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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国在世界上的名 望越来越高 ， 经济发展也越来越好 ， 目 前世界上很多 国家

的人 民都开始学 习汉语 。 为 了满足这种 日 益增长的学习 需求 ， 中 国在 国外建立 了

孔子学院 ， 国外大学也纷纷开设 了 中文系和 中文课程 ， 促进汉语教学的发展 以及

中 国文化和历史的传播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以来非洲的汉语教学进入 了 更好的发展阶段 ， 但是在社会发

展较为落后 、 自 然环境恶劣 、 文化差距较大的情况下 ， 出现 了教学水平较低 、 师

资 队伍落后和教材欠缺并不规范等
一

系列 问题 。 中 国 和毛里塔尼亚建立外交关系

后 ， 位于在毛里塔尼亚首都的努瓦克 肖 特大学于 １ ９８ ７ 年开始设立中 文系专业 ，

学制三年 ， 由 中 国派 中 国教师到学校任教 。 虽然 已经持续 了 多年 ， 但是努瓦克 肖

特大学中文系的发展仍然比较缓慢 。

有调查显示在毛里塔尼亚有很 多人都在学 习 汉语 ， 而且学 习 汉语的人每年都

在增加 ， 当地的努瓦克 肖 特大学学生把汉语看作是
一

门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外语

课程 。 毛里塔尼亚没有孔子学院 ， 只有努瓦克 肖 特大学开设 了 中文系 ， 并把汉语

设置为专业选修课 。 虽然 中 国和毛里塔尼亚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交流 ， 但两 国在

文化方面有很多不 同的地方 。 所 以 ， 我们需要针对毛里塔尼亚的 国情 ， 提 出汉语

教学的相应建议 ， 以促进毛里塔尼亚国家的汉语教学工作 。

笔者根据本文研究 目 的有针对性地设计 了 调查 问卷 。 在对调查结果进行整理

和 分析的基础上 ， 介绍努瓦克 肖 特大学的汉语教学情况 、 中文系 ３ 个年级 的课程

设置情况 、 教材 内 容是否合理等方面的 问题 ， 并从课程设置 、 教材的规范和本土

化 、 师 资 队伍建设齐全等方面 出 发 ， 总结 了 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 文 系汉语教学 中存

在的 问题 ， 并分析造成这些 问题的原因 。

本文 的结语部分就是对该大学 中 文系今后 的汉语学 习做 出 了 规划和展望 ，

也是对此次调查报告 的
一

次全面的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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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１ 选题缘起

非洲 国 家 的汉语教学随着幵始于 ２０ 世纪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 ， 随 后 中 国开

始接受非洲 留学生 ， 其 中部分 留 学生是专 门来学 习 汉语的 。 直到 １ ９ ６６ 年年底 的

时候 ， 从非洲地 区来到 中 国 的 留学生有 １ ６４ 名 ， 遍布非洲 １ ４ 个 国家 。 １ ９ ６６ 年
一

一

 １ ９ ７ ２ 年 ， 中 国停止接收从国外来华的学生 ， 在此期间 ， 在华 留学的非洲学生与

其他国家 留学生不得不中 断学业 ， 休学 回 国 。 〗 ９７ １ 年中 国恢复 了在联合 国 的合法

席位 ， 这使汉语也被列 为联合 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工作语言之
一

， 从而世 界上 出

现 了
“

汉语热
”

， 非洲也不例 外 。 １ ９７６ 年 ， 突尼斯布尔吉 巴语言学研宄所第
一

次开

设 了语汉语课程 ， 供学生学 习 汉语与文化 。 在此期 间 ， 刚果布红旗中 学开始教授

汉语 ， 这是非洲汉语教学的起点 。

７０ 年代后 ， 中 非关 系 向 前发展 ， 中 国接受非洲 留学生的数量也逐渐增加 ， 但

在整个 ８０ 年代增速并不 明 显 ， 这种情况持续到 ８ ０ 年代末 。 １ ９ ８ ９ 年 １ ２ 月 ， 中 国

政府派 出
一

个专 门 的教育代表团 ， 先后对毛里塔尼亚 、 毛里求斯和埃及三个 国 家

的汉语教学进行 了考察 。 在这段时 间里 ， 中 国 与其他三 国 教育部 门深入交流 了汉

语教学的工作 ， 并且最终在汉语教学 问题上达成 了
一

致 ， 中 国表示将派汉语老师

来这三个 国 家辅助他们 国 家的汉语教学 ， 不仅 向他们提供汉语教材和 中文书 ， 而

且还 会提供奖学金 名 额 。 其 中埃及和毛里塔尼亚还会收到 中 国赠送的语言实验配

置和其他有助于学习 汉语的设备 。

此后非洲汉语教学进入 了
一

个快速发展 的阶段 ， 但 由于本来较为落后的教学

设 备 、 本 国 家传统教育模式和汉语教学方法方面的差距等原因 ， 再加上教学水平

落后 、 师 资 队伍和教材欠缺 ， 非洲汉语教学面临 了
一

系 列 困难 。 以毛里塔 尼亚为

例 ， 中 国和毛里塔尼亚 建立外交关系后 ， 努瓦克 肖 特大学于 １ ９８ ７ 年开始设立 中

文 系 ， 学制三年 ， 由 中 国派遣 的 中 国 教师到学校任教 ， 到 ２０ １ １ 年开始设立汉语

专业 ， 现在 己经走过 了 几年的 发展 。 在这几年的时 间里 ， 虽然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

文系的发展 比较缓慢 ， 但是 已经很成功地走上 了 正规化教授汉语的道路 。 目 前
一

年级 、 二年级和三年级各
一

个班 ， 共有三个教学班 ， 将近 ６０ 个学生 。 毛里塔尼

亚现在就职的汉语老师
一

共有三位 ， 中 国 国籍的教师 ２ 位 。 开设的主干课程是基

础汉语 ， 教材是 《新实用汉语课本 》 ， 从
一

年级用到三年级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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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教授语言文化与科学的教学方式之间 的关系不可分 。 笔者认为 ， 探讨努瓦

克 肖 特大学 中 文 系存在 的
一

些 问题及其产生 的 原 因 ， 并找 出 解决这些 问 题 的方

法 ， 将有助于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 文系 的汉语教学水平和促进汉语研 究 ， 对毛里塔

尼亚甚至非洲的汉语教学都有
一

定 的参考意义 。 因此 ， 笔者选择 了此主题 。

１ ． ２ 研究 目 标及意义

我们对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 文 系进行 了 汉语教学方面的调 查 ， 包括 了 以 下 内

容 ：

一

， 以努瓦克 肖 特大学和努瓦克 肖 特大学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和调查对象 ， 将

在研宄报告作为非洲地区学 习 汉语的参考 ， 为他们提供最具体的笫
一

手资料 ， 也

探讨努瓦克 肖 特大学在汉语学习 上的发展情况 。

二 、 通过调查研 究和统计分析 ， 发现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文系在课程设置 、 教

材使用 、 师资建设 、 课程教学和学生构成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 ， 并针对这些 问题提

出
一

些建议 。

该课题的研究意义 ：

第
一

、 由 于贸 易 、 经济 、 宗教信仰等各种原因 ， 中 国和毛里塔尼亚之间 的互

相 了解不够充分 ， 彼此总是显得很神秘 ， 介绍毛里塔尼亚汉语教学现状的材料很

少 ， 因此这个情况多数人并不 了 解 。 希望这
一

次的调查和研究 ， 能够给大家介绍

毛塔汉语的教学具体情况和真实 的教学现状 ， 同时也能够作为
一

种参考资料 ， 来

填补还是
一

片空 白 的瓦克 肖特大学汉语教学研宄 。

第二 、 由 于毛里塔尼亚学生对 中 国 文化不够 了 解 ， 希望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 文

系能够介绍 中 国文化和 中 国历史 ， 也能有更多 的毛里塔尼亚学生到 中 国学 习 汉语

和 了 解 中华文化 。 希望通过本次的调查和研究 ， 更清楚地 了 解毛里塔尼亚汉语教

学不足的原因 ， 笔者希望 国家汉办能够在毛里塔尼亚设立孔子学院 ， 以促进毛里

塔尼亚汉语教学和发展 。

１ ． ３ 研究 内容

根据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文系汉语教学现状 ， 本文主要 内 容涵盖 以下几方面 ：

第
一

、 努瓦克 肖特大学汉语教学的概况 。 该部分主要介绍毛里塔尼亚汉语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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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从无到有再到开设中文专业的情况 。

第二 ， 对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文系汉语教学进行调查 ， 其主要 目 的就是 了解该

大学在教学上对于课程的安排 以及教材的使用情况 。

最后 ， 调查 了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文系 的汉语学习者 ， 主要 目 的是想 了 解他们

的职业 、 年龄 、 学历等
一

些基本情况 ， 同时也 了解他们学 习汉语 的原 因 、 对汉语

的理解程度 、 对汉语的学习 热情 ， 以及对 自 己 的汉语老师有什么 要求 、 未来希望

他们 以怎样 的方式来教汉语 。

本论文主要通过调 查报告 、 访谈报告 的形式进行调查 。 与此同时 ， 对改进毛

里塔尼亚汉语教学和提高毛里塔尼亚学生的整体素质 和理解能力提 出 建设性的建

议 。

１ ．４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下面几种研宄方法

一

、 文献调 查法

在理论依据方面 ， 笔者通过现有 文献数据库收集各 国对外汉语课程设置 、 教

材及第二语言教 育等相关文献及资料及其对相似性的研 究成果进行整理与 分析 ，

得到 了 有借鉴价值的理论依据 、 研究方法和视角 。 与此同时 ， 全面 了 解现有的研

究 中 对毛里塔尼亚汉语教学概况和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 文 系汉语教学的现状 ， 并且

为本文的研究工作提供足够的数据 。

二 、 问卷调 查法

根据调查 目 的 ， 设计相应 问卷 ， 通过 网络 问 卷形式发送给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

文 系 的学生进行填写 。 收集 问 卷进
一

步整理与分析 。 笔者根据分析 ， 阐述努 Ｍ：克

肖 特大学汉语课程设置和教材 的使用情况 ， 总结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 文系在课程设

置和选择教材方面存在的 问题及 问题 出现的原因 ， 并且提 出 相应的解决办法 。

三 、 归纳整理法

本文研究 内 容不仅参考 了 大量的 文献 ， 而且还总结 了 研究理论 ， 而且对于大

量的 问卷做 了 调查和整理 ， 进行科学 的统计分析 ， 最后得 出 了 结论 。

１ ． ５ 研究现状

１ ． ５ ． １ 中 国 国 内研究现状

这些年来 ， 非洲很 多 国家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和外语教学 ， 但是在教科书的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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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和专著上的研宄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提升 ， 大部分的论文和专著水平都和普通

的教科书差不多 。 我们还在探索对于非洲本土化教材的研究 ， 但是在实践和理论

上都没有很大的突破 。 而且有些地区 的汉语课程和教科书的研究并不多 ， 并没有

太多 的人投入到研究之中 ， 所 以教学研宄方面相对匮乏 。

在 ２０ １ ２ 年撒德全调查和分析 了 非洲各 国家对于汉语学 习 的推广和汉语课程

的设立 ， 其调查方式就是调查 问卷和走访非洲各个学 习 汉语的 国家 。 他 以调查的

非洲东非大学作为例子 ， 分别从各个方面对东非大学进行汉语教育研究 ， 比如说

对此大学学习汉语的原则和基本理念做 了 充分 的调查和研究 ， 还包括汉语课程的

设立与开发 ， 教师 的职业技能 ， 汉语教学合作等 ， 通过这些调查和研究针对东非

大学对于学 习汉语上面是 问题作 出 了探讨和解决方案 。

（ ０

２０ １ １ 年徐丽华表 明 ， 在非洲部分 国家对于汉语的学习 都非常重视 ， 对非洲汉

语教学 的初步形成 以及发展现状都做 了 详细 的 介绍 ， 在非洲 ， 无论是 中 国 国籍还

是本地的老师教学素养 和技能的提升都非常迅速 ， 而且教学模式得到 了学生的认

可 ， 学生大部分都适应老师的教学模式 ， 本地的汉语教学老师也越来越多 了 。

６

２００８ 年赵金铭 曾 写过
一

本书 ， 书 中 的 内 容有提到非洲教学的事情 ， 他提到 ，

在非洲推广学 习 汉语遇到 的
一

些问题 。 提 出 尽管在 比较完善的教育体制 和学校 良

好的教育管理体系下为什么还存在教学场地十分缺乏 ， 造成学习 空间十分拥挤 ，

而且教育工作 效率不高 ， 本土化的老师教学质量和教学素养方面都有待提高 。 针

对 以上提 出 的 问 题 ， 作者认为 ， 应当树立
一

个教学榜样来让其他地方 的汉语学

习 ， 还要建立 良好的 中非关系 ， 使两方的友谊共存 ， 加大对汉语学习 的投资 ， 匹

配高质量的教科书和先进的教学器材 ， 要做到因材施教 。

＃

截止到今天 ， 中 国 国 内 对于非洲汉语教学 的研 究并不多 ， 更不用说对毛里塔

尼亚汉语教学进行研宄 了 。 没有学者对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文系汉语课程设立和教

