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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骆小所教授）导语：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各国更加需要加强理解与合作。中文平稳、快速地走向国际

社会，促进了世界多元文化互学互鉴，国际社会通过中文了解中国，对中文学习的需求不断提高，推进了中
文的国际化发展，拓展了中文的使用范围，增强了中文的国际沟通能力，吸引了国外更多的学习者，中文在
国际交流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这让我们从事国际中文教育的工作者更加坚定了文化自信。本期特设“国际中
文教育”专栏，选取了 4篇相关主题的文章：《CBI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实践与启示》一文基于内容教学法的
教育理念，对阿联酋中文教育进行了分析，提出标准化教学模式下对内容教学法优化的效果；《基于自然语
言处理技术的专门用途汉语教材快速编写模式研究》一文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理论框架下，从 4个角度
论述了专门用途汉语教材的编写模式，对解决目前国际中文教育战略中“中文+职业”教材编写的紧迫性有
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一带一路”背景下柬埔寨中文教育的困境与出路》一文梳理了柬埔寨中文教育
的现状和困境，探讨了柬埔寨中文教育的出路；《想象、参与、一致：国际中文教育职前教师的实习身份认同》
一文基于温格身份认同的理论框架，采集了国际中文教育 30位职前教师实习信息，对其职前的自我身份认
同建构进行了讨论和分析。4篇文章的 4位作者均为从事国际中文教育工作的博士，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对国
际中文教育当下的教育理念、教材编写、区域汉语教学和国际汉语教师职业身份认同等方面都做了不同程
度的思考，国际中文教育事业未来可期，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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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文教育专栏

CBI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实践与启示
———以阿联酋中文教育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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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内容教学法强调把语言学习和具体的学科内容融合起来。该教学法体现在国际中文教学大纲制定、教材编排、教学

活动等方面。以阿联酋中文教育为例，对该国中文教学项目进行分析、比较。国际中文教育涉及阿联酋国民基础教育的各学段，

通过分析各学段中文教学的特点、内容和作用，进而总结出基于内容教学法在阿联酋中文教学项目里的运用方式。经比较阿联

酋两类中文项目的特征后，进一步提出标准化教学模式下对基于内容教学法优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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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1中，从左边到右边，体现出内容的重要

程度逐渐下降，语言的重要程度逐渐上升。反过来，

从右边到左边，则是语言的重要程度逐渐下降，内

容的重要程度逐渐上升。图 1中两端的教学模式分

别是最为典型的内容主导型教学和最为典型的语

言主导型教学。

（二）CBI教育实践

基于内容教学法将第二语言的教学融入某个

学科或者学科相关的主题学习中，将第二语言的形

式和内容结合起来，使得第二语言的形式、功能和

意义之间的联系不分割。基于内容教学法的五种模

式在第二语言教学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实践。

1. 完全沉浸式和部分沉浸式模式

第二语言教学的“沉浸式”概念，最早源于 1965

年加拿大魁北克省学校施行的法语教学〔3〕。经过不

断改进，“沉浸式”概念已经应用到全世界不同地

区、不同语言的教学实践中〔4〕。例如法国的部分学

校使用中文教授数学、地理等课程〔5〕，美国的部分

小学使用英语和中文教授全部课程，如数学、科学、

社会学等，属于一种沉浸式的双语教育〔6〕。

2. 使用第二语言教授专业课模式

该模式以“保护式教学”为代表，主要针对第二

语言不同水平的学习者，通过调整教师的话语、借

助教学演示、多媒体工具等，展开差别化教学，帮助

学习者理解教学内容。因此，理解和掌握学科内容

仍是教学的首要任务。例如国内的高校给来华学历

生开设“现代汉语”课程，课程的内容跟汉语言文学

专业的中国学生一致，但在课程讲解的语言、教学

一、CBI教育理念与实践

（一）CBI教育理念

在第二语言教学中，基于内容教学法（CBI，即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指的是以主题内容或学

