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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 中 国在世界上的影响 力越来越大 ， 越来越 多 的约旦人开始重视和 学 习 中

文 ， 约旦 出 现 了
“

汉语热
”

。 高校作为 目 前汉语教学的主 要机构 ， 承担着培养 中

文人才 的任务 。 近期 ， 约旦 国 王 阿普杜拉 （ Ｋ ｉ ｎｇ Ａｂｄｕ ａ ｌ ｌａｈ ）宣布约 旦 与 中国

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 、 两 国要增强文化领域合 作 ；约旦政府还计 划增加汉语专

业毕 业生数 量 。然 而 ， 目前约旦高校的汉语教 学师资和教 学质 量不够理 想 ， 中途

辍学率较 高 ，坚持学 完 中文专 业的 学生或者 是 因 为 来 自文化通婚家 庭 （父母
有一

方 是 中 国 人
） ，或者 是 由于父亲 和 中 国人 有 生意上的往 来 。从某 种意义上 讲 ，现

阶段约 旦的汉语教学 面临着较 大的挑 战。

本文作者基 于 自 己的 学 习汉语经 历 ，并通过调查和访 谈 ， 归 纳 出
了

一些在约

 旦高校从事汉语教学 的 中国教师队伍存 在 的 问 题 ，主要包括 未 能重视文化差异和

 两国教育模式 上的差 异 、对约旦 学生情况缺 乏 了 解 、 自 身的双 语 能 力水平 仍需提

升 等 。 同时本文 提 出约旦特 色的社会风俗和母语条件 与 中国社会和汉语 之 间确实

存在较大差 异 ，这也给约 旦的汉语 学 习者造 成 了 较 多 的 学 习障 碍 。本文基于亲身

经历和调研结 果 ，建议提高约旦高校汉语教学水 平的主要方法 可以 是 ：从师资培

 训 、教学 法改 革 、教材编 写 、学校管理和就业 实 习等方面实现综合配套 的改 进，

相信 可 以 因此提高教 师的 综合 素 质 、找到更适合约旦学 生的汉语教 学方 法 ， 同时

也帮助 更 多的约旦 学生全面 地 了 解 中国和更快速有效地学好汉 语。

关键词 ： 约旦 ； 汉语 ； 挑战 ； 教学 ； 学 生 ； 差异 ；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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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章 绪论

１ ． １ 研究约旦汉语教育的意义

本文主要研 究对象是约旦高校 的汉语教学现状 ， 研 究 目 的是认识约旦汉语教

学面 临 的各种挑战并提 出 相应 的 改进建议 。

约旦正在成 为
一

个 多 语种 国家 。 外语教学 不仅是教语言本身 ， 有效的跨文化

交流也是学 习 外语 的重要方式 。 在课堂上 ， 老师和学 生分别来 自 于不 同 文化背景

的 国家 ， 有着 不 同 的价值取 向 ， 角 色预期也不
一

样 ， 因此 当 教学被置于跨文化实

践 中 时 ， 教学 的复杂性就会增加 。 对于母语为 汉语的教师来讲 ， 能 与 不 同 文化背

景 的 学 生交流是至关重要 的 。 首先他们 需 要先认识和理解 自 己 的世界观 ， 然后才

可 以 了 解约旦 学 生 的世界观 。 研 究人 员 指 出 ， 为 了 让 中 国教 师能有效地与 学 生进

行互动 ， 教师必须面对 自 己 的跨文化知识局 限 ， 尽可能 多 地 了 解 学 生 的文化背景

和 学 习 风格 ， 通过不 同 的文化镜头感知世界 。

通过考察不难发现 ： 约旦和 中 国 的大学教育文化有较多 差异 。

首先看对于老师 的理解 ： 约旦人普遍觉得好老 师应该 能够激发学 生 的潜力 、

增加学 生 的 兴趣 ， 能使用 有效 的教学方法解释清楚 问 题 ， 能组织
一

些好的活动 ，

这些都是约旦教授典型 的
“

教学技巧
”

。 然而 ， 中 国 学 生更喜欢知识 丰 富 的 、 能

回 答 问 题 、 是 良好道德榜样 的老师 。

其次看老 师 与 学 生 的关 系 ： 在 中 国讲究 的是大集体 、 大班制 ， 而约旦这个 国

家更强调 的是个人而不是群体 。

再次看语言教学方法 ： 麦金尼斯
１

指 出 在外语课上 中 国教 师更倾 向 于准确地

使用 中 文 ， 而约旦学 生更重视创造性和交 际 能力 ， 认为语言是 为 了 更好地交流 ，

即使最初 出 错 ， 只 要 不影响交流 ， 就没有太大关 系 。

当 外教对约旦教育
一

无所知 时 ， 这些文化差异就会导致灾难 。

基于我 的 亲身 学 习 经历 ， 我认为 目 前约 旦缺乏合格的 、 本土的汉语 师资队伍 。

目 前在约旦教授汉语 的老师 中 ９０％是母语为 汉语的 中 国老 师 ，

２

这些 中 国教 师没有

在约旦受过适 当 的专为 约旦学校设置的对外汉语教学培训 ， 并且他们大 多 是 由 中

１

Ｍｃ
ｇ ｉｎｎ ｉｓ Ｓ ． Ｔｈｅ Ｌｅ ｓ 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Ａ 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 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Ｔｒａｉｎ 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ｓ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ｙ 
Ｔａｕｇｈ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

Ｊ
］

． Ａｄｆ ｌ Ｂｕ ｌ ｌｅｔ ｉｎ
， １ ９９４ ， ２５ ： １ ７

－

２２ ．

２

数据源 于 《约旦语言教育 》 杂 志 ， ２ ０ １ ７ 年第 二 十三期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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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外派 的短期客座教 师 。 由 于 中 国 学校的教学观念 、 风格 、 课堂 管理与约旦

是不 同 的 。 如果汉语教师缺乏适 当 的跨文化培训 ， 往往就会缺乏有针对性的教学

知识和策略 、 课堂 管理 、 与 学 生和 家长 以及其他 同 事 的沟通能力 等 ， 还包括在 学

生遇到 学 习 瓶颈和失去信心的 时候没有得到 鼓励 ， 这些都可 能会造成负 面影响 ，

间 接或直接影响 了 约旦高校汉语学 习 专业的
“

高辍学率
”

。

３

由此可 以说 ， 中 国

教师在约旦要适应教学环境和 学 生 需要面 临着较大 的挑战 。

本研 究 的 目 的是探讨母语为汉语 的教师在约旦课 堂上 ， 面对母语为 非汉语 的

学 生所面 临 的挑战及他们对外汉语教学方法的适应性 。 本研 究将总 结 归纳之前在

约旦教学 的 中 国 大陆和 中 国 台湾教师 曾 共 同 面临 的教学 困 难 ， 并提 出 可行 的 改进

建议 。 希望这项研 究有助于 中 国对外汉语教师 的专业发展 ， 并 为 约旦大学生更好

地学 习 汉语提供启 示和建设性意见 。

１ ． ２ 中 国与约旦的 当代教育变革

１ ． ２ ．１ 改革开放与 中 国教育变革

中 国从 １ ９ ７８ 年开始进行改革开放 ， 自 那 时开始 ， 中 国迎来 了 新的 时期 。 改

革开放对于 中 国 的影响是十分 巨大的 。 对外开放之后 ， 中 国逐步开始与 外 国进行

有关合作 与 项 目 交流 ， 发现部分 国家的教育水平优于 中 国 ， 有关思 想 、 原则 等方

面也展现 出 不
一

样 的状况 。 刘 桂梅
４在撰写 的文章 中 谈到 ： 中 国经济 的快速发展

与社会教育之 间 呈现 出 的不平衡性是很小 的 ， 除此之外 ， 其 同 样对 中 国社会教育

新思 想 、 新特征 ， 中 国教育 与 外 国教育 的 区别展开 了 相应研究 。

随着 时代 的进步 ， 有关教育方面的形式 、 思 想等也发展 了 。 在教育方面 ， 家

庭教育 的重要性最大 ， 而 学校教育则是仅次于家庭教育之外的关键教育 。 学校有

关教育必须和 时代配合 ， 因 为 时代发展特色直接与 思想发展水平挂钩 。 李家成 ５在

相关文章 中 谈到 了 有关学校教育层面 的状况 ， 如其 中 的价值取 向 问 题等 ， 同 时认

为 学校教育价值为 学校教育 当 中 的精髓 ， 其 能很好的优化 生命存在 的 质量 。 所谓

学校教育价值取 向 ， 指 的就是学校教育人员 在关注 生命需要 的基础上 ， 对于学校

３ 数据源于 《埃旅杂 志 》 杂志 ，
２０ １ ７ 年 第 三 十三期 ，

“

阿拉伯 国家 中文教育
”

的文章 。

４

刘 桂敏 ． 现阶段 中 国社会教育 目 标定位思考 ［ Ｊ ］ ． 吉林省经济 管 理干部 学 院学报 ， ２０ １ ０ ，２ （０ ５ ）
： １ ２

－

１ ６ ．

５

李家成 ． 当 代 中 国 学校教育价值取 向 ： 概念与研究 定位 ［ Ｊ ］ ． 宁波大学 学报 ， ２００ ３ ，６ （ ０３ ） ： ２ ３
－

２６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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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价值方面 的 相 应选择 。

杨婷婷
６

同 样谈到 了 中 国 中 小学教师教育方面 的 内 容 。 在对上述 内 容进行归

纳整理的基础上 ， 笔者认为可 以从历史 、 比较 、 发展 、 结构等 四个视角 出 发来探

究有关 中 国 中 小学教 师教育方面 的政策 。 文章将改革开放之后的二 十余年作 为研

究 时期 ， 在对其进行 阶段划分的基础上 ， 探究 不 同 阶段 中 国 中 小学教师教育政策

的 变化 ， 并挑选 日 、 美 、 法 、 英 四 国作 为研 究对象展开对 比研 究 。 之后总体上来

分析 中 国教师教育政策方面 的状况 ， 希望 能够通过此次研 究来提升 当 下 中 国教师

教育 的水平 。

汪 四红 与 李晓星
７

就 中 国传统美德展开 了 研 究 ， 谈到 中 国 范 围 内 有关传统美

德的作用 正在逐步缩小 ， 同 时教育所展现 出 的作用也不如从前 ， 这种状况直接 与

大学 生在传统文化方面的观点相关 ， 因此必须从多 个角 度 出 发就 当 下高校学 生的

传统美德教育方式展开研 究 。

综上所述 ， 中 国 的教育在最近 四 十年 内 出 现 了 巨大发展 ， 其正努力 与世界高

水平的教育相 互借鉴 。 但 中 国 的教育发展仍主要是强调 自 己 的文化特色 ， 如 与 约

旦大学教育进行对 比 ， 中 国大学更重视集体主义价值观 ， 更强调教师 的传统文化

修养和道德意识 ， 更鼓励大学 生尊 师重教 、 按照学校和老 师的要求去认真刻苦地

学 习 。

１ ． ２ ．２ 当 代 中 国 与约旦在教育文化上 的交流

约旦学术界 目 前对高校 中 文教学 的研 究 尚未展开 ， 而 中 文学术界有 关约旦方

面 的研 究论文数量也是很少 的 。 在
一

带
一路政策的推动 下 ， 中 国 与 阿拉伯 国家的

关系呈现 出 良好 的发展 ， 然而 中 国 人对于 阿拉伯文化的 掌握程度 多数是较低的 。

王海涛
８

（ ２ ０ １ １ ） ， 在汉语 国 际教育 的海外实 习 过程 中 ， 了 解 了 约旦安曼 ＴＡＧ

孔子 学 院 的教 学水平 ， 而 且对 ＴＡＧ 孔 子 学 院 的教育教学 方法 、 私企性 质 的 ＴＡＧ

孔子学院 的 办学特点和在学学 生 学 习 汉语的动机进行 了 调查 。 归纳 了
一

些汉语教

学 存在 的 问 题 ， 并提 出 了 建设性 的建议 。

关天尧
９

（ ２０ １ ３ ）
， 对约旦 的汉语教学做 了 调查和研 究 ， 了 解 了 约旦汉语教

学 的发展历程 ， 总 结 了 该地 区 的汉语教学现状 。 也整理 出 了
一些 约旦汉语教育发

展面 临 的
一

些 问 题 ， 但并没有给 出 相应 的解决思路 。

６

杨婷婷 ． 多 元视角 下 的 中 国 中 小 学教师教育政策研 究 ［Ｄ ］ ． 广 西 师 范大学 ，
２ ００６ ．

７

汪 四红 ， 李晓星 ． 中 国 传统美德教育 在高校思修课程 中 的教学 思考 ［ Ｊ ］ ． 深圳信 息职业技术学 院 学报 ，
２０ １ ６ ，

４  （０ ２ ） ： １ ３ ２０ ．

８ 王 海涛 （ 约旦安曼 ＴＡＧ 孔子学 院 ， 汉语教 学 ）
，
云 南 师 范大学 学报 ， ２ ０ １ １ 年 第 九刊 第 二期 ， 第 八十 五 页 。

９ 关天尧 （ 约 旦汉语教学之发展历程和现状分析 ） ， 南 京晓庄学 院学报 ， ２０ １ ３ 年
一

月 第 二期 ， 第 九十 一页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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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 多
１ （ １

