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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中国在自身经济高速发展，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的同时，也加大了对

非洲的经济援助与合作力度，苏丹作为非洲地区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国

对其援助项目较多，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汉语人才的需求量明显上升，汉

语教学及研究在苏丹高等教育中的地位日益突显，并成为苏丹教育领域的热点。

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作为苏丹高等教育汉语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之一，对汉

语教学实践和教学研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取得了多项成果，但也不可避

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笔者作为一名苏丹留学生，对母校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

语教学现状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与研究，探讨孔子学院汉语教学

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本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介绍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及意义，研究内容与方法，并对国别化汉

语教学研究、苏丹高等院校汉语教学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为本论文研究提

供理论基础；第二部分，设计本论文的调查问卷。阐述本次调查的目的与意义，

调查对象与方法，调查问卷的设计与实施；第三部分，通过调查数据的统计，从

学生的汉语学习需求、汉语教材的选用、汉语教学方法和汉语师资状况四方面，

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现状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

找到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即教学内容陈旧、

有待创新；教材种类有限，针对性不强；教学方法及操练方式单一，不够灵活；

师资队伍不够稳定，专业水平有待提高。并提出相应对策，包括教学内容与时俱

进，注重知识结构合理更新；扩大教材选择范围，增强教材针对性；运用丰富灵

活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率；稳定师资队伍，提高汉语教师专业水平等。希望

该文本研究能为今后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的发展提供有效借鉴。

关键词：汉语教学 调查研究 数据分析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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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increased its economic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in

Africa while its own economy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s a relatively backward country in Africa, China has

provided more aid projects.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have become more

frequent, and the demand for Chinese talent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Sudan’s higher

education and have become a hot spot in the Sudanese education field.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Khartoum, Sudan,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training bases

for advanced Chinese talents in Sudan, has actively explored and tried Chinese teaching

practice and teaching research, and has achieved many results, but some problems

inevitably arise. As a Sudanese student, the author investigat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Khartoum at his alma

mater, and analyzes and researche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discusses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measures.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this paper is as follows:

The first part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of this thesis, the

research content and methods, and combs the related literature o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in country-specific and Sudanes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nd

provid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research of this thesis; , Design the questionnaire

for this thesis. Explain the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of this questionnaire, survey objects

and methods, and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questionnaire; the third part,

through the statistics of the survey data, from the students' Chinese learning needs, the

selection of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Chinese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status of

Chinese teachers In the fourth aspect,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Khartoum; in the fourth part, on the basis

of data analysis, find out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Khartoum in Sudan: the teaching content is

outdated and needs to be innovated; The types of teaching materials are limited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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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tinence is not strong;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training methods are single and not

flexible enough; the teaching staff is not stable enough, and the professional level needs

to be improved.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including advancing

the situ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focusing on the rational update of knowledge;

expanding the selec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enhancing the pertinence of teaching

materials; using rich and flexible teaching methods to improve teaching efficiency;

stabilizing the teaching staff and improving the professional level of Chinese teachers.

Provide an effectiv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eaching in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the future. .

Key Words：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Date

analysis, Teachin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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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一）研究目的

目前，学界关于海外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现状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是，

由于非洲地区经济水平、文化教育发展相对落后，孔子学院的分布数量较少，使

得该地区的汉语教学及研究相对薄弱，苏丹尤其如此。中国对苏丹的援助项目较

多，两国的经济文化往来频繁，苏丹汉语人才的需求量明显上升，汉语教学及研

究在苏丹高等教育中的地位日益突显。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作为苏丹高级汉

语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之一，汉语教学及研究急需加强与完善。笔者作为一名苏

丹留学生，对母校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现状进行调查，通过调查对数据

进行分析与研究，探讨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

施。希望本论文研究能够为母校汉语教学的发展提供可以借鉴的资料，并弥补苏

丹及非洲地区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相关研究文献的不足。

（二）研究意义

苏丹是位于北非地区的一个经济落后国家，但近年通过中国的经济援助与合

作，其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同时，汉语人才的需求量也在与日

俱增，汉语教学及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对其国内高等院校汉语教学的研究

却相对不足，可供参考的文献也相对较少。因此，本论文研究对苏丹及非洲地区

高校汉语教学及研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理论意义。目前学界关于苏丹高等院校汉语教学现状的研究成果相对

