chinese schools
such as the University of Jordan, and studied the improvements that can be made to
make it more practical in Jordan.

KEYWORDS: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Localization, Jordanian

Chinese Text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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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面对世界全球化的大浪潮，中国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梦想与辉煌同在。2018

年 11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的演讲中提出了中

国自己努力发展同时助力各国发展、让全球享受新时代的发展与福利等系列对外

开放政策，注重中国与其他各国的合作交流。交流、合作、开放、共享已成为当

今世界的大趋势，而与外部世界交流，最重要的媒介便是语言。近年来，为了满

足时代发展对各国文化交流的需要，中国在汉语教学方面取得迅速发展，遍布世

界各地的孔子学院为中国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契机，但对于来自不同民族、不

同国家、不同地域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关注较少，其中汉语学

习者对教材的选择性和实用性已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随着教学对象日益多

元化，编写的教材可以为汉语学习者学习汉语做非常大的贡献，让尤其来自非汉

字文化圈的学者能快速接受，并激发他们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的兴趣，加深对中国

文化的理解。

近十年来，随着汉语国际教育渐渐完成了从“请进来”到“走出去”的转

变，国别教材研究在教材研究中的比率大幅提升，已达到了总比率的 36%，该现

象使这类研究成为该领域的最重要之一。目前中国学者编写的国别教材和本土化

教材实用性不容乐观，存在不少的问题，如一些通用的汉语教材满足不了各个国

家汉语学习者的需求。刘珣先生认为在第二语言教学中，教材的作用非常的重要，

是无可代替的，因为教材呈现了语言教学最主要的两个方面：教什么和如何教，

没有好的教材，就好比是无米之炊，高手也难以施展。”因此，好的教材是汉语

教学的基础。本土化教材与通用的汉语教材相比更具有针对性和适应性，因为它

本身是按照各国的具体情况编写的，从语料选取到词汇设置、从话语视角到编辑

风格等角度都不同于通用的汉语教材，这些对推广汉语与中国文化起到了非常大

的作用。 虽然约旦汉语教学发展时间较短，但近年来，学习汉语的学生数量大

幅增长。笔者在采访了 2018 年入读约旦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及其家长后，对于选

择汉语学习的原因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总结：

1. 汉语使用人数多：根据全球统计数据显示，世界上超过 12 亿人的母语为汉

语，这相当于占世界六分之一的人口的母语是汉语。能用中文跟中国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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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文了解中国人的想法将有助于在个人与专业上获得更多的机会与经验，

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2. 有利于学习者获得商业或旅游业方面的工作：中国的旅游业发展前景广阔，

国家也大力重视旅游业的开发，未来其提供的工作机会也会越来越多；在商

业领域，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始终保持高质高速发展以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

的经济关系，学生与他们家长一致认为学习中文将会使他们获得一份有前

景、更稳定的工作。

3. 能够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影响

了世界各地的艺术、科学等多个领域，并且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在世界的语言、文学、艺术、经济、哲学、政治等方面，发挥无可替代的作

用。

4. 有利于保证自己的未来：中国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预计在

2029 年将超过美国。此外中国在各方面已取得世界性成就，尤其是在科技方

面。他们认为这个时代是中国的时代，所以学中文非常重要。目前，约旦有

两所大学开设了汉语专业，约旦大学（2010 年）与费城大学（2018 年），

其他地方如耶尔穆克大学汉语是选修课，初级汉语学习者使用的教材是刘珣

先生 2002 年编写过的《新实用汉语课本》。

第二节 本土化教材概念及重要性

本土化汉语教材，指得是根据当地社会文化、教育体制、学生母语特点等因

素，编写的适合当地学汉语学生的教材。本土化教材里使用的媒介语，一般为学

生的母语，本土化教材被一些学者称为“国别化教材”。本土化教材编写有两种，

一种是海外与海内学者合著的，还有一种是中国学者编写的汉语本土化教材。本

土化教材是这几年海外内汉语学者研究的成果，是提高汉语教学效率的主要方

式。

如今所使用的汉语教材都是以通用性的汉语教材为主，例如《新实用汉语课

本》、《博雅汉语》等等。但随着生活的发展，人们对于语言交际的需求不断地增

加，而汉语教学中若继续使用通用性的汉语教材，那么来自各个国家的汉语学习

者将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因此，目前很多学者仍努力编写对外本土化汉语教材。

国外学汉语的学习者是在非目的语环境中学习汉语，而每个国家与地区学习

者的需求不同，使用通用性的教材只会使教学效率越来越慢，所以学者想出来“本

土化/国别化教材”这一概念。因为本土化教材是通过了解与研究目的地区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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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语言、当地学习者的需求类型与学习者的特点，从而设计汉语教材，无论当

地社会文化与中国的多么不同，该教材能拉近两国文化，通过设置针对那个地区

的教学内容，能使学习者对汉语更有兴趣并提高教学效率。刘珣先生曾提出过，

本土化教材编写该遵循的一些主要的原则，例如：科学性、针对性、趣味性、实

用性和系统性。以约旦为例，约旦本土化教材对象是学汉语的约旦学生，所以编

写针对他们的本土化教材得考虑到学生的需求，考虑到学习者是在非目的语环境

学习，从而使教材内容更有针对性。关于实用性，就得注意该教材是否贴近学生

的日常生活，这样才能提高教学效率。

第三节 中国与国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外对国别化教材领域的研究文献虽然较少，但是一些国家对该领域的

研究发展得比较快，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约旦的汉语教学起步晚，发展较缓。

首先，2010 年约旦大学才开设针对汉语课堂的学习，开辟了约旦汉语学习的先

河，但至今约旦的大学很多都没有完整的汉语专业。其次，在约旦能对汉语教材

编写做出有意义贡献的人不多。其他阿拉伯国家对该领域的研究也处于初步阶

段，缺少丰富的参考案例。下面笔者将介绍国内外对本土化教材研究的现状，从

而为本文的论文写作奠定理论基础。

Chen Nan 和 Yang Zheng lin① 在 2015 年发表的论文中通过比较日本、韩

国和美国编写并广泛实用的三本中文教科书，发现了在教材的练习题中使用的策

略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性。美国汉语教材经常使用交际策略和自然实践的认知策

略，相比之下，日本中文教科书中使用了认知策略，演绎推理和重复，以及图像

的记忆策略，而韩国中文教科书似乎更倾向于翻译的认知策略。参考这些代表性

的教科书，他们研究了如何使学习策略更适合当地应用于汉语教学，结合具体的

课堂情境满足学习者的需求，以期启发汉语教材中练习题的本土化编写。2011 年

一名巴基斯坦学者在做关于汉语本土化教材在巴基斯坦的研究时②，解释了如何

提高巴基斯坦汉语本土化教材的水平。目前，中国内和国外对汉语教材编写的学

说与深入的研究热度始终居高不下，中国内的研究者在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规

则、理论领域已发表了不少的文章，本土化汉语教材也是这两年研究者的热门话

题。由于笔者的论文中包括按照本土化教材编写理论，修改《新实用汉语课本》

里的一些部分，成《约旦新实用汉语》及提出并编写针对约旦得本土化汉语教材

① http://english.hanban.org/article/2011-03/11/content_234429.htm
②

http://en.cnki.com.cn/Article_en/CJFDTOTAL-SJHY2015020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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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有的部分。主要是针对学汉语初级阶段（大一教材的内容）的约旦学生，笔者

参考了不少汉语教材的编写情况，下面介绍对笔者研究有帮助的文献：

在中国：中国本土化教材的研究近几年变成了汉语教学的热门话题，中国

学者研究的非常深入。潘晨在于 2018 年以“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趣味性原则分

析——以《初级汉语口语》为例”①，围绕汉语教学的趣味性，介绍了趣味性的内

涵，以及如何提高教材的趣味性和趣味性原则的必要性，并以《初级汉语口语》

这本教材为例子，重点研究了教材在编排方面的趣味性原则的具体显示以及不足

之处。文章认为“趣味首先是对学习者而言的，而不是中国老师的趣味性” 这一

点至关重要，值得强调的是“增加趣味性并不等同于让学生发笑”这一观点。因此

在增加对外汉语教材趣味性的同时，我们也应当避免教材内容的“可笑化” 和“幼

稚化”。文章中也提到了增加教材趣味性的方法：1.增加教材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2.

调查和研究教材实用者（学生）的兴趣点 3.避免“趣味误区”。

李君于 2017年发表了《我国对外汉语综合课教材编写状况探析》②，通过这

篇文章，可以了解对外汉语教材的历史与教材中常见的错误。（一）教材有时存

有硬性差错，教材中的硬性错误主要是在汉字的笔顺不对。作为对外汉语教材，

语言知识与汉字笔顺相关的内容，一定要准确没有错误，这是教材编写达到的首

要目标。例如，杨寄洲在 2006年 7月主编的第２版《汉语教程（第一册上）》和

《汉语教程（第一册下）》课后习题“写汉字”部分，就存在“忙”“别”“特”“害”的汉

字笔 顺错误。（二）教材的实用性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为止，教材实用性不强

主要体现在语法讲解存有实用性较弱的问题上。一般而言，外国人学汉语最想学

的是常用的句式，但是教材在语法教学的安排上与学生的需求产生了矛盾。

牛圆圆和王林于 2018年写了《对外汉语教材-稚化-问题类别及成因分析》③，

着重于探究了中国出版的对外汉语教材中“稚化”问题，提出了“稚化”问题的定义：

在成年初级学习者的教材中，语言就用儿童语体、内容缺乏思想深度、片面强调

中国文化特点、用说教性的语气教育学习者的教学方式。通过对北京外国语大学

培训部所学教材进行的数据分析，提到了教材中存在着的“稚化”问题，总结出“稚

化”现象形成的原因，并尝试找出在编写对外汉语教材过程中避免“稚化”现象的

对策。约旦大学中文系大一实用“新实用汉语课本”作为综合、口语与写作书，因

此笔者参考的文献中涵盖听力、口语、综合与写作四个方面。

① 潘晨.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趣味性原则分析——以《初级汉语口语》为例[J]. 读与写(教育教学

刊),2018,15(02):9-10.

② 李君.我国对外汉语综合课教材编写状况探析[J].语文学刊,2017,37(06):148-152.

③ 牛园园,王林.对外汉语教材中“稚化”问题类别及成因分析[J].现代语文,2018(05):162-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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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水在于 2016年发表了《语境视域下：汉语初级口语教材编写问题》①，该

论文为汉语口语教材的编写与修改给予参考，使之越来越着重汉语教学的语用的

各个方面，更重视口语表达的得体性和实用性，使汉语口语初级教材真正能够将

话语功能和语境紧密结合起来，使得语言得体、表述自然及更加适用。耿直在

2017 年所写的《汉语国际教育》书中论述了十年来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研究综述

里面将其评价为是一本价值很高而且实用性很强的国别教材，另外值得注意三个

方面：一是加强教学理论创新研究，促进“教材”向“教学资源”的转变；二是加强

教材编写基础研究，促进“静态教材” 转变为“动态教材”；三是强化教材编写的

类别和国别研究，促进“多用教材” 向 “专用教材”的转变。

杨艳辉于 2016年发表了《国别化视野启示下的中国，本土化对外汉语教材

编写》②，特别强调了编写对外汉语国别化教材的重要性，汉语教材作为汉语教

学和介绍中国文化的主要媒介，在编写时理该在本土化教材启示下，考虑其本土

与国际的结合教材效率才会更高，将中国“本土化”教材作为传播中华文化，特别

是民族与地方文化的重要媒介。中国“本土化”对外汉语教材既能存留中华独特又

优美的文化，又能在此基础上让来华留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推动中国文化走向

世界。

张洁于 2019年发表的《本土化汉语教材的研究现状》③介绍了本土化汉语教

材概念以及对其实用现状做出论述。为了满足来自不同国家及具备不同的文化背

景的汉语学习者的需求，各种版本的数量庞杂的汉语教材也相应问世了，良莠不

齐存在很多问题；许多的通用汉语教材（没有针对性的）不一定能满足各个国家

的学习者的需求。埃及作为汉语教学最发达与拥有最长教学历史的阿拉伯国家，

是一个极为值得去研究的对象。周啸生在 2018 年发表的《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

院汉语教学，本土化研究》④通过对于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现状进

行的分析与研究，从本土教师缺乏、本土教材编写严重不足，以及汉语课堂教学

收到印象等方面对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本土化来进行探讨，最后提

出了针对本土化汉语教学现况与本土教师培养的一些建议。

黄湘云于 2019年发表了“《新实用汉语课本 1》，在摩洛哥的适用性研究”⑤硕

士论文，她的论文以摩洛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法，了解到了摩洛哥汉语

① 李水.语境视域下汉语初级口语教材编写问题指瑕分析[J].教学研究,2016,39(06):57-61+65.
② 杨艳辉.国别化视野启示下的国内本土化对外汉语教材编写[J].亚太教育,2016(19):281.

