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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本土化研究

周啸生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
摘要：孔子学院作为汉语推广和中国文化传播的窗口，促进了汉语在国际的发展。近些年随着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国际传

播，汉语国际教育本土化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文章通过对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现状进行分析，从本土教师缺

乏、本土教材编写不足以及汉语课堂教学受阻等方面对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本土化进行探讨，最后针对本

土化汉语教学以及本土教师的培养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的传统友谊，促进了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

在埃及的传播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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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汉语作为第二语言
教学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而孔子学院作为汉语国际推广和文化
传播的窗口，本土化的汉语教学也越来越受到对外汉语界的关
注。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有着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传播的
使命，其中汉语教学本土化的推进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针对这
些问题，汉语教师们应以国际化的视野科学设计汉语教学大
纲，对当地文化、汉语学习者、教材内容等方面都要进行分析研
究，以便更好地进行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传播，达到“本土化”
的汉语教学。

1什么是“汉语国际教育”本土化？

首先，汉语国际教育(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简称TCSOL，是一个全新的专业，它是主要培养具有
熟练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技能和良好的文化传播技能、跨
文化交际能力，适应汉语国际推广工作，胜任多种教学任务的
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化专门人才的一门学科。[1]近几
年来发展迅速，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而关于“本土化”教育，
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来加以理解：一是教育内容的“本土化”，
即利用当地的历史地理、语言文化、风俗民情来充实教学；二是
教育行为的“本土化”，即按照当地的教学理念、教学规律、教学
方式、教学传统来施行教学。[2]虽然汉语国际发展迅速，但是在
真正的教学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师资缺乏、教学环境恶劣、生
源不足以及文化冲突等。基于以上种种情况，学界发出了“汉
语国际教育本土化”的呼声即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不同的语
言和文化背景下，力求达到最有效的汉语教学以及最大限度的
师资优化。

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每年都会向国外派遣一定数量的
汉语教师，但是，却仍不能满足海外孔子学院对汉语教师的需
求。显然，对于这种问题不能仅靠我国向海外输出汉语教师，
本土教师的选派也是重中之重。因为与中国派出的汉语教师
相比，本土教师在汉语国际教育、中国文化推广方面比国内派
出的汉语教师有着很大的优势。首先，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
本土教师相比较于中国派遣的汉语教师在语言沟通上占有很
大优势，可以说是完全没有问题；其次是文化冲突现象，每个国
家、民族都有着自己特定为文化，中国籍的汉语教师在跨文化
交际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从而影响汉语和中国文化

的推广和传播，而对于本土教师文化冲突这种现象可以说是不
存在的。因此“本土化”的汉语老师在日常生活、汉语教学以及
中国文化传播上可以说是得心应手，这不仅有利于促进汉语教
学和中国文化的快速传播和推广，而且还促进了当地汉语教学
的稳定和发展。

2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本土化”汉语教学现状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是在中国国家汉办的直接支持和
指导之下，开罗大学与北京大学合作创办的汉语教学与中国文
化推广的机构，是埃及乃至北非地区建立的第一所孔子学院，
也是阿拉伯国家和地区办学规模最大的孔院。自2008年开始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正式进入实质性教学阶段。据统计，截
至 2016年底，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已在埃及不同的城市开
设了5个教学点，分别为埃及十月六号城的中埃友好学校教学
点、亚历山大法鲁斯大学教学点、新开罗的Thebe小学教学点和
开罗 Zamalek岛的Dar Eltarbia大学教学点以及贝尼苏韦夫的
复兴大学教学点。教学点及学生情况分布如表1。

表1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教学点分布统计表

汉语教学点

开罗大学孔子学院

埃中友好示范学校

法鲁斯大学

Thebe小学

Dar Eltarbia大学

复兴大学

所在地

开罗

十月六号城

亚历山大

新开罗

Zamalek
贝尼苏韦夫

学习性质

专业&业余

选修

选修

选修

选修

选修

学习对象

成人

初高中

成人

小学

初高中

成人

人数

450
100
60
36
42
12

2014和2015年，塞西总统两度访华，2016年又是中埃建交
60周年，习主席访问埃及，同年 3月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
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大楼奠基仪式，这更进一步深化了中埃两国
的传统友谊和交流，促进了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在埃及的传播
与发展。而对于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本土化”汉语教学的
现状及问题，我们可以从教师、教材和课堂教学三个方面来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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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2008-2016年汉语教师统计表