材进行研究 ， 而且研宄的 内 容也并没有 发展 ， 研究成果是十分缺乏的 ， 可供查 阅

的资料甚少 。 对于 以上的研究可 以得 出 来的结论就是 ， 汉语教学存在 的 问题大 同

小异 ， 比如学 习 教材与学生不匹配 ， 有 的 内 容超 出 学生学 习 能力 的范 围 ， 而且汉

语教学师数量不足 ， 素养不高 ， 教学能力也有些欠缺 ， 还有教学方法不对 ， 学生

可能不适应他们 的教学方法就存在不喜欢学 习 的 问 题 ， 造成学 习 进度缓慢 。 所 以

要解决这些 问题就需要重新 了 解到学生 的学 习 能 力 ， 编制 出 与之相匹配的教材 ，

①撒德全 ， 《非洲孔子学院可持续 发展模型设计原则 与策略研究 》
［
Ｊ

］

．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 。 ２ ０ １ １ （ ０２ ） 。

②撒德 全 ，《非洲汉语国际推广调 — 以 内 罗毕大学孔子学院为 例
》
［

Ａ

］ ，第
十

一 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 集 。 ２ ０ １ ２ ：徐丽

 华 、郑 崧 ，《非洲汉语推广现 状 、 问 题及应对策 略
》

［
Ｊ

］ ，西亚非 洲 ， ２ ０ １ １， ［

３
］

。

③
赵金钻 ， 《汉语作 为第二语言教学理念与模式 》

［

Ｊ
］

，
世 界汉语教学， ２ ０ ０ ８ ， ［

０

１ ］

。

４



第 １ 章 绪 论

同时也要对授课老师进行培训 ， 提高他们的教学质量
一

以及教学素养 。

１ ． ５ ．２ 国外研究现状

Ｒｏ ｓａｍｏｎｄ Ｍ ｉ ｔｃｈｅ ｌ ｌ 曾 写过
一

本书 ， 书 中提到 ， 国 际上对教育领域 的研究十

分匮乏 ， 尤其是非洲地区 的教学研究 ， 在非洲他们并不重视中 文 口 语的学 习 ， 也

许是要用 到 中 文的地方不多 ， 所 以他们 只 关注汉语的发音和汉字 的写法 ， 在汉语

学 习 的过程中依 旧 存在很 多 问题 。 在学 习 中 老师的 角色是十分重要的 ， 学生对于

学 习 中 文的热爱是和老师 的教育分不开的 ， 老师教育方式死板 ， 机械性的教学 ，

学生是喜欢不上中文的 ， 更何况是学好 。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表 明在非洲地 区汉语学 习 的教材 各个地方是不 同 的 ， 并没有统
一

下发
一

样的教材 ， 在有些高校里面甚至没有开设 中 文系 ， 除此之外非洲本地人 很

难用 自 己国 家 的语言将 中 文教科书编制 出来 ， 因 为他们 本来在写 作上面有
一

些欠

缺 ， 更何况是编写 中 文 ， 在这方面 国家教育机构应该加强管理 ， 编制教材的部分

更应该跟随时代的发展 ， 编制 出 合格的教材 。

Ｗａ ｌ ｌ ａｃｅ ｓ 有如 下 的观点 ， 他觉得学生进行 中 文学 习 时 ， 不应该 只 局 限于课

堂 ， 应该走 出课堂 ， 从生活 中 学习 ， 而且 自 身 的学 习欲望也是尤为重要的
一

点 。

不过受到外界环境的制约 ， 对于非洲的学生而言 ， 他们在进行 中 文的学 习 时 ， 在

不 同 的环境扮演着 多重角 色 ， 他们在 日 常生活中不断地进行 角 色的转变 ， 不 同 的

环境 中进行 中文学 习 的 角 色不 同 。 因此 ， 对 中文学 习 者而言 ， 在进行汉语的学 习

时需要不断地调整 自 己的身份 。

￥

Ｂ ｒｕｃｅＪｏｙｃｅ 撰 写 的 《 中 文 系 有着 光 明 的 未 来 》 （ ２００２ ） 有 以 下观 点 的 阐

述 ， 对于所学 习 的课本 内 容 ， 学习 者需要保持着积极地态度 ， 尊￥多样化 的 内 容

以及编辑课本 内 容 的 国 家 文化 。 在 教授汉 语时 ， 应创新 出 适合 留 学生 的 学 习 氛

围 ， 留住他们 。 在进行写 作教学时 需要重视汉字的特殊性 ， 教学过程 中严格运用

正确的方法进行汉字写作教学 ， 解除留学生对于汉字书写 的错误观念 ， 让汉字学

习 更加流畅 。 尤其是要加强对毛里塔尼亚的教学 ， 着重培养越来越 多 的毛里塔尼

亚人才 。

＠

①Ｒｏｓ ａ ｍｏ ｎ ｄＭｉ ｔ ｃｈ ｅ ｌ ｌ ，

Ｆ ｌ
ｏ ｒ ｅ ｎｃ ｅ Ｍｙｌ ｅ

ｓ ． Ｓ ｅｃｏｎ ｄ Ｌ ａｎｇｕ ａ ｇ ｅ  Ｌｅａｒｎ ｉ ｎ ｇ  Ｔｈ ｅ

ｏｒ ｉｅ ｓ ［ Ｍ ］
．
Ｈ

ｏ
ｄ ｄ ｅｒ Ａ ｒ ｎｏ ｌ ｄ， ２ ０

０
４（５）

  ②Ｔ

ｈｏｍｐ ｓｏ ｎ ， ｌ ．
ｇ

 Ｒ ｕｂ
ｉ ｎ ． Ｈ ｏ ｗｔ ｏＢ ｅ ａＭｏｒｅ Ｓ ｕｃｃｅ ｓ ｓ ｆ ｕ ｌ  Ｌ ａ ｎｇｕａ ｇｅ  Ｌｅａｒｎｅ ｒ ． Ｈ ｅ ｉ ｎ ｌ ｅ  ｇ  Ｈ ｅ

ｉｎｌ
ｅ   Ｐ ｕ ｂｌｉ

ｓ ｈ ｅ ｒ ｓ ． ［ Ｍ ］ ． ２

０
０

８

， （５）
 ③


Ｓ．Ｗ

ａｌｌ ａ ｃｅ ． Ｍ ａ ｓ ｓｉ ｖｅ Ｏ ｐ ｅ ｎＯ ｎｌ ｉｎ ｅＣ ｏ ｕ ｒ ｓ ｅｓ（ Ｍ Ｏ ＯＣ ｓ
） ：
Ｉ ｍｐｌｉｃ ａ

ｔ ｉｏ ｎ ｓ  ｆ ｏ ｒ  Ｐ ｕ ｂ ｌｉｃ Ａｄ ｍ ｉ ｎ ｉ ｓ ｔｒａｔ ｉ ｏ ｎ  ａ ｎ ｄ  Ｐ ｏｌｉｃ ｙ ［Ｊ ］ ． Ｉｎｔｅ

ｒ
ｎ

ａ
ｔ ｉ ｏ ｎ ａ ｌ  Ｃ ｏ ｎ ｆ ｅ ｒ ｅｎｃｅ  ｏｎ Ｐ ｕ ｂｌｉｃ Ａｄ ｍ ｉ ｎ ｉ ｓ ｔｒａｔ ｉ ｏ ｎ ， ２ ０１ ３ （ ９ ）


④  Ｂ

ｒ

ｕ
ｃｅ

Ｊｏｙ ｃ ｅ ，Ｍ ａ ｒｓｈａ Ｗｅｌ ｌ ，Ｅ ｍ ｉｌｙ Ｃ ａ

ｌｈｏｕ ｎ ． Ｍ ｏ
ｄｅ ｌ ｏ ｆ  Ｔ ｅａ ｃｈ ｉ ｎｇ［ Ｍ ］．Ｃｈ ｉ ｎ ａ Ｒ ｅ

ｎ
ｍ

ｉ ｎ Ｕ ｎ ｉｖｅｒ ｓｉ ｔ ｙ Ｐ ｒ ｅｓ ｓ， ２ ００２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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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的地理情况恶劣 ， 经济发展也十分落后 ， 因此 ， 中 文教学在非洲 当地开

办机构的十分少 见 ， 研宄 团 队少 ， 研究成果也几乎没有 。 我研究过之前非洲汉语

的教学情况 ， 也翻 阅 了 相关资料 ， 但是暂无收获 ， 没有办法在 国 外书籍资料中 查

阅到与非洲汉语教学有关的 内 容 。 综上所述 ， 现今非洲汉语 的学 习情况有待进
一

步研宄 。

目 前汉语学习 己经普遍的在 国外进行推广 ， 而且有着较为成熟 的教学系统 ，

但是对于毛里塔尼亚大学甚至整个非洲而言 ， 汉语学 习 的工作开展并不顺利 ， 依

然处于初步阶段 ， 分析研究毛里塔尼亚 的汉语教学任务 ， 以及建立相关 的学术 小

组更深层次的探讨汉语教学 问题 ， 发表有建设意 义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毛里塔尼亚

大学汉语学 习工作 的展开具有重要意义 ， 同时 ， 对于整个非洲地 区而言 ， 也是
一

个重要的参考建议 ， 这也是这篇论文所要探讨 的 问题 的理论与实际基础之
一

。

６



第 ２ 章 毛里塔尼亚及努瓦 肖 特大学 中 文 系汉语教学概况

第 ２ 章 毛里塔尼亚及努瓦克 肖特大学 中文系汉语教学概况

２ ． １ 毛里塔尼亚汉语教学概况

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 国坐落于撒哈拉沙漠西部 ， 面积达 １ ０３ ． ０ ７ 万平方米 ，

首都为努瓦克 肖 特 。 毛里塔尼亚西濒大西洋 ， 地处北纬 １ ５
？２ ７ 度 。 由于地理位置

优越 ， 成为非洲或西非地Ｅ 贸 易枢纽站和最大的港 口 国 家之
一

。 毛里塔尼亚的汉

语教学 以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 文 系的成立为标志 ， 可 以分 以下几个阶段 。

１ ９６ ７ 年毛里塔尼亚与 中 国 两 国 建交 ， 从 １ ９ ７ ５ 年到 ２０ １ ４ 年 ， ３４３ 名 毛里塔尼

亚学生 （ 其 中 大部分为高等教育 ） 获得 了 中 国政府对外 国 留学生的补助金 以及他

们在 中 国部分
一

流大学的各种学科的奖学金 。 自 １ ９ ８ ７ 年 以来 ， 中 国 已派遣 ３ ５ 名

中 国教授到努瓦克 肖 特大学进行教授汉语 。 近年来 ， 毛里塔尼亚与 中 国 的关系在

渔业 、 钢铁 、 海洋领域 、 军事 、 兽医 、 农业等各个领域有 了 显著的发展 。

据 了 解 ， 最初在毛里塔尼亚教学时 困难重重 。 开始阶段 ， 专业 名称为 中 文翻

译 ， 并不像其他语言那样被重视 。 当时 中 文材料 占总材料的 ３ ０％ ， 如学习 生词和

对话 ， 以 及少量的 中 国文化 。 阿拉伯语 占总材料的 ２０％ ， 分为阿拉伯语语法和科

学研究 。 而法语 占最大份额 ， 占总材料的 ５ ０％ ， 接下来分为 以下材料 ：

￥

１
－

１２００９ －２０ １ １

，
瓦克 肖 特大学 中 文 系二年级的课

￥

周
一

周三周 四周五

时间


８ ： ００
－

１ ０ ： ０ ０Ｐｈｏｎｅ ｔ ｉ ｃＵ ｎ ｉｖｅ ｒｓａ ｌ ｓｏ ｆＭ ｏｒｐ
ｈｏ ｌｏｇｙＦ ｒｅｎｃｈ



ｐｈｏｎｏ ｌ ｏｇｙ


ｔｈｅ ｌ ａｎｇｕａｇｅ


ｇ ｒａｍｍａｒ


１ ０ ： ００
－

１ ２ ： ００Ｍ ｏ ｒｐ
ｈｏ ｌｏｇｙＦ ｒｅｎｃｈＵ ｎ ｉ ｖｅ ｒｓａ ｌ ｓｏｆＦ ｒｅｎｃｈ



ｇ ｒａｍｍａ ｒ


ｔｈｅ ｌ ａｎｇｕａｇｅ


１ ５ ：００
－

１ ７
： ００Ｓ ｔｕｄｙＦｒｅｎｃｈＦ ｒｅｎｃｈ



ｔｅｘ ｔ



中文 的相关安排时 间仅限于两天 ， 导致学生认为是法语专业而不是 中 文翻译

专业 。 这就是为什 么 有些学生 放弃 了 中 文翻译而转 入其他专业来实现他们 的 目

标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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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努瓦克 肖特大学 中文系汉语教学的概况