科内容为依托的教学方式〔1〕。跟绝大多数第二语言

教学方法相比，最大的差别是基于内容教学法并不

完全依托语言点大纲，是一种“语言与内容融合学

习”的教学模式。“内容”包括学生所学的学科内容，

例如科学、数学的学科内容，或与学科有关的主题。

在教学中，“语言”通常是第二语言或者外语，并作

为一种媒介语，附加到这些学科内容或主题的学习

中去。

按照教学中“语言”和“内容”各自的重要程度，

Met〔2〕将基于内容教学法描述为一个连续统，并细

化成五种具体模式：①完全沉浸式和部分沉浸式模

式；②使用第二语言教授专业课模式；③专业课加

语言教学模式；④基于主题的语言教学模式；⑤经

常借助内容来操练的语言教学模式。其中，“①完全

沉浸式和部分沉浸式模式”属于典型的以“内容”为

主导的教学。而“⑤经常借助内容来操练的语言教

学模式”属于典型的以“语言”为主导的教学，此时

的“内容”，仅仅是语言教学的辅助材料。五种模式

组成的连续统如图 1所示。

图 1 基于内容教学法五种模式组合的连续统

Total and Partial
Immeraion
完全沉浸式和部
分沉浸式模式

Subject Course
Taught in L2
使用第二语言教
授专业课模式
Sheltered Classes
保护式教学

Subject Course
Plus Language
Instruction
专业课加语言教
学模式
Adjunct Model
附加式教学

Language Classes
Based on Themes
基于主题的语言
教学模式
Themed Based
主题式课程

Language Classes with
Frequent Use of Content
for Practice
经常借助内容来操练
的语言教学模式

The Importance of Content

内容的重要程度 The Importance of Language

语言的重要程度

Content-driven Language-driven

内容主导型 语言主导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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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校于 2016年搬迁校址并更名为 Hamdan bin Zayed（译为“哈姆丹·本·扎耶德学校”）。此前的旧校址曾用校名 Rawdat
Atfal Abu Dhabi（译为“阿特法阿布扎比幼儿园”）。

任务的语言方面，对来华学历生有一定的“保护”，

以满足其对内容的理解。

3. 专业课加语言教学模式

从图 1可以看出，专业课加语言教学模式既强

调学科内容的重要性，又强调语言教学、发展语言

技能的重要性。“附加式教学”是这一模式的代表。

例如来华攻读全科医学学士学位（MBBS）的国际留

学生，在学习医学专业课内容的同时，附加学习《医

学汉语》。通过此类“附加式”学习，提升医学方面的

学术汉语能力，以此来加强对专业知识的理解〔7〕。

4. 基于主题的语言教学模式

基于主题的语言教学模式偏向于强调语言的

重要性。语言教学中的内容，可以是跟学科内容相

关的，也可以选择其他不相关的内容。内容的选取

和设计，始终围绕学习者感兴趣的主题。在第二语

言或外语的教学情境下，从学习者感兴趣的主题出

发，激发并保持学习者的语言学习兴趣，有助于增强

学习动机，从而改善语言教学的成效。丁俊玲等分

析了美国小学汉语兴趣班的课程设置，提出主题式

教学模式符合汉语兴趣班的定位，对提升教学效果

有实际促进作用〔8〕。

5. 经常借助内容来操练的语言教学模式

这一模式属于典型的以“语言”为主导的教学，

“内容”是附带性的、次要的。大多数传统的语言教

学方式都与该模式吻合。借助“内容”，强调语言学

习中的操练环节，从听说读写译各个方面发展语言

技能。

二、阿联酋中文教育的现状

（一）中文项目概况

阿联酋于 2019年正式启动“百校中文项目”，

标志着中文开始纳入阿联酋国民教育体系。该项目

既是中阿关系“百年大计”的重要合作成果之一，也

是中文纳入“一带一路”沿线阿拉伯国家国民教育

体系的先锋成果，对该沿线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中文

教育有积极影响作用。

阿联酋国际中文教育具有兴起晚、推进快、覆

盖广的显著特征。2006年，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的

哈姆丹·本·扎耶德（Hamdan bin Zayed）学校①首先

开设中文课程，在师资、教材、中文测试、文化活动

等方面进行了前期尝试，把阿拉伯语、英语、汉语三

语教学作为语言教育的发展目标。随着“百校中文

项目”的推进，截至 2022年 1月，阿联酋全境已有

141所公立学校开设中文课程，共计 185名国际中

文教师在岗，超过 4.5万名学生学习中文。

在阿联酋公立教育系统里，相比英语作为第二

语言的教学，中文是第三语言的教学，属于基础教

育中的选修类课程。中文课程的周学时为两个学

时。此外，根据不同学校的发展要求，每个学期不定

期举办中文课外兴趣组活动，授课对象可面向特定

年级，也可面向全校所有年级。课外兴趣组活动的

学时灵活，从每个月到每个学期均可举办，由各学

校自行安排协调。

（二）中文项目现状

1. 课程框架

阿联酋中文课程具备全国统一的课程框

架———《阿联酋全国中小学中文课程框架》（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Framework）（以下简称