人 数
年 份

中方教师

本土教师

2008
2
0

2009
5
1

2010
6
1

2011
8
2

2012
10
2

2013
13
3

2014
17
4

2015
20
5

2016
24
5

(1) 本土教师缺乏
从表 2可以看出，自 2008年建院以来，虽然每年的汉语教

师都在递增，但是本土教师的数量增加的不是那么明显，因为
埃及地处北非，办学条件有限，每年学习汉语的埃及学生呈逐
年递加的方式，但是汉语教师的数量却远远不够。截止到2016
年底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共有 24名中国教师，本土教师只有 5
名，大部分的汉语教师仅仅是由中国派出的，其中很多中国派
出的汉语教师志愿者偏多，他们很多都从事一年的汉语教学工
作然后回国，只有少数的汉语教师留下来，即使留下来最多也
就再待一年，但很多汉语教师会因为种种原因只待一年就回
国，因此中方派出的汉语教师还是有限的；而埃及开罗大学孔
子学院的本土教师虽然每年都在增加，但是要达到“本土化”的
汉语教学还是远远不够的。

此外，埃及开罗大学设有中文系本科、中文系研究生教育，
但是很多中文系毕业的研究生很少去担任汉语教师，而埃及开
罗大学孔子学院也没有开展本土教师培训班，更多的是采取研
讨会的方式进行学习和交流。显而易见，本土教师的缺乏是埃
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实现“本土化”汉语教学的一大困难。

(2) 本土教材不足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立足教学，自成立以来，开设了初、

中、高级各类汉语课程，并根据埃及社会所需开设了旅游汉语
课程、商务汉语课程、从初级到高级的各种汉语综合班、单项
班、HSK辅导班，并在教学点应校方要求开设中国文化特色
班。因此，开罗大学所使用的汉语教材有《发展汉语》、《快乐汉
语》、《跟我学汉语》、《汉语口语速成》等教材，这几本教材都是
用英语注释的教材，教材上很多内容都是中英结合展开，而埃
及本土的汉语教材只有《旅游汉语》和《商务汉语》两本教材，这
两本教材仅仅是针对一些学生学习特点和学习方向制定的汉
语教材，对于整个埃及的汉语学习有一定的局限性。虽然埃及
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担负着《快乐汉语》、《跟我学汉语》、《新实用
汉语》等系列教材阿拉伯语改编翻译工作，但是任务艰巨，外加
本土教师缺乏，双语人才不足，从而导致本土化教材的编选工
作难以应付越来越多的埃及汉语学习者学习汉语。

(3) 汉语教学受阻
自2008年3月正式开课以来，开罗大学孔子学院陆续开设

了汉语初级A、B、C班、汉语口语中级A、B班、HSK辅导班、商务
口语班等，自 2015年春季学期开始，又增设了旅游汉语班和
初、中、高各级听力班。但是，汉语教师在对外汉语教学的时
候，经常受到一些阻碍，笔者觉得有以下三点：一、埃及的官方
语言是阿拉伯语，但是只有少数的埃及人使用阿拉伯语普通
话，大多数的埃及人使用的是阿拉伯语方言。而从中国派出的
汉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媒介语一般是英语为主，因为很多汉
语教师是完全不会阿语的。但是一些会阿语的汉语教师所学
的的阿拉伯语是官方阿拉伯语即阿语普通话，这样就造成一些
学生听不懂，教师不得不使用英语媒介语。二、由于汉语和阿
拉伯语之间的翻译也常常存在偏差，汉语翻译成阿拉伯语后意
思相差径庭，这无形中就给教学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烦；三、大部
分的埃及人信仰伊斯兰教，按照伊斯兰教的习俗一天要做五次
礼拜，在上课的过程中经常被中断，学生直接在课堂上做礼拜，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课堂教学。

因此，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本土化”汉语教学存在很多
问题，首先本土教师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本土化”汉
语教学的实现；其次是本土教材不足；最后就是课堂教学中的
文化冲突现象很严重。由于埃及大部分人信仰伊斯兰教，穆斯
林中的很多习俗都影响着“本土化”汉语教学。

3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本土化”汉语教学对策

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中国国家汉办主任许琳在《关于
2010 年孔子学院总部工作总结和 2011 年计划的汇报》中谈到
要进一步加强孔子学院院长和师资队伍建设，强调要扩大本土
汉语教师的培养培训规模。[3]

