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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哈希姆王国汉语教学概况
		约旦费城大学孔子学院			纪新

约旦哈希姆王国作为一个西与巴勒斯坦、以色列为邻，北与叙利亚接壤，东

北与伊拉克交界，东南和南部与沙特阿拉伯相连的阿拉伯内陆国家，在地区事务

中发挥着独特作用。中国与约旦 1977 年建交，于 1979 年签订文化协定，三十

多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开展了多方位、多渠道、多层次的交流。汉语

教学作为重要媒介之一，在两国文化交流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约旦汉语教学的历史与现状

约旦汉语教学起步较晚，2004 年才在约旦大学开设汉语选修课程，选修的

学生不到 10 名，一名国家公派汉语教师。从 2009 年开始约旦汉语教学进入高

速发展阶段。

1．汉语专业教育、孔子学院（课堂）教育和汉语培训处处开花

2009 年是约旦汉语教学的分水岭，这一年约旦大学正式成立四年制本科，

约旦安曼 TAG孔子学院于 2009 年 4月揭牌，约旦军队外语学院也于该年对部

队军官展开汉语培训。成立之初，除约旦军队外语学院生源固定每期 30人外，

其余几所学校起步都很艰难。约旦大学中文系成立之初，学生不到 20 人，安曼

TAG孔子学院的生源也相对有限。

几年下来，约旦的汉语教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约旦大学中文系从

2011 年开始每年都能招收新生 60人左右，2012 年中文专业学生达到了 130余

人，成为该校除英语之外的第二外语专业。由聊城大学和约旦费城大学合建的孔

子学院也于 2011 年挂牌成立。两所孔子学院通过开办商务汉语、华侨班等特色

课程和周到细致的服务，吸引了不少汉语爱好者来校学习。下属伊斯兰教育学院、

马什拉克国际学校孔子课堂，全年学生超过 1000 人，其中伊斯兰教育学院更是

把汉语作为第二外语进行教学。军队外语学院作为官方背景合作新模式，继续在

汉语培训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约旦费城大学这两年也计划开设汉语专业。

2．汉语教学辐射力不断增强，教学水平不断提高

听以前外派汉语老师介绍，学生在校园里见到他打招呼的时候，不是“안녕

하세요”（你好），就是“おはよう”（早上好），甚至是“تنأ ةينيبلفلا؟”（你

是菲律宾人？），很少有学生用“你好”来打招呼。几年过去了，情况差不多反

了过来，他们往往先用“你好”打招呼，然后才是“안녕하세요”或是“おはよ

う”。这一方面当然与中国综合国力和影响力的增强有关，但也不能忽视汉语教

学的作用。还有所谓一传十、十传百，随着汉语辐射力的加强，同学、亲人和朋友，

他们会交相推荐，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据了解，约旦大学学习汉语的学生中至

少有 3对是姐妹或表姐妹关系，孔子学院也有学生家长要求自己的孩子大学学习

汉语专业，更不用说那些与中国有商贸往来的子弟了。

我们对约旦大学外语学院非英语专业的学生进行了一个满意度的调查。汉语

专业的学生对于自己专业的满意度达到了 97.3%，原因主要有教学方法好、汉语

水平高、老师热情活泼等。学生不满意是因为汉语太难、老师没完全按学校大纲

上课、很难获得奖学金等。有意思的是，其他专业的学生对中文系的满意度也达

到了 83.6%，中文系学生水平高、得到老师的关心和照顾更多、团结有活力是他

们最满意的三点。

这几年汉语教学水平的提高可以从历届“长城—佩特拉杯”汉语桥比赛和学

生参加汉语水平考试的情况看出来。2009 年首届“汉语桥”比赛时，学生阅读

还需借助拼音，2010年主题演讲都能脱稿，现场问答和才艺展示也是应答如流、

精彩纷呈。2011 年的“汉语桥”比赛由 2010 年冠军哲娜主持，选手林娜在现

场问答环节回答汉语什么最有意思时，以“啊”的四个声调分别代表不同的语用

意义，赢得了观众的满堂喝彩。学生的进步还表现在汉语水平考试（HSK) 成绩

的提升上。2011 年推荐首批孔子学院奖学金生去中国的时候，只有两个学生通

过HSK2 级，从 2012 年起学生至少通过HSK3 级才具有推荐资格，目前通过

或达到HSK4级水平的已不下20人。中小学的情况也是如此，不管是“汉语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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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还是YCT考试，每年水平都有提升。军队外语学院则从最初只知道成龙、