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 文 系在 １ ９ ８ ７ 年成立的文学系基础上 ， 于 ２ ０ １ １ 年正式成立

了 汉语专业 。 在这几年的时 间里 ， 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文系 的 发展 比较缓慢 ， 但它

已经逐渐走上 了规范化教授汉语的道路 。 目 前三个年级各有
一

个班 ， 专职教师三

个人 ， 其 中 中 国籍教师 ２ 人 ， 毛里塔尼亚教师 １ 人 。 设有基础汉语 、 听 力 、 口

语 、 报刊 阅读等课程 。

２ ． ３ 努瓦克 肖特大学 中文系的课程设置

２ ． ３ ． １ 培养 冃标

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 文系主要是为 了培养有
一

些专业性强 ， 并能够运用其所学

到知识的人才 。 并使这些汉语基础扎实深厚和文化功底雄厚的知识技能型人才能

够投身到经济 、 教育 、 工商管理 、 文化建设 、 科技发展 、 人才服务等各个部 门 ，

使这些部 门得到更好的提升与 发展 。 重点将人才用 于参加外文翻译 、 指导课程教

学与学术研宄等教育工作 当 中 ， 为他们 未来 的发展提供保障 ， 同时也提高本 国 的

整体教育水平 。 具体如 Ｆ ：

１ ．提高学生包括 口语 、 阅读 、 写作和听力等各个方面的 中文水平 ， 让学生从

内 心喜欢学汉语 ， 使其感受到学 习 的意义 。

２ ．通过学 习 中 国文化 ， 了解 中华 民族素养 ， 来影响毛里塔尼亚学生的素养 ，

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中 国不 同 的地域 、 不 同 的 民族文化 。

３ ．能够用 中文常用表达方式准确地表达 自 己 的思想 ， 并投入到写作 当 中 ， 掌

握
一

定 的 中文写作技巧 。

４ ． 掌握基础的汉语知识 ， 能够使用 不低于 ３ ５ ００ 个常用汉字 。 学习汉语阅读与

使用汉语拼音的能力 ， 能够流利地用普通话来进行表达和沟通 ， 与别人在任何地

方和任何时间进行无障碍交流 。

５ ．具有独立 阅读 中文 的能力 ， 能够在 日 常生活 中不借用任何工具读报纸与杂

志 ， 阅读简单的文学作 品并 ， 提高难度 ， 对古代汉语有
一

定 的 了 解 ， 如对古代汉

语有所疑惑 ， 学会借用字典等工具来理解古代汉语 。

６ ．培养少数具有汉学研宄能力与翻译能力 的专 门 人才 ， 以满足毛里塔尼亚对

于汉语专 门 人才的需求 ， 在参加 国 际大型会议 的情况下能够进行 同声翻译 。 这样

可 以有效加强毛里塔尼亚与 中 国外交关系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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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３ ．２ 课程设置及课时安排

学校要在不 占用 学生课余时 间 的前提下 ， 适当增加学校课程 ， 要充分保证学

生在学校学 习 活动时 间 。 学校应该合理设置课程 、 规定开设年级 和教学时间 、 制

定符合学科的相应 的教学 内 容 、 合理安排教学课时并做好相应教学工作 ， 来确保

教学 目 标的实现 。 学校则 需要严格按照 已制 定 的课程计划 、 对学生进行适当 的评

估 、 结合学生整体素质 与学校的实际情况 、 科学设置和改变教学计划 ， 这些整合

是对教育素质 的保障起决定性因素的 。 下表是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文系 １ 至 ３ 年级

的课表 。




表 １

￥
瓦克 肖 特大学中 文系 １ 年级课程表

星期
Ｘ

．周
一

周 二周三周 四周五
时 间

Ａｒａｂ ｉ ｃｄｅ Ｉ ｎｔｅｎ ｓ ｉ ｖｅＢ ａｓ ｉ ｃ

８ ：００ －

１ ０ ：００ Ｉ ｎ ｔｅｎｓ ｉｖｅＲｅａｄ 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ｃａｔ ｉ ｏｎ


Ｒｅａｄ ｉｎｇＧ ｒａｍｍ


Ａｒａｂ ｉ ｃｄｅ ，

１ ０ ：００ －

１ ２ ：０ ０ Ｂ ａｓ ｉ ｃＧ ｒａｍｍＡｎｇ ｌ ｉ ａｓＬ ｉ ｓｔｅｎ ｉ 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ｃａｔ ｉ ｏｎ


Ｆｒａｎ
ｆａ ｉ ｓｄｅ

１ ３ ： ３ ０
－

１ ５ ：００ ．Ａｎｇ ｌ ｉ ａｓＬ ｉ ｓ ｔｅｎ 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ｃａｔ ｉｏｎ


Ｆ ｒａｎｃ ｉ ｓｄｅ

１ ６ ：００ －

１ ７ ：３ ０ ？



ｃｏｍｍ ｕｎ ｉ ｃａ ｔ ｉｏｎ


１ ７ ：３ ０
－

１ ７ ：３ ０



表 ２

，
瓦克 向特大学屮 文 系

｜


２ 年级课程表

星期

＼周
一

周 二周二周 四周 五

时间

ｔｅｃｈｎ ｉ

ｑ ｕ ｅ

８ ：００ －

１ ０ ：００Ｃｏｎｖｅ ｒｓａｔ ｉｏｎＯ ｒａ ｌＲｅａｄ ｉｎｇ



Ｆ ｒａｎｃ ｉ ｓ


Ｉ ｎ ｔｅ ｒｍ ｅｄ ｉ ａ ｔ ｅ Ｉ ｎ ｔｅｒｍ ｅｄ ｉ ａ ｔｅ ｔｅｃｈｎ ｉ

ｑ ｕ
ｅ

１ ０ ：００
－

１ ２ ：００



ｌ ｉ ｓ ｔｅｎ ｉｎｇ


Ｒｅ ａｄ ｉ ｎ ｇ


Ｆ ｒａｎｃ ｉ ｓ


Ｉ ｎ ｔｅ ｒｍ ｅｄ ｉ ａｔ ｅ

１ ４ ：００
－

１ ５ ：３ ０



ｌ ｉ ｓ ｔｅｎ ｉ ｎｇ


１ ５ ：３ ０
－

１ ６ ：３ ３ 丨


１ ｜

｜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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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ｐ

努瓦克 ＿特
，
学 中文 系 ３ 年

ｙ
课程表


星期
周
一

周二周三周 四周 五

时间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８ ： ００
－

１ ０ ： ００

Ｌ ｉ ｓ ｔｅｎ ｉｎｇ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１ ０ ： ００
－

１ ２ ： ００ Ｃ ｏｎｖｅ ｒｓ ｉｏｎ

Ｒｅａｄ ｉｎｇ

Ａｄｖａｎｃ ｅｄＣ ｕ ｌ ｔｕｒｅｏｆＡｄｖ ａｎｃｅｄ

１ ２ ： ３ ０
－

１ ４ ： ００

Ｇ ｒａｍｍａｒＣｈ ｉ ｎａＬ ｉ ｓ ｔｅｎ ｉｎｇ

Ｈ ｉ ｓ ｔｏｒｙ
ｏ ｆ

１ ５ ： ００
－

１ ６ ： ０ ０

Ｃ ｈ ｉｎａ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１ ６ ：３ ０
－

１ ７ ： ３ ０

Ｌ ｉ ｓ ｔｅｎ ｉｎ
ｇ

１ ６ ：３ ０
－

１ ７ ： ０ ０ Ｃ ｏｎｖｅｒｓ ｉｏｎ

从这三个表中我们可 以看 出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文系 目 前情况 ： 第
一

， 通过前

期调查观察发现 ， 毛里塔尼亚学生没有汉语基础 ， 都是从零开始学习汉语 ， 但汉

语课的时间安排不够 ， 每周仅有 ３ 个学时 的时间 ， 学完
一

期的课程需要 ４ 个月 １ ５

天的时 间 ， 也就是说学生要学 习
一

年 （ 即两期 ） 以后可 以进入 ２ 年级学 习 。 学汉

语的学生
一

年级多
一

些 ， 但 由于汉语复杂难懂 ， 需要下苦功夫 ， 而部分学生性情

懒惰 ， 吃不 了 苦 ， 再加上没有语言环境 ， 学 习进步较慢 ， 所 以学生渐渐流失 。 第

二 ， 进入二年级阶段后 ， 主要是
一

些 中级汉语综合课 ， 包括语法课 、 会话 、 中级

听力 、 中级 阅读 、 口语等课程 ， 从而进
一

步提高汉语表达能力 。 第三 ， 中文系课

程设置 了 高级汉语会话 、 高级语法 、 高级听力 、 高级 阅读等课程 ， 在这个阶段要

让学生的综合能力得 以提高 ， 不断积累 高级词汇和语法 。 通过这三个表可 以 发现

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 文系课程的
一

些弊端 。 首先是课程的缺失 ， 比如 写 作 、 太极

拳 、 书法课 、 ＨＳＫ 课等等 。 因为太极拳和书法是 中 国文化的代表之
一

， 开设这两

门课可 以增加课程的 多样性 ， 提高学生学 习 兴趣 ， 也可 以学 习 到
一

些中 国文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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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 其次 ， 毛里塔尼亚学生对汉语水平考试 （
ＨＳＫ

）没有概念 ， 因此他们来到 中 国

留学后发现有汉语水平考试 ， 就 很吃惊 。 此外 ， 三年级 的课表上虽然有 中 国文化

和 中 国历史 ， 但实际上这两 门课并没有进行安排 ，

一

个学期他们 只 上
一

次 中 国 文

化和 中 国历史 。

２ ．４ 努瓦克 肖特大学 中文系教材分析

２ ．４ ． １ 教材的选择情况

努瓦克 肖 特大学所用 的汉语课本是 《新实用汉语课本 》 （ 如下 图 ） ， 它是

基于第
一

版 《实用汉语课本 》 的 内 容进行改编补充 ， 由北京语言大学 出版社 出 版

的
一

种汉语教材 ， 努瓦克 肖特大学现如 今的汉语教学资源还停留在最初时期 ， 教

学资源十分欠缺 。 尤其适合刚进行汉语学 习 或是开始汉语学习 不久的外国 人使

用 ， 在世 界上的各个国 家流传广泛 。 这个教材共有 ６ 册 ， 还配有练习册和光盘

等 。

Ｉ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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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新实用汉语课本 》 （法语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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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 拼音 、 四 声 、 辨音 、 辩调 、 三声辩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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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新实用汉语课本 》 第
一

课你好 ！ 打招呼 ！

２ ．４ ． ２ 教材的优点和缺点分析

中 国汉语 出版社和语言编辑部等编写的关于对外汉语教材丰富 多样 ， 除毛里

塔尼亚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文系使用 的这本 《新实用汉语课本 》 夕卜 ， 还有其他与之

相似的 中文教材 。 这些汉语教材是从不 同 角度编写 的 ， 因此适用 于不 同 人群 。 当

然 ， 每本书的侧重点也不尽相 同 ， 因此各有各的优势和劣势 。 学术界 内将几本教

材进行对照 、 比较和再分析的研究成功也不在少数 。 尤其在 中 国很多高校汉语国

际教育专业和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学生 ， 在这方面 的研宄更为详细和深

入 。

笔者通过调查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文系学生 ， 分析汉语教材存在的优缺点 。

其 中优点主要有 ，

一

是大部分学生认为该教材便于学习汉语声调 ，
二是学生通过

角 色扮演很容 易掌握
一

节课当 中 的词汇知识 ， 并通过不断练习 有效提高 了汉语 口

语表达能力 。 但他们认为教材 同样也存在
一

定 的缺点 ， 首先 ， 教材 内 容单
一

、 话

题单调且不太符合本地学生 。 另 外 ， 除 了 在课堂和教学书籍上学 习 外 ， 不能从其

他环境获取知识 。 我 曾经学习过这本书的 内 容 ， 结合 自 身的体会 以及努瓦克 肖 特

大学 中文系的学生学 习经验 ， 自 己 比较 了解这本书 的优点和短板 （ 见下表 ） ， 愿

能够给出
一

些建议 ， 帮助每个人根据 自 身特点进行教材的选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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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

