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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塔尼亚学生汉语学习动机调查研究

中文摘要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在非洲的快速发展，毛里塔尼亚和中国的合作交流也

日益频繁，毛里塔尼亚对汉语人才的需求正逐年增加，越来越多毛里塔尼亚学生

选择学习汉语并来到中国。

学习动机作为语言学习的重要因素，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努力程度都有影响；

不仅决定着学习者是否开始学习一门新语言，以及是否可以持续性学习，也决定

了学习过程中付出努力的程度。由于毛里塔尼亚汉语教育及研究起步较晚，目前

关于毛里塔尼亚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的调查研究为数寥寥。本人作为一名毛里塔尼

亚汉语学习者，对毛里塔尼亚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因素非常感兴趣，因此我们将

毛里塔尼亚汉语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调查访谈法及定量分

析，对毛里塔尼亚学生学习汉语的观念和动机进行调查，对其动机进行分类统计

并探究其内因与外因，从而提出刺激学习动机的策略，希望能对毛里塔尼亚学生

的汉语学习提供一定参考。

本文在对毛里塔尼亚汉语教育进行概述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访谈的方法调查

了在努瓦克肖特大学就读的不同性别、年龄与教育程度的学生及来华毛里塔利亚

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得出了相关数据并统计比较，系统分析了毛里塔尼亚学生

的四种学习动机：利益性动机、融合性动机、主动性动机、被动性动机，并结合

学生个性特点，深入分析了影响毛里塔尼亚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的相关因素。最后

根据调查结果与相关理论，从汉语教育管理、汉语教学、学生汉语掌握水平、影

响学生学习的主客观因素提出了建议，从而激发毛里塔尼亚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

关键词：

毛里塔尼亚汉语学习者；汉语学习；学习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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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Mauritanian Students' Chinese
Learning Motivation

Abstract

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China's global position and Mandarinfever around the

world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become the preferred destination for man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come to China to learn Mandarin and get acquainted with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closel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ir personal dreams or to

understand Chinese history. Mauritanian students are no exception either. Many

Mauritanian students come to China to learn Mandarin because of different study

motives, so we believe that study motivation is an essential factor in the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process.

This paper mainly investigates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of students learning

Chinese in Mauritania.who are within Mauritania and who are currently in China.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 ha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studying the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aspects of language learning. As it is the most

subjective factor among the various motivating factors for language learning, the

learning motive has been given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y professionals.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Chines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we pay full attention to

the emotional fluctuations of learners, understand their learning motives from all sides,

and provide students with various incentives, which are conducive to the accumulation

of theoretical teaching experience in Chinese teach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actical

teaching. This paper is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osition of

Mauritanian students' Chinese learning motivation. she mainly conducts a survey on

students from Mauritania, who are currently study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Nouakchott.

Study the main types of learning motives, from all levels of education, gender and

different ages to discuss and analyz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motives

Chinese, Through the survey results and related theories, he presented his own views on

how to do this.

Key words:

Mauritanian students; Chinese learning; learning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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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 1965年建交以来一直保持着亲

密的友谊关系和稳定发展。两国政治关系基础牢固，中方作为毛里塔尼亚第一大

贸易伙伴一贯为毛里塔尼亚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帮助。毛里塔尼亚政府始终坚持对

华友好政策，支持中方切身利益。毛里塔尼亚为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政治互信、

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等领域的合作，派往中国留学的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中国

政府本着友好共建的原则也欢迎毛里塔尼亚的优秀汉语教师和学生到中国进修和

学习。自 1975 年以来获得中国奖学金的毛里塔尼亚留学生人数为 353 人。中国也

先后派出 40多名汉语教师前往毛里塔尼亚担任中文教学工作。目前仍有 3名中国

教师在努瓦克肖特大学工作。

由于两国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和良好的互信关系，毛里塔尼亚人民对学习汉

语和中国文化的热情日益高涨。随着中国“一带一路”的发展，各领域友好交往

日益密切。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在非洲的发展越来越快，毛里塔尼亚和中国的

合作交流也日益频繁，毛里塔尼亚对汉语人才的需求也在正逐年增加，越来越多

毛里塔尼亚学生选择学习汉语。为满足对汉语人才的需求，2019 年在努瓦克肖特

大学成立了孔子学院。

毛里塔尼亚的汉语教学研究是从上世纪努瓦克肖特大学开设汉语系开始的，

整体起步较晚，对毛里塔尼亚汉语教育研究基本处在初期探索阶段，目前仅有的

研究多考察毛里塔尼亚汉语教育的整体概况及汉语教学等，对汉语学习者本身的

研究还缺乏更为深入具体的针对性调查与数据分析。

本人有幸从毛里塔尼亚努瓦克肖特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到中国留学，在继

续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对毛塔学生汉语学习动机产生了浓厚兴趣；查阅资料后发现，

目前关于学习动机的研究还较少关注非洲留学生汉语学习的深度调查，关于毛塔

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的相关资料与研究仅有一般性总结，缺少实践调查及定量分析

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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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思考，我们将毛里塔尼亚汉语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作为研究对象，主

要采用调查访谈法及定量分析，对其汉语观念与动机进行调查分类并进行结果分

析，探究其内因与外因，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毛里塔尼亚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

有哪些；哪些因素导致毛里塔尼亚汉语学生学习积极性下降；毛里塔尼亚学生汉

语学习动机研究将对毛里塔尼亚汉语教学有什么启示和建议。

本研究将进一步丰富汉语作为二语的学习动机调查与研究，将进一步扩展面

向非洲汉语学习者尤其是毛里塔尼亚汉语学习者的动机理论。在应用层面上，通

过毛里塔尼亚学生学习汉语动机的实际调查得出的数据，将为毛里塔尼亚未来的

汉语教育发展提供借鉴，为后续毛里塔尼亚学生汉语动机研究及汉语教育的调整

和推广提供参考。

1.2研究综述

鉴于目前对非洲的汉语教学研究起步较晚，专门对毛里塔尼亚本土的汉语教

学尤其是学习者汉语学习动机的研究较少，我们将从三个方面进行综述。

1.2.1非洲汉语教学研究

首先是对非洲汉语教学的整体研究，主要是从非洲孔子学院的教学及本土教

师发展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近年来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

徐丽华，郑崧（2011）研究了汉语在非洲推广的现状和出现的问题以及应对

策略。非洲本土汉语教师还远远不够实现汉语在非洲教学的本土化，应把非洲孔

子学院对汉语推广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李红秀（2012）考察了孔子学院汉

语教学在非洲的发展，指出了非洲孔子学院无法满足扩大课程范围和补充教学设

施的需求，与非洲不同地区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也受到了民族特殊性和复杂性的阻

碍，提出了扩大本土教育师资力量培养更多的本土教师减少文化冲击、改善基础

建设和教学设施等解决策略。

徐丽华（2014）从非洲本土汉语教师培养模式入手，简要分析了非洲汉语教

学和汉语教师的现状，提出了在非洲建立五个汉语教师培养基地， 独立或中非联

合培养培训汉语教师的模式。张军广（2019）考察了非洲孔子学院发展中的本土

汉语教师培养问题，认为“本土化”是非洲孔子学院发展的必然途径。培养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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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教师必须和当地政治经济状况、社会文化传统、教育政策等因素相适应；在

非孔子学院需要更多的办学和管理自主的权利，建立并完善非洲孔子学院与当地

人文关系、物资等专门协调机构和制度，提出了要对不同地区的孔子学院差异化

管理和增加多媒体教学网络和设备投入等建议。

第二方面是非洲国别化的汉语教学研究，近年来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胡登

平、王丽平（2021）、张丽敏（2020）等。他们认为非洲国别化汉语教学的研究

需要拓宽研究的深度和范围，针对汉语课程设置要体现出实用性、需求性和针对

性；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和资源，不断挖掘和整合社会资源，完善课程设置，优

化教学体系，加强中国文化课程的实践与应用等。

1.2.2 留学生学习动机研究

外语学界关于学习动机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领域的

学习动机研究起步较晚，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对来华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的整体研究，其中有侧重短期来华留学生学

习动机的，有关注研究生学历留学生学习动机的，从不同视角丰富了汉语学习者

的动机理论与实践。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徐子亮等（2000）调查发现外国人学习

汉语动机包括掌握工具、研究、深造、升学、不明确等五种类型。冯小钉（2003）

对短期来华留学生的学习动机进行了调查分析。短期留学生学习的目的大都出自

工具性动机， 其动机越强， 汉语水平提高得越快。应以动机研究为基础， 有针

对性地对短期留学生进行教学，使教学水平得到有效提高。孟伟（2007）考察了

亚非欧在华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从年龄、国籍、学习时间等个体因素与汉语学

习动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调查分析后认为不同国籍的学生在学习动机上差异显

著。赵秀霞等（2010）从来华留学生学习环境、语言、认知结构、教师素质、教

学及学习测试方法、家庭、社会地位以及留学生本人的情感等方面因素入手，研

究了上述因素对留学生的限制和影响，考察了其学习态度与动机的多样性。并提

出了激励对策。张瑜（2019）对上海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习的留学

生汉语学习现状进行了调查与分析， 探究了来华汉硕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类型、

动机强度及其在不同个体背景下的动机差异。王杨傲雪（2020）以调查问卷的方

式考察了汉语类专业来华留学生整体的汉语学习动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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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针对地域化或国别化的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的个案调查与研究，其中面

向东南亚国家的国别化汉语学习动机的成果较多，代表性研究主要有熊丽（2014）、

张舒航（2015）、刘晨帆（2015）、杨婧（2016）、李猛（2020）、延雅颂（2020）

等。李纯玮（2011）根据三个动机层面理论，对泰国中文系学生的汉语学习动机

进行了调查分析，提出了有效提高泰国学生学习汉语积极性的多种策略。陈春容

（2017）调查统计了云南大学孟加拉国学生汉语学习动机情况。此外，高海洋（2001）

通过对韩国留学生的调查指出学习动机、学习策略、焦虑与 HSK 成绩之间的关系，

发现韩国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影响学习策略的选择，动机对学生的成绩不存在明

显的影响。面向俄罗斯汉语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及能力研究主要有孙艳（2014）等，

面向日本大学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的调查研究主要有赵竹（2018）等。

三是专门针对非洲留学生学习观念及学习动机的研究成果，整体起步较晚，

数量不多。研究或考察非洲留学生的汉语学习观念或学习动机，或从某一教学机

构非洲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的个案出发调查其动机情况。林伦伦、任梦雅（2010）

进行了非洲留学生汉语学习观念的社会语言学调查。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运用

SPSS 统计学软件，主要从外语学能，语言学习难度，语言学习性质，学习和交际

策略，动机这五个方面对非洲留学生的汉语学习观念情况对非洲留学生的学习观

念进行了社会语言学分析探讨。向琴（2012）以武汉地质大学非洲留学生为个案，

调查了其汉语学习动机并确认了非洲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的构成要素以及各要素

之间的关系。王凤仪（2019）以沈阳三所高校的非洲留学生为考察对象，调查统

计了其汉语学习动机的特殊性等，经过统计分析后确认学习动机的激发将提高对

外汉语教学实践的应用的。张梦菲（2017）调查统计了肯尼亚学生的汉语学习动

机情况。总结出了肯尼亚学生学习动机的主要类型为工具型动机，提出了有针对

性地激发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的策略。于静（2019）则考察了南非西开普敦省中学

生的汉语学习的动机情况，并从学习焦虑与认知性策略调方面进行了分析。

1.2.3 毛里塔尼亚汉语教学研究

目前专门面向毛里塔尼亚汉语教学及学习状况的研究刚刚起步，较有代表性

的成果主要有：鲍喜（2019）对毛里塔尼亚本土学生汉语学习现状进行了调查，

分析和研究了毛里塔尼亚学生汉语学习现状。这是目前较为全面介绍毛里塔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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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教育的论文，但没有详细分析努瓦克肖特大学学生的汉语学习需求及改善方

法。小都（2019）对阿拉伯语与汉语词汇和语法进行对比研究后，分析了阿拉伯

语词汇和汉语词汇之间的相似与不同之处，归纳了毛里塔尼亚学生在汉语学习时

候出现的词汇习得偏误问题。

综上所述，目前中文国际教育领域对来华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的关注逐渐增

多，逐渐从宏观的总体考察向国别化的学习动机研究发展，调查也更有针对性；

但面向非洲留学生的汉语学习动机研究相对薄弱，针对毛里塔尼亚学生的汉语动

机的调查还缺乏较为详细的数据。本文将在以上分析和研究基础上，针对毛里塔

尼亚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的四种类型进行调查分析，通过定量分析总结其产生的原

因并提出刺激学习者汉语学习动机的针对性建议。

1.3 研究方法

（1）文献综述法。通过阅读大量关于语言学习动机的文章，并对这些文章进

行分类和综述，从中得出毛里塔尼亚学生学习汉语动机的研究基础。本文的研究

内容不仅参考了大量文献和研究理论。

（2）问卷调查与访谈法。以毛里塔尼亚努瓦克肖特大学作为主要调查范围，

以该校学生和中国留学生为调查对象，根据动机理论及分类设计了关于毛里塔尼

亚学生的汉语学习动机的调查问卷，将问卷在线发给学生填写；并对五名在中国

的留学生进行了访谈。据统计调查结果和访谈内容进行深度分析，找出毛里塔尼

亚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的问题并提出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策略。结合统计和访

