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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中文教育现状与本土师资培养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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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国际中文教育事业迎来了深刻的变革与发展。突尼

斯地处非洲大陆最北端，位置重要，文化多元，兼具非洲、阿拉伯、地中海三重属性，在地区国家中散发着

独特的魅力。突尼斯中文教育历史悠久，已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之中，但在师资本土化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人

才培养不足和培训质量不高等问题，未来仍需进一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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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全称突尼斯共和国，地处非洲大陆北

端，面积 16.2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1 180 万，90%

以上为阿拉伯人，其余为柏柏尔人。西与阿尔及利

亚为邻，东南与利比亚接壤，北、东临地中海。虽

然突尼斯国家较小，但因为地理位置的战略重要

性，汇聚了柏柏尔、腓尼基、罗马、拜占庭、阿拉伯、

奥斯曼土耳其及欧洲等诸多文明，形成了开放、多元、

包容的民族精神。阿拉伯语是国家的官方语言。同

时，法语作为通用语言被广泛使用在工作、教育和

生活等领域。受历史、文化和地缘等因素影响，地

中海沿岸欧洲国家的语言是除英语外突尼斯人选择

学习的主要外语。中文教育在突尼斯的开展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虽然时间较短，但是已经进入突尼斯

的国民教育体系，具备了一定的发展基础。随着中

国国家实力的逐渐增强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

推进，突尼斯的战略地位随之提升。近年来，中突

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突尼斯中文教育事

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一、突尼斯语言生态与语言政策

（一）语言生态

突尼斯地处非洲大陆北端，扼地中海航运要

冲，北上通往欧洲，南下可达非洲大陆，地理位置

特殊，自古以来都是外族入侵北非的必争之地，先

后被腓尼基人、罗马人、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控制，16

世纪沦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行省，近代又遭受法

国的侵占和统治。多民族的交融产生了多元文化的

碰撞，除原住民所使用的阿马齐格语外，迦太基语（又

称布匿语，由腓尼基语受阿马齐格语影响发展而来）、

希腊语、阿拉伯语和法语都曾作为主流语言出现在

突尼斯社会，时至今日，形成了以官方语言阿拉伯

语和通用语言法语为主的语言使用现状，但大多数

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突尼斯方言进行口头交流。突

尼斯方言是阿拉伯语的方言变体，有显著的阿马齐

格语底层，并夹杂法语、土耳其语、意大利语、西

班牙语等借词。由此可见，突尼斯的语言生态处于

既和谐而又复杂的情况。

（二）语言政策

突尼斯自 1957 年建立共和国以来，一直致力

于巩固阿拉伯语的地位，实行阿拉伯化政策。突尼

斯相关法律规定：阿拉伯语是国家的官方语言；国

家应培养青少年的阿拉伯伊斯兰身份认知和爱国情

怀，巩固阿拉伯语的地位，支持和普及阿拉伯语的

使用。国家规定，所有的法律条文、政府文件、电

视广播、交通标志和官方出版刊物等都必须使用阿

拉伯语。与此同时，由于历史和地缘等因素，突尼

斯政府高度重视法语的普及。自 1883 年突尼斯正式

成为法国的保护领地后，法语在突尼斯经济、军事、

文化等领域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已经成为突尼斯社

会的强势语言。事实上，行政领域的办公表格就同

时使用阿拉伯语和法语印制，但只有极少数的使用

者对阿拉伯语版感兴趣，工作人员也倾向于使用法

语版办公［1］。在教育领域，政府规定学前教育使

用阿拉伯语授课；小学一至三年级使用阿拉伯语教

学，三至四年级每周学习 15 学时的阿拉伯语、10 学

时的法语，五至六年级每周学习 10 学时的阿拉伯语、

15 学时的法语；在中学教育方面，除阿拉伯语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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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文化课之外，其他所有课程也多使用法语［2］；