李小龙，到后来发现原来汉语天地这么宽广。

二、约旦汉语教学的区域性审视

通过汉语专业教育、孔子学院（课堂）教育和汉语培训，这几年汉语辐射力

和影响力确实取得了不少进展，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是由区域性的文

化和教育体制造成的。

1．教育环境和教学对象的区域性审视

刘欣路（2012）曾咨询过中国驻埃及、约旦、苏丹使馆文化处以及外派中

国教师，他们通过调查发现，绝大多数人学习汉语的初衷是为了良好的工作机会

而非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此外，文化上的戒备心理也对汉语学习产生一定的

影响。约旦大学曾发生过两桩这样的事情：一是 2010 年推荐首批孔子学院奖学

金生的时候，外派教师为了开个好头，也为了给以后的学生希望，推荐了两名学生，

但其中一个学生家长不愿意让女儿去中国。汉语老师好说歹说也不起作用，最后

趁他们祷告只好把安拉请了出来，说：“你看你有几个女儿，这个女儿最聪明是

不是？这是安拉的旨意。现在要派你的女儿去中国，这也是安拉的旨意。”这位

家长这才同意。还有一件事，当时上海市政府跟约旦教育部有交流协议，2010

年夏季准备选送两名学生去上海参加夏令营，结果一个学生以中国没有Habis（一

种约旦特色饼）为由拒绝，另一名学生在签证都由老师帮他办好的情况下，最终

没有参加，原因是要他先垫付机票。此外，还有些学生由于课程体制的限制，出

于拿学分的心态选择了汉语作为第三外语，一些从事中阿贸易的家长也带有强制

意味，迫使自己的孩子学习汉语。

孔子学院和汉语培训中心的学生，从几岁到五六十岁，一般为汉语爱好者、

汉语补习人员和社会工作人员，他们目的明确，但学习动机各不相同，时间也比

较零散。教师面临着这些复杂的教学对象，教学环境也更为复杂多变。

2．教育体制和课程规划的区域性审视

约旦跟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一样，其高等学校的教育体制和课程设置带有明

显的西化色彩。本土化特征的缺失使得教学和课程设计有时脱离实际，不符合

教学和专业发展的要求。对于汉语教学，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目前所设的

专业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在约旦，人文社会科学长期占主导地位，

毕业生供大于求。汉语教学起步较晚，2013 年才有首届毕业生，这个问题还

不那么突出，但在以后的专业发展中，如何规避由于专业设置和市场需求所产

生的矛盾、为学生寻求就业机会，是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二是约旦高校的汉

语课程设置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如约旦大学开设的汉语专业实际上是中英双语

专业，以英语为主，汉语每周学时才 6 个小时（三、四年级为 9 个小时）。但

学校对汉语专业的课程安排是，在一年的基础汉语后，就分为语音、语法、写作、

翻译等课程，且过分地强调各门课程间的区别，人为地割裂课程的协调性、统

一性。比如语音课就是讲授语音理论，语法课就是讲授语法理论，最终结果就

是学生语音、语法规则掌握熟练，而语言能力没有提高。因此，在课时有限的

情况下，采用类似英语专业的教学计划是完全不合理的，一年的基础汉语学习

根本达不到分课程教学和理论教学的水平。此外，也有教师看到了本土化的缺失，

于是就自己组织材料和编写教材，但实施过程中却比较激进，教学内容缺乏系

统性、科学性和合理性。

中小学汉语教育中，部分学校由于过分强调“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

的实用主义的教育观念，只是通过游戏进行汉语教学，在教学中很难系统地、

有组织地讲授什么东西。教学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在课堂组织和教学纪律的维

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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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议与对策