谈的结果，深入分析了毛里塔尼亚汉语学习者的各种动机因素，并提出了针对学

生动机进行教学的建议。

（3）定量分析法。本文采用定量研究的四种测定尺度对调查结果进行分类和

数据统计，再通过对各统计数值进行运算，最后找出学习动机之间的量的变化的

规律。首先通过定量研究法将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和不同文化程度的毛里塔尼亚

学生归类，再通过调查结果分析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因素及各种因素在学习动机中

的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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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塔尼亚地处非洲撒哈拉沙漠腹地的西部，全境地势平坦，西部与大西洋

接壤，人口稠密。对于 20 世纪中叶获得独立的许多其他非洲国家来说，毛里塔尼

亚拥有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环境，是西非乃至整个非洲最大的港口国和电

子商务中心之一。毛里塔尼亚是一个拥有历史传承和悠久民族文化的国家，许多

习俗和传统也影响着人们的个人行为。在其领土上拥有几个不同的民族，这些民

族群体构成了毛里塔尼亚的社会结构。毛里塔尼亚特殊的地域文化也极大影响了

其汉语教育的特殊性。

毛里塔尼亚与中国建交后，为了更好地推动双方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交流，

中国政府为优秀的毛里塔尼亚学生提供来中国留学的机会，迄今为止已有 343 名

毛里塔尼亚学生（大部分来自高等教育）获得了中国政府奖学金。近年来，从中

国留学归国的留学生们对毛中两国政治、经济（尤其是农业、渔业及畜牧业）、

军事、教育等各领域的良好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汉语教学在毛里塔尼亚的推广

起初并不顺利，人们并不重视汉语学习。随着两国交流的深入，毛里塔尼亚人接

触到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对汉语的社会需求也越来越大，学习汉语的人数明显增

多，甚至成为一种时尚。由于人们对汉语的兴趣和学习愿望越来越强烈，汉语在

毛里塔尼亚的教育地位也在不断增高。

我们将从四个方面简述毛里塔尼亚汉语教育的基本情况，从而为研究毛里塔

尼亚学生汉语学习动机问题梳理较为清晰的汉语教育背景。

2.1 汉语教育机构

2.1.1努瓦克肖特大学

努瓦克肖特大学 1967 年成立汉语系。自 1987 年以来，中国政府也多次派遣

中文教师前往努瓦克肖特大学担任汉语教学工作，目的是培养本土汉语教师和推

进汉语教育在毛里塔尼亚的发展。努瓦克肖特大学汉语系也与时俱进，根据社会

需求与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每年都扩大招生名额，为毛里塔尼亚培养

https://baike.so.com/doc/5343792-5579235.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43792-55792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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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人才。努瓦克肖特大学汉语系前期的发展相对缓慢，但随着中国政府的支持

和中国教授的教学帮助，努瓦克肖特大学汉语系在标准化汉语教学的道路上也逐

渐加快了发展速度。目前，努瓦克肖特大学汉语学院不仅开设有听说读写译等基

础汉语课程，还开设了汉语教育、翻译和经贸汉语等多个专业来满足毛里塔尼亚

乃至非洲各领域的汉语人才需求。

努瓦克肖特大学目前在读汉语专业本科学生 190 人。男生 168 人，女生 22 人。

其中汉语教育专业的学生 120 人（小学汉语教育 40 人、中学汉语教育 40 人、成

人汉语教育 40 人），翻译专业 35 人，经贸汉语专业 35 人，学制 3年。除基础课

外，学院专门为汉语教育专业学生开设了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等课程；为翻

译专业的学生开设了口译、笔译技巧、跨文化交际和礼仪等课程；为经贸汉语专

业的学生开设了商贸汉语、国际金融、国际关系等课程。

2.1.2孔子学院

2019 年 6 月毛里塔尼亚第一所孔子学院在努瓦克肖特大学成立，从孔子学院

毕业的学生作为知识技术型人才参与外语翻译、课程教学指导、学术研究等工作，

投身于中非经济、教育、企业管理、文化建设、科技发展和人才服务等各个领域。

孔子学院为学生们的未来发展提供保障的同时，也提高了毛里塔尼亚国民教育的

综合水平。2020 年 12 月努瓦克肖特大学孔子学院进行了汉语水平考试的首考。当

地学生不用去中国也可以在本地参加汉语水平考试和成绩认证。

努瓦克肖特大学孔子学院以“一点多院”办学模式在毛里塔尼亚进行汉语推

广工作。2020 年 7 月应努瓦迪布商会邀请在努瓦迪布开设孔子学堂，招生人数 50

人，主要针对努瓦迪布港的工作和矿业工作需求培养汉语人才。2020 年 10 月应卡

埃蒂政府邀请在卡埃蒂开设孔子学堂，招生人数 30 人。由于中国教师有限，教师

们只能轮岗工作。努瓦克肖特大学汉语系也派出三年级实习学生辅助中国老师一

起在孔子学堂授课。

2.1.3 汉语教学培训机构

随着汉语在毛里塔尼亚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不同年龄层与文化基础的汉语

学习者逐年增多，对汉语学习的需求也逐渐加大。很多大城市的私立教育机构如

沿海城市努瓦迪布的汉语教学学院，为满足学习者的汉语需求也开设了汉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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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训等。这些教育机构在入学要求、学习内容和时间上显得更为灵活。

在努瓦克肖特也有一些私立中型和小型的汉语培训机构，其中努瓦克肖特长

城汉语学校最著名，学校招收 15-20 岁左右的学生，主要教授初级和中级汉语课

程，学制 3年，毕业能达到 HSK3 级水平。在努瓦迪布的桥梁语言培训机构，也开

设了汉语学习班，分为初级班和中级班，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还编排了汉语渔业和

矿业词汇的小册子。

毛里塔尼亚政府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随着中国企业的入驻和中国商人越来

越多，很多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基本大中城市都开设了汉语辅导班，为

本地企业培养汉语人才。这些学校和培训机构的教师都为本土汉语教师，都是努

瓦克肖特大学汉语系毕业生，基本没有中国教师。

2.2汉语师资

2.2.1汉语师资的逐步发展

从 1967 年的 3名汉语教师（2名毛里塔尼亚本地老师和 1名中国老师）到 2021

年全国已有近 200 位在册汉语老师遍布各大城市的教学机构。汉语教师对汉语在

毛里塔尼亚的推广起到了不容小觑的作用。

1971 年第一批毕业于努瓦克肖特大学的汉语学习者只有 50 人。他们就像汉语

的种子一样分布在毛里塔尼亚各大城市，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加入汉语学

习者的行列，使汉语教育在毛里塔尼亚有了更广阔的发展机会。在这些汉语教师

的影响下，更多的毛里塔尼亚人民了解到了中国与汉语。

汉语教师的初始阶段发展并不顺利，政府把带着梦想的年轻毕业生们分配到

了毛利塔尼亚的 13 个省。那时当地外语以法语为主，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中国，对

汉语的认知几乎为零。在第一批老师们的不断努力推广下，开始有家长同意孩子

学习汉语。经过老师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教导，开始有孩子们喜欢汉语，也希望像

老师一样也成为一名汉语老师，为此而积极考入努瓦克肖特大学汉语系。1987 年

努瓦克肖特大学建立了汉语系，第一次扩大招生，增加了培养未来汉语教师的名

额。1990 年以后，在毛里塔尼亚的汉语教师数量大幅度增加，教师的教学水平显

著提高。各地区对汉语的认知开始有明显的改善，很多家庭都主动将孩子送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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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学习汉语。2000 年以后，全国在册老师达 130 多位，教学规模不断扩大，从小

学到大学都有汉语老师的身影。毛里塔尼亚政府开始派遣优秀的汉语教师前往中

国的著名大学系统全面进修学习，他们学成归国后建立研究型教师队伍，汉语教

育开始得到系统化与专业化提升。毛里塔尼亚国民也普遍认识到中国和汉语的巨

大潜力。应市场需要，小型私人汉语培训机构在大城市出现，为非努瓦克肖特大

学毕业的学生从事汉语教师工作提供了更多机会。随着与中国企业、矿业和渔业

等领域的合作日益频繁，对汉语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汉语教师也被越来越重视，

汉语教师的社会地位得到了快速提高。2019 年孔子学院在努瓦克肖特大学设立，

2020 年开设了汉语水平（HSK）考试，成为汉语教师国际化发展的里程碑。2021

年在册老师数量达到近 200 人，汉语已经成为毛里塔尼亚继法语和英语之后的第

三大外语，被更多人喜爱。

在中毛两国政府及教育部门的支持下，从 1967 年的 1位中国老师到先后近 40

多位优秀的中国老师踏上了毛里塔尼亚的土地，在这里传播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

及与汉语相关的各方面知识。

2.2.2 汉语师资的缺口较大

汉语的推广和汉语教师的培训受到了毛里塔尼亚政府的重视。毛里塔尼亚各

地政府对汉语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求教师不仅受过专业教育，还要对汉语的

教学内容、教材、教导方法、考试、评估等教学技能全面掌握。因此，毛里塔尼

亚政府每年都会派优秀的教师前往中国进行系统的汉语教学进修和研究，也邀请

更多中国专家前往毛里塔尼亚进行汉语教育交流指导。政府支持在 13 个省开设了

基础汉语教师培训班培训更多的本地基础汉语老师来满足日益增多的学习者。

随着毛里塔尼亚汉语学习者的急剧增加，对汉语老师的需求也日益增大。每

年报考努瓦克肖特大学汉语系的学生越来越多。努瓦克肖特大学为满足社会各阶

段年龄学生的需求，汉语教育系也开设了具有针对性汉语教学专业，为毛里塔尼

亚培养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和成人教师。即使这样，也不能满足毛里塔尼亚 13 个

省 216 个市镇的 150 多所中小学的需求。

汉语已经成为毛里塔尼亚的第三大外语，很多家长呼吁政府从小学开始开设

汉语课。如果小学开设汉语课，全国近 200 所小学需要至少 400 到 800 位汉语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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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如果加上各地的培训机构对老师的需求，汉语老师的缺口至少达到千人以上。

2.3 汉语学习者

毛里塔尼亚的汉语学习者由四类人构成。

第一类是受政府委派到中国的大学学习，目的是毕业后担任本土汉语教师。

这类人均为本国大学的中文专业毕业生，政府通过考试选拔出优秀的学生派到中

国留学进修，学成后回国委任到毛里塔尼亚各省各地区从事汉语教学相关工作。

这批人是毛里塔尼亚最先接触到中国及汉语的学习者，这些学习者绝大多数都比

较年轻，并希望学好汉语后担任毛里塔尼亚各所学校的汉语本土教师，这类人是

中毛两国文化沟通交流的中坚力量。

第二类汉语学习者是把汉语作为自身求职发展的工具或依赖汉语作为谋生的

手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许多中国企业入驻毛里塔尼亚。这些中国企业在

毛里塔尼亚雇佣大量的当地懂汉语的员工，并为这些员工提供不错的薪水及待遇。

另外，还有一些与中国企业合作的毛里塔尼亚企业对中文译员的需求也较多。这

些学习者的学习认真程度非常高，学习动机也很单纯，就是为了以汉语为语言工

具，利用这一特长来更好地工作。毛里塔尼亚政府也支持这类人学习汉语，在本

国各地开展汉语学习培训机构，让更多人有机会学习汉语并掌握与中国人打交道

的方法和技巧。

第三类汉语学习者则是毛里塔尼亚的中小学生。这些学生年龄在 9岁到 17 岁

之间。随着汉语学习者的工作机会的增多，毛里塔尼亚政府也意识到了毛里塔尼

亚的发展与汉语的推广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政府鼓励越来越多的毛里塔尼亚的中

小学及培训机构开设汉语课堂。另外，毛里塔尼亚学生家长们也意识到了学好汉

语能够增多子女的就业机会，因此，学生家长们非常愿意让子女从小学习汉语，

使子女的未来就业有前景。这类汉语学习者的年龄偏低，可塑性强、在汉语流利

方面占绝对优势并有充分的学习时间。

第四类汉语学习者是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毛里塔尼亚来华留学生，即毛里

塔尼亚的大学毕业成绩优秀者，一般都是努瓦克肖特大学中文专业的优秀毕业生。

他们虽有不同的家庭背景和经历，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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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学习，以便学成归国后将更好地建设自己的国家。因为这类汉语学习者均在中