③ 张洁.本土化汉语教材的研究现状[J].教育教学论坛,2019(18):79-80.

④ 周啸生.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本土化研究[J].海外英语,2018(02):152-153+179.
⑤ 黄湘云. 《新实用汉语课本 1》在摩洛哥的适用性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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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学习汉语的现状。作者发现了大部分摩洛哥学生学习汉语主要的原因是兴

趣爱好，同时也受到了找工作与希望在中国继续深造等相关因素的影响。该论文

研究了《新实用汉语课本》在摩洛哥的使用情况，发现了该教材不适合教摩洛哥

当地学生汉语。作者希望能有更适合摩洛哥学生的汉语教材，并自己提出一些适

合摩洛哥学生学习汉语的建议。作者提出了《新实用汉语课本》在摩洛哥的不足：

1.大量词汇的教材更适合摩洛哥学生 2.《新实用汉语课本》里的文化内容过少，

而摩洛哥学生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3.系统的方式学习汉字更适合摩洛哥学生，

因为学生明白汉字的重要性，只是希望能够系统的学习。

在 2019年，王丹发表了《韩国初级阶段，汉语教材本土化分析》①。该论文

的研究对象是针对韩国的国别化教材《美味汉语》，发现了该教材有三个主要的

优点，同时也有三个不足。优点有：1.针对性强：该教材针对在非目的语学汉语

的韩国人，不管从教材力的文化内容、语法设置、词汇选择等等，都体现了解决

韩国汉语学习者的语言困难，2.《美味汉语》的内容编排基本合理，内容完全能

够满足韩国学生的需求，同时照顾到中国文化与汉语教育的因素。3.《美味汉语》

的趣味性很强，该教材的每一页都有卡通画图，每章都有游戏，绕口令，儿歌和

流行歌。同时也统计了该教材的不足：1.《美味汉语》没有体现声调的重要性，

而根据韩国学生的特点，声调部分应该受到更多的强调。2.本土化力度不够，整

个教材就两个可以用于实际交际的本土化词汇（首尔、釜山），这样的现象不利

于韩国学生交际能力。3.文化对比内容少。

在 2019年李苑娟发表了“《新实用汉语课本》对文化词语释义进行研究②”。该

论文的目的是通过进行《新实用汉语课本》里的文化词对比，发现问题并找到解

决问题的方案。作者在论文里面对《新实用汉语课本》进行统计，并把教材里的

文化词语分为四个部分：1.制度文化词语 2.心态文化词语 3.物态文化词语 4.行为

文化词语。该论文最重要的部分是探讨《新实用汉语课本》文化词语从 1.释义形

式，即英文解释和英汉解释 2.释义模式 3.释义对象。最后作者强调了今后选择对

外汉语教材文化内容，强调了问卷调查的作用，并从学生的客观角度与兴趣点选

择适合他们的文化内容。在 2012 年韦恩发表了“从《实用汉语课本》，到《新实

用汉语课本》③”。论文对《实用汉语课本》和《新实用汉语课本》两本教材版本

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比较，从两本教材的印刷版面方面、文化导入、编写原则与

结构、生词数量与排列、课文编写等等,说明了各教材的优点与缺点。

① 王丹.韩国初级阶段汉语教材本土化分析[D].山东师范大学,2019.
② 李苑娟.《新实用汉语课本》文化词语释义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9.
③ 韦恩. 从《实用汉语课本》到《新实用汉语课本》[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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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秋芳于 2018年发表了“从英语国际教育，到汉语国际教育的：反思与建议”
①。以英语国际教育为研究对象，从英语国际教育角度上给汉语国际教育提出了

一些建议，包括来华读本科专业、硕士与博士留学生教育一些建议。关于国别化

教材编写应该由外国学者或中外结合一起编写。刘亚琪发表了“对外汉语教材，

编写的国别化趋势“②，作者说，随着世界各地学汉语的学生人数的飞速增长，学

者们的需求不断增加，因此教材必须有针对性。而国别化教材编写者，只能深入

了解该国的文化，人们的生活习惯等，才能有能力编写有针对性的又更加细化的

教材。

第四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一、研究目的

本论文的目的是通过详细的介绍约旦汉语教学、目前使用的教材《新实用汉

语课本》在约旦的现状、约旦汉语学习者的特点、约旦当地文化，提出针对约旦

本土化教材的编写建议，再介绍一些本土化例子和题目。由于笔者时间与能力限

制，无法编写完整的符合约旦地区的本土化教材，因此在论文第五章列出了针对

该地区本土化教材的例子。

二、研究问题与意义

研究问题：笔者通过采访约旦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和大一到大四的学生，再加

上自己本身经验，对教材的选择和实用现状进行了评估，其中占被采访总数 76%

的人对目前实用的教材不满意，嫌弃教材老套，不符合科技新时代的要求，存在

稚化、文化差别等问题。约旦大学使用的教材是“新实用汉语课本”教材，里面

的许多词汇已经过时，不能满足现在学习者的需求。约旦与中国之间存在着明显

文化差别，而该教材没有注意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也没有试图寻求文化的共通

点，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教材出现这种现象不利于让学生更快完成熟悉中国语

言与文化的任务。约旦学生想学到的很多词汇，该教材里并没有陈列，这就产生

了学生与教材的潜在矛盾，不利于学习者学习兴趣的培养。

学生需要的是本土化教材，可实际上孔院没有针对该地区完整的一套本土化

① 文秋芳.从英语国际教育到汉语国际教育:反思与建议[J].世界汉语教学,2019,33(03):291-299.
② 刘亚琪.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国别化趋势[J].中国民族博览,2018(10):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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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不仅约旦汉语现状如此，整个阿拉伯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同时由

于教材的持续实用性，大部分老师也不愿意换教材，况且目前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造成这种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是针对阿拉伯与约旦地区的本土化教材的缺乏；其次

是对外汉语教材实用性并不高，汉语学习者学汉语最想学的是常用的句式，但是

教材上却涉及较少，这就使语法教学的安排上与学生的需求发生了矛盾。

研究意义：该论文主要的意义是在解决约旦汉语教学所使用的教材，为编写

针对约旦本土化教材提供第一手材料。在明确“新实用汉语课本”的缺点和了解

约大中文系老师们对于他们的依赖下，笔者将选出“新实用汉语课本”里的几章

并按照自己的研究成果，用于访谈法、调查问卷法与文献研究法，本土化概念与

理论，科技时代，对学中文的约旦学生特点进行调查分析，并根据对约中两国的

文化与社会的了解去修补或更新一些新的内容，使“新实用汉语课本”变得更符

合学生与老师们的要求，建立一个合理的汉语教学基础，使学生更快接受与他们

本文化差别很大的中国文化，更快具备跨文化的想法与能力。

1. 本土化版本的“新实用汉语课本”，将助于学生提高学习的速度：一本

好的教材能帮助学生在很短的时间理解并掌握教材的内容，给予学生足够的个人

成就感，同时也可以改变约旦人对中文存在着的刻板印象：中文是最难学习的语

言，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学习才能说出来的语言，也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书写和

认出汉字。

2. 能够帮助学生培养对汉语与中国文化的兴趣，提高自学能力，合理的介

绍语言与文化的教材，尤其是针对初级汉语者能成功引起学生的兴趣，并使学生

自愿付出努力，积极投身学习，这样才算成功地完成汉语教学任务。

第五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一、研究思路

笔者将按照自身研究的约旦汉语初级学生的特征及对目前约旦使用的汉语

教材“新实用汉语课本”的缺点与不足，在本土化理论下研究针对约旦地区的本

土化教材特征与规则，并用约旦学生特征与适合该地区的编写规则，去改善“新

实用汉语课本”里的一些题目，通过调查问卷了解到的约旦学生对教材的需求，

列出约旦本土化教材的例子。这将助于学生快速融入中国文化与社会，提高汉语

教学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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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有以下几种：

1.文献研究法：文献研究法主要指收集、辨别、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

研究工作，构成对事实科学认识的新方法。内容分析法：通过对文献的测定分析、

统计详细的描述，来构建对事实的科学认识。文献法也是一种超越时间与地点，

就可以查与研究海内外现况与以前文献的研究方法。笔者已看过知网上的很多与

现代汉语教学、 国别化教材、本土化编写教材、阿拉伯地区汉语教学现状、埃

及汉语教学（因为埃及的汉语教学在阿拉伯国家中是最发达的）等方面相关的内

容。

2.访谈法：访谈法有三种，电话访谈、集体访谈和单独进行的一对一面谈。

这三类访谈法中最可靠的是单独进行的一对一面谈。因为访谈对象能够自由地表

达自己的意见与想法，在私密的环境下访谈对象因为有高度的保密与发言的机

会，所以能说出来更多的信息，采访者取得最高的信息质量。笔者采用了单独进

行的一对一面谈，采访约旦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和学生，因为笔者相信现场专门针

对一个人的访谈，会带给访谈对象更多的责任感，使其感到针对自己的访谈很重

要，这样他会更加认真思考与回答采访者提出的问题。

3.调查问卷法：是中国与外国学者使用的，广泛较大的统计与调查所使用的

方法。调查问卷通过多样的题型，了解到问卷对象的信息。问卷题型有：单选题、

多选题、填空题、排序题、图片上传、滑动条、比重题、打分提、NPS 量表、商

品题、矩阵单选等等。本论文是通过问卷星进行了针对约旦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的

调查问卷。

三、研究创新

1.本论文是第一次研究针对一个阿拉伯国家本土化教材编写的论文。该论文

提出了针对约旦的（22 个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文化虽然有一些差别，但文化基础

概念是一样的，因此该论文里的信息也适合编写针对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本土化教

材）本土化汉语教材编写的研究、分析与建议，从而为该地区或其他阿拉伯国家

编写本土化汉语教材的第一手材料提供依据。

2.本论文提出了对约旦汉语教学与学习者充分的分析与介绍，本论文是第一

次介绍并研究约旦汉语学习者，该信息是针对约旦汉语教学任何一个项目能使用

的基础及第一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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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约旦汉语教学调查研究

第一节 约旦汉语教学历史与现状

在许多国家或地区，学习汉语可以保证他们在找工作方面有优势，许多经济

学和国际关系学专家认为，由于中国在全世界各个方面的影响力，几年后是中国

的时代。因此，像约旦这样的国家，近几年采取了各种经济领域的措施来加强双

边合作，特别是在一些相对较小的国家中，一些官方、私人和学术机构都集中在

这一方面。为此，约旦大学和其他机构建立了普通话教育机构，例如塔拉勒·阿

布加扎莱组织的孔子学院，以及一家隶属于约旦武装部队的研究所。

中国驻约旦大使馆寻求巩固与约旦大学等其他在约旦教汉语的结构关系，近

年来，它们已开始通过向这些机构及其研究生提供财务和道义上的支持来教授中

文，学生年龄从二十岁到六十岁不等。约旦汉语教学的历史不超过 10 年，自 2010

年开始，一直到现在。约旦的汉语教学没法跟一些较发达的阿拉伯国家的相比，

可约旦的汉语教学虽然开始的较晚，但是发展的比较快，促使他发展的第一助力

来源于中国驻约旦大使馆，通过支持约旦国家里每所教汉语的学校，不断地举行

各种文化活动，给约旦人介绍中国的文化与悠久的历史，传播中国文化。在约旦，

两所孔子学院的存在也助于约旦的汉语传播；通过给约旦优秀的学生奖学金让他

们亲自来华学习体验中国的文化之美，这些政策变成了很多约旦学生努力学习汉

语的动力。

约旦汉语教学发展的速度极其明显，自 2010 年第一批入约旦大学中文系学

生一共是七名学生到目前超过了一百名学生。约旦大学中文系学生的人数只表示

约旦汉语教学发展的一部分；2018 年二月约旦费城大学开设中文系。亚尔穆克

大学汉语虽然是选修课，但该校在汉语桥比赛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学生水平以及

标准的发音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目前约旦的好多私立学校开始将汉语作为第二

语言进行教学等。总的来说约旦汉语教学历史虽然并不长，但是发展的速度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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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提供汉语学习的约旦学校

