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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一名苏丹留学生，我深刻地感受到，随着中国和苏丹交往的深入，越来

越多的苏丹人开始学习汉语，苏丹汉语教学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现。苏丹喀土穆

大学孔子学院是苏丹国内最大的汉语教学机构，因此，我们以苏丹喀土穆大学孔

子学院作为调查研究对象，来探讨该孔院的“三教”问题。 

本研究以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 20 名汉语教师和 105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

象，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对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中教师、教

材、教法三方面取得的成就进行归纳总结，同时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此

基础上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改善对策,力求完善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充

分发挥该孔子学院在苏丹汉语教学中的引领作用，促进苏丹汉语教学质量和水平

的整体提升,推动苏丹汉语教学事业继续向前发展。 

研究发现，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三教”方面存在优势的同时，也存在一定

的问题。教师方面存在师资队伍不够稳定、教师专业背景和教学经验差异较大、

缺乏统一系统的教学大纲来指导和规划教学等；教材方面存在针对性、适用性不

强、有些内容过时、教学资源比较单一等问题；教学法方面存在因课堂管理跟不

上而使教学方法的实效打折扣、教学方法趣味性不足以及媒介语使用过多等问题。

因此提出减少教师流动、稳定师资队伍、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尽快为教师制定统

一的教学大纲；大力研发苏丹本土化教材，教师适当调整教材内容，进一步丰富

教学资源；增强课堂管理意识，注重教学方法运用的实效性，灵活运用教学方法，

注重教学的趣味性，注重营造汉语语境，适度使用媒介语等措施。 

  

关键词 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三教”问题；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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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student studying abroad in Sudan, I deeply feel that with the deepening of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Sudan, more and more Sudanese have begun to learn 

Chinese, and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teaching in Sudan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ircles. Therefore, we take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Khartoum in Suda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explore the "three religions"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This study takes 20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nd 105 students from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Khartoum in Sudan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rough questionnaires, interviews, classroom observations, etc., it finds and 

summarizes the teachers and textbook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Khartoum in Sudan. Based on the achievements 

and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three aspects of teaching and teaching methods, 

corresponding teaching suggestions and improvement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on this 

basis, striving to improve the Chinese teaching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Khartoum,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role i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Sudan. To promote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Chinese teaching in Sudan, and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Sudan. 

    The study found that while there are advantages in the "three teachings"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Khartoum, there are also certain problems. In 

terms of teachers, the teaching staff is not stable enough, the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and teaching experience of teachers are quite different, and there is a lack of a unified 

and systematic teaching syllabus to guide and plan teaching, etc.; in terms of teaching 

materials, there are pertinence, poor applicability, some content is outdated, and 

teaching resources are relatively single In terms of teaching methods,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discoun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methods due to poor classroom 

management, insufficient interest in teaching methods, and excessive use of 

intermediary language. Therefore,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such as minimizing the flow of teachers, stabilizing the teaching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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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the teaching level of teachers, and formulating a unified teaching syllabus for 

teachers as soon as possible; vigorously researching and developing Sudanese localized 

teaching materials, teachers appropriately adjust the content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further enrich teaching resources; Classroom management awareness, pay attention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methods, use teaching methods flexibly, pay attention to 

the fun of teaching, pay attention to creating a Chinese context, and use medium 

language appropriately. 

 

Key words  University of Khartoum; Confucius Institute; "Three method" issues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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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本研究的研究缘起、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

同时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归纳和综述。 

一、 研究缘起 

作为一名苏丹籍留学生，我深切地感受到苏丹与中国关系的亲密和稳定。苏

丹原本是非洲大陆面积最大的国家。近代成为英国殖民地，1956 年独立为苏丹共

和国，独立后的苏丹一直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中国改革开放后，来到了

非洲，帮助苏丹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随着中国和苏丹友好关系的建立，两国文化、

艺术等交往也在不断加深。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汉语课，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学习汉语。2007 年 10 月 7 日，苏丹喀土穆大学和中国教育部语合中心（今教育

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签署合作建设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意向书，2008 年

10 月 7 日签署正式协议。该孔子学院由中国西北师范大学和苏丹喀土穆大学联合

承办。 

随着汉语教学在苏丹的逐步开展，汉语教学研究的热度也逐步攀升。选择苏

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作为“三教”问题的调查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喀土穆孔子学院是苏丹最大的汉语教学机构，该学院内的国际中文教师和国

际中文教育志愿者人数也居苏丹首位。喀土穆孔子学院作为当地主要的汉语学习

机构，是汉语与汉文化在苏丹传播的重要基地，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汉语人才。

二是本人来华留学前曾就读于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对于该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

情况有亲身的感受，对其“三教”的情况有所了解。尤其是来华留学后，通过课

上课下研究过“三教”问题后，对于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三教”问题有了更清

晰的认识。三是本人学习的专业就是汉语国际教育，对于汉语教育相关问题的深

入分析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也有较高的敏感度，因此想借毕业论文撰写的契机，

对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三教”问题进行调查分析，期望通过研究能够较为

深入地分析其存在的优势与不足，为今后回国从事相关工作奠定基础，也为促进

苏丹乃至整个非洲的国际中文教学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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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目的与意义 

（一） 研究目的 

随着中国与苏丹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苏丹汉语教育也进入到一个快速发

展的时期。喀土穆孔子学院是促进苏丹汉语教育发展的一个主要平台，并且正在

发展壮大。而“三教”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但从现有的数据来看，

苏丹喀土穆孔子学院在师资、教材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因

此，我们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对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师资、教材、

教学方法三个方面上所做的工作进行全面调查与分析，归纳其存在的问题，并针

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教学对策，以期使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更加规

范，更好地发挥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的示范效应，提高苏丹汉语教

学的总体质量与水准，进而推进苏丹汉语教学的持续发展。 

（二） 研究意义 

在汉语教学的“三教”中，教师是汉语教学的灵魂，也是汉语教学的中心环

节，教师的素质决定了汉语教学能否顺利有效地开展。教材是教学的基本工具，

而教法又是教学的核心流程。教材和教法是教师必不可少的助力，可以说，汉语

教学中“教师、教材、教法”三者是紧密的铁三角关系，缺一不可。因此，在研

究苏丹汉语教学相关问题时，对于“教师、教材、教法”这三教问题的研究应当

首当其冲。加之近些年苏丹汉语学习者快速增加，汉语“三教”问题受重视程度

也在不断提升。因此，调查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三教”问题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在理论价值上看,本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汉语教学“三教”问题研究的相关

理论，推动汉语教学的国别研究,对于构建苏丹汉语教学“三教”问题理论、促进

海外汉语教学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应用价值上看,本研究通过对苏丹

汉语教学中教师、教材、教法方面的现状分析,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

对于促进苏丹乃至非洲汉语教学水平和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和应用价

值。 

三、 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我们通过中国知网、学校图书馆等线上线下知识库，搜索了关于国际中文教

育教师、教材、教法的相关文献，发现有关“三教”问题研究的文献较多。首先，

通过选择“篇名”并输入国际中文教育“三教”、汉语教学“三教”、对外汉语教

学“三教”和汉语国际教育“三教”等四个词条得到高度相关的直接文献共计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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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其次，选择“主题”并同样输入上述四个词条，通过此方法共查到直接相关

文献 41 篇；最后，同样选择“主题”，但将词条改为“三教（教师、教材、教法）”，

通过此方法共查到直接相关文献 148 篇。在这 148 篇文献中，国别化的“三教”（教

师、教材、教法）问题的研究有 13 篇。下面将从三个方面进行对上述文献加以综

述。 

（一） 关于国际中文教育“三教”问题的总体研究 

随着国际中文教学的不断发展，近年来关于“三教”问题的研究热度不断攀

升，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下面对相关研究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梳理。 

    一是有关“三教”问题的宏观研究。崔希亮（2018）对汉语国际教育“三教”

问题进行了根本性的剖析，认为“三教”问题是汉语国际教育教学中最值得关注

的问题。“三教”关乎汉语教学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提出在进行汉语教学

时，首要的问题就是教育的环境与条件，因为学习者的学习需求是多样的，老师

可以以学习者的特征为依据，对其进行因材施教，同时，教材和教学方法也应当

按照学习者特点，不断地进行调整。李琳（2020）对近十五年汉语国际教育“三

教”问题研究进行了回顾。通过对 2005—2019 年间《语言教学与研究》和《世界

汉语教学》所刊发的汉语国际教育“三教”论文从教师、教材与教法的研究现状、

发展趋势进行考察，总结了相关研究在研究类型、研究内容、理论支撑、研究范

式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特点，指出在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接口、教材编写、教学模

式以及海外低龄化教学等方面,仍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二是有关“三教”问题的微观研究。李泉和关蕾（2019）对“三教”中“教

师”的问题作了较为深刻的探讨，将教师划分为“教学型”与“教学与研究并重

型”两种。文章指出，目前对外汉语教师职称和学科地位上的缺失，已成为限制

汉语师资队伍建设与教师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的主要原因，也是阻碍我国优秀教师

进步的障碍，倡导对外汉语教师在教学之余，还应该重视语言科学工作，争取在

语言科学研领域做出贡献，推动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另外，李泉

（2018）、吴勇毅（2018）也从“教法”入手，对“三教”问题作出了较为深入的

分析。李泉认为汉语教育已呈现出全球化趋势，目前汉语是世界第二语言，其复

杂多样的特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教学模式与方法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

语言学家们都相信，汉语教育是一条“自我创造之路”，这种教育方式与其它国家

的教育方式有根本区别，如汉字与字母，汉字与汉字，字母与字母关系的不同等。

吴勇毅在此基础上，以中国文化思想为指导，以 3P（Presentation, Practice and 

Production）理论为指导，提出了“语言功能-汉字结构-中国文化”三位一体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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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认为将此理论与实践结合，可以提高学生对汉语的整体认知与运用能力。 

三是有关线上教学“三教”问题的研究。宋晖和谭紫格（2018）认为网络汉

语教学也存在“三教”问题，网络汉语教学中教师的专业素养、教材的完善严重

影响教学成效。提出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材的完善都需要有政府的统筹安排以及

大量的资金支持，教材的创新不仅需要编纂者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使教材适用

于网络教育，同时教材还要与时俱进，符合网络受教育者的现实需求。祝岩屹（2016)

对“线上孔子学院”网上教学中的“三教”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在“互联网”

背景下，汉语国际教育已与资讯科技相融合，孔子学院的在线课堂已初具规模。

研究通过文献资料法和案例研究法，从教材、教学方法和师资三个层面，对线上

孔子学院的教学现状进行全面的分析，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改善措施，

并为线上孔子学院的发展和汉语国际教育提供了参考。 

（二） 关于不同国别国际中文教育“三教”问题的研究 

当前，“三教”问题研究的国别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研究者对不同国家的国际

中文“三教”问题加以研究。因为很多国家的汉语教学主要由当地的孔子学院来

实施，因此关于孔子学院“三教”问题的研究占研究的主体。 

一是非洲国家“三教”问题的相关研究。宋星（2022）通过对布隆迪孔子学

院汉语教学中的“三教”问题的调研，发现非洲地区目前汉语教学三教问题主要

表现为：汉语师资不足、教师教学水平差异、教材缺乏、现有汉语教材缺乏针对

性、媒介语言使用不当、教学内容与学生的兴趣相脱节等。并从提高教师福利待

遇、加大师资培训力度、增强教材适用性、增加汉语教学中的多媒体内容等几个

方面提出改善措施。刘瑞欣（2022）通过对南非孔子学院汉语教学中的“三教”