国的各所高校进行学习，又有专业的教授精心指导，所以这类学习者学习的汉语

知识较系统专业，学习态度也极其端正，是在毛里塔尼亚汉语工作中的高级人员。

2.4汉语教材

努瓦克肖特大学汉语系的主要教材是《新实用汉语课本》（见下图），由北

京语言大学专门针对外国学生学习特点编写而成。全套教程从初级到高级共六册。

图 2.1 《新实用汉语课本》

中国政府为了方便毛里塔尼亚学生考取 HSK 汉语等级证书，在努瓦克肖特大

学开设了 HSK 汉语等级考试考点，为毛里塔尼亚政府委派留学生前往中国大学学

习各学科知识做了非常好的准备工作。

各地的汉语培训机构的教材不仅有《新实用汉语课本》，也有从中国引进的

其他汉语教程。《HSK 标准教程》（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是近年来最受欢迎的教

材，从一级到六级不仅有课本，还有配套的练习册与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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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HSK 标准教程》

随着中国企业和公司在毛里塔尼亚不断增多，毛里塔尼亚汉语学习者对汉语

教材的需求也在增加。商贸汉语在非洲的社会需求也越来越多，中国政府开设了

BCT 商务汉语考试。为此，努瓦克肖特大学汉语学院也开设了汉语经济学课程和经

贸翻译课程。孔子学院推荐《BCT 商务汉语教程》作为学生学习商务贸易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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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BCT 标准教程》

随着汉语在毛里塔尼亚受欢迎程度逐渐增高，汉语学习者的年龄也越来越小。

儿童也需要更适合他们的教材。《轻松学汉语》（阿拉伯语版）被引进并推广到

毛里塔尼亚各地的语言培训机构中，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图 2.4 《轻松学汉语》少儿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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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在毛里塔尼亚的汉语教材比原来要丰富一些，基本能满足学习者需求，

但这些教材都是通过中国政府帮助引进到毛里塔尼亚的。迄今为止，毛里塔尼亚

努瓦克肖特大学及其他汉语教学机构并未编撰出针对本国学生学习特点的汉语教

材。毛里塔尼亚学生更希望能有自己民族文化背景编写的适合毛里塔尼亚学生学

习的更有针对性的汉语教材。

以上是毛里塔尼亚目前汉语教学的基本状况。我们从汉语教育机构和汉语教

师、汉语学习者及汉语教材等几个方面简单介绍了毛里塔尼亚近些年的汉语教育

发展，整体来说，毛里塔尼亚的汉语教学起步较晚但需求旺盛，这就更需要面向

毛里塔尼亚本土的汉语教学研究更有针对性，不仅从教师教材角度去考察，更需

要针对毛里塔尼亚汉语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学习观念及学习能力等方面进行全面

系统的调查研究，这样才能提出面向毛里塔尼亚汉语教学的精准化建议。这也从

另一方面说明了毛里塔尼亚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研究的迫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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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毛里塔尼亚学生汉语学习动机调查分析

3.1 调查对象及方法

3.1.1 调查对象

努瓦克肖特大学是毛里塔尼亚唯一的大学，所以本次调查的对象主要选择了

努瓦克肖特大学汉语系的学生。此外还调查了在中国不同大学留学的毛里塔尼亚

学生。共 70 名学生，包括 11 名女生，59 名男生。其中 60 名为毛塔本土大学生，

10 名在中国的留学生。共发放问卷 70 份，收回有效问卷 70 份。

由于受到毛里塔尼亚民族文化的影响，大部分受访者为男生，只有少部分女

生愿意接受访问调查。从下图可以看出，问卷的受访者以男生居多。

表 3.1 调查对象的男女性别比例

性别 小计 比例

男 59 84.3%

女 11 15.7%

有效人数 70

学生性别比例差异巨大的原因是女性社会地位普遍低于男性，大部分女性在

学校学习的时间比较短，能上大学的更少。通过受访者性别比例差距可以看出在

毛里塔尼亚的教育体制中存在着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

被调查的学生年龄在 18-40 岁之间，具体数字如下。

表 3.2 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

年龄 人数 百分比

18 岁以下 2 0.2%

18-25 岁 40 57.1%

26-40 28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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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

在本次调查中本科生占比为 71.4%，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占比少一些。

表 3.3 被调查者的学历层次

选项 小计 比例

大学本科生 50 71.4%

硕士研究生 14 20%

博士研究生 6 8.6%

研究生都有专业的研究方向，大部分时间要用于专业课题研究，所以只有少

部分时间用于学习汉语。从另一方面看，本科选择学习汉语的学生人数比例也间

接反映出了汉语在毛里塔尼亚的受欢迎程度越来越高。

3.1.2 调查方法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有针对语言学习动机的研究以来，研究者大多采用实证研

究与理论研究，定性和定量的综合研究也包括在实证性研究中。本文在研究过程

中采取了定量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对毛里塔尼亚学生学习汉语的情况及学习

动机进行了调查及数据分析。

HORWITZ（1983）设计的语言学习理念问卷（BALLI）对语言学习概念进行了

分类。研究人员多采用这一量表来研究语言学习。本文在这一问卷基础上，参考

了其他研究者对第二语言学习与学习动机关联研究的成果，综合了各项信息，据

毛里塔尼亚学生特点改进了量表，最终设计出本研究使用的问卷。

本套问卷问题共设计了 45 道选择题（见附录调查问卷），内容包括被调查人

的基本信息，学习汉语想要达到的水平和个人汉语学习的目的，以及影响学习者

学习的各种动机因素和学习汉语的个人态度等。这几个方面相互关联、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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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体、全面地反映了毛里塔尼亚留学生汉语学习状况，本问卷有五项固定选择

答案，由学生根据自己情况选择。然后本文通过对问卷答案的数据统计分析，整

理汉语学习者的汉语学习理念。该问卷严格按照研究目的设计。

3.2问卷调查结果与分析

上世纪 50 年代末，Gardner 和 Lambeirt 的第二语言学习动机研究将动机分为

融入型动机与工具型动机。我们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学习动机的理论与分类，

将毛里塔尼亚学生问卷中的学习动机问题按照学习最终目的分为四类：第一，利

益动机。指学生学习汉语是为了更多的成就或利益，是学生受到外部内部利益引

导，为了某种利益而主动学习的动能。第二，融合动机。指学生学习汉语是为了

更快地融入中国文化氛围和集体，更好地接受和了解中国文化，希望能融入到对

方的文化中以对方的文化角度来思考问题。融合动机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

学生能和中国人交流的时候更清楚明白对方的想法。根据具体情况分为个人融合

动机以及国家融合动机。第三，主动动机。是学生的内部积极能动性的推动力，

是学生自主自愿花费精力和时间去学习的动能。学生因为个人的因素，热爱汉语，

热爱中国文化，所以学习汉语。第四，被动动机，指受客观的外部环境的影响，

被迫去学习汉语。

我们将对调查问卷及访谈中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问卷及访谈严格按照

本文的研究目的设计。

3.2.1利益动机的问卷分析

问卷中代表利益动机的问题包括：问题一“学会汉语是为了能和中国人说话。”

问题二“我觉得学好汉语有利于个人发展。”问题三“我为了通过 HSK 考试学习

汉语。”问题四“学习汉语获得奖学金机会多。”问题五“如果我学好汉语找到

好工作的机会更大。”等五项。

问题一：“学会汉语是为了能和中国人说话。”

其中非常同意的占 13.1%；同意这种观点的有 55%，占一半以上，比例最大；

中立占 29.1%；反对的占 1.9% ；非常反对的占 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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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学会汉语是为了能和中国人说话

近年来汉语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毛里塔尼亚学生普遍认为学习汉语的原因

包括了解更多中国人的思想，开阔视野。留学生们认为中国发展速度非常快，汉

语的使用也将越来越广。在中资企业工作的人员因不会汉语而无法与中方高层管

理人员正确沟通。不同意的受访者认为汉语没有英语使用范围广还特别难学。这

部分人对中国还很陌生，认为学习汉语完全没必要。中立的受访者认为学好汉语

更好，不学也无所谓。来毛里塔尼亚的中国人基本都会外语，交流应该没问题。

问题二：“我觉得学好汉语有利于个人发展。”

其中非常同意占 18.7%；同意这种观点的有 54.8% ，占大多数，比例最大；

中立的占 18.1%；反对占 5.6%；非常反对的占 2.8% 。

图 3.3 我觉得学好汉语有利于个人发展

受访者同意的人占比最高。他们认为现在非洲大地上汉语是继法语和英语之

后即将兴起的第三种语言。很多中国的企业来到非洲建工厂、修电站、铺建铁路、

开国际贸易公司等。能在中国公司里找到好工作的首要条件就是会说汉语。毛里

塔尼亚政府为了能和中国有更多的贸易往来，也需要更多的高级职员。学好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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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比其他人得到机会的概率大。不同意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企业和公司里的中

国职员很多，没有毛里塔尼亚人的机会。而且中国人有翻译，没有必要一定要学

习汉语。

问题三：“我为了通过 HSK 考试学习汉语。”

其中非常同意的占 14.6%；同意这种观点的有 58%，占大多数；中立的占 10%；

反对的占 11.9%；非常反对的 5.5% 。

图 3.4 我为了通过 HSK 考试学习汉语

越来越多毛里塔尼亚学生热衷于学习汉语，说明他们渴望通过汉语得到更多

的机会和利益。毛里塔尼亚学生学习汉语很勤奋的动机是为了通过汉语获得很多

专业知识（医学、计算机等）。很多人希望能通过获得 HSK 考试证书得到政府派

往中国学习进修的机会。在毛里塔尼亚的中国企业招聘员工的基本条件就是有

HSK4 级证书。很多人都意识到了 HSK 考试对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有了这个证书就

等于给自己多了一条通路。不同意的人认为这个证书在毛里塔尼亚根本就没有用，

没必要花钱花精力考试。中立的人觉得考到证书当然好，考不到也无所谓，毕竟

毛里塔尼亚还有很多的本地工作可以做，不一定需要这个证书。

问题四：“学习汉语获得奖学金机会多。”

其中非常同意的占 14.2%；同意这种观点的有 36.3%；中立的占 28.4%；反对

的占 17.4%；非常反对的占 3.7%。



第 3章 毛里塔尼亚学生汉语学习动机调查分析

20

图 3.5 学习汉语获得奖学金机会多

获得奖学金对生活水平不高的学生和家长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毛里塔尼亚

政府和中国政府都给努瓦克肖特大学汉语系提供奖学金资助。汉语专业的学生获

得奖学金比重更大。很多学生努力获得奖学金就是为了体现自身优秀的同时满足

自己的成就感。不同意的人认为得奖学金的要求太多了。中立的人觉得奖学金本

来就是给优秀学生的，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问题五：“如果我学好汉语找到好工作的机会更大。”

其中非常同意的占 35.76%；同意这种观点的有 44.26%，占一半以上，比例最

大；中立的占 13.4%；反对的占 4.6%；非常反对的占 1.8% 。

图 3.6 如果我学好汉语找到好工作的机会更大

阿拉伯地区是中国“一带一路”受益地区之一。毛里塔尼亚也是阿拉伯国家，

毛里塔尼亚的学生毕业发展的范围更广。同意的人认为学好汉语以后不仅在毛里

塔尼亚当地企业能得到高级职位，而且还有很多阿拉伯国家企业也向优秀的汉语

学习者发出了邀请。毛里塔尼亚的学生不仅能在本国发展，未来在中东阿拉伯地

区也将成为他们成就梦想的地方。而且这些地区也都有中国企业在那里建立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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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不同意的人认为中国人很多，还轮不到他们去工作，中国企业对员工的要求

非常严格，中国人都是工作狂。中立的人对学好汉语能找到好工作持观望态度。

以上就是毛里塔尼亚学生在调查问卷中出现的关于利益动机的数据。

根据学生问卷的答案，可以将“同意”“非常同意”归类为支持动机，将“反

对”“非常反对”归类为反对动机，将“中立”归类为动机不明确，下同。利益

动机的统计结果如下所示。

表 3.4 利益动机统计分析

利益动机 支持 不明确 反对

问题一 68.1% 29.1% 2.8%

问题二 73.5% 18.1% 8.4%

问题三 72.6% 10% 17.4%

问题四 50.5% 28.4% 21.1%

问题五 80.2% 13.4% 6.4%

根据统计结果显示，在回答利益动机的相关问题时，大部分学生选择的都是

支持。在五个问题中，支持利益动机的最低支持率为 50.5%，最高支持率为 80.2%。

充分说明了当地学生学习汉语的利益动机占比最大。动机不明确的支持率最低是

10%，最高是 29.1%，占比很大。利益动机选择反对的最低支持率是 2.8%，最高是

21.1%，占比最小。

利益动机的同意占比例显出利益动机给学生带来的学习动力最强烈，能激发

学生的主动动机而产生学习积极性。通过分析可以得知，毛里塔尼亚学生的期望

值和自我认知都非常明确。通过利益动机刺激提高学习效率也体现了学生成功归

因内部的稳定因素，从而由学习汉语使学生的优越感和成就感得到提升。对建立

正确的价值观起到了引导作用。

中国对毛里塔尼亚在学术和经济上都提供了大力支持。从中国的“一带一路”