１ ， 《新实用汉语课本优缺点分析 》

教材优 ｒｒ

优 点缺点
缺点


１ 该教材综合性强 ， 更受非洲初级 １ ． ．课本采用法语与汉语互译的方

汉语学习 者的青睐 。式 ， 但在实际 中 ， 汉语和法语 的

２ ． 教材在编写过程 中将结构 、 功词性有很多 出入 ， 很容 易 出现词

能 、 文化三个方面融合在
一

起 ， 利 性混乱的现象 。

于广大学习者接受 、 吸收 。 ２ ． 教材中的拼音 、 词汇大小 、 字

３ ． 采用
一

课
一

单元的单课制安排学 号都
一

样 ， 学 习 阅读者如长时间

习 与教学方法 ， 结构清晰 、 话题变 观看视觉上容 易 出现疲劳 ， 从生

化快 、 要求明确具体 。理角 度讲 ， 对视力产生不好 的影

４ ． 以
“

以学习 者为 中 心
”

为教学原 响 。

贝 Ｉ

Ｊ ， 更加符合学生的实际 。 ３ 课文中 的例句缺乏具体的语境 ，

５ ． 释义 了课文知识重难点 。 红色为 很多地方处理方式过于简单 ， 可

《新实 核心词汇 ， 星号标记为需要反复复 操作性较差 。

用汉语 习 的词汇 ， 为方便提高对单词 的记 ４ ． 每课的生词 出现率约在 １ ５
？２ ５

课本 》忆 ， 对词汇进行对 比个左右 ， 第二册中词汇量明显增

６ ． 教学方法独特 。 注重培养 口 语表 力卩 ， 对于新入学的学生来说记忆

达与交流能力 ， 同时详细解释 了 如 负担较重 ， 同时可能会降低学生

何运用词 的结构 、 语音 、 句型 、 语 们的学 习 兴趣 。

法等 ， 让学习者能够全面 了 解和有 ５ 语法 内 容不够全面 。 如无有关否

效运用汉语 。 定式 、 强调句 的语法知识点 。 ．

７ ． 采用
一

课
一

单元的单课制安排学

习 与教学方法 、 结构清晰 、 话题变

化快 、 要求明确具体

８ ． ．新教材与 旧教材知识概念中需要

衔接的地方处理得非常恰 当 ， 关于



｜

语法和句式讲解较为全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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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章 努瓦克 肖特大学 中文系的学生和毛塔留学生 问卷调

查结果分析

我们用 微信设计 了 调 查 问 卷 ， 并用微信 发送给毛里塔尼亚火学 中 文 系的师生

和其他毕业于毛塔 中 文 系 的学生 。 此次共发 出 ８ ３ 份 问卷 ， 收 回 ８ ３ 份 ， 有效 问 卷

８ ３ 份 。

目 前毛里塔尼亚努瓦克 肖 特火学 中文 系 的班级分三个年级 ， 表 ３ ． １ 是努瓦克 肖 特

大学 中 文 系班级 的人数 。



表 ３ ． １ 努 瓦克 肖 特大
＾
中 文系学生数量表


－

年级二年级 １三年级总数人
—

２ ５ １ ８ １ ７ ６０

３ ． １ 学习者年龄与性别

经过统计后 发现 ， 参 与 问 卷调 查 的 努 瓦 克 肖 特 大 学 中 文 系 学 生 有 刃 生 ７ ３

人 ， 占 总 人数 的 ８ ８％ ， 女生 １ ０ 人 ， 占总人数的 １ ２％ ， 男 女 比例不平等 。 原 因 是

毛里塔 尼亚文化对女孩儿的要求 比较严格 ， 而且在毛里塔尼亚有
一

些家庭不愿意

让女孩儿上学 ， 所 以
一

般来说 ， 毛里塔尼亚女孩 留在家Ｍ并不 出 门学 习 和工作 。

因此笔者的调 Ｓ里被调查者大 多 数学生为男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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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 １ 调查对象的性别及年龄

被调查者 的年龄集 中 在 ２ ０ －２ ７ 岁 ， 共有 ６４ 人 ， 占总人数 的 ７ ７ ． １％
； 年龄在

２ ８ －

３ ２ 岁 的有 １ ０ 人 ， 占 １ ２ ． １ ％ ； 年龄在 ３ ２
－４０ 岁 的有 ８ 人 ， 占 ９ ． ６％

； 受测者

年龄在 ４０ －

５ ０ 岁 的仅 １ 人 ， 占 １ ．２％ 。 填写 问卷 的人大部分是毕业于努瓦克 肖 特

大学 中 文系 ， 所 以他们对瓦克 肖 特中 文系的情况 比较熟悉 ， 目 前正在努瓦克 肖 特

大学 中文系学 习 的学生很少参与调查 ， 原因是很多学生在手机上没有微信而且笔

者是在假期 内 发送的 问卷 。 我不得不说我给努瓦克 肖 特大学中文系发放调查 问卷

的时候遇到 了
一

些困难 ， 原 因是在毛里塔尼亚腐败的风气覆盖 了 全国 ， 而且涉及

到每个部 门甚至连学习 部 门都有腐败 ， 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文系 的老师没有给我任

何帮助 ， 让我能有更深的研宄 ， 而且他们也不支持他们的学生帮我 。

表 ３ ． ２ 男女年龄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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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男女
受访人数

年龄数量 （ 百分 比 ）数量 （ 百分 比 ）

２ ０
－

２ ７岁


５ ６（ ６ ７ ． ５％ ）



８（ ９ ． ６％ ）



６４


２ ８
－

３ ２岁


１ ０（ １ ２ ． １ ％ ）



〇


１ ０


３ ２
－４０岁


６（ ７ ． ２％ ）



２（ ２ ． ４％ ）



８


４０ －

５ ０岁


１ （
１ ． ２％ ）



〇


１



受访 人数


７３


１ ０


８ ３


３ ． ２ 学 习 时间 、 学 习 动机的调查与分析

３ ． ２ ． １ 学 习 汉语的时间

＇

ＥＳ
ｋ■

－

年以上心

：



■ 洱 以 上匕

■Ｉｄ

３ ． ２ 调查者学 习汉语的时间

从上表我们可 以看 出 ， ３ ０％的学生学 习 汉语达三年 以上 ， ２ ７％的学生学 了 两

年至三年 ， ２ ６％的学生学 了
一

年至两年 ， １ ７％的学生学 了
一

年 以上 。

３ ． ２ ．２ 毛里塔尼亚学生学 习 动机的调查分析

学 习 动机是什 么 ， 到现在仍然没有统
一

而准确 的定义 。

一

般把能够激发学生

学习 并维持的力量称为学 习动机 。 主要是在社会活动 以及学 习 生活中 产生的 ， 对

学生的学 习 具有积极作用 ， 引 导和激励学生进行学 习 。 当然这个与学生 的个人学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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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兴趣 、 学习 需要 以及 自 身价值观有着直接的联系 。

从这些方面来讲 ， 那些坐在教室的第二语言学 习者他们可 以与人沟通并且 已

经用这种语言思考 ， 他们 的精神和社会生活经历 己经具有 了 当地的语言形式 。 很

多人学 习汉语是因为对汉语或者对别 国文化感兴趣 ， 比较喜欢 了 解很多不 同 的文

化及传统 ， 同时思想上 比较能接受文化差异 。 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 ， 通过老师和

其它资料 ， 了解 了较多关于别 国 的政治 、 思想 、 文化及人文等方面的情况 ， 就觉

得世界之大 ， 无奇不有 。 同时 ， 通过这种与毛里塔尼亚式思维有很大不 同 的思考

方式 ， 会对 同
一

件事有极大的区别 ， 这样对比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 所 以喜欢上

这种跳 出 原生思维方式的感觉 。 其次是觉得汉语适用范 围较广 。 掌握汉语不仅是

学会 了
一

门语言 ， 更是增加 了
一

条走 向世界大 门 的道路 。 可 以 了 解到其他国家 的

历史文化 、 经济发展 、 民族习俗 ， 开拓眼界 ， 找到适合 自 己的人生之路 。 努瓦克

肖特大学 中文系招生的
一

般是高中毕业生 。 近几年 ， 随着 中 国与毛里塔尼亚关系

的 日 益密切 ， 加上汉语热在世界范围 内 的扩散 ， 许多学生 自 愿报考中文系 ， 希望

能够系统地学 习汉语 。 但是也有很多 的高中毕业生因没有学习过汉语 ， 从未对汉

语有过 了解 ， 所 以在报考中文系时 ， 只 需考好他们 的主修课程如 ： 阿拉伯语 、 法

语 、 伊斯兰教育 ， 也有
一

部分学生是从别的专业转到 中文专业的 。

ｆ娜
， 八

参丨顧
：感爹 输擊２焉１

１６ ． １３％ ３３ ． ５ ２％

■ 对中 同文化感兴趣 ■ 为 了找
－

份好
＇

１ ：作 有明友推荐 ｉｉ 其他

图 ３ ． ３ 学习汉语的 原因

如 图所示 ， 努瓦克 肖 特大学中文系 的学生学习汉语的主要原因有 ： 第
一

、 就

业 。 ４０ ． ３ ２％的学生选择汉语是觉得学好汉语能给 自 己带来
一

份好工作 ， 对提高他

们 自 己的社会与经济地位有更好的帮助 。 第二 、 ３ ３ ． ５ ２％的人是对其文化感兴趣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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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学习 中文 ， 他们可 以 了 解更多人的想法 ， 能够开拓 自 己的视野 ， 不至于因 为

语言而将 自 己与世界隔绝 ； 还有 １ ６ ． １ ３％的学生 ， 他们 的父母做生意 ， 所 以听取父

母的建议选择 了 中文专业 ； １ ０ ． １ ２％的学生可能是受他人影响而选择 中文 。

通过数据分析 ， 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有很多 ， 不过 ， 大部分的学生学习汉语

是为了就业 ， 原因是全世界有金融危机 。 约
一

半的学生考虑 自 己 的兴趣爱好而习

之 ， 少数学生则是 出于其他 目 的 。

３ ． ３ 努瓦克 肖特学生对 中 文系条件满意度调查分析

７％６％

９％ ｋ

２ ５％

５ ３％

■ 很Ｍ意 ■ 比较满意 满意人—

■ 不满 意色以 人＞面 其他 丨

亡ｗ

图 ３ ．４ 学生对 中文系学习条件满意度

从上面学生 问卷 中关于教学条件使用情况的满意度调查 中我们可 以发现 ， 学

生对教学条件的不满意程度 占到 ５ ３％ ， 这意味着努瓦克 肖 特大学中文系 的条件是

非常糟糕的 ， 还有 ２ ５％的学生对教学条件满意的程度
一

般 ， 只有
一

些学生表现很

满意和 比较满意的 ， 他们的 比例并不高 。 总结来说 ， 努瓦克 肖特大学 中文系教学

条件不好的 问题需要很快找到好的办法来解决 。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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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ｂ
…一

１ ５

教与学 方式 ｆ 对
｜
ＨＨＨ

教材 不够理钞丄少 二 ２ ７

０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６０

图 ３ ． ５ 不满意的原因统计图

从上表 图我们可 以看 出 ， ５ ０％的学生受过努瓦克 肖 特大学中文系 的教育 ， 而

且他们觉得中 文系的环境
一

点儿都不好 ， 因此 ， 学生无法提高他们的 中文水平 ，

２ ７％的学生认为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文系缺乏合适的教材 ；
１ １ ％的学生认为 中文系

的教育方式不对 ， 原因是教师没有 ＰＰＴ 展示 ， 只有 白板和新实用汉语课本 。 由此

看来 ， 努瓦克 肖特大学 中文系教学现状很落后 ， 因此 ， 我们需要找办法来解决 。

３ ．４ 努瓦克 肖特大学 中文系课程设置与课程时 间调查结果分析

 匾 很满总义＾＇

Ｉ

＾
１ １ＩｎＨｖ ｌＩ ｉ ｉ ｌ ＷＩ ■ 比较 满 ．Ｓ？ －Ｗ

：

；

ｙ

１＾＾５２３ ■

，

ｍｍ 韻贼ｗ

Ｉ

图 ３ ． ６ 对努瓦克 肖特中文系课程设置满意度

２２



第 ３ 章 努瓦 肖 特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和毛塔留学生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如上 图所示 ， 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文系 的 ４２％学生 回答他们对课程设置不满

意 ； 但也有 ３ ９％的人他们对努瓦克 肖特大学 中文系课程设置是满意的 ； 其他的人

的回答 ； 比例不高 。

｜
：￡ＳＨｒ

胃 驪Ｆ

图 ３ ． ７ 中文系课程时间是否合理

通过图上会发现 ， ２９％的被调查者认为努瓦克 肖 特大学中 文系 的课程时 间合

理 ， ２４％的觉得
一般 ， 有 １ ９％的学生认为不合理 ， １ ６％的认为很合理 ， ７％的觉得

太紧张 ， ５％的学生没有表明态度 。

３ ． ５ 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文系汉语教材 内容的调查结果分析

１ ２％１ ７％

２９％

％遽議，
■ 很满总吃 ■ 比较满 克

麵 很 ４
、满克色？ 产 ■ －其他 丨

亡丄 ^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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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 ８ 学生对毛塔中文系 的教材满意度