较少，本文通过对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现状的调查分析，不仅可以

为国别化汉语教学研究提一些具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同时，也丰富了苏丹高等院

校汉语教学的研究成果，为苏丹高等院校的汉语教学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其次，实践意义。本论文通过对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现状的调

查研究，发现其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并探寻适当的教

学方法和教学模式，对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同时，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现状的调查研究成果，对非洲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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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的汉语教学实践也具有参考意义。

二、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内容

本论文以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现状为研究对象，从学生的汉语

学习需求、汉语教材、汉语教学方法和汉语师资状况四方面，对孔子学院学生和

对汉语教师分别进行问卷及访谈调查，并在对调查数据的科学统计基础上，分析

该学院当前汉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策略，以

此来提升该学院的汉语教学水平，同时为苏丹高等院校的汉语教学提供可以借鉴

的经验。

（二）研究方法

本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为：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

1.问卷调查法：本研究从学生汉语学习需求、汉语教材、汉语教学方法和汉语

师资状况四个方面设置调查问卷，调查对象是该学院 210名在校生。

2.访谈法：主要是对该学院 11名汉语教师进行访谈调查。对教师的访谈结果

将作为学生问卷调查的补充，进一步完善问卷调查的数据和结果，弥补问卷中有

关问题的单一性和片面性。我们采用文字记录和录音两种方式，全程记录访谈内

容，并结合问卷调查内容进行归类和总结。

三、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一）国别化汉语教学的相关研究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比较注重汉语教学，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使得

不同国家的汉语教学情况呈现出了较大的差异，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呈现出显著

的国别化特征。下面将目前学界关于国别化汉语教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进行综述

如下：

柯玛丽（2015）在研究南亚国家汉语教学现状时，以斯里兰卡国内第一所开

设汉语课程的卡拉尼亚大学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该校汉语教学

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梳理，并从教师队伍、学生、课程设置、汉语教材、和教学模

式等多个角度，全面地分析了卡拉尼亚大学的汉语教学现状，并在其基础上，对

斯里兰卡国内汉语教学发展遇到的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进汉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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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策略和建议，以此为斯里兰卡国内其他机构的汉语教学提供教学参考和借鉴。

李复新（2015）以历史为视角，分析了澳大利亚国内汉语教学的发展历程，

包括汉语教育在澳大利亚的诞生、发展和现状问题。作者的研究为我们认识澳大

利亚国内汉语教育提供了素材参考。作者指出，澳大利亚国内的汉语教育发展始

于上个世纪的 80年代，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与世界各国广泛建立外交关系后逐步

发展起来的，并伴随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综合国际的提升而迅速发展。但与

此同时，澳大利亚当前汉语教育的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主要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汉语教师所采用的教学方式比较传统，普遍缺乏创新，二是