发展路线的实施开始，更多中国企业进驻毛里塔尼亚为毛里塔尼亚提供了大量的

就业机会。但中国企业在毛里塔尼亚的招工要求却比较高。通过利益动机的不明

确和反对的占比也体现出了学生存在失败归因内部的焦虑因素。因焦虑因素在学

生个体中存在的差异对利益动机产生的学习动机的削弱程度也不同。

所以，利益动机调查问卷选择支持的占比最大，动机不明确的支持率比较多，

反对的支持率最小。利益动机得到了充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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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融合动机的问卷分析

融合动机指学生通过学习汉语，能够更快地融入中国文化氛围和集体，更好

地接受和了解中国文化，根据具体情况分为个人融合动机以及国家融合动机。代

表融合动机的问题包括：问题一“我喜欢中国。”问题二“学好汉语才能更了解

中国人的想法。”问题三“为了能融入中国人的朋友圈。”问题四“我要去中国

旅行才学汉语。”问题五“我学汉语是想把毛里塔尼亚介绍给中国人。”问题六

“我学习汉语是想让中国游客来我们国家旅游。”问题七“我想为毛里塔尼亚和

中国的国际交流多做贡献。”等七项。

问题一：“我喜欢中国。”

其中非常同意的占 7.1%；同意这种观点的有 45%，占一半以上，比例最大；

中立占 39.1%；反对的占 5.9%；非常反对的占 2.9% 。

图 3.7 我喜欢中国

中国对毛里塔尼亚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毛里塔尼亚的商店里能看到很多中国

的商品（made in China）。很过毛里塔尼亚人觉得中国很大，中国人很友好。选

同意的占比非常大。有一部分人觉得中国离毛里塔尼亚太远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

关系，他们只是知道中国而已。选中立的占比比较多。还有些人害怕中国会像法

国一样殖民他们，因此，选反对的占比也有少部分，但选中立的占比比较多。

问题二：“我学汉语为了了解中国人。”

其中非常同意的占 15.6%；同意这种观点的有 42%，占一半以上，比例最大；

中立占 29.4%；反对的占 10.84%；非常反对的占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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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我学习汉语为了了解中国人

中国人给毛里塔尼亚人的印象是非常有智慧，既友好又慷慨。他们为了更深

入地了解这些中国智慧的内涵而选择学习汉语。这部分人的占比最大。还有少部

分人认为中国人和毛里塔尼亚人的信仰和习惯都不一样，他们对并不想了解中国

人。因此，选反对的占比也有少部分。还有一部分人选了中立。

问题三：“为了融入中国人的朋友圈。”

其中非常同意的占 13.7% ；同意这种观点的有 48% ，占一半以上，比例最大 ；

中立占 25.6% ；反对的占 9.2% ；非常反对的占 3.5% 。

图 3.9 为了融入中国人的朋友圈

在毛里塔尼亚的中国企业和公司基本都是中国的大型企业，中国职员的薪资

待遇也很高。如果能进入中国公司工作意味着家庭就有了经济保障。因为文化和

宗教信仰不同，毛里塔尼亚人总感觉不能和中国人更深地交往。大部分人希望通

过学习汉语后能和中国人做朋友并融入他们的生活，这部分人占比最多。一少部

分毛里塔尼亚人不想交中国朋友，害怕他们干扰到自己的信仰与生活。还有一部

分人持中立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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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四：“我想去中国旅行才选择学习汉语。”

其中非常同意的占 3.6% ；同意这种观点的有 43.8%，占一半以上，比例最大；

中立占 31.2% ；反对的占 16.9%；非常反对的占 4.5%。

图 3.10 我学习汉语是为了去中国旅行

毛里塔尼亚电视台经常播放关于中国风景和美食的节目。中国的历史文化和

山川河流与非洲的完全不同，中国的很多城市文化也各有不同。这些对在沙漠气

候生活的毛里塔尼亚人来说极具吸引力。毛里塔尼亚人不仅知道“黄河”，还知

道“长城”“故宫”等中国的历史古迹，也惊叹中国古老建筑的壮观。很多人都

想去中国看看那里的美景。年轻人更想去感受北京、上海那样大都市的繁华。也

有一些人觉得中国太远根本就去不了。这部分人选择了反对，占比很少。还有一

部分人觉得以后经济条件允许再考虑旅行的问题。因此选择了中立的人比较多。

问题五：“我学习汉语是想把毛里塔尼亚介绍给中国人。”

其中非常同意的占 19.1%；同意这种观点的有 46.2%，占一半以上，比例最大；

中立占 29.1%；反对的占 3.7%；非常反对的占 1.9% 。

图 3.11 我学习汉语是想把毛里塔尼亚介绍给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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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虽然尊重各民族的宗教文化，但是因为语言不通他们不能完全理解毛

里塔尼亚人的思想。很多人选择学习汉语就是想让更多中国人了解毛里塔尼亚的

风土人情，扩大毛里塔尼亚的知名度。毕竟世界各地几乎都有中国人。还有一小

部分的人觉得没有必要让中国人了解得太多，他们只是过客而已，不会长久在毛

里塔尼亚生活。所以，选同意的人占比就最多，选择反对的占比最少。还有一部

分人选择中立。

问题六：“我学习汉语是想让更多的中国游客来我们国家旅游。”

其中非常同意的占 7.4%；同意这种观点的有 53.8%，占一半以上，比例最大；

中立占 26.5%；反对的占 9.3%；非常反对的占 3%。

图 3.12 我学习汉语是想让更多的中国游客来我们国家旅游

毛里塔尼亚东部是撒哈拉沙漠西部是大西洋，那里的旅游资源丰富，有世界

著名的“撒哈拉之眼”、阿尔金海湾国家公园和欣盖提古城等旅游胜地。毛里塔

尼亚人通过各种媒体知道中国人特别喜欢旅游。而且中国游客每年来毛里塔尼亚

的数量也在增加。毛里塔尼亚政府为发展旅游经济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开发了

更具有旅游价值的旅游项目，希望吸引更多的中国人来毛里塔尼亚旅游。因此，

选同意的人最多，反对的人最少，一部分人选中立。

问题七：“我想为毛里塔尼亚和中国的国际交流多做贡献。”

其中非常同意的占 15.8%；同意这种观点的有 58.6%，占一半以上，比例最大；

中立占 21.1%；反对的占 3.6%；非常反对的占 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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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我想为毛里塔尼亚和中国的国际交流多做贡献

毛利塔尼亚政府和人民都知道，如果想要发展好就得抓住中国的机遇和中国

经济挂钩。毛中两国一直平等交流。毛利塔尼亚政府希望在经济、农业、科技等

方面和中国有更多的交流合作，促进毛里塔尼亚的经济发展。因此，政府动员更

多的年轻人两国的交流多做贡献积极学习汉语为。所以选择同意最多，选择不同

意最少，选择中立多一点。

在融合动机中，将前四道问题归类为个人融合动机，后三道问题归类为国家

融合动机。“同意”“不明确”“反对”的统计如下图：

表 3.5 融合动机统计分析

融合动机 支持 不明确 反对

问题一 52.1% 39.1% 8.8%
问题二 57.6% 29.4% 13%
问题三 61.7% 25.6% 12.7%
问题四 47.4% 31.2% 21.4%
问题五 65.3% 29.1% 5.6%
问题六 61.2% 26.5% 12.3%
问题七 74.4% 21.1% 4.5%

根据统计结果显示，在回答融合动机的相关问题时，大部分学生选择的都是

支持。在七个问题中，支持融合动机的最低支持率为 47.4%，最高支持率为 74.4%。

充分说明了当地学生学习汉语的融合动机占比最大。动机不明确的支持率最低是

21.1%，最高是 39.1%，占比很大。融合动机选择反对的最低支持率是 4.5%，最高

是 21.4%，占比最小。

通过融合动机同意占比显示大部分毛里塔尼亚的学生希望能融入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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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人进行更深入地交往。也有人认为中国人也应该融入阿拉伯文化。这表明

了毛里塔尼亚人的性情爱好广泛，面对很多未知领域时更希望参与其中。由此可

以看出毛里塔尼亚学生自我期望值很明确，世界观也很积极向上。面对国家的发

展有担当，体现了他们使命意识强烈，任务价值完成执行力很强。

通过中立和反对的占比显示了学生中存在失败归因内部的焦虑因素和信仰因

素。因毛里塔尼亚是伊斯兰国家，担忧中国文化会影响民族信仰的正统性，以及

两国比较后产生出的小国悲观意识。这些失败归因不稳定因素都会对学生的学习

动机产生或多或少的削弱作用。通过以上分析数据，融合动机也得到充分证明。

3.2.3 主动动机的问卷分析

主动动机指学生因为热爱汉语，热爱中国文化的个人因素而学习汉语的动机。

问卷中属于主动动机的问题包括：问题一“我为了能理解中国的影视剧作品”，

问题二“我对中国的书法、国画和传统音乐都有兴趣”，问题三“我喜欢中国的

文学作品”等。

问题一：“我为了能理解中国的影视剧作品。”

其中非常同意的占 3.7%；同意这种观点的有 42.1%，占一半以上，比例最大；

中立占 35.6%；反对的占 13.78%；非常反对的占 4.82%。

图 3.14 我为了能理解中国的影视剧作品

中国功夫电影在毛里塔尼亚非常受欢迎，很多毛里塔尼亚人都知道成龙。中

国歌曲也非常好听。京剧也很精彩，服饰特别漂亮，毛里塔尼亚人从来都没见过。

毛里塔尼亚电视台也增加播放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电视节目以及中国电影和

电视剧。很多年轻人都是中国影视剧的影迷。所以，选择同意的占比最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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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的占比最小，选择中立的占比也很多。

问题二：“我对中国的书法、国画和传统音乐都有兴趣。”

其中非常同意的占 8.4%；同意这种观点的有 44.2% ，占一半以上，比例最大；

中立占 31.4%；反对的占 14.7%；非常反对的占 1.3%。

图 3.15 我对中国的书法、国画和传统音乐都有兴趣

中国历史悠久，艺术环境非常好。毛里塔尼亚人希望能够从中国历史中学到

大量的优秀的文化。很多人都着迷长城的伟大，也有很多喜欢艺术的人希望能来

中国学习美术、音乐、陶艺等。所以，这道题选同意最多，不同意最小，中立的

比较多。

问题三：“我喜欢中国的文学作品。”

其中非常同意的占 13.9% ；同意这种观点的有 55.6%，占一半以上，比例最

大 ；中立占 24.2%；反对的占 4.6%；非常反对的占 1.7% 。

图 3.16 我喜欢中国的文学作品

在毛里塔尼亚也有很多中国文学作品，其中武侠小说和爱情小说最受年轻人

欢迎。很多年轻男性都知道金庸，他的小说写得非常有意思。可是在毛里塔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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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阿拉伯语翻译得不是很好，中国电视剧演得更好。如果想更多了解文学作品就

得学习汉语，而且很多作品里还包含了中医知识及中国智慧。所以，这道题选择

同意的人占比最大，选择反对的占比最小，选择中立的占比也不少。

主动动机是学生的内部积极能动性的推动力，是学生自主自愿花费精力和时

间去学习的动能。随着中国对非洲的影响越来越大，媒体的推动范围也越来越广。

甚至很多非洲人都特别喜欢看“抖音”和“快手”等自媒体平台。这些媒介促进

了非洲人寻求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的行动。如上表所示，这一点从高比例的受

访者中可以看出，他们想要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愿望很强烈。关于主动动机的数

据分析如下：

表 3.6 主动动机统计分析

主动动机（内部） 支持 不明确 反对

问题一 45.8% 35.6% 18.6%
问题二 52.6% 31.4% 16%
问题三 69.5% 24.2% 6.3%

根据统计结果显示，在回答主动动机的相关问题时，大部分学生选择的都是

支持。在三个问题中，支持主动动机的最低支持率为 45.8%，最高支持率为 69.5%。

充分说明了当地学生学习汉语的主动动机占比最大。主动动机不明确的支持率最

低是 24.2%，最高是 35.6%，占比很大。主动动机选择反对的最低支持率是 4.5%，

最高是 21.4%，占比最小。

通过主动动机统计可以看出大部分毛里塔尼亚人能主动学习汉语。毛里塔尼

亚是个刚从被大国殖民统治中解放独立的小国。随着毛中两国交流日益增多，很

多中国的影视剧、文学作品和艺术品也被带到了这里。艺术家们觉得这些对毛里

塔尼亚国家和个人的艺术发展都有很大帮助。中国的影视剧在毛里塔尼亚也受到

了年轻人的追捧。

通过同意的占比可以看出毛利塔尼亚汉语学习者对课外活动都能积极参加。

其中也离不开教学机构和教师的帮助及学习资源。这些都对学生的期望价值潜移

默化地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引发了通过学习汉语实现自我期望值的目标，从而

促进了学生内在主动学习动机，提高了学习效率，拓宽了学习范围。

通过反对与不明确的占比可以看出毛里塔尼亚学生中的焦虑因素。因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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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毛里塔尼亚学生产生了防范意识，担忧追捧中国文学艺术作品会削弱毛里塔