通过 问卷发现 ４２％的学生对努瓦克 肖 特大学中文系 的教材比较满意 ， 但在这

个部分笔者认为学生填写时没有仔细阅读 ， 而后笔者于 ２０ １ ４ －２ ０ １ 年毕业于努瓦克

肖特大学中文系 ， 比较熟悉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文系 的情况 ， 认为这部分数据不够

准确 ；
２９％的学生很不满意的 ， 原 因 是教学 内 容不是很丰富且只有

一

本书 ， 教育

方法有些落后 ， 没有 ＰＰＴ 展示 ， 在教室里没有音响设备 ， 大部分学生没有 中文词

典 ， 因此学生好像是在盲 目 学习 。 １ ７％的学生对教材很满意 ； 其 中 １ ２％的学生对

此没有表明态度 。

（ １ ） 教材难度

中文系规定初级与 中级 的汉语综合课使用北京语言大学 出版 的 《新实用汉语

课本 》 ， 这本教材信息量与难度适中 ， 第六课之后 的练习 全都使用汉字 ， 没有拼

音 ， 但学生学习完之后 ， 所掌握汉字不是很多 ， 做课后练习 就比较难 。 为 了让学

生练习巩固所学内 容 ， 教师需要重新设计练习 ， 并标注汉语拼音 ， 减小练习 的难度 。

这本教材第
一

到第三课 １ ５
－

１ ６ 个汉字 、 第 四到第六课是 ２ ３
－２６ 个汉字 、 第七

到第八课 ３ ０
－

３ ５ 个汉字左右 ， 课文 内 容 由 易到难进行编写 ， 并不按照汉字的难 易

程度进行学习 。 例如
“

餐厅在哪 ？
”

这
一

句 ， 句子尽管简单 ， 但是
“

餐
”

字对学

了两年汉语的学生来说写起来都 比较难 ， 更何况对刚学写汉字的学生呢 。

０５ １０ １ ５ ２０ ２ ５ ３０ ３ ５４０

图 ３ ． ９ 汉语教材中难点在哪儿

从上表我们可 以看 出 ， 约 ３ ８％的学生觉得汉语教材 中最难的部分是语音 。

约 ３ ２％的学生觉得汉字难 ， 也有 ２９％的学生觉得语法是较难的 ， 只有 １ ２％的学生

觉得词汇很难 。 总的来说 ； 笔者认为语音是最难的部分 ， 主要 原因是学生没有工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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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书及中文系 的条件不太好 。

４ ５＿＿＿

４０

３ ５

３０

２ ５圓
２ 〇

１ ５ ｒ

＊

 ｉｓ
ｊ＿

ｉ〇■■■ｋ％
－

ｉ４

５

ｍｍｍｍ

Ｊ ，Ｊｊｖ
ｙ^

ＩＺ

图 ３ ． １ ０ 喜欢教材哪部分

通过调 查分析我们可 以发现 ， ４３％的学生对课文对话非常感兴趣 ， 原因是他

们除 了 在教室里使用汉语交流外其它地方都使用母语或法语交流 ， 因此 ， 学生无

法提高汉语水平 ， 只 有通过教室里的对话才能起到很大的 效果 ；
２９％的学生喜欢

学 习 生词 ， 他们觉得生词 是学好汉语 的重要基础 ；
２ ７％的 是较喜欢学 习语法 ；

１ ８％的学生觉得课后 习 题才是重点等 。

总 的来说 ； 很多学生觉得对话 、 生词 、 语法是学习 重点 。 同时学生对能够提

高 自 己语言水平方面教材的需求也很高 。

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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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６ 努瓦克 肖特大学 中 文系 的存在 问题调查分析

６０１二《 ｍＲ 人 的缺 点 Ｊｖ？一

＇

 Ｉ

图 ３ ．］ １ 中文系的存在 问题

从上表我们会发现 ， 大多数 中文系的学生觉得努瓦克 肖特大学 中文系存在很

多 问 题 ， ６ １ ％的学生觉得 中 文系存在
一

些 问题 ；
２ １％的认为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文

系有着很大的缺点 ；
１ ２％的觉得努瓦克 肖 特大学中文系没什么 问题 ；

６％的学生没

有表 明 态度 。

３ ． ７ 努瓦克 肖特大学 中 文系 的教材需求

５０


＾


４０￣３６ － － ． ． ——－ —二

社：

ＩＩ
：： ｍ 

——

１
—＿ —

：

＂

ｉ７

■ ■ －－．

＝：＝：
■
＿

■ｚｚｚｉｉｒ
－

：

—

＾４
，＃



图 ３ ． １ ２ 中文系教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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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 图所示 ， ４ ７％的学生希望 中文系在未来能有翻译课 ；
３ ６％的学生也希望

中文系能加上 中 国 文化 、 历史和太极拳课 ；
１ ３％的学生希望在课上能用 图文结

合 ；
１ ７％的学生还有其他方面 的需求 。 总 的来说 ， 汉语教学不可避免的需要历史

和文化 ， 翻译等课程来增加对学生的语言输入 ， 让学生更多地接触和 了解汉语 。

教师应该提前准备照片 、 视频等教学材料 以此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 教材与教学

能否成功息息相关 ： 学生希望通过教材学习 到准确的汉语音调 ， 掌握常用 的词汇

和句 型 ， 可 以在 日 常生活 中用 汉语交流 。 文化课和历史课 、 太极拳课很好地满足

了学生的需求 ， 而对书法的要求 ， 学生的满意度很高 。

３ ． ８ 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 文系教师教学情况的调查与分析

（ １ ） 汉语教师调査结果与分析 战

毛里塔尼亚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 文系在 ２０ １ １ 年正式这个专业当时 只有 ２ 名 汉

语教师 ， 到 ２０ １ ３
－

２ ０ １ ７ 年这阶段有 ３ 名汉语教师 ， 包括 丨 名本土老师 ， 但 目 前 只

有 ２ 名汉语教师包括 １ 名 本土教师 。

■■ 良

：

：禮６３ 層 ■

图 ３ ． １ ３ 学生对中文系教授课的评价

从上 图 中 ， 我们可 以看到 ， ４ １ ％的学生觉得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文系 的教授
一

般 ， 原因是他们在课堂上没有媒体工具去让学生能更好地读懂课文 ， ３２％的学生

觉得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 文系教授 良好 ， １ ７％的学生觉得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 文系教

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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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优秀 ， ６％的学生觉得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文系 的教授水平很差 ， ４％的学生没有

表明态度 。

？

．，

图 ３ ． １ ４ 在中文系阶段是否接触过 以汉语为母语的人

有 ７５％的学生在学 习 中文时有 以汉语为母语的人交谈过 ， 而 ２ ５％的学生则没

有 。

在研宄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文系教师教学情况时 ， 笔者采访 了 几位在努瓦克 肖

特的 中 文 系教师 ， 这些老师都 已经去毛里塔尼亚任教多年 ， 对毛里塔尼亚汉语教

学情况有
一

定 的 了解 ， 他们都反映 了 因文化差异 的存在 ， 教材还存在许多 问题 ，

希望根据本土文化和本地学生情况 ， 适时改善教材与教学方式 ， 做到 因材施教 。

老师 Ａ 回答说当地教材匮乏 ， 缺少适合本地学生的实用性较强的汉语教材 ， 建议

在今后教学中针对本地学生与本地文化 以及 当地学 习情况 ， 选择适合 当地学生的

教学方法 ， 实事求是 ， 做到具体 问 题具体分析 。 还建议从小学开始进行系统的汉

语教学 ， 把汉语纳入到毛里塔尼亚教育体制 的必修课程之中 。 对于不 同水平层次

以及年龄层次不 同 的学生 ， 选用不同 的教学素材 。 对于本土的汉语教学老师应该

进行严格的培训 ， 同 时也要在教师 中注入新鲜血液 ， 聘请专业性更强 的汉语老

师 ， 积极推动毛里塔尼亚大学的汉语教学建设 。 对于
一

名专业的对外汉语教学工

作者 ， 无论是什么样 的教学条件 ， 都要求必须具备 。

对外汉语教师有积极的应变能力 ， 较强的生活能力与熟练的教学能力 ， 做到

与时俱进 ， 不断的更新 自 己的汉语知识 。 对外汉语教师这
一

职业是机遇与挑战并

存 的
一

个职业 ， 如果想要从事此行业就需要做好学 习 新文化 ， 适应新环境的准

备 。 老师 Ｂ ：
“

毛里塔尼亚的学生都很聪 明 ， 但是 ， 学习 不太 自 觉 ， 不够努力 ，

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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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老师 引 导 的好 ， 注意教学方法 ， 毛塔的学生学汉语会学得很快的 。 毛里塔尼

亚大学就是努瓦克 肖特大学使用 的教材是刘珣老师的新实用汉语课本 。 其他方面

都很好 ， 但是 内 容呢 ， 改
一

改更好 。 增加毛里塔尼亚学生喜欢的活动 ， 那就更好

啦 ， 用阿拉伯语的也行 ， 用法语的也可 以 。 教学方法就是对毛里塔尼亚的学生要

严格管理 ， 要像我那样做 ， 就是学生
一

个个过关 ， 不要 相信学生的许诺 ， 因为 ，

毛 里塔 尼 亚 学 生 回 家 之 后
一

般 不 读 书 ， 不 看 书 ， 所 以 他 们 汉 语 学 不 好 。

”

老师 Ｃ 回答说 自 己很喜欢做汉语教师 ， 以 后还会继续 。 她觉得做对外汉语教师是

一

份神圣而崇高 的工作 ， 为推广汉语与 中 国 文化尽 自 己 的 力量是她的理想 。 还说

了 努瓦克 肖 特大学与河北大学 己经在筹建孔子学院 ， 汉语教学与推广肯定会越来

越好 ， 这是毫无疑 问 的 。 努瓦克 肖 特大学有 了孔子学院 ， 教材与教学手段都会得

到解决与提升 。

通过对学生和 老师的调 查 ， 可知毛里塔尼亚大学 中 文系教师教学亟待提高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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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１ 毛里塔尼亚本土汉语学习现状分析

有人将汉语视为世界上最难学 的语言 ， 毛里塔尼亚学生也 想 当 然认为 中 文

难学 。 但汉语也特别重要 ， 学好汉语对未来的职业发展 和社会地位有至关重要 的

意 义 。 全世界面临金融危机 ， 因此有不少 的非汉语学 习 者失业 了 。 有人因看到学

过汉语的人有机会在 国 内找
一

份体面的工作 ， 也可 以到 中 国 留学或者工作 ， 甚至

可 以和 中 国 人做生意而学 习汉语 。 学生如果仅仅 因为有人推荐学汉语或者好奇 ，

没有稳定 目 的 ， 常常 只上
一

段时 间课就会放弃学 习 。 毛里塔尼亚汉语学 习者无滴

水穿石般的毅 力 。 原因是毛里塔 尼亚母语是阿拉伯语 ， 也有法语作为第 二语宵 ，

汉语是第三外语 ， 学 习 汉语需要花不少的时 间 去克服阿拉伯语和法语语言 习惯带

来的影响 。 声调 是学 习 的难点 ， 因 为毛里塔尼亚母语没有声调 。 因此对毛里塔尼

亚学生来说这些音调超级难 。 毛里塔尼亚学者他们 只 喜欢跟 中 国老师学 习 ， 对毛

里塔尼亚本土老师不感兴趣 。 因 为本土老师讲课不够理想时 ， 就会用 母语来解释

一

些东西 ， 这对学 习者没有好处 。

４ ．２ 毛里塔尼亚本土学生汉语学习存在的 问题

虽说大部分毛里塔尼 亚汉语学 习 者 己经具有第 二语 言学 习 的经验 ， 但是在

汉语学 习 方面还有缺乏经验的 ， 对于汉语 的特点与语言规律知识不够 ， 由此在学

习 方面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 的 困 难 。 另 外 当地汉 语教 育还处于起步阶段 ， Ｍ然

从整体来肴 ， 懂汉语的就业者会苻广阔 的市场 ， 但实际上这样的市场并没有被 开

发 出 来 ， 所 以对毛里塔 尼亚学生来说 ， 汉 ｉ５
？

学 习 的动力不够强烈 。 毛ｍ塔尼亚学

生在学 习汉语的过程中仍面临着许多 问题 ：

４ ．２ ． １ 学习 目标不够清楚 ， 学习 动 力不足

目 前毛里塔尼亚 的汉语学 习 者并不是都有清楚的学 习 目 标 ， 很 多学生 只 是将

汉语作为
一

门语言来学 习 ， 并没有对中 国神秘的 东方文化产生足够的兴趣 ， 也没

有足够的研究探索热情 ， 这样 的现实状况使得毛里塔尼亚学生本身没有克服汉语

学 习 中可能遇到 的 困 难的动力 。 虽然努瓦克 肖特大学 中 文系设计在大学里 ， 并允

许在校学生选修此 门课程 ， 但这 门课程的成绩对影响学生的毕业成绩影响不大 ，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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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导致 了 半途而废现象 的大量产生 。 很多学生在认真学 习
一