状况的调研和分析，发现南非孔子学院“三教”问题较为严重，主要表现为：师

资力量相对不足、师资水平参差不齐、师资交流和培训的机会很少、缺乏一套统

一的课程体系来引导学生的学习等。就教材而言，当地汉语教材种类较少，针对

性有待加强，部分汉语教材内容陈旧，实用性有待加强。在教学方法上，还存在

“翻译教学法”运用过多、“交际教学法”运用不恰当、“任务教学法”的任务设

置难度不平衡等问题。扈启亮（2017）以利比里亚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师培训案例，

阐述了西非地区对外汉语师资短缺的现状，并提出非洲地区的孔子学院应借助当

地的优势，提高当地汉语教师的理论知识水平、实践能力、文化认知能力、科研

能力等，这样才能让汉语教师在西非地区扎根，形成一支高质量的、持久的、稳

定的汉语教师团队。刘晓娜（2017）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布隆迪大学孔子学

院汉语基础课程的教学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包括该校教材的选择、教学计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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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教学模式、教师所使用的教材和教具，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研究探明了

该校学生喜欢的汉语教学方式，找出该孔子学院仍然面临的一些问题，并针对这

些问题，提出一些针对性的意见和意见。马菁卉（2018）以非洲布隆迪大学为例，

以促进非洲汉语普及为出发点，对布隆迪大学孔子学院开展了教学实践研究。研

究的重心在汉语教学课堂，她认为汉字的声形意是汉语的精髓，三者血脉相连，

缺一不可，因此在课堂上，汉语教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学生明白汉语这三个

方面的联系以及它们的作用。然后是汉语课堂要应用各种不同的教学方式，这样

才能满足不同水平的汉语学生的需求。 

二是亚洲国家“三教”问题的相关研究。关于亚洲国家“三教”问题的研究

集中在泰国等国。如童娜（Thongnoi Benchawan）（2022）对泰国东北地区高中汉

语教学“三教”问题研究，指出该校汉语“三教”的教师方面存在师资结构不够

合理、教师教学任务繁重、教师综合素质偏低、教师培训质量不佳等问题；教材

方面存在教材选用随机性大、学生用书难以保证、教材适用性有待完善等问题；

教材方面存在讲解与操练比例不当、多媒体使用率不高等问题。卢楚韵（2020）

通过对泰国东北地区高中汉语教育中的“三教”状况的调研和分析指出教师数量

不足、教师男女比例不平衡、教学质量不高，教师流动性大等是该校教师存在的

主要问题。教材方面的问题则主要表现为教材数量不足、选择的教材不统一、自

制教材内容不够系统、教材缺乏针对性等。在教学方法主要表现为教学前期准备

不充分、教学方法单一、教考核方法不合理等。 

武杨（2017）运用了比较研究法，对菲律宾华文中学汉语教育中的“三教”

问题（师资、教材、教法）进行了研究。调查显示该校在教师、教材和教法三个

方面存在教师的素质参差不齐、教材脱离了本土实际、教学方法单一死板等问题，

并从加强师资培训、推动教材创新、拓展教学方法等角度提出了一些改善对策。 

三是欧美国家“三教”问题的相关研究。目前关于欧洲国家的相关研究成果

比较丰富，例如：萨莎（TIURINA AlekSANDRA ）（2019）对俄罗斯汉语教学的

“三教”问题进行了调查，发现俄罗斯汉语教师主要的问题是俄罗斯部分本土汉

语老师虽然能够说一口流畅的汉语，但缺乏教学经验，而且俄罗斯学校缺少衡量

本土汉语老师水平的指标。在汉语教学在教材方面还存在着教材内容陈旧、汉语

教材教学方向不清晰、汉语教材不符合中、俄两国的现实条件和需要等问题。在

汉语教学方式则上缺少创新，造成了课程内容陈旧僵化，同时还存在课程结构参

差不齐，教材侧重点不明确等方面的问题。魏亚楠（2017）以英国伦敦为例，对

伦敦汉语教学中的“三教”问题进行了调研和分析。结果表明，伦敦汉语教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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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存在汉语教育的师资力量不足、教育质量不高、培训次数少、培训时间短等问

题。在教学方法方面，部分课堂以英语为中介语言开展教学，给学生汉语学习带

来了更大的难度，教学规划不清晰、以及语言运用不当等问题。教材方面，存在

本土汉语教材种类较少、内容安排不够科学、汉办教材的针对性和内容安排不够

合理等问题。贾昊（2015）对土耳其安卡拉汉语教学中的“三教”（师资、教材、

教法）进行了调研，认为师资力量不足、教师教学水平参差不齐、缺少本土化教

材、现有教材缺乏针对性、缺少相应的阅读材料、英语中介语使用过多等是当前

该地区汉语教学存在的问题。另外，还有学者在美洲各国也做了一些有关的调查。

例如：杨小彬（2017）在巴西开展了关于汉语“三教”问题的调查，指出巴西地

区汉语教学的主要问题是师资力量薄弱、教材老旧和教学方法枯燥等。 

（三） 关于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国际中文教育三教问题的研究 

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是苏丹最具实力的汉语教学机构，因此各界对于苏丹汉

语教学的相关研究多以该院为切入点。但由于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影响力仅在其

国内，因此相关文献相对较少，目前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以下方面： 

一是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国际中文教育师资问题相关研究。王亚玲（2016）

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育现状进行了调研，表明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

汉语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苏丹本土汉语老师不足，约为全体汉语老师的 10%，

大部分汉语教师来自中国志愿者或公派教师。此外，汉语教师的分配也存在一些

问题，喀土穆大学的中国老师几乎都分布在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和中文系，而其

它院系汉语老师却寥寥无几，严重制约着苏丹汉语教育的发展。焦凡（2017）认

为喀土穆大学汉语师资队伍雄厚，可以利用现有的汉语教师来培养本土汉语教师，

以促进苏丹汉语教育的进步与发展。目前，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已经开展了三次

本土师资培养项目，但是，由于项目的规模太小，缺乏系统规定以及可持续发展

培养方案等原因，难以满足本土师资培养需求，收效甚微。Hining （2018）通过

对苏丹喀土穆大学汉语教学研究发现，当前汉语专业教师数量不足、教师教学经

验不足、教师职称结构不合理、薪资待遇偏差等是该校教师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是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国际中文教育教材问题相关研究。王月明（2020）

在调研中指出，汉语教材应该具有趣味性，要尽可能地避开死记硬背的内容，要

最大限度地激发学习者的积极性，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学习者的实际运用能

力，这也是汉语国际化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据了解，从 2018 年开始，喀土穆大

学的汉语专业一直在使用《发展汉语》这一教材。喀土穆大学的中文系主任马哈

辛说：“尽管喀土穆大学的中文老师和学生都很喜欢《发展汉语》，但是从整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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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这本书与喀土穆大学的中文课程还是不相适应，因此使用起来也不是很方

便，我们期待中国能够为非洲说阿拉伯语的地区编写一套更适用的汉语教科书”。

姚佳（2016）以《长城汉语生存交际》为例，从课文分析、词汇分析、语法分析、

练习分析、 HSK 考试准备等多个角度出发，对该教材在苏丹喀土穆孔子学院的实

际应用情况进行了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进一步探讨了《长城汉语生存交

际》在苏丹喀土穆孔子学院的教学成效。 

三是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国际中文教育教法问题相关研究。高一飞（2016）

对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的现状进行了调研，发现苏丹喀土穆大学孔

子学院汉语教学方法与训练手段相对简单，缺乏灵活性，并认为良好的教学方法

能够提高教学效率，应积极丰富教学方法。晓玲（Alia Omer Elzain）（2016）认为，

目前喀土穆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仍面临着一些问题，即教学方式单一、教学单调、

不灵活等。此外，研究指出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应该对课堂教学结构进行规范、

对教师综合能力进行积极培养、对教学模式进行改进。认为教师应该以学生和学

科的特征为依据，选择适合的教学方式，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从而提高

教学效果。 

综上所述，国际中文教育“三教”问题已经引起学界较长时间的关注，很多

学者也发表了较有深度和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为我们展示了全球国际中文

教育的整体情况，同时也发现了“三教”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一是虽然当前汉

语国际教育“三教”问题比以前有了明显改善，但是教学方法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有些教学方法还不能满足新时代教学的需要。二是关于新时代国际中文教师的标

准研究还不够成熟。三是在教材编写上忽略了对孔子学院所在地本土文化的研究，

对各国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的关注不够。上述问题的存在为我们指明了

研究方向。同时，综合已有研究，目前只可见一些有关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研

究，但还未有专门从“三教”问题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的论文。因此，这为我们

提供了广泛的研究空间。本文将以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作为个案来研究其“三教”

问题，从而为国际中文教育的“三教”问题研究提供参考。 

四、 研究方法 

    本研究应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调查研究法和统计分析法，通过这些研究方

法的综合运用，提高研究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一） 调查研究法 

本调查研究具体包括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两个方法。通过向喀土穆大学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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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的师生分发调查问卷,调查者填写对有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来间接获得研究信

息。分别设计了学生问卷和教师问卷,通过问卷调查来了解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

院的汉语教学“三教”问题的基本情况，并获取相关的建议和意见。同时通过与

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师生受访者面对面地交谈,获取受访人想法、意见或建议。

在本次调研过程中，我通过采访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中方主任、学院汉语教师以

及一些汉语学员，首先对汉语“三教”的历史发展进行了了解，然后对该院汉语

“三教”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在基础上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调研，

以弥补问卷的不足。 

（二） 统计分析法 

   本文将在调查问卷和访谈后，一方面对所回收的有效试卷逐一加以统计和分

析，除了制作统计汇总数据表以外，还以柱状图或饼状图的直观方式对统计的结

果加以呈现；另一方面对师生访谈的结果加以统计分析，梳理访谈中发现的问题。

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统计分析，为发现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三教”方面取得的

成就及存在的问题提供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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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三教”问题调查设
计与结果统计 

本章将对调查进行总体设计并加以实施，同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与分析，

为发现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三教”方面的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问题做准

备。 

一、 调查总体设计 

为提高此次调查的效度，调查实施前，从调查的目的、对象、方法、内容等

方面对本调查进行全面的设计。

（一） 调查目的 

    本文经过分析针对苏丹喀什穆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老师与汉语学习者的调查

结果，得出了喀什穆大学孔子学院当前的汉语教学实际情况，同时结合当前的文

献资料，研究苏丹喀土穆大型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三教”获得的成就和其当前

真实存在的问题，以此促进苏丹的汉语教学事业能得到更好的发展，也为当地“三

教”情况的改进提出对应的处理意见。 

（二） 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分为教师和学生两个群体。 

所调查的教师为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共计 20 名。其中包括中国教

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 15 名,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

合作中心国际中文公派教师 3 名,苏丹本土教师 2 名。因为上述老师都真实地投入

到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工作中，因此其对实际的汉语教学情况有更真实的感受和

体验，这确保了本调查研究的真实有效性。此外，根据调查问卷结果，从中选择

了 10 名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教师进行追踪访谈，为问卷调查做进一步补充。 

同时，选取了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 105 位汉语学习者作为调查研究对象。

学生是教学的对象，对于汉语教学中的“三教”问题有更深入、更直观的体验，

因此针对学生开展调查对于我们的研究有重要参考意义。此外，我们还从中选择

了 10 名汉语学习者进行追踪访谈，为问卷调查做进一步补充。 

（三） 调查方法 

主要采取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两种调查方法。 

问卷调查法：分别设计学生问卷和教师问卷。问卷调查采取线下发放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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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将问卷设计打印好后，邀请 3 位朋友组成调查小组，分别对教师、学生发