尼亚原有的民族文化影响。以上数据都证明了学生学习汉语的主动动机。

3.2.4 被动动机的问卷分析

被动动机指学习者受客观的外部环境影响去学习汉语，也可称作外部动机。

其中问卷中代表被动动机的问题包括：第一个问题“我学习汉语是因为父母的要

求。”第二个问题“我学汉语是因为朋友的建议”等。

问题一：“我学习汉语是因为家族和父母的要求。”

其中非常同意的占 18.1%；同意这种观点的有 48.3%，占一半以上，比例最大；

中立占 15.4%；反对的占 12.7%；非常反对的占 5.5%。

图 3.17 我学习汉语是因为家族和父母的要求。

毛里塔尼亚是伊斯兰教国家，85%以上是阿拉伯裔，家族传承是阿拉伯的传统。

很多大的公司企业都属于大家族。近年来，中国在毛里塔尼亚的企业和公司越来

越多，很多家族都意识到要培养属于自己的汉语人才，所以更多的父母会鼓励和

支持孩子学习汉语。这道题选择同意的占比最大，不同意的占比最少，中立的占

比多一点。

问题二：“我学习汉语是因为朋友的建议。”

其中非常同意的占 11.6% ；同意这种观点的有 46.7%，占一半以上，比例最

大；中立占 29.1% ；反对的占 9.9%；非常反对的占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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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我学习汉语是因为朋友的建议

阿拉伯人喜欢家族一起生活，所以朋友们的家庭背景差不多。有的人学习汉

语以后收获很大，就会建议朋友学习汉语。这道题选择同意的占比最大，反对的

占比最小，中立的占比也很多。

被动动机的统计分析如下：

表 3.7 被动（外部）动机统计分析

被动动机（外部） 支持 不明确 反对

问题一 66.4% 15.4% 18.2%
问题二 58.3% 29.1% 12.6%

根据统计结果显示，在回答被动动机的相关问题时，大部分学生选择的都是

支持。在两个问题中，支持被动动机的最低支持率为 58.3%，最高支持率为 66.4%。

充分说明了当地学生学习汉语的被动动机占比最大。被动动机不明确的支持率最

低是 15.4%，最高是 29.1%，占比很大。被动动机选择反对的最低支持率是 12.6%，

最高是 18.2%，占比最小。

通过被动动机占比例可以看出，学习汉语是出于家长要求或者朋友建议的人

数也很多。毛里塔尼亚是一个传统的伊斯兰国家，家族传承是阿拉伯人的传统。

家族的社会地位对家族的成员的社会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了家族的繁盛，

父母们会鼓励和经济支持孩子们学习汉语来接替家族中的工作。因此很多孩子必

须听父母或家族的安排。

阿拉伯人因为朋友间的家庭背景差不多，所以在认知上很容易达成一致。朋

友的建议如果对自己有好处他们也会听从。如果有人因学习汉语以后得到了很多

发展的机会，他们也会建议朋友们一起学习，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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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同意占比可以看出毛里塔尼亚学生的家长期望值对学习者学习动机产生

了很大的影响。在家庭观念上体现了毛里塔尼亚学生以家庭为中心的人生观。个

人通过对家庭任务的积极承担和完成达到个人和家庭成就感的满足。学生也因此

激发出更强烈的学习动机和积极性。

通过反对和不明确的占比可以看出学生存在的焦虑因素也不少。学生的学习

选择不能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家长的期望值成为了他们的压力，这些外在

的失败归因也削弱了学习的学习动机，降低了学习效率。

根据以上结果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主要影响毛里塔尼亚学生汉语学习的动机

中利益动机、融合动机和主动动机都是学生内在主动学习的能动性。被动动机是

学生受外在环境、家庭等因素影响的被动学习的能动性。

3.3访谈调查结果与分析

为了把“毛里塔尼亚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更明确地挖掘出来，本文对 5 名

不同年龄和汉语水平的毛里塔尼亚留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并按照他们受教育水

平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访谈，从而更准确、更深入地考察影响他们学习的各种因

素与动机，并了解其背后的真相。

表 3.8 毛里塔尼亚受访留学生的个人信息

编

号

年

龄

性

别
所在大学 专业 HSK 等级 学习汉语的目的

A 25 男 吉林大学 汉语国际贸易 5级 为了能改善家里的生活压力。

B 30 男 吉林大学
汉 语 国 际 教 育

（政府公派）
5级

为了更好地让毛里塔尼亚学生

学习汉语。

C 27 男 吉林大学 汉语国际贸易 5级
为了能在毛里塔尼亚的中国公

司找到好工作。

D 24 女 苏州大学 汉语教育 4级 为了回毛里塔尼亚当汉语老师。

E 30 男 华南大学 经济 4级
为了能提高自己家族的生意规

模。

访谈一共设计了五个问题，内容如表 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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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访谈问题

1.你为什么开始学习汉语？

2.你觉得学好汉语对你个人的发展有好处吗？

3.你的朋友有在毛里塔尼亚的中国企业工作的吗？你觉得汉语对他们的帮助大吗？

4.你觉得在毛里塔尼亚的学生中能够坚持学习汉语的动力是什么？

5.你觉得改变毛里塔尼亚学生坚持学习汉语的原因是什么？

下面将根据访谈题目进行主题分析。（为了便于理解，本文在不改动话语意

思的前提下将毛里塔尼亚留学生的叙述内容进行了修改。）

1．你为什么开始学习汉语？

留学生 A：我学习中文就是为了能和那些中国老板做生意。

留学生 B：因为奖学金。学习汉语不仅能得到努瓦克肖特大学的奖学金，还能

得到中国提供的优秀学生资助金。

留学生 C：我哥哥在毛里塔尼亚的中国企业工作，他就是因为会汉语，才能在

办公室工作。而且，他的薪资待遇特别高。他成了我学习汉语榜样，希望将来我

也能在中资企业工作。

留学生 D：我很喜欢听汉语歌曲，觉得汉语歌曲很特别，可是听不懂意思。我

还喜欢看中国电影和电视剧。比如：《卧虎藏龙》和《神话》里的中国功夫让我

着迷。成龙的功夫电影我基本都看过。有的电影里还有很多美丽的建筑，比如长

城和故宫。为了能感受其中的真意，我开始学习汉语了。

留学生 E：在我的家族里有人和中国人做生意做得很成功，而且和中国人做生

意不用担心他们钱的问题，他们是非常好的生意伙伴。我们家族的长辈为了让我

们家族的生意能一直做下去，所以，让我们年龄小的学生都学习汉语。

这个访谈题目是为发现毛里塔尼亚学生的利益动机、融合动机和主动动机而

设置。通过访谈的信息得知毛里塔尼亚大多数学习汉语的人都是通过“利益动机”

激发主动动机而主动选择学习汉语。少部分人是因为个人喜好产生主动动机。通

过访谈结果可以显示出男性的目标、自我认知和成功归因等因素反馈高于女生。

男生的目标更明确，他们的期望值更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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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觉得学好汉语对你个人的发展有好处吗？

留学生 A：当然有好处了，学好汉语就能明白中国人的想法了。在毛里塔尼亚

的中国企业和工程越来越多，中国人也越来越多。学好汉语机会就很多，去中国

公司工作还有去中国深造的机会。

留学生 B：毛里塔尼亚的海港非常大，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货轮停靠在我们国

家的海港。从中国来的货物通过毛里塔尼亚进入非洲其他国家。因此对翻译的需

求也在不断增加，并且还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中国企业每年招聘很多

工作人员。不会汉语只能做体力劳动，会汉语就能做更好的办公室职员。我们国

家的汉语人才还远远不够，政府也需要能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人才。所以，学好

汉语在非洲的发展都是好的。

留学生 C：我是阿拉伯裔，对我来说，学好汉语不仅能在毛里塔尼亚找到工作，

甚至到阿拉伯国家都能找到好的工作。

留学生 D：毛里塔尼亚的汉语推广才刚起步，这个时候如果学好汉语，不仅可

以回去教毛里塔尼亚学生学习汉语，还可以找到非常好的学校工作，甚至可以自

己开设教学机构。我打算学好汉语以后回国从事汉语教学工作。那样，我的社会

地位也会得到提升。

留学生 E：我们的家族在我们那个城市算中等家族吧，如果我学好汉语就能

帮助家族的生意更好地发展了。而且，我还能接触到很多中国商人，我觉得，不

仅是我，就连我们的家族可能都会被提高。

这个访谈题目主要是为发现毛里塔尼亚学生的利益动机、融合动机和主动动机而

设置。通过访谈的信息得知很多人也是因为利益动机而产生融合动机。看到周围的利

益越来越大也想融入其中获得利益而主动选择学习汉语，同时也证实了利益能够激发

主动动机。少部分人是因为家族需要产生被动动机来被动学习汉语。

通过访谈结果可以看出学习者在家族的期望值、自我认知、成功归因等方面表现

出强烈的个人反映。其中留学生D女性受访者作为女性学习者的代表表现出了女性更

希望通过学习汉语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可，提升她们的社会地位。

3.你朋友有在毛里塔尼亚中国企业工作的吗？你觉得汉语对他们的帮助大

吗？

留学生 A：有几个朋友在中国人的公司工作，不会汉语的朋友只能当工人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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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汉语很好的朋友他做翻译，每天的工作就是把老板的意思传达给工人，

中国人对他很好。

留学生 B：我的邻居就有在中国人开的公司里工作的人。中国人的企业招聘管

理人员都要求有 HSK4 级汉语等级证书。他们和中国人交往多了汉语都越来越好。

而且中国企业不拖欠工资。他们的生活也都越来越好。

留学生 C：当然有，我哥哥就是在中国企业工作。就是因为他汉语流利才能在

企业里管理其他毛里塔尼亚工人。中国的高层管理对他非常好，他们公司里汉语

好的同事都非常受重视，而且他们能和中国的工程师学到很多先进的知识。

留学生 D：我的朋友在中国公司工作。我们是努瓦克肖特大学的同学。在网上

我们常说话，她告诉我一定要努力学好汉语，现在她的汉语水平还是不太好，如

果她的汉语好，还能跟着公司的中国同事去非洲其他国家工作，顺便还能旅游。

现在汉语好的人不仅在毛里塔尼亚，就是在非洲也非常容易找到好工作。

留学生 E：我身边就有在中国公司当翻译的亲戚。他们比我早来中国留学，他

们的汉语都很好，能更好地和中国的企业老板联系，知道很多最早的消息。很多

翻译后来都自己开公司当老板了。

这个访谈的题目主要是为发现毛里塔尼亚学生的利益动机、融合动机和主动

动机而设计。通过访谈的信息得知能够说好汉语的人更容易找到了好工作，改善

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汉语学习者未来的路会越走越宽。对汉语在毛里塔尼亚

的推广起到了促进作用。通过这个问题可以知道能找到在中国企业工作的毛里塔

尼亚人的融合动机和利益动机都很强烈，也证明了利益动机和融合动机都能刺激

主动动机使学生主动学习汉语。

通过访谈结果可以看出，毛里塔尼亚学生在得到成功反馈后，明确了个人的

期望值和目标，从而更激发他们的内在动机，提高学习效率，达成学习目标。

4. 你觉得在毛里塔尼亚的学生中能够坚持学习汉语的动力是什么？

留学生 A：随着两国的交往越来越多，很多中国的商船都是从我们的海港进入

非洲的，我们是他们最早进入的国家，如果会汉语就像我们会法语一样，那么他

们的好消息我们是最先得到的。我们不仅能和中国人交流，也能和非洲人交流。

这样，我们毛里塔尼亚就会发展很快，人们的生活也会改善。

留学生 B：我们毛里塔尼亚在非洲不算大国，而且我们还靠着撒哈拉大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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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东西都需要从外国进口，其中中国的小商品直接影响这我们的生活。如果我