段时 间后会综合考虑

各方因素然后放弃学 习汉语 。 另
一

方面 ， 毛里塔尼亚与法 国 、 阿尔及利亚等 国关

系更密切 ， 这俩 国家也是毛里塔尼亚学生 出 国 留学的首选国 ， 因此法语和阿拉伯

语是毛里塔尼亚学生比较重视的语言 。 尤其是阿拉伯语本就是他们 的通用语言 ，

而且很多人 以 会讲阿拉伯语为荣 。 阿拉伯语教育与学 习 得到重视是顺理成章的事

情 。 中 国 与毛里塔尼亚 的文化交流相对于欧洲 国家较少 ， 另 外相去甚远 ， 毛里塔

尼亚学生到 中 国 留学的人很少 。 经济全球化致使 中 国许多公 司在毛里塔尼亚扩展

业务 ， 寻找发展 。

一

般来说 ， 这些公司 也会在毛里塔尼亚招聘
一

些工作人员 ， 为

他们提供 良好的工 资与待遇水平 。 然而这些公 司 所招聘 当地的人数有限 ；

一

些与

中 国有 贸 易往来 的毛里塔尼亚公司所需 的汉语翻译人员水平很高 ， 很难通过短期

学 习 就达到要求 。 因此 ， 从学生毕业与就业角度来看 ， 汉语学 习 并不能为他们学

习 与就业提供多很大的帮助 ， 况且又要花费大量的时 间与精力 ， 挤 占其他语言与

专业的学 习 时 间 ， 对于很多毛里塔尼亚学生来讲是得不偿失的 ， 因而他们 的学 习

动力特别不足 。 以上的这些因素决定 了毛里塔尼亚学生很容 易放弃汉语学 习 ， 或

者很难体会到汉语学习 的意义 。

４ ． ２ ． ２ 在汉语学 习上没有投入足够的时间

汉语课的授课时 间是有限 的 ，

一

周有 ４ 个或者 ６ 小时的授课时 间 ， 在这有限

的时 间 内 ， 学生们 的学 习 效果并不 明 显 。 即便如此 ， 对毛里塔尼亚学生来说 ， 除

了汉语课程之外 ， 他们还有别 的语言类课程需要学 习 ， 如阿拉伯语课和法语课 ，

还有
一

些人他们有工作要做 ， 所 以学生们对汉语学 习投入时间不是很多 。 尽管有

一

些学生会利用课余时间 自 学 ， 不过也 只 是少数 。

而且很少 的学生能在课后根据老师 的要求进行复 习 和做作业 ， 而好多学生

只 在课堂上听课 ， 课后并不复 习 ， 学的快忘的也快 ， 并没有投入足够的时 间 。

４ ．２ ． ３ 缺乏语言实践的机会

因两 国 的文化差异 ， 加之没有学汉语的传统与 习惯 ， 学汉语 的毛里塔尼亚人

比较少 。 近年来 ， 虽然在毛里塔尼亚与全球流动学 习 汉语的人 比较多 ， 但在毛里

塔尼亚并没有普及汉语教学 ， 只在大学里面有 中文系 ， 每年招生学生不超过 ４０

人 ， 去毛里塔尼亚的 留学留学生也很少 。

毛里塔尼亚没有汉语的语言环境 。 虽然学基础的语法和句子可 以达到
一

定 的

效果 ， 但是在汉语 口语方面还是很难达到理想 的结果 ， 笔者去到 中 国才发现 ， 地

道的 口语和我们书本上的语言有很大的不 同 ， 所 以 ， 想要练好汉语 ， 处在 以汉语

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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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母语的 国家这样 的环境下才能更好地锻炼汉语 口 语 。 语言是
一

门必须结合实践

才能学好的课程 ， 而毛里塔尼亚的学生缺乏实践的机会 ， 只 能在课本上进行汉语

学习 ， 这样既学不好 ， 更无法与人顺利沟通 。 长此 以往 ， 即使当地的 中 国 公司或

者其他做生意 的 中 国人需要有人去给他们 当翻译 ， 但是仅仅在课本上学习 了汉语

而缺乏实践的毛里塔尼亚学生显然难 以达到他们的要求 。 学生们 即 使顺利从大学

的 中文系毕业 ， 他们在找工作时也会很难找到与 自 己专业对 口 的工作 ， 因为他们

所学的汉语 只 是停 留在课本上的死知识 ， 在现实生活中难 以真正 和 中 国 人沟通 ，

缺乏可操作性 。 这就意味着即使学 了汉语也可能没多大用处 。

４ ．２ ．４ 缺乏克服困难的信心

我们知道 中 国文化古老悠久 ， 汉字起源于 图画 ， 几经演变后显得艰难晦涩 ，

外族人掌握起来非常 困 难 。 汉字构成在很 多地方难 以理解 ， 有些时候连中 国 人 自

己都不能完全理解 ， 并且汉语与阿拉伯语属于不 同 的语系 ， 字形 、 音调 、 语法等

方面都有着天壤之别 。 对毛里塔尼亚的学生来说 ， 汉语 的词汇很丰富 ， 用 简单的

几个字就可 以表达 出 很多意思 ， 因此毛里塔尼亚人觉得汉语是最难的语言之
一

。

他们因学好汉语而产生 自 豪感 ， 但如果失畋的话就会有 自 卑感 ， 而且这 自 卑感会

成为学生学 习 汉语最大的障碍 。 比如 ， 学生刚开始学 习 ， 好多学生感觉汉语声调

系统很复杂 ， 在它们的语音系统中 ， 并不影响词汇的意义 ， 因此他们很难理解音

调 的变化 ， 有的学生说话的时候 ， 不分音调 ， 都发
一

声 。 因而辨别声调是他们学

习汉语时的
一

大障碍 ， 更不用说掌握 了 。 所 以没有耐心是弃学汉语的
一

大原 因 。

汉字从 甲骨 文演变到现在的楷体 ， 已经有 四五千年 的历 史 了 。 三千 多年前产生的

甲骨文 ， 从 甲骨文起 ， 经过好 多阶段的变化与 发展 。 阿拉伯语也有悠久 的历 史 ，

因此中 国 人 １ ５写 是 由 左方 向右 的 ， 而阿拉伯 人 和毛里塔尼亚人使用 的 的阿拉伯语

是字母 ， 书 写方式是从右方 向 左边的 。 书 写方式的差异使得 很多学生在学 习 汉字

方面面临 巨大 困 难 。 毛里塔尼亚学生与 外 围 人学生学 习 汉 ｉＳ
？

时 ， 是使用 他们 的思

维方式来表达 ， 致使两个语言表达的意思相去甚远 。 不少的毛里塔尼亚学生停止

学习汉语的原因就是在学习汉语时遇到 困 难就丧失兴趣与信心 。

４ ．２ ． ５ 文化冲突

由于所在地方文化背景不 同 、 生活 习惯差异较大 、 且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存

在差别 ， 双方进行跨文化适应都存在
一

定 的难度 。 毛里塔尼亚既是非洲 国家也是

阿拉伯 国 家 ， 他们 的 国 教是伊斯兰教 ， 人们会按照教规进行每 日 五次 的祈祷仪

式 。 他们喜欢 以
一

种较为轻松方式去生活 ， 与 中 国 相 比 ， 他们的生活节奏要慢 的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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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 。 他们在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上与 中 国 有很大不 同 ， 因而毛里塔尼亚 的学生

对 中 国文化 ， 尤其是中 国 人人际交往 的方式和时 间观等方面都无法理解 ， 文化冲

突 的 出现是在所难免的 。 比如 中 国 的宗教信仰 、 小孩
一

到二岁 为什么 穿开衩裤 、

习 惯 用 筷子等 。 毛里塔尼亚人和毛塔学生他们有不好 的 行为 ， 就是喜欢缺勤迟

到 ， 这样的行为会影响教学计划和教学安排 。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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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 界经济政治全球化的背景下 ， 毛里塔尼亚和 中 国 的联系加强 了 ， 双方在

政治 、 经济 、 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 合作来往 。 毛里塔尼亚在大学设立中文 系 ， 就

是为更好地与 中 国进行文化上 的交流与合作 。 笔者在毛里塔尼亚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 文系学 习 期 间 ， 发现 了 学生们在学 习 中 的隐藏的诸 多 问题 ， 所 以提 出 以下的 几

点建议 ， 希望能为毛里塔尼亚汉语教学的不断进步贡献 出 自 己的
一

份微薄之力 ，

也希望能激发毛里塔尼亚学生学习 汉语的兴趣 ， 使得他们通过 自 己的努力毕业后

成长为国 家 的翻译人才 ， 甚至成为国 家的
“

汉语通
”

。

５ ． １ 提高汉语教育层次 ， 建立孔子学院

汉语教 育在 整个世 界不 断地发展 ， 但 是在毛里塔尼 亚汉语教 育 显 然有些落

后 ， 所 以在大学与 别 的镇区 中 建立孔子学院非常有必要 。 原因如下 ：

一

是 ， 孔子 学院能够培养
一

批高层 人才 ， 为 中 国 与毛里塔 尼亚在政治 、 经

济 、 贸 易 、 文化等很多方面交流提供和储备人才 。 毛里塔尼亚的 各 个高校至今还

没有孔子学院 ， 近期汉语教学在毛里塔尼亚显然不会有太大发展 ， 而 中 国与毛里

塔尼亚的 合作往来却在不断加深 ， 非常需要高层翻译人才 、 说汉语的人才 、 高层

汉语导游 ， 因而建立孔子学院刻不容缓 。 二是 ， 孔子学院能够提供
一

个较稳定 的

汉语学 习环境与实践环境 ， 通过在孔子学院长时 间 的专 门学习 与 实践 ， 学生在三

年级时
一

定能达到较高水平 。 三是 ， 国 际汉办应 当支持 与鼓励高校与毛里塔尼亚

机构与对外汉语教 育进行联合培养 ， 从而解决毛里塔尼 亚汉语教学缺乏的 问题 ，

同时也可 以推荐想学汉语的毛里塔 尼亚学生到 中 国学 习 ， 这样既能够解决毛里塔

尼亚汉语教学不足的 困境 ， 又能让毛里塔尼亚学生在 中 国 的大语境中提高 Ｑ 己的

汉语水平 。

５ ．２ 开展丰富的培训活动 ， 尤其是开展专业培训

培养精通听说读写 四种能力 的高端人才是毛里塔尼亚政府面临
一

个非常重要

任务 ， 是
一

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 中 文系进入在毛里塔尼 亚的时 间 不长也不短 ， 从

刚进 入到现在还没有开展教学活动 。 我觉得 中文系应设有关汉语 的选修课 ， 同时

应设立孔子学院和 引 进高校的汉语教育 。 通过很 多教育 方式和教育途径 ， 培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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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适应社会要求 、 遵守法律法规 、 有道德的人才 。 教育 的根本 目 的是让学生学

会做
一

个真正 的 的人 。 开设多 层次的汉语课程 ， 比如开设固 定汉语 阅读培训班 、

书写培训班 、 三级与 四级汉语水平培训班 、 开展太极拳班与 中 国传统活动班 ， 可

以让更多 的毛里塔尼亚学生 了 解 中 国 ， 同时也鼓励更多 的毛里塔尼亚人去学习 中

文 。

毛里塔尼亚 以独特的地理位置与风光美景成为世界知 名 投资胜地 。 随着中 国

贸 易迅速发展 ， 到毛里塔尼亚投资 的 中 国 公司越来越多 ， 可是缺少汉语翻译 。 现

在汉语翻译人才是不可或缺的 ， 但毛里塔尼亚几乎没有专 门培养汉语翻译 的 ， 开

展专 门 的汉语培 训 是非常有必要的 。 中 国和毛里塔尼亚不断加深 的商务交流使得

专 门 的商务汉语人才显得供不应求 。 而
一

般的汉语综合课程与
一

般的培训 无法满

足商务活动的 需要 ， 因而商 务汉语是社会需求极大 的专 门培训 ， 也是
一

些专业人

士急切需要的 。 针对这种社会需求 ， 中 文系应该努力开设这些专 门 的培训班 ， 既

满足社 会的需求 ， 又能够获得较为稳定的生源 ， 同时这类学生的学习 动机 比强 、

学 习 热情情高 ， 这保证 了他们 良好的学 习 效果 。

５ ． ３ 积极开展文化活动

众所周 知 ， 语言是人类思维方式与文化交流的
一

种最主要 的方式 ， 如果对所

学语言 的文化不感兴趣 ， 那么肯定也很难学好其他的语言 。 笔者在 中文系阶段发

现毛里塔尼亚学生对中 国不是很 了解 ， 对 中 国文化的基本认知也没有 。 尽管 中 国

传统文化机构 、 中 国大使馆等通常也在毛里塔尼亚开展
一

些文化交流活动 ， 但是

这些有官方色彩 的 、 高层次的文化活动离普通人毕竟太远 了 。 民 间 的文化交流与

文化活动应该成为促进毛里塔尼亚 民众 了解中 国 、 喜欢 中 国文化 的主要途径 。 在

这
一

方面 中文系应该起到更为重要 的作用 。 中 文系应该拓 宽 民 间文化交流 的渠

道 ， 除 了举办文化讲座 以 外还可 以建立 中 国文化体验中 心 、 中文 图书馆等 ， 让毛

里塔尼亚人亲身体验中 国文化的魅力 。 毛里塔尼亚人对 中 国功夫 、 中药 、 武术等

也感兴趣 ， 中文系可 以发挥本身的优势 ， 举办 中 国文化培训 与体验活动 ， 尤其是

针对 当地青年 ， 开展这样 的培训活动 ， 更能够增加他们对 中 国文化 的 了 解与热

爱 ， 也更有利于汉语的学 习 。

５ ．４ 活跃课堂气氛 、 激发学生兴趣

老师不应该是教学 的主体 ， 而应该起着监督和 引 导作用 ， 让学生成为教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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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 通过老师的 引 领 ， 学生能够 自 主地进行学习 ， 加强学 习 能动性和 自 主性 。 对

