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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以埃及开罗大学 中文系 中 国诗歌教学为研宄对象 ， 主要研宄 ２０ １ ８ 、 ２０ １ ９ 和

２ 〇２ ０ 年高级学生中 国诗歌的 习得情况 ， 对 中 国诗歌课的课程设置 、 课程师资 、 课程

教材以及教学法四个方面进行调查与思考 。

学生对课程 目标 了解程度还可以 ， 但是老师和学生都认为诗歌课程未达到教学 目

标 ， 主要原因是使用 的诗歌教材不好 。 此外 ， 很多学生还认为中 国诗歌对他们 的未来

工作生活没有帮助 ， 这都是学生对诗歌产生情绪的主要原 因 。 为 了解决这个 问题 ， 教

师可 以想 出
一些方法去激发学生的兴趣 ， 也可 以给学生列 出涉及到 中 国诗歌的不 同工

作 。

关于师资 ， 开罗大学中文系对上诗歌课的老师的 国籍和专业没有具体的要求 。 而

学生都认为 中 国诗歌课 由埃及老师上更好 ， 专业是文学最好 ， 还认为 中 国老师上课是

有困难的 。

目 前埃及缺少关于中 国诗歌的相关资料 ， 这是开罗大学中文系负责老师无法选择

合适教材的最大阻碍因素 。 笔者发现 ， 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 ， 都对诗歌教材完全不满

意 。 现有教材不足的地方就在于 ： １ 、 内 容不全面 ， 只包括现代诗 。 ２ 、 教材缺乏
一些

重要的部分 ， 比如
“

生词解释
”

、

“

专业词语
”

、

“

专业知识
”

、

“

扩展阅读
”

、

“

讨论题
”

、

“

练习题
”

等部分 。 ３ 、 诗篇题材不是多样化 。 老师和学生总体上都认为教材不适合

埃及学生学 习 。

中 国诗歌课的教学方法方面 ， 大部分学生对使用过的
“

多媒体法
”

和
“

思维导 图

法
”

两种教学法满意 ， 就是认为不够有趣味性 。 通过问卷调查 ， 笔者发现埃及学生对

“

故事 引 入法
”

、

“

古诗今译法
”

、

“

汉阿翻译法
”

、

“

画 图释词法
”

、

“

配乐诵读法
”

和
“

诗

歌朗诵法
”

都很感兴趣 。

关键词 ： 中 国诗歌 ； 开罗大学 ； 中 国诗歌教学 ； 中 国诗歌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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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要感谢中 文学院的张晓慧院长 ， 通过与她的交流 ， 也开阔 了 自 己的视野 ，

在她的帮助下 ， 我才能克服许多 困难 ， 处理很多事情 ， 使我在北外的研究生生活过得

很顺利 。

最后 ， 我要感谢我的母亲 ， 正是她的支持 、 理解和包容 ， 才使我在求学路上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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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绪论

１ ． １ 研宄缘起

中 国诗歌有绵延数千年的历史 ， 在海外 中 国文化传播和汉学研宄中 占有重要地位 。

本人在埃及开罗大学教学实习三个月 的时间 ， 印象最深刻的是开罗大学中文系参加 中

国诗词 比赛的选手 ， 从选手的反映当 中 ， 我能看出他们对中 国诗歌的大兴趣 ， 其 中有

些学习汉语不到两年 ， 就能积极背诵很多 中 国诗歌 。

另
一方面 ， 作为

一位来 自 埃及的学生 ， 通过在埃及四年的汉语学习 ， 笔者发现 ，

埃及开罗大学中文系 的高级阶段学生 ， 在学 习 中 国诗歌的过程中经常遇到不少 的 困难

和障碍 ， 对中 国诗歌学习有了不好的 印象 ， 产生了
一

种焦虑情绪 ， 跟以上提到 的 中级

阶段学生 比较 ， 前者毕业后对中 国诗歌最简单 、 最基本的知识的 了解很少 ， 而且诗歌

课程教材 内容总是有 问题 。 因此 ， 笔者决定调查在开罗大学 中文系高级阶段的学生学

习诗歌的具体情况 ， 了解其困难产生的缘故 ， 为此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法 ， 同时也要对

大四 的学生使用 的诗歌教材进行分析 ， 得 出该教材的不足之处 ， 提 出对应的建议 。

１ ．２ 研宄意义

诗歌是语言文学的
一

种表现形式 ， 也是每个国家文化的重要部分之
一

。 当然 ， 中

国诗歌也不例外 ， 它是 中华文化和语言的重要标志 。

通过汉语诗歌学习 与运用能让埃及学生更清楚 、 更好地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的发展和悠久历史的进程 ， 能让他们认识 中 国诗歌的文化深厚的诗人 ， 认知 中 国诗歌

丰富 多彩的手法 。 埃及学生通过中 国传统文化的学习 ， 可 以增进 自 己对 中 国 的热爱 ，

此外 ， 还可 以提高个人的思维创造力和个人综合素质 ， 同样也能在埃及将 中 国 文化发

扬光大 。

遗憾的就是 ， 虽然汉语诗歌在埃及对外汉语教学 中是不可缺少 的 内 容 ， 但其地位

和作用不是很高 。 埃及学生们
一直渴望 了解更多 的 中 国文学知识 ， 汉语老师也希望找

到
一

种合适的教学方法可 以将汉语经典文化快速 、 有效地传递给埃及学生 。 不过在实

际教学中 ， 学 习者遇到 了很多 困难 ， 当然 ， 如果中 国诗歌教学中存在 问题 ， 就不能达

到诗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 的 目 标 。 要提高对外汉语诗歌教学的效果 ， 就必须对诗歌教

学 内 容 、 教材 、 教学法等方面进行研宂 ， 加 以完善 。

笔者希望通过这次研宄 ， 能够为在埃及的 中 国诗歌教学付出
一

点贡献 ， 提高汉语

诗歌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 改善诗歌教学体系 ， 调动埃及学生的诗歌学习积极性 ， 帮

助他们更顺利地学习 中 国诗歌 ， 了解中 国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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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研究内容

本文研宄主要调查埃及开罗大学 中文系 中 国诗歌教学的现状 。 本研究通过发现问

题一一分析 问题——解决 问题的思路 。

笔者首先与 中文系三位老师进行访谈 ， 了解开罗大学中文系 的诗歌教学现状 ， 然

后进一步对高级阶段
一

部分学生进行调查 ， 了解他们对诗歌学习 的态度和需求 ， 并 了

解他们对老师 、 教学方法和教学 内容三个方面的满意度 。

其次 ， 笔者通过诗歌课程设置说明 、 对学生的 问卷调查 以及对老师进行的访谈 ，

分析了 中 国诗歌课程设置 、 课程开设意义 、 课程师资 、 教学 内容 、 教学方法等诗歌教

学方面 ， 并且得 出每个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 ， 作为开罗大学 中文系毕业生 ， 结合 自 己

的经验以及调查结果分析 ， 讨论该如何改进这些不足的地方 ， 总结 出能提高埃及学生

的 中 国诗歌学习 的积极性和兴趣的
一些方法和建议 ， 还得出 了 中 国诗歌课程教材该怎

么编写 、 教材 内容该怎么选取的想法和思考 。

笔者还把中 国诗歌的发展历史 ， 以及学生对教材的意见和建议相结合 ， 总结对开

罗大学 中文系诗歌教材编写的策略和思考 ， 得出 了教材编写设计大纲设想 以及教材小

节编写设计设想一以 《相信未来 》 为例 。

１ ．４ 研究方法

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为访谈法 、 问卷法和文献阅览法三种 ：

第
一

， 访谈法 。 本研宄要深入地访谈中文系系主任和上过中 国诗歌课的老师 ， 通

过与他们的交流 ， 了解诗歌教学的实际情况、 了解课程的设计想法 ， 收集诗歌教学方

法和建议 。

第二 ， 问卷调查法 。 本研宄需要 了解埃及学生学习 中 国诗歌的态度 ， 了解他们对

汉语诗歌教学包括师资 、 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评价和需求 。

第三 ， 媒体资料文献阅览法 。 以诗歌理论 、 对外汉语教学理论为指导 ， 把所有的

材料结合在
一起 ， 进行分析与反思 ， 为本文做好理论支撑 。 笔者首先开始检索在海外

的 中 国诗歌传播和 中 国诗歌教学相关的文献 ， 开始为论文研宄奠定基础 。

１ ．５ 研宄设计

一

、 埃及开罗大学中文系 的 中高级阶段的学生 已经对中 国文化有
一

定的 了解认识 ，

他们其中有些对中 国文化尤其是诗歌有浓厚的兴趣的学生 ， 也有些对中 国诗歌产生畏

难情绪的学生 。 那么到底开罗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为何对中 国诗歌学习有兴趣或产生情

绪 ？ 是哪
一

种 因素导致他们不能积极学习 中 国诗歌呢 ？ 是哪
一

种因素提升他们 的兴

趣 ？ 到底是课程 目 标的 问题 ， 还是任课老师的 问题 ？ 是教学 内容不合适还是教学方法

２



不合适 ？ 基于这样的情况 ， 本人就对开罗大学 中文系 的三位老师进行 了访谈 ， 希望能

有所发现和突破 。

本人选择此次访谈的对象有 ：

１ 、 开罗大学 中文系 的系主任 Ｌ 教授 。 年龄 ： ５ １ 岁 。 性别 ： 女 。 职称 ： 教授 。 教

学经验 ： ２０ 年

２ 、 中文系的 Ｘ 老师 。 是负责上 ２０ １ ８ 年 四年级下学期 的 中 国诗歌课的 中 国老师 。

专业 ： 汉语 国际教育 ， 中 国文学不是她的所专业 。 年龄 ： ３ ２ 岁 。 性别 ： 女 。 学历 ：

硕士 ， 因为毕业后她
一直在泰国还有埃及做汉语教师 ， 所 以还没有职称 。 教学经验 ：

五年

３ 、 中文系 的 Ｙ 老师 。 是负责上 ２０ １ ９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四年级下学期的 中 国诗歌课的

埃及老师 。 专业 ： 文学 。 年龄 ： ３ ３ 岁 。 性别 ： 女 。 学历 ： 博士 。 教学经验 ： １ １ 年

本人通过 Ｗｈａｔ

’

ｓａｐｐ 与三位老师访谈 。

二 、 笔者依据三位老师介绍 的情况 ， 进行 了
一

次针对开罗大学 中文系诗歌课的学

生的调查 。 笔者的 目 的是通过调查 ， 了解高级埃及学生对诗歌课 目标的 了解 、 对中 国

诗歌的态度 以及学习课程的期望 、 对教学方法和教材的期望 ， 希望能从此次调查 中发

现 问题 ， 为论文提供初始资料 ， 提出教学建议 ， 为教材编写相关思考提供理论依据 。

本文 中选定的对象是 ２０ １ ８ 、 ２０ １ ９ 和 ２０２０ 年的 四年级学生 。 被试都来 自 埃及 ， 因

此他们有着同样的生活背景 ， 这形成 了他们的同样文化 。 中文系 四个学年的课程都是

必修课 ， 对象对上诗歌课的 自 觉性不是很高 。 此次教学现状调查开始在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３ １ 日 至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４ 日 结束 ， 在这段时间 内 问答数量到 ６ ５ 个 。 本 问卷总共有 ４０

道题 ， 包括 ３ ６ 道打分题 以及 ４ 道填空题 。

１ ．６ 文献综述

１ ．６ ． １ 海外中 国诗歌教学

在海外诗歌教学方面相关的研宄不多 ， 研宄程度远远不够 ， 可是其中针对中 国 古

典诗歌的研宄最多 。

万雨慧 （ ２０ １ ７ ） 指 出 ， 古代诗词作为 中华文化的瑰宝 ， 对外国学生认识中 国 、 体

验文化 、 感受历史有重要意义 ， 可是到 目 前为止 ， 在中华文化传播中 ， 外 国人还没有

深刻地 了解中 国古代诗词所具有的特色 ， 也没有充分研宄 国际传播的途径 。 想要把中

华文化传播到海外 ， 就应该通过不 同形式传播 出去 ， 但 目 前 ， 课堂教学上传播的主要

是汉语语言本身 ， 其他传播途径 比如诗歌教学途径却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

古典诗词是非常有价值的教学资源 ， 古典诗词进入对外汉语教学 中是
一个值得思

考的 问题 。 张 丫 （ ２０ １ ３ ） 认为 ， 在跨文化教学 中 ， 利用古典诗词对留学生的汉语语言

３



包括语音能力和听说能力 ， 和 中 国文化学 习是非常有意义的 ， 会为他们交际打下 良好

基础 。 还认为 ， 汉语教师作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最影响 的 因素 ， 他们必须受培养 ， 必

须提高 自 己的综合素质 ， 这样才能很好地教授 中 国相关的文化 。 关于使用 的教学方法 ，

张 丫表示对外汉语古诗教学应该特别注意教学方法的选择 ， 认为诵读教学法 、 艺术还

原法 、 多媒体教学法以及古诗今译法四种教学方法都比较适合古典诗词 。

关于诗歌教学方法 ， 王珊珊 （ ２０ １ ３ ） 总结 了几个合适的教学方法 ： 配乐诵读法、

经典字归类研读法 、 情感体悟法故事 引 入法以及诗歌再创法 。 杜小帆 （ ２０ １ ５ ） 为了提

高诗歌课堂教学 ， 加强在对外汉语中 的古诗教学的应用性 ， 就可以使用这些相应的教

学法 ： 听写法 、 歌唱法及诵读法 。 武梦宇 （ ２０ １ ９ ） 研宄发现学生对多媒体的接受度很

高 ， 他们都希望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多媒体展示视频 、 音频以及图片 。

关于教学 内容 ， 张 丫 （ ２０ １ ３ ） 强调 ， 老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选择合适的教学