放问卷。其中两位负责学生问卷的发放和及时回收，另一位负责教师问卷的发放

和回收，并现场确定回收问卷的完整度。通过问卷调查来了解师生对苏丹喀土穆

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三教”问题的基本认识和态度。 

访谈法：通过与受访人面对面地交谈,获取受访人想法、意见或建议。因本人

曾在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学习过,对该院汉语三教问题有切身的体悟，同时喀

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是整个苏丹唯一的一所孔子学院，其内汉语老师和孔子课堂的

数量是整个苏丹最多的，这也使得此次访谈更加便利。在调查过程中，本人也对

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领导和汉语教师以及少数学生进行了访谈，进一步了解到喀土

穆大学孔子学院在汉语教学中的“三教”问题上的发展历程、大概情况以及目前

的主要问题，为问卷调查所未能深入了解的情况做补充。通过访谈的面对面交流，

更真切的感受受访者的真实反应，从而获取更有效的研究信息。 

（四） 调查内容 

问卷调查方面的内容。教师调查问卷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模块：第一个模块

是对于教师基本信息的调查，包括身份、年龄、性别、教龄、汉语水平、学历、

受培训经历、获得证书等；第二个模块为教师对学校汉语教材的反馈情况调查，

包括教材的种类、教材持有情况、教材内容、教材与辅材配、教材缺陷、教材难

易程度等；第三个模块为教师对教学方法的反馈待查，包括教学方法的种类、教

学手段、教学工具、教学反馈等。学生调查问卷的内容同样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即学生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教材、教法的满意度三个方面。本次调

查研究教师卷设计了关于教师情况调查问题 15 道，教材情况调查题 10 道，教法

情况调查题 7 道。学生卷设计了关于教师满意度调查题 6 道，教材满意度调查题 7

道，教法满意度调查题 9 道。 

访谈方面的内容。教师访谈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教师教学适应性、教师对教

学方法、教学教材的反馈以及教师对学生学习态度的看法等几个方面；学生访谈

调查的内容则主要包括对教师、教材、教法的反馈几个方面。教师访谈问题 8 个，

学生访谈问题 5 个。 

二、 调查的实施 

本研究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的实施均采用线下小组调查方式进行。 

（一） 问卷调查的实施 

调查问卷按照原定方法开展，由调查小组分工合作发放问卷。本次调查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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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设计问卷 125 份，其中教师卷 20 份，学生卷 105 份。由于人员充足，现场回收

问卷时就开始检验问卷答题的完成度，因此，发放的 105 份学生卷得到了 100%的

回收，但其中有 5 份问卷答题随意，被从有效问卷中剔除。共获取有效问卷为 100

份，有效率 95.2%。发放的 20 份教师卷全部得以回收，且有效率 100%。 

（二） 访谈调查的实施 

研究分别设计了教师和学生两种不同的访谈提纲，使问卷与访谈环环相扣，

尽可能达到理想的调查效果。本次调查共访谈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教师 10 名，喀

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学生 10 名。 

访谈采取面对面问答的形式进行，由本人逐一进行现场提问并对受访者回答

进行记录。剔除无效信后，提取研究相关信息整理成数据，与问卷数据相互佐证，

提高研究可靠性。 

三、 调查结果的统计与分析 

    经过调查问卷、面对面访谈以及实地调查研究等方式，系统调查研究了喀土

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中的“三教”问题，调查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分别为教

师、教材与教学方法，下列对调查中涉及的所有问题开展系统分析。 

（一） 问卷调查结果的统计与分析 

1. 师资方面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1.1 教师基本情况 

目前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来源主要为中国教育部语合中心的国际中

文教育志愿者、公派教师和苏丹的本土教师。下列数据都是本次调查问卷所得的

有效数据，详细如图 2-1。 

 

 

 

 

 

 

 

 

 

图 2-1 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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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教师来源 

从图 2-1 中可以看出，参与本次调查的苏丹汉语教师以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和

公派教师为主,问卷数据结果显示,苏丹汉语教师来源中,中国教育部语合中心的国

际中文教育志愿者和苏丹本土教师这两部分所占比重占总调查人数的 85%。但是

在两者中的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在人数方面更胜一筹，有 15 人，占 75%，公派老

师则为 3 人，占比 15%。苏丹本土汉语教师则只有 2 人，占比 10%。也就是说，

和中国教育部语合中心的中文教育志愿者以及公派教师相比，由苏丹本地人担任

的汉语教师其数量非常少。 

 

 

 

 

 

 

 

图 2-2 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男女比例 

1.1.2 教师性别 

根据上图可知，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老师中，有男教师 6 人，女

教师 14 人，男女比例 3:7。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李欣蓓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

研究对外汉语教师情感智力时提出女性教师在“情感表达”“调控学生情感”和“建

构恰当异文化师生关系”等方面的平均水平明显高于男性教师。许多研究观点都

认为女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亲和力与感染力更强，在出现问题时处理起来也更能加

仔细。但是男老师在教学时更注重逻辑性与系统性，处理紧急情况时更为果断。

因此，苏丹国家整体的治安问题有时会比较令人担心。因此，从安全角度出发，

建议女教师多注意安全的同时，应该适当增加男教师的数量。 

表 2-1 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的年龄 

年龄 21-25 岁 26-30 岁 31-40 岁 41 岁以上 

人数 4 16 0 0 

比例 20% 80%   

1.1.3 教师年龄 

根据上表可知，苏丹汉语教师队伍趋于年轻化。调查结果表明，低于 30 岁的

教师所占比例达到了 98%,教师队伍内没有高于 31 岁的汉语老师。年轻老师开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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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活动时课堂中的气氛更为活跃，且年轻老师勇于尝试新的教学方法，和学生年

龄差距不大，更容易理解学生，掌握学生的心理，然而由于年轻教师的教龄有限，

其在教学经验方面显然也有明显的不足，而年龄大的老师教学经验自然非常丰富，

在课堂上更有权威性，处理突发状况时有足够的经验。然而现在苏丹喀土穆大学

孔子学院汉语老师的教学年龄都不大，教学过程中有不足之处。苏丹汉语教师们

应需要相互学习、彼此帮助，共同进步。      

通过对上述数据进行总结，我们可知，苏丹汉语教师队伍的构成，基本以中

国教育部语合中心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为主,然后是公派老师。从性别占比方面来

看，大部分为女教师。从年龄方面来看，以年轻教师为主，整个教学团队最大的

特点就是教师年轻化。 

1.1.4 教师文化程度 

一般而言，教学水平和教师经验可以由教师在开始教授中文之前的身份、教

育背景、工作经历和所学专业的等来进行分析，再了解教师是否有汉语教学或培

训的经验、是否有英语水平证书、普通话证书、中国教师资格证书等，基本上可

以对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经验做一个大致的衡量。而苏丹本土并没有这些门类

众多的教师证书和考核，因此，这部分调查并没有采纳苏丹本土教师的数据。 

20 名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参与调查。 

 

 

 

 

 

 

 

 

 

图 2-3 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上任前情况 

从图 2-3 可以看出，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来自中国的汉语教师上任前身

份各异，其中 55%是刚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23%是硕士在读研究生，12%是本科

应届毕业生占，大学在职教师只占到 10%。通过对上述数据进行更细致的分析，

我们发现中国教育部语合中心的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中，70%左右具有研究生学

历，有比较系统的知识体系和较高的综合素质。调查中所有苏丹喀土穆汉语教师

均具有本科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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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的本科专业 

首先对教师的本科专业进行调查统计。从图 2-4 可以看出，汉语国际教育本科

专业的汉语教师占比最大，为 35%。汉语言文学专业紧随其后，占比 25%；同时

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些教师的专业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相关性不大，外语类专

业的教师占比较大。其中英语专业占 20%，阿拉伯语专业占 15%，其他教育相关

专业占 5%。由此可见，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的本科专业背景差异较

大。 

同时我们还对具有硕士学位或在读研究生的硕士专业进行调查统计。从图 2-5

可以看出，调查的汉语教师中，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研究生（含在读）占比仍最

大，达到 50%；汉语相关专业（如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含在读）占比 25%，外

语相关专业（阿拉伯语、英语，含在读）占比 25%。可见，喀土穆孔子学院大部

分汉语教师均具有教育或汉语类专业背景，具有扎实的专业的理论功底。 

 

 

 

 

 

 

 

图 2-5 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的硕士专业 

 从上述汉语教师任职前本科、研究生专业等调查数据来看，苏丹汉语教师的

一般文化程度较高，且以研究生人数居多。虽然大部分教师专业都与汉语教育专

业相关，或者与外语和汉语有关，但仍有部分苏丹教师专业与本职工作相关性较

低。总体而言，苏丹汉语教师基本能满足国际汉语教育教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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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教师教学经验 

表 2-2 苏丹喀土穆大学教师工作经历或培训 

工作或者实习经验 教师人数 所占比例 

有 13 65% 

没有 7 35% 

从表 2-2 来看，约 65%的苏丹汉语教师在就职前有参与汉语教育培训或工作经

历。这 65%有汉语教育培训或工作经历的汉语教师中，有 75%的人曾从事过汉语

国际教育相关业务。有汉语国际教育相关培训或工作经历的苏丹教师中，27%的教

师接受过一年及以下培训或工作经历；有 1 到 2 年培训或工作经历的人则占 53%；

有 2 到 3 年的培训或工作经验的人数占 20%。 

表 2-3 年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工作或培训年限 

工作或实习年限 教师人数  所占比例 

1 年及以下 4 26.6% 

1 至 2 年 8 53.3% 

2 至 3 年 3 20% 

3 年及以上 0 0% 

1.1.6 教师教学的相关证书 

目前，所有汉语教师的普通话水平已达到中国教育部语合中心的最低要求，

即普通话 2A 级，其中 25%的教师达到 B 级，还有 2 名教师达到了 A 级。苏丹喀

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大部分汉语教师拥有英语相关证书，70%的教师拥有雅思证书；

20%的教师拥有托福证书；10%的教师拥有 GRE 证书。80%的苏丹教师已取得当

地“教师资格证”，而 20%的苏籍教师尚未取得证书。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师中只有

15%持有中国教育部语合中心颁发的“国际汉语教师证书”，其余 85%的汉语教师

中部分表示仅通过本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评价和考试后才去任教，没有尚未获

得任何证书的教师。 

表 2-4 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获得“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书”情况 

国际汉语教师证书 教师人数 所占比例 

有 3 15% 

没有 17 85% 

此外，在访谈中与一些苏丹教师沟进行了深入沟通，发现由于苏丹国内目前

缺乏汉语国际教育相关资格考核机构，以及该国目前经济和政治条件正处于发展

完善中，许多教师目前还无法参加这项考试。但大多数苏丹教师表示，如果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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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他们会积极参加这些考试。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苏丹教师在从事汉语教师工作之前大多学历较高。 他