一、约旦大学中文系

2010 年第一学期约旦大学开始教授汉语，在亚洲语言系内，汉语和英语双

语专业开始了。约旦大学语言学院院长 Tawfiq Yousef 指出：学生是从亚洲语言

系选择专业，四年后毕业，拥有英语中文学士学位。他指出，对于这个新机会，

充满热情的学生需求非常高，尽管学院专业新颖，但今年入学的新生人数超过了

一百名学生。约旦大学中文系 2013 年开始了语伴活动，每学期刚开始的时候学

院举行一个活动，中文系的约旦学生与本学校里各个学院的中国学生，给他们相

识的机会，申请就可以互相学习，了解彼此的文化。由于学习中文的学生渴望更

专业地学习中文，约旦大学去年第二学期首次做强化汉语课，助于更多的学生更

快的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更好的了解中国 。

二、武装部队语言学院

对武装部队语言学院的学生来说，汉语并不是很多约旦人想象的那么难学，

是因为他们干部采取的教育方法是由两位中国教授专门进行汉语教学。他们在

2009 的九月开始到 2010 的六月第一次在武装部队语言学院举行了汉语教学活

动。学生从第一个月掌握了语言的基本信息并学会了跟中国人沟通的基本技巧，

参加的学生都是约旦军人，一共是 12 个人。随着约中关系的发展更多约旦的军

人开始学习汉语了。

三、TAG 孔子学院

在于 2007 年，塔拉勒 Abu ghazaleh 国际集团已开设了一个中国语言教育学

院，这是为了满足许多学生的需要，2008 年，专业人士、商人和商人学院转入

TAG 孔子学院，在与中国政府代表签署的协议的基础上，学院将成为中国政府

唯一认可的华文教育中心。

TAG 孔院长说“接受学习汉语约旦人的人数，指出了约旦人意识到了学习汉

语言的重要性”每年加入学院人数超过 250 位学生，不同年龄组和专业的学生学

习汉语。学院每年举行两个学习汉语活动，每个级别持续五周时间，成人一周两

门课，幼儿一周一门课，上课时间根据学生的时间设置，免得学生工作或上学时



第二章 约旦汉语教学

12

间与学院上课时间冲突。

该学院最多的学生是商人，有的已经有中国合作伙伴，也有一些创造者，企

业家和雄心勃勃的人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由于他们工作的原因他们意识到了学习

汉语的重要性，将帮助他们消除语言与文化障碍，进行更顺畅的交流。约旦 TAG

孔总学院都是沈阳大学的汉语教师，教学法效率高，能够提供一个简化的语言的

环境。

四、约旦费大孔子学院

在 2011年 12 月 18 日，费城大学孔子学院通过约旦费城大学与聊城大学的

合作建立，2012 年的六月正式开始招生。该学院给约旦学生提供了各个汉语水

平阶段的培训，中国文化活动体验如太极文化，品尝中国美食，中国画，书法等

等。在费大孔子学院也可以考 HSK，该学院的优秀学生大部分能获得在聊城大

学留学的机会。学汉语的约旦学生为了能在申请中国高校留学并享受奖学金，一

般通过两个方式；一是中国政府奖学金，但该奖学金给学生的人数不超过三个学

生，二是 TAG孔子学院和费大孔子学院，申请孔院奖学金时，费大的申请要求

更高。

五、费城大学

2011年约旦费城大学与孔子学院签了合作合同，在约旦首都安曼建立约旦

的第二所孔子学院，有各种汉语水平的培训课与中国文化体验活动。该孔子学院

给不少约旦学生提供了奖学金，便于他们在中国高校留学。约旦费城大学 2013

年开设了汉语选修课，到 2018年选修这门课的学生已超过了 4000名学生，在费

城大学是一所私立学校，学生人数不多，在这几年的时间里，第一次有 4000名

学生选修同一门课，说明了汉语对约旦学生来说受欢迎的程度。

2018 年费城大学文学院有了汉语专业，费大新加的汉语专业的决定获得了

中国使馆的支持。费大是一所私立学校，在约旦私立学校的学费相当高，而费大

为了支持更多的约旦学生选择汉语专业将汉语专业的学费设定的跟公立学校一

样便宜。这件事情让很多约旦学生选择了汉语专业。由于费城大学与孔子学院的

合作，费大汉语专业能更容易的享受在中国留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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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亚尔穆克大学

在亚尔穆克大学，汉语课仍是以选修课为主，虽然如此，但是亚尔穆克大学

汉语角发展得仍很好。每年约旦汉语桥比赛都有来自亚尔穆克大学学过几个月汉

语的学生，他们水平非常好。两年前亚尔穆克大学已经与广州大学开始了新孔子

学院的开设问题。

第三节 汉英双语专业和约旦汉语教师

约旦有两所大学有汉语专业；约旦大学与费城大学，可两所院校的汉语专业

都不是纯粹汉语专业，语言英语进行辅助教学。约旦大学的汉英专业 43%是英语

文学课，而且大三获得去中国留学的机会，大四回约旦继续学习一年之前未涉略

的汉语课，这对学生的汉语水平有一定的影响。费城大学汉语专业建立的时间比

约大的晚点，因此他们已经意识到了约旦大学中文系学生面临的问题，所以费大

的汉语专业计划里英语课只占领了 20%左右，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水平与教

学的效率。

前面已经介绍了约旦教授汉语语言的学校，约旦学校里的汉语老师全都是中

国高校老师。由于费大孔子学院与聊城大学的合作，所以提供的教师们都是来自

聊大的聊大教师，而因为 TAG 孔子学院与沈阳大学的合作，所以提供的教师一

也多来自沈阳大学的教师，当然也有一部分约大中文系汉办派的教师来自不同的

学校。老师们的努力付出遇到努力学习的约旦学生，在较短的时间汉语教学获得

了很大的进步，毕业于非汉语环境学校的约旦学生，在中国高校如（北大，复大，

浙大，天大，南大等等）继续了深造并获得了优秀的成绩。

虽然中国教师们在约旦汉语教学成绩相当好，但是如果能进行一些改进，就

能获得更优秀的成绩。到约旦的中国老师会说英语，而不是所有的约旦学生能听

懂英语，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文化差别与语言障碍，特别是入门班阶段这个问题会

比较明显。这也是汉办通过孔子学院培养本土老师的目的所在。

第四节 约旦汉语学习者特征调查分析

一、调查问卷设计

为了提供第一首材料，笔者已进行了针对约旦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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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该问卷的分析可以看出 1.更好的理解“新实用汉语课本”在约旦使用的问题 2.

该教材对学汉语约旦学生的印象 3.能更好的了解约旦学生的特点（才能设置适合

他们的本土化教材）4.从约旦学生的角度了解他们学汉语的原因与他们对教材的

要求与渴望等等。

1.发放对象

该问卷发放的主要对象是之前和现在还在约旦大学中文系学过汉语的学生。

笔者选择约大的学生是因为约大中文系是包含约旦学汉语人数最多的机构。约旦

大学从 2009年开设汉语专业至今，给大一至大二讲的教材是“新实用汉语课本”，

所以本人选择了约大中文系已毕业与在读学生为问卷对象。

2.问卷问题设计

该问卷通过 20 道题，涉及到了六个部分：1.个人信息 2.需求分析 3.学汉语

使用的资料 4.对“新实用汉语课本”的印象 5.文化题目研究 6.约旦学生学习方式。

具体如下：个人信息一道题，学生需求分析七道题；笔者为了收到更多的信息已

使用过单选题，排序题，多选题与填空题为问卷题格式。通过这部分问题可以了

解约旦学生学汉语的原因，对他们来说语言的哪个技能最重要并通过学使用教材

最希望自己能学到关于什么话题的生词与课文。通过问卷题的第三部分可以知道

学生平时学生汉语使用的资料，以便了解一下学生用什么材料补“新实用汉语课

本”的不足。问卷题的第四部分能够让我们了解学生对“新实用汉语课本”的想法，

该教材的哪部分不足及对他们来说如何能使该教材变得更好。而最后一部分是关

于文化题目选择；该论文研究的是本土化教材，而本土化教材的目的是拉近两国

文化，消除文化差别，以便学生更快接受并掌握目的语的技巧与了解其国家的文

化特点。

3.收据收集和分析:

笔者使用过问卷星设置并分析问卷答案，把问卷发放在微信几个群里。由于

很多大一学生大多数不用微信，笔者把问卷发放在 Facebook 的群里。遇到过的

情况是很多学生因为他们四年多前学过该教材而不愿意回答问卷，大一学生大部

分不用微信，在 facebook 发放不一定会看到，虽然该联系方式是约旦人使用的

最多的方式。

4.对象基本信息统计及分析:

参加问卷年龄 19-28岁，占了 73.53% 目前还在约旦大学读汉语专业，26.47%

的学生已经毕业在中国高校读研究生，与一部分已将工作。参与问卷的学生学习

汉语时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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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学习汉语的时长

据统计图 2-1，8.82%参与问卷的学生学习汉语的时间在六个月以下，35.29%

学汉语的时长在六个月至两年，也就是还未去过中国留学的学生也还在学“新实

用汉语课本”。29.41%参与的学生学了两至四年汉语，还有 26.47%的学生学了四

年以上。笔者让不同年级的学生参与问卷的原因是因为个人认为每个年级的学生

对教材的需求不一样，正在学该教材的学生想法，刚学完这本教材的，在约大读

汉语专业，在中国留学过或还在留学的学生与已经毕业的学生，他们的经验不同，

想法不同，笔者认为有必要了解各个年级的需求，提供最适合及符合学生要求的

教材。

二、问卷对象需求分析

据统计，约旦大学汉语专业生学汉语的原因有三个；工作机会多，兴趣爱好

与在中国继续深造需求。很明显占了最大的比率是工作机会多；约旦国家的资源

少，75%以上的国家产品是从中国进口的，因此学生与家长们都意识到了会说汉

语在找工作的重要性，所以 76.47%的学生选择了汉语专业原因就在工作好找。

14.71%的学生选择了汉语专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本身对中国文化有兴趣，而且对

很多学生来说中国文化是一个神秘的文化，非常值得去学习，一般约旦学生选专

业是按照工作需求，但 14.71%的学生是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而选择了本专业。

也有 8.82%的学生选择学汉语是深造需求的原因；目前中国各个机构给国外提供

的奖学金比任何一个国家的多，促使外国人在中国学习，这就成为 8.82%参与问

卷的学生学汉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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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学习汉语的原因

图 2-3 汉语课程该最重要点（排序题）

图 2-4 希望通过汉语课程能培养哪方面的技能（排序题）

关于语言的四个技能（听说读写），我们设置了两道题，是为了能更好得考

察并了解学生心中认为汉语课程该培养的哪些技能及他们上课所希望提高自己

的水平在哪些方面，了解学生需求就能设置符合学生需求的教材，教材越符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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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要求，学生对教材与学习越有兴趣，教学效果越好。笔者选择的问卷发放对