内容 。 董豪 （ ２０ １４ ） 表示 ， 汉语高级班的诗歌教学 比较负杂 ， 因为
一

方面诗篇可选的

范围广阔 ， 另
一

方面对老师的文化素质和诗歌教学能力有更高的要求 。 杨亚霞 （ ２０ １ ８ ）

认为高级阶段的古代诗歌应该更着重古诗文化 内涵的教学 。

关于诗歌朗诵活动 ， 黄爱平 （ ２０ １ ３ ） 认为 ， 针对来华的汉语学 习者的学习语音 、

语法 、 词汇 、 汉字等方面的相关研宄大部分都 以课堂汉语教学为研宄对象 ， 而 以活动

为研宄对象的研宄很少 。 留学生参加诗歌朗诵活动 ， 能让他们体验到诗歌之美 ， 给他

们带来很丰富的文化信息 ， 帮助他们 了解 、 喜欢 中 国文化 ， 他们把学到的这些文化知

识运用到社会交际中 ， 会使他们被别人认可 ， 这样也会带给他们满足和成就感 。

王珊珊 （ ２０ １ ３ ） 认为 ， 中 国古诗词是中 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但在实际教学中 ，

外国学生经常遇到许多 困难难以解决 。 根据董豪 （ ２０ １ ４ ） 表示 ， 在汉语教学中 中 国古

典诗词未 引 起足够的重视 。

关于在阿拉伯 国家的汉语诗歌教学 ， 目 前还没有相关的研究 。 以
“

埃及 、 中 国诗

歌教学
”

为关键词在中 国知网 中进行检索 ，

一

篇都没有索到 。

１ ． ６ ．２ 海外中国诗歌教＿写

关于留学生 中 国诗歌教学方面 ， 除了有教学理念 、 教学策略 、 培养 目标的研宄和

变革之外 ， 还有课程设置思路以及教材编写相关的研宄 。 通过文献查看 ， 本人发现针

对留学生使用 的诗歌教材的研宄并不多 ， 针对阿拉伯埃及汉语学习者的诗歌教材编写

的研宄似乎没有 。

王园 园 （ ２０ １ ５ ） 指 出 ， 中 国诗歌教学对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 而

对外汉语诗歌教材编写的成功与否 ， 是直接影响到 中 国诗歌教学的质量和发展的 。 目

前没有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标准 ， 但教材编写基本原则可以分为科学性 、 实用性 、 趣

味性 、 针对性 以及跨文化交际等 。 当前对外汉语诗词教材编写的优秀之处 出现在 内容

４



丰富 、 配图和配套资源丰富 、 实用性很强 ， 而不足之处 出现在数量少 、 编写不系统 、

内容不精 。

甘婷 （ ２０ １ ８ ） 得出 了诗词教材编写 的必要性 。 甘婷认为 ， 中 国诗词对学 习汉语和

了解中 国文化有很重要的意义 。 诗词教材有助于语言教学 ， 包括语音教学 、 词汇教学

和语法教学三个方面 。 诗词教材也有助于 了解中 国文化 ， 包括节 日 习俗的学习 、 传统

思想文化的认知 以及古代声乐艺术的 了解三个方面 。

虽然有些研宄者 已经提出 了
一

些合理的建议 ， 但还是需要别 的研宄者进
一

步进行

更深人的研宄 ， 比如怎么编写 出适合阿拉伯汉语学习者的教材 ， 教师到底怎么激发阿

拉伯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等 。

因为针对埃及高校中文系的汉语诗歌教相关的文献几乎是一片空 白 ， 所 以笔者拟

进
一

步进行研宄 ， 为今后的研宄者坚定较好的基础 。

５



第 ２ 章 中 国诗歌课程设置与师资情况调査与思考

２ ． １ 课程親现状

开罗大学中文系 的 中 国诗歌课程在本科四年级下学期开设 ，

一

学期十二周 ， 每周

三个课时 。 第 １ ４ 周期末笔试 。

一

般期末考试 ７ ５ 分 、 平时成绩 ２５ 分 。 总分 １ ００ 分 。

２ ． １ ． １ 课程 ０标

根据该系统的课程设置说明 ， 该课程 目 标主要是 ： 成功完成课程学习后 ， 学生必

须能够 了解中 国古代 ， 现代和当代最重要的诗人及其最重要的文学创作和艺术特色 ，

了解中 国古代 、 现代与 当代文学在诗歌创作上的差异 ， 演绎最重要的诗歌作品 的艺术

特征 ， 区分诗人的艺术特色 ， 表达出诗歌 中的思想 ， 并提出诗歌所反映的观念与 内 容 ，

对所学的诗歌表达 自 己的看法 ， 提出在古代 ， 现代和当代诗歌之间 的差异等 。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 总体上学生对课程 目 标 了解程度还可以 ， 不算差 ， 也不算很

好 。 选择
一

般和 比较 了解 、 完全 了解的共 占 ７ ８ ．４６％ 。

表 ２ ． １ 学生对 中 国诗歌课的课程 目 标的 了解程度

选项
｜

完全不 了解
｜

不太了解
｜

一

般 ｜

比较了解完全了解

百分 比４６２％ １ ６ ． ９２％４４ ． ６２％ １ ８ ．４６％ １ ５ ． ３ ８％

开罗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 Ｌ 教授表示 ： 我认为诗歌教学还没达到其 目 标 。 只有诗

歌教学计划全面地完成 ， 才能达到教学 目标 。 Ｘ 老师也表示 ： 我认为没有达到预期 目

标 。

在问卷调查 中 ， 在 回课程是否符合课程 目 标时 ， 有 ３ ０ ． ７６％ 的学生表示没有达到

课程 目 标 ， ４３ ． ０８％的学生选择
“
一般

”

， ２６ ． １ ５％的学生选择
“

达到
”

， 这表明学生虽

然 比较了解课程 目 标 ， 但基本都认为课程未达到课程 目 标 。 这和系主任 Ｌ 教授 、 Ｘ 老

师的评价是
一致的 。

表 ２ ．２ 课程实施是否符合
“

课程 目 标
”

选项 ｜

完全不符合
｜

不太符合
｜

一

般 丨

比较符合
｜

完全符合

百分 比 １ ５ ． ３ ８％ １ ５ ． ３ ８％４３ ．０ ８％ １ ６ ． ９２％９ ．２ ３％

针对埃及学生的古代 、 现代与当代诗歌课程的教学还是很不足的 。 本科从
一

年级

一直到 四年级的下学期才开设了 中 国诗歌的课程 ， 课时也 比较少 ，

一

周 只有
一

节课 ，

一

节课三个课时 。 关于这个 问题系主任 Ｌ 教授表示 了 ：
“

诗歌课程的时数是不够的 ，

６



但是这就是我们所能做的 。 因为 中文系本科生的讲座总数本来很少 ， 在四个学年 中的
＇

前两年我们更着重语言类的课程 ， 然后 ， 从三年级开始 ， 我们开始教授历史 、 文 明和

文学等更专业的科 目 ， 因此 ， 我们只 能将诗歌加到 四年级的科 目 中 ， 尤其因为学生那

时候的汉语水平会 比较高 ， 这使他们更能够理解众所周知很难学的 中 国诗歌 。

表 ２ ． ３ 考查学生对诗歌课程时数的满意度
＾

Ｍ
｜

完全不满
｜

不太满意

￣￣

＾
￣￣

｜

比较满意
｜

完全满意
．Ａ

＊

－

 

百分 比 １ ． ５４％ １ ２ ． ３ １％ ３ ６ ． ９２％３ ３ ． ８ ５％ １ ５ ． ３ ８％

关于课程时数 ， 通过 问卷调查 ， 我们可以看到 ， 学生基本上都认为诗歌课时数合

适 。

通过与系主任 Ｌ 教授的访谈 ， 我们发现她认为诗歌课程时数少 ， 而通过 问卷调查 ，

发现学生满意课时 。 不过 ， 在 问卷中 ， 很多学生表示诗篇数量多 ， 他们不能在一个学

期 内很好地掌握教材里所有的诗歌 。 学生认为教材 内容多 ， 系主任认为课时少 ， 在这

个基础上 ， 笔者认为学生认为 内 容多 的主要原因就是教学时数不够 ， 尤其是因为诗歌

教材本来 只有 ７ 篇 ， 跟其他诗歌教材相 比 ， 该教材的 内 容并不多 。

２ ． １ ．２ 课程效果

通过与系主任 Ｌ 教授和 Ｙ 老师的访谈 ， 我们发现学生不怎么 了解诗歌课程开设

的意义 ， 也不 了解学习诗歌的重要性 ， 这也导致他们不喜欢上中 国诗歌课 。

系主任 Ｌ 教授表示 ： 埃及学生不只是对中 国诗歌课有焦虑情绪 ， 他们对所有的文

学类课有不好的情绪 。

”

Ｙ 老师也表示 ： 有些学生喜欢诗歌 ， 也有些学生不喜欢诗歌 ，

为 了能解决这个问题 ， 那么应该先知道他们不喜欢诗歌的原因 ， 是不是因为 中 国诗歌

很难学习 ， 是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教材不好用 ， 对他们没有帮助 ， 是不是因为他们

觉得学 习 诗歌对他们未来的工作没有大的关系 ， 所 以我们 需要先 了解再解决这个 问

题 。 然后继续说 ： 我认为老师应该帮助学生理解诗歌教学的重要性 ， 帮助他们知道

诗歌学习对汉语语言水平有
一

定的作用 ， 这样会让他更积极地学 习诗歌 。

通过两位老师的访谈记录我们可 以发现 ， 老师们不是很确定埃及学生对 中 国诗歌

课的产生焦虑情绪的主要原因 ， 她们每
一个老师猜出 的原因都不一样 ， 但是笔者还是

觉得两位老师说的都非常重要 ， 不管是教学 内容不合适的 问题 ， 还是学生 自 己对诗歌

不感兴趣的 问题 ， 还是学生觉得学习诗歌没必要的 问题 ， 对埃及学生的诗歌学习都有

很大的影响 。 因此 ， 我们通过 问卷调查考查学生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 看他们到底为何

对中 国诗歌有畏难情绪 。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 认为诗歌在该专业 中 的地位不重要的学生只 占 ２ １ ． ５ ４％ ， 认

７



为中 国诗歌很难学的学生共 占 ２６ ． １ ５％ ， 而认为 中 国诗歌对未来工作没有作用 的学生

占 ６０％ 。 这个结果说明 ， 诗歌难度不是最学生对中 国诗歌学 习 的积极性影响最大的 因

素 ， 诗歌课重不重要应该也不是产生学生对诗歌课的畏难情绪的 因素 。 不过最 明显的 ，

是大部分学生都觉得学 习 中 国诗歌对他们未来的工作没有作用 ， 这才是最关键的
一

个

因素 。

表 ２ ．４ 对诗歌学 习产生畏难情绪的原因

完全不符合 不太符合 一

般比较符合完全符合

中 国诗歌对未来
４ ． ６２％ ９ ． ２ ３％２６ ． １ ５％３６ ． ９２％２３ ． ０８％

的工作没有作用


中 国诗歌很难学 １ ６ ． ９２％ １ ３ ． ８ ５％４３ ． ０ ８％ １ ６ ．９２％９ ． ２３％

中 国诗歌课在我

们 的专业中没有 １ ５ ． ３ ８％２６ ． １ ５％３ ６ ． ９２％ １ ３ ． ８ ５％７ ． ６９％

重要的地位

开罗大学中文系大四 的诗歌课程是必修课 ， 学生没有选择 自 由 ， 此外 ， 学生还认

为中 国诗歌对他们的未来工作生活没有帮助 ， 这都是学生对诗歌产生情绪的主要原因 。

那么为 了解决这
一

个问题 ， 我们只能给学生说明为什么要学习诗歌 ， 为什么诗歌

朗诵很重要 ， 可以想 出
一些新的方法 ， 去激发他们的兴趣 ， 还可 以提前为他们的疑 问

提出合适的答案 ， 这可能帮助学生接受学习这 门课 。

要让学生对这 门课程产生浓厚的兴趣 ， 先必须解决这些 问题 ：

１ 、 很多学生想 ， 如果这 门课的 内容对未来的工作没有作用 ， 那就不用上不用学

习 。 首先学生必须理解诗歌是文学百花园最有艺术表力 的体裁 ， 也许看起来对 以后的

工作的作用不是很大 ， 但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是培养人们 良好语感和作品分析能力的