（ ２０ １ ３ ） ， 调查并研 究 了 约旦安曼 ＴＡＧ 孔子 学 院 的教学现状 ， 有针对

性的 了 解 了 汉语学 习 者的对外汉字 的 学 习 ， 她分析 了ＴＡＧ 孔子学 院在对外汉字教

学上 的存在 的种种 问 题 ， 并且都给 出 了 相应 的 改进方法 。

王媛晨
１ １

（ ２０ １ ５ ） ， 全面 的研 究 了 约旦 的汉语教育情况 ， 调查 了 约旦境 内 的

孔子学 院和其他主要 的汉语教学 点 的教 师资 质 、 汉语教学 的方式方法和汉语学 习

者情况 。 并且举 了ＴＡＧ 孔子学 院为 例 子 ， 分析 了 当 地孔院 的 管理水平和现状 ， 针

对 当 地 的 中 国教师 、 相关的教材 、 学 生和其他教学 点 的 管理情况 ， 给 出 了 相应 的

解决方法 。

由 于 中 国教师去约旦进行汉语教育 ， 必须 了 解 当 地文化 ， 所 以对阿拉伯文化

的研 究是很重要 的行前文化准备 。 目 前 中 国 学术界有
一

些对阿拉伯文化的研 究 成

果 ， 例如 ， 胡 凯
１ ２

在其所著 的 《 阿拉伯音乐剧 与黎 巴嫩拉哈 巴尼兄弟 》 中 谈到 ：

尽管 阿拉伯 区域 中 的 国 家在社会 、 政治与 经济方面 的状况存在差异 ， 但其仍有共

性存在 。 共性 的 内 容能够很好地影响 阿拉伯儿童 的 成长 ， 尤其是在心理 、 道德观

方面 。 但 阿拉伯青少年在 成长过程 中 所遭遇 的心理 问 题 同 样很 多 ， 同 时其所表现

出 的状况也有所差异 。 方长 明 与 王 莹
１ ３

在 《教育和经济 因 素对 阿拉伯社会稳定 的

影响 》 中 谈到 ： ２０ １ ０ 年从突尼斯发展起来 的示威抗议运动在很短 的 时 间 内 就扩

散至整个 中 东地 区 ， 随后发展成 为
一

场浩荡 的政治斗争 ， 其 中 数个 国家的政权也

正 因 此才得 以 变更 。 文 中 的观点是 ： 出 现动 荡并非是 由 某个 因 素 引 发的 ， 而是诸

多个 因 素 共 同 作用 的结果 。 在这 当 中 ， 经济 、 教育方面 的联系 也应得到关注 ， 如

教育规模与 民众政治参与水平状况 、 劳动 力 市场与 民众政治参 与 成本 的联系 等 。

孔祥 田
１ ４

在其撰写 的文章 中 对
“

人论
”

的 内 容展开 了 十分详细 的研究 ， 其将

哲学作为研 究 出 发点 ， 发现人的本质 即 为 有 关人是什 么的 内 容 ， 人的价值 即 为 有

关人生 意义方面 的 内 容 。 除此之外 ， 其还对阿拉伯 哲学 的诞生状况进行 了 阐述 ，

指 出 其在发展过程 中 受到 了 多 方影响 ， 如 印度哲 学 、 希腊哲学 等 ， 所 以有 关
“

人

论
”

方面 的思想 兼具东西方双重特征 。 通常来看 ， 古代东西方哲 学 关注 的核心是

人生意义的 问 题 ， 其 中 古希腊哲学在伦理 、 政治方面 的重视度是较高的 ， 同 时 它

也十分关心人的 自 由 与 理性 。 阿拉伯 哲学 当 中 针对人的本质 、 理性 、 自 由 方面 的

论述正是其
“

人论
”

思 想 的核心之处 。 因 为 其所关注 的 内 容就是阿拉伯 哲学 当 中

关于人本质 方面 的 内 容 。 所谓人的本质 ， 即人被称作是人 ， 以及人和 自 然 当 中 其

１ ０ 钱 多 ， 针 对 母语为 阿 拉伯语学生 的 对外汉语教学 研究 ， 以 约旦 安 曼Ｔ ＡＧ孔 子学 院 教学为 例 ， 景 乡 高 等专科

学校学报， ２ ０１ ３ 年 第 一
期

， 第 六 十二页 。 １

１ 王 媛晨， 关 于约旦汉语教学情况调查， 沈 阳师 范 大学 硕士 论文 ， ２ ０ １ ５ 年 ５ 月 。 １

２ 胡 凯 ． 阿 拉伯国 家青少年 心理成 长问 题探析［ Ｊ ］ ． 考 试周刊 ， ２ ００８ ， ６（ ０３） ： ３ ３ － ２． １

３ 方 长明 ， 王 莹 ． 教 育和 经 济因 素 对 阿 拉伯社 会 稳定的 影响［ Ｊ ］ ． 武 汉大学学 报（ 人 文科学 版） ，
２ ０１ ４ ， １

２  （ ０ １ ） ：  ５５ －
６

１ ． 


１４孔

祥 田 ．阿 拉 伯 哲学（ 人 论 ） 思想 分 析 ［Ｊ］ ． 中 国 穆 斯 林 ，２０ ０
２ ，１ ０（０ ３ ） ： １ １ － ２ ６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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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事物之 间 的差别 。 因 为 阿拉伯 民族 的信仰 为 伊斯兰教 ， 所 以有关
“

人论
”

方面

的思想 内 容是直接与 真主 、 人 、 万物三者挂钩 的 。 阿拉伯人在教育方面 的 重视程

度是很高的 ， 并 非是 由 于外部 的冲击 ， 而是 因 为 其始终关注宗教教育 ， 对宗教教

育保持着较高 的热情 。

艾瑞海
１ ５

撰写 的 《 阿拉伯 国家汉语教学 的现状 、 面 临 的挑战 与对策
一一

以约

旦大学汉语系 为 例 》 主要关注的是约旦大学 当 下汉语 的教学状况及其相关 问题 ，

同 时 以针对性 的方式给 出 了 部分建议 。

２００６ 年 ， 王有 勇
１ ６

出版 了 《 中 阿教育 合作 的现状与未来
一一从 中埃教育合作

谈起 》 （ 《阿拉伯世界研究 》 ） ， 其 中对 中 国 、 埃及教育合作状况进行 了 相 应 的

分析 ， 同 时就 中 阿双方应该怎样提升教育合作水平给 出 了 相关意见 。

张丹
１ ７

给 出 的观点是 ： 《 古兰经 》 中 涉及到 的相关教育 与 哲学 思 想均是相对

独特 的 ， 其在 中 世纪阿拉伯女子教育方面所起到 的作用 也是十分广 泛 的 ， 这也推

动着 阿拉伯女子教育迈入 了 新的水平 。

综上所述 ， 目 前 中 国和约旦学术界对阿拉伯地 区和约旦 的 学校教育认识是十

分有 限的 ， 但从 已有 的研 究可 以看到 约旦 同 样是非 常重视教育 的 国家 ， 与 中 国
一

样 ， 更重视人的教育 ， 而不是技术和技能 的教育 。 同 时对女性教育 的重视有 了 重

大改进 。 可惜 目 前 的研 究还没有 细化和深化 ， 具体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的 比较研

究仍有待深入 。

１ ． ３ 研究方法简介

本文主要采用 的研 究 方法有 ：

访谈法 ： 通过访 问
一

些住在约旦的 中 国教师 ， 还会访 问
一

些约旦学 生来 了 解

他们对教育 的体会和思考 。 同 时 ， 也会访 问 中 国 学 生 ， 对 比他们对相 同 问 题的看

待情况 。 也要访 问 老人还有年轻人 ， 对传统思想和现代 思 想有什么 区别 看法 。

如前所述 ， 在约旦教授汉语的老师 中 ９０％是母语为 汉语的 中 国老 师 ，

１ ８

目 前

他们 的汉语教学效果不够理想 ， 很 多 约旦大学 生在
一

段时 间 的汉语学 习 之后 ， 会

中 途放弃这个专业 ， 从而使得约旦的 国 家教育发展计划 不能很好地实现 。 本文正

是想通过文献 阅读 、 独立思考和调查研 究来发现 问 题和分析 问 题 ， 并努力 找到全

面化解矛盾和解决 问 题的各种有效方法 。

１ ５ 艾瑞海 ． 阿拉伯 国家汉语教学的现状 ，
面 临 的挑战 与对策 ［ Ｄ ］ ． 华 中 师 范 大 学 ，

２０ １ ６ ．

１ ６ 王有 勇 ． 中 阿教育 合作 的现状与 未来 从 中 埃教育合作谈起 ［ Ｊ ］ ． 阿拉伯 世界研究 ，
２００６ ，２ ３ （ ０ １ ） ： ６６

－

６９ ．

１ ７ 张丹 ． 《古兰经 》 女 子教育 思想研究 ［ Ｄ ］ ． 江西师范 大学 ，
２ ０１ ０ ．

１ ８

数据源于 《 约旦语言教 育 》 杂 志 ，
２０ １ ７ 年 第 二 十 三期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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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约旦汉语教育 中 的师资 问题

教 师在汉语课堂教学 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 正如 阿哈嘛德在约旦学校 的 第二语

言教学 中 所说的那样 ，

“

良好的教学是学外语最重要 的 因 素之
一……

”

。

１ ９

然而 ，

目 前在约旦缺乏本土 的 中 文教师 ， 已有 的
一

些本土汉语教 师的水平不高 。 由 于两

种语言 的差异较大 ， 目 前对于母语为 非汉语 的人来说 ， 很难在汉语语音 、 语法 、

词 汇和文字方面 同 时达到 高水平 ， 所 以在约旦学校大约有 ９０％的汉语教师是 以母

语 为 汉语的教 师 ， 这就直接导致 了 约旦高校汉语学 习 专业 的
“

高辍学 率
”

。

２°

那 些来 自 中 国 的外籍教 师也常 常被批评 ， 因 为他们没有 为 在约旦教室环境 中

教 中 文做好充分的准备 。 本研 究通过 自 己设计的 问 卷调查和访谈方式 ， 努力 深入

了 解外籍教师在约旦课堂汉语教学 中 面 临的具体挑战 。 通过本次调查和访谈 ， 我

发现约旦大学 生 学 习 中 文主要面 临 四 个主要挑战

１ 、 外籍教师对约旦课堂文化太不 熟悉 。

２ 、 约旦大学 生仍缺乏学 习 汉语的 学 习 动机 。

３ 、 外籍教师无法从学 习 者 的 角 度去认识该 怎 么教约旦学 生汉语 。

４ 、 外籍教师不会说阿拉伯语 ， 英语水平也很低 ， 导致师 生之 间 无法交流 。

２ ． １ 中约教育文化差异对汉语教学的挑战

教 师经 常 带着他们 自 己对教学的理解和信念 ， 这个理解和信念借鉴是他们做

学 生 时的经验 。 在 中 国教育体制 下 ， 中 国教 师对教学 的信念深受 中 国教育文化的

影响 。 如前所述 ， 改革开放后 中 国 的教育发展仍保持 自 己 的传统文化特色 ， 若与

约旦大学 的课堂文化对 比 ， 中 国 的大学就更重视集体主义价值观 ， 更强调教师 的

传统文化修养和道德意识 ， 更鼓励大学 生尊师重教 、 按照学校和老师 的要求去认

真刻苦地学 习 。 由 于教师的尊严和教学是 中 国传统教育哲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

中 国 高校 ， 教 师在课堂上有着绝对的权威 ， 学 生对老师 的尊重和服从是理所 当 然

的 。 然而 ， 借鉴这些信念和 传统来教约旦学 生是有 点 困 难的 。

在约旦 的大学课堂上 ， 没有老师的权威和学 生对老 师 的尊重和服从 ， 因此 中

国 老 师在约旦教 书 是很有挑战 的 。 然而 ， 让这些 中 国教师的处境更糟糕 的是 ， 他

们在进入约旦课堂之前没有 想 到课堂文化差异和 学 生行为 习 惯的 问 题 ， 因 为他们

１ ９

Ｍｃｇ
ｉｎｎ ｉ ｓ Ｓ ． Ｔｈｅ Ｌｅ ｓ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Ａ ｌｔｅｒｎａｔ ｉｖｅ ： Ａ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Ｔｒａｉｎ ｉｎ

ｇ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ｓ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ｙ 

Ｔａｕｇｈ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Ｊ］ ． Ａｄｆ ｌ Ｂｕｌ ｌｅｔ ｉｎ
， １ ９９４

， ２５ ： １ ７
－

２２ ．
 ２０数

据 源于《埃旅 杂志》杂 志 ， ２ ０ １
７年 第 三 十 三 期 ， “阿 拉

伯

国家中 文教 育 ”的文
章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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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教 师权威和 学 生尊重教 师是必须 的 。 中 国教师会
一直想 ： 约旦 的 学 生们 怎 么

能这 么粗鲁呢 ？ ！ 中 国教 师会感 到震 惊和失望 。

“

为 什 么他们 不听我 的话 ， 我 的

权威 已经完全被破坏 了 。 难道老师在这里没有社会地位吗 ？ 学 生们必须尊敬老师 ，

为 什 么在这里 学 生不 听老 师 的教导 ？

”

比如接受我采访 的韩老师
２ １

说 ：

“

当 我开始教学 ， 我经历 了
一

次真实 的文化

休克 ！ 我不仅不能组织有效的小组工作 ， 也不 能控制 或约束课堂 ， 也不能激励学

生 学 习 普通话 。 在接下来 的
一

天 ， 我进入教 室 时 ， 我站在那里 ， 感 到 极其
“

震

惊
”
… …约旦 的大学 生在课堂上吃 喝似乎很正常 。 他们 坐着和站着 的方式很放松 ，

甚至有
一

个学 生还躺在地板上 ， 我无法用 语言来描述 当 时的混乱情况 。

”

让 中 国教师感 到 震惊 的是 ， 当 他们发现高水平 的教 师权威和 学 生的服从不会

像 中 国 的课堂那样
“

自 动
”

出现在约 旦课堂 。 学 生 的行为 问 题会对 以不 同 方式促

进学 生学 习 的教师能 力 产 生 负 向 影响 。 其 中
一个最重要 的影响是学 生的捣乱行为

在汉语教师 中 引 起 了 消极情绪 ， 减少 了 教师 的教学热情 。 比如接 受 我采访 的张老

师
２２

说 ：

“

我开始讨厌那些 总是说话和打扰其他学 生 的顽皮男 孩 。 在这 堂课之后 ，

我 意识到 我对课堂和 学 生情感接触的感觉正在发 生变化 。 我感 到 紧张 ， 我不愿 意

在大学教书 ， 学 生们发 出 噪音 ， 移动 ， 甚至站在窗 户 旁边与外面的人交谈 。 我吓

坏 了 。 约旦学 生怎 么会这样 ？
…

我太 累 了 ， 很沮丧 。 上完课 ， 我 的嗓子哑 了 。 我

很伤心 ， 我只 想做
一

件事 ： 我要 回 到 中 国 ； 因 为 我不 能 总是这样待 。 我 的眼泪快

流 出 来 了
”