在高等教育方面，阿拉伯语仅作为哲学、历史学、

法学等社会人文学科的教学媒介语，而数学、经济、

电子科技等理工学科均使用法语授课。

二、突尼斯中文教育发展现状

（一）高等教育

突尼斯高等语言学院是目前突尼斯国内唯一开

设中文专业并具备学位授予资质的高校，其前身为

布尔吉巴现代语言学院，设有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

生两个层次的学历教育，隶属于迦太基大学。突尼

斯高等语言学院的中文专业始建于 1977 年，于 1999

年更名后设在东方语言文化系下，共开设 10 余门课

程。本科学制为三年，第三年有机会赴中国交换学

习，毕业后颁发中国语言文学与文明专业的文凭，就

业去向包括当地公司、驻突中资企业等，也可在国

内外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二）高中教育

2002 年，突尼斯教育部决定在高中开设中文作

为第二外语的选修课程。突尼斯高中实行四年制教

育，除中文外，学生还可在二年级选修意大利语、

西班牙语、德语等外语课程。截至 2021 年 9 月，突

尼斯已在突尼斯市、苏塞省、马努巴省、杰尔巴岛

等十余所高中开设中文选修课，使用由突尼斯中文

教育专家洛特菲·谢比勒编著的《龙》系列教材。突

尼斯全国在岗从事中文教育的本土高中教师共计 18

名，全部毕业于突尼斯高等语言学院，其中部分教

师曾赴中国交换学习。此外，突尼斯的初中和小学

目前尚未开设中文教育课程。

（三）非学校教育

突尼斯中文教育在非学校教育中主要由三类机构

承担，一是其他语言学校，二是政府和私人开设的培

训机构，三是孔子课堂和孔子学院。布尔吉巴语言学

校是突尼斯最著名的语言学校，常年招收国内外学生

学习中文，该学校为公立性质教育机构，但语言培训

课程不授予文凭。在培训机构中，突尼斯青年和体育

部下属的芒扎青年文化体育中心于 2007 年 3 月开设

针对突尼斯大众的中文培训班。此外，各类社会培训

机构一直在尝试开设中文学习或中国文化体验班，但

由于招生人数较少及师资力量受限，尚未形成规模。截

至 2021 年 9 月，突尼斯国内共开设 1 所孔子课堂和

1 家孔子学院。2009 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斯法克

斯成立广播孔子课堂，随后开始招收学员。2018 年，迦

太基大学孔子学院正式成立并于 11 月开班授课。迄

今为止，孔子学院根据学员的年龄及需求已开设十多

种课型，注册学员近 1 000 人。

三、突尼斯本土汉语师资培养情况

（一）师资培养

如上文所述，突尼斯高等语言学院是突尼斯国

内唯一一所培养本土汉语人才的公立院校，汉语专

业的课程设置包括语音、语法、文学等专业必修课

和历史、旅游、经贸等专业选修课。汉语专业自开

设以来，常年聘请中国籍教师协助教学并参与讲义

编写，每名教师的任期为两年。2018 年，迦太基

大学孔子学院正式落户于突尼斯高等语言学院，截

至 2021 年 9 月，已累计派出 1 名孔子学院院长、2

名孔子学院教师和 5 名孔子学院教师志愿者，承担

部分突尼斯高等语言学院汉语专业的教学任务。汉

语专业的本科生在三年级阶段可以申请赴中国交换

学习，毕业后颁发汉语语言文学与文明学士学位证

书，研究生毕业后颁发汉语翻译专业硕士学位证

书，符合条件的学生还可以申请赴中国继续攻读博

士学位。在中国高校获得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学

历的毕业生可直接向突尼斯教育部申请任职高中教

师，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入职要求基本一致，但

私立学校一般会进行专门的入职面试。具有中国高

校颁发的汉语国际教育或汉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及

以上学位的毕业生需要通过突尼斯高等教育及科学

研究部的讨论会，并接受学术与教学能力评估，合

格后方可任职高校教师。此外，据突尼斯教育部统

计，全国在岗从事高中汉语教学的教师共计 18 人，全

部毕业于突尼斯高等语言学院，其中一部分教师有

在中国交换学习的经历。

（二）师资培训

突尼斯高教部没有制订针对高校本土汉语教师

具体的培训要求，汉语教师仅需要通过国家教师研

修总标准评估并接受入职培训。一般来说，突尼斯

高校的本土汉语教师在国内参加专业培训的机会很

少，大多情况下需要赴中国参加由中外语言交流合

作中心或中国其他高校举办的教师培训。就高中本

土汉语教师而言，入职前需要参加由突尼斯教育部

举办的中等教育汉语教师资格考试和培训。此外，迦

太基大学孔子学院正式成立后，还定期在突尼斯教

育部教师培训与教育创新国际中心举办面向本土高

中汉语教师的教学技能与汉语知识培训，首届培训

于 2019 年 11 月举行，全国共计 16 名高中本土汉语

教师参加。

由此可见，突尼斯本土汉语师资培养仍存在一

定的困境与挑战。首先，从国家教育政策来看，突

尼斯政府提倡学习和借鉴外国文明与外国文化，在

坚持阿拉伯化的同时鼓励学生学习多种外语，但汉

语至今未被纳入小学和初中的课程体系之中，国家

缺少在基础教育阶段培养本土汉语人才的政策支

持。其次，从师资队伍建设来看，突尼斯中文教育

自 1977 年以来一直从中国聘请教师帮助教学，至

孔子学院建立后，中国教师仍为突尼斯高等语言学

院承担部分教学任务。目前，全国高中本土汉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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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为 18 人，而全国唯一一所具备汉语专业学位授