一

个好途径 ， 也要让学生知道 ， 诗歌不能只对工作有利 ， 而对其他方面也有利 ， 比如

跟中 国朋友沟通的时候 ， 肯定会听到 日 常生活习惯使用 的
一些古代诗句 ， 外 国学生听

不懂就很尴尬 。

２ 、 很多学生不知道 以后可以在哪些工作中使用到本科的时候学到的 中 国诗歌 ，

所以不太注重诗歌学习 。 教师第
一

节课可 以列 出
一些相关的工作给学生 ， 比如 ： 除 了

汉语教学 以外 ， 还有主持 、 播音 、 新闻媒体等等 ， 担任这些工作的人都最好对中 国诗

歌有一定的 了解 ， 因为他们迟早将不得不使用
一些诗句来表达某个事件 ， 或者表达个

人对社会的某件事的想法等等 。 当然 ， 学习 诗歌会提高他们 的写作水平和欣赏能力 ，

这对刚所提到的工作有帮助 。

ｓ



２ ．２ 中 国诗歌课师资现状

２０ １ ８ 年开罗大学 中文系 中 国诗歌课由 中 国老师上 ， 而 ２０ １ ９ 年和 ２０２ ０ 年 的 中 国

诗歌课 由埃及老师上 。 两位老师的 国籍不
一

样 ， 当然讲课的时候使用 的语言不一样 ，

除此之外 ， 两位老师的专业也不
一样 。 系主任 Ｌ 教授在采访中表示 ： 选定哪位老师上

中 国诗歌课是没有标准的 ， 对老师的 国籍和专业没有具体的要求 。 不过 ， 因为 ２０ １ ９

年的 四年级的学生对 Ｙ 老师上课态度和教学能力 的反馈很好 ， 所 以我就认为 以后上

诗歌课的老师应该是文学的 。

关于老师国籍问题 ， 系主任 Ｌ 教授表示 ： 我认为诗歌课 由 中 国老师上也好 ， 由埃

及老师上也好 ， 都可以 ， 不过 ， 埃及老师可能 自 己的母语会让教学过程过得更顺利的 ，

让他更快更容易地给学生介绍很多细节 ， 尤其如果学生不能看懂书上的中文解释 。 所

以 只要埃及老师充分 了解中 国文学和 中 国历史 ， 就能够成功地上诗歌课 。

关于老师的专业问题 ， 系主任 Ｌ 教授表示 ： 上诗歌课的老师应该是文学专业的 ，

因为即使是中 国老师 ， 如果他的 中 国文学功底不是很厚 ， 那么上诗歌课时会遇到很多

困难 ， 不能好好把文学知识传给外国学生 。

笔者通过 问卷调查 ， 确认学生对老师有哪些要求 ， 看看老师的 国籍 、 专业 以及老

师在课堂上使用 的语言这两个因素是不是影响学生的诗歌学习 。

从表 ２ ． ５ 的分析中 ， 我们可 以很 明显地看到大部分学生都认为诗歌课 由埃及老师

上更好 。 问卷结果显示 ： 认为诗歌课应该 由埃及老师的学生共 占 ７０ ． ７６％ ， 而认为 中

国诗歌课应该 由 中 国老师上的学生只有 １ ５ ． ３ ８％ 。

表 ２ ． ５ 更希望 中 国 ／埃及老师上诗歌课

完全不希望不太希望
一

般比较希望 完全希望

埃及老师 ３ ． ０８％４ ． ６２％２ １ ． ５４％ １ ５ ． ３ ８％ ５ ５ ． ３ ８％

中 国老师 ３ ０ ． ７７％３ ３ ． ８ ５％２０％７ ． ６９％７ ． ６９％

关于老师的专业 ， 系主任 Ｌ 教授认为上诗歌课的老师应该是文学专业的 ， 这样才

能更好的把相关知识传播给学生 。

在 问卷调查中 ， 总体上学生都认为老师的专业应该是文学 ， 才能很好地很充分地

把文学知识穿播给他们 。 选择
一

般 、 比较符合和完全符合的学生共 占 ９０ ． ７７％ 。 这和

系主任 Ｌ 教授的想法
一

致的 。

９



表 ２ ． ６ 更希望上诗歌课的老师是文学专业的

选项
丨

完全不符合
丨

不太符合
｜

一般比较符合
｜

完全符

百分 比４ ． ６２％ ４ ． ６２％ ２６ ． １ ５％３ ３ ． ８ ５％３ ０ ． ７７％

笔者想进
一

步调查 ， 仔细地了解学生对上中 国诗歌课的不同老师的需求 以及对老

师的文化素养和教学能力 的满意度 。 同时 ， 笔者也要更了解为什么大部分学生更认 同

中 国诗歌课由埃及老师上 ， 是否因为听中 国老师的课时遇到
一些困难 。 因此 ， 笔者通

过 问卷调查 问学生埃及老师对中 国文化是否很 了解 ， 她能不能很好地把文学知识传播

给他们 。 笔者还问 了他们能不能接受中 国老师只用汉语讲诗歌 ， 能不能听懂中 国老师

使用 的文学专业词汇 。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 认为埃及老师能很好很顺利地将中 国文学知识传给学生的共

占 ７２ ． ３ １％ ， 选择
一般的 占 ２４ ． ６２％ 。 认为埃及老师对 中 国文学知识很 了解的学生共 占

７６ ． ９２％ ， 选择
一般的 占 １ ８ ．４６％ 。 此外 ， 能接受中 国老师讲诗歌时 只讲汉语 的共 占

３ ２ ． ３ １％ ， 选择
一般的 占 ２７ ． ６９％ 。 能听懂 中 国老师使用 的文学专业词汇的学生共 占

１ ８ ．４６％ ， 选择一般的 占 ３ ０ ． ７７％ 。

从以上的数据分析 中 ， 我们可 以看到 ， 学生对埃及老师很满意 ， 也可以看到 中 国

老师的语言对学生诗歌学习 的积极性有很大的影响 ， 大部分学生都认为只 听汉语的解

释对他们来说有
一定的困难 ， 认为使用母语能帮助他们更好地 了解诗歌相关知识 ， 这

和系主任 Ｌ 教授的想法也是
一致的 。

表 ２ ． ７ 对埃及老师的满意度

完

ｆ
符

不太符合
—般 比较符合 完全符合

老师有传播文学知
ｎＺＺｉ， １ ． ５４％ １ ． ５４％２４ ． ６２％４ １ ． ５４％３ ０ ． ７７％
识的能力


老师对中 国文化知

ｍ ｒｍｍｉｍ
３Ｍ％Ｌ ５４

〇
／〇 １

１ ８ －４６％
｜４０

〇
／〇３６ －９２

〇
／〇

表 ２ ． ８ 对中 国老师的满意度

完全不符合 不太符合
一

般比较符合 完全符合

我 軎匕 只 用２６ ． １ ５％ １ ３ ． ８ ５％２ ７ ． ６９％ １ ８ ．４６％ １ ３ ． ８ ５％
汉语讲课


我能听懂老师说的２０％ ３ ０ ．７７％３ ０ ． ７７％ １ ２ ． ３ １％６ ． １ ５％

１ ０



￣￣

文学专业词汇

从以上的分析中 ， 可 以知道开罗大学中文系的诗歌老师选取方面最大的 问题主要

出现在 ： 每年上诗歌课的老师都不
一

样 ， 也对他们 的 国籍和专业都没有具体的要求 ，

不管是埃及老师还是中 国老师 ， 不管是文学专业的还是其他专业的 ， 都可 以上诗歌课 。

此外 ， 埃及学生表示 只有中 国老师上诗歌课对他们来说有困难 。 因此 ， 我们就如下总

结对教师选择的需求和建议 。

２ ．２ ． １ 对老师的选取的建议

１ 、 将中 国诗歌课 由 专业为文学的本土老师上 。 作为母语为阿拉伯语的老师 ， 上

文学类课对学生诗歌学习会有很大的帮助 ； 他不仅很 了解中 国文化和历史 ， 而且他能

很顺利很轻松地使用学生的母语阿拉伯语来解释与 中 国诗歌有关的所有的 内 容 ， 从而

学生听诗歌讲解的时候不会遇到任何困难 。

２ 、 将中 国诗歌课 由埃及老师和 中 国老师
一起上 。 开罗大学中文系 的

一

年级和二

年级的课程都 由两位老师
一

起上的 ， 他们把教学 内容分为两个部分 ， 每
一位老师负责

单独讲
一

个部分轮流地讲课 ， 比如 ， 两个课时的课程在
一

周 内埃及老师上一个课时 ，

中 国老师上一个课时 ， 或者
一个星期埃及老师上全两个课时 ， 第二 ／下

一个星期中 国

老师上全两个课时 。 因此 ， 笔者建议同样将四年级的中 国诗歌课给两位老师上 ， 这样

学生能够利用两位诗歌教学的所有优势 ， 他们的收益率会很高 。

３ 、 将中 国诗歌课 由善于阿拉伯语的中 国老师上 。 如果不能实现 以上提到的两个

解决方案 ， 那此解决方案也是个好的方案 。 从学生的反馈分析中 ， 我们发现 了语言是

影响他们学习 中 国诗歌的阻碍因素之
一

， 所 以如果能解决语言 的 问题 ， 那就意味着我

们 已经克服 了很大的困难 。

２ ．２ ． ２ 对老师的要求

１ 、 中 国老师要提髙 自 身的跨文化意识 。 要先 了解埃及学生的文化 ， 站在他们的

角度去考虑文化教学过程中可能遇到的 问题 ， 然后开始帮助学生提高 自 身的跨文化意

识 ， 让他们顺利地通过文化冲突这个阶段 ， 适应不同 的文化 。 学生适应 了不同 的文化

后 ， 就会对他们的诗歌学习产生正面的影响和有益的效果 ， 这时候 ， 老师也应该注重

趣味性 ， 尽量避免学生对诗歌学习产生抗拒的情绪 。

２ 、 老师要努力地不断地增加 自 己对中 国文学知识的储备 。 老师必须对中 国诗歌

中 的每
一

项文化 内容作 出 了解 ， 通过上课之前的完善准备做到深入浅 出 ， 这样才能让

学生通过老师的讲解去真正的理解诗歌的基本 内 容 ， 领悟到每
一

首诗歌所要表达的思

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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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老师要在诗歌教学过程中善于带动学生的积极性 。 老师需要在备课时好好想

该怎么设计又有效又有趣的互动环节 ， 去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 。 老师需要设计
一些相

关的游戏或活动 ， 帮助学生在娱乐的 同时掌握不同 的难点 。 在互动环节中 ， 老师必须

很公平地去对待班上的所有的学生 ， 给不太汉语水平的学生机会参与 ； 老师还要进行

适当 的奖赏 ， 激发学生的动机 。 互动的环节
一直会收到意想不到的好结果 ， 通过这个

环节可 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诗意 ， 避免 由于他们难 以理解而心情沉闷 。

４ 、 老师要有较好的心理素质 。 学生刚开始学习诗歌时 ， 课堂气氛很好 ， 学生也

很配合 ， 但是慢慢会出现
一

部分学生流失的现象 。 这需要老师乐意地不断改进 自 己 的

教学方式 ， 尽量吸引 学生 ， 让他们喜欢上中 国诗歌 ， 不要因为有些学生不像以前那么

积极 ， 老师就放弃 。

５ 、 老师应该根据不同 的教学 目标 ， 选择不同 的教学方法 。 主要 目 标就是激发学

生的兴趣 ， 降低其难为情绪 。

６ 、 老师要 以 自 己的表现引 导学生 。 老师无论是中 国 的还是埃及的都应该对中 国

诗歌充满热情 ， 带学生读诗歌时 ， 学生听 了觉得很动听 ， 被老师的感情和表情所打动 ，

这样学生会不知不觉间接受 内容 ， 去模仿老师 。

７ 、 老师要不断提高 自 己使用 多媒体的能力 。 在现代教育 中 ， 多媒体教学法是不

可缺少的很重要的手段 ， 老师为 了更好地进行诗歌教学 ， 要力求 自 己努力提髙多媒体

技术的应用技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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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章 中国诗歌课教材调査与思考

３ ． １ 教材使用现状

开罗大学文学院的 中文系始建于 ２ ００４ 年 ， 当年已经开设 了文学类课程 。 系主任

Ｌ 教授表示 中 国诗歌课程的教材不断的被改进 ， ２ ０ １ ９ 年又有新的诗歌教材 。

２０ １ ９ 年的教材名称是 《 中 国古 、 现与 当代诗歌 》 ，

一

共 ２７ 页 。

表 ３ ． １２０ １ ９ 年诗歌课教材 内容
＾

第一课郭沫若 《女神 》
^

￣

第二课冰心 《春水 》 《繁星 Ｉ

̄

—

第三课艾青 《我爱这土地 》

^

￣

第四课
￣￣

臧克家 《有的人 》
＾

第五课食指 《相信未来 》
^

第六课


余光中 《 乡愁 》
￣

第七课卡之琳 《断章 》

从 ２０ １ ９ 年的教材 内容的分析 ， 我们发现教材 内容跟教材名称之间也有矛盾 。 诗

歌课的教材本来名为 《 中 国古 、 现与当代诗歌 》 ， 内 容却 只有当代诗歌 。

系主任 Ｌ 教授表示 ： 埃及非常缺乏关于 中 国文学的教育材料和书籍 ， 为文学课选

定合适的 内容总是是
一种困难 ， 尤其诗歌课 ， 在网上中 国诗歌相关的资料也很少 ， 诗

歌课是中文系科 目 中最需要被改进和替换的汉语课程 。 现有的 中 国诗歌课的教材只包

括当代作品 ， 当然是教材的
一

个大缺点 。 最后 Ｌ 教授表示 ： 我们今年来不及编写新的

教材 ， 所以我们继续使用 ２０ １ ９ 年的教材 ， 但是我 已经决定 明年会有新的教学 内容 ，

把这个认为放到 中文系 的 中 国老师身上 ， 让他们这次选定教材 内 容的时候依据 中 国科

学参考书 。 Ｘ 老师也表示 ： 在我看来这本书不能当做诗歌课的教材 。 教材里的不足很

多 ， 比如 ， 教材没有 中 国诗歌 ， 此外 ， 教材里的诗歌赏析部分都是从百度百科上随机

选择的 ， 都是被复制到书上的 ， 教材 内容也不符合本课程的 目 的 ， 也没有起到学生品

尝中 国诗应有的作用 。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 总体上学生对诗歌教材完全不满意 。 ７３ ． ８５％的学生选择
“

不

满意
”

， １ ３ ． ８ ５％的学生选择
“
一

般
”

， 只有 １ ２ ． ３ １％的学生选择
“

满意
”

。 这跟系主任 Ｌ

教授和 Ｘ 老师的评价
一致的 。

表 ３ ． ２ 学生对诗歌课教材满意度总体评价
＾

选项 ｜

完全不满意
｜

不太满意
｜

一般 ｜

比较满意
｜

完全满意

百分 比 ３ ０ ． ７７４ ３ ． ０ ８％ １ ３ ． ８ ５％７ ． ６９％４ ． ６２％

１ ３



在 问卷中 ， 认为教材 内容不适合他们学习 的学生也不少 ， 选择完全不适合 、 不太

适合和一般的共 占 ８６ ． １ ５％ 。

表 ３ ． ３ 考查教材 内 容是否适合外 国学生

选项


完全不适合 不太适合


一般


比较适合 完全适合

百分 比２４ ． ６２％４０％２ １ ． ５４％ ６ ． １ ５％ １ ．６９％

从表 ３ ．４ 我们也可以看到 ， 学生基本上都希望教材包括三个时代的诗歌 。 关于古

诗 ， １ ３ ． ８ ５％选择
“
一

般
”