们都能说汉语，中国政府对非洲的帮助和支持就会更多，也能从中国学习更多先

进的科学知识。

留学生 C：至少学好汉语能回去找到一个体面的工作。毛里塔尼亚的人和中国

人的接触也越来越多了。中国人很爱旅游，现在很多人不知道毛里塔尼亚这个国

家。我想他们如果知道了毛里塔尼亚的风景多美，海滩多干净，海鲜又便宜，肯

定愿意来旅游。到时候我就可以当导游给他们介绍我们美丽的国家了，让他们也

骑着骆驼去撒哈拉看看。

留学生 D：中国的“一带一路”带动了整个非洲。我觉得来到中国后感受到中

国将会越来越强大，这里的科技已经超过了很多国家。学好汉语掌握更多的知识

也能够抓住更多的机遇。我们国家的人如果能先学好汉语，对我们来说就是连上

了条和中国交流的路。

留学生 E：中国现在在非洲的影响力非常大，如果能够说好汉语，就能让很多

中国的公司入驻毛里塔尼亚。中国人既聪明又勤劳。但中国人只能和会说汉语的

毛里塔尼亚人交往更多。如果他们觉得我们毛里塔尼亚的语言环境好，他们很可

能就会将工厂入驻毛里塔尼亚。

这个访谈题目主要是为发现毛里塔尼亚学生的整体利益动机、融合动机和主

动动机而设置。通过访谈得到的信息得知毛里塔尼亚政府希望国家经济发展得越

来越好，人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富裕。毛里塔尼亚人民的整体利益动机和合融合动

机都很大。证明了在整体利益动机和融合动机的刺激性下主动动机被激发出来。

通过访谈结果显示毛里塔尼亚学生的学习目标和自身的期望值明确。能够正

确自我认知。从侧面显示了焦虑因素也存在其中。作为一个西非小国，担忧因为

知识储备不足而失去很多有利的时机。

5. 你觉得改变毛里塔尼亚学生坚持学习汉语的原因是什么？

留学生 A：这个原因有很多种，汉语是很难学习的语言，对一些学生来说，开

始可能好一点，后来会越学越难，他们就失去兴趣了。另外就是钱的问题，在毛

里塔尼亚，如果没有钱交学费就不能学汉语，只有优秀的学生才能得到奖学金和

中国的资助金。

留学生 B：家庭吧，有的家庭希望孩子学完汉语就马上去工作，可是，汉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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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容易学的语言。很多家长看不到孩子能很快赚钱补贴家用，就迫使孩子放弃学

习汉语了。可能还有“懒”的原因，很多人都想舒服，不想累，背生词很累。渐

渐地就跟不上学习进度了，失去了学习的兴趣而中途放弃了。

留学生 C：我觉得很多学生都是经济原因而放弃了学习。另外就是学习汉语很

累，汉字太难写了。

留学生 D：我觉得有一部分是经济原因，还有一部分是老师的原因。很多老师

的汉语就是滥竽充数，他们自己都不能和中国人流利对话，学生问的问题他们也

没有办法解答。跟着这样的老师学习汉语当然坚持不到最后了。

留学生 E：我觉得文化的融合很重要。我们总是按照我们的习惯去思考汉语，

这样，我们总是不能完全知道中国人是怎么看待问题的。所以，学习汉语，得学

习中国文化，不然真的不能理解他们的意思。钱不够，也不能学习。全国只有一

所努瓦肖特大学，也只有那里才有汉语学院，全国这么多年轻人想学习，那里每

年只招收 200 人左右，实在是不够。很多培训学习汉语的小学校，也没有好老师，

感觉没意思。

这个访谈题目主要是为发现毛里塔尼亚学生的利益动机、融合动机和主动动

机而设置的。通过访谈得到的信息得知，毛里塔尼亚汉语学习者的利益动机很强

烈。对“学好汉语能使生活得更好”的印象很深，“经济”在汉语学习中起着重

要作用。学好汉语能得到很多好机会。可是也因为“经济”不好而放弃继续学习

的人也有很多。还有一部分学生因为自身的原因——“懒”和“累”使他们主动

动机减少而不愿意主动学习。访谈也进一步证明了利益动机和融合动机能激发出

主动动机，外在原因对主动动机的影响也不能忽视。

通过访谈结果可以显示出外部因素对学生内部因素产生刺激后，一部分学生

无法保持学习动机的持续性。失败归因对学生的学习产生出了阻碍作用。

3.4影响学习动机的因素

3.4.1影响学习动机的积极因素

调查问卷中设置了“我喜欢汉语，觉得学习汉语是我快乐的来源”“努力学

习汉语是因为我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和方向”两个问题，这两道题的目的是证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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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主动学习的内在因素的能动性。该问题的支持率为 77.1%和 73.4%，证明大部分

同学都是真心喜欢学习汉语，并不是被强迫性去学习，数据也再次证实主动动机

对毛里塔尼亚学生学习汉语起到了推进作用。

图 3.19 我喜欢汉语，觉得学习汉语是我快乐的来源

图 3.20 努力学习汉语是因为我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和方向

在问卷中还设置了“我学习汉语是因为家族和父母的要求”，这道题主要是

显示学生被动学习的外在因素对内在“被动动机”的刺激而产生能动性。该问题

的支持率为 66.4%，证明大部分学生都存在不可抗拒的被动原因而学习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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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我学习汉语是因为家族和父母的要求

上述问卷反映了学生希望通过学习汉语达成个人目标的利益动机很强烈。

通过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知道内在和外在因素对学习动机也都产生影响。内在

因素包括学生的需要和目标；性格和个体差异；年龄和成熟度；学生的焦虑程度

和他们渴望通过汉语完成梦想的程度。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家庭结构、经济、环

境等因素。外在因素也能激励学生的内在因素使他们主动努力奋斗，全力以赴达

成目标实现梦想。

利益动机原因：通过对学生不同教育程度利益动机的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可

以看出学生的利益动机非常强。

毛里塔尼亚的地理位置很优越，位于非洲西部的大西洋沿岸，有很多海港，其中

NOUADHIBOU port（努瓦迪布港）是非常著名的铁矿输出港。中国的很多沿海港口也

和努瓦迪布港有运输联系。很多中国企业和商人通过这些港口输入和输出货物，因此，

毛里塔尼亚人和中国人的接触也就比较多。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汉语人才。

图 3.22 努瓦迪布港海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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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与中国的经济利益紧紧相连，所以毛里塔尼亚人与中国人顺利交流非常

重要。中国政府每年给毛里塔尼亚提供高额汉语助学金，对于经济状况不好的学

生来说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学好汉语不仅能在中国企业找到工作，还能有机会与

中国商人做生意。这些都是积极的外在因素。可见利益动机的占比很大。因为这

些好的外在因素使越来越多的毛里塔尼亚学生的内在因素开始发生改变。他们因

利益动机激发出主动动机而主动选择学习汉语。

融合动机原因：通过对学生不同教育程度融合动机的统计数据可以得出结论，

他们之所以学中文，是因为他们无法快速融入中国文化氛围，更好地了解中国文

化，从而无法完全正确地理解中国人的想法也不能和中国人一起更好合作。

中国政府非常尊重毛里塔尼亚人民。中国人对毛里塔尼亚人也没有歧视、奴

役和压迫。中国人的文化包容性很强。因此，中国是毛里塔尼亚非常好的合作伙

伴。为了更好地交往，也为了减少双方在交流中的误会，中国政府和毛里塔尼亚

政府都积极鼓励本国人学习对方的文化和传统。毛里塔尼亚人更想融入中国文化

中，希望能和中国人保持更长远地交往。这里有外在因素的利益关系、民族和种

族的文化融合关系。由此可见，利益动机推动融合动机激发主动动机而使毛里塔

尼亚学生能选择把学习汉语坚持到底。

主动动机原因：通过对学生不同教育程度主动动机的统计数据可以得出结论，

大部分学生都主动学习汉语。汉语在毛里塔尼亚也越来越流行，很多人都因能说

一口流利的汉语而骄傲。社会因素的外在因素产生的利益动机和融合动机也刺激

了学生学习汉语的主动动机，使学生能够主动学习汉语。

学习动机与语言最高水平的平均值非常接近。想学好汉语并保持学习的热情

不可缺少的因素就是对汉语有浓厚的兴趣。随着毛里塔尼亚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

了向中国化的改变，促使更多学生积极地学习汉语并希望真正融入到中国文化和

经济体系中。

被动动机原因：通过对学生不同教育程度被动动机的统计数据可以得出的结

论是学生存在被动动机。

阿拉伯传统的家庭因素影响着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努瓦克肖特大学对学生

家庭条件和成绩都有很高要求，汉语学习班的学费也比较贵。很多学生是因为家

族需要而带着家族任务来学习汉语。他们的目的性很明确，就是为了学好汉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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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回去帮助家里的事业。孩子也基本会顺从长辈来学习汉语。也有接受朋友建议

学习汉语的学生。毛里塔尼亚政府积极支持汉语人才的培养，选择汉语学习成就

优异的学生派往中国学习进修，学完以后回国进入政府工作。这也是社会因素吸

引很多聪明学生选择汉语的原因。因此，外在因素刺激被动动机产生学习动力。

3.4.2影响学习动机的消极因素

通过受访者的男女性别比例可以得知毛里塔尼亚女性的社会地位并不高。男

尊女卑的社会结构成为了汉语在毛里塔尼亚发展的明显阻碍。

由于毛里塔尼亚人民的宗教信仰具有一定的传统性和特殊性，女性求职和工

作的可能性较小。只有通过学好汉语才能找到更合适的工作。中国企业尊重女性，

不歧视女性，这也是很多女生希望学习汉语后进入中国企业的目的。学习汉语对

女性学习者来说更具有挑战性，因此女生普遍比男生更努力也更珍惜学习的机会。

家庭普遍大力支持男性学习者，只有很少的家庭愿意支持女生学习。很多女生只

能通过获得奖学金来支付学习期间的各项费用。

通过利益动机的数据分析，反对者的消极因素比支持者大很多。虽然学好汉

语的利益动机对毛里塔尼亚人学习汉语的刺激非常强烈，但是当他们在期望的时

间内没有达到所定目标时，他们的学习动机就会被削弱，因此很难坚持到底，甚

至选择放弃学习汉语。

通过融合动机的数据分析，在反对者和中立者中也存在消极动机。毛里塔尼

亚是非常传统的伊斯兰国家，虽然不发达，但国民都以自己的文化而自豪。一部

分传统保守人群不希望融入到其他文化中，很担心其他文化影响本民族传统文化

的正统性，致使中国文化在毛利塔尼亚的传播接受程度受到阻碍。汉语学习者在

学习中国文化时或多或少受到干扰，使他们不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

阿拉伯社会体系中阶级非常明显。因为阶级原因限制了很多优秀学生不能平

等享有优秀的教育资源，学生的融入动机积极性被减弱，增大了被动动机的消极

性。在努瓦克肖特鸟瞰上空就能清楚地分出上层阶级富人区和中层底层阶级的居

住地区，两者中间被一条大道分开，这条大道被称为努瓦克肖特的贫富交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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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努瓦肖克特贫富交界线

家庭因素是对汉语教育消极影响因素之一。在阿拉伯传统家庭中父亲的绝对

领导权对孩子的主动学习动机产生了压制作用，同时刺激了他们的被动动机。这

对于处于青春期的男孩子来说反而形成了叛逆心理，这些学生即使进到了汉语课

堂，也不能全身心投入，更多的是以完成任务的应付状态在学习。

本土教师的自身素质和教学水平也成为了阻碍汉语发展的消极因素。随着“汉

语热”在毛里塔尼亚不断升温，在一些社会底层教育机构中出现了滥竽充数的教

师。这些老师大多都没有受过专业学习，自身的素质和专业水平都相对薄弱。在

授课过程中无法与学生产生共鸣，使很多学生因教师原因对中国和汉语产生误解，

因此失去对汉语的热情，主动学习动机被削弱。

毛里塔尼亚的学校教学设施还有很多不足，除几个大城市之外，中小城市的

学校甚至都没有很好的校舍，学生学习条件非常简陋，教学设施和场地的配套不

全备，致使学生因外在原因无法持续激发融入动机而使学生的学习动机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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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对毛里塔尼亚汉语教学的启示与建议