很多学校缺乏汉语教材，尤其是具有澳大利亚国别化特色的本土优质教材；三是

澳大利亚国内当前还比较缺乏优秀的本土汉语教师，且汉语教师队伍的稳定性较

差。但是，近些年，由于华人汉语教师队伍的崛起，及来自中国国内的汉语教师

人数的增加，使得澳大利亚汉语教学正在得到不断改善和提升。

李哲凯（2018）在对印度国内汉语教学现状进行研究时指出，由于印度奉行

独特的宗教文化，使其在汉语教学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显著的特色，其国内

汉语教学发展多受政府部门管控、并同时受到宗教文化观念的影响。此外，独特

的饮食文化、多语言背景和民族差异性特征对汉语教学在印度的发展都起到了一

定阻碍作用。这些因素使得汉语教师在印度生活不适应、汉语教材不能很好地体

现印度特色，汉语课程设置与其他语言课程相冲突，中国文化与印度本土文化相

冲撞等。

杨小彬，徐捷源（2018）在研究巴西国内汉语教学历史及发展现状问题时，

以巴西国内华人数量较多的圣保罗地区为例，阐述了汉语教学在巴西国内的起源、

发展和传播历程。作者指出，巴西的汉语教学的起源与中国华人移民巴西有着十

分密切的关系，早期华人移民在巴西圣保罗地区定居下来后，华人子女开启了第

一批汉语教学的序幕。但由于历史及政治方面的缘故，巴西国内的汉语教学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一直都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直到 20世纪的中后期，随着中巴两

国建立外交关系后，中国和巴西两国的关系得以加强，汉语教学开始在巴西获得

较快发展。当前，在巴西国内，汉语教学主要是由孔子学院进行的，近些年来巴

西国内不断增长的孔子学院数量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孔子学院是汉语在巴西的

主要教学机构，近年来，孔子学院在巴西不断获得发展和壮大。在汉语课程方面，

除了常规课程外，孔子学院还开设了中国功夫、中国茶文化、中国历史人物等课

程。尽管汉语教学在巴西起步较早，发展时间较长，孔子学院发展进步也较快，

但巴西国内的汉语教学也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政府支持力度不够大，学生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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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长期学习汉语的动力和信仰。另外，汉语教师的不足和国别化汉语教材不足等

问题也阻碍着巴西国内汉语教学的发展。

郭艳（2019）通过对美国俄亥俄州 CHUH学区的汉语教学现状的调查，发现

当前美国国内汉语教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尽管当前汉语课程形式丰富多样，

但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尤其是在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方面的课程还比

较缺乏。另外，汉语教学在美国国内发展中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关于美国人的文化

价值观认同问题，大多数美国人对西方的自由民主比较认同，所以很难在短时间

内接受中华民族的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

耿雨、王修军（2019）在对泰国国内汉语教学现状研究时，以口头调查的方

式对泰国国内的中小学汉语教学情况进行的整体研究。通过调查发现，汉语教学

已经得到泰国国家基础教育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当前，针对泰国国内汉语教学的

相关文献数量非常多，但是大都集中在泰国国内的高等院校及孔子学院的汉语教

学及研究，而很少关注到泰国国内的中小学，因此针对泰国中小学汉语教学的研

究，可以对泰国国内汉语教学的整体研究提供一定的补充。此外，笔者通过调查

了解到，泰国国内中小学汉语教学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汉语教学体系不完善，

系统性不够强、汉语教材不够具有国别化、汉语教师稳定性不够强等问题。

葛静（2020）在研究俄罗斯国内汉语教学现状问题时指出，当前俄罗斯国内

的汉语教学发展较快。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及中俄两国战略合作的深入，俄罗斯国

内学习汉语的人数持续增加，汉语教学与研究受到了俄罗斯政府的重视。俄罗斯

政府对此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以全面支持汉语教学在俄

罗斯的发展。文中，作者主要研究了远东国立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的汉语教学发

展情况。研究结果表明，俄罗斯国内汉语教学在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规模上取得

了较大的提高，但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比如汉语课程体系不够优化、汉语教材

不成体系、本土汉语教材缺乏、汉语教师教学方法不够科学等。最后，作者建议，

俄罗斯国内的汉语学校应该从汉语课程设计开始，不断优化课程结构和课时设置，

强化汉语教师的教学技能和专业水平，这样才能全面推动俄罗斯高校汉语教学的

发展。

殷凌薇（2020）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考察了韩国高校汉语教学的现状和问

题，调查指出，韩国在汉语教学方面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但是针对韩国汉语教

学现状的研究却并不多见，作者因此从教师、语法和教材三个方面对韩国的汉语

教学现状问题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韩国高校汉语教师大都资历深厚、教

学经验比较丰富，教学采用的主流语言多为韩语，使用的汉语教材多韩国国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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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本土教材，但存在的问题是有一些老师对汉语教材的编排感到不满意。