， 选择比较希望和完全希望的学生共 占 ７３ ． ８５％ 。 关于现代诗 ，

４０％的学生选择
一般 ， 选择 比较希望和完全希望的学生共 占 ４９ ． ２ ３％ 。 这表明 中文系

的老师和学生都认为教材包括古代与现代诗歌是最佳的 。

表 ３ ．４ 更希望学习 中 国古诗 ／现代诗

完全希望不太希望
一

般比较希望完全希望

古代诗歌 １ ２ ． ３ １％ １ ３ ． ８ ５％９ ． ２ ３％５ ０ ． ７７％ １ ３ ． ８ ５％

现代诗歌４ ． ６２％６ ． １ ５％４０％３ ２ ． ３ １％ １ ６ ． ９２％

除 了 内容选取 问题之外 ， 该教材还有编写的 问题 。 汉语教材
一

般除 了课文 ， 还要

有其他能帮助学生更容易地理解内 容的部分 ， 比如
“

生词解释
”

、

“

专业词语
”

、

“

专业

知识
”

、

“

扩展阅读
”

、

“

讨论题
”

、

“

练习题
”

等重要的部分 。 但是 ， 开罗大学中文系诗

歌教材却没有这些重要的部分 。

在进行访谈过程中 Ｙ 老师表示 ： 教材没有课后的扩展阅读部分 ， 这当然导致学

生不能依靠教材发展 自 己对中 国诗歌的阅读的技巧和能力 ， 教材没有综合练习题、 专

业术语和词汇的解释等重要部分 。

此外 ， 原来的教材除 了诗歌文字和赏析部分 以外 ， 并没有其他任何 内容 ， 但是从

百分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 大部分学生都觉得将
“

展开阅读
”

、

“

专业知识
”

、

“

专业术

语和词汇解释
”

和
“

练习
”

部分加上去是非常重要的 。

表 ３ ． ５ 更希望在新教材加上哪
一

个部分
￣￣

ｉ＃Ｓ１

完全不希望 不太希望
一般比较希望完全希望

教材 内容


术语和词汇解释０％ １ ． ５４％ １ ２ ． ３ １％２３ ．０ ８％６３ ．０８％

综合练习 １ ． ５４％４ ． ６２％ １ ６ ． ９２％２４ ． ６２％５２ ． ３ １％

１ ４



专业知识 １ ． ５ ４％４ ． ６２％４０％３ ３ ． ８５％２０％

扩展阅读４ ． ６２％４ ． ６２％４６ ． １ ５％２４ ． ６２％２ ０％

从以上的调查分析 中 ， 我们可 以知道教学 内容存在的 问题不少 ， 不管老师还是学

生 ， 都对教材内 容不满意 。

按照系主任 Ｌ 教授的表示 ， 目 前埃及缺少关于 中 国诗歌的相关资料 ， 这是开罗大

学中文系负责老师无法选择合适教材的最大阻碍因素 ， 但实际上 ， 选定好的教材不能

只依靠有没有参考资料 。 因此 ， 如果暂时不能解决资料少的 问题 ， 那么给 出 一些选取

教材内容的建议 ， 就 已经有了
一

个开始 ， 希望为开罗大学中文系能付 出
一

点贡献 。

丄２ 对诗歌课教材编写的思考与建议

中 国最早的诗歌总集 《诗经 》 共 ３ ０ ５ 篇是中 国文学史的起点 ， 在中 国文学研究和

海外汉学研宄中极其重要 。

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标志着 中 国诗词从民间集体歌唱到诗人独立创作 ， 将中 国诗

歌推进 了
一大步 。 其代表作 《离骚 》 是中 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宏大雄伟抒情诗 。

汉代 出现了 乐府 。 最优秀最高成就的代表作 品有 《孔雀东南飞 》 和 《 陌上桑 》 。

汉末以来三曹 、 建安七子和陶渊 明是最重要的诗人 。

唐代是中 国诗歌的黄金时代 。 除李 白 、 杜甫王 昌龄 、 王之焕王维 、 白居易 、 杜牧

和李商隐是最重要的诗人代表 。 但除此之外 ， 出 自 其他诗人的不朽的唐诗作 品仍灿若

群星 。

北宋时期苏轼 、 黄庭坚 、 杨万里 、 陆游 、 范成大的诗作堪与唐诗匹敌 。 如果我们

把词 、 曲作为诗歌的特殊形式的话 ， 宋代的词和元代的 曲 是另外两座诗歌发展史上的

高峰 。 而而宋代也是词这
一

新的诗歌形式的黄金时代 ， 苏轼 、 柳永 、 李清照……优秀

词人群体不亚于唐代诗人群体 。 而关汉卿 、 郑光祖 、 白朴和马致远则 因创作 了 艺术水

平最高的元 曲代表作而被称为
“

元 曲 四大家
”

。

经过诗歌艺术成就不高的 明朝清代诗歌作品风格多样 ， 不断创新 ， 具有现实主义

精神 ， 成就超过元明两代 。

经过 白话文运动后的中 国现当代新诗 ， 代表诗人有有郭沫若闻
一

多 、 徐志摩 、 戴

望舒 、 艾青 、 李季 、 公刘 、 郭小川等 。

七十年代末开始 ， 大陆 出现了
“

朦胧诗
”

， 代表诗人有北岛 、 舒婷 、 顾城等人 。

进入 ８０ 年代后 ， 各种诗歌流派纷纷兴起 ， 出现 了海子 、 西川 、 王家新等诗人 ，

其中影响最大是海子 。 而在港澳台地区 ， 余光中 、 席慕蓉 、 洛夫 、 郑愁予的诗作广受

海 内 外华人和海外汉学的追捧 。

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诗歌在 中 国文学的位置慢慢边缘化 ， 不再被人们普遍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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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简单回顾了 中 国诗歌的历史进程 。 下面
， 笔者提一些对教材内容和教材形式两个方面的

建议 。

３ ．２ ． １ 教材内容方面 ：

一

、 以埃及学习者的需求和实际水平为依据 。 诗歌题材的选择和章节的设计都应

该符合埃及学生的特点和学习 的需求 ， 也应该追求教材设计的趣味性与科学性 。 要结

合埃及学生的学习特点 、 汉语水平及文化背景进行教材编写 ， 教材要方便学 ， 方便教 。

二 、 选材和施教要充分考虑学生文化背景 。 有些诗歌 内容可以反映具体的文化背

景 、 社会习俗和人情世故 ， 诗歌教学材料的选材 ， 要选择那些最能够贴近埃及汉语学

习 者文化背景和宜于接受的题材 ， 这样可以起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

三 、 诗歌教学必须融入语言教学 ， 所以选择诗篇的时候 ， 不仅要选优秀的作品 ，

也要选能辅助语言教学的作 品 。

四 、 选择的诗歌作品 的生词量不要太大 ， 因为如果生词太多的话 ， 会让学生很容

易望而却步 。 当然 ， 应该 以学生为 中心 ， 很多学生认为 ， 容易读懂的作 品才是优秀的

作品 ， 作品 中 的很多生词都不懂的话 ， 那么他怎么去欣赏呢 ？ 因此 ， 笔者认为 ， 要降

低诗歌作品 的难度 ， 先看学生能接受什么样的诗歌 ， 能读懂什么样的诗歌 ， 然后在这

个基础上进行 内容选取 。 但是 ， 诗歌也不要完全没有生词的 ， 学生也不
一

定为 了 了解

诗歌欣赏诗歌就应该
一

个字
一

个字都读懂 ， 绝对不是这样 ， 有时候虽然有些不懂的词

汇 ， 但也不会阻碍学生对诗歌的理解和欣赏 ， 还会得到教益 。 因此 ， 选择程度适宜的

生词的诗歌 ， 既能够让学生理解诗意 ， 学会欣赏诗词 ， 又能够通过学习这一过程得到

教益 。 总之 ， 教材 内容的难度不能太难也不能太简单 ， 而且不能为 了符合学生的需求

和特点 ， 而失去其应有的价值 。

五 、 从激发学生兴趣出发 。 根据不同汉语基础的学生 ， 在选择诗歌题材时 ， 最初

开始的诗歌课程 ， 材料要选择那些文字上较为简单 、 宜于识记 、 内容上宜于理解 、 文

化背景差异不大的诗歌进行初步的入门学习 ， 以激发学生学习 中 国诗歌的兴趣 。 兴趣

是最好的老师 ， 兴趣是学习 的原动力 。 只有想方设法提升学生学习 中 国诗歌的兴趣和

热情 ， 激发他们渴望 了解中 国诗文化的求知欲 ， 才能逐步把他们带入中 国诗文化的王

国 ， 由热爱中 国诗歌而爱上中 国文化 。

六 、 古代诗歌部分应该 以唐代诗歌为主 。 唐代是中 国诗歌史上最繁荣的时代 ， 唐

诗的诗人之众 ， 成就之高 ， 诗篇之富 ， 影响之大 ， 是其他时代所无法比拟的 。 因此 ，

笔者认为教材应该更注重唐诗 。

七 、 在调查 问卷中 ， 很多学生表示他们对诗歌的题材的不满意 ， 觉得大部分诗歌

都是爱国 的 ， 而他们希望学习更多的不同话题的 中 国诗歌 。 因此诗歌作 品应该多样化 。

要注重各种题材的诗歌作品 ， 同时要选择埃及学生容易理解的诗篇 。 在
一

本教材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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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可分为 ： 边塞诗 、 山水 田 园诗 、 爱情诗 、 爱国 诗 、 思 乡诗 、 母爱诗等 。

一般来说 ，

学生喜欢学习 和 自 己情感接近契合 的诗歌作品 ， 那些能表达出人之常情 的诗歌常常容

易 引 起学生的兴趣 ， 比如舒婷的 《致橡树 》 、 出 自 先秦的 《关雎 》 和孟郊 的 《游子吟 》 。

这种表达爱情和母爱的诗歌是很感人的 ， 是容易打动学生的 ， 调动他们对诗歌的学习

兴趣 。 还应该避免外国学生难懂或难接受的题材 ， 比如刘长卿的 《送上人 》 或李 白 的

《玉阶怨 》 那些闺怨或宗教哲理的诗篇 ， 因为这种题材对外国学生来说会有很多理解

困难 ， 最好不选 。

３ ．２ ．２糊形式方面

一

、 以时代为单元 。 开罗大学 中文系 的学生接触中 国诗歌 ， 还有另外的途径 ， 就

是四年级上学期文学课的教材 ， 这本教材除 了散文 、 小说和戏剧之外 ， 还有诗歌介绍

的小部分 ， 这
一

部分在老师的指导下 ， 学生们就有
一

点点的 了解 ， 不过 ， 他们对 中 国

文化尤其中 国诗歌历史发展的 了解
一

定要更深
一

层 。 因此 ， 我们可 以选择与他们语言

水平相匹配的合适的诗歌 ， 按照中 国每
一个时代的诗歌进行编排 ， 以时代为单元分类 ，

这样就既有利于老师方便讲解中 国诗歌的发展历史 ， 也有利于学生方便了解和学习诗

歌 。

二 、 以实践与应用为 目 的 。 实用性是教材内 容编排追求的第
一要素 ， 所 以编排的

时候要对诗歌所体现的文化知识和诗歌本身的选择进行最合理的安排 。 我们可 以根据

学生的母语特征对诗歌文本进行翻译 ， 以便更好的理解 ， 就是用阿拉伯翻译诗歌文本

以及诗歌中 的生词 ， 这样会减轻学生的语言负担 ， 同时也提高他们对中 国诗歌的学 习

兴趣 ， 实用性也会比较强的 。 当然 ，

一

本教材要有实用性并不是易事 ， 教材的选定着

应该更注重这方面的考虑 。

三 、 教材要按照诗歌和诗人的背景知识 、 诗歌原文 、 译文 、 赏析等其他 内 容的设

置进行编写的 。 根据学生在 问卷中表示的想法和需求 ， 我们还可 以加上 以下几个部分 ：

１ 、 加上
“

扩展阅读
”

部分 。 这个部分可 以包括 ： 其他有代表性的诗歌 （不用要

求学生记忆 ） ， 诗歌在不同时代的发展历史 。

２ 、 加上
“

专业知识
”

部分 。 这个部分可以包括 ： 某
一

代的诗派及其特点等 、

“

四

声与平仄
”

的简介等等 。

３ 、 加上
“

专业词语
”

部分 。 这个部分可以包括 ： 格律 、 节奏 、 押韵 、 诗派 、 自

由诗 、 象征主义诗歌等专业词汇和术语 。

４ 、 加上
“

词汇解释
”

部分 。 解释生词对学生理解诗歌 内容非常有帮助 。

５ 、 加上
“

练习 题
”

部分 。 反复做练习对学生学 习很有帮助 。 练习 题可以包括填

空题 ， 选择题 ， 判断题 、 名词解释题等综合练习 。

前面三个部分的 内 容 了解即可 ， 不用考 ， 这样既有利于学生理解更多 的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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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 ， 还能减轻学生的负担 ， 增强他们 的兴趣 。

四 、 教材里使用插画来彰显诗歌的意境美及画面美是很有具象的表示作用 。 为了

发挥插画本来的作用 ， 要重视几点 ， 比如 ： 插画下面可 以进行解释说明 ； 插画的位置

也要讲宄 ， 诗人的 图像可以直接放到相应 内容的旁边 ， 比较大的意境图可以放到诗歌

文本下面 ， 很大的 图可 以单独放在
一

页纸 。

３ ．３ 教材编写设计大纲设想

第
一

章 古代诗

第
一

节 曹植 《七步诗 》 ＋ 《木兰辞 》

第二节 李 白 《赠汪伦 》 ＋杜甫 《春夜喜雨 》

第三节 苏轼 《题西林壁 》 ＋陆游 《钗头凤 》

扩展阅读 李商隐 《无题 》 ＋孟郊 《游子吟 》 ＋孟浩然 《春晓 》 ＋苏轼 《水调歌头 》

＋叶绍翁 《游园不值 》

古诗发展历史的总结 从先秦时期到清代时期

第
一

章的综合练习

第二章 现代诗

第
一

节 艾青 《我爱这土地 》

第二节 徐志摩 《再别康桥 》

第三节 卞之琳 《断章 》

扩展 阅读 郭沫若 《天狗 》 ＋戴望舒 《雨巷 》

现代诗发展历史的总结 从 １ ９ １ ７ 年到 １ ９４９ 年

第二章的综合练习

第三章 当代诗

第
一

节 食指 《相信未来 》

第二节 舒婷 《致橡树 》

第三节 顾城 《
一

代人 》

扩展阅读 余光中 的 《乡愁 》 ＋顾城的 《远和近 》 ＋海子的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