《课程框架》）。《课程框架》由 10个水平等级构成

（0-9级），每个水平都包含对听、说、读、写四种技能

的要求。总体上看，《课程框架》10个水平等级对应

汉语水平考试（HSK）一至四级，同时对应《欧洲语言

共同参考框架（CEFR）》的 A级和 B级。

《课程框架》的核心目标是促进学生的社会交

往能力、提升学生的社会文化意识。2019至 2020学

年，该《课程框架》在 60所学校的七到十二年级中

文课程中试用后，于 2020年修订第二版。《课程框

架》给阿联酋不同阶段的基础教育提供中文学习的

分级参照。具体来说，阿联酋的中文课程并不以年

级作为分级的标准，而是以开设中文课程的起点作

为分级的标准。例如某学校初中七年级新开设中文

课程，该校高中九年级也新开设中文课程，但依照

《课程框架》，这两个年级的中文课程均属于第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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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伊斯兰教历，阿联酋传统宗教性质的节假日（如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等）在公历时间系统里对应的日期并不固
定。故此类节假日可能出现在不同的学期。阿联酋的国旗日、国庆日则依照公历时间系统，固定在每年 11月 3日和 12
月 2日。

② 从 2019年起，“百校中文项目”首先推动了 60余所学校的中文课程。所有新开设中文课程的学校均从教材第一册（即
《课程框架》中的第一级）开始。随着实际教学的推进，教材修订工作仍在同步进行。

（《课程框架》将幼儿园阶段的中文教育划定为第零
级，安排在小学第一级的前面）。

2.课程大纲
课程大纲指导并监督中文课程的教学方向、教

学进度。在课程框架基础上，针对每学年的每个学
期，阿联酋教育部均提供指导性的课程大纲。课程
大纲包括教学周次、教材范围、话题与交际功能、语
言点、汉字教学点、文化点以及考评的任务类型（例
如口语任务、书写任务或阅读任务等）。结合每个学
期的教学时长，课程大纲对每个学期的教学进度进
行及时的监督和调整（例如某学期有阿联酋重大
节假日、斋月①等），但总体教学进度和教学方向遵
循课程框架。课程大纲是课程框架的具体教学行动
方案。

3. 评测指南
评测指南是中文课程评估有效融入阿联酋基

础教育评估体系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提供课程大纲
和教学设计在评测任务方面的参考。在阿联酋基础
教育体系中，每门课程的评测都由两部分构成：形
成性评测（formative assessment） 和总结性评测
（summative assessment）。形成性评测一般由学习过
程中的各类评测任务构成，占总评测比重的 70%。
总结性评测以期末用来评测学生最终学习成果的
考试任务为主，占总评测比重的 30%。结合中文课
程的教学目标和学习特征，形成性评测包括学生日
常学习进步情况、中文能力发展表现以及口语能力
发展水平等。总结性评测则采用单元测试的方式，
既评测每个单元学习的效果，也评测每个学期最终
的学习成果。评测指南的评估框架和实施方案都由
教育部统一制定，从评测的角度，给课程设计和教
学任务提供参照。例如形成性评测对口语能力有固
定的分值和比例要求，因此，在课堂教学设计中，需
涵盖相应的口语活动和口语评测记录。通过口语评
测记录，再回顾学生的口语能力发展是否达到课程
框架对该水平等级的口语要求。

通过来自以上三个方面的教学指导、课程实施
方案，中文教育形成特定的教学与评测循环模式
（见图 2）。

图 2 教学与评测循环模式
首先，《课程框架》的分级、分技能，对各级的听

说读写四项技能分别制定达标的要求。其次，在每
个学期，由课程大纲来指导教学进度的完成情况，
并由评测指南来检测学习成果是否达标。同时，课
程大纲给评测指南提供支撑材料（例如采取何种评
测方式）和教学信息数据（例如评测范围与教学进
度的统一）。最后，评测指南以记分的方式，回顾检
阅课程框架的达标效果，《课程框架》则在下一水平
等级中重新分配教学行动方案。