。

接 受 我采访 的董老 师
２３

指 出 ， 学 生 的行为 问 题使她不愿意使用 以 学 生为 中 心

的教学 法 ， 如 ＣＴＬ
， 这种教学法 以学 生 的 自 我调节 为 前提 。 为 了 避免课堂失控 的

危 险 ， 她采用 了 以教 师 为 中 心 的教学方法 。

对 比之下 ， 中 国 学 生听话 的行为
一

定程度上是 由 于他们有上进心 ， 为 了 更好

的表现 ， 但是很大程度上是为 了 考试 。 应试教育文化在 中 国 被描述如下 ： 考试功

能 ， 被认 为是保证公平竞争和外部激励机制 ，

“

后进 生
”

追赶的标准 ， 并提供
“

有

成 功 的好学 生
”

。 中 国俗语可 以解释这种情况 ： 它 字面上的 意思是
“

考试 ， 考试 ，

考试 ， 是老 师 的法 宝 ； 得分 ， 得分 ， 得分 ， 是学 生 的命根 。

”

俗语抓住 了 考试对

中 国 学 生和教师 的重要性 ， 说 明 了 学 生和教 师在考试 中 的态度对他们在学 习 上 、

教学上所造成影响 。 考试是
一

种外在 的动力 ， 它在激发学 生学 习 和指导教师工作

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 在 中 国 的教育文化 中 ， 大 多 数学 生是为 了 考试而学 习 ， 中 国

老师更 多 关注的是学术工作 ， 通常很少鼓励学 生 。 而约 旦 的教育文化和挪威 的教

２ １

Ｈａｎｗｅｎ Ｘ Ｕ 目前就职于约旦大 学的汉语 教 师 ， 女 ， 中 国台湾 籍 ，派遣至 约 旦已经三 个 月。

 ２

２Ｈａ ｏＺＨ ＡＮＧ约旦大学担任汉 语教 学 工 作 ，男 ， 上外中东研 究 所 教员， 外派 到 约 旦 已 满１年

。 

２ ３ ＪｉｅＤ Ｏ ＮＧ在 Ｔ ＡＧ孔子学院担任 汉 语 老师 ，北二 外 毕业 ， 已 有 ２年的对外汉语教 学 经验，在此 之 前也曾

在  埃及孔 院 工作，对阿拉伯人 较熟悉。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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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模型较为 相似 ， 并从挪威学校获得的考试意愿统计结果可知 ， 它并不注重考试 。

比如 当 挪威正要举行考试时 ， 全体老 师送
一封关于提 出 反对考试意见 的信给挪威 ，

同 时每位家长也会收到 。 可 悲 的是 ， 中 国 的教 师并没有 意识到 两个 国家教育文化

在考试方面 的差异 ， 他们 以 为考试对约旦 的 学 生也是
一

种 动力 。 只有 当他们 意识

到考试对大 多 数约旦 学 生来说不是
一

种有效 的外部动力 时 ， 才 能 意识到激励学 生

已 成 为 约旦学校教学 的 重要组成部分 。

中 国 的教育文化和 约旦 的教育文化在课 堂 提 问 和 回 答 问 题的方法上也有 所

不 同 。 在 中 国 学校接 受过教育 的约旦 同 学雯革认为 ： 在课堂上学 生应该完美地 回

答老师 的 问 题 ， 而 不是经 常 问 老师 问 题 。 另 外 ， 错误的 回 答会受到老 师批评 、 从

而让学 生难堪 ， 而 自 由 提 出 问 题则被认为是学 习 上
“

不听指挥
”

的弱 点 。 董老 师

在约旦 的课堂上经 常被学 生 的 问 题打断 ， 这对其造成很大 的 困 扰 。 董先 生也对约

旦的现实状况感 到 困扰 ： 在约旦 ， 所有教师都是在没有 正式教科书 的情况下进行

教学 。 但在 中 国 ， 教学与各学科 学 习 的评估是根据
一套全 国组织的 官方教材进行

的 。 董老 师对没有 中 文教材感 到很吃惊 ， 故约旦汉语学科教材 的缺位引 起 了 她 的

关注 。

教师设计活动 的要求被视为 中 国教 师的另
一

项挑战 。 与 中 国教育文化相 比 ，

约旦教育更重视从教科 书 中记忆信 息和知识量 。 李老师
２４

很难理解这样 的教学理

念 ， 他认为 学 习 和玩是很难融合的 ， 有趣的教学方法势必会减少学 生所 能学到 的

知识 ， 多 学知识就会减少有趣的教学方法 。 他说 ：

“
一

方面 ， 我试 图适应这种教

学理念 。 另
一

方面 ， 我还是要专注于学 习 成果和知识 。 我不相信用 好玩的教学法

教学 生和用 认真 的教学法教学 生 能获得
一

样 多 的知识 。

”

约旦教育 强调 的是用 实

践活动来培养学 生对知识深刻理解 的 重要性 。 约 旦教师将通过各种奇思妙想 的方

法和材料来设计课堂活动 。

２ ． ２ 中 国教师对约旦学生缺乏认知和理解

尽 管母语 为汉语的教 师对教学 内 容 了 如指掌 ， 但对约旦 的 学 生及其对教学关

联性 的缺乏认知和理解 ， 致使学 习 者在学 习 中 因 为缺乏理解 而造成 困扰 。 中 国教

师用教授母语为汉语的 学 习 者的方法来教授母语为 非汉语的 学 习 者 ， 显然不 能满

足母语为 非汉语学 习 者 的 需求 。 渐渐地 ， 中 国教 师意识到教授母语 为 非汉语学 习

者 的普通话 ， 不仅仅是要让他们 了 解语言 。 他们也 曾 想努力 融入约旦 学 生 的 学 习

生活 ， 与他们进行很好 的交流 。 刘老 师
２５

说 ：

“

即使我不遗余力 地去 了 解学 生 的

生活 ， 但 由 于我 的 时 间 和精力 有 限 ， 故 了 解他们 的 生活甚 至 了 解他们 的 思 想都是

２ ４

Ｊ ｉ ｎ ｇ ｓｈｕ ＺＨ Ａ Ｇ在约旦大 学以及 约 旦安 曼ＴＡ Ｇ孔子 学院工 作 ， 女
， 山 东 籍 ，

第

一 年 到约 旦。

 ２

５ Ｌ ｉｈｅｎｇ Ｌ Ｉ Ｕ在约旦大学从事汉语教 学工 作 ，在约 旦工作 实 习 的 第 二年也是外派 的最
后

一 年。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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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很大的挑战 。 此外 ， 对于 已有 的 中 文知识 的约旦学 生来说 ， 给他们介绍新的

中 文知识也不是
一

件易事 ， 因 为他们对 中 国 的 了 解十分有 限 ， 而 且我对他们 国家

的理解也很有 限 。

”

综上所述 ， 中 国教 师对约旦学 生 生活 的 了 解不充分 ， 给其为 学 生寻求新 中 文

知识增 加 了 困难 ， 甚至可 能对学 生产 生误解 。 比如李老师说 ： 我给约旦学 生教数

字 时 ， 当 我教到数字 ８ 时 ， 学 生们用 颤 音说完这个数字 后就开始哄堂大笑 。 这使

我很吃惊 。 如果要描述学 生 的反应可 能会说他们太调 皮 。 后来 ， 当 我跟
一

个约旦

人接触 ， 我 了 解 到
“

８
”

的普通话 （ Ｂ Ｓ） 发音 ， 正是阿拉伯语作 为 绵羊 的声 音 。

此 时 ， 我才 明 白 为 什 么在我教这个数字 时 ， 我班上的学 生会发 出
一

种 奇怪的声 音 。

总之 ， 对学 生的理解不足制 约 了 教师 与 学 生的有效沟通 ， 制约着教师使用 正确 的

教学法 。 这就要求教 师在教学 中 要具有包容性 。

２ ． ３ 汉语教师的外语 （阿拉伯语或英语 ） 能力 不足

教没有汉语背景 的约旦学 生说汉语 ， 显然汉语很难作 为授课的媒介 。 由 于大

部分约旦大学 生都会说很流利 的英语 ， 故 中 国教师也选择英语进行课堂教学 。 尽

管所有 的 中 国教 师都通过 了 国 际公认 的
“

雅思
”

或者
“

阿拉伯语专业 四 级
”

考试 ，

有些还是英语专业 的毕业 生 ， 但这并不
一定意 味着他们 能成功地用 英语教 中 文 。

毕竟英语对于 中 文教师来说也是
一

门 外语 ， 用 英语作 为教学媒介来教学 生汉语 ，

是很不容易的 。 与此 同 时 ， 他们也可 能无法完全理解约旦学 生用 英语表达的 意思 ，

所 以很容易误解学 生 的 意思 ， 不能对学 生 的行 为做 出 快速和合适的反应 ， 没办法

保持学 生 的兴趣和 注意力 。 正如 肖 老 师
２６

所说 ， 他们 需 要
一

段 时 间 去理解学 生 的

信息来做 出 相应 的反应 。

最后 ， 中 国教师还缺乏 生动有趣 的课堂交流能力 。 中 国教 师在学 习 英语的 时

候所关注的 主要是
一

般的交流 ， 这并不符合在课堂上的 交流用 语 。 以有 限的英语

技 能来教授课文 的 能力 ， 这会导致学 生对汉语学 习 失去兴趣或者遇到 困 惑 。 用 英

语作教学用 语 的要求 比在标准英语考试 中取得高分的要求需要更 多 的 东西 。 从交

际法的 角 度看 ， 交际 能 力 差可 以 归 因 于语言理解差或在特定语境 中使用 的语言不

当 ， 这会造成学 生与 教 师之 间 的交流障碍 ， 特别 是对课堂语境下英语应用 的不够

理解 。 此外如果约旦学 生不会说英语 ， 只 会说阿拉伯语 ， 那 么彼此 间 交流 与理解

更为 困 难 ， 因 为 中 国教 师大部分不会说 阿拉伯语 ， 这确实是约旦大学
“

中 文学院
”

的
一个普遍 问题 。

２ ６

Ｂ ａ ｉ ｊ ｕｎＸ ＩＡＯ 汉语教学硕士 ， 在约旦安曼 ＴＡＧ 孔 子学 院教学 的 第 二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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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约旦社会和家庭对汉语学 习者的负面影响

学 习 外语作 为 学校课程 的
一

部分 ， 它 成功 与 否还取决于学校 、 社会和政府对

学 习 外语 的 态度 等语境 因 素 。 这 些 因 素可 能会影响学 习 者 的 动机或工具性动机

（ 渴望去完成
一

些 非人际 的 目 的 ， 如通过考试或职业 的提升 ） 。

在 中 国 ， 英语说得流利 的竞争者 能更容易被学校录取 ， 以及寻求到 高薪 的工

作 ， 故学 生们都很重视英语 的学 习 ， 英语教育的成 功 常 常被归 功 于各种英语测试

的使用 。 然而在约旦 ， 目 前没有普遍认可 的标准汉语考试和证 书 体系 ， 雇 主在录

用 汉语人才 时也不清楚谁更有 资格胜任此工作 ， 所 以 目 前 的约旦社会并不 能 为汉

语学 习 者创造工具性动机 。

约旦家庭或家长的 态度是另
一

个阻碍约旦 学 生学 习 汉语的 因 素 。 黄老 师
２ ７

发

现 ， 尽管约旦文化越来越 多 元化 ， 但
一

些父母对其他文化和 学 习 其他语言 的态度

可能不 怎 么支持 ， 甚 至存在种族主义思维 。

在这种情况下 ， 中 国教师 由 于不能充分利 用 学 习 者 的综合动机和工具动机 ，

因 此他们试 图增加课堂活动 ， 提升课堂教学 的愉悦感 ， 以此来激发学生 的 学 习 兴

趣 。 比如 为 了 消 除学生们对汉语课的无聊 ， 教 师采用 了 游戏 、 文物 、 手工 艺 、 色

彩 、 流行音乐等 多 种约旦学 习 者 的 喜好工具 ， 但是 ， 学 生对游戏 、 文物 、 手工艺

品 和色彩的兴趣扩展不到汉语本身 。 这种策略被称 为
“

兴趣提升
”

或
“

饱食控制

策略
”

。 汉语作 为
一

门
“

有趣的
”

课程 ， 可 能让学 生感兴趣的是课堂上的活动 ，

而不是对学 习 目 标语言感兴趣 。 因 此 ， 中 国教师也将面对这个 问 题 ： 应该增强趣

味性还是更注重如何教会约旦学 生 中文 。

３ ． １ 约旦汉语学 习 者缺乏学 习 动机和练 习机会

在安曼
一

些地 区 ， 有汉语 背景的 学 生 占 据 了 大部分教 中文的 学校 。 这些学校

的汉语课堂和约旦大学 的课堂有所 不 同 ， 前者主要是 由 有 汉语背景 ／第
一语言学

习 者构成 ， 后者 主要是 由 非汉语 背景学 习 者构成 。

通过在这些学校所观察到 的学 生们在汉语课程上的表现 ， 我认为有汉语背景

／第
一语言 学 习 者的学 生在 中 文课 堂上表现更积极 ， 对汉语学 习 持主动和积极的

态度 。 学 生可 以 自 由 地与 他们 的小组进行讨论 ， 很少有人讨论不相关 的话题 。 有

汉语背景／第
一语言学 习 者和非汉语 背景 学 习 者的不 同 行为 可 以通过他们不 同 的

学 习 动机来解释 。

从董老 师的 角 度来看 ， 与汉语 为 母语的 学 习 者不 同 ， 非汉语背景学 习 者是在

没有汉语环境的情况下学 习 汉语 的 ， 他们在汉语课堂上 的破坏性和非任务性行为

２ ７

Ｆｅ ｉ ｆａｎＨＵＡＮＧ ， 在奥 马 利 亚高 中 学校工作 ， 纯汉语老 师 ， 阿拉伯语本科 学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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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们缺乏学 习 汉语的动机密切相关 。 学 习 者很少有机会测试他们所学 的知识 ，

这反过来又影响他们 的动机 。 家庭 、 学校和工作领域就是 的典型例 子 。 然而是在

不 同 活动和事件 中 更相关 的语言用 法 。 使用 领域和
“

谁用语言 ， 如何 ， 为什 么 ，

何 时何地
”