当代诗发展历史的总结 从 １ ９４９ 年到今天

第三章的综合练习

学生 自 身创作的诗歌 （ 占最后
一

页纸 ）

【设计依据 】 中 国是诗歌的 国度 ， 中 国有无数优秀的诗人 ， 创作 了无数美丽动人

的诗篇 。 埃及学生要 了解中 国的文化就不能不 了解李 白 、 杜甫 、 苏轼这样的大诗人 ，

以及他们 的作品 。

１ ８



《诗经 》 、

“

楚辞
”

是古代诗歌的源头 ， 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 对后代的影响很大 。

但是因为学生在四年级上学期 己上了 《 中 国文学史 》 课 ， 那 门课程
一

共有十课 ， 其中

的第六课和第七课是专 门来介绍 中 国古典诗歌的形式 以及 中 国 古代诗词鉴赏 ， 所 以学

生对诗经和楚辞 已经有 了
一

定的 了解 。 此外 ， 诗经和楚辞 比较晦涩难懂 ， 对于 中 国学

生而言也不容易学习 ， 而且楚辞体也没有成为 中 国诗歌的主流 ， 所 以在外国学生的诗

歌教材里可 以暂时不教授 。

如果从每句诗的字数的发展这个角度看中 国诗歌 ， 中 国最早的诗歌是每句两个字

的 ， 随后有四 言 、 五言 、 七言诗 。 从诗句的数 目 上说 ， 则可 以分为三种 ．

？ 绝句 、 律诗 、

排律 。 举
一

个例子来说 明格律诗的 四种形式 ： 李 白 的五言绝句 《静夜思 》 、 王维的五

言律诗 《 山居秋暝 》 、 李 白 的七言绝句 《赠汪伦 》 、 李商隐的七言律师 《无题 》 。 因为

学生已经在 四年级上学期的文学历史课学过前面两首诗歌 ， 所 以 下学期的诗歌课教材

不用再学习 ， 更需要学习后面两首 。

外 国学生学 习现代诗歌 ， 不能不 了解徐志摩 、 北 岛 、 顾城 、 海子等中 国现代诗代

表人物 。 徐志摩使新诗走 向规范化的道理 。 他提 出 了
“

理性节制情感
”

的美学原则和

诗的形式格律化的主张 ， 并提出 了和谐与均齐为新诗最重要的审美特征 。

３ ０ 年代 出现了影响最大的诗人 ， 艾青 。 他综合了新诗发展成果 ， 使之达到成熟 ，

代表作有表达对祖国 的爱的 《我爱这土地 》 。

文革结束后 ， 有
一

批青年诗人出现 了 ， 其中最引 人注 目 的是
“

朦胧诗人
”

， 代表

人物有舒婷 、 北岛 、 顾城等诗人 。 他们的诗歌打破 了长期 以来形成的虚假 、 空间 ， 开

始 了 当代诗歌语言的革新 。

笔者 自 编的教材 目 录的主要 目 标就是为开罗大学 中 文系 的学生提供合适的学 习

内容 ， 同时也给教师提供比较可靠的教学资料 ， 在诗歌教学实施过程中可以方便使用 ，

以便更好地帮助埃及学生 了解中 国 文化 ， 感受诗歌的意境 ， 帮助他们克服学习 困难 ，

最终提升他们对 中华文化的认 同感 。

本教材 目 录共分为三个章节 ， 每
一

个章节包括三个小节 。 每
一

个章节的后面有扩

展阅读 、 综合练习两个部分 。

第
一个章节按照古时代来排序古诗 。

第二个章节和第三个章节都按照诗歌写作时间来编排 。

笔者尽量选择既著名 又有代表性的诗歌 ， 希望埃及学生学习这些诗歌时 ， 很容易

在感情上和诗人产生共情 。

笔者在每
一个小节加入讨论题和相关画图 ， 附上相关视频链接 ， 方便老师在课堂

上打开让学生配视频朗诵诗歌 ， 也方便学生课后 自 己学习 ， 突 出教材的实用性和趣味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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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４ 教材小节编写设计设想一以 《相信未来 》 为例

《相信未来 》

背景知识 ：

《相信未来 》 是食指作于 １ ９ ６ ８ 年的
一

首朦胧诗 。 该诗 以其深刻的思想 、 优美的

意境 、 朗 朗上 口 的诗风让人们懂得 了在逆境 中 ， 怎样好好地生活 ， 怎样 自 我鼓励 ， 怎

样矢志不渝地恪守 自 己对明天的承诺 。

正值
“

文革
”

处狂热的巅峰时期 ， 诗人在经历 了初期的盲动 ， 被政治浪潮冲 向农

村
“

广 阔天地
”

之后 ， 对这场政治运动 己有 了
一

些较为清醒的看法 ， 特别是对
“

文革
”

中 个人命运的遭遇有 了切身 的感受 ， 曾经有过的热烈 、 单纯的理想遭到 了狂风暴雨的

冲刷 。 内 心充满了 失落 、 迷茫和悲哀 ， 但他又不甘于轻易地放弃理想和希望 ， 于是 。

希望与绝望的剧烈冲突 ， 经 由他的笔流淌 出来 。 在这样
一

个混乱 、 迷惘的年代 ， 诗人

和有相 同境遇的人深深感到命运的悲剧性 ， 随 即写下这首诗来 自 我鼓励 ， 恪守 自 己对

明 天的承诺 。

这首诗歌描述 了
一

个时代 ， 甚至也描述 了他 自 己的
一生 ， 诗中情绪对 比非常强烈 ，

由 失望到满怀希望 ， 在反复跌宕起伏 中演绎 出人生 的真理 ， 叫 人在从凄凉 中看到悲壮 ，

在心酸中对生活和生命充满信心 ， 有着非 比寻常的 向上和感人的力量 ， 让人每当看到

其中 的句子时 ， 心里顿然有 了 自 信 ， 感受到人生 ， 很悠远 ， 很醇香 ， 很短暂
，
也很漫

长 。 朗诵着 《相信未来 》 你就会觉得 ， 人活着真的没必要对现实和周 围太计较什么 ，

唯有相信未来 ， 唯有热爱生命 。

【设计依据 】 食指的 《相信未来 》 已经成为 了 当代诗歌的经典 ， 经典的特征之
一

是它能够从当时 的语境中脱离 出来 ， 并且超越所有具体的语境而通行无阻 。 在这种通

行中 ， 它渐渐成为
一

个孤立的文本 ， 能为所有人接受 。 到后来 ， 它就变得符号化 了 ，

工具化 了 ， 本义不再重要 ， 重要的是人们可 以用它来表达 自 己的语义 。 因此 ， 笔者选

择这种题材的诗歌 ， 希望学生能使用 它去表达 自 己的人生追求 。

诗人介绍 ：

食指 ， 本名 郭路生 ， 出 生于 １ ９４ ８ 年 ， 山 东鱼台人 。 他

是朦腿诗代表人物 ， 被当代诗坛誉为
“

朦脱诗鼻祖
”

， 他也

被称为新诗麟歌第
－

人 。 食制 、学开始热爱雜 ， ２０ ＃

时写 的 名作 《相信未来 》 、 《海洋三部 曲 》 、 《这是 四 点零八 —

分的北京 》 等 以手抄本 的形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 １ ９ ７ ３ 年

食指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 ， 入北 医三院就医 ， 出 院后继

续写作 。 ２ ０ ０ １ 年 ４ 月 ２ ８ 日 与 己故诗人海子共 同获得第三届 人 民文学奖诗歌奖 。 代表

作有 《相信未来 》 、 《食指的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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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目 ｆｔ 圭來
４ ｉＭ

｜ ：

Ａ，ｂＭ
文本 ：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 了我的炉 台 ？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 的悲哀 ？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 的灰烬 ？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 ： 相信未来 ？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 ： 相信未来 ？

我要用手指 ？那涌 向 天边的排浪 ？

我要用手掌 ？那托住太阳 的大海 ？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 ： 相信未来 ？

我之所 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

是我相信 未来人们 的眼睛 ？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

她有看透 岁 月 篇章 的瞳孔 ？

不管人们 ？对于我们腐烂的皮 肉 ？

那些迷途的惆怅 、 失败的苦痛 ？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 、 深切 的 同情 ？

还是给 以轻蔑的微笑 、 辛辣的嘲讽 ？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

那无数次的探索 、 迷途 、 失败和成功 ？

一

定会给予热情 、 客观 、 公正的评定 ？

是的 ， 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 的评定 ？

朋友 ， 坚定地 ？相信未来吧 ？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 力 ？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

相信未来 、 热爱生命

２ １



阿拉伯语译文 ：

【 设计依据 】 埃及的官方语言是阿拉伯语 ， 笔者为 了让埃及学生更好的理解和把

握诗意 ， 就把此诗的阿文译文也加上去 。

词语注释 ：

蜘蛛网 黑暗的势力 。

我的炉台 产生希望的地方 。

灰烬的余烟 残余的希望 。

美丽的雪花 ： 指纯洁与质朴 。

紫葡萄 成熟的果实 。

深秋的露水 失望的情感 。

我的鲜花 （／Ｊｊ
Ａｊ ： 美好的情感 。

凝霜的枯藤 斗 ｌ ｉＭ ： 遭受不幸 ， 但有任性的不屈精神 。

凄凉的大地 黑暗的现实 。

天边的排浪 象征着时代的暗流 。

大海 定语是
“

托住太阳 的
”

， 这是一种雄浑博大的气度和胸怀 。

曙光 ＜１＾＾ ： 即清晨阳光 。

人们 的眼睛 ： 热情 ， 客观 ， 公正的评定 。

腐烂的皮 肉＾士 ： 指
“

那些迷途的惆怅 ， 失败的苦痛
”

， 在与后面的
“

脊骨
”

相对照之后可 以知道 ， 这些惆怅 、 苦痛是表面的创伤 、 暂时的 困难 。 又

指我们保守的思想 。

我们的脊骨 ＾＞１ １ 执着的追求和坚守的精神 。

视频链接 ： ｈｔｔｐ ：／／ｒｎ ． ３ ６ １ ｔ ．Ｏｒｇ／ｖ／ ｌ １ １ ０２４ ５ ７２／

【设计依据 】 老师在课堂上展示相关视频让学生演练 ， 能有效的让学生调动 自 己

的主动性 ， 参与互动联想 ， 并能 引 导学生积极思考 ， 帮助他深刻地了解诗意 。 此外 ，

这样也能使整个课堂气氛变得更有意思更放松 ， 还有助于学生课外练习 。

诗歌赏析 ：

这是一首表现
“
一

代人所有的理想 ， 追求 ， 真诚和尊严
”

的诗 。 它 以深刻警醒的

思想 、 昂扬乐观的激情 、 朗朗上 口 的语言告诉人们 ， 在逆境中怎样战胜眼前的惆怅痛

苦 ， 怎样战胜别人的轻蔑嘲讽 ， 怎样矢志不渝地恪守 自 己对明天的承诺 。 在那个阴云

密布的动荡年代 ， 《相信未来 》 在人们心灵上投下 了一道希望之光 。

全诗结构巧妙严谨 。 前三节描述
“

我
”

是怎样
“

相信未来
”

的 ， 接着写为什么要
“

相信未来
”

， 最后
一

节则 召唤人们带着对未来的信念去
“

热爱生命
”

。

诗的开篇就用
“

蝴蛛网
”

、

“

灰烬
”

、

“

余烟
”

等意象描绘出 了 时代的荒芜 ， 而诗人

却 固执地
“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 ： 相信未来
”

。

“

雪花
”

既象征纯洁 、 质朴 ， 也传递着清

楚 、 明 了 的意识 ， 把诗人不屈于严酷现实的心情表现得格外真实 ： 这是从艰难生活中

升起的信念 。

第二节 ，

“

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

、

“

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

， 表现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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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 由绚烂而黯淡 ， 由 热情而失意 ， 由饱满而枯竭的经历 ， 不 由地激起读者对人生 中

失意 、 落寞 、 的联想 。 但诗人却
“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 ： 相信未来
”

，

“

我
”

没有逃避

现实 ， 而是在巨大的痛苦和迷惘 中崛起 ， 这是前一节诗意的递进 。

第三节打破 了前两节灰暗苦涩的意象 ， 笔调 明快起来 。

“

我要用手指那涌 向天边

的排浪 ，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 的大海
”

， 力量之大 、 范 围之广 、 气势之猛 ， 足见诗

人的满腔豪情 。

“

我
”

已从黑暗的 阴 影中站起来 ！ 这种色调的转变 ， 展示了
“

我
”

从

困惑怅惘到坚定信念的心路历程 。

以上三节 ，

一

咏三叹 ，

“

相信未来
”

似
一

首乐 曲 的主旋律 ， 奏出 了诗人心底的最

强音 。

“

我
”

固执地 、 痛苦地 、 伤痕累累地相信着未来 ， 透过这个敢于担当苦难 、 具

有不屈英雄人格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 ， 我们触到 了本诗最动人的 内核 。

后面三节 ， 食指将 自 己对
“

未来
”

的
“

相信
”

和对人类的清醒认识结合起来 。 他

相信
“

人们 的眼睛
”

能
“

拨幵历史风尘
”

、

“

看透岁 月 篇章
”