象是不同年级的学生，便于了解已有经验的学生与新生的想法。从上面的两道题

的答案能知道约旦学生对汉语课程的认知与需求。两道题的答案明显的显示约旦

学生对口语的看重，3/4也就是 75%的约旦学生认为汉语课程该最着重的技能是

口语，2.69/3比率 的约旦学生希望自己通过汉语课程能提高自己的口语能力 。

2.06/4比率的约旦学生认为汉语课程最应该着重的技能是听力，而希望自己通过

汉语课程培养听力技能的学生为 1.49/3 。图 2-3，图 2-4明显地告诉我们约旦学

生最着重的是直接的交际技能、口语与听力。通过这答案分析能了解约旦学生的

特征，约旦学生开放喜欢交流，讨论与发言。阅读与写作两技能的比率最接近也

是最少。1.23/4 比率 的学生认为汉语课程应该着重阅读，而 1.34/4 比率的学生

希望通过汉语课能培养自己的该技能。而认为汉语课程该最着重写作的学生只有

0.86/4比率 ，希望通过汉语课程能提高自己写作能力的学生占比 1.4/4 。

通过两道题的答案分析能了解约旦学生整体的特点；约旦学生积极爱交际爱

讨论，关于他们对学外语的基本要求，直接的交际技能（听与说）优先，该答案

背后有文化的原因。阅读与写作比率显示约旦学生不爱阅读，也不爱写作。约旦

学生上课很积极灵活，上课时进行讨论的空间比较丰富，也是学生最喜欢的活动

及学习方式，可课下时间布置的作业平时会做的学生比率不会超过 70%的学生，

因此针对约旦学生最好的教学法是通过沟通与交流给学生讲课。根据约旦学生的

特点课时最适合练习写作时间，课上时练习学生课下不会练习的技能，同时要注

意练习该技能的时间，如果多了可能会引起学生对上课的不积极与反感。

问卷需求分析部分设计到了跟语伴学习一般会问关于什么内容的问题。约旦

大学学阿拉伯语与其他专业的中国学生的人数不少，每个学期开始的时候中文系

的学生找校内的中国学生做语伴，双方都学对方的母语，互相学习。由于目前使

用的教材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学生去找语伴问想知道的而教材没有的词语。因

此笔者设计了“跟语伴学习，除了课本解释，一般会问什么样的问题与词语”便于

更好的了解学生的要求并补在新的针对约旦学生的本土化教材。

调查了三十五个学生后，获得的答案如下：最多的学生跟语伴学习就是课本

里词汇的用法，学生问生词的用法有几个原因，最重要的是 1.该教材里词汇解释

不充分 2.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导致对词汇的误解。首先教材里词汇解释不充分；

“新实用汉语课本里”面的词汇都有英文翻译，而母语为阿拉伯语的约旦学生不一

定都能理解英文的意思。问卷已设计到了有阿拉伯语版的“新实用汉语课本”的重

要性，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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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初级汉语教材阿拉伯语翻译版本的重要性

约旦学生大多数四五岁就开始学英语，但是英语水平再高也不如母语好。上

面的图显示 37.14%的学生认为拥有阿拉伯语版“新实用汉语课本”非常重要，

37.14%的学生认为是重要，也就是 74.28%的学生认为拥有阿拉伯语版的教材将

解决教材的问题之一。教材光是英语解释给约旦学生增加压力同时会浪费时间。

因为学生用外语学外语难度很高，而且很多学生需要把教材里的英语解释先翻译

成阿拉伯语才会懂。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会浪费很多的时间，学生自己会感觉到学

习效率不好，所以会影响学生对学习汉语的兴趣，也会有一定的心理作用。上面

的图显示 25.71%的约旦学生认为教材有没有阿拉伯语版本是无所谓，这部分学

生皆是曾经上过私立学校，用英语学习所有的课程，但是由于私立学校的高学费，

约旦学生多数是在公立学校上课，因此约旦学生英语再好也需要用自己的母语学

习汉语，学习效率才会好。

教材里词汇解释不仅是没有阿拉伯语版本这个问题，而且里面的解释不够丰

富。“新实用汉语课本”生词部分用一两单词解释明显不够，学生需要看更多的例

子便于更好的了解生词的用法，要是教材里有更多的例子学生能更好的理解生词

的用法。第二个问题是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导致对词汇的误解：约旦与中国两国

不仅从地理位置，文化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距离及差别，而词汇解释光给学生写一

两个单词往往不够，尤其那些有文化代表性的词汇例如“火锅”，这个词在生词部

分的解释只有（ Hot pot）,没有图片给学生解释 “火锅”是什么东西，学生直接

把”Hot pot“ 翻译成母语就是（热的锅），学生就更不理解。根据“火锅”这个词做

的统计，85%以上的学生只有到了中国才知道了他们曾经学过的单词真正的意

思。该教材缺乏针对性，因此无法满足学生在该方面的需求。

收到（跟语伴学习，一般会问关于什么内容的问题）这道题的很多学生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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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跟语伴学习一般问到日常生活用的语言。该教材是 2002年编写的，里面用

的语言现在用的少，有的根本不用，学生用跟中国人交流发现了有问题，约旦学

生已经意识到了教材生词问题，所以他们会问语伴这些单词。该教材连学生最基

本的需求（日常生活用的语言）都无法满足。一部分学生回答该题说跟语伴学习

会问流行词，学到流行的单词将使学生与中国朋友或语伴的交际更方便，而且在

约旦大学读汉语专业的学生，读“新实用汉语课本”的时候年龄 18-20 岁，年轻人

学习流行词自己会开心，认为自己学到了有用的知识，同时对语言学习更有兴趣

了，因为流行词本身就是和年轻人息息相关的。

一部分学生说到跟语伴学习关于中国文化，因为学习语言离不开文化内容，

因此学生跟语伴学习不得不问文化内容之类的问题。对很多约旦人来说中国文化

是很神秘的文化，跟语伴学习不得不问到中国文化。一部分学生跟语伴学习 HSK

里的单词，当然对任何学汉语的外国学生来说，HSK（汉语水平考试）是最重要

的测试语言水平的考试，也是学生去中国留学必要的条件，所以不管是来自哪个

国家的学汉语的学生都会关心 HSK考试单词与语法内容。学生学习汉语希望他

们学习的教材会涉及到 HSK 考试的内容，例如每一章有一个练习题有 HSK考试

词语或解释该考试里语法结构，学生将感觉该教材对自己非常有用，而且会节省

学生的时间去找别的 HSK教材，因此学生对教材将越来越有兴趣。

一部分学生关于跟语伴学习学习的内容，说到了工作能用上的词语，而工作

能用上的词汇不符合初级汉语学生，初级汉语教材没有这个内容很正常。在学习

汉语原因的图里，很明显最多的学生学汉语的原因是因为工作机会多，所以编写

教材可以加一些简单的与工作有关的词汇，使学生感觉他们正在学习工作用上的

单词，学习他们认为对他们未来很有用的内容，学生自然而然会更有兴趣，例如：

公司这个词，学生学了会有成就感。还有一大部分学生跟语伴学习主要是为了练

习口语与纠正汉语发音；该问题教材设计能通过新的科技解决的。随着科技发展

学汉语的软件多了不少，而该教材能用上这样的软件装在跟着教材的光盘，该软

件是可以在手机上安装的，学生说汉语词语，说错了软件显示您说错了并发学生

发的错语音，这样学生会知道自己的错误在哪里，通过软件重复也将知道该如何

纠正。拥有这样特点的教材应该是来自任何一个国家学生学习汉语时最想用的一

本教材。

为了能更好的掌握并理解约旦学生心目中好的教材内容，笔者增加了（当时

/现在）作为约旦大学汉语专业初级阶段学生的相关内容，希望自己学的教材丰

富您哪方面的知识/叫你关于什么内容）这道题，学生的答案如下：1.详细的解释

每个发音的部位 2.正确的写汉字 3.详细的解释语法并提供几个例子使学生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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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并掌握内容 4.帮他们正常的与中国人沟通现在中国人使用的词汇 5.跟中

国人沟通的技巧与方法 6.拥有阿拉伯语版的教材便于学生更好的了解内容 7.关

于约旦及阿拉伯人的词语便于学生自我介绍 8.丰富的文化内容（茶艺文化重复的

次数最多）9.中国人生活风俗习惯 10.关于口语的练习题 11.生词有充分的解释与

例子。

分析学生需求部分最后一道题是排序题：（自己学汉语教材，最想学到的相

关话题？）。笔者选择这道题的原因，希望能更好的了解目前约旦学生学习的方

向，找出学生喜欢的题目加在教材里面，便于培养学生的兴趣。笔者通过研究的

约旦学生特点选择了学生比较感兴趣的十五个题目，题目是：1.介绍自己与他人

2.日常问候与告别 3.寻找他人和地点 4.讨论专业或职业 5.表示能力 6.自己国家的

文化 7.致谢 8.解决语言困难 9.买东西 10.节日假日 11.询问时间 12.讨论家庭 13.

讨论喜好 14.明星 15.运动。最后加了可以填空的（其他）选择，便于学生表达及

写出来他们所想学的题目。该题的答案如下：

图 2-6 学生通过汉语教材最想学到的题目

这道题的答案很明显的显示学生对“介绍自己与他人”内容的需求 。“8.23% 的

学生认为“介绍自己与他人”是教材最重要的内容。这高比率背后有约旦学生的文

化背景的原因；约旦人外向开朗爱说话，对自己的国家及文化骄傲并喜欢跟很多

人分享他们自己的生活，喜欢认识很多人也被很多人认识。对约旦学生来说“介

绍自己与他人”包括介绍自己与他人的家人、职业、兴趣爱好等等。8.06/10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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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选择了“日常问候与告别”为第二个选择；最基本的交流技巧就是 问候与告别

语，不知道目前中国人所使用的日常语就有问题，而很多教材常给学生列出来的

是一般少用的问候与告别语。第三是寻找他人与地点获得了 7.97/10 ，这也属于

学生需要的基础语言知识，任何一本初级教材必须拥有的题目，尤其是因为约旦

学生大一到大一学到的教材是“新实用汉语课本”。大三大多数的学生来中国高校

留学，大四再回约旦大学继续学业。所以学生来华之前希望自己能掌握日常生活

所能用到的词汇，避免在中国遇到问题。

第五是介绍自己国家的文化 6.17/10 ；前面笔者前面已介绍了约旦学生特

点，学生性格开朗，主动跟他人分享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国家及文化，自己的国家

与文化包括国家的名、民族的民族名（阿拉伯）、国家里重要的地点与特点等能

帮学生自我介绍的信息。这些信息基本上是每个约旦学生都愿意学到的，而这种

信息与词汇只有针对性的本土化教材才会提供。第六个是“致谢”是 5.94/10 的学

生的选择，原因就是致谢在所有的文化是文明的行为，人人都得会。第六个是介

绍语言困难 4.97/10，解决语言困难当然是每个学外语感兴趣的话题。关于解决

汉语的困难，根据学生母语的不同，汉语的难度及最难掌握的部分也会不同。约

旦作为非汉字文化圈的国家，汉语对约旦学生还是很难的，据统计对于约旦学生

来说，学汉语最难的部分就是声调，教材重视这部分会引起学生对它的兴趣。第

七个是买东西，前面已介绍学生对日常生活能用上的语言，而买东西是日常生活

不可少的部分。第八个是节日假日，该部分发非常的重要因为会涉及到中国文化

与中国最重要的节日包括春节、中秋节、端午节等。所以汉语教材拥有该部分不

管有没有针对性是理所当然的。后面是询问时间，该题目是日常生活中会需要的，

也是学任何一门语言最基础的信息，在最基础阶段的时候学生需要学习跟它相关

的词汇与表达方式。第三十个题目是讨论家庭；约旦家庭平均人数跟中国的家庭

人数相比，约旦的家庭还是大的多，因此一般关于兄弟姐妹及其他家庭成员的话

题平时比较丰富的，很多人愿意讨论该话题，所以笔者选出了该题目放在问卷里。

因此学生希望教材里会涉及到家庭成员的中文名例如：妹妹、姐姐、哥哥、弟弟、

表哥、表妹、表姐等等。

最后两个选择是运动与明星题目，两个题目的比率最低。关于运动的选择，

笔者选了它是因为约旦人对运动尤其足球的热爱，笔者认为如果教材会设计到两

国运动方面的对比，效果会很好的，把中国文化中的运动(太极)与足球介绍，一

定会获得学生的喜好，因为他们会学到自己喜欢的运动汉语名而且学到中国文化

中最重要的运动（太极）。最后加上了有填空题格式的“其他“选择，学生的答案

涉及到了不同专业的词语的需求例如：环保、经济、科技及不同行业相关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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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汉语使用的材料分析