4.教材发展
阿联酋公立学校的教材分为三个系列。中学教

材《跨越丝路》是最早开始研发的本土教材，启动于
2019年，是中国教育部语合中心和阿联酋教育部的
合作项目，由华东师范大学承担编写工作。幼儿园
教材《手拉手》和小学教材《你真棒》是语合中心于
2021年底立项的阿联酋本土化教材项目，由国内派
遣至阿联酋的幼儿园和小学中文教材专家带领当
地一线教师共同编创。

阿联酋中文教材当前仍处在试用、修订、完善
的阶段。以中学教材《跨越丝路》为例，该教材从
2019年 9月起开始试用第一版。经过一年多的使
用，基于一线教师对使用教材效果的反馈，该教材
持续修订、完善，形成了在 2020年 9月开始试用的
第二版和在 2021年 9月开始试用的最新版。《跨越
丝路》包括六个级别②，供初中七年级至高中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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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使用。每个级别分三册，每一册都对应使用在该

学年的每个学期（阿联酋公立学校每学年是三学期

制），每一册难度等级与《阿联酋全国中小学中文课

程框架》同步。为了最大限度配合阿联酋公立学校

的学期时长，该教材每个级别三册的体量有所区别，

例如第一册供该学年的第一学期使用，分为三个学

习单元，共计九课。第二册和第三册均只有两个学

习单元，共计六课，供第二学期和第三学期使用。

阿联酋教育部对中文教育的规划是，要突出中

国文化的特色、强调中阿两国语言和文化对比，这

也成了阿联酋中文教材的重要编写理念之一。《跨

越丝路》从文化对比、文化包容的角度，编排的教材

人物角色包括中国人、阿联酋人和其他阿拉伯国家

人。例如第一册的话题背景设定在迪拜酋长国，以

阿联酋文化为载体展开中文学习。第二册的话题背

景则设定在中国上海市，教材人物角色中的阿联酋

人在上海的学校里学习，并以中国文化为载体展开

中、阿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对比。

此外，考虑到该教材面向阿联酋公立学校青少

年学习者，教材编排考虑了学生的年龄、学习特征

等。例如《跨越丝路》中的人物角色年龄设定为青少

年学生。在学习方法上，教材鼓励学生采用“发现

式”的学习方式，从中文语言、汉字、文化等多方面

发现探索中文的特征、中文与阿拉伯语及中国文化

与阿联酋文化的差异。教材编排内容贴近面向青少

年的教学实际流程，把复习、生词、短语、单句、对话

等各个环节以“讲—练—讲—练”的循环顺序呈现，

而不是将生词、课文、操练等环节各自独立开来单

独讲练。

5. 师资现状

阿联酋公立学校中文教师均为输入型教师〔9〕。

目前在岗中文教师共计 185名。师资选拔由阿联酋

教育部监督，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实

施（2019年由孔子学院总部负责）。通过培训与教学

质量监查，中文教师发展培训呈现自上而下的层级

模式（见图 3）。

图 3 教师发展培训层级

首先，中文教师由孔子学院总部实施招录并统

一完成岗前培训。其次，岗中的教师的职业能力发

展培训统一由阿联酋教育部、国内对口培训基地制

定和实施。根据阿联酋的学期制度，教师应在学生

开学前一周到岗。因此，大体上每个学期均有一个

星期的时间作为教师的岗中培训时间。再次，中文

教师的教学活动设计由所在教学片区的中文项目

负责组考核，并定期通过教案审查、观课、评课、教

师发展（professional development）交流会等，进行教

学质量跟踪与培训。在各层级中，来自“教学实施”

环节的教学培训对中文教学影响最大，是师资本地

化培训发展的直接动力。

总的来看，在阿联酋中文教育推进速度快的同

时，教学项目类别比较清晰，即三语教学项目和选

修类第三语言教学项目。但 CBI与两类中文教学项

目的关系尚未厘清，需要进行深入分析。

三、CBI理念在阿联酋中文教育的调查

阿联酋中文教育目前有两类教学项目。第一类

是哈姆丹·本·扎耶德学校的三语教学项目（以下简

称 H项目），第二类是公立学校的选修类第三语言

教学项目（以下简称 P项目）。

（一）项目基本情况

1. H项目

2006年 9月，阿、英、中三语课程率先在阿特法

阿布扎比幼儿园（Rawdat Atfal Abu Dhabi，后搬移

校址发展成为现今的哈姆丹·本·扎耶德学校）实

施，标志着阿、英、中三语项目在阿联酋落地生根。

自 2006年至今，历经十多年的发展，中文课程覆盖

哈姆丹·本·扎耶德学校幼儿园到高中①所有阶段。

① 阿联酋公立基础教育的幼儿园阶段包括幼一和幼二两个年级。小学阶段是一至四年级。初中阶段为五至八年级。九至
十二年级属于高中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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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起，受新冠疫情影响，该校所有教学活动