， 他不在乎别人对我们经

历的嘲贬 ， 他还
“

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 “
一

定会给予热情客观 、 公正的评定
”

。

“

脊骨
”

象征不屈 的信念和探索精神 。 这三节 曲折地挖掘 了人类 内心深处对未来的共

同信念 ， 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 诗人才毫不怀疑地
“

相信未来
”

， 并且
“

焦急地等待

着他们的评定
”

。

最后
一

节 ， 直抒胸臆 ， 满怀激情地鼓舞大家 向苦难的现实宣战 。 全诗以无可辩驳

的气势和无所畏惧的精神作结 ， 有着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

全诗语言朴素但耐人咀嚼 ， 意思晓畅却不乏深度 。 形式上 ， 四行一节 ， 押韵和谐 ，

富有新格律体的魅力 。 特别是 ， 将语言的时间艺术与 中 国画式的空间造型美相结合 ，

体现 了 诗人所强调的
“

我的诗是
一

面窗户 ， 是窗含西岭千秋雪
”

的创作理念 。

专业词语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通称文化大革命 。 是 中华人民共和 国历史

１ ．文革上的
一

场政治运动 ， 于 １ ９６６ 年 ５ 月 １ ６ 日一 １ ９７６ 年 １ ０ 月 ６ 日 间发

生在中 国大陆境 内 。

是伴随着文学全面复苏而出现的
一

个新的诗歌艺术潮流 ， 兴起于
２ 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８０ 年代初 。 朦胧诗 以舒婷 、 北岛 、 顾城 、 梁小



斌 、 江河 、 食指 、 芒克等先驱者为代表 。



３ ？海子
￣ ￣

海子 （ １ ９６４ 年 ３ 月 ２４ 日一 １ ９８９ 年 ３ 月 ２ ６ 日 ） ， 是 中 国诗人 ， 原



｜

名查海生 ， 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 ， 当代青年诗人 。

【 设计依据 】 为 了 帮助学生更容易 了解诗人人生和诗歌写作背景 ， 应该多给他解

释在这两个部分中 出现的专业词语 。

２ ３



课堂活动 ：

１ 、 请两位同学在课堂上大声 朗读
“

相信未来
”

， 然后所有的 同学来评论他们读得

好不好 。 为什么 ？

２ 、 食指用
“

美丽的雪花
”

、

“

凝霜的枯藤
”

和
“

孩子的笔体
”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

下 ： 相信未来

你准备用什么方式写下
“

相信未来
”

呢 ？ 请仿写一首小的
“

相信未来
”

的诗歌 ，

寄托你的情思 ， 表达你的人生追求 。

１ 、 江青说 ： 相信未来就是否定现在 ， 食指因此被定名为
“

灰诗人
”

。 你读诗歌

后 ， 谈谈食指是如何相信未来而又否定现在的 。

２ 、 你看诗人站在哪个角度看 问题 ， 所 以他相信未来 ？

３ 、 你相信现在还是相信未来 ？ 为什么 ？

【设计依据 】 对埃及学生而言 ， 以上的课堂活动和讨论题都非常重要 ， 不仅有助

于他们提高语言能力 ， 尤其说和写能力 ， 而且能有效的帮助他们对诗歌课考试 、 诗歌

朗诵活动 以及文化交际各个方面的提升 。

２４



第 ４ 章 中 国诗歌课教学方法调査与思考

４ ． １ 中国诗歌课的教学方法

通过诗歌课程设置说 明 ， 我们可 以知道 ， 开罗大学 中 文系 的 中 国诗歌课程的教

学方法主要包括 ： 课堂解释 － 做练习 － 小组活动与 团结协作工作 －

自 学 。

上过诗歌课的 Ｘ 老师和 Ｙ 老师使用 的教学法是多媒体教学法 ， 包括相关视频 、

音频和画 图 。

从表 ４ ． １ 中可以看到 ， 总体上学生满意两位老师使用过的教学法 。 选择一般 、 比

较满意和完全满意的学生共 占 ８ １ ． ５ ３％ 。

表 ４ ． １ 学生对老师诗歌使用过的诗歌教学方法满意度
＾

选项 ｜

完全不满意
｜

不太满意
丨

一

般比较满意
丨

完全满ｆ
＿

百分比 ６ ． １ ５％ １ ２ ． ３ １％３ ５ ． ３ ８％２７ ． ６９％ １ ８ ．４６％

Ｙ 老师表示 ： 我除 了使用 多媒体教学法 以外 ， 我还经常使用 画思维导 图教学法及

诗歌对比法 ， 感觉这些教学法对学生提升 自 己的水平很有帮助 。

表 ４ ． ２ 学生对思维导 图法 ／多媒体法的满意度

完全不满意 不太满意 一般比较满意完全满意

思维导 图法 ０％ ０％
—

２３ ．０ ８％３ ５ ． ３ ８％
￣

４ １ ． ５４％
＇

多媒体法 １ ． ５４％ １ ． ５４％２７ ． ６９％３ ８ ．４６％３ ０ ． ７ ７％

笔者发现
“

故事引 入法
”

、

“

图画释词法
”

、

“

配乐诵读法
”

等有趣的教学法 ， 上过

诗歌课的老师都没有使用过 。 因此 ， 笔者通过 问卷调查考查学生对不 同有趣味性的教

学法的满意度 。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 ７ 种教学法都很受埃及学生的欢迎和满意 。 最受

到学生的满意的两种教学法分别是 ： 故事 引 入法和古诗今译法 。 关于故事 引 入法 ， 选

择满意的学生共 占 ８７ ． ７％
； 关于古诗今译法 ， 选择满意 的学生共 占 ７６ ． ９２％ 。

表 ４ ． ３ 学生对不同教学法的满意度

完全不满意 不太满意
一般比较满意完全满意

故事引入法０％ ０％ １ ２ ． ３ １％３ ３ ． ８ ５％

一

５ ３ ． ８ ５％
＇

古诗今译法 ０％ ３ ． ０ ８％２０％３ ６ ． ９２％

￣

４０％
－

汉诗阿译法
—＂

０％４ ．６２％

一

２０％

￣

２９ ．２３％４６ ． １ ５％ 

—

＂

图画释词 

￣￣

０％ ３ ． ０ ８％２４ ． ６２％

￣

３ ５ ． ３ ８％

￣

３ ６ ． ９２％

配乐诵读适
一

３ ． ０ ８％ ３ ．０ ８％２７ ． ９６％ １ ３ ． ８ ５％

一

５ ２ ． ３ １％
＿

诗歌朗诵法 １ ． ５４％４ ． ６２％２７ ． ６９％２６ ． １ ５％４０％

２ ５



诗歌背诵法 ｜ １ ． ５４％ ｜７ ． ６９％ １２９ ． ２３％ ｜２４ ．６２％ ｜３ ６ ． ９２％

通过表 ４ ．４ ， 我们也可 以看 出大部分学生对朗诵诗歌和对 比诗歌教学活动都非常

喜欢 ， ９２ ． ３％的学生都认为朗诵诗歌是个非常有趣的课堂活动 ， 他们都希望 以后老师

在课堂上给他们进行朗诵诗歌比赛 。 满意诗歌对比活动的学生也很多 ， 选择
一

般 、 比

较满意和完全满意的共 占 ９０ ． ７６％ 。

表 ４ ．４ 学生对不同教学活动 的满意度

完全不满意 不太满意
一

般比较满意完全满意

诗词 朗诵 比赛 １ ． ５４％


６ ． １ ５％３ ５ ． ３ ８％２６ ． １ ５％ ３ ０ ． ７７％

诗歌之间对 比 １ ． ５４％


７ ． ６９％３ ５ ． ３ ８％３ ６ ． ９２％ １ ８ ．４６％

从以上的分析中 ， 笔者发现 ， 已使用过的诗歌教学法本身没有 问题 ， 只是有点缺

乏趣味性 。 并且学生们也对其他还没使用 的有趣味性的教学法以及课堂活动很感兴趣 。

因此笔者就提出如下
一

些建议 。

４ ．２ 对教学方法的建议

能使用合适的教学方法 ， 对学生诗歌学习有
一

定的帮助 ， 以下是比较适合埃及学

生的诗歌教学法极其案例 。

按照 问卷调查的结果 ， 我们发现埃及学生对故事 引入法 、 古诗今译法 、 图画释词

法 、 配乐诵读法 、 朗诵诗歌法和背诵诗歌法都很满意 ， 也很感兴趣 。 以下按照学生的

满意度 ， 来排序六种教学法 。

４ ．２ ． １ 故事引入法

课堂引入讲诗歌相关的故事 ， 能让学生 以
一

种好奇的心完成
一

节课知识的学习 ，

确实是
一

种很好的教学方法。 在
一

个班里不愿意学习诗歌的学生可能很多 ， 但不爱听

故事的学生却很少 。 老师讲相关的故事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 又能引 发他们的感

情 。 ， 有趣味性的故事引 入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好奇心 ， 让他们不知不觉中走进诗歌的

大世界 ， 享受着学习 中 国诗歌知识的快乐 ， 这样才能深深地爱上中 国诗歌 。

以唐代李 白 的 《赠汪伦 》 为例 ：

老师开始讲诗歌之前可以给学生讲 《赠汪伦 》 的背景故事 ， 让学生想象汪伦对李

白有多好 ， 同时让他们 了解为什么汪伦那个普通村民的名字流传后世 ， 为什么桃花潭

成为 了游览的胜地等不同文化知识 。

背景故事 ： 唐朝有
一

个安徽人叫汪伦 ， 他生性豪爽 ， 喜欢结交名士 。 当时 ， 李 白

在坛上名声远扬 ， 汪伦非常钦慕 ， 希望有机会
一

睹诗仙 的风采 。 可是 ，

一个无名小辈 ，

２ ６



怎么才能请到大诗人李 白 呢 ？

后来 ， 汪伦得到 了李 白将要到安徽游历的消息 ， 这是难得的
一

次机会 ， 汪伦决定

写信邀请他 。 那时 ， 所有知道李 白 的人 ， 都知道他有两大爱好 ： 喝酒和游历 ， 只要有

好酒 ， 有美景 ， 李 白就会闻风而来 。 于是汪伦便写 了这样
一封邀请信 ：

“

先生好游乎 ？

此地有十里桃花 。 先生好饮乎 ？ 此地有万家酒店 。

”

李 白接到这样的信 ， 立刻高高兴

兴地赶来 了 。

一见到汪伦 ， 便要去看
“

十里桃花
”

和
“

万家酒店
”

。 汪伦微笑着告诉

他说 ：

“

桃花是我们这里潭水的名字 ， 桃花潭方 圆十里 ， 并没有桃花 。 万家呢 ， 是我

们这酒店店主的姓 ， 并不是说有
一

万家酒店 。

”

李 白听 了 ， 先是
一

愣 ， 接着哈哈大笑

起来 ， 连说 ：

“

佩服 ！佩服 ！

”

汪伦留李 白住 了好几天 ， 李 白在那儿过得非常愉快 。 汪伦别墅周 围 的风景超美 ，

别墅里面像仙境
一样 。 在这里 ， 李 白每天饮美酒 ， 吃佳肴 ， 听歌咏 ， 与高朋胜友高谈

阔论 ，

一

天数宴 ， 常相聚会 ， 往往欢娱达旦 。 这正是李 白喜欢的生活 。

李 白要走的那天 ， 汪伦送给名 马八匹 、 绸缎十捆 ， 派仆人给他送到船上 。 在家中

设宴送别之后 ， 李 白登上 了停在桃花潭上的小船 ， 船正要离岸 ， 忽然听到
一

阵歌声 。

李 白 回头
一看 ， 只 见汪伦和许多村 民

一起在岸上踏步唱歌为 自 己送行 。 主人的深情厚

谊 ， 使李 白十分感动 。 李 白立即铺纸研墨 ， 写 了这首著名 的送别诗给汪伦 。

老师使用浅显易懂的语言给学生讲故事 ， 是为 了 能领学生理解诗人写诗时的感情 。

当然 ， 老师也可以先让学生
一

起讨论 ， 想象这首诗歌背后 的故事 ， 然后老师 引 出真正

的创作背景故事 ， 这样更有意思 。 老师还可以让几个学生说 自 己邀请别人留在 自 己的

家的体验 ， 说怎么对别人热情对待 ， 学生积极展示故事时 ， 不仅能训练 自 己的 口语表

达能力 ， 还会意识到 中 国人和埃及人邀请别人 、 送别人时有什么文化 习 俗差异 。 比如 ，

埃及人邀请朋友时 ， 经常喝茶 ， 而不喝酒 。

４ ．２ ．２ 古诗今译法

在老师的指导下让学生将古典诗歌翻译成现代汉语 ，

一

方面可 以帮助学生更容易

了解诗意和诗歌所表达的思想 ， 另
一

方面也可 以激发学生运用汉语表达情意的兴趣 。

引 导学生进行古诗今译这个过程本身就是
一种创作 ， 可 以让学生有创造性地 、 有 目 的

地学习 ， 根据 自 己的情感体验对诗歌 内容进行解读和翻译 。

以唐代杜甫的 《春夜喜雨 》 为例 ：

好雨知时节 ， 当春乃发生 。

随风潜入夜 ， 润物细无声 。

野径云俱黑 ， 江船火独明 。

晓看红湿处 ， 花重锦官城 。

２ ７



老师可以先将原版读
一

次 ， 然后让学生猜 出
一些关键字和词的意思 ， 比如 ： 知 、

乃 、 润物 、 野径 、 晓 、 花重 。 并让学生用现代汉语进行翻译 ， 表达 自 己对诗意的理解 。

最后老师可 以这样对照翻译 ：

好雨知时节 ， 当春乃发生 。 》好雨知道下雨 的节气 ， 正是在春天植物萌发生长

的时侯 。

随风潜入夜 ， 润物细无声 。 ＞＞随着春风在夜里悄悄落下 ， 无声 的滋润着春天万

物 。

野径云俱黑 ， 江船火独明 。 》雨夜中 田 间小路黑茫茫
一

片 ， 只有江船上的灯火

独 自 闪烁 。 晓看红湿处 ， 花重锦官城 。 》天刚亮时看着那雨水润湿的花丛 ， 娇美红

艳 ， 整个锦官城变成 了繁花盛开的世界 。

４ ．２ ．３ 汉诗阿译法

老师讲完诗歌之后 ， 在埃及老师或者会阿拉伯语的 中 国老师的指导下 ， 学生可 以

开始将汉语诗歌翻译成阿拉伯语 。 当然把某
一

种语言 的诗歌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并不

是容易 的事情 ， 而且 以母语阅读诗歌比 以另
一

种语言阅读诗歌要好
一

千倍 。 但是 ， 将

汉语诗歌翻译成学生的母语可能会帮助他们很好地理解诗歌 ， 不仅是汉字的表面含义 ，

还包括诗人想传达给读者的感情 ６

在翻译这个过程中 ， 需要大量的耐心 ， 研宄和尝试 ， 以加深对诗歌 内 容的理解 。

当然 ， 学生不是诗人也不是翻译家 ， 老师对他们的要求不能很高 ， 他们理解诗词及其

内涵才是这种教学方法的真正 目标 。

以唐代李 白 的 《静夜思 》 为例 ：

床前明月 光 ， 疑是地上霜 。

举头望 明 月 ， 低头思故乡 。

老师最好先告诉学生诗歌写作背景故事 ， 告诉学生诗人当时的情感 。 然后可以让

学生查词典 ， 看不认识的词是什么 意思 。 首先要翻译这首诗的名称静 、 夜 、 思三个字

的意思 ， 然后开始翻译这首诗中几个关键词 ， 比如 ： 疑 、 举头 、 望 。 这首诗可以这样

翻译 ：

＾ 

＾ ＡｉＵ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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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４ 图画释词法