学生的 自 学能力和社交能力 以及其他能力 的开发也具有积极影响 。 在课堂上设计

活动更有利于激起学生学习 热情 ， 比如 ， 毛里塔尼亚学生对 中 国 的舞蹈很好奇 ，

对 中 国 的 歌 曲 很 喜 爱 ， 有 时在课堂 上老 师 会教他们 唱
一

些 中 文歌 ， 像 《 大 中

国 》 ， 不仅对提高学生的语言水平有很大帮助 ， 而且能够激起学生学 习语言 的兴

趣 ： 在课堂上 ， 引 导学生对所学课程编排话剧 ， 让学生 自 导 自 演 ， 这样既加深 了

学生对课文 内 容的理解 ， 培养学生的想 象力 ， 同样能够提供学生并激发他们在其

他方面的潜能 。 当然 ， 也可 以将学生们分成小组 ， 让学生们在课后准 备有关汉语

的 朗诵 、 小 品 、 对话等 ， 拿到课堂上进行展示 ， 小组之间进行评 比打分 ， 以此来

引 导学生进行 比赛 ， 是他们在互相及竞争 中 ， 不断提高汉语交际能力 。

总之 ， 要 想做到事半功倍 ， 教师必须要在教学 中尽最大努 力激发学生潜能 ，

培养学生学 习 兴趣 ，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 ， 学生才会有强烈 的求知欲 。

－ Ｖ

５ ． ５ 为毛塔学生提供语言实践的机会

毛里塔尼亚学生没有语言实践的机会 ， 这是他们学 习 语言面临最大的 困 难 ，

也是他们对汉语学习 缺少 自 信 的原 因 。 中 文系 的语言教学不仅是教学生说话 、 文

化 、 汉字 、 历史 ， 更重要的是应该给学生们创造更 多 的机会使用 汉语交流 ， 那样

才能增强学生的学 习动机 。 语言实践活动是对外汉语教 育面 向毛里塔尼亚学生举

行 的大规模实践活动 ， 应该每个学期进行两次 。 这类活动的 目 标是帮助学生积 累

更 多 的词汇 、 提高 自 己的语言表达能力 。 这种活动可 以在实践中增加师生之间 的

沟通 、 可 以激发学生
－

致用 的热情 、 可 以 帮助学生体验和提高 自 己的语言能 力 。

所 以 当务之急是学校要为学生提供练 习 语言的环境 。 首先 ， 中 文系应该与在

毛里塔尼亚的 中 国 商人 、 中 国 公 司 机构建立稳定 的联系 ， 为他们培训毛里塔尼亚

员 工的 同时 ， 也尝试在这些公 司 建立 自 己学 习 基地 ， 可 以每年派几个学生到那 儿

并给予他们使用汉语 的机会 。 其次 ， 为 了 给学生们创造更多 的语言运用机会 ， 老

师或者学校可 以考虑 引 导学生和 当地的 中 国居 民取得联系 。 例如在毛里塔尼亚 的

中 国人喜欢举办中 国文化活动 ， 各类中 国 人都会来参加这类活动 ， 也借机会聚
一

聚这个时候 ， 如果学校或者老师可 以介绍 当地的汉语学 习 者参加这些活动 ，

一

方

面让他们能够亲身体会
一

些 中 国文化 ， 增加 了 他们 的语 言 实践 的机遇 ， 另
一

方

面 ， 让毛里塔尼亚学 习者在真实的语境下与 中 国 人进行交流 ， 在交流 中也能提高

他们的语言和思考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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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６ 帮助 与鼓励学生运用现代 网络科技学习 汉语

现代科技高速速发展的结果之
一

是 网络深入到人 累生活的方方面面 ， 人类社

会的各个领域 中 随处可见网络 的身影 。 网络教育凭借其跨越时空又低价亲 民 的优

势速度成为
一

种随处可见有潜力十足的教学模式 。 但毛里塔尼亚 的位于西北部 的

学生学 习 汉语 比较 困难 ， 尽管在首都 ， 大学 中 文 系教师与教学 条件仍然非常落

后 ， 无法满足全部学生的学 习 需求 ， 而借助于互联网科技 ， 互联 网分享学 习 这种

实践模式提供 了 优 良 的环境条件 ， 对于教学资源采取开放式的态度 ， 打破 了 教学

资源不平衡 ， 整体程度上提高 了教育 。

通过网络进行教学 的这种模式 ， 有如下好处 ： 首先 ， 对于教学的 区域不再进

行限制 。 网络教学打破 了 局 限在特定时空里面对面教学 的传统教学方式 ， 允许学

习 者可 以根据 自 身情况上 网学习 ， 大大增强 了学习 者的 自 主性与灵活性 。 第二 ，

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被拓宽 了 。 传统教学 中知识主要来源于教师 ， 但在网络教学

中 ， 学生可 以从各种学 习 网站获得学 习 资源与知识 。 第三 ， 节源开流 。 网络教学

允许教学资源反复利用 ， 无需像传统教学
一

样多次 向 学生讲解 ， 若学生不解 ， 只

需再 次观看 。 所 以 ， 毛里塔尼亚政府应 当 设立汉语教师共 同 交流 网络信息 。 课

后 ， 学生能够通过网络对所学 内 容进行进
一

步 的巩固 和补充 ， 帮助其消化课堂知

识 。 对于学生学 习 兴趣的拓展也尤为重要 ， 学生可 以在网络 中 学到 自 己较为感兴

趣的 内 容 ， 拓宽学 习领域 。 网络教育可 以满足毛里塔尼亚学生个体对学习 的不 同

需求 ， 获得不 同 的发展 ， 从而实现学生的 自 我发展与 国家的整体发展 。 信息科技

与课程整合可 以提高毛里塔尼亚学生的兴趣 ， 有效地提高毛里塔尼亚学生 的学 习

积极性 ， 为实现素质 教 育给与 支持 。 总 的来说 ， 毛里塔尼 亚教学 资源非常 匮

乏 ， 教学条件有限 ， 开展汉语教学不能 只 依靠课堂 ， 也不能单纯依靠教师讲授 ，

而是要借助各种现代科技 ， 将教学情况呈现 出来 ， 从而使更多 的学生的收益 。

５ ． ７ 对努瓦克 肖特大学 中文系课程设置的建议

毛里塔尼亚努瓦克 肖 特大学中文系汉语教学调查使我们在 了 解汉语教学基本

情况的 同时也发现 了 中文系存的诸多 问题 。 上述的 问题波及范围广 ， 包括课程的

设计 以及教学和教材方面的 内 容 。 因此 ， 我先根据这些 问题给 出
一

些 自 己 的观点

意见 ， 愿能够对努瓦克 肖 特的汉语教学情况有积极方面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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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 ７ ． １ 专业类汉语课程

语言是
一

门技能 ， 如果要掌握这 门技能要从
一

步听 、 二步说 、 三步读 、 四步

写方面入手 。 通过调查发现 ， 多数学生 只 能听懂但不能很好表达 ， 所 以建议学校

增 强 口语课和 听 力课 ； 让学生 多看
一

些汉语课外 书 、 新闻 、 报纸等来增加 阅读

量 ； 让学生坚持每天用汉语写 日 记 （ 作文 ）
， 做接词游戏 ， 课堂上多 用

一

些简单

易懂 的 日 常用语 ， 鼓励学生大胆去说 ， 多讲语法知识 ； 教汉语歌 、 同学间互讲汉

语故事也不失为
一

种好办法 ： 在班级 内 说汉语 ， 多听 多看多背 国语方面的 资料 ；

定期举行汉文化知识竞赛 ； 每天在课间时间要用汉语交流 ， 会说多少说多少 ， 每

天 （ 每周 ） 在班里进行
一

次简单的对话 、 沟通和交流活动 ； 利用 下课课间或午休

时间等 ， 校园广播里播放标准音频 、 学生作家的好作文并且对提供好作文 的学生

作家进行奖励 ， 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 并通过播音提高其他学生的汉语水平 ， 也鼓

励他们写 出好文章 。

还有的学生想和 中 国人做合作做生意 ， 这就有必要去 了 解商务汉语知识 。 这

使得设置特殊 目 标的汉语课程显得特别重要 。 努瓦克 肖 特中 文 系应该在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可 以提供商务汉语 、 文化汉语 、 历史汉语 、 医学汉语 ， 尽可能地依据学

生需要丰富课程设置 。

５ ． ７ ．２ 时间安排

通过调查 ， 笔者发现 ， 在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文系有 ４２％的学生对课程设置不

满意 ；
３ ９％的 学生满 意 ， ２９％的觉着合理 。 从努 瓦克 肖 特大学 中 文 系 的课表来

看 ， 应该改善课程安排 ， 怎么 改善呢 ？ 笔者认为周
－

早上 ８ ： ００
－

１ ０ ： ００ 应该有综合

课 、 １ ０ ： ００ －

１ ２ ： ００ 应该有 口语课 ； 周二 ８ ： ００ －

１ ０ ： ００口 语课 １ ０ ： ００
－

１ １ ： ００ 听力课 ： 周三

８ ：００
－

１ ０ ： ００ 点综合课 １ ０ ： ００ －

１ ２ ： ００ 点 中 国 文 化课 ； 周 四 ８ ： ００
－

１ ０ ： ００ 点 中 国 历 史

１ ０ ： ００ －

１ ２ ： ００ 综合 ； 周 五 ８ ： ００ －

１ ２ ：００ 选修课 。 可 以把下午 的课程取消掉 ， 因为
一

些

学生的家庭离大学很远 ， 学生没有能力来 回跑 。 除此之外 ， 笔者建 议努瓦克 肖 特

大学 中文系课程上提供各种各样 的手段让学生体会到汉语学习 的 乐趣 ， 也建 议每

周还可 以举办文化活动 ， 那样 会让学生的知识更丰富 ， 也 会起到巩固汉语学 习 的

效果 。

５ ． ７ ． ３ 师资建设方面

据研宄调 查得知 ， 努瓦克 肖 特大学进行汉语教授 的教师资源匮乏 ， 造成很多

与汉语相关的课程没办法开展 ， 所 以 ， 建设 和扩展教师 队伍是十分重要的 。 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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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我们对汉语毕业生给予足够的重视 ， 大力进行培养 。

努瓦克 肖 特大学可 以与 中 国 的师范院校对接 ， 定期或不定期地交流经验 ， 让

他们
一

定程度上给予帮助 ； 稳定教师队伍 的 岗位 ， 稳定情趣 ， 以便更好地 自 学 ，

专业强 、 有经验 、 能学 习 汉语 适应通用语言教学 的教师尽量不要掉队 ； 按照实

际情况分期制定计划 目 标 ， 分期
一

步
一

步提高汉语水平 ， 符合实际地稳步提升 ；

刚参加教师工作 的老师 向老教师学 习 和讨教 ， 培养和提高 自 身 的专业素养 ； 学校

需要积极开展教学研讨活动 ， 让更多 的老师参与进来 ， 与学生共 同学 习进步 。

５ ． ７ ．４ 汉语教材方面

在进行教学活动时 。 老师必须要基于教材进行教授 。 因此可 以说教材对于对

外汉语教学工作而言 ， 作用 不可忽视 ， 教材 内 容越好 ， 对于学科教学工作 的顺利

开展 的积极作用越大 。

众所周 知 ， 每个 国家有独立的文化背景和其它 国情况不 同 ， 因而汉语教材很

多 国家 当 中也得是有所不 同 的 。 毛里塔尼亚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 文 系 目 前使用 的汉

语教材 《新实用汉语课本 》 （法语版 ） 内 容不是很丰富 ， 且教材 中编写 的 内 容过

于 中 国 化 ， 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 ， 我们更应该尊重对方的宗教信仰 以免发生矛