有 关 。 尽管有汉语背景学 习 者和 非汉语背景学 习 者都与教师和 同 伴交

流 ， 但他们在学校外的领域却是不 同 的 。 有汉语背景的 学 习 者可 以 与 家人用 中 文

来交流 ， 对于 非汉语背景 学 习 者来说 ， 几乎没有
一

个领域 比 阿拉伯语更合适的 用

于交流 ， 所 以大部分学 习 者在学校外面用 阿拉伯语交流 ， 致使他们根本没有机会

去练 习 汉语 。 综上所述 ， 学 生没有动机去学 习 中 文 。 没有汉语领域 的强化对 中 国

教 师来说也是个极大的挑战 。

３ ． ２ 约旦学生不清楚汉语学 习 的难易度

不清楚汉语 的学 习 难易度和不清楚究 竟 需 要 多 少 时 间 才 能 学好汉语 ， 是制约

约旦学 生学汉语 的另
一

个 因 素 。 由 于汉英 、 汉阿语言之 间 的差异 ， 汉语尤其是 书

面用 语与英语和 阿拉伯语的表达是截然不 同 的 。 据估计 ，

一个母语 为 阿拉伯语 的

人需 要在 中 国花大约 ２ ２ ００ 个小 时才 能达到 熟练 的程度 。 这个时 间 比 学其他 欧洲

语言达到精通所 需 的 时 间 整整长 四倍 。

由 此可见 ， 每次上课 时 ， 汉语教师要在不到
一

个小 时的课堂 时 间 内 ， 迅速地

让学 生记住汉语词 汇并表现 出 良好 的理解是很 困难 的 ， 因此 ， 中 国教师普遍认为

约 旦学校分配给汉语课的教学 时 间 是远远不够 的 。 因 为 学 习 汉语与 学 习 英语 的 时

间 相差很大 。

时 间 因 素也极大地制约 了 汉语学 习 的质量 ， 因 为 当 中 国教师觉得时 间 确 实 不

够 时就开始感觉压力很大 ， 他们缩短 了 让学 生反馈 的课堂讨论 时 间 ， 开始在学 生

完成 自 己 的任务之前才提供反馈机会 ， 或者把反馈发到 学 生 中 心 ， 而不是 与 学 生

充分地反复对话和直接沟通 。

有限的课堂 时 间 限制 了 教师充分执行他们 的计划 。 在课时有 限的情况下 ， 教

师也不能进行有效的形成性评价 ， 并提供全面 的反馈 ， 以 帮助学 生理解 。 由 于 时

间 有 限 ， 汉字 的学 习 受 到 了 影响 。 霍老 师
２８

指 出 ： 她认为教汉字是一个缓慢的过

程 ， 但是考虑 到教学 时 间 较短 ， 所 以她选择重 点教授拼音和 中 国文化这 两个方面 ，

而 不是汉字 。 这个决定允许在规定的 时 间 内 覆盖更 多 的 内容 。 她还指 出 ： 如果 时

间 允许 ， 她会教更 多 汉字特征 ， 这进一步证实 了 降低汉字教学 的效果是 由 于 时 间

不够分配引 起的 。

２ ８

Ｊ ｉ  Ｑ Ｉ ，北京大 学 ，英语专业 研 究 生 ，在 约 旦安 曼ＴＡ Ｇ孔子 学 院 ，外派教 授 中
文

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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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３ 约旦学校对 中文教师的支持不够

中 文课是
一

门 全新 的边缘课程 ， 如果学 生很难与 老 师实现沟通和理解 ， 也就

没有兴趣参加 。 学校对 当 地老师和外来 中 文老师也持不
一

样 的 态度 ， 中 文教 师这

个职位在约旦学校 尚未受 到 重视 ， 中 文老 师 的 重要地位没有被学校完 全接 受 ， 这

导致他们缺乏 归属 感 。 好在不少 约旦学校也会为 中文教师指定
一

位
“

导 师
”

， 这

在
一定程度上可 以使 中 国教 师放心 ， 增强他们教学信心 ， 丰 富他们 的教学实践 。

他们不是寻求导 师的情感支持 ， 他们 需要的是实 际 的建议 。 例如解决教学 问 题 ；

提供关于教学方式 的反馈 ；
组织安排教学环境 ； 介绍可用 的 资源材料 ； 预先提供

信息 以便准备上课 。

因 此 ， 我认为 在初任教师 时 ， 学校给每个新老师安排
一个导 师 ， 有助于他们

更有效地工作 ， 并对学 生的学 习 产 生更积极的影响 ， 初任教 师在导 师 的帮助下 ，

可 以对 当 地 学 生有更好 的 了 解 、 对他们在班上所学到 的知识有 了 具体 的 了 解 。 从

技术上讲 ， 导 师是 中 文教师可 以跟他讨论所有 问 题的本土学者 ， 并寻求实用 建议

和 帮助 的人 。 给 中 文教师具体教学实践的反馈 ， 指导教师纠 正误解 ， 帮助他们对

学 生 的 学 习 表现有更好 的影响 。 导 师 的建议为 初任教师提供 了 有效的 真实教学经

验 。

综上所述 ： 在约旦 的 中文教 师遇到 以下几个挑战 ： 不 同 的教育文化和行为 管

理 ， 对学 生 的认识不足 ， 英语或 阿拉伯语 能 力 不足 ， 教学 时 间 限制 ， 学校的支持

不够等 。 应该首先解决这些实 际 的课堂挑战才 能满足非汉语背景学 习 者的需 求 ，

从而 最终提高他们在汉语课程 中 学 习 的效果 。 有这些挑战说 明 汉语教学还有提高

效果的 空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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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章 探索适合阿拉伯语母语学生的汉语教学法

４ ． １ 汉语与阿拉伯语应有不 同 的教学模式

为 了 加强人们对外语 阅 读过程 的理解 ， 伯恩哈特
２９

根据法语 、 德语和西班牙

语 中 级水平学 习 者 的经验 ， 提 出 了
一

个基于研 究数据 的模型 。 该模型突 出 了 以 下

几个重要组成部分 ， 让我们更全面地 了 解 学 生 学 习 中 文 时可 能使用 的元 素 。

伯恩哈特模型 的组件都是 以文本和超文本 为基础 的 ， 研究数据 （ 为 研究开发

使用 ， 更新汇总见伯恩哈特 ２ ０００ ） ， 主要 的数据源是读者在他们 的 回 忆 中 所犯

的错误类型 。 通过在母语 中 完成对研 究对象 的理解 ， 可 以 用 来描述学 习 者对 刚读

过 Ｌ２ 文本的记忆情况 。 基于文本的伯恩哈特部分模型有 ：

１ ） 识别单词 ， 或是学 习 者记错
一个词 的语义 ；

２ ） 语音 ／文 字解码 ， 或学 习 者误认为
一

个词 听起来和另
一个词很相似 ；

３ ） 句 法特征识别 ， 即 学 习 者未 能认识到 词 汇的句法关系 ， 即使学 习 者 能正

确识别 词义 。

基于超文本或概念的影响 因 素 包括 ：

１ ） 文 内 感知 ， 包括读者如何调和文本的不 同 部分 ， 这就 为 读者提供 了 组织

语篇 的机会 ；

２ ） 元认知 ， 为 学 习 者提供 了 理解有关文本的机会 ；

３ ） 先验知识 ， 指 的是读者的文化世界和域／局 部知识或个人经验 ， 帮助或 阻

碍他们 的文本解读 能 力 。

除 了 这些 因 素 ， 伯恩哈特指 出 读者 的母语 阅读 能力 会作为 影响外语 阅 读 能力

的重要 因 素 。 虽然伯恩哈特承认的数据是基于法语 、 德语和西班牙语 （ 这 些语言

都是 以 字母文 字 为 基础 的 ） 的 ， 但该模型与 汉语 阅读理论相结合 ， 可 能有助于我

们理解 ＣＦＬ 阅读经验 ， 并有助于 我们发展 ＣＦＬ 阅 读教学法 。

４ ． ２ 针对阿拉伯母语学生的读音教学

如果学 生是以 阿拉伯语为 母语的 ， 那 么他们 最初 的识 字 能 力 就是 学 习 用 字母

系 统来 阅读 ， 并且这个过程是非 常复杂 的 。 许 多 理论家认为 ， 这个过程实 际上是

从孩子开始对 印 刷体进行介绍开始 的 ， 也就是说 ， 他或她获得 了 语言 能力 ， 并在

某种程度上可 以决定单词 的 音节轻重 。

事实上 ， 研 究发现声 音和孩子 以后的 阅 读能力 及意识是有 关 系 的 。 蒙哥马 利

２ ９
Ｂｅｎｄｅｈａｒｔ ． ｔｅｃｈ ｎ

ｉｑｕｅ ｓａ ｔ ｔｅａｃ ｈｉ
ｎ ｇ

ｆｏｒ 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 ｅ ．２ ０ １２

１ ３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简论约旦汉语教学面临 的挑战

教授
３°

也表示 ， 学 习 阅 读涉及
“

意识到语言 的基本单位 ， 对文 字 的基本单位 ， 以

及两者之 间 的映射关系 。

”

用 字母系 统 阅 读 的优 点是 ， 初读者往往能读 出 不熟悉

单词 的 发音 ， 从而使他们通过所谓 的 字 音转换规则来 明 白 单词 的含义 ， 或通过将

声 音和 字母进行集群来获取单词 的发音 。

汉字 ， 不是拼音文字 。 也就是说 ， 它们代表 的是单词或语 素 ， 而不是音 素 ，

以 非 常不规则 的方式来代表发音 。 这意味着 以英语为 母语 的人不 能用 他们 字母系

统 中 的 阅读 能力 来 学 习 汉语 ， 因 为 汉语使用 的是拼音文 字 系 统 。 许 多 学 生 已经知

道 阅读 阿拉伯 字母 的原则 可 以应用 于学 习 阅 读 第 二种语言 。 例如 ， 学 生在接触这

些语言 中 看起来或听起来跟阿拉伯语名 称相 同 的词 （ 称 为
“

同 源词
”

） 时 ， 可 以

通过立 即涂上近似 的新词语 ， 甚 至可 以通过这些语言文字之 间 的 空 间 划分来嵌入

较长的部分 ， 来 了 解这些语言 。

然而 ， 汉语 学 习 者却在许多 方面 受 到 阻碍 。 首先 ， 学 生学 习 汉语拼音 的 时候 ，

使用 通过
“

帮助语言
”

， 即使用 罗 马 字母来代表汉语 的声 音 ， 以 区分标记来表示

音调 。 在对外汉语课堂上 ， 拼音讲 的是 中 国小学拼音 系 统 ， 即在 中 国 用 于 帮助儿

童学 习 汉字 的发音 系 统 。 虽然约旦学 生都会说读英语 ， 但许 多英文拼音拼写 的违

反原则 ， 会有
一

个初步 的
“

Ｑ

”

代表
“

ＣＨ
”

的声 音 ， 或最初
“

Ｃ
”

的拼音表示
“

ＴＳ
”

的声 音 ， 这使学 生去正确掌握汉语变得更 困 难 。

４ ． ３ 适合阿拉伯母语学生的汉字教学

如果阿拉伯语母语学 生 的母语 阅 读经验是从字母 背景开始的 ， 那 么他们在学

习
一

种 非 字母脚本时会采取什 么策略呢 ？ 这将是
一

次新 的
“

元认知
”

。 在伯 恩哈

特摸型 的构件下 ， 读者 为 自 己 学 习 做 出决定和如何更好地参 与 阅 读活动 ， 包括许

多 过程 。 例 如 ， 研 究表明 ， 学 习 汉语 的 成人最初会使用
一

些策略来记住汉字 ， 包

括死记硬背 ， 自 己创造
一

个关于怎 么 写这些汉字 的 方式 ， 还有用 自 己 熟悉的方式

记住这些汉字读 音 的方法 。 最终看来 ， 这些 自 创 策略对 以后 的长 时期汉语学 习 是

不够理想 的 。

对学 习 汉语
一

年 以上 的 阿拉伯语母语学 生来说 ， 汉字 意义的检 索并不完全是

视觉过程 。 在对 １ ９９８ 年 以后 出 生 的 学 习 者测试 时 ， 有老师发现这些 阿拉伯语母

语学 生更倾 向 于采用 学写 两个字而不是单字 的策略 。 同 时 ， 还发现学 习 者
一年 以

上 的汉语学 习 者 能够通过部首 ， 猜 出 陌 生汉字 的 意义 。

这就提醒我们应该高度关注汉字部首教学 ， 让学 生尽早理解部首在汉字 形成

中 的 重要作用 ， 有 意识地使用 这些部首知识 ， 结合汉字 发音和汉语有很 多 双章 节

３ ０保 罗 ·蒙哥 马 利 ， 英国牛津大学教 授 ， 曾 在《 科 学公 共 图 书馆 综合 卷 》杂志上发表论文 题
为

“ 声音 和阅

 读能 力的 研
究

” 。 转 引 自 网 易 新 闻 ： ｈ ｔ ｔ ｐ ：／／ ｎｅｗ ｓ ． １ ６ ３ ． ｃｏｍ／ １ ２ ／ ０９０８ ／ １ ２／８ＡＳＫＵ６ ６Ｂ０００ １ ４ＪＢ５ ． ｈ ｔｍ 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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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汇 的特 点 等 ， 来更有效率地学 习 汉字 ， 不少老师也认为 这是一年级学 生早期经

历 中 应该迅速发展起来 的 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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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 国汉语教师如何在约旦提高欢迎度