中 国诗歌 ， 尤其古诗词的语言文字其中有些老师不知道该怎么又准确又容易地解

释给学生 ， 只说出其意思或现代汉语解释 ， 对外 国学生理解也有
一

定的难度 ， 因为有

些词语通过语言解释也不能让外 国学生 明 白 。 因此 ， 使用 图画进行描述 ， 画面感会在

学生的脑子中形成直观的 印象 ， 然后老师开始用语言描述 ， 学生会更好地理解 ， 更容

易地掌握和记忆 。

以现代食指的 《相信未来 》 为例 ：

为 了让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诗歌的意思 ， 要告诉他们每
一

个词每
一

句的象征意义 ，

但是直接告诉他们象征意义是不行的 ， 应该先解释清楚每
一

个生词的原来意思 。 《相

信未来 》 这首诗 中 的生词很多 ， 有些生词老师只 说他们的意思 ， 学生不
一

定能听懂 ，

比如 ： 灰烬的余烟 、 露水 、 枯藤 、 摇曳 。 所 以老师可 以为这些词汇用 图画进行描述 ，

让学生容易理解 ， 容易掌握 。

老师分别针对每
一

幅图画提 问 ：

“

你们看到 了什么 ？
”

学生回答之后 ， 老师可 以

帮助他们把这幅图画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描述 出来 ， 说 ：

“

物体燃烧后剩下的灰
一

类的

东西就是灰烬
”

然后老师直接 问 ：

“

你们看到这个 ， 心情会是什么样的 ？ 你们觉得诗

人写诗的时候 ， 眼前看到什么 ？ 内 心是什么样的 ？
”

（这几个问题不
一

定
一起 问 ， 是

根据学生的反应来 引 导学生回答 ） 。

下
一

幅图老师问学生 ：

“

有谁看到过这样的景象 ？ 看到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
”

让

学生表达 自 己的体验 。

就这样 ， 老师
一边展示图画

一边用 易懂的文字总结
一

下每
一

个词的意思 ， 要让学

生感受到诗人当时的状态和感情 。

４ ．２ ．５ 配乐诵读法

就是在课堂上老师 向学生播放诗歌的 乐 曲 ， 留学生配乐诵读诗歌 。

将诗歌与音乐相结合 ， 给诗歌配乐进行演唱 ， 既能激发学生对诗歌的学习兴趣 ，

又有助于学生背诵诗歌 。 配乐诵读诗歌本身就是
一

种享受 ， 学生在快乐轻松的氛围 中

去学习诗歌 ， 能降低学 习诗歌的难度 ， 提高学习 的效率 。

在老师的帮助下 ， 学生应该在配乐诵读诗歌时 ， 学习哪里轻读哪里重读 ， 也应该

有意识地克服读音读得不准确 ， 声调读不到位 。

以唐代李 白 的 《将进酒 》 为例 ：

学习 诗歌 ， 读熟诗词之后 ， 老师可 以给学生播放配乐经典朗诵唐诗 《将进酒 》 相

关的视频 ， 让他们跟着视频朗诵诗词 ， 同时要告诉学生这首诗该怎么读 ， 哪里轻读哪

里重读 ， 哪里停顿等 。 这首诗歌可 以这样停顿 ：

２ ９



君不见＼黄河之水 ＼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

君不见 ＼高堂 明镜 ＼悲 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

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
’

会须
一

饮三百杯 。

岑夫子 ＼丹丘生 ＼将进酒＼杯莫停 。

与君歌
一

曲 ＼请君为我倾耳听 。

钟鼓馔玉不足贵Ｖｆ旦愿长醉不复醒 。

古来圣贤皆寂寞 ＼惟有饮者留其名 。

陈王昔时宴平乐 ＼斗酒十千恣欢墟 。

主人何为言少钱 ＼径须沽取对君酌 。

五花马 ＼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 同销 ＼万 ＼古 ＼愁 。

这首诗可以这样读 ：

“

君不见
”

从容 、 亲切 。

“

天上来
”

、

“

不复回
”

重读 。

“

悲 白

发
”

叹意极浓 ， 悲字重读 。 这两联把天地人生都说到 了 ， 境界极其阔大 ， 应该读得很

有声势 ， 有慷慨生悲的韵味 。 后面节奏要逐渐加快 ，

“

尽欢
”

、

“

空对月
”

重读 。

“

天生
”

一

联掷地有声 。

“

会须
”

句要有升调读 ， 读得豪气十足 。

“

不足贵
”

、

“

不愿醒
”

用极强

音读 。

“

古来
”

两句 ， 上句轻读 ， 下句重读 。

“

陈王
”

两句重音落在
“

恣欢谑
”

上 。

“

主

人
”

两句 ， 前句轻读 ， 后句重读 。

“

五花马
”

三句快读 。

“

与你同销
”

两字
一

顿并放慢

速度 。

“

万古愁
”

三字一字一顿 ， 语调夸张 。

这样学生就能通过这种教学法感受到诗词 中 的意境和感情 ， 此外 ， 这种方法不仅

使学生容易纠正 自 己的发音 ， 还能使学生进入汉语诗歌大世界中 ， 不知不觉地降低对

汉语诗歌的学习情绪 。

４ ．２ ．６ 朗诵与背诵法

中 国传统的教学非常重视朗诵和背诵 ， 现代的教育理论也证明这两种教学法很有

效 。

董豪说 ：

“

诗歌朗诵既能培养学生的语感 ， 体会汉语的语言美 。 对汉语声调 的掌

握 ， 节奏感的培养都很有帮助 。

” １

吴铮说 ：

“

朗诵是汉语能力 的极好训练方式 。

”２

杜小帆说 ：

“

诵读是掌握汉语语音最好的方法 ， 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 为 了 发挥诵

读这
一传统的读诗学习方法应用于对外汉语课堂的教学 ， 再进

一

步提高留学生汉语语

音能力的状态下更好地促进古典诗歌不断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

”

他也说 ：

“

在诗歌的教

学 中学生顺着老师讲解的思路对诗歌进行朗读背诵 ， 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记忆 ， 这

种记忆可以提高记忆的效果 ， 增加储存在大脑中 的言语信息 ， 从而加快学生对汉语的

１

董豪 ． 对外汉语教学 中 的 中 国古代诗歌教学实践探宄 ［Ｄ ］ ． 兰州大学 ，
２ ０ １ ４ 年

２

吴铮 ． 国学教育与对外汉语教学浅论 ［Ｊ ］ ． 中 国诗歌研宄动态 （ 六 ） ， ２ ００９ ． １ ４４
－

１ 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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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速度 ， 增加 留学生理解汉语的深度和广度 。

” ３

当然 ， 朗诵不仅是
一

个很好的练习方法 ， 而且这种教学法适合所有的诗歌 ， 不管

是古诗还是现代诗 。 背诵诗歌也
一

样重要 ， 通过背诵诗歌这种训练 ， 学生可 以增加 自

己的 自 信心 ， 背下大段的诗篇会增强他们的 自 豪感 ； 背诵诗歌也有助于学生培养 自 己

对诗歌的学习兴趣 ， 如老师能经常进行学生之间的背诵诗歌比赛 ， 准备奖励 。

以唐代盂郊的 《游子吟 》 为例 ：

慈母手 中线 ， 游子身上衣 。

临行密密缝 ， 意恐迟迟归 。

谁言寸草心 ， 报得三春晖 。

第
一

步 ： 老师带领学生给这首诗歌注音 ， 按照声调高低 ， 老师做出手势 ， 学生通

过老师的手势来练习诗句 的四声声调 ， 让他们在朗读时注意汉语声调的高低变化 ， 老

师也要及时纠正学生语音语调的错误 。 另外 ， 老师也要把这首诗中 的多音字列 出来 ，

比如 ， 中 、 上 、 行 、 缝 、 谁 、 得 ， 说每
一

个字的不 同读音 ， 也可以让学生把多音字放

在合适的句子 中 ， 老师看看他们是不是能分的清 。 目 的是为 了 帮助学生读对诗歌 。

第二步 ： 如果教材专业知识部分涉及到 四声与平仄这个话题 ， 教师就可以在教学

中尽量简化 ， 让学生享受到中 国诗歌之美 ， 锻炼 自 己感知汉语不同声调的敏感度 。 老

师带领学生用平仄声调 ， 简单地告诉他们平仄是诗词格律的
一

个术语 。 中古汉语包括

四种声调 ： 平 、 上 、 去 、 入 ， 诗人将这四种声调分为平 、 仄两大类 ， 平是平声 ， 仄则

是上 、 去和入三声 。 除 了平声之外 ， 其他三种声调有高低变化 ， 平声较长 ， 而仄声较

短 。 后来 ， 汉语的语音不断的发展 ， 平 、 上 、 去 、 入四种声调发展到现代汉语的阳平

（第
一

声 ） 、 阴平 （第二声 ） 、 上声 （ 第三声 ） 和去声 （ 第 四声 ） 。

根据现代汉语语音的原则 （

一

声和二声看做平声 ， 三声和 四声看做仄声 ） ， 老师

就让学生看着他们 自 己标出 的声调标记 ， 标 出这首诗平仄 ， 在他们标记出来后 ， 他们

就根据平仄来诵读诗歌 ， 培养 自 己的语感 ， 体会诗歌语言之美 。

平仄分析 ：

原始诗句 ： 慈母手中线 ， 游子身上衣 。 今韵平仄 ： 平仄仄平仄 ， 平仄平仄平 。

原始诗句 ： 临行密密缝 ， 意恐迟迟归 。 今韵平仄 ： 平平仄仄平 ， 仄仄平平平 。

原始诗句 ： 谁言寸草心 ， 报得三春晖 。 今韵平仄 ： 平平仄仄平 ， 仄平平平平 。

第三步 ： 在老师解释诗歌中 的词语和诗意之后 ， 可 以带领学生通过放慢语速 、 断

句 、 声音高低起伏这样的形式 ， 有感情地朗诵诗歌 ， 反复朗诵
一

直到背诵 。

３

杜小帆 ． 中 国古典诗歌 引 入对外汉语教学的现状分析及教学应用 ［ Ｄ ］ ． 西北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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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对教学活动的建议

关于教学活动 ， 除 了在课堂上的活动 ， 笔者建议 中文系进行 以下两种活动 ：

１ 、 组建
“

诗歌社
”

， 开展中 国诗歌诵读和赏析的活动 ， 激发学生对诗歌的兴趣 。

除 了老师讲的 内容 ， 每
一

次可 以选择
一

个学生上 台发言 ， 说 自 己对中 国诗歌的感情 ；

或者分享 自 己对诗歌学习 的态度和经验 ， 比如怎么能在考试中得高分 ； 或者来分享 自

己对某
一诗歌进行的翻译 ； 或者说他学习 中 国诗歌时经常遇到的某

一个困难 ， 请老师

帮助克服等等 。

２ 、 在老师的指导下 ， 可 以让学生 自 己动手 ， 试试 自 己撰写一篇诗歌 。 在
一

个学

期的时间 内 ， 学生
一起学习 怎么写好的诗歌 ， 学期结束之前 ， 每一个学生都要提交

一

篇 自 己写的诗歌给老师 ， 也可以把
一

小组为单位 ， 小组的组员
一起写一篇诗歌 ， 老师

教学批改后 ， 按照他们写诗的水平 ， 给每
一组进行奖赏 。

３ 、 教师可以进行
“

每周 朗诵
一

首诗
”

的活动 。 每次课愿意的学生在课前脱稿地

给大家朗诵
一首诗 。 通过这样的活动会激发学生的热情 ， 也会增强他们的 自 信心和记

忆力 。

４ 、 每周末可以举办
一

场
“

在家里欣赏诗歌会
”