转为线上教学，但教学大纲和教学安排仍与常规线

下教学相近，两者具有一致性。H项目各阶段教材

和课时具体如下。

幼儿园阶段：根据阿、英、中三语教学大纲，围

绕十个教学主题，结合《轻松学中文（少儿版）》1a、

1b、2a、2b四册教材中的相关内容开展主题式教学，

每周 1学时，每学时 30分钟。

小学阶段：使用《轻松学中文（少儿版）》3a、3b、

4a、4b四册教材，每周 2学时，每学时 45分钟。

初中阶段：使用《轻松学中文（青少年版）》第一

册至第三册，每周 2学时，每学时 45分钟。

高中阶段：使用《HSK标准教程》第二册和第三

册，每周 2学时，每学时 45分钟。

由于教育主管部门的调整，H项目在 2019年 9

月前，各阶段每周 5学时，每学时 45分钟（幼儿园

阶段每学时包括 30分钟独立中文教学时间以及 1

小时三语故事环节，该环节由阿拉伯语、英语和汉

语三位老师合作讲授同一个绘本故事，并开展小组

语言活动）。2019年 9月后，各阶段每周 2学时。

根据阿联酋教育部对课程计划的要求，H项目

幼儿园阶段的中文教学大纲参考阿、英大纲编写，

教学内容与该阶段的阿拉伯语、英语教学主题同

步。教学主题包括：水果、动物、天气现象、文具、家

庭称谓、职业、节日、国家、宇宙太空、颜色、自然环

境。每个主题的教学周期为 3至 4个星期。中文选

择与教学内容相匹配的主题绘本。各主题的词语多

以名词为主，句型以简单陈述句为主，句长控制在 4

到 6个字之间。疫情期间，幼儿园阶段的阿、英、中

三语主题同步的教学模式受到影响，中文教师单独

教授主题内容，以词语和句子为主，用主题儿歌、线

上游戏类教学平台、阿联酋教育部 LMS（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综合学习管理平台等辅助。

H项目小学阶段使用《轻松学中文（少儿版）》

作为教材。该教材分为四级，每级分为 a和 b两册。

结合 H项目实际教学进度，小学阶段使用该教材的

3a、3b、4a和 4b分册。《轻松学中文（少儿版）》根据

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选取贴近儿童生活的话题

或儿童感兴趣的事物，教材趣味性较强。

初中阶段承接小学阶段的中文学习，以《轻松

学中文（青少年版）》第一至第三册作为教材。初中

阶段开始引入汉字教学，为下一个阶段的学习打下

辨识汉字和中文阅读的基础。同时引入考试，采用

“以考促学”方式，鼓励学生在初中阶段参加 HSK考

试。H项目自 2016年起增设 HSK考试，新冠肺炎疫

情以前，累计共有三届初中阶段的学生参加 HSK一

级考试，且通过率保持在 80%左右。

H项目高中阶段以赴华攻读学位为目标，教材

使用《HSK标准教程》第二、三册。教学内容与 HSK

二、三级考试大纲内容对接。学习内容上更注重本

土话题，如迪拜世博会中文导游解说、阿联酋五十

周年远景规划等。

2. P项目

P项目的中文课程覆盖幼儿园到高中的所有年

级。幼儿园阶段使用绘本式教材《手拉手》，并采用

主题式教学，每周 2学时，每学时 30分钟。小学一

至四年级使用《你真棒》教材，每周 2学时，每学时

45分钟。初中和高中七至十二年级使用《跨越丝

路》，每周 2学时，每学时 45分钟。

幼儿园阶段的中文教学主题与该阶段的阿拉

伯语、英语教学主题同步。绘本主题涉及身体、成

长、宠物、动物园、地球和宇宙、花园和果蔬、关心地

球、天空和天气等，每个主题的词汇以名词为主，句

型以简单句为主。每个主题的教学活动有“认一认”

（学词语）、“说一说”（学短句）、“唱一唱”“玩一玩”