由于大部分学生认为课上使用的教材不足，就开始通过别的材料学习汉语，

该部分是针对约旦学生课下使用的教材。通过分析学生课下使用的教材可以更好

的了解学生的需求并补充针对约旦地区的本土化教材。该部分的第一道题是“除

了上课使用的教材，课余时间是否用别的教材作为参考资料”学生的答案如下：

该部分的第一道题是“除了上课使用的教材，课余时间是否用别的教材作为

参考资料”学生的答案如下：

57.14%的约旦学生除了课上使用的教材“新实用汉语课本”之外，不用别的教

材作为参考材料。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约旦缺乏汉语教材，本论文前面已介绍了约

旦汉语教学历史与现状；约旦汉语教学还是在初步阶段，学生可用的教材有限，

再加上一部分约旦学生不爱看书，他们学习靠别的方式，后面将介绍他们使用的

材料，2.86%的学生除“新实用汉语课本”之外，课余时间会使用别的教材，补充

该教材的不足。该题“如果您课余时间用/用过其他的教材，请写一下教材名”学生

的答案都集中于两个题目；HSK 考试的需求与提高阅读能力。该题的答案很明

显的展示学生对 HSK考试准备的需求,考试对学生来说非常重要；HSK考试不仅

仅是汉语水平考试，测试学生水平的一门考试，而是学生去中国留学的必要的条

件。所以很多学生的答案是“标准教程 HSK”，本人也自学过这本书。这本书的特

点就是着重阅读能力，通过把 HSK考试里的词汇放在课文里面，讲考试的词汇

图 2-7 课余时间，除了上课使用的教材是否用其他教材作

为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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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用法，后面有充分的语法解释与练习题，最后有写作练习。这本书讲词汇及整

个机构使它获得很多外国人的喜欢。学生第二个答案全都是阅读材料，阅读材料

并不是教材，但是学生答案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学生对提高阅读能力的需求。该部

分的第三道题是排序题“您认为好的汉语教材能帮你掌握哪些技能”学生的答案如

图 2-8所示。

图 2-8 认为好的汉语教材能帮你掌握哪些技能

设置的选择：汉字、语法、文化知识、与中国人沟通的技巧和一个其他选择。

3.29/4 比率的学生回答汉字，2.37/4 回答语法，2.03/4 与中国人沟通的技巧，而

1.71/4的学生选择了文化知识，最后 0.09的学生选择了其他。选择其他并写了自

己的观点的学生希望自己学到的教材能教会他们中国人使用的地道表达方式，而

不是书上实际是没人用的说法。

四、学生学习方式

为了更好的了解约旦学生的特点，对学生的学习方式进行了设计；该部分一

共是三道题。第一道题“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一般在什么时间学习汉语”选择

为课上、课下与课上+课下，学生答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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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学汉语的时间

62.86%学生课上+课下学习，28.57%课下学习还有 8.57%的学生课上学习。

该部分的第二题“是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课余自学时间”

图 2-10 开始学习汉语时，自学时间

48.57%约旦学生每天课余时间学习汉语，34.29%一周两三天的课余时间学

习。14.29%的约旦学生课余时间偶尔学习汉语，而 2.86%的学生课余时间从不学

习。关于课余时间学生学习使用的材料也设置了一道题；该部分的第三道题“课

余时间学习一般使用什么材料”，选择为上课使用的教材、课堂笔记、语伴、学

习汉语软件、网上视频，最后一个其他选择。学生的答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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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课余时间自学使用的材料

上面的图显示 65.71%课余时间使用上课使用的教材、60%的学生课余时间

自学使用学习软件，最常用的是（Pleco）。57.14%的学生使用课堂的笔记、54.29%

使用网上的视频，学生平时上 youtube 学习汉语。48.57%的学生课余时间跟着语

伴学习还有一部分学生选择了其他，他们使用的方式也就是看中国电影与电视

剧，还有一部分看中国儿故事。

五、约旦社会文化对初级汉语学习者的影响

一、初级汉语水平约旦学生眼里的中国与汉语

约旦汉语教学现状与历史前面已详细介绍，约旦汉语教学历史并不长，如汉

语专业之前学生对汉语与中国了解很少并存在着很多误会。笔者之所以选择在论

文里面列出这部分，是因为该部分有助于了解约旦汉语学习者的特点。了解该部

分在编写本土化教材非常重要。该部分将列出约旦汉语学习者眼里的中国和中文

及针对该地区汉语学习者的策略。

约旦汉语学习者刚入汉语专业的时候，90%以上的学生都认为汉语言很难

学，学习汉语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说出接近准确发音的读音，学习很长时间也不一

定有效果，所以在很多学生心中汉语是有点可怕的专业。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

其中的一个原因与约旦文化有关，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若有人写了很难看懂的东

西，或讲别人难理解的事情，很多人会说，“你在说中文吗”，这里的中文指的是人

们听与看不懂的语言，所以这种来自文化的说法对学生有一定的心理作用。约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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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汉语有这样的想法不仅是来自文化原因，而且还有距离原因，约旦和中国

很远的地理距离与在约旦很少或基本上没机会看的中国文化、语言、电视剧等相

关的节目，都使约旦人眼里的中国很神秘，除了（Made in China）标志之外，关

于中国学生基本上什么都不知道，这些原因使学生与汉语有一定的心理距离。该

如何解决该问题呢？

由于约旦汉语学习者对汉语语言有刻板印象，那么针对约旦地区的本土化教

材该遵循由易到难的原则，使学生感觉汉语不难，学生有了成就感才能继续学习，

不然心理印象会阻止学生努力学习。针对约旦地区的本土化教材开始部分讲学生

学习汉语原因，将提醒学生他们学习汉语的原因、学生学习汉语的好处，这部分

可在教材的第一页组织，能提高学生的兴趣，同时能鼓励学生努力学习汉语。

二、汉语成为约旦学生了解中国文化的桥梁

语言学与文化因素是密不可分的关系，学好一门外语的必要条件是了解它的

文化背景，并从它母语者角度去掌握它。约旦与中国两国之间在文化上存在着很

大的差别，而在约旦（非目的语环境中）学习汉语很难了解教材里存在的很多有

文化代表性的词汇，同时学生也不一定有机会去中国亲自体验并了解中国文化；

因此我们可以利用教材为解决该问题，而这就是本土化教材的核心目标。

了解语言先了解文化，了解文化先了解语言。本论文研究的“新实用汉语课

本”教材里存在着许多有文化代表性的词汇，例如：火锅，该单词在教材里唯一

的解释是它的英文翻译 Hot Pot。火锅是中国独创的一种美食，有着几千年的历

史，并蕴含着饮食文化的内涵。吃火锅时，亲朋好友、男女老少一起围着热气腾

腾的火锅，热烈融洽的气氛便于外国人了解中国大团圆的传统文化。而教材里的

英文解释往往不能够满足学生了解该词汇的文化内核，但是这么有文化代表性

的，也是了解中国文化很重要部分的单词，变得对学生来说只是一种食物而已。

这种解释真的给文化的魅力打了很大的折扣。

通过问卷，笔者了解到很多约旦汉语学习者非常愿意学习并了解中国文化，

并有大部分学生不满意目前使用的教材，因为该教材里的文化内容少；其实教材

里的文化内容并不少，只是编写并解释的方式使很多学生忽略教材里的文化部分

例如：火锅。

笔者建议：编写针对约旦地区的本土化教材的文化内容，需要仔细的解释、

图片、视频与课堂组织该文化题目的活动。由于约旦与中国的文化差别，约旦学

生了解有文化代表性词汇有一定的难度，但词汇一旦有了清楚的适合约旦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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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文化和新的词汇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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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实用汉语课本》教材分析

第一节 《新实用汉语课本》概述

一、《新实用汉语课本》简介

《新实用汉语课本》 从 1981年就开始陆续出版，当时该教材以《实用汉语

课本》为名字，但是随着科技的变化，世界各地学者的需求不断地改变及增加，

而《新实用汉语课本》则是刘珣先生 2002年编写的对外初级汉语教材。本教材

的目的是以语言功能、语言结构与相关文化知识和听说读写四个技能的训练，逐

步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本教材一共六册 70课；前四册是初级和中级以下阶段，

一共 50课；后两册是中级阶段，一共是 20课。”新实用汉语课本” 能用作国外

汉语选修一至三年的综合汉语书。

《实用汉语课本》 是中国第一套专门面向国外基础汉语教育的教材，70

年代由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的。当时该教材在美国的使用性很强，德国学家说它“是

中国到现在为此最先进的对外汉语教材”。使用汉语教材自首次出版至今已经有

三十多年了，这段时间该教材已被重印了二十二次，并翻译成很多外语包括；英

语、德语,法语等语言，而且被 75%世界地的学校当作主要的教材。

《新实用汉语课本》是 2002 年由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的与“使用汉语课本”关

系密切的教材，渊源很深。刘珣先生当时也有过“本土化教材”的想法；编写《新

实用汉语课本》的时候，为了使新的教材更适合国外汉语教学，他向加拿大三所

大学的中文系请教。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的教师们参与了书稿的校读、试

教与翻译。

二、《新实用汉语课本》优缺点

1. 印刷版面

一本教材的样子在培养学生对语言兴趣的作用绝对是非常的重要，虽然最后

还是教材内容为主但教材的外表作用是不可能忽略的。关于“新实用汉语课本“印

刷版面：教材的封面以栗褐色为主，里面的注释汉字、课文拼音、练习与语法指

示也是以栗褐色为主，字体是宋体，语法以表格为主，教材里含的图基本上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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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造型以栗褐色的卡通画，总体的样子具有的现代化感，使本教材失去它的个

性化感，也许是国外教师请教导致教材失去自己的中式感。

按笔者的思维，该教材在印刷面方面存在着较大问题，如：颜色问题，插图

问题与缺中式感问题等。该教材里的以栗褐色为主，一些单词的背景是浅灰色，

包括图的颜色也是一样，选这种颜色导致学生对教材产生单调感。该教材里的图

基本上都是以栗褐色的人物造型卡通画，教材里的图问题除了颜色之外，卡通画

也存在着稚化问题。该教材是针对成年人的汉语初级阶段的教材，汉语初级阶段

的学生不需要针对儿童的教材。第三问题是教材样子缺中式感问题；国外学汉语

的学生眼里的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悠久的历史具有几千年的国家，打开教材

就需要看古代中国的样子，而不是具有国际化的汉语教材。

2.生词

《新实用汉语课本》的生词是该教材里最大的问题；该教材 2002年编写过，

如今已十八年了，在这段时间内中国在各个部分都发生了很多的改变，随着社会

的发展，语言也受到了巨大的变化。在语言发展的理论，语言随着时间都会收到

政治、经济、科技发展等方面的印象，所以在 2020 年以《新实用汉语课本》为

主要的教材已不适用。该教材里许多的词汇已不用，或者使用性比较弱，而很多

这几年流行的词汇，实用性很强，却是教材里没有的，学生只能靠别的材料学习

它。

3.文化题目选题

《新实用汉语课本》里的文化题目比较丰富，随着学生水平的提高，教材里

的文化内容会增加；例如该教材的初级版第一册包括十五个文化词例如：（京剧、

烤鸭、梁祝、春节、寿面等），而第二册里包括五十一个文化词例如：（兵马俑、

西安、人民币、中国画、太极拳、火锅等等）。《新实用汉语课本》的第三册里的

文化词一共 107个单词例如（嫦娥、月饼、中秋、长江、黄山等等）。该教材里

的文化内容很丰富，缺点是教材里没有足够的解释，足够的图片，在光盘里足够

的视频及活动练习便于学生更好的了解该文化题目，反而该教材里的文化题目编

写方式被选出来文化题目的美打了很大折扣。

4.语法

《新实用汉语课本》的语法顺序是相当理想的，语法后的练习题也比较全面。

该教材里的语法是按照课文里的难点和新的语法点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和解释，后

面就设置了适合的练习题。《新实用汉语课本》语法方面编写的比较好，唯一的

缺点是没有阿拉伯语翻译，而对于大部分约旦学生来说，自己或通过讲英语的老

师学习语法很难，因为他们不一定能看懂专业的英文解释，他们就靠后面写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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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去理解语法结构，因此在调查问卷里很多学生表示自己对语法部分的解释不满