具体措施：
(1) 引进埃及籍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引进对象是埃及的汉

语学习者，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根据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
部提供的奖学金项目，每年都会选择在孔子学院学习的埃及学
生或者准备从事或计划从事汉语文化传播工作的师生申请该
项奖学金来中国更系统的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截至 2016
年，开大孔院到中国进修学习的成员已超过 100人，他们为中
埃两国的教育、文化和经贸交流一直努力着。但是他们与中国
的汉语教师相比，在语言教学方面存在劣势，因此在培养过程
中，应加强各项汉语技能以及汉语基础的学习，使其汉语应用
水平进一步提高。除了扎实的汉语基础知识和汉语技能外，对
于中华文化、地方风俗以及中国国情等方面也要熟悉、了解，才
有可能向埃及学生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2) 开展中方汉语教师本土化培训工作。国家汉办/孔子学
院总部每年都会向国外派遣一定数量的汉语教师，在派遣之前
都会进行赴任前的培训工作，笔者于 15年在华东师范大学汉
语教师研修基地参加岗前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是汉语本体知识
以及对外汉语教学实践的课程比较多，而关于赴任国的国情、
文化、语言的培训很少，语言培训主要以英语为主，所以笔者认
为，国家汉办孔子学院应该从以下两点展开中方汉语教师的本
土化培训工作：一、开设小语种培训班；比如，2015年国家汉办
派遣泰国的汉语教师，赴任前开设了泰语课程班，为中方汉语
教师到泰国教学和生活提供了很多帮助，而埃及汉语学习者使
用的是阿拉伯语，岗前培训课程中并没有开设阿拉伯语课程。
二、学习赴任国的文化、国情，尤其是一些风俗习惯、文化禁忌
等，比如埃及，很多埃及人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就有很多禁
忌，最典型的就是不可以吃猪肉等。

(3) 加强埃及本国本土教师培训工作。众所周知，本土化
的教师是传播语言的主体。我们应当建立本土化的师资培养
体系，培养一批喜欢和了解中国文化、汉语交际能力较强的母
语非汉语的本土教师，作为当地汉语教育的主体，还可以让他
们成为“种子教师”，进一步培养更多本土教师。[4]在 2015年 9
月，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在总部“专家组赴国外培训本土汉
语教师项目”的支持下，成功举办了“阿拉伯地区本土汉语教师
培训会”，第一次将师资培训的范围从埃及扩大到整个阿拉伯
地区，向着将自身打造为“阿拉伯及非洲地区本土汉语师资培
训中心”的目标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5]本次培训会汇集了各
个大学、孔子学院及孔子课堂的本土汉语老师，其中中外方教
师达70余人，其中各国本土汉语教师31人。此外，每年开罗大
学孔子学院都会举办“埃及汉语教师教学法研讨会”，通过教学
演示、小组讨论、大组汇报的形式，在会议现场模拟展示课堂教
学，帮助更多的本土教师提高自己的汉语教学水平。

(4) 大力推进国际汉语教材埃及“本土化”。针对埃及汉语
学习教材的本土化一定要符合母语为阿拉伯语的埃及学生特
点，并体现埃及本土风俗人情。首先，“本土化”教材在内容选
择包括词汇、话题等都要准确地表现出埃及本土的经济、文化
和民族特点；其次，教材内容还要根据埃及汉语学习者母语的
特点，强调教材编写的重难点；最后，教材编写最好由中外教师
合作，因本土汉语教师熟悉当地语言文化的长处，他们与我们
国内学者合作，编写当地的汉语教材，更适合当地学习者。

4结束语

汉语国际教育本土化问题一直以来是对外汉语界最为关
注的问题，因地制宜，加快汉语国际教育的本土化，才能解决我
国有限教学资源与不断增长的学习者多元需求的矛盾:搭好中

（下转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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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精神文化的影响

3.1价值观念的差异

早在古希腊社会，西方便强调个人特性、民主和自由，且受
“天人相分”及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的强烈影响，西方社会
极度崇尚个人主义，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古代中国社会则
深受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认为人与自然处于统一和谐
的整体结构中，人是整体的一部分，因此中国人则更加重视集
体主义，强调整体的和谐。这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在英语中以大
量 ego 和 self组成的词组及表现个人进取、个人力量的谚语体
现出来，如：“egocentric”自私自利的，“self-control”自制力，

“You have to blow your own horn.”自吹自擂；而汉语则有“枪打
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等说法。这种价值观念还表现在
中西方人发表见解时的不同。西方人往往无所顾忌、自由地表
达个人观点，抒发个人情感；而中国人则十分谦逊，往往为追求
关系的和谐而谨言慎行，保留自己的意见。明确中西方价值观
念的差异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人极度表现自我的行为，以避免
交往中误会的产生。