4.1 对毛里塔尼亚汉语教学的启示

通过对毛里塔尼亚学生学习汉语动机的调查分析发现，当地学生的学习目标很明

确，对课内和课外的各项活动很有兴趣，基本都能积极主动参加。渴望能更深地

理解中国文化，对去中国继续学习都有很高的期望。普遍认为本土汉语老师的学

识和专业知识还需要提高。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的时间安排合理会提高学生的学习

效率，营造舒适愉快的课堂环境也能辅助教师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习环境、

教师的人格魅力和教学中使用方法都会对学生学习动机产生不同程度的刺激。新

学习动机理论对学习动机的评价也被很多教学机构重视。促进了教学机构对课堂

管理、教学环境等方面的改善。对外语教师在改进教学管理、帮助师生加强联系

和帮助学生树立信心等方面起到了帮助。作者从中得到关于汉语教学的一些启示。

首先，应该从教材的编写入手，毛里塔尼亚的汉语教育学者应该结合本民族

宗教文化背景编写一套属于毛里塔尼亚学生的汉语教材。即使没有教材，教师在

做教案的时候也应该考虑到这点来设计教案，在教学过程中，促进学生的理解能

力，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动能，减少学生文化融合的阻碍。其次，教师要思考如

何以刺激学生的主动学习动机为目的设计课堂教学内容。课堂教学中尽量帮助学

生明确他们的学习目标，理清学习思路。教师可以通过学生的学习目标，了解学

生的利益动机和融合动机。以刺激学生的利益动机和融合动机为主要目标设计教

学场景，训练学生的口语听说能力，体现汉语的实用性，增强学生的成就感。在

阅读教学上也要多给学生提供一些中国名著让学生阅读。教师在学生阅读之前提

出几个关于文章内容的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阅读，这样不仅能提高学生的生词

量，还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融合动机。鼓励学生能用汉语说出他们理解的内

容和见解，为将来和中国人交往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最后，毛里塔尼亚的学生

中大部分是男生，少部分是女生。教学机构在教学中也要关注女生的学习情况，

及时提供帮助。

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的时间安排合理会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营造舒适愉快的课堂

环境也能辅助教师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习环境、教师的人格魅力和在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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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使用方法都会对学生学习动机产生不同程度的刺激。新学习动机理论对学习

动机的评价也被很多教学机构重视。促进了教学机构对课堂管理、教学环境等方

面的改善。对外语教师在改进教学管理、帮助师生加强联系和帮助学生树立信心

等方面起到了帮助作用。

根据毛里塔尼亚努瓦克肖特大学的汉语学院的学生和在中国留学的留学生学

习汉语的动机调查研究并基于对现有外文文献的检索，结合实际调查的结果对激

发学生学习一门新语言的动机提出以下建议。

4.2对毛里塔尼亚汉语教学的建议

4.2.1对教学机构的建议

通过分析问卷中的数据，可以发现学生为了利益而选择学习汉语的概率非常

高。长远利益包括以后组建家庭、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和获得财富等。而更近的

利益就是能否得到奖学金或者成绩排名是否靠前等。

首先，建议教学机构适当降低获得奖学金的条件。奖学金对学生的吸引程度

也很高，因此建议教育机构降低获得奖学金的要求来促进学生的学习动机。减少

学生因经济问题而削弱因利益动机而产生的学习动能。如果获得奖学金的要求过

于苛刻，就会减弱学生学习汉语的期望值和任务值，致使很多学生半途而废，使

原本激励的措施最终成为了打压学习动机的因素。

其次，建议教育机构提高教学管理水平，提供针对性课程。教育机构的管理

者也应该参加深造，提高教学管理水平。要关注所有学生的意见和想法，尽量拉

近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营造舒适的氛围，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教育机构也

应当给汉语教师提供学习时间和进修机会，从而保持和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和教学水平。

在毛里塔尼亚学生汉语学习的过程中主动动机不容忽视。因此教学机构要针

对学生的个体差异，判断出学生的实际水平，明确学生的学习目标，从而合理安

排教学课程和班级，刺激学习者的主动动机持续产生学习动能，提高学习者的主

动性，使他们不至于半途而废。

第三，建议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增加学生的课外实践活动。教学机构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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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教学方面，营造积极课堂氛围，可以减轻学生尤其是零起点学生对未知事物的

焦虑。（比如汉语的拼音和汉字是两部分完全不同的学习内容）大多数毛里塔尼

亚学生更喜欢文化学习活动，边做边学对学生来说更容易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

进而融入其中。学生对汉语课堂的兴趣越高就越能刺激学生的融合动机和主动动

机进而提高汉语学习效率。

教学机构也要增加学生的课外实践活动。可以和中国企业沟通增加学生去中

国企业参观和实习的机会，让学生真实感受到中国企业与毛里塔尼亚企业的不同。

还可以带着学生参加一些中国政府或者公司举办的展览会，开阔学生的眼界让学

生学以致用。通过刺激学生期望价值保持学生的主动动机使学生能更主动地掌握

汉语的基本知识，为将来进入职场做好铺垫工作。

第四，建议提供更多教学资源，加强硬件建设。多项研究表明语言学习在听

觉、视觉和口语刺激下语言能力能得到大幅度提高。现代教学越来越重视多感官

教学，通过网络我们可以更好地实现多感官学习。在全球化和通过互联网快速获

取信息的时代，利用网络资源依靠先进的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已

成为必要。教育机构应该从硬件上提供更好的教育设施，通过互联网找寻更多地

学习资源，利用视听材料通过感官刺激不断激发学生的主动动机和利益动机来提

高学习汉语兴趣。

4.2.2 对汉语教师的建议

教师就如同一扇向毛里塔尼亚学生展现着未知的世界窗口。学生学习汉语成

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动机，汉语教师应尝试将动机理论融入教学中。

首先，建议教师通过多鼓励刺激学生的主动学习动机。有研究表明，学生的

语言水平与学习情境的水平相辅相成。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积极鼓励所有学生努

力探索未知领域。教师应该重视学习过程中“情绪”对学生学习动机的影响。对

鼓励和批评的“度”的掌握是教师能力的表现。教师的认可和评价都会对学生们

的学习动力产生刺激作用。教师不能一味地鼓励，也需要适当的批评，及时纠正

制止学生错误行为的发展，正面引导调动起学生的学习动机，使他们积极努力学

习并养成学习习惯。教师应该给予每个学生一定的信任，带动学生们积极参与汉

语课堂活动，并认真完成各项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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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建议汉语教师因材施教，提高学生的成就感。教师应按照学生的汉语

程度布置具有相应的挑战性和期望值的学习任务，需要学生通过努力思考后才能

完成。在增加学生的成就感的同时也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学生和教师应该始终贯彻互相尊重的原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对教师的

信任和期望越高，他们的学习动机就越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爱好也需要教师发

现和引导。教师也要辅助培养学生们对自我汉语学习能力的认知。因材施教也是

对汉语教师教学能力的重要考验。

汉语教师的人格魅力对学生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教师应该对每个学生的心理

和生活状况有所了解，在汉语学习过程中，对每个学生提供实质性的、有针对性

的学习帮助。这点非常考验教师的细心与耐心。

第三，建议教师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汉语教师应该对中国文化和马里塔尼

亚的文化都了解。一方面为学生找到更多关于中国文化的资源让毛里塔尼亚的学

生间接地了解更多有关中国文化的内容，另一方面通过了解马里塔尼亚本地的文

化习俗，更好地与学生进行文化沟通和交流。在增强学生的好奇心的同时也促进

了学生的主动学习动机和融入动机。

此外，课堂上适当给予物质奖励可以刺激毛里塔尼亚学生学习汉语的利益动

机，但要提前了解学校的具体规定和毛里塔尼亚学生的文化背景。汉语教师要建

立自己的权威，在分派学习任务时，学生的被动动机也会被激发出来。因此，教

师的领导能力也需要通过不断地学习、进修得以进一步提高。

4.2.3对汉语学习者的建议

毛里塔尼亚政府为了获得良好的教育成果，出台了很多鼓励学生学习汉语的

政策。从调查问卷中也可以看出，有些学生在外在因素的刺激下产生了强烈的汉

语学习动机和热情。汉语学习者对语言的掌握能力将有助于他们将来在毛里塔尼

亚更好地学习和发展。同时也有很多学习者在学习情境层面完全被动，这样容易

失去学习动力，反而容易产生不满的情绪，甚至不能坚持到底。以下是针对汉语

学习者的几点建议。

首先，加强自主学习，增加汉语学习时间。学生汉语学习的时间和语言掌握

程度紧密相连。随着学习时间增多，学生对中国文化融合动机也就越强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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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交流的能力也得到提高，学习的信心也会加大。因此毛里塔尼亚学生要自主

增加学习的时间和使用汉语交流的机会。

学生们对于课堂固定学习内容会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学习目标的成就值也

参差不齐。因此，毛里塔尼亚学生应该学会利用学习工具自主学习来满足自己的

学习目标。例如，学生可以在互联网上学习中国历史、地理和人文环境等中国文

化；还可以找中国朋友用汉语探讨专业知识。更好地利用主动动机促进融合动机

的同时也能激发利益动机，通过学习的内容增加和掌握语言的流利表达来满足学

生本身的期望价值。

其次，敢于面对困难，灵活调整学习方式。学习是推陈出新的持续性过程。

学习者要善于总结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与瓶颈的原因。无论是在成功还是失败都要

找到原因，灵活地调整学习方式，及时纠正自身的学习方向，确保学习动机持续。

学生在初始学习阶段将失败视为不可抗拒的外部因素。如果不积极寻求解决自身

的问题，就会因为问题的积压而减弱汉语学习的主动动机，学习效率也会下降。

此时，可以寻求老师的帮助，通过调整学习的难易程度降低对自身成就感的压制，

保持学习动机。因此，建议学生能够根据老师的指导和反馈及时重新审视自己的

汉语学习能力，建立正确汉语学习的自我认知，解自己的汉语程度状况。从而使

自己有调整的机会，减少消极被动动机，及时增长积极被动动机整理学习方式，

保持学习兴趣。

第三，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很多毛里塔尼亚学生希望快速掌握汉语

交际能力。虽然利益动机对他们开始学习汉语有帮助，但因为不正确的价值观扭

曲了他们对事物的认知，当他们发现学习汉语太难太慢，不能及时获利的时候，

他们的目标会变得越来越模糊，这些影响会削弱学生的学习动机降低学习效率。

因此，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学习者最好给自己设定长期阶段性的目标，这样才

能帮助学习者循序渐进地学好汉语。正确的自我认知才能明确健康积极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

第四，建立合作互助的学习模式。语言学习不是闭门造车的学科，是为了表

达自身情感、思想和交流而建立的。因此，建议毛里塔尼亚汉语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应该找到学习伙伴进行互动学习，共同提出汉语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并进行讨论

和解决。这样的探讨模式能够调动学生汉语学习的主动动机，也能促使学生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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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因素增长。

第五，建立自我奖励机制。许多毛里塔尼亚学生汉语学习过程中以及完成学

习计划后会奖励自己。这样能保持利益动机发挥积极作用。汉语学习者应设定阶

段性的汉语学习目标，在设定与学习相关的目标时，会主动产生许多动机以促使

学生努力达成这些目标，这也是保持“成就感”的好方法。

合理分配学习和休息时间也很重要，保持学习者的身体和心理的健康对学习

效率有平稳促进作用。有的汉语学习者开始学习时废寝忘食，学习效率得到大幅

度提高，后来因为体力不支总是感觉疲倦而无法专心学习，结果大幅度降低了学

习效率，导致虎头蛇尾的现象出现。因此，汉语学习者要与汉语教师一起探讨适

合自身的汉语学习计划合、理安排作息时间、积极参加体育锻炼、保持良好的心

态等，都会使汉语学习者循序渐进达到最终的学习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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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以毛里塔尼亚学生汉语学习动机为调查研究的对象，从第二语言学习的

教育心理学理论出发，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法，结合汉语学习的内部因素与外部

因素对学习者的影响来调查研究毛里塔尼亚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探讨和分析了

毛里塔尼亚学生汉语学习动机在利益刺激、不同教育背景、不同性别、不同自我

评价等方面的异同。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个体而言，毛里塔尼亚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由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两部分组成。

在内在和外在因素的构成因素中，毛里塔尼亚学生在教师和家长的期望值、自我

认知、成功归因、课内和课外活动、兴趣爱好、价值观等反馈方面表现出强烈的

个体内在动机，受到外在因素刺激后能更平稳保持内在动机的积极性和持续性。

其中利益动机的促进力度最大，能使学生确定学习目标和消除学生一部分因外部

因素产生的影响。融合动机也能促使学生更深层次的学习汉语的动力，但在教学

过程中，需要老师不断提供学生盼望并融合中国文化的促进动力。主动动机在学

生学习汉语的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学生一旦认可汉语的价值就会主动付出精

力和时间去学习汉语。学生学习汉语的被动动机也得到认可。这四个动机相互之

间都有关联。学生的宗教背景也要考虑在汉语教育中，以民族和宗教背景编写教

材内容对学生的学习动机能起到刺激作用。

总体而言，焦虑因素在毛里塔尼亚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普遍存在。五个关注

的因素包括期望、焦虑、课外活动、教师的作用及政府和教学机构的支持在每个

学生个体的焦虑因素中存在差异。尽管内在和外在因素或多或少有不同，但在统

计上并不显著。毛里塔尼亚学生中男性的目标、自我认知、成功归因、失败归因

等因素的均值显著，且反馈高于女性。通过分析三个激励因素（期望价值、任务

价值和课外活动），我们发现目标明确的毛里塔尼亚学生比目标不明确的学生更

积极，焦虑更少。女性更希望通过学习汉语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来提升她们的社

会地位。

毛里塔尼亚汉语教学研究包括毛里塔尼亚的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调查研究。

学习动机调查研究已经获得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成果，但它也带来了值得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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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研究的新趋势和主题。汉语学习刺激研究基于汉语学习刺激模型和汉语学