们在本科或研究生期间学习的专业大多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而后为汉语有关专

业，再然后为阿拉伯专业，最后为英语专业。为满足国际汉语教师专业需求，在

完成现场进行的课堂访谈后发现，喀土穆孔子学院的大多数老师都具有汉语教育

的培训经历或是工作经验，具备独立教学的能力，教师的整体素质相对较高。 

1.2 教师教学效果分析 

    我们还对教师的教学效果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调查项目包括了学生对老师的

教学进度、课堂语言、教学内容等方面的评价。老师的教学进度与课堂语言可对

学生理解课程内容造成很大的影响，从而对教师的教学成果产生进一步的影响。

因此，对学生的教学速度和教师的口语速度进行了调查。 

 

 

 

 

 

 

 

 

图 2-6 学生对教师教学速度的反馈 

1.2.1 教师教学速度 

从图 2-6 可以看出，参与本次调查 100 名学生中，59 名学生认为教师的教学

速度适中，分别占受访者的 59%。这意味着大多数苏丹学生对汉语教师的教学速

度感到满意。如果老师的教学速度过快，学生很容易跟不上老师的课文，学生也

会感到困惑。如果老师的教学速度太慢或者说的速度太慢，又会让学生感觉节奏

慢，生出学习困倦感，导致课堂管理难度加大。还有 26%的学生认为教师的教学

速度过快，平时要跟上教师的教学节奏有一定的难度。15%的人认为教师教学速度

有点慢。访谈中，也有部分学生表示自己在上汉语课之前早就按照上一节课的作

业进行过预习，教师上课要重复、细致的再讲解这些内容有些多余，因此对部分

汉语教师的教学工作表示不满意。 

1.2.2 教师教学内容 

    学生对老师教授的内容是否理解，是检验老师教学成果最直接的方式。所以

我们将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度作为主要考察项目，开展了访问。具体调查结果

26%

59%

15%

较快 适中 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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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7 所示：   

 

 

 

 

 

 

 

 

 

 

图 2-7 学生对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授课内容的反馈 

从图 2-7 可以看出，参与访谈的 10 名学生中，有 7 名学生表示能够理解教师

的教学内容，占总数的 70%。这说明苏丹教师的教学效果基本没有问题。但是，

3%的学生认为很难理解教师教育的内容，由于听不懂教学内容，对汉语学习失去

了兴趣。而这一点，在对汉语教师访谈中也得到了印证，教师认为苏丹学生自主

学习汉语的热情并不高。由于每个学生都有明显的个体差异，他们对汉语的接受

程度不同，汉语教师应当因材施教，对教学的重点和难点有针对性的进行讲解。 

2. 教材方面调查结果与分析 

在教学中,教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关于教材使用情况，以苏丹喀土穆大学孔

子学院的汉语教学老师和学生为对象，开展了问卷调查与访谈。主要从教学过程

中所使用的教材来源和种类、教材的实用性等方面来分析苏丹现在使用的汉语教

材。现今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在语文教学中使用的教材种类有限，包括《发

展汉语课本》《长城汉语》《HSK 标准教程》这三种。而上述汉语教材基本上都是

中国教育部语合中心重点规划面向来华留学生而使用的教材,尽管这类教材的“教

龄”非常高，也是通用的具有代表意义的教材，然而在老师和学生开展进一步的

访谈过程中发现，这类教材在很多时候并不适合用在苏丹当地的汉语教学。 

此次我们调查了老师和学生对教材的整体评价以及学生对教材的喜欢程度，

调查了教材话题的满意度，还调查了对教材练习题难易程度的满意度，结合上述

调查结果，探讨目前使用的汉语教材对于苏丹学生学习汉语的适用性，下列为详

细的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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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对使用的教材能够满足汉语教学需要的看法 

 2.1 教材适用性 

在所有参与调查的老师中，认为使用的教材能满足日常教学需求的有 14 人，

认为无法满足当前教学需求的老师共 6 人，同时经过访谈，了解到造成“不满足”

的原因大部分都是现在使用的教材缺乏本土化，而且选择的汉语教材内容早已和

时代脱节。苏丹汉语教师对目前的教材的实用性以及实用性态度的调查结果如下

表所示： 

表 2-5 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对当前教材实用性和适用性的看法 

教材实用性和适用性 不高 一般 很高 

教师人数 5 11 4 

所占比例 25% 55% 20% 

根据上表可知，认为现在使用的教材是非常实用并适用的老师只有 4 人，占

比 4%，认为现在使用的教材是实用并适用性一般的老师有 11 人，占比为 55%，

认为现在使用的教材的实用性与适用性都不高的老师共 5 人，占比为 25%。经过

访谈调查老师对现在使用教材的态度可知，老师们对现在使用的教材基本都存在

一定的不满，大多数老师也从教材的实用性与适用性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期

待通过改进汉语教材能让苏丹学生学习汉语的效率更高，并能满足针对苏丹的汉

语教学需要。苏丹学生对目前使用的汉语教材的态度调查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2-6 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学生对当前所使用汉语教材整体印象的看法 

非常 好 一般 不好 

13 63 19 5 

根据上表可知，在所有接受调查的学生中，有 13 名学生表示当前使用的教材

非常好，而 63 人对当前使用的教材表示了肯定，认为其整体比较好，还有 19 名

学生表示现在使用的教材一般，认为当前使用的教材不好的学生也有 5 人，由此

可知，大部分学生对现在使用的教材的整体印象比较好，对其予以了肯定。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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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经过访谈发现，60%的学生认为现在的汉语教材不适合其当前的学习，经过

对这部分学生开展调查，我们得知目前的汉语教材在苏丹的使用存在一定的问题，

使得这些教材和其学习汉语无法完全匹配，在更深层次的调查研究后发现，汉语

教材在本土化以及实用化方面还要做出一定的调整。 

 

 

 

 
 

 

 

 

 

 

图 2-8 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学生对汉语教材喜欢程度的反馈情况 

根据上表可知，接受调查的所有学生中，对汉语教材非常满意的学生占比为

4%,对汉语教材满意的学生占比为 24%；对汉语教材一般满意的学生占比为 28%,

对汉语教材不满意的学生占比为 44%。由此可知，大多数苏丹学生对目前的教材

都不够满意。在深入调查后发现，有些学生对目前的教材表示不满意或非常不满

意，是因为其认为当前的教材中的内容和日常生活没有具体的联系，或者教材中

的内容与现实脱节，或从中学习的内容和其实际生活中毫无关联。 

在教材内容满意度的调查中，所有学生中选择“非常满意”的占 14%，选择“比

较满意”的占 22%，选择“一般满意的”占 17%，选择“非常不满意”的占 47%。

“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共占 36%,也就是说，苏丹学生对汉语教材中的内

容满意度并不高。经过深入访谈后发现，学生对教材内容满意度不高的主要原因

是其对中国的了解不多，加之中国和苏丹在各个方面都有巨大的不同，所以学生

无法彻底理解教材中的内容。 

2.2 教材实用性 

对教材实用性满意度方面,也在本次问卷中有所体现,以下是具体的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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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学生对教材中交际性练习满意度的反馈情况 

根据上图可知，对教材中的交际性练习表示“非常满意”的有 37 人，对这部

分内容表示“比较满意”的共有 48 人，对这部分内容表示“不满意”的共有 15

人，根据学生们对教材交际练习满意度调查结果发现，教材中的交际练习和苏丹

学生的学习需求比较契合。 

通过调查教材难易的满意度，我们发现所有学生中，对当前教材练习题难度表

示“不满意”的学生占 36%,对当前教材练习题的难度表示“比较满意”的学生占

38%，对当前教材练习题的难度表示“非常满意”的学生占 26%。根据以上反馈发

现，教材中设置的联系题和苏丹学生的学习需求基本是一致的。从苏丹学生对当

前教材练习题难易程度的反馈可以看出,教材中设置的练习题基本可以适应当地学

生的学习需求的。 

3. 教法方面调查结果与分析 

教学方法是任何教师在开始教授课程之前必须掌握的重要技能之一。它不仅限

于汉语教学，而且是教授任何其他语言的快速有效的工具。所谓“有法者事半功

倍，无法者事倍功半”，为更好地了解苏丹喀土穆孔子学院的教学方法所存在的问

题，还要对汉语教学中使用的具体教学方法开展研究，下列为得到的详细调查结

果： 

 

 

 

 

 

 

 

 

图 2-10 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使用教学方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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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翻译教学法 

根据上图可知，在所有参与调查的老师中，表示经常使用“翻译教学法”的

老师共 10 人，占比为 50%；经常使用“交际法”的老师共 4 人，占比为 20%，表

示在课堂上频繁使用“任务教学法”的共 4 人，占比为 20%。2 位教师选择了“其

他”教学法。目前苏丹教师偏爱的教学方法有，翻译教学法和交际教学法。另外，

问卷调查结果还显示，绝大多数苏丹学生接受但并不喜欢目前的汉语教师的教学

方法，因此我们对上述三种教学方法进行了深入调查。 

以阿拉伯语和英语为中间语言的翻译教学法在苏丹的汉语教学课堂上的使用

更为普遍，导致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苏丹官方语言包括了阿拉伯语和英语。因

此，我们对教师使用阿拉伯语和英语作为中间语言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在参

与调查的 20 位教师中，有 3 位教师会在课堂上使用“全阿拉伯语和英语”作为汉

语教学手段，11 位教师选择“经常使用阿拉伯语和英语”提问中有 4 位教师表示

“他们很少使用阿拉伯语和英语作为汉语教学手段。本次调查中只有 2 位教师选

择“不使用”阿拉伯语或英语。可以得出结论，汉语教师仍然严重依赖阿拉伯语

和英语进行教学。  

苏丹学生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对中国文化和汉语的兴趣更大，比例为 62%，

部分学生还对中国人和中国功夫感兴趣。将汉语学习视为学习一门新语言的人数

极少，仅有 3 人。由于一些中国社交媒体网站没有到达苏丹，苏丹学生对中国的

了解非常少，人们对他国的文化与民族非常好奇，苏丹学生也是这样。通过调查

还发现，学生们在课堂上反映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历史”和“现代流行文

化”。学生自然对不同于当地的风俗和历史感到好奇，就有想去了解的想法。只有

对中国传统民俗文化有所了解，才能更好地和中国人沟通。然而汉语和中国功夫

在汉语课堂上无法全部展示，这使得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还不够强烈。 

表 2-5 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学生对汉语学习困难的调查 

学生学习汉语的难点 汉字书写 拼音认读 开口成句表达 听懂老师指令 读懂课

文内容 

学生人数 93 44 72 33 51 

所占比例 93% 44% 72% 33% 51% 

从表 2-5 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绝大多数参加调查的苏丹学生认为“写汉字”

是他们学习汉语的难点，达到 93%。他们在圈子里，不习惯写“方字”这样的汉

字，会觉得难。相比之下，“开口成句”占总数的 72%、“读懂课文内容”占总数

的 51%、“拼音认读”占总数的 44%、“听懂老师指令”占总数的 33%。此次调查

的结果说明了，这些需要学生掌握听说读写技能的项目对于当地学生而言并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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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主要是因为语言环境的限制，难以让学生有一个真实的汉语环境。 

