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场“补课风波” 后：中埃“星期六”文化差异启示

2023 年 9 月，我作为一名普通的外派教师来到埃及一所高校任教。日常课

程由教务系统安排，没有任何争议，我的教学对象都是成年大学生，他们纪律严

明，在汉语课堂上表现良好。我原以为我在海外的第一段执教生涯将会在稳扎稳

打的平淡中度过，直到这年 12 月份，我开始暂代学院对接中方工作的负责人。

除了上课以外，我还要处理学院的一些行政工作，这段时间我时常要负责上传下

达一些活动安排日程，由此开始对中国文化与埃及文化中“星期六”的不同有了

别样的认识和体会。

有时安排活动或预定会议，埃及方会告诉我“下周六”，我下意识按中国时

间算法习惯，哦！下周的的周六，我直接在手机日历里标注一下就可以了。但是

事实证明我错了，因为埃及和中国对于每周第一天的界定是不一样的。

一些信奉基督教的西方国家会将星期日定义为每周的第一天，而中国人认为

星期一就是第一天。可在埃及，每周的第一天是星期六！

在我没遇到这个文化差异带来的问题之前，我没有思考过两国关于“周一”

界定的不同会给我的课程带来什么影响，我一门心思认为只要我把每周的任务都

提前标注好，管他周一还是周六呢，只要我能照着日历按时上班就行了！直到那

一天，我要外出参加一个为期三天的培训，需要通知学生们“串课”，我才第一

次直面了这个问题。

我的汉语班上课时间是每周一和周三，这周日到下周二我将外出培训，于是

在这周三的课间我和学生们一起商量串课办法。

教师：“同学们，这周日（12 月 16 日）到下周二（12 月 19 日），老师要

到外出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所以下周一（12 月 18 日）的课不能上了，我们在

这个星期六（我指 12 月 15 日）我们补一次课可以吗？”

学生们顿时一脸茫然，我想难道是我话说得太快，学生们没有听清楚吗？于

是我清晰慢速地又重复了一遍，班级里沉默了良久，终于有位“勇敢”的同学说：

“老师，我们星期六没上课呀。”

对呀！我更疑惑了，本来星期六就是没课的，所以我才想在星期六给大家补

下周一的课，如果不补课的话，缺的那一次课可能就补不上了，我想尽量弥补因

为我造成的教学进度损失。



“老师，下周六补课吧！”

我不太明白，明明这周六就有空为什么还要拖到下周六补课呢？也罢也罢，

也许我通知的急了，学生们周六已有别的安排，最终我决定主动做出让步。

“好吧。”于是我在黑板上写下：临时上课时间——12 月 23 日。（我认为

的下周六）

我立刻听到有学生发出了疑惑的口气，紧接着好几名同学同时说：“老师，

不是 12 月 16 号吗？”

我说：“那不是这周六吗，刚才大家说下周六补课，我们就 12 月 23 日再上

课。”

依然有几个学生继续说：“下周六就是 12 月 16 号！”

我意识到应该出现了一些问题，我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于是我缓和了语气，

放松了神经，与他们沟通：

“在中国，每周的第一天是星期一、第二天是星期二……最后一天是星期日。

你们呢，每周的第一天是星期几？”

大家不约而同地大声回答：“星期六！”

原来是这样！我只好“投降”。

“那我们下星期六（16 日）上课，下星期一不上课了，对不对？”

学生们集体点头表示认同，而我长舒了一口气。

于是我开始趁热打铁、现学现卖，马上找到学院里负责开关教室、借出多媒

体设备的后期人员，告诉他我们下星期六（12 月 16 日）有课，请他到时间来开

门，以防周末教学楼门和教室上锁，我们无法补课。在埃及，周五和周六通常为

休息日，周五全体休息，周六会有部分单位开始上班，大多数单位在周日开始上

班。由于我所任教学校也从周日开始上班，以至于我一直认为“周日”才是埃及

人的“周一”。

不出所料，12 月 16 日，后勤人员提前来帮我开门并准备好了多媒体设备钥

匙，我的学生们也都正常出勤，这次“命途多舛”的补课最终顺利进行了。这也

验证了“在埃及，每周的确始于周六”。

课后我查阅资料得知：在埃及，每周的第一天是星期六。这一算法主要源于

宗教和历史的影响。埃及主要信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历以月亮的运行周期为基



础，一周七天的顺序与公历有所不同。在伊斯兰教的传统中，星期六被视为一周

的开始，具有特殊的宗教意义。

在中国，每周的第一天是星期一。这一算法主要是基于国际通用的公历纪年

法。在公历中，一周七天的顺序是固定的，星期一被普遍认为是一周的开始，用

于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安排。

通过这次的“补课风波”，我更加意识到了跨文化交际和沟通的重要性。作

为一名在海外任教的汉语教师，我应该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去接纳和欣赏不同的

文化，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特点和价值，促进跨文化交流与合作，推动文

化的融合与发展，为构建一个和谐、多元的世界做出自己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