意。

5.练习题

《新实用汉语课本》 练习题部分在每个版本中都有涉及。跟着学生水平的

提高，题量会越来越大。《新实用汉语课本》（一）练习题部分最大的缺点是语法

部分后基本上没有练习题。该教材的语法部分前面已经讲过，对于约旦学生来说

唯一的缺点是没有阿拉伯语翻译，因此学生为了能了解语法结构，需要仔细地看

教材里列出来地例子，同时也需要更多的练习题来了解语法的运用性及确认自己

对语法掌握的是否够全面。

第二节 《新实用汉语课本》在约旦

一、《新实用汉语课本》在约旦的使用情况

从 2009年约旦大学开设了汉语专业至今，约旦大学大一至大二学生使用的

教材是“新实用汉语课本“。不仅约旦大学在使用该教材，而且在约旦其他教汉语

的机构都正在使用。在约旦除了《新实用汉语课本》，HSK 辅导书也是主要的教

材。一开始学生对汉语及中国了解的不够，仅需要学习老师讲的教材中的内容，

但随着学生对语言理解的增加，学生意识到了他们使用的教材的严重问题。

约旦学校使用的教材内容不足问题原因是该国的汉语教学还是较新鲜的学

科，能对该领域做出有意义的贡献人较少，而且至今本论文是第一次研究约旦使

用的汉语教材，之前选择汉语专业学生的人数很少，但随着学习人数的增长，对

教材的需求多开始逐渐增加。

二、约旦汉语学习者对《新实用汉语课本》的满意度调查

该调查问卷包括研究约旦学生对《新实用汉语课本》的印象与满意度。该部

分一共是三道题。第一道题是单选题（是否满意约旦大学使用的教材《新实用汉

语课本》答案选择为：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答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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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约旦学生满意《新实用汉语课本》

学生的答案：37.14%的学习者非常不满意约旦大学目前使用的教材 《新实

用汉语课本》 ，而 22.86%的学生表示不满意。20%的学生对教材的满意度是一

般，17.14%的学生表示满意，而 2.86%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该教材。该比率明显

的说明学生对教材的不满意程度。

第二道题是排序题；问学生不满意教材的原因；答案选择：教材不够新颖、

无法满足工作需求、练习题单调、里边的课文不合适和词量太大的选择，最后加

了可填空的（其他）选择。学生的答案如下：

图 3-2 约旦学生不满意《新实用汉语课本》的原因

学生不满意教材的主要问题是教材不够新颖，这是 3.63/4的学生的答案，该

比率也挺有道理的。最近十几年世界的变化不小，科技发展的很快，而给 2019

年开始学汉语的学生讲 2002年编写过的教材确实存在不合理之处。2.94/4的学

生不满意教材，认为该教材不能够满足工作需求。2/4的学生不满意教材则是因

为练习题单调。1.57/4认为课文不合适，0.51/4认为词量很大，而 0.54/1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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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则认为该教材中的很多词汇是中国人平时交流用不上的，所以一部分学生认为

教材里很多词汇没用。

第三道题是“您认为‘新实用汉语课本’哪部分需要进行改进”，这道题是排序题，

笔者设置的答案：词语、课文、语法解释、文化内容、发音解释、最后是可填空

的（其他）选择。学生的答案如下：

图 3-3约旦学生认为《新实用汉语可不》哪些部分需要改进

这道题学生的答案较接近；最高的比率是词汇改进的需求 2.74/4、然后课文

改进需求 2.57/4、语法解释 2.51/4、该教材的文化内容 2.43/4、1.49发音解释、

0.49选择了其他并填的关于教材对工作需求的缺乏，也有关于词汇的改进。

第三节 约旦大学使用的汉语教材

一、约旦大学汉语教材问题

通过问卷里（使用的教材分析）与（对《新实用汉语课本》的印象）部分的

答案，笔者更好地了解了约旦大学地教材问题。前面已介绍了约旦大学使用地教

材《新实用汉语课本》，该教材存在着的主要问题：教材不够新颖、缺少学生所

需要学到的 HSK考试的内容、缺少阅读练习空间、练习题不丰富、词语解释不

充分、对约旦学生来说该教材缺少关于翻译需求、缺少练习口语的题、新生词缺

少足够的解释与解释图。

《新实用汉语课本》最明显的问题是教材不够新颖，该问题导致了很多人对

教材的不满意，十八年前编写过的教材一定是满足不了目前学生的需求，同时也

不符合时代需求；近几年科技发展的很快，因此教材与学生需求的差距越来越大。

再加上刚入学的学生正在学习一本在他们出生之前已编写过的教材，显然教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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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词汇，表达方式已经过时了。而且该教材没有展示好中国文化同时也没有展

示中国目前的发展，因此学生学习该教材，很容易对中国产生误会。

鼓励很多约旦大学汉语专业学生努力学习汉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通过了

HSK考试就有机会去中国自己体验一下中国文化，自己体会一下在中国的生活，

并帮他们在目的语环境中学习，对他们的汉语水平有所帮助。所以 HSK 考试对

学生来说非常重要，而初级《新实用汉语课本》没有关于该考试的培训，因此据

问卷答案发现了相当一部分的学生学习汉语除了使用的教材之外他们都使用

HSK教材，例如“标准教程”。从这里能了解学生对 HSK 内容的需求；该部分可

以添加在练习题部分后，以“准备 HSK”之类的名称引起学生的兴趣。该部分可以

包括词汇、语法解释及 HSK考试真题。

词汇解释不充分，对于约旦学生《新实用汉语课本》词汇解释虽然有英语翻

译，但是是用英语解释明显存在不足。例如词汇解释拥有更多的例子能使学生更

好的理解生词的用法。生词部分也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那就是文化代表性的

词汇；约中两国文化之间有所不同，因此拥有文化代表性生词，不能光写词汇的

翻译，因为文化有更深刻的意义，用一两个英语单词老翻译往往不够，这种词汇

在教材里需要匹配相应的照片、充分的解释及组织课堂活动的安排。配教材的光

盘拥有视频，如此学生才会懂该词汇的意义。这种词汇例如：火锅、中国传统节

日等等。当然用学生母语进行生词的解释，对学生来说更容易，教学效率更快更

好。

《新实用汉语课本》的练习题不丰富；不管课文后的练习题，还是不同的语

言功能练习题（听说读写）。问卷里很多学生表示了他们对练习口语的需求，而

且通过分析约旦学生的特点，可以了解到约旦学生性格活泼开朗爱说话，所以练

习口语的题在教材里是必不可少的，而该教材缺少这部分。语法后的练习题较少，

不满足需求。

好的教材能够使学生对语言更加感兴趣，也能把学生母语与他们学的外语的

差别拉的更近，而第一个影响学生对语言的兴趣是文化方面，因此好的教材能把

两个差别大的国家拉得近，便于学生更快地接受目的语的文化特点，这便于学生

更快掌握并吸收外语，教育效率就更高了。《新实用汉语课本》教材没有针对性，

刘询先生在编写的时候，先通过加拿大高校为教材的标准与考研才编写好就发表

了，《新实用汉语课本》教材被世界各地大部分的高校使用过，但问题是按加拿

大高校标准的教材不一定适合世界各地的学生特点。学者对本土化教材的需求就

从这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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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约旦学校保持使用《新实用汉语课本》的原因

约旦大学目前使用的教材问题很明显，约旦大学开设汉语专业已十年了，老

师们如今却依然用《新实用汉语课本》。笔者已与约旦大学中文系的老师进行过

访谈，为了了解约旦大学目前教学与使用的教材现状，与老师讨论教材问题过程

中发现了老师也已意识到了目前使用的教材问题，而老师表示目前没有换教材的

想法，老师提出的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教材的持续使用性，大部分老师不愿意换教

材，而且目前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其实目前针对阿拉伯地区的教材没有一套可以

持续教给大一与大二的学生。目前还没有针对阿拉伯地区与约旦地区的本土化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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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约旦本土化教材设计

第一节 词汇

词汇是任何一本教材里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在学生对语言的兴趣程度有很大

影响，因为词汇部分的设置对学生有一定的心理作用；可使学生认为该语言简单

易学，学生自然而然就会有成就感，这对教学的效率又很大的影响。同时教材词

汇部分设置的不好，能引起学生对语言的反感与不感兴趣，因为学生会认为该语

言枯燥乏味，该现象对教学效率有着不利的影响。因此编写该部分时，编写者得

仔细地了解教授对象的特点与文化背景，便于编写适合该地区的学习者。

前面已介绍过约旦汉语学习者的特点，学生由于自己的文化元素等原因，认

为汉语很难学，因此针对约旦的本土化教材该遵循由易到难的原则，该注意每章

里的词量与生词部分设置的风格。一章里的词汇部分可以分成几个部分，针对初

级汉语的约旦学习者，一部分的词量不能超过 5-6 个词，每部分生词就在课文后

面，这样学生才能了解到词汇的用法。词汇部分的解释要跟着学生的母语，要有

阿拉伯语的翻译，词汇部分光有阿拉伯翻译不足以让学生了解词汇的用法，因此

在词汇部分后要加上例子与足够的练习题，以保证学生对词汇的掌握。约旦学生

更愿意看灵活的有互动的教材，因此词汇部分加上多彩的图片能够免得学生感觉

语言枯燥，因为初级汉语阶段，学生会把所有的教学元素例如；教材、教师、课

堂、上课时间等因素直接跟语言联系在一起。

本土化教材里的词汇选择，内容该是按照当地学生的需求，因为学生感觉该

教材里的内容符合他们的要求，学生对所学内容越感兴趣。而约旦汉语学习者的

需求在第三章已介绍过学习者学汉语的动力与需求。据问卷结果发现了大部分学

生初级阶段愿意学习自我介绍，对于大部分约旦学生，自我介绍也包括介绍自己

的国家与文化的基本信息。面向约旦的本土化汉语教材拥有着有文化代表性的词

汇是必不可少的，所以针对该地区的本土化教材该包括这些信息。据问卷分析，

76.47%的学习者选择汉语专业的原因是他们认为会说汉语能给他们提供很多工

作机会，而教材里缺少工作相关的词汇使大部分学生不满意目前使用的教材。这

里的问题就是初级阶段学生水平不利于他们学习工作相关的词汇。编写者可按汉

字教学，选一些工作相关的词汇添加在“补充生词”部分，例如：“公司”；该单词从

汉字教学角度来说，是容易写的单词，加在教材里对学生有很大的心理作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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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生认为他们正在学习对他们未来有用的内容，同时不会影响学生学习汉语正

确循序。

询问约旦汉语学习者课余时间除了上课使用的教材之外还用什么教材，发现

了大部分学生以助于准备 HSK（汉语水平考试）的教材为主要的材料。本论文

前面已介绍过 HSK考试对约旦学生的重要性，因此，针对约旦学生的本土化教

材该具备助于学生准备 HSK考试的部分，对初级阶段的学生“准备 HSK”部分，

在每章介绍 HSK一/二级里的五个单词，也加上该部分的练习题。

第二节 课文

初级本土化汉语教材课文内容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据本土化汉语教材前

面的介绍与分析，教材应该是从学生的角度、兴趣点及学生的文化背景介绍中文

和中国文化。据调查问卷结果显示：面向约旦汉语教材的课文内容，应该涉及到

中约两国文化最接近点例如：对待长辈方式、客套话、婚姻观念等等。大部分学

生表示了对下面题目的兴趣：学生去中国留学能用上的对话、与中国人日常生活

中常用的问候与告别方式 、课文内容应该展示中国现代发展程度，因为这种话

题是最引起年轻学生的注意力之一，尤其是因为近几年中国在科技与技术方面所

取得的成就。

针对约旦本土化教材课文，应该涉及到当地社会的信息并拿中国与约旦两国

的一些文化行为进行比较。对于约旦学生来说，教材里课文越实用越好，因此针

对该地区的课文内容应该是日常生活中能接触的，例如：询问时间和地点、买东

西、节日假日等等。面向约旦本土化教材课文使用的人名要有中国的与阿拉伯的。

第三节 文化体验

前面已介绍了文化与语言教学的关系、约旦学生如何通过汉语了解中国文化

及针对约旦地区汉语学习者教材里的文化内容介绍法，接下来笔者将讲适合约旦

初级汉语学习者的文化题目。由于中约两国的文化不同、信仰不同及风俗习惯也

不同，因此针对约旦初级汉语教材里的文化内容选择需要提前做仔细研究该地区

的当地文化。

刚入学汉语专业的约旦学生在他们心理有一种文化结构，若突然给他们介

绍与他们本文化结构不同的内容，很有可能将引起学生对语言与文化的反感，这

当然不利于提高教学的效率。本土化教材的作用是通过把两国文化拉得近，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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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很快接受与他们所不同的目的语言及目的语的当地文化，便于及时加快教学的