盾 。 与汉语教学相
一

致 ， 在课堂交流时 ， 教师和 留学生 的背景文化不 同 ， 需要双

方都尊重对方的文化信仰 ， 否 则 ， 对于教学任务的开展不利 。 例如 ： 对于毛里塔

尼亚而言 ， 他们信仰穆斯林 ， 因此不允许喝酒 。

在 《新实用汉语课本 》 第九课的课文 中有两句话
“

我们喝什 么 酒
” “

当然喝

葡 萄酒
”

， 这显 然 与毛里塔尼亚信仰 的穆斯教义相矛盾 ， 学生在课堂 会直接说

“

喝酒不好
”

。 因此 ， 应该 了解当地宗教信仰才能跟设计合适的教学 内 容 。 笔者

认为应该把
一

些 当地传统文化写入在汉语教材当 中 ， 那样的话会让学生更有动力

去学 习汉语 。

我们在调查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文系学生现在使用 的教材的态度 ２９％的学生很

不满意的 ， 原 因是 内 容不是很丰富 、 教师没有展示 ＰＰＴ 、 教育方式有
一

些落后 。

走访和调 查 了 许多 学生 ， 其 中 ３ ８％的学生觉得学 习 汉语过程 中 最大 的 阻碍是发

音 ， 而 ２９％觉得是语法 ， １ ２％的学生认为是词汇 内 容 ， ３ ２％认为汉字 的辨别和书

写十 分 困 难 ， 在调 查 的学生之 中 差不 多有
一

半 同学认 为课文对话 的 内 容十 分有

趣 ， 所 以 ， 教材对话理所当然被认为是提高汉语 口 语的重要 内 容 。 ２９％的学生喜

欢生词 ， 他们认为认识的词越多就越容 易跟更多 中 国人交流 ， ２ ７％的学生觉得更

应该关注语法 。 鉴于此 ， 笔者提议教材 内 容应 当丰富多样 ， 教材排版应该不时更

新 。 学校应该慎重挑适合 国情的教材 ， 所选教材要能够承载所需知识 ， 能够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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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接纳 ， 最好能够被学生喜欢 。 这样才能 引 起学生的关注 。

努瓦克 肖 特大学还缺少 了
一

门最重要 的课程
一一

汉语水平考试 Ｈ ＳＫ 。 这 门课

从来没有 ， 因而学生到三年级对汉语水平没有概念 。 这对学生有很大影响 。 汉语

水平有很大 的作用 ， 它可 以鉴定学生的语言能力 ， 也可 以激发学生的学 习 动力 ，

所 以应该尽快举办汉语水平考试 。

４ １





结 论

结 论

毛里塔尼亚及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 文 系汉语教学 己有几十年历史 ， 但呈现 出

发展较缓慢的情形 。 而这种情况出现的原 因是遇到如教材匮乏 、 教师资源 、 男 女

比例不平等
一

系 列 问 题 。 笔者通过对努瓦克 肖 特大学 的学生进行 学 习 汉语 的 原

因 、 汉语的喜好 、 课程设置合理性 、 教材和教学环境等方面的满意度调查 ， 分析

得 出 多数学生学 习汉语的原 因主要有三点 ：

一

是 由于 中 国 与毛里塔尼亚国 际关系

日 益密切 ，

“

汉语热
”

在毛里坦尼亚共和 国 范 围 内 成为主要形式 ， 这也促使很多

学生报考 当地的 中 文系 ， 想要 系统和全面地学 习 汉语 。 二是学生考虑到就业压

力 ， 希望 以后可 以担任与翻译或教师有关的工作 。 三是 出于学 习 的兴趣 。 很 多

从网络上对 中 国 有些认识的学生对 中 国传统文化产生
一

定兴趣 ， 希望通过学 习 汉

语能够更加深入的 了解中 国 文化 。

对于教材部分 ， 总体来说 ， 由 于缺少 学 习 工具和教材 以及中 文 系的教学 条件

较差 ， 所 以导致学生无法正确地掌握学 习 知识 。 对学生来说 ， 他们 自 身 内 部也存

在
一

些 问题 ， 主要表现在学 习 目 标不够 明确 、 学 习动 力不足 、 没有投入足够的时

间 、 缺乏语言实践的机会 、 缺乏克服困难的信心 以及文化冲突 。 其 中 文化冲突 的

影响最为突 出 。 在 了 解 了毛里塔尼亚及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文系的发展现状和存在

的 问题后 ， 笔者得 出 以下解决的方法 ：

首先提高汉语教育水平 、 建立孔子学院 ， 为毛里塔尼亚汉语发展奠定扎实

的基础 。 其次开展丰富 的培训活动 ， 尤其是开展专业培训 、 开展具有 中 国 传统特

色的文化活动来激发学生的学 习 兴趣 ， 如进行书法展示 、 诗歌朗诵 、 汉文化知 识

比赛等活动 。 第三 ， 为毛里塔尼亚学生提供语言实践 的机会 ， 学院教师对他们进

行周 期测试 ， 以提高学生的汉语 口 语水平 。 也可通过网络进行远程视频连接 ， 大

力帮助与鼓励学生运用现代网络科技学 习 汉语 。

最后笔者提 出对毛里塔尼亚和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 文 系 的建议 。

一

是要 多设

置
一

些专业型汉语课程 ， 将课程规划尽量做完善 。 二是设置多方面的汉语课程且

延长课时 ， 重视汉语 。 三是在师资建设方面 ， 国 际汉办应增加毛里塔尼亚及努瓦

克 肖 特大学中文 系 中文教师数量 ， 使学生拥有充足的师 资 力量 。 四是 引 进最新的

国 际汉语教材 ， 同时根据 当地教学情况适时修改教材 ， 促进教材体系 的标准化 。

在调查研究过程中 由 于没有毛里塔尼亚汉语教学的 文献资料 ， 近年来国 内 外对毛

里塔尼亚 中文系 的政策 、 教育制度等资料也 比较缺乏 ， 以及针对全年级学 习汉语

者调查 中 的调查人数不够 ， 加之笔者在发放调查 问卷给努瓦克 肖 特大学 中文系 的
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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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吋 ， 遇到 很 多 困 难 ， 且 中 文系的老师无法给笔者研宄题 目 任何的 资料信息 ，

以及本文篇幅有限等原因 ， 本文只针对 中 文 系全年级学生 ， 所 以可能导致文章 的

缺乏
一

定的代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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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 录

Ａ ． 毛里塔尼亚怒瓦克 肖特大学中文系汉语教学现状调査报告

亲爱的同学们

您好 ！ 我是
一

名来 自 努瓦克 肖特大学 ， 现在是西安陕西师范大学
一

名 研

究生 。 为 了 更好地 了 解毛里塔尼亚 的汉语教学情况 ， 了 解学习 齐的汉语需求 ， 也

为 了更好地提高中文 系 的汉语教学条件与教学方式 ， 我将对你们 的汉语课堂学习

需求进行调 查 。 这份调查 问卷是为 了 完成我的硕士学位论文而设计的 ， 希望您真

实回答 以下 问题 。 感谢您 的支撑与 贡献 。

１ 毛里塔尼亚留学生个人信息

１ ． 你的名字

２ ． 你的性别 ？

ａ ？ 男

ｂ ？ 女

２ 你的年龄 ？

Ａ ． ２０
－２ ７岁

Ｂ ． ２ ８
－

３ ２岁

Ｃ ． ３ ２
－４０Ｖ

Ｄ ． ４０ －

５ ０岁

３ 您 目 前的职业是 ？

ａ ． 大学牛．

ｂ ． 研宂生

ｃ ．

丨博士生

ｄ ． 教师

ｅ ． 公 务员

ｆ 公司职员

ｇ ． 私营业主

ｈ ． 工程师

ｉ ． 工人

４ 你学习汉语多长时间 了 ？

ａ ．
—

年 以上

ｂ ．
—

年至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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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 两年至三年

ｄ ． 三年 以上

５ 您为什么学习汉语呢 ？

ａ ． 对汉语和 中 国文化感兴趣

ｂ ． 为 了找
一

份好工作

ｃ ． 有朋友推荐您

ｄ ． 其他

６ 您对毛里塔尼亚中文系的学习条件满意吗 ？

ａ ． 很满意

ｂ ． 比较满意

ｃ ． 满意

ｄ ． 不满意

ｅ ． 其他

７ 您不满意的原因是 ？

ａ ． 教材不够理想

ｂ ． 教与学方式不对

ｃ ． 教学环境不好

ｄ ． 其他

８ 您对毛里塔尼亚中文系的课程设置满意吗 ？

ａ ． 很满意

ｂ ． 比较满意

ｃ ． 满意

ｄ ． 不满意

ｅ ． 其他

９ 您认为中文系课程时间合理吗 ？

ａ ． 很合理

ｂ ． 比较合理

ｃ ． 不合理

ｄ ． 太紧张

ｅ ．
—

般

ｆ． 其他

１ ０ 您对毛里塔尼亚中文系的教材满意吗 ？

５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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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 很满意

ｂ ． 比较满意

ｃ ． 很不满意

ｄ ． 其他

１ １ 您认为 目前的汉语教材重难点在哪里 ？

ａ ． 词汇

ｂ ． 汉字

ｃ ． 语法

ｄ ． 语 音

ｅ ． 其他

１ ２ 您喜欢教材哪个部分 ？

ａ ． 生词

ｂ ． 课文对 ｉｆｉ

ｃ ． 语法東点

ｄ ． 课后 题

ｅ ． 其他

１ ３ 您认为 目 前汉语教材是否存在 问题 ？

ａ ． 存在
一

些 问题

ｂ ． 苻很大的缺点

ｃ
＇

． 没 Ｙ ｆ

ｄ ． 其他

１ ４ 您对中文系教材有什么要求 ？

ａ ． 能加 卜． 文化课和Ｗ 史 课和太极举

ｂ ． 能 灯翻译

ｃ ． 能 丨 ｎ 阁文结 合

ｄ ． 其他

１ ５ 您对毛里塔尼亚中文系教师授课的评价是 ？

ａ ． 优秀

ｂ ． 良好

ｃ ．
一

般

ｄ ． 差

ｅ ． 其他

１ ６ 您在上中文系阶段有没有接触过母语是汉语的人 ？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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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 是

ｂ ． 否

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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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时光如 白驹过隙 ， 不知不觉我来到陕西师范大学学习 已经 四年 了 ， 我也适应

了这里的生活节奏 。 我在陕师大不仅学 了 中 文 ， 而且也学到 了 许多之前未 曾 学过

的东西 。 陕师大给 了我
一

个学习 和锻炼的机会 ， 我从中收获很多 ， 这将成为我
一

生宝贵的财富 。 在学习 中 ， 我学到 了 许多新的知识 ， 而学习 也给 了我
一

个把新学

到 的 中文词汇应用于实践中 的 良好机遇 ， 我深刻感受到 了在中 国学习 的好处 ， 了

解 了 学生怎么 努力学习 ， 这些东西让我学 习 知识 ， 积 累经验 ， 增加 了 自信 。 无独

有偶 ， 我在学习 中还锻炼 了其他方面的能力 ， 提高 了我的综合素质 。 第
一

， 锻炼

了我的项 目 能 力 ； 第二 ， 提高 了我独立思考问题能力 。 虽然书本能让你学到很 多

东西 ， 但有
一

些事你非得亲眼所见 、 亲身经历 ， 才能有所得 。 学 习 是每个大学都

会拥有 的
一

段经历 ， 它让我实践中 了 解中 国文化和历史 ， 让我学到 了很多课程上

根本就学不到 的知识 。

俗话说 ： 要给学生
一

碗水 ， 自 己就得有
一

桶水 。 因此 ， 我 舍不得这个学 习 ，

也舍不得我的 老师 和我的 同学 。 我不得不夸他们 ， 这有 和蔼的导师和友善的 同

学 ， 他们提供 了 帮助和鼓励 。 我有不 明 白 的地方时立刻去 问他们 ， 他们耐心地给

我解释
一

下 。 我跟他们
一

块儿学 习 ， 感到 了 学习 中 的 乐趣 。 因此 ， 我十分感谢刘

琨老师 、 邵英老师 、 宋林生老师 、 周利芳老师 、 贾泽林老师 、 李 晶老师 、 朱老

师 、 李老师 、 曾 小梦老师 ， 他们令我印象深刻 ， 不仅是因为聪 明 、 渊博 ， 更因为

他们讲课精彩 ， 乐于助人 ， 我再次说
一

声谢谢 。

感谢学校对我们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 的关心和支持 ， 为我们的研究与写作提

供 了 良好的条件 。 同时也感谢各位 同学在我论文写作过程 中帮我搜集资料 、 提供

宝贵建议和修改意见 ， 是各位的帮助使得我顺利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 。 最后 ， 感

谢所有给予我支持和关心 的人

鲍 喜

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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