习者的相应反应，研究有助于激发毛里塔尼亚汉语学习者的学习热情并提高学习

效率和成果，达到最终的学习目的。了解在毛里塔尼亚国内外汉语学习者动机的

异同占比之后能有效地促进汉语教学理论在毛里塔尼亚的发展和为汉语教学国际

化进程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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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毛里塔尼亚学生汉语学习动机调查问卷

������������ �貨హ�� ��� ������� �㩨ᮅ�� �ᮅ�� ������ ��ᮅ ��� ���έ�

调查问卷
�alibri
姓名：�ri
性别：���⺁i
年龄：���⺁i
国籍：�lr��⺁i
HSK 水平：HSK ��br�

请您如实选择符合自身情况的答案。
�ㆨᮅi ��ᮅ� �� �ra�bb �b⺁i �ia�i �alb�i �a��⺁i

1.我认为说中文酷。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 � ��i� ��� �l�lᮅ⺁ai �ㆨ�b⺁i �� ㆨ�b���
�ㆨ�i ��b�� �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2.我学习汉语是因为在毛里塔尼亚学的人少？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 �al�abl⺁a� �� �l�lᮅ⺁i ���⺁i �����bl �a�⺁i �� ��� �� �l�lᮅ⺁i ���⺁i ���b�
�ㆨ�i ��b�� �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3.我觉得汉语为了交流的。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 �la��⺁ ��ᮅ� �aᮅi�bi �iㆨ� �� �l�lᮅ⺁i ���⺁i �� ㆨ�b���
�ㆨ�i ��b�� �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４.努瓦克肖特大学的中文系很棒。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 iㆨ� �ㆨl� ���意i�� ���a�i �l�lᮅ⺁i ���⺁i �r�i �ri�ㆨ⺁i ���⺁�
�ㆨ�i ��b�� �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５.努瓦克肖特大学毕业的中文系学生受欢迎。

A 非常同意 B 同意 C 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 ��li意 �li��i ���意i�� ���a�i ��lᮅ⺁i �r�⺁i ��l�� �⺁�l�
�ㆨ�i ��b�� �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６. “孔子学院”在毛里塔尼亚有名。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 iㆨ� ��ᮅ�� al�abl��� �� ��l��쳌��意 ㆨᮅ���
�ㆨ�i ��b�� �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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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努瓦克肖特大学的中文系安排了合理课程时间。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 ����� ���意i�� ���a�i �l�lᮅ⺁i ���⺁i �r� �i��ㆨ⺁ ���Ϡ⺁i ��ㆨ�⺁i�
�ㆨ�i ��b�� �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8.如果想个人发展好就需要学好汉语。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8� �ᮅ��⺁i ����b⺁ ㆨl쳌� �iㆨl� �l�lᮅ⺁i ���⺁i ���b �� �����
�ㆨ�i ��b�� �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9.我学习汉语是为了通过 HSK 考试。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aib�i Ϡalb�� �l�lᮅ⺁i ���⺁i ��ㆨ� HSK9 � ��i�br� ���b⺁ �la��⺁ �ᮅ� ��� ����
a ��a�b ��a�� ��� ��i�� � �ㆨ ��i�� �� ��i�� � �� ��i�� � �ㆨ�i ��i��

10. 努力学习汉语因我有明确的学习方向和目标。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10� �l�lᮅ⺁i ���⺁i ���b⺁ ㆨ�i ���ϋr � ��iㆨ�� �� aᮅl� �意�� ��� �意 ��� � �ᮅi� ��l��b �a�bi �ㆨ⺁�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E� ㆨ�i ��b��

11. 儿童学汉语更容易。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11� �ai意⺁i �� �i意� �⺁�ᮅri �l�lᮅ⺁i ���⺁i �a쳌��i ���bl�
�ㆨ�i ��b�� �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12. 有的人有学习汉语的天赋。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12� �l�lᮅ⺁i ���⺁i ���b ��� ��ㆨ�⺁i �ᮅlㆨ⺁ �a�⺁i ��i�
�ㆨ�i ��b�� �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13. 汉语比阿拉伯语难。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13� ����i �a��⺁i �� ��ᮅ� �l�lᮅ⺁i�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E� ㆨ�i ��b��

14.学汉语得到奖学金的机会更多。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14� �lri�ㆨ ���� ��� ��ᮅ�⺁i ��� �� �iㆨl� �l�lᮅ⺁i ���⺁i ���b�
�ㆨ�i ��a�� �� �ㆨ�i ��a�� �ㆨ ��a�� �� ��i�� � �� ��i�� � �ㆨ�i ��i�� �

15. 中国政府每年资助汉语在毛里塔尼亚推广。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15� �a� �意 al�abl��� �� �ll�lᮅ�⺁ �l��b�⺁ ���a� ��i��� �l�lᮅ⺁i ���意�⺁i ���b�
�ㆨ�i ��b�� �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16. 我喜欢中国 。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16� �lᮅ⺁i ��� ���� �l�lᮅ⺁i ���⺁i ���b��
�ㆨ�i ��b�� �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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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想学好汉语就得了解中国文化。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17� �l�lᮅ⺁i ��a�b⺁i �ᮅ쳌l �� ���⺁i ��� ��l � ㆨl� �意�i �l�lᮅ⺁i ���⺁i ���b ��� ���
�ㆨ�i ��b�� �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18. 学会汉语才能了解中国人的想法。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18� ��lᮅ⺁i ���⺁i �ᮅ� �� �l�lᮅ⺁i ���⺁i ���b�
�ㆨ�i ��b�� �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19. 中国的小商品物美价廉，中国老板很热情。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19� �la��⺁ ��ㆨ�ㆨ� ��l�lᮅ⺁i �a���i �a��� � �ᮅ⺁�⺁i �r�� �ᮅl�� �lᮅ⺁i �� ��l�ᮅ⺁i ��r⺁i�
�ㆨ�i ��b��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20.和中国人聊天练习口语。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20� �l�lᮅ⺁i ���⺁i �r�a��� ��lᮅ⺁i ���⺁i �� �ᮅi�b⺁i �⺁� �ㆨaiϋr�
�ㆨ�i ��b��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21. 学好汉语进到中资公司工作的机会多。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21� �l�lᮅ⺁i �a意��⺁i �� ���⺁i ��意�l � ㆨl� �意�i �l�lᮅ⺁i ���⺁i ���bb ��意 i㩨��
�ㆨ�i ��b��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22. 我感觉我有学习汉语的天赋。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22� �l�lᮅ⺁i ���⺁i ���b ��� ��ㆨ�⺁i �ㆨ⺁ �� ㆨ�b���
�ㆨ�i ��b��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23. 我要去中国旅行才学习汉语的。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23� �i�br�⺁i �� �lᮅ⺁i �⺁� �쳌r�⺁ �l�lᮅ⺁i ���⺁i ��ㆨ� a���
�ㆨ�i ��b��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24. 中国人知道毛里塔尼亚的不多。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24� al�abl��� �����l � �ll�lᮅ⺁i �� �lb意�
�ㆨ�i ��b��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25. 我学习汉语是想把毛里塔尼亚介绍给中国人。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5� al�abl��� �����l �ll�lᮅ⺁i ���� �l�lᮅ⺁i ���⺁i ���b��
�ㆨ�i ��b��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26. 我学习汉语是给中毛两国交流多做贡献。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6� al�abl���� �lᮅ⺁i �li ��ㆨaib⺁i �lr�b⺁ �l�lᮅ⺁i ���⺁i ��ㆨ� a���
�ㆨ�i ��b��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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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我学习汉语是为了让中国游客来我们国家。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7� ��alr⺁i ��� �� al�abl��� �⺁� ��ㆨ�⺁ai �ll�lᮅ⺁i �� ㆨlϠ�⺁ �a�r⺁i ��� �� �l�lᮅ⺁i ���⺁i ��ㆨ� a���
�ㆨ�i ��b��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28. 女人没有男人适合学汉语。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8� �ar�⺁i �� �l�lᮅ⺁i ���⺁i ���b⺁ ���˯� �b意� �a��⺁i�
�ㆨ�i ��b��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29. 我们家乡和中国的商人做生意 。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29� �ll�lᮅ⺁i �� ��a�b⺁i �� �l�lᮅ⺁i ���⺁i ���b�
�ㆨ�i ��b��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30. 如果我学好汉语找到好工作的机会更大。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0� �ㆨl� �쳌l⺁� ��� ��ᮅ��⺁ �ᮅ�� �ᮅ�� �ㆨ⺁ ��意br� � i�ㆨl� �l�lᮅ⺁i ���⺁i ����b i㩨��
�ㆨ�i ��b��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1. 中国对毛里塔尼亚的影响日益增大。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1� �li意 al�l��� �b�� al�abl��� ��� �lᮅ⺁i �lbϋb ���
�ㆨ�i ��b��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2.学好其他科学技术之前得先学习语言 。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2� ����i �iㆨ�i⺁i �� ��ㆨ�b�⺁i al��⺁��意b⺁i� ����⺁i ���b⺁ � alrar� � a��� ���⺁i ���b �ib�l�
�ㆨ�i ��b��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3. 学汉语就是为了能和中国人说话。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3� �ll�lᮅ⺁i �� �l�lᮅ⺁i ���⺁ai �ㆨ�b⺁i ��� i ��ㆨa� ��意b �� �� �l�lᮅ⺁i ���⺁i ���b �� ��� ����
�ㆨ�i ��b��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4. 互联网自媒体在中国的发展很快。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4� ���ri �lᮅ⺁i �� �˯�i ��ar�� ���b�i �a�ㆨ� ���bb�
�ㆨ�i ��b��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5.我对中国的历史很感兴趣。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5� �lᮅ⺁i �l�ab �ᮅ�� �意⺁ �l�lᮅ⺁i ���⺁i ��ㆨ� a���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E� �ㆨ�i ��b��

�6. 能积极学汉语的人很明智，更多机会将被他们得到。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 ��쳌⺁i �� ㆨlϠ�⺁i �a�b⍍i �ᮅ�意�l� � �la��⺁ �al意㩨� �� �a��i �l�lᮅ⺁i ���⺁i ���b �ᮅ�意�l �l㩨⺁i �a���i ���
�ㆨ�i ��b��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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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对中国的书法、国画和民族音乐都有兴趣。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 �l�쳌⺁i ��li⺁i� �l�lᮅ⺁i ��l�ㆨ⺁i �iㆨa�i �bᮅ� a���
�ㆨ�i ��b��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8. 我为了能理解中国的影视作品。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 �l�lᮅ⺁i ��a⍍�i �ᮅ�� �l�lᮅ⺁i �l��lϠ쳌�b⺁i �˯r�r�⺁i� �˯��i �ᮅ� �� �意�b� �l�lᮅ⺁i ���⺁i ���b��
�ㆨ�i ��b��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39.中国文学很吸引我。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体� ��lᮅ⺁i �ㆨ�i �ᮅ�� �� ㆨl�� ���� �l�lᮅ⺁i ���⺁i ��ㆨ� a���
�ㆨ�i ��b��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0. 家族长辈要求我学习汉语。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0� �ㆨ⺁i�� �b��a� �⺁a�� �iri �l�lᮅ⺁i ���⺁i ����b�
�ㆨ�i ��b��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1. 我学习汉语是为了扩大自己家商业范围 。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1� �b��a� �a��� �l��b⺁ �l�lᮅ⺁i ���⺁i ���b��
�ㆨ�i ��b��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2. 朋友强烈建议我学习汉语。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2� �lㆨᮅ �i�b�i ��� �a�i �l�lᮅ⺁i ���⺁i ����b�
�ㆨ�i ��b��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3.我学习汉语能减少家里的经济负担。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3� �Ϡ��⺁i �� �al�⺁i ���ᮅ �lr�b⺁ �l�lᮅ⺁i ���⺁i ��ㆨ��
�ㆨ�i ��b��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4.汉语好的人社会地位都很高。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4� ��a�b��i ��ᮅ� �lr�b⺁ �l�lᮅ⺁i ���⺁i ��ㆨ� a���
�ㆨ�i ��b��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5.毛里塔尼亚政府每年都招聘很多汉语好的人去工作。

A非常同意 B 同意 C中立 D 反对 E 非常反对

�5� �l�abl���⺁i ���意�⺁i �� �ㆨl� �쳌l⺁� ㆨ�b �� ��意�l � i�ㆨl� �l�lᮅ⺁i ���⺁i ���bb ��意 i㩨��
�ㆨ�i ��b�� ���i�� � �ㆨ ��a�� �� ��i�� � �� ��i�� �� �ㆨ�i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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