1．汉语专业教育、孔子学院（课

堂）和汉语培训应分工合作

由于教学目的和教学对象的不同，

汉语专业教育、孔子学院 (课堂 ) 和汉

语培训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

都存在差别，三者应该有一个大致的

分工。中文专业应强调学历教育，在

课程设置和学生所需达到的水平上要

有明确的要求；孔子学院（课堂）和

汉语培训虽以汉语教学为核心，但主

体还是传播中华文化，针对汉语爱好

者，不能打击学生的学习劲头，要把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保持学习动力

摆在突出的位置。

当然，三者不能截然分开，要戮力合作。孔子学院（课堂）和汉语培训教育

机构应把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热情、精彩纷呈的活动带进大学校园，为汉语专业的

学生增添活力；大学汉语专业的学生应把他们扎实的汉语根基、持之以恒的学习

毅力传递给孔子学院（课堂）和汉语培训机构的学生。比如费城大学孔子学院举

办的中华文化才艺班、HSK辅导班以及商务汉语班就吸引了不少约旦大学的学

生前去听课；约旦大学组织汉语专业的学生到孔子课堂实践与实习也是一种有益

的尝试，他们还准备邀请孔子学院教师举办汉语文化讲座、陪孔子学院学生下社

区等活动。一年一届的“长城—佩特拉杯”汉语桥比赛更是一个互相交流、互相

学习的平台，目前已举办三届，对推广汉语、传播中国文化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2．课程方案设计上要实事求是与开拓创新相结合

前面提到过，由于本土化特征的缺失以及实施方案比较激进，约旦高校的汉

语课程设置存在一些不合理因素。作为课程方案的组织者和重新设计者，一定要实

事求是，开拓创新。比如约旦大学，在周课时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二年级就分科教

学且侧重理论的方式是完全行不通的，于是汉语教师就以培养听、说、读、写技能

为主，重新设计了汉语课程，把二年级的写作课、听说课和语法课贯穿到综合教学

当中，教材仍是《新实用汉语课本》，然后根据课程安排对每堂课有所侧重。这其

中经历了不少曲折，学生和领导一度不能理解，说我们选用的教材为什么总是一

本，而不是每门课一本教材等等。好在

看到教学效果的提高，学生教学水平的

进步，学校还是比较支持汉语老师的工

作，2012年下学期，汉语教师考虑实

际需要，对课程计划进行了重新修订。

新的汉语课程计划分必修和选修两种，

必修课程是综合汉语，贯穿一到三年级，

分听说和读写两种课型，初级、中级和

高级阶段，四年级才有翻译、中国文学

等必修课程。从三年级开始开设选修课，

包括中国概况、旅游汉语、商贸汉语、

应用写作、汉字与中国文化、中国电影

欣赏等课程。

3．汉语教师要具备区域性教学观

了解不同区域的语言、文化和教育特点，针对不同区域实施不同或有差别的

汉语教学对于教学效率的提高是有一定意义的。在阿拉伯国家进行汉语教学，首

先要做的一点就是要尊重他们的文化，让他们了解中国的国情和文化，消除文化

上的戒备心理。因此对伊斯兰文化包容和理解，适应伊斯兰宗教环境，顺利与学生、

家长、学校沟通的能力，是汉语教师最先要具备的一个素质。

其次是要具备课程设计、课程开发和教材编写的能力。汉语教师要能在了

解当地教育体系和教育制度的情况下，根据教学环境，开发以学生为中心的汉

语课程。大学教学一定要以培养听、说、读、写语言技能为中心，选用成套系

列教材，在教学课时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学生的练习时间要能得到充分保证。

孔子学院（课堂）和汉语培训机构的教师，除了要整合汉语听、说、读、写技

能训练，在教学的趣味性、生动性以及跨文化交际性、文化推广性等方面对他

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发挥外派教师的“传帮带”作用培养本土化师资

汉语教师的本土化是汉语国际推广长期规划的一部分。在约旦推行汉语师

资的本土化，至少可以有两个好处：一是能实实在在地解决一部分汉语专业学

生的就业问题，一定程度上规避由于专业设置和市场需求所产生的矛盾；二也

为开设“真正”的汉语专业（即以汉语课程为主、英语课程为辅的专业）创造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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