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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簇又考昏教学的现状与前景

四川大学 月三文虎

埃及的汉语教学主要集中在艾因
·

夏

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
。

该系始建于

����年
，
����年中断

，
一���年恢复

�

到

����年
，

中文系已有本科毕业生 ��� 人
，

他们大多从事翻译和教学工作
，

活跃在外

交
、

新闻
、

医疗
、

工程建筑和教学界
，

为中埃

文化交流与友好往来作出重要贡献
�

一
、

学制与课程

中文系现设本科
、

硕士研究生预备班

和翻译文凭班
�

本科为 �年制
，

系统讲授汉

语言文学和中国文化
，

毕业考试成绩合格

者
，

可直接升入硕士预备班学习
。

硕士预备

班为 �年制
，
毕业后须撰写硕士论文一篇

，

通过答辩
，
即授予硕士学位

。

取得硕士学

位后
，

可申报题 目撰写博士论文一篇
。

博士

研究生只写论文
，
不修课程

。

论文通过答

辩
，

即为博士
�

从预备班入学到博士学位取

得
，

允许在 �� 年内完成
�

本科毕业
，

经入学

考试
，

合格者可进入翻译文凭班学习
�

翻译

文凭班为 �年制
，
二年级分笔译班和 口笔

译班
，
一年级考试成绩在 �� 分�百分制�以

下者入笔译班
，

在 �� 分以上者入 口笔译

班
。

翻译文凭班第二学年�包括笔译和 口笔

译班�应翻译一部作品�规定原著在 ��� 页

以上�
，

并写一篇研究此作品的论文
，

各科

考试合格
，
论文通过答辩

，
即授予翻译文

凭
，

相当于硕士学位
。

此后
，

可申报撰写博

士论文
。

从翻译班一年级到取得博士学位
，

同徉允许在 �� 年内完成
。

本科
、

硕士研究生预备班
、

翻译文凭班

的课程设置见下表
�

表 �本科课程设且

乒乒翼翼
年年 军军 军军 四四

级级级级 级级 级级 年年
级级级级级级级

语语言和语音音 ��� ��� ��� ���

课课 文文 ��� ��� �����

文文章与阅读读 ��� ��� ��� ���

翻翻 译译 ���������

阿阿 文文 ��� ��� ��� ���

第第二外语语 ��� ��� ��� ���

文文学与文明史史史 ��� ��� ���

阿阿 译 汉汉汉 ��� ��� ���

汉汉 译 阿阿阿 ��� ��� ���

课课文与批评评评评评 ���

研研究与资料料料料料 ���

表 � 硕士研究生预备班课程设�

课课 程程 周课时时

语语言研究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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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语言文明明 ���

文文学与文学评论论 ���

研研究方法法 ���

翻翻译理论论 ���

第第二外语语 ���

表 � 翻译文凭班课程设�

从从从
年年 二年级级

级级级级级级级级

笔笔笔笔笔 口口

译译译译译 笔笔
班班班班班 译译

班班班班班班

语语 言 研 究究 ��� ��� ���

术术 语 研 究究 ��� ��� ���

笔笔 译
··

阿译汉汉 ��� ��� ���

汉汉汉译阿阿 ��� ��� ���

同同声传译译 阿译汉汉 ����� ���

汉汉汉译阿阿 ����� ���

即即席翻译译 阿译汉汉 ����� ���

汉汉汉译阿阿 ����� ���

视视 译译 阿译汉汉 ����� ���

汉汉汉译阿阿 ����� ���

阿阿 文文 ��� �����

法法 律律 �������

政政治
·

经济济 �������

语语 言 文 明明明 ��� ���

二
、

考试制度

学院规定
，
一年只有一次正式考试

。

学

年考试在每年 �月进行
。

考前
，
学院成立专

门的考试委员会管理考试事务
。

任课教师

根据学生出勤
、

作业
、

日常学习情况给出平

时学习成绩
。

平时成绩不及格者
，
不能参加

考试
�

笔试 �小时
。 《课文 》分笔试与口试

两种
� 《研究与资料 》 、 《研究方法 》 、 《术语研

究 》不考试
，
只给平时成绩

�

评分
�

本科 �个

年级和硕士预备班实行 �� 分制
，

本科 ��

分及格
，

预备班 �� 分及格
。

翻译班实行

��� 分制
，“ 分及格

�

每份考卷须两个教师

评阅签字才有效
。

考试两科不及格者
，

可在

�� 月补考
，
�科以上不及格

，
留级

。

翻译文凭班入学考试
，

在 �月学年考

试之前举行
�

分笔试
、
口试两种

。

笔试及格

者才能参加 口试
�

笔试科目是
�

�
�

阿文�作文�

�
�

汉语�作文�

�
�

阿译汉

�
�

汉译阿

�
�

第二外语�语言和翻译�

�
�

文化知识

口试科目是
�

�
�

视译�阿译汉 汉译阿�

�
�

理解能力考查���分����分及格�

�
�

发音器官检查�适合 不适合�

三
、

师资与教材

中文系自创建之 日始
，

即聘请中国教

师任教
�

最先为 �人
，

以后随年级
、

班次的

增加逐 渐增加
，
����年 以后 增至 �人

，

����年以前
，

中文系的课程
，

除 《阿文 》 、

《第二外语 》由埃及教师承担外
，
全部汉语

课程由中国教师承担
。

中国教师主要选派

自北京语言学院
、

北京大学
、

上海外国语学

院等院校
。

先后有 �� 多人次来此任教
。

����年以后
，
通过答辩的博士逐年增加

，

埃及 自己的汉语教师逐渐成长起来
，

走上

讲坛
。
����年以后

，

中国教师逐渐减少
。

中文系每年从本科毕业生中选 留教

师
，

刚毕业留校者聘为助教
，
经硕士预备班

学习
，

通过硕士论文答辩
，
取得硕士学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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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或经翻译文凭班学习
，

取得翻译文凭

者
，

聘为副讲师
。

取得博士学位者
，

聘为讲

师
�

中文系现有助教 �人
，

副讲师 �� 人
，

讲师 �� 人
。

其中
，
一人毕业于 �� 年代

，

其

余都是 ����年以后培养出来的
�

他们在读

本科或研究生时
，

有的到中国留过学
。

埃及

规定
，

讲师才能正式上课
，

须承担 �� 课时

的教学任务
。

按照学院的统一规定
，

中文系同别的

系一样
，

各门课程都有教学大纲�埃及称为
“
科学内容��

，
大纲对教学总目标和基本内

容都有具体规定
。

目前所使用的教材基本

上由北京语言学院提供
，

不完全符合需要
。

有相当一部分课程无相应的现成教材
，
通

常由任课教师自选自编
，

如何编一套既符

合埃及需要又体现汉语实际
、

实用而有价

值的教材仍然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

四
、

前景

为了适应汉语教学事业发展的需要
，

埃及计划把艾因
·

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

文系办成
“
中东汉语培训中心

” 。

为此
，

中文

系将扩大招生任务
，

除招收埃及本国学生

外
，
还将逐步招收非洲及阿拉伯国家的学

生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
，
举办埃及人短期

汉语培训班
，

并承担赴中国的埃及留学生

的汉语培训任务
。

最近中国国家教委向艾

因
·

夏姆斯大学赠送了一套中国制造

���一���电脑控制跟读型 �� 座位语言

实验室设备和 ����册中文图书资料
，
此

外
，

还将逐步增加埃及赴华学习奖学金名

额
。

十多年来
，
艾因

·

夏姆斯大学中文系

为埃及
、

为阿拉伯国家
、

为非洲
、

中东地区

培养了一大批汉语人材
。

埃及有了自己的

汉语博士
、

汉语教师
。

今天
，

在艾因
·

夏姆

斯大学语言学院
，
一些教职工和其他系的

学生也会讲简短的汉语问候语
，

英文系有

学生选修汉语作为第二外语
�

在街上
，

在车

站
，

在商场
，

埃及人特别是青年人突然冲着

中国朋友喊一声
“
你好

” ，

这已不是罕见的

事了
。

汉语在埃及这块土地上开始扎下根

来
，

枝繁叶茂的美好前景展现在我们面前
。

我们衷心祝愿埃及的汉语教学蓬勃发展
，

迈进一个新的阶段
。 【责任编辑 �

邱衍庆】

东北地区第四届对外汉语教学研讨会在大连举行
东北地区第四届对外汉语教学研讨会于 ����年 �月 �日至 � 日在大连外国语学院国际汉语培训

中心举行
。

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
、

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的有关负责人
，
辽宁

、

吉林
、

黑龙

江三省的省教委主任等有关领导专程到会祝贺
�

来自东北地区各院校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近 �� 位代表

出席了这次研讨会
。

开幕式后
，

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会长吕必松教授作了题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结构 》的专题讲演
，

对

这一结构的构成以及研究该结构对搞好第二语言教学的重大作用发表了精辟的见解
，
使与会代表耳目

一新
。

北京语言学院二系系主任李扬和语文系副主任崔希亮应邀到会
，

分别作了《中高级阶段的汉语教

学》和《话语分析与语言文际策略 》的学术报告
，

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
。

会议共收到论文 �� 篇
、

论文提要 �篇
�

内容涉及语言基础理论应用
、

教学法
、

教材编写
、

文化与语

言
、

汉外比较等
。

有些论文颇有新意
，
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

，
反映出东北地区对外汉语教学和科研的水平

正在逐步提高
�

通过认真研讨
，

与会代表在对外汉语教学的结构
，
语义

、

语用的重要地位
，
文化与语言的密切关系

，

对比方法的重要意义以及教学法的正确选用等方面提高了认识
，

取得了共识
�

�大连外国语学院国际汉语培训中心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