的活动 。 是老师选定适合 自 己和

适合学生的时间 ， 进行会议 ， 参加会议的学生每
一

位需要准备两个话题 ， 第
一

个是关

于教材外的相关知识 ， 第二个是他 自 己在课堂上不懂老师讲的一个问题 ， 或者在书上

遇到的一个不能 回答的 问题等 。 这样
一

个活动有很多好处 ， 第
一

会给学生更多的时间

来提 问 ， 第二会让师生之间 的关系跟家密切 ， 第三会提升同学们讨论能力和技巧 ， 第

四会议不会有课堂上那种紧张的气氛 ， 相反会让学生更放松地学习 。

３ ２



结语

目 前对外汉语教学中 ， 中 国诗歌没有 引 起足够的重视 ， 相关 的研宄还不够 ， 尤其

针对在埃及的 中 国诗歌教学的研究 。

该如何把中 国流传至今的 中 国诗歌作 品顺利地传授给埃及学生 ， 该选择哪些合适

的诗歌教学法使他们更容易 了解中 国诗歌的语言 、 思想和感情 ， 该如何选择适合埃及

学生的诗篇作为教学 内容 ， 该依据什么标准来选择上诗歌课的老师是本文研宄 的关键

点和价值所在 。

本文基于埃及开罗大学中文系 的学生中 国诗歌教学的状况 ， 对中文系 的系主任和

上过诗歌课两位老师进行访谈 ， 并对 ２ ０ １ ８ 到 ２０２０ 年的 四年级的
一

部分学生进行调查

分析 ， 为开罗大学中文系 中 国诗歌教学的不同方面提供
一

些思考和建议 。

研宄调查结果显示 ： 关于诗歌课程设置可 以知道 ， 开罗大学中文系高级阶段学生

满意课程时数 ， 此外 ， 他们还对课程设置 目标总体上都有
一定的 了解 ， 只是他们没有

达到课程教学 目 标 。 关于诗歌课程师资可 以知道 ， 开罗大学中文系高级阶段学生认为

中 国诗歌课应该 由埃及老师上 ， 希望老师的专业是文学 。 关于诗歌课现有的教材可 以

知道 ， 开罗大学中文系高级阶段学生完全不满意那本教材 ， 希望有大的改进 ， 他们也

提出 自 己对新教材的期望和改进建议 。 关于诗歌的教学方法 ， 开罗大学中文系高级阶

段学生最喜欢的两种教学方法是 ： 故事 引入法和古诗今译法 。 前者有利于提高学生对

诗歌学习 的兴趣 ， 而后者有利于学生更好更清楚地 了解诗意 。

由于笔者做研宄的经验不足 ， 本文研宄中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 论文中 的观点

方法还有待于进
一

步完善 。 需要改进的部分有 ： 问 卷设计不是很完美 ， 比如 问卷第

１ ７ 道题应该分成两个 问题 ，

一题说埃及老师 ， 另外
一题说中 国老师 。 笔者还认为最

好扩大调查范围 ， 了解在开大 中文系 ２０ １ ８ 年之前的诗歌教学情况 ， 跟更多的老师进

行访谈 。 以后的研宄者可 以注意这些 问题 。

笔者在论文撰写过程 中遇到不少的阻碍和困难 ， 比如 ： １ 、 对外汉语教学中 的诗

歌教学相关的研宄太少 了 。 ２ 、 论文撰写过程中 ， 笔者不能面对面与导师讨论想法和

思路 ， 只 能通过微信联系 。 ３ 、 埃及和 中 国两 国 的时差在沟通方面也算是
一

个障碍因

素 。 ３ 、 由于冠状病毒病 ， 笔者只 能通过互联网不同软件完成对开罗大学中文系几位

老师进行的访谈 以及对学生的 问卷调查 。 这都对我研宄 以及论文写作有
一

定的影响 。

４ 、 笔者没有机会和诗歌教材内容选定着进行访谈 ， 不能 了解他选择诗篇的依据 。 ５ 、

因为在开罗大学中文系实习那段时间很有限 ， 所以笔者没有进行课堂实际教学 。

最后 ， 笔者希望在今后的学 习 中 ， 能够进
一

步研究这个 问题 ， 为埃及学生的诗歌

学习做连续性的研宄 ， 促进对外汉语诗歌教学的发展 ， 更好地传播 中 国 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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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埃及开罗大学中文专业中国诗歌教学现状调査

亲爱的 同学 ， 您好 ！ 我是开罗大学文学学院 中文系 ２０ １ ８ 级毕业生麦乐娜 。 非常

感谢你接受这次调查 。 本调查结果全部用于本人的论文写作 ， 无其他 目 的 。 衷心感谢

您对我的支持 ！

＼ ？ 、 入
产

ＡａＩＩ Ｉ Ｉｊ ｌ ｊ
ｐ

．

！＾ｃ
－ Ｖ Ｉ Ｌｉ＾＾ｅ

以下句子符合你的情况吗 ？ 请你按照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数字 。

完全不符合＝
１ ， 不太符合＝

２ ，
一般＝

３ ， 比较符合＝
４ ， 非常符合＝

５

．

Ａｊｌｘｉｌ ｌ ４ｉＬ＾ｌ！  ＼ａｋ
ｊ

（Ｊｊ ＩＩａＩ
Ｉ

＾
９＾１ ） Ａｏ ｌ ｌｕｌ

ｌ＾ａａ Ｊ ＩＪａ

ＬａＬ？Ｊ少
《
。 ＜

ｊ
ｌ

ｌ

ｊｆｉ ｌ＝  ￡ ‘ Ｌａｊ
ｌ

ｊｊｄ ｌｊａ＝ Ｖ

＊

 ‘＝ Ｘ ｔ ＬｅＬｅｊ
＾ｓ ｌ＾ａ ）

１ ． 我清楚诗歌课程的 目 标 ：

ｎ
＞ｄ

１ 〇２０３〇４〇５〇

２ ． 我上完诗歌课后 ， 感觉 自 己 己经达到 了课程 目标 ：

ＳｊＬＪ Ｉ

〇 ？〇  ｌ—ｌ＾
ｊ
Ｊ ｌ （ＪａｉＪｌｊｆ  ｉ ａ ａ －＾ｊａ

１ 〇２０３０４０５〇

３ ． 我诗歌课的考试成绩好 ：

１ 〇２０３０４〇５〇

４ ． 我认为诗歌课很重要 ：

丨

１ 〇２０３０４〇５〇

５ ． 我认为诗歌课程时数很合适 ： 〇ｙ＿ｐ２ｗ

１ 〇２０３０４〇５〇

６ ． 我认为看相关视频 、 听相关音频对我诗歌学习有帮助 ： ｊ 〇 ｌ

Ａｊｕ ｊ Ｉ

ｊ
Ｊ＾

Ｊ＾＆Ｌｕ ｏＪ
＾

ｘＪ ｈ ｉｌｌｊＣｊ２Ａｊ３ｕｕｕ１ Ｉ

１ 〇２０３〇４〇５〇

７ ． 我认为老师上课时画相关思维导图对我诗歌学习有帮助 ：

Ｏ ｊＬｏｌ ｌ（ｏｌｘ－ｏ

１ 〇２０３０４〇５〇

８ ． 我认为讲新课之前听有关故事对我诗歌学 习有帮助 ：

＾＾
Ｉｃ －

＾
ｊＪｃ －ＬｗＵＡｉｙ ｕ ｌ

ｊ
Ｊ
＾ （＾ ｉ５ ｌ

＿ ＿
＞
ａｕ！ｉｌＵ４ｊＪｊｕ，ｅ ４＿ｈ＾ａｌ

１ 〇２０３０４〇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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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 我认为把诗歌翻译成阿拉伯语对我诗歌学习有帮助 ：

Ｗ 〇 ｉ

＾ 

＇

二

１ 一Ｕ
＾＊－ｕｄ ｌ＾ 

ｉＡＣ － Ｌｆｃ ｔ ｌ

ｊ

１ 〇２０３０４〇５０

１ ０ ． 我认为把古诗翻译成现代汉语对我诗歌学习有帮助 ： ＾１１

＾
ｉｃ ＞ＡｊｊＡａＪ ｌ

ｌ 〇２〇３〇４〇５〇

１ １ ． 我认为老师用 图画来解释难懂的词汇对诗歌教学有帮助 ：

Ａｊｙｕ ｌ

ｊ
Ｊ＾

＞Ｑ＆Ｌｕ
＾＾

ｊ ｉｌ ｌｄｌＬ〇ｌ￡ｌ ｌ

１ 〇２０３０４〇５０

１ ２ ． 我认为老师放音乐同学们
一

起配乐诵读诗歌是个有趣的课堂活动 ：ＷＵｋ
Ｊ
ｉ ｌ

Ｓｊ 

‘  ｉｌｌ 、 《 ＇ ｜ （Ｊａｋ ｉ ｊＡｊｉＳｍＩ ）４  １

－

ｈ ｉ ｉ ＇Ｖ Ｉ

１ 〇２０３０４〇５０

１ ３ ． 我认为在课堂上背诵诗歌是个有趣的活动 ： ｈ＋

１ 〇２０３０４〇５０

１ ４ ． 我认为在课堂上朗诵诗歌是个有趣的活动 ： ＋

ＡｊＯａａＩ ＩＡｊａｕｌｊ＾Ｍ

１ 〇２〇３０４〇５０

１ ５ ． 我认为参加 朗诵诗歌比赛对我诗歌学习有帮助 ： ＷＵ

１ 〇２〇３０４〇５０

１ ６ ． 我认为做两首诗歌之间的对比对我诗歌学习有帮助 ：

１ 〇２〇３０４０５０

１ ７ ． 老师提局 了我对中 国诗歌的学习 兴趣 ：
？ｌａａ

１ 〇２０３０４〇５０

１ ８ ． 我认为中 国诗歌课应该 由埃及老师上 ：

＊
＜＞ ＂ ＇＞ ＇ １ Ｓ －：ＬａＵ １

ｌ 〇２０３０４〇５０

１ ９ ． 我认为 中 国诗歌课应该 由 中 国老师上 ： Ｊ＊＾Ｊ ｜ＳｊＵ （ｊ
ｉｊＪＪ

ｊ ｌＬ＿ ｌａＪ

１ 〇２０３０４〇５０

２０ ． 我认为上诗歌课的老师应该是文学专业的 ：

Ａ＞Ｊｊ＞Ｊ ｉ

＾ １

〇＾Ｊ

ｉ
＞ｒｙ
－ａｌ ！ｌｊｊＶ Ｉ

〇ｊ￥ｉｕ ＇

１ 〇２〇３０４〇５０

２ １ ． 我对老师使用过的诗歌教学方法满意 ： 乂Ｌ＾ ｌ

ｊ
Ｕ

１ 〇２０３０４〇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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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 我对诗歌课教材满意 ：

１ 〇２０３〇４０５〇

２ ３ ． 我认为中 国诗歌课应该 以古代诗歌为主 ：

１ 〇２０３〇４〇５〇

２４ ． 我认为中 国诗歌课应该以现当代诗歌为主 ： Ａｄ ｉ

 ＜＾ １４

少＾ｌｌ ． Ｍ ■ 丨

１ 〇２０３〇４〇５〇

２ ５ ． 我认为教材 内容适合外国学生学习 ：

１ 〇２０３〇４〇５〇

２６ ． 我认为教材有课后 的
“

展开阅读
”

部分很重要 ： ＞

ｃｊＵ Ｉｊ
ＳＩ ！

＂

１ 〇２〇３〇４０５０

２７ ． 我认为教材有
“

专业知识
”

部分很重要 ：
ｄ

ｊ
ＵＪ ｌ

ｃ＞

１ 〇２０３〇４〇５〇

２８ ． 我认为教材有
“

专业术语和词汇的解释
”

部分很重要 ：

， ，

Ｃ ｉＬｅＫｌ Ｉ

ｊ
ＣｊＬ＆ＩＬｍｍＩ Ｉ

：少
！ｊ

１ 〇２〇３〇４０５〇

２９ ． 我认为教材有综合练习题很重要 ： ｃ＞

１ 〇２０３〇４〇５〇

３ ０ ． 我认为中 国诗歌很难学 ：

１ 〇２０３〇４〇５〇

３ １ ． 我认为诗歌在我们 的专业中有重要的地位 ：

以 ^

１ 〇２０３〇４〇５〇

３２ ． 我认为诗歌对我未来的工作有作用 ：

１ 〇２０３０４〇５〇

３ ３ ． 我能接受上诗歌课的 中 国老师 只用汉语讲诗歌 ：

＾ 

＼ ＼  ＞  ｒｆｎ ｉ ｉ＾ 

ｉａ＾
ｊ Ｖ— ｉ

１ 〇２０３０４〇５〇

３４ ． 我能听懂中 国老师使用的文学专业词汇 ： ＼一 人讯＾Ｖ Ｉ ＾ＵＫＩ Ｉ ＾＾ Ｉ

＾ 

ｌ Ｕ ｒｆ
－

Ｊ ｌ

ｊａｔＪｊ ｌ^

ｌ 〇２０３〇４〇５〇

３ ５ ． 上诗歌课的埃及老师对中 国文化很 了解 ：

ｄ ＡｓＩ＾ｊＩＬ ｊ４ｊ ｌ

１ 〇２０３０４〇５〇

３ ７



３ ６ ． 上诗歌课的埃及老师能好好把文学知识传给我们 ：

Ａ４

Ｌｌｌ ＾
ｊｊａＬｏＵ

１ 〇２０３〇４０５０

？

Ａｊｌｌａｌ ｌ ｉｊｐ
－＾＜４

请你 回答 以下 问题 ：

３ ７ ． 请列 出老师设计的你最喜欢的诗歌课堂活动 ：

ａ ！ Ｉｐ Ｖｊｊ ｌ

＾
ＪＬ ｊｕ ｉｌ ｌＯ ＾Ｌａ

产
Ｕ  ■〇  ｌＡ

３ ８ ． 请你列 出在你想象中最有趣的诗歌课堂活动 ： 卜

６＾ｍｓ１＾ａ１ １＾Ｕｊ Ｉ ｉ Ｖｉ ＇ ｊｄ＾Ｌａ

３ ９ ． 如果教材进行修改 ， 请你提修改意见 ： ｊ
Ａ ｂ

ｊ

４０ ． 如果诗歌教学方法进行改进 ， 请你提
一

个改进意见 ： ^

Ｓ】Ｌａ

３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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