表 2-6 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学生的印象和反应 

学生对汉语印象差异 很难 有意思 不必要 很流行 

学生人数 90 81 0 73 

所占比例 90% 81% 0 73% 

根据上表可知，90%参与调查的苏丹学生都认为学习汉语很难，73%的苏丹学

生表示学习汉语在目前“很流行”；81%的苏丹学生表示学习汉语非常“有意思”；

调查的所有学生中，所有人都表示学习汉语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苏丹学生对学

习汉语基本都非常感兴趣，然而因为苏丹学生当前的语言环境对其学习汉语的帮

助极为有限，同时汉语的写法、拼法以及发音等和苏丹语言完全不同，这就导致

学生学习汉语更难。然而苏丹学生也认识到了，伴随中国和苏丹的交流越来越密

切，学习汉语也成为了大众渴望尝试的事情，也就是说苏丹学生对学习汉语的必

要性非常认可。 

3.2 多媒体教学法 

 

 

 

 

 

 

 

 

 

 

图 2-11 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教师在课堂上使用多媒体的频率 

根据上图可知，63%和 23%的苏丹的老师分别提出“每节课都使用多媒体”“大

部分课堂都使用多媒体”，14%的教师表示“偶尔会使用多媒体”，没有老师选择在

课堂上“不使用多媒体”。也就是说，老师们都了解到了汉语课堂中应用多媒体的

教学的必要性，这对于提升汉语教学质量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应用多媒体能有效

地解决比较深入的问题，以多媒体文本、图像等方式进行讲解和操练能让学生有

更直观的感受，进而确保汉语教学取得一定的成果。 

3.3 媒介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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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教师在课堂中使用媒介语言的频率 

根据上图可知，此次调查中只有 8%名苏丹汉语老师不会使用媒介语言；56%

的教师提出他们会使用中间语言；还有 36%的老师表示其很少使用语言。由此发

现，汉语课堂上应用英语来沟通交流的频率比较高，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汉语

有时在课堂上出现的比阿拉伯语和英语多，这表明教师对中介语言的依赖程度非

常高。 

在参与调查的 100 名学生中，有 68 名学生可以在课堂上“经常说”中文，占

总数的 68%，23 名学生选择“有时说中文”，占总人数的 23%，有 9 名学生表示“很

少说”中文，仅占总人数的 9%，没有学生选择“从不说”中文。 从以上调查可

以看出，教师在课堂上采用的交际教学方式仍然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讲中文的机

会。任务型教学也是当今最流行的教学方法之一，这种教学法可以以清晰、有效

和创新的方式教给学生语言，使学生在完成学习任务的过程中提高语言能力、思

维能力和创造力、沟通合作能力等。教师在课堂上采用这种汉语教学方式时，通

常是在课堂培训课上进行安排，即围绕教学目的，通过布置课堂作业或组织课堂

活动，帮助学生巩固和掌握汉语知识。 

3.4 其他教学法 

在所有接受调查的老师中，13 名老师会在课堂上以游戏的方式来安排任务，

16 名老师通过小组讨论的方式完成任务，7 名老师会在课堂上让学生开展“小组

访谈”的方式学习。有 3 名教师，会为学生安排“朗诵比赛”、有 8 名教师表示有

“看中文电影”等学习任务。可以看出，在苏丹的中国教师在课堂上比较喜欢使

用任务型的教学方式。并且由于老师布置的游戏学习任务一般都是围绕苏丹学习

者进行的，学生们往往非常感兴趣，可以积极参与到老师提前准备的活动中，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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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互动不断，课堂气氛会得到提升。通过交流和表达，可以达到进一步训练学生

沟通能力的目的。 

（二） 访谈调查结果的统计与分析 

1. 教师访谈结果分析 

经过调查访谈，对苏丹汉语老师对于汉语教学工作适应性以及在汉语教学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汉语教师由于任职前接受过岗

位培训，对于苏丹汉语教学工作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但由于语言、教学环境、教材等各种原因，接受访谈的 10 名教师中，依然有 6

名表示对于在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开展汉语教学需要较长时间的适应，尤其

是初到苏丹时，内心的落差感较大，需要付出更多精力才能投入到工作中去。只

有 4 名教师认为能够快速适应。6 名教师认为当前喀土穆孔子学院使用的汉语教材

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学习兴趣，还有 2 教师感觉在平时教学过程中，苏丹

学生对于教材中的内容兴趣不大。有 4 名教师表示，由于教学条件有限，想要丰

富教学内容需要做较长期的准备，还有 4 名教师认为教学方法的丰富还是能够提

高学生汉语学习兴趣的。还有 2 名教师表示，当前使用的教学方法已经能够满足

现阶段教学进程。有 7 名教师认为在苏丹开展汉语教学，语言障碍是教学工作面

临的最大困难。这就导致教师在教学中不得不使用英语作为中间语开展教学，而

这种教学方法增加了汉语教学的难度。有 4 名教师认为喀士穆大学孔子学院的学

生汉语学习态度并不积极，部分学生学习时没有恒心，遇到困难就没有继续没戏

汉语的信心。 

从对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放访谈结果来看，当前该校汉语教师

对学校所使用的汉语教材满意度普遍较低，对喀士穆孔子学院汉语教学适应性也

不强。普遍感觉在喀士穆孔子学院开展汉语教学时教学方法的拓展难度较大。 

2. 学生访谈结果分析 

研究从调查问卷的受试者中选取了 10 个学生进行更一步的访谈，在“您对汉

语教师的教学工作有何评价和反馈？”一问中，60%的学生表示“教师都比较耐心，

会根据学生的汉语水平调整教学进度”，尽管如此，依然有许多学生表示跟不上教

师的教学进度。20%的人表示“对教师的课程没什么兴趣，老师在讲课的时候不是

很能理解课程内容，有些能理解的内容感觉也比较枯燥，所以汉语课堂上常常会

有一听就想打瞌睡的感觉”。还有 20%的人表示“基本听不懂，并且和汉语老师沟

通起来会有困难，所以也不想主动找老师提问题”。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对

于该校汉语教师的教学态度都一致表示满意，但是对于教师教学效果却有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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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在“您认为喀土穆孔子学院使用的教材怎么样？”一问中，50%的学生表示

“教材比较老旧的感觉，和平时在网络上了解到的中国文化有些不一样”。20%的

学生表示“教材还是比较适合自己学习汉语的各种需求的，听说读写等各方面的

内容都有”。10%的学生表示“现在使用的教材比较枯燥，自己不太感兴趣”。还有

10%的学生认为“现在使用的教材太过简单浅显，和自己所需要的根本不一样。”

从访谈结果看，学生们对于当前孔子学院的教材的满意度普遍并不高。在“您对

哪些汉语教学方法感兴趣？为什么？”一问中，60%的学生表示对于体验式学习课

程更感兴趣，30%的人希望教师增加多媒体教学的频率，10%的人表示老师的教学

方法并不重要，只要想学怎么样都能学。可见当前汉语学习者进一步年轻化，对

于教学方法和手段的需求也需要不断革新。在“您觉得教师的更换对你的影响是

什么？”一问中，70%的学生认为当前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师流动频繁。

20%的人表示，自己好不容易适应一个教师的教学节奏和模式，更换一个老师后又

需要很长时间去适应。60%的学生认为教师的更换影响自己汉语学习的习惯和进

度，还有 20%的人认为频繁更换老师非常影响自己汉语学习的心态。在“您在现

阶段汉语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有哪些？”一问中，40%的学生表示自己现阶段汉语学

习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了解汉语教材中所提到的那些中国物品和中国文化，有些

基本知识非常浅显，但是有些和本土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知识又特别深奥，尤其

是一些中国俗语，了解起来难度较大。30%的人表示目前还不适应汉语教师的教学

方法，学习中总感觉提不起兴趣。还有 30 的人表示自己汉语学习最大的困难就是

汉语的说和写，有些汉语知识尽管感觉已经听懂了，但是真正去说、去写的时候

还是很难。 

从学生访谈结果来看，苏丹学生对于汉语教师教学态度、教学速度还是相对

满意的，但对于教师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的满意度则要低得多，但整体看，苏丹

学生对于汉语教师教学工作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但苏丹学生对于当前汉语教学

中教材的满意度则普遍较低，主要反映在对教材内容老旧、浅显、难以联系现实

等方面的不满。当前苏丹学生学习中遇到最大的困难也体现在教材与自己生活的

联系不大，导致学习时对知识理解难度增加。绝大多数苏丹学生不喜欢频繁的更

换汉语教师，认为换一位教师就会影响自己学习汉语的进度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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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三教”方面发展成
效及存在的问题 

    通过前面的调查与分析，我们发现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在“三教”方面

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下面分别加以说明。 

一、 发展成效 

  苏丹喀什穆大学孔子学院自建立以来在汉语“三教”研究方面的投入一直在

持续增加，无论是教师、教材还是教法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对汉语教学质

量和水平的提升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一） 教师方面发展成效 

一是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教师总体上学历都比较高。从调查结果看，

超 70%的教师都是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这些过高层次学历教育的教师，文化程度、

综合素质普遍较高，这成为开展汉语教学的一大优势。 

二是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教师普遍比较年轻，充满活力，容易与学生

“打成一片”。从调查结果来看，98%的教师都是 30 岁以内。年轻的教师队伍虽然

教学经验上会有所欠缺，但却让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充满了活力。

教师们的教学风格偏活泼、风趣，与学生们的代沟也比较微弱，交流起来更流畅。

年轻教师比较灵活，“教学想法”往往也比较多，这就意味着教学方法可能更丰富

多样，更能够抓住学生的学习心理。善于创新，善于从有限的教学材料中找到亮

点，不拘泥于一成不变的教学方法，尽可能地丰富苏丹学生的汉语课堂。 

三是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教师大多具有专业的教师资格，因此具备了较

好的专业素质，有利于事业的延续。通过获取专业的教师资格，教师有了比较多

的专业训练和专业实践，教学能力也有了一定的保证。同时，这一职业资格也使

得他们的职业规划会相对稳定于教师这一行业，这使得继续或长期留任成为可能，

保证了孔院教学工作的连续性。 

总体来看，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教师的优势在于学历高、年轻态和专业

素养高等方面。这些优势，为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三教”问题的改善

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尤其是年轻态的教师群体接受能力很强，能够很好地适应苏

丹当地生活、文化等，能够快速适应当地的汉语教学，对于教学方式和教材的改

革都能够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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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材方面发展成效 

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在教材方面也有一定可取的地方。 

一是教材的选择上，均从教育部语合中心中重点规划的教材或者重点推荐的

教材中去进行筛选，因此，教材的质量有保障，能较好发挥教材在汉语听说读写

训练中的作用。 

二是选用教材的难易程度比较适中。难易适中的教材是比较符合苏丹孔子学

院学生汉语学习实际情况的，因为一个班级中的学生汉语学习情况不可能完全一

致，存在着各种汉语水平的学生，过难或者过易的教材会导致学生汉语学习两极

分化更严重，适中的教材能够拉近各层次学生汉语学习水平，消除学生学习的畏

难情绪和懒惰思想，让学习成效显著增长。 

三是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能根据不同学习进程进行教材的合理匹配，每

个学期都能根据课程、学生搭配选择不同的教材，最大限度地满足苏丹学生对于

汉语学习的需求，提高学习效果。 

（三） 教法方面发展成效 

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在汉语教学方法方面已做了积极探索。 

一是能综合运用交际教学法、任务教学法和翻译教学法。多种多样教学方法

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的正常进行，也促

进了教学质量和水平的稳步提高。 

二是交际教学法突出对学生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注重学生汉语学习的实用

性、适用性。交际教学法是国际中文教学中最常用的教学方法，也是中国教育界

经过多年汉语教学实践总结出来的教学经验，该教学方法的运用促进了学生汉语

交际水平的快速提升。 

三是任务教学法更注重对学生理解能力、汉语真实境况反应能力以及学生学

习兴趣的培养。教学中，就是能根据学生年龄、汉语水平、理解能力、学习心理

教学内容等布置相应任务，有利于提升学生注意力和学习兴趣，在实践中这一教

学方法得到了学生很高的认可。 

二、 存在的问题 

尽管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近些年“三教”方面进步明显，发展迅速，但

是在教学实践中依然存在诸多不足，通过问卷和访谈调查，其存在的问题也显现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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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师方面的问题   