上述通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汉语教学发展现状进行梳理和综述，我们发现，

近些年来汉语教学在世界各地取得了飞速发展的成绩，具体表现为学习汉语的外

国人越来越多，开设汉语课程的高校增多，孔子学院逐步在各地建立，但与此同

时，各地汉语教学普遍也存在汉语师资力量不足、汉语教材不够科学、课程设置

不够完善、教学方法有待改善等问题，这些因素都影响着海外国家汉语教学的发

展。

（二）苏丹高校汉语教学现状的相关研究

苏丹作为非洲地区的人口大国，近年来经济社会获得快速发展，与中国的经

贸合作与文化交流也在不断加强，汉语教学来也获得了较好的发展。下面我们就

来梳理一下有关苏丹汉语教学发展的相关文献，为本文的调查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焦凡（2013）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模式进行了探讨。指出，虽

然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历经了数年的发展，但与非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孔子学院

发展相比，该学院的汉语教学同样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包括师资力量薄弱，汉语

教材缺乏本土化特色，汉语课程体系不够优化，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等现实问题，

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起到了消极作用。

马小梦（2016）在研究苏丹喀土穆大学中文系的汉语教学情况时指出，得益

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其在全球影响力的提升，汉语教学在苏丹得到了快速发展，

学习汉语的苏丹年轻人逐年增多，与此同时，中国国家汉办及孔子学院在苏丹的

汉语教学工作也是推动汉语教学在苏丹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欣然（2016）以汉语课程体系设置及汉语教材使用情况为出发点，调查研究

了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情况。通过对孔子学院 5个年级的课程设

置情况、课程设置受欢迎程度、课程设置是否合理等以及教材内容、教材优点、

教材缺点三个方面分析学生对孔子学院的汉语教材编排是否合理及是否被学生所

接受。根据调查结果，作者提出了孔子学院要兼顾课程设置应遵循的依据和标准，

尽力克服汉语课程设置及教材编写中当前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通过优化汉语课

程体系，改进汉语教材编排方式，来整体提升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水平。

张鲲鹏（2019）在梳理苏丹汉语教学现状，分析存在问题及提出针对性建议

时指出，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自 2009年运营以来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学员人数持续

增长。汉语教学在苏丹社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通过问

卷调查、访谈等方法研究分析苏丹汉语教学现状,归纳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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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玲（2019）从历史与现实对比的角度，对苏丹喀土穆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

现状进行了研究。她指出，随着中国近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树立起的广泛影响力，

汉语已经成为世界上很多年轻人开始学习的一门新的外语。由于苏丹与中国的关

系逐年升温，使得苏丹国内学习汉语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在此基础上，苏丹喀土

穆大学孔子学院开启了苏丹国内汉语教学的序幕。笔者通过梳理苏丹喀土穆大学

孔子学院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再现了苏丹喀土穆大学汉语教学的发展历程。与此

同时，也梳理了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中存在的一些不合理情况和发

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并基于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当前发展现状提出了改

进措施和提升策略。

通过以上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苏丹国内的汉语教育虽然发展较晚，但发

展潜力较大，这得力于两国的经济合作日益增加和苏丹国内巨大的汉语学习需求

动力。但与此同时，苏丹国内的汉语教学发展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和不足，需要

不断在实践和探索中逐步解决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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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现状调查

一、喀土穆大学汉语教学概况调查

（一）汉语学生情况

喀土穆大学从 1993年开始开设汉语专业，1996年正式设立中文系并开始招收

本科生，到目前经历了近 20多年的发展历史，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2019学年度，