效果。因此在编写针对约旦的初级本土化汉语教材时，笔者以自己的经验与进行

过的针对约旦汉语学习者的调查问卷了解到了约旦地区文化，根据当地文化选择

文化部分，先把两国文化上的共同的介绍，让学生慢慢地接受新的文化，对于语

言与文化的理解与接受有了一定的程度后，再介绍与他们本文化的不同。以这样

的方式编写教材将避免一部分学生因为文化差别的原因，而对语言及文化产生反

感，同时也能加快及提高教学效率。

为了更好的了解约旦汉语学习者对哪些文化题目有兴趣，调查问卷设置了

研究文化题目的部分；里面的第一问题：“您认为中国文化哪些部分最接近约旦

文化”,该问题是填空题，大部分学生答案是两国对待及尊重长辈的方式与重视家

庭，其他的答案如下：第一次去别人家串门不能空着手去、客套话、热情好客，

婚姻观念有时候像。针对约旦本土化教材里的文化内容得趁这些题目，使学生对

中国文化感觉更加亲切，便于更快吸收。例如，最多的学生的答案是两国重视家

庭，与尊重长辈，该题目可以通过介绍春节家庭团圆活动展开。问卷里文化部分

的第二问题直接问了学生：“中国文化最喜欢的部分是什么“ ，最多学生回得答

案是关于，中国传统节日和饮食文化，尤其是中国茶艺文化。其他答案如下：中

国家庭相处模式、中国传统乐器、神话、传统服装、太极文化、古代文学里的文

化、旅游方面和生肖文化。通过该题的答案可以了解到约旦汉语学习者学习汉语

最感兴趣的及最想学习的部分。

编写本土化教材，不仅是要注意该添加的内容，更是要注意开始该排除的

一些题目，在学生对语言与文化的了解到了较好的程度的时候，就可以把那些题

目放在教材里。该排斥的题目来自本土化教材针对地区的被禁止的行为，例如：

虽然中国文化里的“酒”文化十分重要，历史很悠久，但是酒在约旦文化是被禁止

的饮料，因此该文化题目不适合给初级汉语的约旦学生讲，因为在开始阶段给学

生介绍该部分讲会引起大部分学生的反感。学生学习汉语两个月后可以再讲该部

分的，这样就不会影响学生对中国语言与文化的兴趣。

文化因素是本土化教材最重要的因素，因为文化是本土化教材与普通教材主

要的区别。汉语本土化教材最重要的功能是通过拉近中国文化与目的国家的文

化，让学生加快速接受汉语与中国文化，并消除两国文化之间的差别，如此才能

提高并加速汉语教学的效率。

面向约旦的本土化汉语教材可选择中国文化中最接近的部分，并编写到教材

里，使学生更亲切地接受语言与文化。前面已介绍了问卷里的一道题“您认为中

国文化与约旦文化最接近点是什么？”大部分学生回答两国人都尊重长辈，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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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文化等等。面向约旦本土化教材可以通过介绍中国节日如：春节和中秋节

重视团圆的传统文化。约旦学生会感到亲切，因为在约旦开斋节与宰牲节，大家

重视家庭团圆的传统文化。同时可以把中国人尊重长辈与老人的行为，通过类似

的方式介绍在教材里。本土化教材可以通过对比两国文化的方式，为了给学生介

绍中国文化，同时给他们用中文介绍他们自己的文化，便于他们介绍自己。例如：

比较中国喝茶与约旦喝咖啡的文化。另一个例子是运动；约旦人热爱足球，因此

学生非常愿意学习足球相关的词汇，而本土化教材可以趁这机会给学生介绍中国

文化里主要的运动“太极文化”。通过介绍两国最主要的运动方式，刚学到自己最

爱的运动的中文的名字，以好奇心去了解中国文化里的运动及它相关词汇。

文化部分解释要用阿拉伯语与中文解释，为了保证学生看懂解释。解释要加

上要与学生有互动；通过照片、视频与课堂组织的活动。面向约旦的本土化教材

得加上文化体验活动；例如太极文化体验，中国舞蹈、画画儿、饮食文化等等。

学生与教材里的文化内容能够有互动，学生才会有深刻的印象，并更好的了解文

化内容。

第四节 练习题

前面笔者已介绍了约旦学生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学生希望能够有与教材足够

的互动。教材里的互动的部分就是练习题，因此，面向约旦本土化教材要以多练

习题方式。约旦汉语本土化教材里的联系部分可有及部分；第一是词汇与课文后

的练习题；该部分的练习题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课文理解，第二部分是词汇理

解。词汇理解部分的练习题多样性，保证学生了解词语的用法。第二部分是语法

后的练习题；语法部分练习题应该是多样性的题，是为了保证学生对语法结构准

确得把握与理解。第三部分是汉字书写练习题，而第四部分是课堂活动组织；该

部分文化部分的练习题。

据调查问卷分析约旦汉语学习者特征部分，约旦学生开朗爱说话，所以在语

言技能需求方面，约旦学生更着重口语能力，而很多时候会忽视书面语的重要性。

针对具备这种特点的学生，设置教材的练习题需要注意，而本人的建议是教材多

放口语的练习题，而这些练习题也涉及较正式的话题（说到一些书面的词语）而

不仅是普通教材平时讨论的话题例如：最难忘的一天、喜好的旅游、美食等不需

要讲书面词汇的话题。如此学生可以提高自己口语的能力并同时掌握到书面词

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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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约旦《新实用汉语课本》实例

经过对约旦汉语教学的现状分析、约旦文化的了解与约旦汉语学习者的特征

分析。笔者将拿目前约旦大学中文系使用的汉语教材《新实用汉语课本》中的一

些例子，并进行适合约旦汉语学习者本土化教材的适当改善。

1. 该教材里人名：该教材里的人名是按照刘珣先生测试过加拿大大学的学生，

名字如：林娜、马大为、丁力波等等。而针对约旦地区的本土化教材里的人

名要按照约旦本地人使用的名字。例如：阿斯妈（女）、拉雅（女）、阿卜（男）、

胡洒（男）。

2. 加上阿拉伯语翻译，保证学生看懂。

3. 词汇部分：针对约旦本土化汉语教材的词汇部分，不仅介绍词语与阿拉伯语

的意思，而且要加上一些例子，使学生更好得理解词汇得用法，与该词有几

个意思。词汇后多加例子也能助于学生培养语感，使得学生加快对汉语的认

识。

4. 口语练习：前面介绍约旦学生特征，提出过约旦学生活泼又爱说话，约旦学

生需要练习口语的空间。因此针对约旦的本土化汉语教材里的口语练习部分

是必不可少的。

5. 教材加上“文化介绍”部分，该部分介绍该章课文里的文化内容，若课文没有

涉及到文化因素，那么“文化介绍”部分要介绍中国文化部分。由于该教材是

针对初级汉语阶段的约旦学生，那么被选择的文化题目在饮食文化部分要去

除酒与吃猪肉，因为这两种饮食文化行为在约旦属于被禁止的饮食。“文化介

绍”部分的介绍以阿拉伯语文字的方式，加上彩色的图，在教材备的光盘加上

视频，从而保证学生完全理解。比如介绍中国饮食文化；介绍筷子，以视频

的方式学习使用筷子的方式，介绍中国北南方的面与米文化等等。

6. 教材加上“文化体验”：该部分属于课堂上活动组织。该教材是针对在非目的语

环境中学习汉语的学生，因此本土化教材中包括“文化体验”部分是非常重要

的。再加上约旦学生更喜欢上有互动、灵活的课堂，所以该部分在针对约旦

的本土化汉语教材是必不可少的。“文化体验”部分位于“文化介绍”部分后面，

该部分负责组织该章文化题目相关的活动。例如：该章的“文化介绍“部分介

绍了太极文化，那么”文化体验”部分：“组织一次性活动去孔子学院参考一些太

极服装并跟着老师学习太极拳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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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材加上 HSK（汉语水平考试）。前面已介绍了约旦大学大部分学生以 HSK

考试辅导书本为第二手材料。HSK考试对约旦学生的重要性，论文前面的部

分已介绍过。该部分是(HSK 准备)，每章里有这部分，该部分里面是五个单

词左右的翻译与解释，再加上练习题，由于该教材是针对初级阶段的约旦学

生，那么加上的词汇是一级与二级的单词。例如：

【HSK准备 】

*生词：

一- 车 chē ���⺁�
二- 出租车 chū zū chē ���⺁
三- 公交车 gōng jiāo chē �꿘�㌮
四- 自行车 zì xíng chē �꿘�� �⺁il�
五- 火车 huǒ chē���⺁
六- 飞机 fēi jī ��i��

*练习题

-我喜欢骑（）

-我不会开（）

-你坐几号的（）去学校?

-约旦没有（）

-我坐（）去中国

-哥哥是（）司机

8. 课文里包括约旦当地的信息，例如上面的例子有（约旦）名。

阿卜：你是哪国人？

王力：我是中国人，你呢？

阿卜：我是约旦人，认识你很高兴。

王力：认识你我也很高兴。

9. 由于大部分约旦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以“交语伴”的方式学习汉语，课文里的约

旦学生是学习汉语的，中国学生是学习阿拉伯语的，这样就更接近当地情况，

也便于学生更好的学习他们自我介绍的信息。据问卷结果，自我介绍完整的

信息，是约旦初级学生最想学习的信息之一。

王力：阿卜， 你学什么专业？

阿卜：我学习汉语专业，你呢？

王力：不错，我学习阿拉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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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卜：很好，我们要互相学习。

10.课文里包含两国文化的因素：

王力：阿卜，你想喝什么呢？

阿卜：我想喝中国茶，你呢？

王力：我想尝试阿拉伯咖啡，你喜欢哪种中国茶？

阿卜：我喜欢茉莉花茶。

笔者选择茉莉花茶的原因是约旦人很喜欢茉莉花，也会在家里种，而且茉莉花

在约旦也是女生名。约旦人很熟悉茉莉花，但是同时不知道茉莉花茶，因此，通

过这个方式学生可以了解中国文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茶艺文化）同时可以学习

他们所熟悉的花的汉语名字，也可以学习约旦人常喝的饮料名称（阿拉伯咖啡）。

11. 该章的文化介绍部分，介绍中国茶艺文化的历史、喝茶方式、茶的种类等。

并进行文化体验活动。

12.阿卜：王力你喜欢运动吗？

王力：对，我很喜欢运动，你呢？

阿卜：我也很喜欢运动，我最喜欢足球，你呢？

王力：我喜欢太极拳

阿卜：非常好，王力你可以教我太极拳吗？

王力：当然可以。

阿卜：谢谢王力

王力：不用客气。

运动在约旦人心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而约旦最受欢迎的运动就是足球。因

此笔者选择了足球为例子，因为约旦学生会很愿意学习这个词。同时也选择了中

国文化最主要的运动（太极），在中国文化中有很大的含义。

13.该章文化介绍部分给学生介绍中国太极文化的文化含义、对身体的好处、服

装、种类等。在进行体验活动时就可以满足约旦学生喜欢的灵活有互动课程

的要求。

14.春节团圆

据问卷调查结果，发现了大部分约旦学生对中国传统节日很感兴趣，而像春

节这么有代表性的节日，在本土化教材里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大部分学生认为

约旦与中国两国文化具有传统团圆的文化。介绍春节或其他中国传统节日课文里

要强调团圆传统文化，在补充生词部分。

王力：朋友们，下周我要回中国过年

拉雅：过年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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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过春节的意思

阿卜：哇，王力，能告诉我们怎么过年吗？

王力：当然可以，过年的时候一家人都聚在一起，包饺子、看新年晚会。

拉雅：很有意思，你回家的时候，问叔叔阿姨好

王力：好的，谢谢你们。

15.学习汉语的原因：前面已介绍了约旦学生对汉语的刻板印象与很多学生对汉

语感到的恐惧。第三章，通过调查问卷了解到了约旦学生学习汉语的原因与

学习中国文化的兴趣点，因此针对约旦的本土化教材可按照学生的需求与兴

趣点加在教材首页。该策略能够帮学生培养语言兴趣，同时也可以提醒学生

学习汉语，借此，就成为学生学习汉语的目的。该策略能够帮学生克服对汉

语恐惧的现象，便于提高学生对汉语的兴趣及提高教学汉语的效率。如下：

学习汉语能够帮我什么呢？

一- 给我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二- 了解中国五千年悠久的历史

三- 给予更好的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

四- 了解中国发展的原因

五- 能够看懂更多的资料

六- 有机会去中国留学

七- 了解中国与约旦的经贸关系

八- 到中国旅游

九- 丰富自己的经验

十- 在中国留学帮我认识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便于更好的了解世界。

十一- 会汉语便于去中国与中国周围的国家旅游，例如：马来西亚、韩国、日本等等。

十二- 通过认识中国朋友来丰富自己的思维方式与对世界的认识

十三- 了解神奇的太极文化

该部分位于教材的首页，也是用阿拉伯语写。

16.工作准备：根据问卷结果大部分约旦学生学汉语的原因，是学会汉语能提供

较好的工作机会。而且很多学生对教材不满意的原因之一是《新实用汉语课

本》没有涉及到他们学习汉语主要的目的（工作）。而初级学生水平不足以学

习工作相关词汇。解决该问题的方案是添加在教材里添加（准备工作）部分，

该部分从教材里的第五章开始，内容是工作相关的一些简单的词汇。该部分

主要的作用是心理作用，因为会让学生跟着他们的水平学习他们认为对他们

的未来有用的知识与词汇。工作准备部分是按照汉字教学排序，选择两个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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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与它们阿拉伯语翻译，例如：

