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摩洛哥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案例分析

赵老师作为江苏大学外派的汉语教师志愿者，来到摩洛哥丹吉尔的阿卜杜·马立克·阿

萨德大学孔子学院，教授汉语三级和六级的兴趣班。摩洛哥官方语言是阿拉伯语，但他们也

会说法语，大学生都会说英语，现在他们还在学习中文，有很多摩洛哥人会说中文的“你好”

“谢谢”。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这里扎根，一些四十多岁的摩洛哥上班族为了和中国

企业有往来，也会选择学习汉语。

在摩洛哥的第一堂汉语课上，赵老师由于技术的问题和内心的紧张，导致表现有些慌乱。

课后，两位姐弟学生追上了她，要送她一份礼物。尊重摩洛哥的传统礼仪，她当场打开了礼

物，发现是一条摩洛哥风格的项链。学生们解释说，不管教师的教学水平如何，他们都要送

礼物，只因为教师是中国人。赵老师说，这个理由当时让她深深受到震撼。

赵老师负责整个班级的汉语教学，从制定教学进度到传播中华文化，所有事情都由她决

定。如何讲好汉语课，让学生感兴趣并坚持下去，是最重要的任务。因此，在开课前，她计

划模仿国内的教学方式，让学生走上讲台进行课堂展示。鉴于学生们对中国的了解仅限于北

京和上海，她给汉语三级兴趣班的学生设定了一个展示话题：“每节课介绍一座中国城市”，

并且列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城市，让学生选择并抽签决定展示的顺序。由于学生的汉语水平

不一，但都渴望展示自己，她决定不限展示语言（汉语或英语），并实施鼓励原则：汉语说

得越多，分数越高；还可以展示一段关于这座城市的视频，但要求控制在 15 分钟左右。

在学生进行课堂展示时，赵老师全程录音并认真做笔记，记录学生的精彩发言。展示结

束后，由老师进行总结和补充。例如，学生介绍杭州时提到了西湖断桥，她就给学生讲述了

与之相关的《白蛇传》的故事；有学生介绍北京时，她向他们讲述了北京大学和蔡元培先生。

对于她自己访问过的城市，如南京、成都，就会向学生展示自己拍摄的旅行照片和视频。通

过这些生动的图像和视频，学生们能够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

由于学生大多是大学生和中学生，很多人有意向申请中国大学，因此她特别注重国内知

名大学的宣传和普及。学生们对这种教学方式非常感兴趣，他们表示，以前没有过这种将课

堂时间完全交给他们的学习方法，感谢赵老师能给他们这样的机会，通过查找资料做一个思

路清晰的课堂展示，了解真实的中国。学生们说，将来去中国，第一站一定会是自己做课堂

展示的那座城市。她听后不禁哈哈大笑。

学生们对赵老师来摩洛哥所经历的细碎的、更贴近生活的跨文化案例更感兴趣。例如，

摩洛哥人临近生日会告诉周围所有认识的人，但中国人则不会如此。有的学生在课堂上非常

害羞，她就分享自己的一些跨文化趣事让他们活跃起来，或者开一些玩笑彼此逗乐。这样既

讲了中摩文化差异，又调节了课堂气氛。几位六级班的学生已经多次去中国，掌握了很好的

汉语学习方法。即使没有条件去中国，他们也会经常去舍夫沙万找中国人练口语。并且他们

对中华文化的了解程度较深，教师就不需要重申过于表面的内容：“什么是中国春节？”“什

么是京剧？”而是和他们共同探讨文化现象背后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他们喜欢中国的武

术，喜欢功夫片，甚至到了痴迷的地步，于是，赵老师就给学生讲解了百家争鸣，讲了孔孟

老庄的哲学思想。通过细致的解析，他们终于理解了为什么中国的武术不同于西方的拳击，

讲究“巧”，讲究“四两拨千斤”。赵老师说，那天，第一次看到学生们眼中放着光芒。他

们从来不知道中国的哲学思想竟然如此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六级学生的汉字

储备量已经不错，因此，她经常选择一些汉字，从文字学的角度讲解这个汉字的起源，如何

不断地发展变化，一直讲到现在的汉字字形，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

学生们知道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是如何向学生展示这些历史呢？这不仅仅是一个口

号，而是要求汉语教师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表达能力，通过点点滴滴来告诉学生怎么个“源

远流长”。



（案例来源于 2023 年 5 月 14 日对摩洛哥阿卜杜·马立克·阿萨德大学孔子学院志愿者

教师赵老师的微信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