喀土穆大学共计招收了 1000多名汉语专业的学生。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自从 2009

年成立并运营以来，前来学习的苏丹学生人数开始迅猛增加，到校学习汉语的学

生从 2009年的 100人逐步扩大到 2019年的 2000多人。其注册学生已经达到万余

人次，2019年汉语专科班已经累计招生 8000余人。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人

数的迅速增加，提升了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办学规模，同时苏丹学生对汉语学习

的需求也在提升。孔子学院必须以学生的汉语学习需求为出发点，来提升和改进

学校的办学条件，提升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水平。

（二）汉语教材情况

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当前面临的汉语教材问题是教材资源较为短缺。除

了一些基础汉语教材外，诸如语言学、汉语语音学、中国文化概论、中国文学等

方面的专业课程缺少合适的教材。而汉语教师在开展汉语教学的过程中大都只能

根据中国国内一些开设对外汉语专业的高校所使用的相关教材加以整合和精简后

再供苏丹学生使用，而这些教材中的词汇、句子和课文内容的难度并不适合苏丹

大学孔子学院当前学生的汉语水平。有时候汉语教师会从网络上下载一些汉语教

学内容，自己编辑整理成“简易教材”，但是这样的做法无法保证汉语教材的专业

性，显得非常的不规范、不严谨，也是不科学的。

（三）教学方法

对于刚从中国前往苏丹喀土穆大学担任汉语教师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大都只

有国内的一些教学经验，其二语教学也大都以英文为主。而对母语为阿拉伯语的

苏丹学生来说，汉语教师必须要转换教学思路，通过夯实汉语基本知识，积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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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汉语教学经验，进一步提升汉语教学水平和综合能力。而当前苏丹喀土穆大学

孔子学院汉语教师的教学方法和和教学技能还不能完全胜任汉语教学这个岗位。

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由于缺少相应的教学设备，且汉语教师缺乏新媒体教学思

维，使得当前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师大都只采用传统的讲授法教学

模式，很少采用创新性的多媒体教学模式和课堂师生互动教学模式。单一的课堂

讲授法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课堂的专注度，这些都不利于汉语教学水平的

提升。

（四）汉语教师情况

在苏丹喀什穆大学孔子学院，面临着本土汉语教师数量较少，专业技能与业

务素养较低的现状。本土汉语教师在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的发展与

进步进程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但目前根据相关数据来看，近些年，喀土穆大

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的数量增长较往年有所减少的趋势。截止 2019 年 12月，喀

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共有 11名汉语教师，其中本土汉语教师有 5名，中国汉语教

师 6名。在学历方面，7名汉语教师为本科学历，只有 4名汉语教师具有硕士学历。

尽管本土汉语教师大都具有中国留学的经历和背景，但是他们的汉语知识储备的

文化水平都还不够多，其汉语教学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有的汉语教师可以

流利地说汉语，但是有的汉字容易出现错误的发音，对汉语语法的解释也不够清

晰，汉字书写也不够规范甚至偶尔还会写错字。在教授综合课时的能力表现还有

很多的不足。对于中国汉语教师，尽管他们的汉语水平和文化储备较深，但是其

苏丹本地文化水平较差，对本土文化的认知和理解程度较低，不利于其正常开展

汉语及教学工作。

二、调查目的及意义

（一）调查目的

近年来，中国与苏丹的经济文化往来频繁，苏丹汉语人才的需求量明显上升，

汉语教学及研究在苏丹高等教育中的地位愈加重要。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作

为苏丹高级汉语人才的主要高等学府，汉语教学及研究急需加强与完善。本论文

以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当前的汉语教学情况为研究对象，运用在线问卷调查

的研究方法，在文献研究法和访谈法的辅助下，对该学院学生的汉语学习需求、

汉语教材使用、汉语教学方法及师资情况等方面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对调查数据

的多角度量化分析，发现该学院目前汉语教学存在的问题，并对存在问题探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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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二）调查意义

