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塔尔国家汉语教学案例
小李是一位远赴卡塔尔任教的中文教师，卡塔尔距离中国非常遥远，小李到

达卡塔尔后，因为当地的气候等原因出现了水土不服，身体不适等症状，同时卡

塔尔当地的生活习惯也和中国大相径庭，使小李十分不习惯。没多久，小李在精

神上和身体上的症状使他不再拥有一开始那么多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时常出现

一些消极情绪。但即便如此，小李还是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努力从事着

汉语教学工作。抵达卡塔尔一个月以来她一直认真备课，按部就班努力进行着教

学活动。但她发现，对于卡塔尔的学生来说，汉字的学习尤为困难，小李的汉字

课常常经过很长时间的备课，但即便如此，学生们还是常常下了课就完全忘记所

学的汉字，第二堂课再看到这些汉字时，常常还和新的一样。这一现象让小李很

是头疼 ，小李随机询问了几名自己的卡塔尔学生，得知大部分学生都是因为卡

塔尔文字和汉字差异过大，学生们第一次接触方块结构的汉字，实在是不习惯也

很难记住。与此同时，因为汉字学习对于卡塔尔的学生们过于困难，大家也逐渐

开始对汉字产生了一些抵触心理。

得知这一情况的小李很快又上网进行相关信息的查找，却发现当地汉语教育

事业方兴未艾，很少有相应的案例或是经验分享，这可愁坏了小李，因为没有参

考也就意味着小李必须调动自己的积极性去创造性地想出新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小李在经过多方考虑后，想到的第一个办法是将教材内容进行调整，不再按

照书上的节奏进行汉字教学，而是放慢了汉字教学的速度，并且采用图片生动地

介绍部分汉字的由来。这样一来，虽然速度慢了下来，但小李逐渐发现有时到了

第二堂课，学生也能够自主回忆起一些学过的汉字。这样的变化使小李非常欣喜，

并且信心百倍地思考下一步计划。

小李想出的第二个办法把焦点放在了课后，她让学生们分成几个小组，课后

以小组为单位布置了作业，定期互相考核汉字认读，并且准备了相应的奖励机制，

在测验中表现较好地小组可以获得一些例如中国结之类的小礼物。愿意学习汉语

的卡塔尔学生们对中华文化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为了获得心仪的小礼物自然开始

努力完成汉字学习任务。就这样，在课下，小李的汉字教学成果也得到了巩固，

同时她也惊喜地发现，学生们对于学习汉字的抵触情绪也逐渐被减弱了。

小李看着自己策略取得优秀的成果很是开心，但她逐渐发现，虽然这些方法

使学生们学习的汉字得到巩固，也放松了学生们的心态，但因为课时少，同学们

所能掌握的汉字与需求相比仍然有很大一部分差距。于是小李的目光便放到了卡

塔尔华翼青少年艺术团的活动上，卡塔尔华翼青少年艺术团在当地通过举办线上

春晚、中文歌曲比赛、诗词大会、中秋晚会等多姿多彩的文娱活动的方式，让学

生在文化艺术活动中使用中文，从而提高他们的中文水平。小李组织自己班级的

学生在课后学习写毛笔字，并组织大家将书法作为才艺，一同去参加艺术团准备

的晚会。这样一来，学生们学习汉字的积极性又大大提升了，大家认真的跟着小

李老师学习书法，并且最后成功的登上舞台，一起完成了那一学期的汉字学习任

务。

小李对于自己在汉字教学中取得的成果感到十分开心且富有成就感，从此以

后小李对于在卡塔尔任教这份工作也有了更高的热情，她积极参与当地的其他汉

语相关活动，为这些活动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其中包括中国的大学和卡塔尔

合作举办的“汉语桥“项目，这一项目旨在促进两国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

也为卡塔尔学生提供沉浸式，高质量的汉语学习和文化体验，小李在工作之余，



积极参与到这些有关活动的志愿工作中，积极地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也

是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让=加充实。一来二去，小李发现自己没有一开始那么消

极了，她开始享受卡塔尔的风土人情，开始在这份工作中取得快乐，文化休克的

现象也逐渐被克服了。

在这一案例中，小李作为远赴卡塔尔的外派教师，积极地面对自己的工作与

生活，十分值得学习。首先是小李在自身状态出现问题时积极调整，尽力不影响

教学工作，承担自己作为外派汉语教师的责任与义务，说明小李具有良好的精神

素质值得我们学习。其次，在汉字教学遇到问题时，小李没有得过且过忽视问题，

而是积极地为出现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在没有例子参考地情况下也没有放弃，

积极地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根据教学对象地现状去积极思考解决办法。同

时，小李也愿意从多方面思考问题，从多方面解决问题，这一点也十分值得我们

学习借鉴——遇到问题要从多角度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可能不止一种，我们可

以积极结合不同的方法以求得效果的最大化。最后，小李愿意参加不同的对外汉

语教育活动，愿意为了对外汉语教育事业添砖加瓦而又不求回报，这种奉献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并带入自己的学习与工作中，要将这样积极的工作态度不断传递下

去。

除此之外，结合这一案例与所查到的资料，我们还能看到一些卡塔尔国家汉

语教学目前的现状，在此稍作总结。首先，卡塔尔当地的汉语教育事业刚刚起步，

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华文学校的，但当地外来人员较多，包括很多华裔，因此汉

语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势在必行的，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当地学习中文的人

数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当然，学生群体也不止局限于华裔，也包括来自其他国

家的学生们。受到前辈刘慧老师的帮助与影响，当地于 2018 年开始就举办了面

向青少年的周末语言班，课程呈现大众化、民俗化的特点。其次，从案例中我们

也得知，当地存在卡塔尔华翼青少年艺术团这一组织，资料显示，卡塔尔的中文

教育机构与从业者善于通过艺术和文化活动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实际应用

能力，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多种不同的汉语文娱活动。最后是“汉语桥“的相

关活动，截至 2024 年八月，已经有三所大学在卡塔尔开展”汉语桥“活动，促

进了这一国家汉语教育的发展，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卡塔尔的汉语教育在不久

的将来无疑会得到更加迅速的发展，汉语正在一步步走入卡塔尔，也在一步步走

向世界。

（案例来源于 2024 年 2 月 2 日对卡塔尔大学孔子学院外派教师李老师的电话采

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