一是师资队伍不够稳定，教师流动性强。原因有三：首先，苏丹近些年虽然

经济发展提速，但是整体经济水平还是欠发达的，因此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

获得苏丹政府的办学支持力度并不大。同时，由于当地的安全性、稳定性与中国

相比也有较大差距，导致教师的待遇和保障缺乏吸引力，教师工资水平与教师面

临的安全、生活、交际等困境并不成正比，因此，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汉

语教师流失量是很大的，申请续任的语合中心教师和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很少，

任期一满就回国，本土教师的工作年限也不长，这就导致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

院师资队伍建设出现问题，师资队伍不能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其次，如前面的调

查结果所示，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教师普遍较为年轻，年轻教师大多还需要

解决成家、生子等问题，需要更安定的环境完成这些人生目标，长期留教苏丹显

然不太现实。而年纪相对较大的教师一般不需要再为这些问题发愁，但是苏丹喀

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却并没有引进这类教师，教学队伍的年龄断层严重。最后，由

于教师在该校的晋升空间与难度也相对较大，这也导致本土教师长期任教的积极

性受到一定的影响。 

二是由于专业背景不同、教学经验不同，使得教师间的理论和教学水平还存

在差异。如前面的调查统计结果所示，虽然教师学历整体水平较高，但由于专业

背景不同，教师对汉语教学的理解不同，因此在汉语教学方面还是显示出“各自

为战”的特点，在教学理念、教学步骤环节、教学基本方法等方面缺乏一定的共

识性。 

三是教师普遍感觉缺乏一个统一、系统的教学大纲来指导和规划教学，教学

中缺少抓手，这也是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还普遍存在的一个较大问题。尽管

教师使用的教材是统一的，课程设置也是有规划的，但是缺乏顶层设计一个科学

合理的教学指导大纲，导致教师往往凭着经验和自己的教学想法，想到哪里教到

哪里，教学的整体规划性有欠缺，不能够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目标的实现会打折

扣，教学效果并不理想。没有统一的大纲，就等同于没有明确、系统的教学目标，

教学效果难以达到预期。 

（二） 教材方面的问题 

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教材主要为《发展汉语课本》《长城汉语》《HSK

标准教程》，这三种教材比较经典，能够满足苏丹学生基础汉语学习，但在喀土穆

大学孔子学院使用的过程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教材还存在针对性、适用性不强的问题。这里的针对性主要体现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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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未能与苏丹当地文化、民俗和实际情况联系起来。苏丹与中国国情存在着巨

大的差异，无论是文化、风俗、饮食还是经济环境等都大相径庭，而汉语教材并

不是专门针对苏丹学习者编写的，因此教学中的交际场景、文化元素等往往是根

据中国教材编撰者的认知和想象出发，未能与当地实际应用场景对接，本土化不

够，适用性不强，不能很好地激发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

学习的难度。 

二是教材中有些内容过时，不能反应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和社会现状。虽然教

材内容的时效性也是教材普遍存在的问题，不仅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教材

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其他教师也会有这方面的感受。但由于苏丹远在非洲，学习

者对中国的了解途径还十分有限，因此通过教材内容了解感知立体的中国成为很

重要的路径。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中国的经济、教育、城乡

面貌、百姓生活、语言状况等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变化，这些当代中国概况不能

及时出现在所用教材中，如果仅仅依靠这些教材进行教学，学习者即便可以取得

较高的学习成绩，但却无法了解真实的中国。 

三是仅仅依靠教材，教学资源比较单一。教材在教学中发挥的作用毋庸置疑，

但仅仅依靠教材去开展教学和文化活动，教学资源就会显得不够丰富。苏丹喀土

穆大学孔子学院的学习者构成多元，既有在校学生，还有社会商业人士。不同群

体对于汉语学习的需求不同，前者更注重对语言、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后者则更

注重中国商业文化、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学习。因此，除了教材以外，慕课、微课、

短视频、汉语学习网站、《中文联盟》等学习资源应该得到充分地利用，并将其作

为教材的有益补充，以满足学生群体多元的、更深层次的学习需求。 

（三） 教法方面的问题 

调查发现，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教师能运用交际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

实施教学。但在教学方法运用方面还存在下面几个问题： 

一是在运用某种教学方法开展教学时，课堂管理没能跟上，使教学方法的实

效打了折扣。苏丹学生的性格特点开朗活泼，课堂上愿意发表言论，教师运用交

际教学法、任务教学法进行教学时，注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注重任务的完成及

交际的实现，忽略了学生知识点的掌握效果以及课堂管理的有效性。比如有些学

生看似活跃，但做出一些与课堂无关的行为，没能实现知识学习的目标，也扰乱

了课堂秩序；还有一些学生在活跃的课堂气氛中“浑水摸鱼”，未积极参与到教学

过程中来，“出工不出力”。如果教师未能及时发现并改变这种状况，就会出现课

堂“失控”的局面，再好的教学方法也无法实现预期的目标。久而久之，这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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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法就很难在课堂上加以实施。 

二是教学方法的趣味性不足。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教学常用的教学方法

有交际教学法、任务教学法和媒介语教学法三种，教师能将这些教学方法融合加

以使用，得到一定的教学效果。但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学方法的运用还不够熟练，

与所学知识结合不够紧密，特别是运用这些方法的教学设计还不够吸引学生，存

在为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为完成交际而交际的做法，使得这些教学方法缺乏趣

味性，时间久了，学生就会失去参与的兴趣。孔院的学生呈现低龄化的趋势，其

生理特点和认知能力使得学习者更倾向于有趣味性的教学方法。 

三是汉语教学中还存在媒介语使用过多的问题。在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教

师通常会运用英语或阿拉伯语作为媒介语进行教学。作为一种辅助教学的方法，

媒介语教学方法尤其适用于教师和学生汉语语言交际存在一定障碍的情况下使

用，让零起点或汉语水平较低的学生能够与教师进行交流和学习，帮助学生理解

教师的授课思路，跟上教师的教学节奏，从而提高汉语学习成效。但是实际教学

中，师生过多地依赖媒介语教学方法，很多时候教师会采用翻译教学法，一方面

不利于实现沉浸式汉语学习，减缓学习者进步提高的速度，另一方面由于教师的

媒介语水平有限，过多使用也会导致学生对语法等知识的理解出现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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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三教”方面存在问
题的解决对策 

    针对前面发现的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三教”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将

分别从教师、教材、教法方面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一、 教师方面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要解决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教师方面存在的问题，就必须从教师队伍建

设、教师素质提升和教师教学实施等几个方面入手。 

（一） 尽量减少教师流动，稳定师资队伍 

要减少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流动，一是要加强中国教育部语合

中心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与公派教师项目的实施，国家可以想方设法增强孔子学

院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项目的吸引力，带动更多的汉语专业的本科应届毕业生与

在读研究生参与这项工作中，以此来增加中国教育部语合中心国际中文教育志愿

者数量，扩充志愿者队伍，让苏丹汉语教育的师资力量得到切实的增长。二是，

相关部门针对这些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推行一些优惠政策，比如在国际中文教育

志愿者的任期结束后，为他们的升学、就业提供一定的便利，在再就业时可以有

优惠政策等。而对于拥有丰富经验的公派教师，应保障其在苏丹喀土穆孔子学院

任期结束后，再就业的薪资待遇不会降低，从而使教师们无后顾之忧，放心地投

入到苏丹喀土穆孔子学院汉语教育工作中去。 

目前苏丹汉语教师多数是孔子学院招募的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本土教师占

比较低。而中国教育部语合中心所招募的不管是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还是教师，

皆存在任期限制，使教师的工作无法形成连续性，苏丹汉语教师队伍的稳定性较

低。要切实增强苏丹汉语教师队伍的稳定性，苏丹喀土穆孔子学院应该积极与中

国国内的大学通力合作，帮助苏丹本土中文专业学生或者中文学习者到中国接受

专业的国际中文教师培训，以培养一批优秀的本土汉语教师。苏丹本土学生熟悉

当地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以及教育制度，同时他们也系统性地学习了汉语知识，

担任本土教师有着天然优势。同时，也要支持当地优秀的汉语学生能到中国学习，

学习更多汉语知识与中国文化，归国后再担任汉语教师就更具专业性。 

本土教师的培养过程十分漫长，在本土汉语教师培养起来前，还需要做好新

旧教师的衔接工作。新教师需要在前任教师离岗前就前往学校，在前任教师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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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尽快适应教学工作和方式，熟悉教学环境，并掌握各类教学技巧，使其可以

更快地胜任教学工作。 

（二） 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取长补短 

面对苏丹喀土穆孔子学院汉语教师专业背景不同、教学经验不同的现状，要

提高汉语教师整体教学水平，一是要巩固各毕业专业汉语教师的教学理论知识。

比如加强汉语语音、语法、语义的学习，深入的学习教育学、心理学等，尽可能

的提高自身教育素养。 

二是要学习更多语言学知识，包括教学中介语、跨文化交际、语言互动等方

面的内容。同时强化中介语培训力度，在课堂教学和日常沟通中，中介语的作用

都不容忽视。汉语教师要充分融入当地的生活和工作中，中介语的熟稔程度能起

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三是注重课堂观摩，向优秀的汉语教师们学习，积累更丰富的经验，以提高

自己专业素养。在教学过程中也应该懂得去发现问题，并与其他一些经验丰富的

教师进行交流，以此来增强自身的教学能力。 

四是要加强对主要教学对象、所要用到的教学材料、绩效考核形式等教学相

关信息的了解，以便针对未来的教学工作设计出合理的教学方案。 

五是通过共享教育资源，强化对于教师们的培训。可以定期举办讲课技能比

赛、各类研讨会等，了解当前教育活动所存在的问题，探讨其解决策略，以有效

提升汉语教师的整体教学水平。另外，苏丹喀土穆孔子学院内部的教师们相互之

间也应该加强学习与交流，扬长补短，共同进步。 

（三） 尽快为教师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 

目前，苏丹所有的汉语学校都没有一个统一且清晰的教学大纲，更没有具体

的课程方案。因为苏丹政府没有对全国的大中小学汉语教学体系进行规范，在日

常教学中，所有的汉语老师都没有被规定必须提交相应的汉语教学方案。汉语教

师开展汉语教学大多是根据教材的内容来安排进度，多数教师的汉语教学都是凭

教学经验，这导致汉语教师队伍内部教学水平、教学成效的差距较大。随着苏丹

汉语教育的不断发展，苏丹当地开始设置越来越多的汉语教学机构，喀土穆孔子

学院的汉语学习者也越来越多，汉语教师没有一个清晰、系统的教学大纲，不利

于汉语教学的有效开展，也不利于推动汉语在苏丹的普及。因此，苏丹教育部门

应当充分认识到汉语教学大纲的重要性，积极出台政策，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

推动苏丹各汉语学校制订汉语教学计划。苏丹喀土穆孔子学院的教学大纲则应该

要明确教学的对象、时间、目的、原则、内容、要求、方法等。各汉语教师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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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教学大纲为学生设定详细的教学计划和教学目标。这样，教师的汉语教学才能