本论文通过对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现状的调查研究，发现其存

在的问题，从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并探寻适当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

具体意义如下：

1.学生方面：通过调查，掌握该学院学生的汉语学习动机和目的，现有汉语水

平及学习需求；

2.教学方面：通过调查，掌握该学院汉语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及基本教学情况；

3.教材方面：通过调查，掌握该学院现行的汉语教材的使用情况；

4.师资方面：通过调查，掌握该学院汉语教师师资情况及汉语教学能力。

三、调查对象与调查方法

（一）调查对象

本论文调查对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在校生；

二是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师。

1.学生方面：主要调查目前该学院的 210名在校生，通过发放问卷，调查这些

学生的汉语学习需求，及对汉语教材和教学方法的认知和评价。

2.汉语教师方面：主要对该学院的 11名汉语教师进行访谈调查。这些教师大

都是由中国国家汉办选派到该学院的年轻教师，通过对他们进行访谈，可以获得

目前关于该学院汉语教学情况更为详细的信息，对发现该学院汉语教学存在的问

题及探讨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二）调查方法

本论文的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两种方式。问卷主要面向学生，

访谈主要面向汉语教师。

1.问卷调查：问卷调查主要通过线问卷调查平台WhatsApp来进行。线下设计

调查问卷题目，再通过WhatsApp发送给该学院 210名接受调查的学生，让他们根

据问卷的问题，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回答，最后线上统计各项调查数据。

2.访谈调查：首先将访谈提纲设计完成。因为受疫情的影响，不能对汉语教师

进行面对面的访谈，因此，该项调查是通过微信、电子邮箱等工具进行远程沟通

访谈。先将访谈提纲通过微信、电子邮箱发给 11名任课汉语教师，在教师回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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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完毕后，请他们将调查结果再用微信、电子邮箱发给我们。

四、调查问卷的设计与实施

（一）调查问卷的设计

本调查分为二部分，第一部分为针对学生的问卷调查，第二部分是针对汉语

教师的访谈调查。

第一部分：学生调查问卷。此部分问卷共设计有 19个问题，分为三个方面开

展调查，一是对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学生的汉语学习需求开展调查，共设计

有 9个问卷题目；二是对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材的使用情况的开展调

查，共设计 5个问卷题目；三是对汉语教师课堂教学方法开展调查，共设计有 6

个问卷题目。

第二部分：汉语教师访谈大纲。此部分共设计 5个访谈问题，主要是针对苏

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对学生汉语学习需求、汉语教材使用情况、汉语

教学方法及汉语教师师资情况开展访谈调查。

（二）调查问卷的实施

本次调查历时 4个月，向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 210 名学生发放问卷，并

通过发送到微信群，对问卷题目一一进行详细解释。同时，也将问卷发放到

WhatsApp平台让学生作答。本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 198份，无效问卷 12份，

回收率为 94.3%。问卷回收后，我们对调查数据进行了详细的统计与分析；我们通

过微信和电子邮箱对该学院 11名汉语任课教师进行了访谈，并对访谈结果进行了

详尽的记录和整理。

在开展具体调查时，将针对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 210名学生开展问卷

调查，和对 11名汉语教师开展访谈调查。对于学生，通过提前与他们建立线上联

络，组建微信群，在微信群中向各位学生解释本次问卷调查的目的和过程，在征

得他们的同意后，统一向他们发放问卷，并向其规定为期两周的问卷作答时间，

最后统一收回问卷。然后根据问卷结果进行数据统计，为调查研究苏丹喀土穆大

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情况提供数据支撑。本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 198份，无效

问卷 1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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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现状调查的
统计与分析