准备工作

工作：

公司：

17.
节 本土化教材避免涉及到当地文化被禁止的行为，例如约旦文化中

禁止喝酒。学生学习汉语一个学期后，再介绍中国酒文化。这部分可以

用于茶或果汁代替酒。

18.
教

该本土化教材包含大部分约旦人过的节日。约旦人 94%是信伊斯兰教，因此

他们一年中最重要的两个节日也就是开斋节与古尔邦节。因此约旦本土化教材

里，若要涉及到国外的节日那就先涉及到前面两个节日，更接近当地社会与生活。

*教材里许多内容在 2002 年是比较普遍的，而 2020年入学汉语专业的学生

是无法理解的。例如：

19.
新

206页；该例子在这个时代可能会令好多学生无法理解力波妈妈不直接给他

打电话的原因。原因是这本教材编写的时候，没有我们现在如此普遍的使用手机。

而现状我们每个人都有随身带的手机，随时都可以打与接电话。若要改例子，可

保留原文再加上一些现代的内容：

阿斯妈：拉雅，上午十点半，你妈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她给你打电话你

不接。我告诉她了你在上课，下课再给您打电话。

*问卷里，很多约旦学生反映了目前的教材缺乏实用的词汇，因此作为现代

本土化汉语教材，教材该拥有实用性高的词汇，满足学生的需求：

20. 目前微信是全中国最流行的联系方式，而约旦人平时不用微信。通过教材

里的课文能给约旦学生介绍微信，促进更多学生使用微信。

王力：拉雅，明天中午一点，语言中心见。

拉雅：好的，怎么联系你呢？

王力：你有微信吗？

拉雅：微信是什么？

王力：微信是中国人最常用的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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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雅：太好了，我也要用。

21. 自拍：流行词是年轻人最想学到的内容，而约旦学生在问卷里提出过该问

题：

王力：谢谢拉雅和阿卜带我来死海玩儿，今天很开心

阿卜：不客气，跟你一起玩儿，我们也很开心

拉雅：以后想去玩儿告诉我们，我们带你去

王力：你们真好，当你们去中国我会带你们去长城

阿卜：哇，谢谢王力

拉雅：我们来自拍

22. 百度：成功的教材是能够给学生介绍中国生活与社会上大量的，又实用的

词汇与知识。约旦人平时用 Google 为主要的搜索引擎，而中文系的学生

找中文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资料用“百度”最好。 因此针对约旦汉语教材应该

加上“百度”相关的内容。

拉雅：王力，我想了解中秋节习俗，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找资料呢

王力：可以用百度找想要的资料

拉雅：什么？百度是什么？

王力：是中国的（搜索引擎）？

拉雅：哇，很有意思，我也要下载百度。

23. 滴滴出行：

拉雅：我饿了，要不要去吃饭？

王力：我也饿了，今天吃中餐怎么样？

拉雅：太好了，我没吃过中餐。

王力：走吧

拉雅：我们打滴滴去吧

王力：好的

24. 支付宝：中文系的学生，大一与大二学的教材是《新实用汉语课本》，而大

部分学生大三到中国留学。约旦到中国一般会遇到很多问题，让他们花更

长时间才能适应中国生活方式，例如：支付宝。约旦人至今不用手机付钱，

而在中国这是个普遍的现象，因此教材里包含这个题目将帮学生更好的了

解中国，利于快速适应到中国后的生活。

拉雅：中餐真好吃

王力：可不是吗。服务员，多少钱？

服务员：70块钱，请问：您怎么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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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用微信支付

拉雅：哇，微信有支付功能啊

王力：中国人平时用微信和支付宝付钱。

25. 音乐：

阿卜：王力，你在听什么呀

王力：我在听音乐

阿卜：你喜欢听什么音乐呢？

王力：我喜欢听中国音乐的

阿卜：很有意思，但是在约旦怎么能听中国音乐呢

王力：我用中国音乐软件，听中国音乐很方便

阿卜：哇，我也下载音乐软件。我很喜欢听京剧

王力：京剧很好听

26. 传统服装

传统服装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也是中国文化中既有特色又有代

表性的服装，很多约旦学生表示中国服饰是自己很想了解的一个部分。因此针对

约旦本土化汉语教材拥有的文化内容加上中国传统服装部分，将引起很多学生的

兴趣。

拉雅：下周学校要开民族服装展，王力你要参加吗？

王力：是的，我要参加。我要穿中国的汉服

阿卜：我很期待去看

拉雅：女生也穿汉服吗？

王力：女生有女生的汉服，也有旗袍

拉雅：汉服和旗袍是什么样的服装？

王力：下周你会知道了

27. 生肖：生肖文化是一个对约旦学生较新鲜的文化部分，同时也是一个很多

约旦学生对很感兴趣文化行为。

王力：阿卜，你属什么？

阿卜：我属牛

王力：拉雅呢？你属什么？

拉雅：我属兔，你呢？

王力：我属虎

28. 读书：读书也是一种文化行为。在中国老少年之间读书是常见的行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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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年轻人大部分不愿意看书，也不会自己抽时间看书。因此，通过教材

把这个习惯传达到约旦学生。

阿斯妈：王力，你在干什么呢？

王力：我在看书

阿斯妈：你有考试吗？

王力:我已经考完了。

阿斯妈：那你为什么看书呢？

王力：读书能丰富我们的知识，也是一种娱乐。

阿斯妈：真的吗？那我也要看书了。

王力：太好了，我们一起加油

29. 西游记：许多毕业于约旦大学中文系，也不知道中国的一些有名的文学作

品，像《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等。因此，约旦本土化汉语

教材应该具备相关话题，并最少介绍最少一部作品。

阿斯妈：我想中文书，王力，有没有推荐的中文书呢？

王力：给你推荐《西游记》，这是一篇中国古代的小说，这篇小说有阿拉伯

语版的，是一篇非常有意思的小说。

阿斯妈：太好了，谢谢王力会看的。

30. 中国画：

拉雅：同学们，给你们看一下我画的中国画，你们觉得好看吗？

阿斯妈：很好看啊

阿卜：中国画有几个分类，你画的是什么呀？

王力：拉雅画得很好看，这是花鸟画，里面有鸟也有花。

拉雅：我喜欢画花，所以我选择学习“花鸟画”，感觉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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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论文研究与分析了约旦汉语学习者对汉语的需求、学习方式、中国文化中

所感兴趣点、学习汉语原因等特点。同时对《新实用汉语课本》进行了深入的分

析，便于读者了解该教材里所含的优缺点。通过了解约旦汉语学习者与约旦当地

文化，笔者提出了针对约旦地区本土化汉语教材编写意见，从词汇设置、课文编

写、文化题目选择到练习题设置，并按照约旦汉语学习者的兴趣与爱好、本土化

理论、本土化教材编写定义与原则列出了约旦本土化汉语教材该有的例子，这些

例子是约旦本土化汉语教材的模板。

该论文通过与约旦大学中文系的老师与约旦孔子学院院长进行的访谈，收集

到了约旦地区汉语教学及目前约旦所使用的教材现状。笔者以自己本人在约旦大

学读汉语专业的经验，也用过调查问卷法收集了约旦大学中文系学生的信息，作

为第一手材料。笔者通过调查问卷收集了学生学汉语的原因，对教材的需求、学

生学习方式（便于设置适合学生学习方式的教材）、对目前使用的教材进行了评

估与参考学生改善教材的意见与学生对教材里的文化题目的了解与需求，该部分

是本土化教材编写最需要了解的部分。因为本土化教材是通过了解目的国家的文

化，与学生具备的文化概念及学生对中国文化的需求与理解，去设置适合当地学

生的教材。

本论文分析问卷后，介绍了约旦学生特征、适合他们的教材、能引起学生兴

趣的教材、适与不适合该国学生的文化题目等等。本论文对《新实用汉语课本》

进行了深入的评估，介绍了该教材的优缺点，并从约旦学生角度了解到了该教材

的不足，也提出过改善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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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调查问卷题

面向约旦：《新实用汉语课本》本土化教材研究

本调查针对学汉语的约旦学生，尤其是学过/正在学习《新实用汉语课本》，请

按照个人入学汉语专业真实的经验填问卷题。

1.学习汉语时长：（单选题）

*六个月以下

*六个月-两年

*两年-四年

*四年以上

2.学习汉语原因：（单选题）

*工作机会多

*深造需求

*兴趣爱好

3.您认为汉语课程应该最着重点是：（排序题）

*口语

*写作

*阅读

*听力

4.学生希望通过汉语课程培养自己哪方面的技能：（排序题）

*口语

*写作

*阅读

*听力

5.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一般在什么时间学汉语：（单选题）

*课上

*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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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上+课下

6.刚开始学习汉语时，课余时间的自学：（单选题）

*偶尔

*一周两三次

*每天

*从不

7.除了上课时使用的教材之外，课余时间是否用别的教材作为参考资料：（单选

题）

*用

*不用

8.如果你课余时间用/过别的教材，请写一下教材名称：（填空题）

9.课余时间自学使用什么参考资料：（多选题）

*课堂笔记

*上课使用的教材

*语伴

*学习软件

*网上视频

*其他

10.跟语伴学习除了课本解释，一般会问什么样的问题/词语：（填空题）

11.您认为好的汉语教材能帮您掌握哪些技能：（排序题）

*汉字

*语法

*与中国人沟通的技巧

*文化知识

*其他

12.（当时/现在）作为约旦大学汉语专业初级学生，希望自己学的教材丰富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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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知识/教你关于什么内容：（填空题）

13.是否满意约旦大学使用的教材《新实用汉语课本》：（单选题）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14.您认为《新实用汉语课本》最着重体现的语言技能：（排序题）

*阅读

*写作

*口语

*听力

15.如果您不满意《新实用汉语课本》，您不满意教材的原因：（排序题）

*教材不够新颖

*无法满足工作需求

*练习题单调

*课文不合适

*词量太大

*其他（可填空）

16.您认为《新实用汉语课本》哪部分需要进行改进：（排序题）

*词语

*课文

*语法解释

*文化内容

*发音解释

*其他（可填空）

17.自己学习汉语教材，最想学到的相关话题：（排序题）

*介绍自己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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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问候与告别

*寻找他人和地点

*讨论专业或职业

*表示能力

*自己国家的文化

*致谢

*解决语言困难

*买东西

*节日假日

*询问时间

*讨论家庭

*讨论喜好

*运动

*明星

*其他（可填空）

18.您认为中国文化哪些方面最接近约旦文化：（填空题）

19.中国文化最喜欢的部分：（填空题）

20.您认为教材阿拉伯语版的重要性：（单选题）

*重要

*非常重要

*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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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在天津大学的两年学习与生活是本人生活中的一个较大的转变，不仅仅是在

学习收获上，而是因为本人这两年在天大见到的每位老师，尤其自己的导师杜修

平老师、因为国际教育学院办公室老师们的关心、支持及给我们提供的各种发展

自己能力的机会。因为在天大认识的优秀又善良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我在天大

的时光变得如此美好。

本人在编写论文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但在导师的指导与支持下，本人完

成了学业论文编写。

在这里我想感谢孔子学院给我提供的奖学金并在中国留学的机会、感谢天津

大学给我在校读书的机会、感谢在天大教过我的每位老师，其中给我最深刻的印

象是杜修平老师、马知遥老师与韩志刚老师。感谢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感谢在

天津见到的每位阿姨叔叔，让我在异国他乡依然感受家人的温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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