做到有的放矢，切实提升喀土穆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的成效。 

二、 教材方面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教材问题的解决，需要从教材的本土化编写和教学

中教师对于教材内容的不断丰富方面入手。 

（一） 大力研发苏丹本土化教材 

当前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采用的汉语教材都是国家汉办捐赠的，其中的内容

也是中国人根据自己对汉语教学的理解所编撰的。这些教材包含的内容能够满足

大部分外国人的汉语学习需求，普遍适用于任何国家的汉语学习者。但这类教材

的针对性也随之降低。在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调查中显示，当地学生

对于这些教材的满意度并不高，其对于苏丹当地汉语教学活动的开展而言略显老

旧，从而间接削弱了汉语的教学成果。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做到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加强汉语教材与苏丹本土文化的联系。在教材编撰中，融入苏丹社会状

态、经济状况、风土人情、民族宗教等相关类容，并与中国相关类容进行对比与

联系，通过这种模式帮助苏丹汉语学习者了解汉语知识，增强知识联想与巩固。 

二是，在汉语教材编撰中增加苏丹学生比较熟悉的事物、名人、运动等，通

过熟悉的事物拉近苏丹学生与汉语之间的距离，激发其学习汉语的热情。 

三是确保苏丹喀土穆孔子学院汉语教师与学生持有汉语教材的数量。当前学

习汉语成为了一种国际趋势，很多外国人都投入到学习汉语的大军中，汉语教学

材料需求量与日俱增。苏丹汉语教材的需求量也随之增长。但当前喀土穆孔子学

院汉语学习者的教材持有量并不理想。要切实提升汉语教学效果，所有学生都要

准备好自己的教材，便于老师为学生布置课本中的作业，也能让学生自己提前预

习以及课后复习。 

（二） 教师适当调整教材内容 

和培养本土教师一样，本土汉语教材的编写也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

当前汉语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可以着手现有的教材，对其进行不断的丰富和调整。

即使当前使用的汉语教材有一定的不足之处，但其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依然有

许多值得汲取的精华之处。教师对于教材内容的调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备课环节就应该对教材进行合理的取舍，将一些无关紧要的、过于老

旧过时的内容过滤掉，依据中国人当前的实际生活，补充一些新内容。比如在向

学生讲解“买东西”这一主题时，可以加入微信、支付宝等新的词汇，向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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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介绍当今中国的变化。讲解中国美食时，也可以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利

用多媒体教学工具，将中国的美食通过图片，音视频等手段展示给学生，给他们

播放《风味人间》《人生一串》《舌尖上的中国》等专业纪录片，使学生们通过耳

濡目染，对中国美食有更多的了解，再让学生将其与自己所熟悉的非当地美食加

以比较，让他们去讲解苏丹本土的美食，以此来实现文化输出。同时也能激发学

生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积极主动地去学习中国文化，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 

二是立足于学生的实际情况，包括当地的地域文化、学生的年龄、母语特征、

学习目的，来对教材进行调整，提高语言材料的适用性，以此来提升学生们日常

汉语交际能力。 

（三） 进一步丰富教学资源 

随着网络的普及应用，教学资源的丰富途径越来越多样化，汉语的教学活动

也不能局限于教材和书本。首先，苏丹喀土穆孔子学院可以通过网络渠道来拓展

学生们的知识面，在中国教育部语合中心的支持下建立教学资料数据库。其次，

还可以向苏丹汉语学习者推荐一些全面介绍中国文化的网站，使学生们通过自主

探索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提高所学习的知识的时效性。最后，通过中国发展迅猛

短视频、vlog 等向苏丹学生呈现中国多民族绚烂的民族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

化、历史文化、地域文化等，以对课堂知识进行有效的补充，尽量可能的增加汉

语教学的趣味性与丰富性，使学生们通过网络来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掌

握汉语的精髓，激发他们对汉语的学习兴趣，获得更高的学习效率，提升自己的

汉语水平。 

三、 教法方面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苏丹喀什穆孔子学院教法方面问题的解决，主要通过汉语教学课堂的管理、

汉语常用任务教学法的设计与实施，以及媒介语教学手段的适当运用等来进行改

进。 

（一） 增强课堂管理意识，注重教学方法运用的实效性 

教师合理的应用交际教学法能极大的鼓励学生张开口说汉语，使课堂的气氛

更加活跃，然而这样的教学方法通常会使得课堂管理的难度加大。有些教师的汉

语课堂上，学生们交流激烈，气氛喧闹，学生的学习热情是被带动了起来，但是

课堂的进程无法推进，教学效果依然难如人意。因此，苏丹喀土穆孔子学院汉语

教师要注重教学方法的丰富性，同时更应该注重教学方法运用的时效性。要提升

教学方法的时效性，首先就要增强课堂管理意识。老师在课前要对课堂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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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选择和设置，对于教学进程进行有效把控，把每一个教学环节的时值、话题、

参与度等细节都设想清晰，当课堂实施中出现偏离设定的情况时，及时调整，就

能保障教程顺利进行。 

苏丹汉语课堂中的学生其汉语水平是存在一定差距的，但有的老师为了跟紧

教学进度、确保教学时间的合理应用，就会不自主的与汉语能力稍好的学生交流，

鼓励其勇于提出自己的看法，而对汉语水平较差的学生则不闻不问。这样一来，

汉语能力差、课堂表现一般的学生就丧失了交流的权力，只好在课堂中开小差，

甚至做一些影响课堂秩序的行为。这样一来，苏丹学生间的汉语水平差距就可能

进一步被拉开，甚至呈现两极分化。因此，汉语教师要注重因材施教，注重教学

方法实施的策略。对于性格活泼、汉语交流意向强的学生，要有意识的引导其跟

着教学节奏走，对交流话语及时切换。对于汉语基础差、性格相对内向、交流意

愿弱的学生，要有意识的去牵引其参与到交流中来，避免其在课堂中遭到“冷遇”。 

比如运用交际教学法时，在学习交流开展前，老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来设计

出与课堂相符的交际话题，上课的过程中，要关注到所有的学生，让他们都能参

与进来，尽量吸引所有学生的注意，使其更积极、更主动。当学生对一些词汇和

语法感到困惑时应该积极求助于老师，而老师在此刻也要耐心的予以解答，使学

生保持对学习汉语的热情。 

在学习交流的过程中，如果学生的表达方式出现错误，教师要根据实际情况

应用正确的纠错方式，这是由于老师的要求过于严格就会在一定程度上终止教学

活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会在教师严厉态度的影响下受到重创，久而久之学生学习

汉语的热情很可能会转变成对教师甚至是对汉语的畏惧，其汉语学习兴趣将大打

折扣，因此教师在对学生汉语学习进行纠错时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 

在交际教学法实施后，教师还要对学生进行点评，指出其中的不足，赞扬其

中的优点，这样就能让学生在日后的课堂活动中更加积极主动，从而寻求进步。

教师在课后还可以对自己的教学过程进行不断的反思，对学生平时最容易产生的

错误进行仔细归类，找出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并在后续教学中持续改进，从而

提高教学法的时效性。 

（二） 灵活运用教学方法，注重教学的趣味性 

汉语教学的方法多种多样，但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对于苏丹喀土穆孔子学

院汉语教学来说，提高教学方法的趣味性迫在眉睫。 

一是可以运用趣味教学法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促使学生在趣味性的情境下更

好的练习汉语。趣味性的教学方法要求老师的课堂教学能力突出，课堂教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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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老师要在课前设计出学生能够理解并积极参与的方案，对整个教学流程进

行合理的把控，如果教学过程设计过于简单，学生很容易就完成，那么就会失去

挑战的乐趣；如果设计难度过大，就会打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老师要充分

结合教学经验来设计游戏内容与环节。 

二是运用活动教学法来提高学生参与度。应用活动教学法的过程中，首先保

证活动的目的清晰，不能使学生对活动的理解有偏差，而最重要的就是确保活动

的主题突出，并紧密结合教学内容。在活动过程中要牢牢把控教学任务的融入性，

也就是说在开展活动教学的过程中要结合学生的汉语理解与表现能力进行相应的

调整。通过逐步在活动教学中提高教学难度，使学生慢慢对学习汉语产生浓厚的

兴趣。对于已经达到中等水平的汉语学习者，就可以适当的增加汉语活动的体验

性与参与性，并在在应用的过程中设计一些和其生活息息相关的环节，让学生能

主动张开嘴，以汉语来表达自己的想法。通过一个主题或场景切入，使学生将自

己学习过的汉语整合在一起，在真实而有实际意义的语境下通过成段的汉语表达

自己的想法，这样也能让学生轻松自由的应用自己掌握的汉语知识。 

总的来说，应用趣味教学法的过程中，不但要确保活动目的的明确性，同时

也要掌握活动的难易程度，设计活动时必须要遵循科学性原则，同时也要紧密结

合实际。设置学生感兴趣的主题内容，创建和当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相

符的交流场景，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活跃课堂氛围。而这样的教学方法离不开

老师丰富的教学经验以及超高的职业素养，因此也需要老师们教学相长。 

（三） 注重营造汉语语境，适度使用媒介语 

经过在苏丹汉语课堂实际调查后发现，部分学生汉语学习的基础较差，通过

媒介语则能够让课堂更加轻松，老师通过媒介语授课也能让学生对老师的课堂思

路更了解，同时与老师的课堂节奏保持一致。但这需要老师和学生的英语水平达

到一定的高度，也就是说两者能通过第三方语言顺利沟通。对于老师而言，其英

语水平不但要确保可以正常沟通，同时也要对汉语专业知识有清晰正确的表达。

然而事实通常与此不符，很多汉语老师在海外课堂中慢慢表现出英语口语表达障

碍的情况，有些老师的英语能力有限，这样不但使其在讲解汉语知识时容易出现

错误，同时也使学生对老师的专业性产生质疑。对于学生而言，因为苏丹有诸多

地方语言，有些学生母语并不是英语，所以班级内学生的应用能力也有很大的差

异，当老师应用媒介语授课的过程中，目的语和媒介语的双重困惑就会使学生对

学习汉语感到迷惘与无助，这也导致学生更难理解汉语，从而难以达到相应的教

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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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用媒介语的过程中，应该注意： 

一是中国教育部语合中心以及相应的分院应该在老师任职期间组织一些汉语

教师研修活动，科普并培训在苏丹的汉语教师关于英语、科萨语以及祖鲁语等语

种的相关知识，提升相应的口语能力，培训的内容主要有老师在教学初期怎样通

过精准的媒介语来下达课堂教学指令，日常课余时间鼓励教师加强训练自身媒介

口语的专业性，最好能达到必要时应用媒介语精准的表达自己的想法，降低师生

应用媒介语时出现沟通障碍，避免学生质疑教师的专业性，也让教师在提升自我

的过程中更自信。 

二是要始终秉持适度原则，汉语老师在课堂中应用媒介语要适度、适时，避

免在后期的学习过程中过于依赖媒介语而导致学习汉语能力降低。使学习者能轻

松而自由的应用目的语才是学习汉语的终极目标。 

三是教师在新学期的课堂前，可以通过媒介语与肢体动作相结合的方式形成

汉语课堂常用的汉语指令语言，并让学生识别与牢记。而在后期的课堂中则慢慢

降低使用媒介语的概率，改为肢体动作指令与汉语结合的模式，在潜移默化下替

换掉中介语，为苏丹学生打造一个积极的汉语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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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人曾在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学过汉语，因此对当地的汉语教学比较了