予资质的高校突尼斯高等语言学院其在岗本土教师

也仅为 6 人。由此可见，突尼斯本土汉语师资力量

薄弱，面临着扩大师资队伍与注重本土化发展的挑

战。再次，从培训机制来看，突尼斯教育部和高教

部对于本土汉语教师并没有设定具体的培训要求，各

开设中文专业的高中和突尼斯高等语言学院也没有

形成健全的培训模式。同时，部分高中本土教师未

曾赴中国进修学习，听说能力欠佳，读写能力较弱，而

高校本土教师普遍获得博士学位，专业能力较为突

出。因此，本土汉语教师的专业水平与教学能力良

莠不齐，严重失衡，已呈现出两极发展的不良趋势。

四、关于突尼斯汉语师资本土化培养的建议

（一）完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

首先，合理设置课程。在基础教育阶段减少或

取消专业方向的课程，将其调整到高年级的学习阶

段。同时，加大汉字教学比重。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字

和词的意义非常直观，对于一直使用拼音文字的突

尼斯人来说，需要在基础教育阶段花费大量时间练

习。其次，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对教学设备进行

更新换代。再次，突尼斯政府可参考曾在高中开设

汉语作为第二外语选修课程的经验，在首都部分小

学和初中开展试点，根据学生需求，在高年级时开

设汉语基础课程。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将汉语正式

纳入小学和初中的课程体系，从而夯实本土汉语人

才的培养基础，为国家持续输送汉语教师力量。

（二）增设汉语师范专业，提高办学层次

突尼斯政府应在国内各大高校增设汉语专业，多

点开花，并根据各校专业优势建立“中文 +”人才

培养模式。例如，在师范类院校率先开设汉语师范

专业，在相关专业院校增设关于经贸、旅游、法律

等专业方向课程，培养各领域的专项中文人才。此

外，作为有汉语专业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层次招生资

质的突尼斯高等语言学院，也需要在高教部的支持

下继续扩大办学层次，尽快增设汉语专业博士点，最

终形成“一条龙”式的本土汉语人才培养模式，推

动突尼斯汉语教学的本土化发展。

（三）借助中方力量推动教师职业发展

突尼斯的汉语专业始建于 1977 年，四十多年来

已形成一定的规模。特别是在迦太基大学孔子学院

建立之后，突尼斯的汉语教育又迈入了新的阶段。首

先，当地教育部门应协助迦太基大学孔子学院为本

土汉语教师提供高质量的专业培训，搭建多层次学

术交流平台。其次，迦太基大学孔子学院可结合其

本土需求扩大招生数量，丰富课程类型，根据当地

师资准入标准聘请本土教师，承担部分教学任务。再

次，进一步推行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增加

双边交流，组织和鼓励突尼斯本土汉语教师定期赴

中国访学、进修，增加他们对中国汉语教学现状的

了解，获取最新的汉语教材。

（四）加快开展本土教材编写工作

目前，突尼斯高校中文专业使用的教材以中国

编写的英语、阿拉伯语或法语版教材为主，以本土

教师的自编讲义为辅，缺少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的

教材与教师用书，不能有效帮助教师和学生深度理

解所学内容。此外，突尼斯各高中使用的多是本土

教师编写的系列教材，内容相对陈旧，早已脱离实

际，很大程度上不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为解

决这些问题，应组织本土教师编写适合突尼斯语言

状况的中文学习教材，发挥国际学术交流合作机

制，建立中突高等教育教材编写小组，邀请双方国

际中文教育领域的教师参与本土教材编写的工作。同

时，中方应重视突尼斯国内中文学习资源匮乏的困

境，向突方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源，借助孔子学院的

平台向突尼斯中文学习者提供图书、报刊等学习资

料，定期组织活动传播中国文化，让越来越多的突

尼斯人了解当下的中国。

结语

突尼斯是悠久文明和多元文化的融合之地，外

语教学一直在国家语言政策和教育政策中占据着重

要位置，外语师资准入也有严格的标准和要求。突

尼斯具有中文教育的传统，且近年来持续发展和创

新，在阿拉伯国家乃至北非地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

性。当然，在其发展趋势向好的同时，很多方面仍

需进一步改革，其中就包括师资力量薄弱与本土化

培养不健全等。外语人才的培养质量直接影响着一

个国家的教育发展，一个民族如果不具备足够的外语

能力，将无法深刻理解国际规则，也不可能在国际社

会上争取更多的话语权。未来，突尼斯中文教育的发

展关键还在于国家的大力支持及政府对国家教育政策

的科学指导与合理规划。了解突尼斯中文教育的现

状，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及周边国家的语言政策和

语言规划研究提供参考，在国际中文教育事业迎来深

刻变革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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