５ ． １ 通过培训让 中 国教师更 了 解约旦

以汉语为 母语的教师是在 中 国 接 受 的完整教育 ， 因 此其受到 了 中 国 文化的深

刻 影响 。 其 中
一

些想法可 能不适 用 于约 旦 的教学环境 。 汉语教师 为 了 准备在约旦

课堂上课 ， 通过培训让他们看 出 两 国之 间 的异 同 是非 常重要的 。

约旦应该提供 丰 富 的机会让汉语教 师去观察 当 地的学校 ， 然后把他们看到 的

和 中 国教育文化去 比较 。 应该鼓励 中 文教师去考虑他们在约旦对于教学方法 的适

用 性 。 约旦教师需要提供指导 ， 以确保 中 文教师判 断的正确性 。 约旦教师也应 为

促进 中 文教 师适应 当 地教育文化提供便利 。 由 于文化差异 ， 中 国教师除 了 通常提

供给 当 地教师 的培训之外 ， 可 能 需 要额外的培训和指导 管理 、 激励策略 、 课程规

划技 能和活动设计 。

此外 ， 还应 帮助 中 国教 师 了 解英语专业学 生 的 生活经验 、 了 解他们 已有 的知

识 、 以及典型理解错误与 困 难 ， 这些都有助于 中 文教师更好地满足 当 地学 生 的 需

要 ， 提高教学质 量 。

此外 ， 应 当 指 出 的是 ， 标准英语测试成绩通 常 用 于评估
一

般用 途的英语水平 ，

这是在外语教学 中 使用 英语 能力 的无效指标 。 汉语教师 以英语为教学媒介的知识

应 通过教师教育得到 实质性的发展 。 例如 ， 这可 能包括课堂语言 的具体培训 ， 以

组织讨论的形式管理学 生 的行为 。 此外 ， 这项研 究 结果指 出 ， 辅导是一种有效的

支持 ， 使 中 国教师掌握适应 当 地文化和 发展需要 的 学校教学技能 。

５ ． ２ 改善约旦社会对汉语学 习 的认知

如上所述 ， 约旦汉语学 习 者缺乏动机对 中 文教 师提 出 了 挑战 ， 这也意味着现

行的约旦教育政策未 能为 学 习 者提供足够 的 学 习 汉语的动力 。 有汉语背景 ／第
一

语言学 习 者 学 习 汉语的动机来 自 于他们 的 生活领域 ， 其 中汉语可 以作为
一

种交流

工具 。 对于缺乏这种动机的 学 习 者来说 ， 通过 国 家主导 的语言教育政策刺 激他们

去 学 习 是很重要 的 。 约旦应该尽快建立
一套标准 的汉语考试和证 书 体 系 。

另
一

种 方法是 ： 约旦教育界应该通过给学 习 者介绍 学 习 汉语对就业 的优势 ，

来增加 学 习 者 的 工具动机 。

此外 ， 约旦教育界与 学校人士 、 家长及 当 地社 区沟通 ， 让他们 了 解 学 习 汉语

的重要性 ， 来增加对学 习 者 的情感支持 ， 这也是
一

项迫切 的 需要 。

此外 ， 考虑 到 学 习 汉语对约旦学 习 者来说是有 相 当难度 的 ， 因此学校应增加

学 习 者学 习 汉语的 时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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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 ３ 允许约旦学生用较多 时间 学 习 汉语的 阅读与写作

在约旦 的汉语教师应该有耐心 ， 并认识到 来 自 字母 阅读背景 的 学 习 者 不 能将

他们所有 的 字母 阅 读策略转移到 学 习 汉语上来 ， 尤其是在那些复杂 的单词识别过

程 中 。 也就是说 ， 由 于 中 文 写作 系 统与英文有 质 的 区别 ， 所 以让 学 生掌握 中 文 阅

读的 时 间 会更长 。

事实上 ，

一

些 国家 已经为 母语是英语的 学 习 者确定 了 不 同 外语 的 学 习 时 间 ，

如汉语 、 日 语 、 韩语 、 阿拉伯语等属于 ＩＶ 类语言 ， 也就是承认那 些 学 习 者 需 要

花三倍 学英语的 时 间 来学好其他差异较大 的外语 。 相应 的 ， 这些外语教师也必须

让学 生 以较慢的速度来学 习 好这类外语 。 我认为 ， 这也适用 于学 习 中 文写作 。

必须清楚 的是 ， 母语为 汉语的学 习 者 已经花 了 无数的 时 间 去练 习 汉语 ， 这 比

约旦汉语学 习 者花 的 时 间 长 多 了 。 因 此 ， 让约旦学 生快速掌握 中 文写作是不现实

的 。 既然学 习 汉语写作是
一个漫长而复杂 的过程 ， 那 么 当 中 文教师开始要求学 生

记忆汉字 时 ， 就要试着去确 定
一

个度 。 当 在学校获得教学经验之后 ， 中 文教师就

会清楚学 生需 要花 多 少 时 间 去完 成 学 习 任务 。 在约旦的课堂上 ， 中 文教师 已经 明

白 ， 要求学 生熟记并背诵大量的汉字是不可能 的 。 因 此 ， 许 多教师选择 了
一

种策

略 ， 即某些 字符必须记住怎 么 书 写 ， 而另
一

些只 需要会识别 即可 。 我也认为这是

不错的 区别对待方法 。

５ ． ４ 有效提升约旦 同 学的汉语 口 语和听力 能力

说话是理解的基础 。 帮助汉语学 习 者在开始 阶段建立
一

个坚实 的发音基础 ，

从长远来看对他们是有利 的 。 把听力 和 口 语结合起来可 以 作为 培养学 习 者发音 的

一

种方法 。 其 中 听力 为 重 点 ， 以 听 带说 、 听说结合 。

首先应该强调 的是听力 的准确性 ， 然后是发音 的正确性 。 在不 同 的语音环境

中 ， 学 习 者要专注听和练 习 的元 音节奏 、 重 音长度是不 同 的 。 例如 ， 在 简 单 的 主

语动词句 子 中 ， 动词经常重读 ；
当 动词有宾语 时 ， 宾语应该重读 ； 当 补语 出 现时 ，

补语经 常重读 ； 在疑 问 句 中 ， 疑 问 词经常 重读 。 如 ： １ ． 你说吧 ！２ ． 你喜欢就拿上 。

３ ． 他说 出 了 她的名 字 。 ４ ． 我不用 手机 。 ５ ． 张老 师解释的很清楚 。 ５ ． 他说得有理 。

６ ． 谁在说话 ？

该模型 的 第二个含义是教学应考虑 到记忆和加工的局 限性 。 短词 与 熟悉信 息

更容易被处理 。 短单词 的发音重复得更快 ， 因 而更容易快速地 回 到语音库 中 。 熟

悉的信息可 以直接从 内 存 中检索 ， 节省 了 工作 内 存 的容量 ， 从而加快 了 语言处理

的速度 。 不 同 的句 子结构 需要不 同 的记忆处理能力 。 例如 ， 被动句 比主动句 要花

费更长 的理解 时 间 。 听力 材料应 掌握好新单词和语法结构 。 建议教材 中 应包括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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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和 中 级水平 学 习 者约 １ ０％的新单词和 ５％的新语法结构 。

应该帮助汉语学 习 者熟悉听力 材料的 内 容 ， 不妨在试听前作 简 短 的介绍 。 此

外 ， 听力 练 习 的应该是直接的和 中 等长度 的 。 例如 ： １ ． 问 题 ：

“

大姑几 月 几号 几

点乘哪一个航 空 公 司 的几号航班抵达虹桥机场 ？

”

对于小 学水平 的 学 习 者来说

是不恰 当 的 ， 因 为 它负载的信息太 多 ， 需要处理大量 的记忆 。 ２ 。 背景知识 与理

解 的关系 ： 可 以借鉴 图 式理论 。 我们通过倾听来获得信 息 。 然而 ， 听力 理解过程

绝不是被动接受 的 。 图 式理论描述 的理解是
一个互动 的过程 ， 听众积极运用 语言

知识和 自 己 的知识互动 ， 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解释 ， 创造 出新的含义 。 听众的

记忆和经验有助于他们 的理解 ，
正如克拉克和西尔伯斯坦的评论 ： 阅 读只是附带

的视觉现象 。 更 多 的信 息是 由 读者提供的 ， 而不是 由 页面上的 印 刷 品 提供的 。 也

就是说 ， 读者 能够理解他们所读 的东西 ， 是 因 为 他们 能够将 图面表示与记忆结合

起来 。

图式理论也 同样适用 于听力 教学 。 在听 的过程 中 ， 似乎 出 现 了 三个步骤 ： 首

先是收到 消 息 ， 然后是理解 它 的背景 ， 最后是用 自 己 的方式解释 它 。 例如 ， 在 回

答母亲 的 问 题
“

饭做好 了 ！
”

时 ， 家里的每个人可 能都有不 同 的理解 。 父亲听到

的是 ：

“

摆 桌子准备吃饭 。

”

哥哥可 能认为 是食物终于准备好 了 ， 让我去餐厅 ！

姐姐可 能会想 ：

“

它 们是什 么菜 ？

”

，

“

我希望他们是我 的最爱
’ ’

。 弟 弟 的解释

与 其他人不 同 ：

“

没有机会去麦 当 劳 了 ， 食物 已经准备好 了 ， 我们将在家里吃饭 。

”

但他们都有
一

个共 同 点 ， 即 每个人都在积极地与 输入信息进行互动 。 他们接受 的

是相 同 的信息 ， 但对其理解却 不 同 ， 这些不 同 的理解是根据他们 的 关注和观 点创

造 的 。

上面 的例 子表明 ， 作 为 听众 ， 我们有选择地将输入 中 的信息 与 我们记忆 中 最

相 关 的知识联系起来 ， 将输入与我们现有 的语言和世界知识进行 比较 ， 并根据我

们 自 己 的经验来解释 它 。 这个过程是高度互动 的 ， 大部分是潜意识的 ， 往往发 生

在
一

瞬 间 。 在这个过程 中 ， 听者 与 不 同语言层次的输入进行交互 ， 并用 所有可 能

的 背景知识进行解释 。 听者不仅要理解句 子 的语义 ， 还要理解其语用 功 能 ； 不仅

要理解词义 ， 还要 了 解上下文 中 的用 法 。

因 此 ， 第二语言教育 的 首先任务是建立学 习 者的文化背景 。 汉语教师应该通

过 阅 读 、 学 习 传迗词汇 的文化 内 涵 、 比较文化实践和理解 它 们 背后 的＃值等活动

来帮助学 习 者拓展他们 的文化背景知识 。 如视觉演示 、 流程 图 或 图表等活动对培

养学 习 者理解 目 的语文化是有帮助 的 。

由 此可见 ， 汉语的 口 语和 听力教学必须 能把学 生新学 的知识和 已经学到 的知

识联系 起来 。 听前活动就是为这个 目 的做准备的 。 教师可 以发起
“

头脑风暴
”

让

－ 学 生猜测 听到 的 内 容 、 对标题进行 筒短的讨论 ； 或展示
一个视觉 、 讲述

一个 简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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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人故事等活动来作 为 听力 的前奏 。 如果材料 中有许 多 生词对理解很重要 ， 那

么应该提供
一

个 筒短的词 汇表 。 如果学 习 者对教材 中 要求的 曲 目 缺少文化理解 ，

则 需作 简要介绍 。 拿前面 的例 子
“

婚礼
”

来说 ， 听前活动可 能包括讲述 中 式婚礼

男 婚女嫁食物和颜色 意义的项 目 。 筒 言之 ， 帮助 学 习 者获得适用 于材料 的必要背

景信息 ， 并创造
一

个激活学 习 者 已有知识 的情境是非 常必要的 。 听后活动也有助

于将学 习 者 已有知识与新学知识联系 起来 。

在 听力 活动 中 ， 可 以让学 生 总 结学 习 内 容 ， 以便综 合理解 。 此外 ， 听 力 活动

能评估学 生 听力 理解 的准确性 ， 并结合听说来加深学 习 者 的理解 。 听力 活动应根

据教学 目 的和 学 习 者 的 需要在形式和 内 容上有所 区分 。 例如 ， 在 听后活动 中
“

你

的车找到 了
”

是 回答课本 中 的听力 问 题 。 然后要求学 习 者与 他们 的伙伴交换答案 。

这给 了 他们讨论听力 不确 定性的机会 。 作为 后续 ， 每对学 习 者都 需要在 自 己对话

的基础上创造机会说 出
“

你 的车找到 了
”

的类似句 型 ， 如
“

你 的钱包 ／手表 ／车 ／

护照 ／小弟 弟 ／小妹妹找 到 了
”

。 因 为 它是
一

种指导性的作业 ， 学 习 者可 以 以相对

容易 并迅速 的方式来制 作他们 的作 品 。 最后 ， 让学 生 向 全班展示他们 的新对话 ，

并尽可 能让所有 的 学 生都有机会做这样的展示 。

听力 练 习 应该具有足够 的挑战性 ， 使学 习 者有充足的机会使用 他们 的认知技

能和学 习 策略 。 在听 的过程 中 ， 学 习 者不仅要使用 自 下而上 的策略来理解词 汇的

含义 ， 还要掌握 自 上而下的策略来把握整 篇文章 的主 旨 ， 寻找语 篇 中 信息之 间 的

内 在联系 ， 并根据关键词推断词义 。 如在 中 国派 出所是
一

个
“

失物招领
”

单位 。

在听之前 ， 教师需要通过询 问 问 题来帮助学 生集 中 注意力 ： 如果你 的 自 行车 丟 了 ，

你会做什 么 ？１ ． 学 生可 以会给 出 不 同 的答案 。 有人可 能会说 ，

“

告诉警察
”

。 教

师会 因 为
“

警察
”

是
一

个关键词而再次写 出 它 ， 视觉 中 会显示 当 地警察局 和 中 国

警察与
一

辆 自 行车之 间 的关 系 。 谁可 能会帮你把 自 行车找到 ？２ ． 警察会 问 什 么 问

题 ？３ ． 在听力 过程 中 ， 如果材料冗长且呈现
一定程度的 困难 ， 则 需要鼓励学 习 者

首先关注其主 要 思 想 。 第
一

阶段可 以把重 点 放在获取主要信息上 。 第二 阶段可 以

更具体地针对具体信息和细节 。 例如 ， 教 师可让 学生
“

记下所有 的数字
”

或
“

记

下时 间 序列和名 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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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对提高约旦高校汉语教育水平的一些建议

最近这几年 ， 虽然约旦大学 的对外汉语教学水平得到 了
一定程度 的提高 ， 但

同 样也存在
一

些 问 题 。 为 了 最大程度上解决 问 题并推动其得到进
一

步发展 ， 我努

力 给 出
一

些建议 ， 希望能够为 提高约旦大学 的汉语教学水平有 帮助 。

６ ． １ 挑选和培育高素质的汉语教师队伍

众所周 知 ， 中 国作为 全球人 口 最 多 的 国家 ， 其在汉语教 师人数方面 占有很大

的优势 。 然而会讲汉语并不
一

定会教汉语 。 就 当 下来看 ， 真正具备教学 资格 ， 拥

有 国 际标准认证的对外汉语教师人数仍是不够 的 。

通过对约旦大学汉语 系 学 生遇到 问 题 的调查 ， 其 中 回 复最 多 的是
“

就 当 下汉

语教学你 的建议是 ？

”