解。汉语在苏丹越来越热，有很多地区开设了汉语课程，使学生有更多机会通过

孔子学院对中国语言文化进行更深入的了解。然而“三教”问题成为制约汉语教

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专门关于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三教”

问题的研究几乎没有，这也是本研究的重要价值所在。 

通过调查访谈、调查问卷等形式，发现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三教”问题最

突出的为教师方面。孔院汉语教师主要来自中国教育部语合中心派出的普通国际

中文教育志愿者和外派教师，苏丹本土汉语教师很少，因此师资队伍不稳定，教

师的流动性大。同时汉语教师的专业背景也参差不齐，教学经验也有差异。针对

教师方面出现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进一步丰富汉语教师来源渠道，稳固汉语师资

“输血”机制，逐步加强本土教师“造血”能力。同时，应定期举办各种培训活

动，进一步提高教师的外语及跨文化交际能力。制定苏丹本土汉语教师标准，规

范苏丹汉语教师的从业队伍，提升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整体的从业水平。 

从教材方面来看，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大部分的汉语教材由中国引进，本土

汉语教材甚少；教材的注释语言中，英文注释仍然是主流，只有《发展汉语课本》

等少数教材有苏丹语注释；教材存在针对性、适用性不强，有些内容过时，教学

资源比较单一等问题。针对教材方面的问题，我们认为汉语教材本土化、适当调

整教材内容、教辅材料多样化、数字资源丰富化应该是改善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

汉语教材问题的有效办法。 

从教学法方面来看，目前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采用的教学法有翻译

教学法、中介语教学法、结构教学法等。存在因课堂管理跟不上而使教学方法的

实效打折扣、教学方法趣味性不足以及媒介语使用过多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

我们认为应增强课堂管理意识，注重教学方法运用的实效性，灵活运用教学方法，

注重教学的趣味性，注重营造汉语语境，适度使用媒介语等。 

由于时间和经验所限，本文还有些地方有待完善。其一，由于本人任教时间和研

究能力等方面的限制，本研究有可能未完全反映苏丹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的实际情

况。其二，调查研究样本量不足。发放调查问卷时为苏丹的学期末尾，因此没能

找到更多的被调查者，所以导致调查数据的效度和信度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其

三，问卷中只用英文作了翻译，使得一些非英语母语的学生可能对问卷的理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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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导致最终的调查结果准确性不高。其四，本人教学经验以及处理问题方面

的能力都非常有限，因此，相关“三教”问题的建议还有待进一步加以检验。期

待在未来的研究中，要加大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力度，从而使这些问题得到妥善的

解决，推动苏丹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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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喀土穆孔子学院汉语“三教”情况调查问卷 

（教师卷） 

 

尊敬的汉语教师： 

您好！ 

我是哈尔滨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在读研究生，正在进行喀

土穆孔子学院“三教”情况调查，目的是了解喀土穆孔子学院“三教”的情况。

这份问卷是为完成硕士学位论文所需，恳请您抽出宝贵时间填写这份问卷。此调

查采用无记名的方式，信息仅供毕业论文研究使用，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人信息，

请您放心作答，非常感谢您的支持与帮助！ 

一、教师方面 

1.您的身份是： 

A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B 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 

C 本土汉语教师 

D 其他 

2.您的性别： 

A 男 

B 女 

3.您的年龄： 

A 21-25 岁 

B 26-30 岁 

C 31-40 岁 

D 41 岁及以上 

4.您来孔院工作前的身份是： 

A 本科应届毕业生 

B 硕士在读研究生 

C 硕士应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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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大学在职教师 

E 其他 

5.您的本科专业是__________。 

6.您的硕士专业是__________。 

7.您来孔院工作前是否有工作或实习经验？ 

A 有 

B 没有 

8.您来孔院工作或实习的年限是： 

A 1 年及以下 

B 1 至 2 年 

C 2 至 3 年 

D 3 年及以上 

9.您来孔院前的工作是否与国际中文教育有关？ 

A.是 

B.否 

10.您来孔院以前是否接受过中国教育部语合中心组织的国际中文教学技能培训？ 

A 是 

B 否 

11.您来孔院前是否接受过中国教育部语合中心组织的国际汉语教师岗中培训？ 

A 是 

B 否 

12.您的普通话水平是： 

A 一级甲等 

B 一级乙等 

C 二级甲等 

13.您已获得的外语证书有（多选题）： 

A CET4 

B CET6 

C TEM4 

D TEM8 

F.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 

14.您是否有《教师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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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是 

B 否 

15.您是否有《国际中文教师证书》？ 

A 是 

B 否 

二、教材方面 

1.学生是否有汉语教材？    

A 都有                            

B 都没有  

C 有的有，有的没有，有的占多数  

D 有的有，有的没有，没有的占多数   

2. 教师是否有汉语教材？  

A 有且有全套教材            

B 有但没有全套教材            

C 没有  

1. 教材的难度是否适当？ 

A 是       

B 否        

4.教材的篇幅是否适当？  

A 是       

B 否         

5.学校的汉语教材选用由谁决定？  

A 学校领导         

B 汉语教师          

C 其他（               ）  

6. 学校使用的汉语教材是： 

A《HSK 标准教程》 

B《发展汉语》 

C《快乐汉语》 

D《汉语乐园》 

E 自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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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其他            

7.教材是否有教辅材料或练习册？  

A 是        

B 否    

8.您是否认可并采用手头上的教材？  

A 是        

B 否         

9.您认为该教材的主要缺点为（       ）（可多选）  

A 教材内容缺乏连续性和系统系         

B 教材内容脱离实际，实用性不足  

C 教材内容少而空泛，针对性不强       

D 教材内容缺乏趣味性  

E 教材内容过时                       

F 其他（            ）  

10.教材中是否有足够让学生感兴趣的内容？  

A 是        

B 否        

三、教法方面 

1.您上课经常会采用的教学法是（多选题）： 

A 交际教学法 

B 翻译教学法 

C 任务教学法 

D.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 

2.您运用过哪些课堂教学方式？（可多选） 

A 小组讨论 

B 分组比赛 

C 做游戏 

D 根据学生水平，分别布置任务 

E 中华才艺展示 

F 观看中国电影 

G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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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您在汉语课堂教学中是否使用媒介语？ 

A 是  

B 否 

4.如果使用，您上课使用多媒体的频率是： 

A 每节课都使用 

B 大部分课使用 

C 偶尔使用 

5.您与学生的课堂互动情况是： 

A 经常互动    

B 较少互动 

C 没有互动   

6.您生词、语法教学常用的方法是（多选）：  

A 讲解                  

B 操练  

C 活动                  

D 游戏 

E 其他         

7.您检验学生汉语学习效果常用的方法是（多选）：   

A 课堂表现        

B 听写等小测 

C 考试                 

D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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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喀土穆孔子学院汉语“三教”情况调查问卷 

（学生卷） 

亲爱的同学： 

您好！ 

我是哈尔滨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在读研究生，正在进行喀

土穆孔子学院“三教”情况调查，目的是了解喀土穆孔子学院“三教”的情况，

这份问卷是为完成硕士学位论文所需，恳请您抽出宝贵时间为我们填写这份问卷。

此调查采用无记名的方式，信息仅供毕业论文研究使用，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人

信息，请您放心作答，非常感谢您的支持与帮助！ 

一、对教师的满意度 

1. 您对汉语教师亲和力是否满意？ 

A 非常满意 

B 满意 

C 一般 

D 不满意 

2. 您对汉语教师教学能力是否满意？ 

A 非常满意 

B 满意 

C 一般 

D 不满意 

3. 您对汉语教师授课方式是否满意？ 

A 非常满意 

B 满意 

C 一般 

D 不满意 

4. 您对汉语教师课堂吸引力是否满意？ 

A 非常满意 

B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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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一般 

D 不满意 

5. 您对汉语教师教学态度是否满意？ 

A 非常满意 

B 满意 

C 一般 

D 不满意 

6. 您对汉语教师课堂互动情况是否满意？ 

A 非常满意 

B 满意 

C 一般 

D 不满意 

二、对教材的满意度 

1. 您对汉语教材内容的丰富性是否满意？ 

A 非常满意 

B 满意 

C 一般 

D 不满意 

2. 您对汉语教材与本土文化的相关性是否满意？ 

A 非常满意 

B 满意 

C 一般 

D 不满意 

3. 您对汉语教材的实用性是否满意？ 

A 非常满意 

B 满意 

C 一般 

D 不满意 

4. 您对汉语教材的针对性是否满意？ 

A 非常满意 

B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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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一般 

D 不满意 

5. 您对汉语教材与练习内容的关联性是否满意？ 

A 非常满意 

B 满意 

C 一般 

D 不满意 

6. 您对汉语教材的趣味性是否满意？ 

A 非常满意 

B 满意 

C 一般 

D 不满意 

7. 您对汉语教材的难易程度是否满意？ 

A 非常满意 

B 满意 

C 一般 

D 不满意 

三、对教法的满意度 

1. 您对汉语教学方法的多样性是否满意？ 

A 非常满意 

B 满意 

C 一般 

D 不满意 

2. 您对汉语教学方法的趣味性是否满意？ 

A 非常满意 

B 满意 

C 一般 

D 不满意 

3. 您对汉语教学方法的实用性是否满意？ 

A 非常满意 

B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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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一般 

D 不满意 

4. 您对汉语生词教学方法是否满意？ 

A 非常满意 

B 满意 

C 一般 

D 不满意 

5. 您对汉语语法教学方法是否满意？ 

A 非常满意 

B 满意 

C 一般 

D 不满意 

6. 您对汉语汉字教学方法是否满意？ 

A 非常满意 

B 满意 

C 一般 

D 不满意 

7. 您对汉语语音教学方法是否满意？ 

A 非常满意 

B 满意 

C 一般 

D 不满意 

8. 您对教师的多媒体运用是否满意？ 

A 非常满意 

B 满意 

C 一般 

D 不满意 

9. 您对与教师的互动性是否满意？ 

A 非常满意 

B 满意 

C 一般 

D 不满意 



 - 56 - 

附录三 

喀土穆孔子学院汉语“三教”情况访谈提纲 

 

一、教师访谈提纲 

1.您是否能够很快适应孔院的教学工作？ 

2.您认为现阶段的教学方法是否需要改善？ 

3.您在汉语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有哪些？ 

4.您目前所使用的汉语教材是什么？ 

5.您认为当前的教材是否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6.您认为哪种教学方法最受学生的欢迎？ 

7.您认为学生学习汉语的态度如何？ 

8.您在任教前是否接受过中国教育部语合中心的就业培训？ 

二、学生访谈提纲 

1.您对汉语教师的教学工作有何评价和反馈？ 

2.您认为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使用的教材怎么样？ 

3.您在现阶段汉语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有哪些？ 

4.您觉得教师的更换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5.您对哪些汉语教学方法最感兴趣？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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