3.2思维方式的影响

具体从三个方面阐述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由于受不同
自然地理和人文条件的影响，中西方的思维方式客观上存在差
异。中国传统哲学强调整体思维，分析问题总是先从整体出
发，注重综合概括；而西方传统哲学则强调分析思维，注重事物
的分析解剖和个体研究，突出由部分到整体。这两种不同的思
维方式体现在语言中就是汉语习惯于从大到小表述，而英语则
由小到大表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英语和汉语在叙述时间，地
点和主要事件上顺序的差异。另一方面，由于汉语民族重视整
体思维，因而往往将主客体相互融合，而英语民族重视分析思
维，他们则会严格区分主体和客体，注重客观事物的影响。这
就导致了英汉语言在句法上主语的不同和语态方面的差异。
汉语常以事件的主体作参照点，语态隐含，常以主动表被动；而
英语往往把事件的客体作为参照点，被动语态远多于主动语
态。因此我们在做英译汉时，常常要把被动语态转换为主动语
态，而做汉译英时则要增加被动句的使用。

其次，汉语民族重感性和辩证思维，而英语民族重理性和
逻辑思维。此差异在句法结构上表现为汉语重意和，注重行文
意义上的连贯，多将语法和句法隐含于句子间的关系中，逻辑
连接词较少，是综合型的直感语言；而英语重形和，强调语言形
式上的接应，多使用表示逻辑关系的连接词、介词等，以达句子
语法完整，组织严谨的目的，是分析型的理性语言。例如，“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的汉语译文为“冬天来
了，春天还会远吗?”这两个分句中没有任何形式的过渡或连接
词, 却依然能表达出“如果……，那么……”这样一层逻辑关
系, 而英语句子中,若去掉“if ”,整句话就不达意了。因而英语
句子往往是包含各类关系词的复杂长句，宛如参天大树，枝叶
横生，而汉语句子则短小精悍，宛如万顷碧波，层层推进。这就
要求我们在做英译汉时必须要掌握减词法，在不影响准确表达

原文内容的前提下，结合具体情况恰当地将英文中的介词、代
词、连词、冠词等略去，以使译文练达通畅，更加符合中国人的
语用习惯，否则只会译出翻译腔十足，四不像的欧化式汉语。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迂回，环绕的螺旋式，而西方人的思维
方式则呈直线式，这一思维模式反映在语篇特征上就是中文文
章的“迂回曲折”和英文文章的“开门见山”。中国人写文章时，
会避免直接切入主题，往往从很远的外围相关问题入手，运用大
量的铺垫、陈设，最后才道明重点，这就使语篇结构呈圆式或螺
旋式；而西方人则会在文章开始时就直入主题，先直接明了地表
达自己的观点，然后再展开论述，把原因和过程娓娓道来，整个
语篇呈直线式向后发展。若我们在英文写作中没有认识到这一
差异，而是惯用中国式思维，照搬中文模式，那么我们写出的文
章在英语本族语者看来就是没有开头，逻辑混乱，不知所云。

3.3宗教信仰的不同

表现为不同民族在崇尚、禁忌等方面的文化差异。大多数
西方国家信仰基督教，而中国则以佛教，道教和儒教为主。因
此，“佛”和“God”分别成为中、西方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存在，
深深影响着本民族的语言表达。英文中有“God bless you”上帝
保佑，“God forbid”绝对不行；而汉语中则有“借花献佛”，“临时
抱佛脚”。英文中除了有众多与上帝有关的表达，很多习语典
故也来自基督教。例如，“Thirty pieces of silver”出自犹大为三
十块银币出卖耶稣的故事，象征出卖别人而得到的钱财。前文
提到西方人忌讳 13这个数字也是源自犹大出卖耶稣的故事，
因为犹大是参加晚餐的第13人，晚餐的日期恰逢13日，“13”给
耶稣带来苦难和不幸，因而被视为不祥的象征。英语中提到的
某些事物源于特定的宗教文化背景，也就具有其特定的含义。
如果我们对西方的宗教文化一无所知，在对其翻译时简直无从
下手，阅读时亦难以理解真正含义，在与外国人交往时甚至可
能会触犯到他们信仰中的禁忌，对其造成极大的冒犯。

4结论

研究中西文化差异，对于全面提高英语听、说、读、写、译的
能力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英语学习中，很多人往往重
视语言系统内部的语音、词汇、语法等，却忽视了背后的文化因
素。事实证明：脱离了文化的语言学习便是舍本逐末。因此，
我们必须要重视文化学习，提高跨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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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世界的友谊之桥。[6]而怎样使对外汉语教学“本土化”？这
都需要我们更大程度的去实践，去检验。总之，希望我们通过
不懈的努力让“本土化”老师成为对外汉语教师中的主力军，充
分实现汉语国际教育“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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