。 关于此 问 题 ， 绝大部分的 学 生均 以 实 际状况作 为基础给

出 了 建议 ， 如提升课程次数 、 优化培养水平 、 增加专业性等 。 关于此 问 题 ， 笔者

由 此得到 的 启 示是 ： 就对外汉语教育事业来讲 ， 若 想很好地提升其整体发展水平 ，

就必须关注汉语教师的 素 质 与数量 。

当 下
一

个十分严重 的状况是 ： 部分约旦学校仅 以盈利作为 主要 目 标 ， 所 以其

在聘请相关教 师 时只 关注花费 费用 的 多 少 ， 并不关注其在专业性 、 学历 与 素养等

方面 的水平 。 此种状况下 ， 受到直接影响 的就是本地 的 学生 。 因 此 ， 教师 自 身 的

素 质水平不仅关系 到教学效果与 学 生看待 学校教学的态度 ， 同 时还会直接影响 到

整体教育水平 的发展 。 作为 汉语教 师 ， 应该履行好 自 身 的职责 ， 最大程度上调动

学 生 的 学 习 兴趣 ， 使其在学 习 方面持有
一

个较好的 态度 。

在最大程度优化汉语系 的整体教学水平 时 ， 约旦大学在挑选教师 时应 关注教

师 资格认证 ， 以此来获取专业水平较高 的教师去构建对外汉语教师队伍 ， 除此之

外 ， 还应确保其在教学前能接受相关 的培训 ， 让其拥有更加专业化的汉语技能 ，

掌握很好的教学方式 ， 以此来提升整体的教学水平 。

教师 问 题直接关系 到教学 质量 ， 所 以对于约旦大学来讲 ， 需要从多 个角 度 出

发来挑选教师 。 第
一

， 应关注知识结构 ， 相 关教师在教学理论 、 方法等方面 的掌
？

握情况均应是较好的 ， 除此之外还应具备相关文学 、 语言学 与文化方面的 内 容 ，

尤其是普通话水平 ， 是
一个不可忽略的 方面 。 被挑选到 的教 师在来 到 学校报道之

前必须持有普通话证 书 ， 之所 以 关注普通话是 由 于教师在发音方面 的状况会直接

关系 到 学 生 的发音 ， 尤其是基础水平较差 的学 生 ， 其在汉语普通话方面 的要求更

高 。 第二 ， 应关注其能力 ， 也就是说相 关教 师
一

方面应具备语言文学水平 ， 另
一

方面在外语方面 的 能力 要求也是较高 的 。 关于外语方面 ， 教师的 阿拉伯语水平掌

握程度 需要是较好的 ， 对于学 生来讲 ， 由 于其母语是 阿拉伯语 ， 所 以教师掌握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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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语言就可 以很好地与 学 生进行交流 ， 也能够降低学 生在学 习 方面 的相 关压力 。

以此为 前提 ， 笔者希望 国家汉办应提升在对外汉语教 师方面 的培训水平 ， 让其充

分具备语言 与教学 方面 的 能力 ， 只有这样才可确保其教学任务的正 常开展 。 第三 ，

教 师需拥有 区域性教学观 ， 掌握 多样化的文化特征 ， 进行针对性 的教学 。 举例来

讲 ， 当
一

个 中 国教师赴约旦教授汉语时 ， 其最先应掌握的是阿拉伯文化 中 有 关教

学 的 内 容 ， 最大程度上对约旦社会和文化环境进行适应 ， 了 解相关禁忌 ， 只 有这

样才 能很好 的 与 学 生 、 学校 、 家长进行交流 。

６ ． ２ 创造更多提高汉语语感的交流机会

语感 ， 即 关于语言 的感知 能力 ， 如感情与表达方式方面 的理解 能力 等 。 语感

水平较佳的话 ， 学 生可 以很好 的掌握语言 中 的真诗 ， 也 能够更好 的 了 解语言知识 ，

体会文章 中 作者真正想要表达 的 思 想 。 关于语感培养 ， 笔者认为有 以 下几种方式

可供参考 ：

第
一

， 若想提升约旦学 生 的汉语 阅 读水平 ， 不妨 多 让他们开展 朗读活动 。 相

关研 究显示 ， 关于语感 的培养 ， 最佳的方式是 朗 读 。 朗读
一

方面可 以提升读者 的

语言 掌控水平 ， 另
一

方面可 以提升读者的语言使用 能 力 。

第 二 ， 可 凭借观看 电影 、 电视剧 的方式来学 习 汉语 。 影视节 目 中 的主持人和

演 员
一

般表达 能 力 强 ， 是
一

种很好的 学 习 典范 。

第三 ， 应在实际 生活 中 多 和 中 国人交谈 。 与 母语为 汉语的人进行交谈是
一

种

很好的 方式 ， 这种方式可 以让学 生很好的 掌握 日 常表达的语言 习 惯 。 笔者对此是

十分推崇 的 。 我本科时期在约旦大学学 习 ， 尽管 学 习 十分努力 ， 但是总 感觉进步

不大 ， 也不 能很好表达 自 身观点 。 之后被派送到 中 国 学 习 ， 感觉进步很快 ， 收获

了 很 多 。 学 习 环境 的 变化 ， 给 了 我
一

种新鲜感 ， 让我 能够更好 的投入到 学 习 中 。

所 以
一

定要尽可能 多 地创造直接用 汉语交流 的条件或机会 。

６ ． ３ 对教材 内容进行完善并定时更新

进行对外汉语教学 时 ， 教材在其 中 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 的作 用 ， 所有诸 多 的

语言学家提 出 ： 要想提高课堂教育的水平 ， 就必须选择好的教材 。 在学 生方面 ，

好 的教材是激发其学 习 兴趣的重要工具 ， 吸引 人的教材 内 容也 能让学 生在教学方

面投入更 多 的 时 间 。

对于汉语教材 ， 很 多 的学 生 曾 给 出疑 问 ： 为 何教材仅为
一

本 《新实用 汉语课

本 》 ？就 当 下来看 ， 这本教材会伴随学 生 的 四 年时 间 （ 由
一

年级至 四 年级 ） 。 当

接触
一

本教材很长 时 间 时 ， 会调动不起学 生学 习 的兴趣 ， 同 时 因 为仅有这一本教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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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 相 关的课程教学 内 容几乎是差不 多 的 ， 也就 不会有很大 的创新 。 另 外就本 书

来讲 ， 其 自 身 存在 的 问 题也是较 多 的 ， 这很大程度上会减少 学 生在汉语学 习 上的

兴趣 。 因此关注 中 文学院教材 ， 对其进行优化完善具有很大的现实 意义 。

第一 ， 需 要对 《新实 用 汉语课本 》 进行修订 ， 将其 中 涉及到 的 问 题 予 以 改正

完善 。 第二 ， 应有针对性 的设计相关科学实验 ， 确保汉语专业教材具有 科 学性 、

实用 性与趣味性 。 第三 ， 在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方面 ， 应该让 学 生 、 教师二者拥

有选择的余地 ， 不应只 局 限于这
一

本教材 。 只有处于 多 样化 的教学条件 中 ， 学 生

才 可 以获得更 多 的知识 ， 才 能够更好 的将其应用 于实际 。 第 四 ， 教辅材料 同 样是

不可或缺的部分 ， 这里 的教辅材料可 以是工具 书 、 光盘等 。

研 究表 明 ： 汉语教材 的选取必须秉持 四 点原 则 ， 即 实用 性 、 知识性 、 交 际性 、

趣味性 。 有关实用 性方面 ， 即在挑选教材 时 ， 所挑选 的教材 内 容需是对本区域学

生来说实用 性较高 的 ， 实用 性的 目 标
一

方面应 与教学 目 标相 吻合 ， 另
一

方面 也应

最大程度上激发学 生 的 学 习 兴趣 。 相关研 究显示 ， 外 国 学 生在学 习 汉语时 ， 教材

在其 中 的影响力 是很大的 。 如果课堂上所教授的 内 容可 以应用 到 实 际 生活 中 ， 那

么就能很好地提升学 生 的语言 能力 。 所谓知识性原 则 ， 即教材 内 容必须涉及到 中

国文学 、 文化与经济的相关知识 ， 教材不仅需要调动起学 生 的 学 习 兴趣 ， 还应让

其真正 了 解 、 掌握 中 国 的相关文化 。 所谓交 际性原 则 ， 即关于语言材料方面是否

具有相应 的交际价值 ， 看其与 实 际生活 的关联度 ， 此种原则 的遵循可 以 帮助学 生

扮演相关角 色 ， 将学 到 的知识应用 于实 际 。 最后
一个原则是趣味性原 则 ， 趣味性

是教材选择 时不可忽略 的
一个方面 ， 同 时是笔者十分关注 的 内 容 ， 因 为 在学 生作

为 主导 的教学 中 ， 生动化 的教学 内 容是非 常重要 的 ， 这样可 以很好地让学 生在积

极参 与 中获得知识 。

６ ． ４ 营造 良好的汉语课堂氛 围

学 习 汉语的难度是非 常高的 ， 但 良好 的教学氛 围 能够很好的提升学 习 效果 。

对于学校来讲 ， 必须关注课堂 中 的互动及相 关活动 ， 将学 生基本技 能 的提升作 为

核心关注点 。 正是 因 为 这样 ， 教师就应该在课堂上营造 出 较好的氛 围 ， 让学 生在

相对轻松的环境 中 学 习 ， 除此之外 ， 开展课堂活动 的 方式也 能减少 学 生 学 习 中 的

压力 ， 让其在轻松愉悦的氛 围 中 学 习 。
＇

营造较好 的教学氛 围 主要是教 师 的任务 ， 例如 ， 可 以在课堂上和 同 学进行交

流 ， 谈
一

些 相对幽默的话题 。 当 学 生处于压力较大的环境时 ， 轻松的话题可 以吸

引 其关注 ， 也能融洽师 生 间 的关系 。 但仅教学效果
一个方面是不能直接判 断教师

教学水平的 。 重要教学专家的观点是 ： 较好的课堂氛 围在
一定程度上 能够提升教

学效果 ， 因 为 对于学生来讲 ， 当 其心情较好时 ， 会 以 主动 的 态度进行学 习 ，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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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提升学 习 效率 。

以约旦 当 下汉语教学方面 的状况为 基础 ， 笔者认为 在如何营造较好的课 堂氛

围 方面 ， 需关注 以 下几点 内 容 ： 首先 ， 让学 生在课堂上拥有随时提 问 的权利 ， 当

其对 问 题不 了 解 时 ， 可 随时提 问 ， 不论是否正确 ， 都会提升其学 习 的水平 ， 也能

让其有信心去开展其 它活动 ， 同 时课堂氛 围 也 不至于特别 凝重 。

其次 ， 关于教师课堂教学任务方面 ， 应让其关注相关 的难点 与 重 点 ， 让学 生

在掌握课本知识 的基础上对相关 问 题进行思考 ， 以此来使教学更好地与学 习 思维

进行配合 。

再次 ， 在课堂氛 围 营造方面需关注语言 的 幽默性 ， 教师讲授知识 时应保持较

好的态度 ， 尽可 能 的 关注到所有 学 生 ， 以眼神对其进行肯定 ， 让学 生在获得赞许

的基础上进行 学 习 。 如果教师可 以很好 的掌握相关技巧 ， 课堂氛 围就会变得更加

轻松愉悦 ， 教学效果也会得到进
一

步提升 。

以上分析 主要是为 引 起教师 的关注 ， 使其注意到 营造课堂氛 围 的 重要性 。 因

为 对于教学 活动来讲 ， 课堂氛 围伴随其左右 ， 并且直接影响 学 生 的学 习 状态 以及

师 生关 系 。 当课堂氛 围 良好时 ， 很多 问 题会 自 然而然 的 消失 ， 但 当 课堂氛 围较差

时 ， 学 生不仅会丧失学 习 兴趣 ， 还会影响整体的教学成果 。

６ ． ５ 提升 中文学院的管理水平

对于约旦大学 当 下 中 文学院或汉语专业 的 管理制度 ， 存在很 多 问 题 。 举例来

讲 ， 很多 学 生会谈到约旦大学 的 中 文与英文 的专业 问题 ， 认为这 两个专业是完全

独立 的 ， 这样的专业设置只 是单纯的将对外汉语视作独立性较强 的 学科来看待 ，

并据此来安排教学任务 。 就 目 前 的情况看 ， 在 中文与英文这两个外语专业之 间 ，

肯定是汉语专业不如英语专业受 到 重视 。 很早就得到 了 相 关人 员 的关注 ， 但到现

在还没有处理好 。

本文 当 中 的 问 卷调查就可 以很好 的显示 出 学 生在此方面 的不满 。 另 外 ， 学校

仍然采用 传统 的教学方法 ， 即老师讲课 ， 学 生听课的方式 。 对于这种传统 的教学

方法必须进行改革 ， 即在课堂上学生是主体 ， 老师扮演 的是辅导 的 角 色 。

除此之外 ， 有关作业方面也应进行优化 ， 单纯的抄写 生词虽 然在拼写方面有

一定的作用 ， 然而实际作用 是很低的 ， 也会 占 用 学 生较 多 的 时 间 。

还有关于考试方面 ， 因 为缺少相 关 的监督体系 ， 有 时汉语考试 时 ， 教 师 的监

考状态是可能不到位的 ， 个别 学 生 的作弊不被阻止 ， 会影响其他考 生 的积极性和

考试结果的公平性 。 所 以必须对约旦的 中 文学 院教师进行关注 ， 确保考试的严格 、

顺利开展 。

对于 出 国 留 学 的 约旦学 生来讲 ， 当 其 回 国 之后 ， 是不可 以 筒 单的 和本地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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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起进行 管理的 ， 应对其进行针对化 的处理 ， 或者是 以分层次化 的 方式 予 以 管理 。