“讲故事”“看世界”和“学汉字”。

小学阶段的教学内容参照 YCT词汇大纲和话

题大纲。教学主题包括问候、年龄、感谢、家人、身

体、朋友、国家、国籍、日期、食物等。语法点包括人

称代词、疑问代词、数词、量词、数量短语、时间词、

时间状语等。按照阿联酋小学一至四年级的学段，

每学年有三个学期的学制，小学教材《你真棒》共有

四部。面向每个学期，每部由三册组成。总体上看，

小学阶段教材每个单元的教学活动基本一致，并遵

循“学习—操练”的模式。教学活动具体包括词语、

句子表达环节的“学词语”和“说一说”、综合练习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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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所有教学活动转成线上教学。幼儿园阶段调整成每周 1学时，每学时 30分钟。小学至高中阶段周学
时数和每课时长与常规时期一致。

从表 1可以看出，P项目各阶段的教学单元数
量相对平均，呈现出跟阿联酋公立基础教育学制、
学期周数对等的关系。例如从小学到高中，每学年
的第一学期都是三个教学单元，第二、第三学期均
是两个教学单元。相比之下，H项目教学单元数起
伏较大。H项目的幼一和幼二均学习十个主题，也
就是十个单元。小学阶段每个年级八个单元。初中

阶段比较特殊，五年级以复习小学阶段的内容为
主，相对比较容易，因此一学年总共包含十五个单
元。六年级开始教授新内容，且难度增加，六年级至
八年级每个年级九个单元。高中阶段以 HSK考试大
纲为主要教学内容，各年级单元数并不完全均等。

3. 教学内容
H项目和 P项目都以教材和教学大纲设置的

节的“练一练”“做游戏”“学汉字”“看世界”“小任

务”和“自测”。小学阶段系统性学习拼音从三年级

开始，一、二年级仅使用拼音，但不作为教学内容。

一、二年级设置有输入型的阅读环节“故事会”，三、

四年级调整为输出型的表达环节“小剧场”。

初中和高中七至十二年级的教学内容，在等级

上对照 HSK三级至四级大纲。由于在中文项目实

际运行中，有的初中或高中属于新开设中文的项

目，中文教学只能从零起点开始。因此，针对此类学

校的中文教学，初中从七年级且从零起点开始，教

学等级对照 HSK一至三级大纲（学习年级将从七年

级至十二年级）。而零起点开始的高中从十年级开

始开设中文课程，教学等级也从 HSK一级开始，最

终达到介于 HSK二级到三级之间的水平。初中和

高中的测试方式是随堂测试和平时口语水平测试。

测试在每个学期末进行，由中文项目组根据所有学

校的平均教学进度，以 HSK考试题型为参照，编排

测试内容。

（二）项目之间的比较

1. 教学大纲

由于阿联酋设立两类中文教学项目的目标不

同，即 H项目和 P项目有完全不同的教学定位，因

此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完全不同。教材方面，两类

项目所使用的中文教材如前文所述，教材差别非常

大。教学大纲方面，H项目的教学大纲每一学年都

由一线教师自行拟定，主要根据教材、各学年计划

来编制，最终汇编成针对每个学年的自下而上的教

学大纲。P项目的教学大纲是在《课程框架》指导下，

依照自编教材的内容和进度，自上而下为各学年、

各学期分配统一的教学大纲。

2. 教学设置

H项目在 2019年 9月前，幼儿园至高中各阶

段每周 5学时，每学时 45分钟（幼儿园每学时 30

分钟）。经 2019年 9月教育主管部门调整后，H项

目各阶段改为每周 2学时、每学时 45分钟（幼儿园

阶段仍然保留每学时 30分钟的独立中文教学时间

以及 1小时三语故事环节，该环节由阿拉伯语、英

语和汉语三位老师合作讲授同一个绘本故事，并开

展小组语言活动）。也就是说，经教育主管部门调整

后，H项目与 P项目各阶段的教学课时是相同的①。

但是，从教材和教学大纲的体量来看，两个项目之

间的教学单元数是有较大差异的（见表 1）。

表 1 H项目和 P项目各阶段教学单元数统计对照 （单位：单元）

教学
项目

幼儿园

幼一 幼二
一
年级

二
年级

三
年级

四
年级

五
年级

六
年级

七
年级

八
年级

九
年级

十
年级

十一
年级

十二
年级

H项目 10 10 8 8 8 8 15 9 9 9 7 8 10 10

P项目 10 10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小学 初中 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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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展望