６ ． ６ 增加实 习机会 ， 优化就业 问题

就 当 下来讲 ， 汉语专业 的 学 生和其他专业 的学 生有 同 样的处境 ， 即就业难度

较大 ， 但这个 问 题并非是不能解决的 。 笔者认为 可 以 通过下述几 点来进行分析 。

第
一

， 关注学 生 自 身 ， 要求学 生努力 优化 自 身 的综合素养 ， 在大学 中 获取到知识

的 多 少直接关 系 到 其 日 后 的就业状况 。

第二 ， 就学校来讲 ， 需要提升有关汉语专业方面 的 管理水平 ， 优化相关教学

管理体 系 ， 让学 生更好地适应市场发展 ， 比如在寒假 、 暑假期 间 ， 学校可 以安排

学 生进行实 习 ， 来获取相关实践经验 ， 为 日 后 的就业奠定基础 。 除此之外 ， 政府

与 社会 同 祥应该对此 问 题进行关注 。 对于约旦政府来讲 ， 需要完善就业方面 的 管

理力 度 ， 建立起有 关就业方面 的长效机制 。

社会 中 的企业 同 样应该与就业市场或学校进行配合 ， 以针对性 的 方式服务于

毕业 生 的工作 。 这种方式可 以优化约旦学 生 的 自 我认知水平与 自 信程度 ， 在提升

就业率 的基础上增强毕业 生 的 幸福感 。

就 当 下来看 ， 实际的就业状况是十分严峻的 ， 特别 是汉语专业的 学 生 。 其若

想寻求
一份相对稳定 、 待遇较好的工作是十分 困难的 。 之所 以会 出现这样的状况

是 由 下述相 关原 因造成 的 。 第
一

， 约旦与 中 国 的关系 即便融洽度再高 ， 然而有关

合作与 交流方面 的水平却较低 ， 例如约旦 的 中 国企业数量较少 ， 所能够提供的工

作机会就会很少 。 部分学 生还会 因 汉语专业 的就业难度大就直接放弃此专业 。

在约旦大学 中 ， 汉语本科 生 的专业为英汉双语 ， 然而 由 于汉语相应 的教学效

果较差 ， 并且学 生 自 身 的水平偏低 ， 所 以汉语专业 的就业情况 受 到影响 。 因 此为

了 最大程度上提升毕业 生 的就业率 ， 中 国 与 约旦 需就此进行商讨 ， 得 出 切实 的方

案来为 学 生服务 。

除此之外 ， 翻译方面 同 样应进行关注 ， 当 下世界范 围 内 对翻译的关注是很高

的 ， 然而约旦大学却没有关注 ， 所 以提升 中 阿语言翻译方面 的教学水平 、 增 加相

关课程数量也应被划 归到教学计划 中 。 通过分析 当 下毕业生 的具体就业情况 能够

发现 ， 与其 需求吻合度最高 的就是翻译 ， 因 此必须关注 学 生在此方面的水平 ， 才

能为 其 日 后的工作奠定坚实 的基础 。

综上所述 ， 我的论文基于 自 己 多 年 的汉语学 习 体会和暑期 调查访谈 ， 总结 归

纳 出 了
一

些在约旦高校从事汉语教学 的 中 国教师队伍存在 的 问 题 ， 指 出 了 约旦社

会和家庭 目 前对汉语仍不够重视的主要原 因 ， 讨论 了 约旦的汉语学 习 者主要面 临

的学 习 困难与 障碍等 ， 并建议从师 资培训 、 教学法改革 、 教材编 写 、 学校管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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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实 习 等方面 ， 努力 实现汉语教学与 传播上的 不 断改进 ， 切 实提高约旦汉语教

师的综 合素 质和学校认可度 ， 帮助汉语教师更得心应手的开展汉语教育工作 。 同

时也希望 两 国领导人能加强跨 国合作 ， 创造就业和交流机会 ， 有效帮助汉语专业

约旦学 生更全面地 了 解 中 国 、 更快速有效地学好汉语 ， 并更方便地找到他们 梦想

的好工作 。

由 于 目 前 中 国和约旦对这类 问 题的研 究和 思考都极其缺乏 ， 我 的 亲身体会 、

认真 比较和 改进建议也只 反映 了 相关 问 题 的
一

点初步探讨 。 今后我
一定会在汉语

学 习 、 教学和翻译 的方 向 上 ， 继续这
一

领域的关注和思考 ， 为促进 中 约 两 国 的文

化交流贡献 自 己 的 绵薄之力 。

２ ５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简论约旦汉语教学面临 的挑战

参考文献

专著 ：

［ １ ］ 亨 廷顿 ． 文 明 的冲突与世界秩序 的 重建 ［Ｍ］ ． 新华 出 版社 ， ２ ００２

［２ ］ 哈桑本阿里 ． 教育思 想 ［Ｍ ］ ． 哈菲 兹 出 版社 ，
１ ９８８ ．

学术期刊 ：

［ ３ ］ 刘桂敏 ． 现 阶段 中 国社会教育 目 标定位思考 ［ Ｊ ］ ． 吉林省经济 管理干部学院

学报 ，
２ ０ １ ０

，
２ （０５ ） ：１ ２

－

１ ６ ．

［４ ］ 李家成 ． 当 代 中 国 学校教育价值取 向 ： 概念与 研 究定位 ［ Ｊ ］ ． 宁 波大学学报 ，

２００３
，６

（０３ ） ： ２ ３
－

２６ ．

［ ５ ］ 汪 四红 ， 李晓星 ． 中 国 传统美德教育在高校思修课程 中 的教学思考 ［Ｊ ］ ． 深圳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２０ １ ６ ，４ （０２ ） ：１ ３

－

２ ０ ．

［ ６ ］ 胡 凯 ． 阿 拉 伯 国 家 青 少 年 心 理 成 长 问 题 探 析 ［Ｊ ］ ． 考 试 周 刊 ， ２００８ ，

６（０３ ） ：３ ３
－

４２ ．

［ ７ ］ 方长 明 ， 王 莹 ． 教育和经济 因 素对阿拉伯社会稳定的影响 ［Ｊ ］ ． 武汉大学学

报 （ 人文科学版 ） ， ２０ １ ４ ， １ ２ （０ １ ） ：５ ５
－

６ １ ．

［ ８ ］ 孔 祥 田 ． 阿 拉 伯 哲 学 （ 人 论 ） 思 想 分 析 ［ Ｊ ］ ． 中 国 穆 斯 林 ，
２００２

，

１ ０ （０ ３ ） ：１ １

－

２６ ．

［ ９ ］ 王有 勇 ． 中 阿教育合作 的现状与 未来 从 中 埃教育 合作谈起 ［ Ｊ ］ ． 阿拉伯世界

研 究 ，
２００６ ， ２ ３ （０ １ ） ： ６６

－

６９ ．

［ １ ０ ］ 陈寿朋 ， 杨立新 ． 构件和谐社会的 生 态道德教育 申 视 ［ Ｊ ］ ． 道德 与文明 ，

２００ ７
，５ （０ ７ ） ： ５ ５

－

５６ ．

［ １ １ ］ 季羡林 ． 东 方文化史语 ［Ｊ ］ ． 黄 山 书 社 ，
１ ９８ ７

，
１ ２ （０２ ） ：１ ３

－

１ ６ ．

［ １ ２ ］ 杨 怀 中 ， 余振 贵 ． 伊斯 兰 与 中 国 文 化 ［ Ｊ ］ ． 宁 夏 人 民 出 版 社 ，
１ ９９４

，

２２（ １ ０） ： ６３
－

６６ ．

［ １ ３ ］ 陈 天 社 ． 阿 拉 伯 国 家 的 中 国 留 学 生 及 其 影 响 ［ Ｊ ］ ． 世 界 民 族 ，
２００８

，

３ （０２ ） ： ５
－

８ ．

［ １ ４ ］ 杜 亢 ． 阿 拉 伯 的 高 等 教 育 与 中 国 留 学 生 ［Ｊ ］ ． 国 际 人 才 交 流 ，
２００４

，

６（０ ３ ） ： ２ ３
－

２６ ．

［ １ ５ ］ 阿健 ． 阿拉伯 留 学 生
“

文化休克
”

现象及对策研 究
—

以义乌 市为例 ［Ｊ ］ ． 经

营 管理者 ，
２０ １ ５

，
１ ３ （０４ ） ：５５

－

５６ ．

［ １ ６ ］ 魏 明 ． 浅析对外汉语教学效果 的 影响 因 素 及对策 叫 ［ Ｊ ］ ． 環州 大学 学报 ，

２ ６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简论约旦汉语教学面临 的挑战

２００４ ，１４ （０ ２ ） ：５ １
－

５２ ．

［ １ ７ ］ 焦颖莹 ． 约 旦 中 学 生汉语教学 中 的课堂 管理 问 题
—

— 以 Ｂ ｉｓｈｏｐＳｃｈｏ ｏｌＦｏｒ

Ｂｏ ｙ ｓ为 例 ［ Ｊ ］ ．散文百 家（新语文 活 页 ）
，２ ０ １７（０ ４ ）： １７ ０．

 ［ １ ８ ］纪 新 ． 约 旦哈希姆 王 国汉语教学概 况 ［ Ｊ ］ ． ．世界汉语教 学 学会通 讯２ ０ １４

 年 第 １ 期 （ 总 第 ２ ２ 期 ） ．２ ０ １ ４ ： ３．

 ［ １ ９ ］ 钱 多 ，关天 尧 ． 约旦汉语 教学之发展 历程 和现状分 析 ［Ｊ ］ ． 南 京晓 庄 学 院学

 报
，２ ０ １

３
，２

９（ ０ １ ） ：８
９

－ ９ １．

 ［２ ０ ］王海 涛 ．约旦安 曼ＴＡ Ｇ孔子 学 院的汉语教 学 ［ Ｊ ］ ． 云 南师范大学学 报（对外汉

语教 学与 研究 版 ）
，２ ０ １

１
，

９（０ ２ ） ：８
５

－ ８ ７．

学位论 文：

［ ２ １ ］杨婷 婷 ． 多元视 角 下 的 中 国 中小学教师教育政策研 究［ Ｄ ］ ． 广 西师范大 学，

２００ ６．

 ［ ２ ２ ］艾瑞 海 ．阿拉 伯国家汉语教学的现 状 ， 面 临的挑 战 与对 策［ Ｄ ］ ． 华 中 师范大

 学
，２ ０ １ ６．

 ［ ２ ３ ］张 丹 ．《古兰 经 》女子教 育思想 研 究［ Ｄ ］ ．江西师范大 学
，２ ０ １ ０．

［２ ４ ］董扬 眉 ． 中国家庭教育体 系的 研究构 件［ Ｄ ］ ．西安工业大 学
，２ ０ １ ３．

 ［ ２ ５ ］ 钱 多 ．约旦没语教学之发展历程和现状分 析［ Ｄ ］ ．沈 阳师范大 学 ， 国际教育学

 院
，２ ０ １ ２ ．口

 ［２ ６ ］王子 义 ．埃及汉语师 资的现状与对策分 析［ Ｄ ］ ．江 西师范大 学
，２ ０ １ ０．

 ［ ２ ７ ］纪 新 ．约旦哈西姆 王国汉语教学概 况［ Ｄ ］ ． 山 西师范大 学
， ２ ０ １ ０．

 ［２ ８ ］王媛 晨 ，关于约旦汉语教学情况调 查［ Ｄ ］ ，沈 阳师范大学硕士论 文
， ２ ０ １ ５．

外文论 文：


［２

９］
Ｍｃｇｉｎｎ ｉｓ Ｓ．ＴｈｅＬｅｓｓＣｏｍｍｏ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 ｅ：ＡＲｅｐｏｒ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ｔｈｅＬｅｓｓ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Ｔａｕｇｈｔ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
［
Ｊ

］．ＡｄｆｌＢｕ ｌｌｅｔｉ
ｎ， １９９

４，

２ ５ ： １
７－２ ２．


［３

０］
 Ｂｉａｎｃｏ 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Ｕｓｅｉｎ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ｓ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ａｍｏａｎＳｃｈｏｏｌ ｓ

．
［
Ｊ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ｏ 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Ａｕｓｔｒａｌｉ
ａ，

 １９ ９
１

， １ ：８
３

－ １０ ０．


［ ３

１］
ＪｉＸｉ ｎ．Ｔｈ

ｅ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

ｎｇ
ｉｎＨａｃｈｅｍ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Ｊｏｒｄａ
ｎ
［
Ｊ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２ ０１４ｆｉｒｓｔ
（ｔｏｔａｌｔｗｅｎｔ

ｙ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ｓｓｕ
ｅ

）．２ ０１ ４： ３ ．．

２ ７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简论约旦汉语教学面临的挑战

［
３２

］
ＢｕｔｒｏｓＡ ．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ｆＥｎｇｌｉ ｓｈａｔＰｏｓｔ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Ｌｅｖｅ ｌ ｓｉｎＪｏｒｄａｎ
［
Ｊ
］

．Ｅ ｌ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

１ ９６８
，
ＸＸＩＩ

（
２
）

： １ ６ １
－

１ ６７ ．

２ ８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简论约旦汉语教学面临的挑战

附录 ： 问卷 、 回答记录

调查问卷 （针对学生 ） ：

性别 ： 男 ／女专业 ：年龄 ：国际 ：

关于 中约教育文化差异

１ 、 你认为 中 国和约 旦教育文化有差异吗 ？ 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

２ 、 你认为 老 师和学 生 的关系 应该是怎样 的 ？ 老 师应该
“

严格要求
’ ’

才是好

老 师 吗 ？

３ 、 对 目 前 的外语教 学方式 的看 法 ？ 什 么样的课堂氛 围是你喜欢的 ？

４ 、 上课的 时候发 生 过什 么事情让你觉得约旦 的和 中 国 的文化是不 同 的 ？

５ 、 你 学 习 汉语的 目 的是什 么 ？

关于约旦社会与家庭对汉语教育的影响

６ 、 你 的家庭教育有 进行外语的教学 吗 ？

７ 、 你 的 中 小学外语学 习 经历给你总体 印象 ？

８ 、 你 的父母是如何看待个人道德 问 题和 学 习 成 绩 的排名 ？

９ 、 约旦学 生 的家长会支持孩子学汉语吗 ？ 为 什 么 ？

１ ０ 、 你有在 中 国 学 习 的经历 吗 ？ 如果有 ， 你觉得最不适应 的 学校规章制度是

哪 些 ？

１ １ 、 你所处的社会的价值观是怎 么样 的 ？
一个人的

“

成功
”

是指什 么 ？

关于在约旦教汉语或学汉语

１ ２ 、 你学 习 汉语的 时 间 ， 能谈谈感 想 吗 ？

１ ３ 、 每星期汉语学 习 的强度应该多 大 ， 多 少小 时合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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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问卷 （针对老师 ） ：

性别 ： 男 ／女学位 ：国际 ：在约旦教汉语的时间 ：

关于 中约教育文化差异

１ 、 你认 为 中 国 和约旦教育文化有差异 吗 ？ 主要体现在 哪 些方面 ？

２ 、 你认 为 老师和 学 生 的关 系 应该是怎样 的 ？
“

遵纪 守法
”

的 学 生才是好学

生 吗 ？

３ 、 对 目 前 的外语教学方式 的看法 ？ 什 么样的课堂氛 围是你喜欢 的 ？

４ 、 上课的 时候发 生过什 么事情让你觉得约旦 的和 中 国 的文化是不 同 的 ？

关于约旦社会与家庭对汉语教育的影响

５ 、 你 的 学 习 经历和现在教育给你总体 印 象 ？

６ 、 学 生 的父母是如何看待个人道德 问 题和 学 习 成 绩 的排名 ？

７ 、 约旦学 生 的家长会支持孩子学汉语吗 ？ 为 什么 ？

８ 、 目 前学 生的社会 的价值观是怎 么样 的 ？
一

个人的
“

成功
”

是指什么 ？

关于在约旦教汉语或学汉语

９ 、 你教授汉语 的 时 间 ， 能谈谈感想吗 ？

１ ０ 、 每星期汉语学 习 的强度应 该 多 大 ， 多 少小 时合适 ？

１ １ 、 你觉得在约旦 ， 汉语 （ 或者教师 ） 老师这个职业 的地位怎 么样 ？

１ ２ 、 你和约旦学 生沟通 的 时候有没有什 么 障碍 ？ 你 觉得 中 国老师在约旦能 管

理好课堂 吗 ？

１ ３ 、 你是用 什 么办法去激励学 生学 习 汉语 的 ？ 教汉语 的 时候你用 有什 么独

特的教学方法去教约旦学 生 ？

１４ 、 你觉得不 同 的文化会影响上课的效果吗 ？

３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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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 回答记录 （根据 中位数 ） ：

１ 、 你认为在约旦教学 与在 中 国有差异吗 ？ 主要体现在哪 些方面 ？

答 ： 有 ， 学 生和老 师对待教育 的态度 、 教育方式 、 教育环境 ， 学 习 外语 的 目

的性有
一定不 同 ， 约旦人学 习 外语主要 目 的是 为 了 和 中 国 交流 、 做 生意 （有 １ ５

位约旦学 生提及 了 和 中 国做 生意 ）
， 中 国 的 学 生很 多 学 习 的外语 的 目 的 为 应付考

试 （ 有 ４ 位老 师选择 了 这个 回 答 ） 和找到好的工作 。

２ 、 你认为老师和 学 生 的关系 应该是怎样的 ？ 老 师应
“

严格要求
”

才是好老

师吗 ， 或者说遵纪 守法 的 学 生才 是好学 生 ？

答 ： 老 师和 学 生 的 关 系 应该是亦 师亦友 （有 １ ７ 名 学 生 回答 了 和老 师成 为 朋

友 ） ， 平等 的交流和探讨 。

“

严格要求
”

的教学方式是有必要 的 ， 但是要奖罚 分

明 ， 讲究
一

定方法 。 积极主动 的 学 生 ， 自 我约束力 强的 学 生会提高 的很快 ， 遵纪

守 法是有 需求的 （ ３ 位老 师希望 学生可 以在课堂上遵守老师 的要求 ） ， 但不是绝

对的 。

３ 、 对 目 前 的外语教学方式 的看法 ？ 什 么样的课堂氛 围是你喜欢 的 ？

答 ： 目 前 的外语教学方式来评判 学 生最主要 的用 是考试 ， 但是实 际 生活 当 中

的语言水平很难在考试成绩上体现 ， 希望可 以在 口 语和 听力 上 多 进行培训 ， 让大

家的 实战能力 变得更强 。 轻松愉快 ， 且大家可 以 自 由 发言和讨论 的课堂氛 围 比较

受欢迎 （有 １ ９ 名 学 生提到 了 自 由 的课堂氛 围 ） 。

４ 、 上课 的 时候发 生 过什 么事情让你 觉得约旦 的 文化和 中 国 的文化是不 同

的 ？

答 ： 中 国 的课堂氛 围 比较拘谨 ， 大家都 非 常 的尊敬老师 ，

一

般 为 老师授课大

家听讲 ； 而在约 旦 ， 课 堂 的氛 围 相对 自 由 ， 学 生可 以 随意打断老师 的讲课 ， 自 由

发言和讨论 的 时 间 较多 （ ６ 名老 师 的普遍的感觉 ） 。

５ 、 你学 习 汉语的 目 的是什 么 ？

答 ： 大 多 数学 生的答案 为 和 中 国做 生意 ， 会汉语经 商会 比较的容易 ， 有
一

小

部分的学 生 想去 中 国看看 ， 多 学 习 的 中 国 的传统文化 ， 或者 为 纯粹爱好语言 。

５ 、 你 的 中 小学经历给你总体 印 象 。

答 ： 比较的轻松 ， 没有 太大的学 习 压力 （ 通过调查得知 ， 很 多 的 约旦学 生 中

小学 的教育 ， 比较 的轻松 ， 下课的 时 间很早 ， 休息 日 很 多 ） 。

６ 、 你 的家庭教育有进行外语 的教学 吗 ？

答 ： 比较 筒单 的英语教学 ， 取决于家庭的 背景 （有 １ ４ 名 学 生 ， 在家里父母

进行英语教学 ） 。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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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 你 的 中 小学外语学 习 经历给你总体 印象 ？

答 ： 约旦的小学 ， 大 多 以对话 的方式进行教学 ， 对于 阅 读和拼写 的要求较少 ；

中 学 的话 ， 以 阅 读西方的经典为 主 ， 拼写 的锻炼靠 阅 读 。

８ 、 你 的父母是如何看待个人道德 问 题和学 习 成 绩 的排名 ？

答 ： 个人道德和宗教 问 题为 第
一位 。 （ １ ６ 位学 生选择 了 个人道德 ，

９ 位学 生

选择 了 宗教 ）

９ 、 约旦 学 生 的家长会支持孩子学汉语吗 ？ 为什 么 ？

答 ： 大部分会支持 （ １ ６ 位学 生表示家长支持 ）
， 中 国 在 阿拉伯 国家 的曝光

度越来越高 ， 越来越 多 的 中 国人前往约旦进行投资 ， 学好 中 文可 以 获得更好的 工

作机会 。 也有小部分 ， 家长 的宗教观念较强 ， 觉得女 生 学 习 外语 ， 出 国 发展不放

心 （ １４ 位全为 女 生 ， 表示家长并不支持学 习 中 文 ） 。

１ ０ 、 你有在 中 国 学 习 的经历 吗 ？ 如果有 ， 你觉得最不适应 的 学校规章制度是

哪些 ？

答 ： 约旦高等教育有交换生 的项 目 ， 大部分的 学 生都有机会去 中 国 交换 留 学

（ 接受调查的 ９ 位大三 以上 的 学 生 ， 都在 中 国 学 习 过 ）
， 最不适应 中 国大学的规

章制度为 需要在寝 室住宿 ， 有很多 的公共课 。

１ １ 、 你所处 的社会的价值观是怎 么样 的 ？
一个人的

“

成功
”

是指什 么 ？

答 ： 约旦的社会的价值观为 有 些人觉 得成 为 有钱人 （有 ２ ３ 位学 生选择 了 物

质上的 东西 ） ， 人在
“

成功
”

在于拥有 多 少财 富 ， 也有部分人 ， 追求 内 心的平静 ，

拥有
一个安定的家庭是

“

成功
”

的 。

１ ２ 、 你教授或学 习 汉语的 时 间 ， 能谈谈感 想 吗 ？

答 ： 平均为 ２ 年 ， 多 数人的感想 为 非 常 的有趣 ， 希望 以 后可 以 多 在 中 国发展 ，

也有少部分学 生觉得 中文太难 ， 没有信心完成学业 。 老 师 的看法为 希望在海外 多

进行汉语的推广 ， 弘扬 中 国文化

１ ３ 、 每星期汉语学 习 的强度应该 多 大 ， 多 少小时合适 ？

答 ： 平均 １ ６ 个小 时 。 每天 ４ 个小 时 ， 每周 ４ 天 。

１ ４ 、 你觉得在约旦 ， 汉语 （ 或者教师 ） 老师这个职业 的地位怎 么样 ？

答 ： 不是特别 的高 （ ５ 位老师觉得教师 的地位在约旦并不高 ） ， 约旦的社会

还是希望能成 为工程 师这样 的职业 。

１ ５ 、 你和约旦学 生沟通的 时候有没有什 么 障碍 ？ 你觉得 中 国老 师在约旦 能 管

理好课堂 吗 ？

答 ： 有 比较大的文化的 隔 阂 ， 思考 问 题的方式有 时会 出 现误解 ； 在约旦 ， 中

国老师还是 比较受尊敬的 ， 能 管理和控制课堂氛 围 。

１６ 、 你是用 什 么办法去激励学 生 学 习 汉语 的 ？ 教汉语 的 时候你用 有什 么独

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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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教学方法去教约旦学 生 ？

答 ： 激励学 生的方式 为 主要赠送 中文 的 书 籍 ， 激励 的方式不 多 ， 主要看个人

的兴趣 ； 教汉语 的独特方法为让学 生 多 去看 中 文 电影和 电视剧 （有 ５ 位老师提及

了 观看 中文 的影视材料来培养兴趣 ） ， 提高相应 的语感 。

１ ７ 、 你觉得不 同 的文化会影响上课的效果吗 ？

答 ： 会 ， 不 同 的文化背景 ， 还有 中 国老师教学 的方式和 传统 的约旦教育方式

有 的不 同 ， 导致有 学 生没办法适应 ， 约旦 的老师的教学 时 间 基本只 在课堂上 ， 但

是 中 国老师对于课后作业等较为关注 。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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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与访谈情况介绍 ：

本次
一

共调查 了１ ００ 人 ， 收 回 了６６ 份 问 卷 ， 访谈 了８ 个人 。

一

． 回 收的 问 卷 中 １ ６ 份为 在约旦教授汉语的老师 ，
３ ７ 份为 在约旦 的汉语学

习 者 ，
１ ３ 份 为 非汉语的外语学 习 者 。

二
． 我访谈的 ８ 位老 师分别是 ：

Ｈａｎｗｅｎ ＸＵ
， 目 前就职于约 旦大学 的汉语教师 ， 女 ， 台湾 籍 ， 派遣至约旦 已

经三个 月 ；
（ ２０ １ ７ ． ８ ． ２ ， 约旦大学 ）

ＨａｏＺＨＡＮＧ ， 约旦大学担任汉语教学工作 ， 男 ， 上外 中 东研 究 所教 员 ， 外派

到约旦 已满 １ 年 ；
（ ２０ １ ７ ． ８ ．１ ３ ， 约旦安曼 ＴＡＧ 孔子学院 ）

Ｊ ｉ ｅＤ０ＮＧ ， 在 ＴＡＧ 孔子学院担任汉语老师 ， 北二外毕业 ， 已有 ２ 年 的对外汉

语教学经验 ， 在此之前也 曾在埃及孔 院工作 ， 对 阿拉伯人较熟悉 ；
（ ２０ １ ７ ． ８ ．１ ３

，

约旦安曼 ＴＡＧ 孔子学 院 ）

Ｊ ｉｎｇ ｓｈｕＺＨＡＮＧ ， 在约旦大学 以及约旦安曼 ＴＡＧ 孔子学 院工作 ， 女 ，
山 东籍 ，

第
一

年到约旦 ；
（ ２０ １ ７ ． ９ ．７ ， 约旦安曼 ＴＡＧ 孔子学院 ）

Ｌ ｉｈｅｎｇ Ｌ ＩＵ
， 在约旦大学从事汉语教学工作 ， 在约旦工作实 习 的 第二年也是

外派的最后一年 ；
（ ２０ １ ７ ． ８ ，２

， 约旦大学 ）

Ｂａ ｉ ｊｕｎＸＩＡＯ ， 汉语教学硕 士 ， 在约 旦安曼 ＴＡＧ 孔子 学 院教学 的 第 二 年 ；

（ ２０ １ ７ ． ９ ．７ ， 约旦安曼 ＴＡＧ 孔子学 院 ）

Ｆｅ ｉ ｆａｎＨＵＡＮＧ
， 在奥马 利 亚高 中 学校工作 ， 纯汉语老师 ， 阿拉伯语本科 学位 ；

（ ２０ １ ７ ． ８ ．２
， 约旦大学 ）

Ｊ ｉＱ Ｉ ， 北京大学 ， 英语专业研究 生 ， 在约旦安曼 ＴＡＧ 孔子学 院 ， 外派教授

中 文
一

年 。 （ ２０ １ ７ ． ９ ．７ ， 约旦安曼 ＴＡＧ 孔子学 院 ）

三 ． 被采访 的 学 生 的平均年龄在 ２２ ．７ 岁 ， 被采访 的老 师的平均 年龄为 ２ ９ ．２

岁 。

四 ． 被采访 的 学 生 中 ６０％参加过汉语 ＨＳＫ 考试 。

五 ． 被采访 的老师 中有 １ ００％接 受过专业外语教育 ，
５０％接受过阿拉伯语教育 。

六 ． 访谈 ８ 人的平均 时 间 超过 ３０ 分钟 。

（ 注 ： 在调查过程 中 ， 由 于老 师和 学 生都很忙 ， 我 常 常要在很零星 的 时 间 里恳求

他们接受采访或帮助我 。 我发现无法实现 自 己原来 的许 多设想 。 同 时我也发现 自

己对如何设计 问 卷和进行调查是知识和经验很不够 的 ， 今后 我会继续努力 让 自 己

做得更专业 。 ）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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