（一）CBI运用与标准化教学模式

就项目规划而言，P项目是目前阿联酋中文教

学的主要形式，其发展方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

面，阿联酋中文教学对 CBI的运用体现在教材编排

上。幼儿园阶段以阿联酋教育部规定的十大教育主

题为纲，与阿拉伯语、英语课程的教育主题保持一

致，实现了对同一主题使用不同语言来学习的目

标。小学阶段和初高中阶段，CBI的运用体现在中文

所学内容与其他学科的关联，例如小学阶段教材

“看世界”环节，重在连接中文学习与其他社会科学

常识的学习。另一方面，幼儿园阶段在中文、英语、

阿拉伯语单独授课结束后，使用绘本作为故事情景

教学的媒介，进一步完成使用不同语言的主题式情

景教学，是主题式教学与多学科的综合教学实践。

与 P项目相对应，H项目由于缺少自上而下的

教学大纲，任课教师自行汇编教学大纲时，是以教

材作为主要参照，难免对学生所在中文水平阶段

（如幼儿园阶段、初中阶段）的宏观把握有所偏失，

导致文化点、汉字出现教学量过多或过少的问题。P

项目有自上而下的统一教学大纲，对教学内容的各方

面考虑比较均衡，有助于形成标准化的教学模式。

（二）CBI理念与教材编排

CBI理念对教材编排的要求，体现在以内容或

主题为依托，而非单一地参照语言点大纲。

阿联酋中文 H项目设立较早，并没有形成专门

的教材体系。《轻松学中文》和《HSK标准教程》是 H

项目使用的主要教材，但此类教材的编写出发点并

不是基于内容教学法所提倡的原则。从 H项目的实

际教学调研来看，教师制定的教学活动考虑到了与

学生生活、认知相关的主题、话题，且有多学科的互

动。P项目整体上遵循阿联酋教育部提出的教育理

念，中文教材除了体现出中文语言特征和中国文化

特性之外，还需要兼顾中文与阿拉伯语、英语在语

言教学主题方面的一致性。另外，初中、高中阶段的中

文教材和教学对实现多学科知识关联有助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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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作为实际教学内容，囊括所有语言要素。另外，

文化点和话题点也都是两个项目包含的重点。在本

文调研时，由于 P项目幼儿园、小学阶段的教材正

处在更迭阶段，我们以 P项目七至九年级阶段为

例，与 H项目对等的水平进行对比（见表 2）。

H项目在生词、语法、话题点方面的数量都高

于 P项目，原因之一是 H项目七至九年级阶段的教

学单元数多于 P项目。其次，H项目使用的教材《轻

松学中文（青少年版）》，所涵盖的语言点数量多于 P

项目使用的中文教材《跨越丝路》。通过对教材内容

的统计，两类项目差异最大之处体现在文化点和汉

字教学上。P项目教材内容分配较均等，每个年级汉

字学习总量也趋于均等。表 2反映出 H项目教材内

容上，没有专门设置文化点和汉字学习板块，而实

际教学中，任课教师根据所教班级的水平，自行适

当增加文化点和汉字的教学。

表 2 H项目和 P项目七至九年级教学内容统计对照 （单位：项）

年级
生词 语法 话题 文化 汉字

H P H P H P H P H P

七年级 187 127 34 25 14 18 0 18 0 18

八年级 230 160 48 29 20 16 0 18 0 18

九年级 174 170 50 25 22 16 3 18 0 17

总计 591 457 132 79 56 50 3 54 0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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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se 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UAE

Bo Wei1，2，Jiang Chenhao2，3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Dali University，Dali，Yunnan 671003，China；2.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United Arab Emirates，Abu Dhabi 51133；3. School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

〔Abstract〕CBI emphasizes the integration of language learning with specific subject content. This teaching approach is reflected in

the design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syllabus，the arrangement of teaching materialsand the organization

of teaching activities. Taking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UAE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mpares Chinese

teaching programs in the UAE.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volves all stages of K-12 education in United Arab

Emirates. B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content，and functions of Chinese teaching in each stage，the application of CBI in the

UAE's Chinese teaching project is summarized. After compa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projects of Chinese programs in the

UAE，the effect of optimizing the CBI under the standardized teaching mode is further proposed.

〔Key words〕CBI；the UAE；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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