一、针对学生层面调查结果的统计与分析

（一）对学生层面调查结果的统计

本节针对苏丹学生学习汉语的状况调查分别从学习动机、学习难点、需提升

的汉语技能和汉语课程体系、汉语课时安排等方面进行。

1.汉语学习动机

关于学生汉语学习动机调查数据统计如下：

表 3-1 汉语学习动机统计

汉语学习动机 找工作 去中国留学 获得学历 对中国文化感兴趣

人 数 41 53 65 39

占 比 20.7% 26.3% 33% 20%

通过表 3-1 对调查数据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对“你的汉语学习动机是什么”

这一问题，在 198份调查问卷中，选择“找工作”的共 41人，总占比为 20.7%；选

择“去中国留学”的共 53人，总占比为 26.3%；选择“获得学历”的共 65人，总占比

为 33%；选择“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共 39人，总占比为 20%。

2.汉语学习难点

关于学生汉语学习难点调查数据统计如下：

表 3-2 汉语学习难点统计

汉语学习难点 词汇 语法 阅读 写作 汉字

人 数 42 56 28 20 52

占 比 21.2% 28.3% 14.1% 10.1% 26.3%

通过表 3-2 对调查数据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对“你的汉语学习难点是什么”

这一问题，198份调查问卷中，选择“词汇”的共 42人，总占比为 21.2%；选择“写

作”的共 20人，总占比为 10.1%；选择“阅读”的共 28人，总占比为 14.1%；选择“语

法”的共 56人，总占比为 28.3%；选择“汉字”的共 52人，总占比为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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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需要提升的汉语技能

关于学生认为自身需要提高的汉语能力调查数据统计如下：

表 3-3 需要提高的汉语能力统计

汉语能力 听力 口语 阅读 写作 书写

人 数 46 50 26 22 54

占 比 23.30% 25.20% 13.20% 11.10% 27.20%

通过表 3-3对调查数据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对“你需要提高的汉语能力是什

么”这一问题，在 198份调查问卷中，选择“听力”的共 46人，总占比为 23.3%；

选择“口语”的共 50人，总占比为 25.2%；选择“阅读”的共 26人，总占比为 13.2%；

选择“写作”的共 22人，总占比为 11.1%；选择“书写”的共 54人，总占比为 27.2%；

4.学生对目前汉语课程设置的满意度

关于学生对目前汉语课程设置满意度的调查数据统计如下：

表 3-4 汉语课程设置满意度统计

满意度 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不完全满意 不满意

人 数 20 26 40 90 22

占 比 10.10% 13.10% 20.20% 45.50% 11.10%

通过表 3-4对调查数据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对“你对目前汉语课程设置满意

吗”这一问题，在 198份调查问卷中，选择“满意”的共 20人，总占比为 10.1%；选

择“比较满意”的共 26人，总占比为 13.1%；选择“一般”的共 40人，总占比为 20.2%；

选择“不完全满意”的共 90人，总占比为 45.5%；选择“不满意”的共 22人，总占比

为 11.1%。

5.学生希望增加课时的汉语课程类型

关于学生希望增加课时的汉语课程类型的调查数据统计如下：

表 3-5 希望增加课时的汉语课程类型统计

课程类型 听力 口语 阅读 写作 汉字

人 数 51 58 20 28 41

占 比 25.80% 29.30% 10.10% 14.10% 2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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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 3-5对调查数据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对“你希望增加课时的课程类型

是什么”这一问题，在 198份调查问卷中，选择“听力”的共 51人，总占比为 25.8%；

选择“口语”的共 58人，总占比为 29.3%；选择“阅读”的共 20人，总占比为 10.1%；

选择“写作”的共 28人，总占比为 14.1%；选择“汉字”的共 41人，总占比为 20.7%。

6.学生希望增设的汉语课程类型

关于学生希望增设的汉语课程类型的调查数据统计如下：

表 3-6 希望增设的汉语课程类型统计表

课程类型 古代文学 古代汉语 中国文化

人 数 32 58 108

占 比 16.20% 29.30% 54.50%

通过表 3-6对调查数据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对“你希望增设的课程类型是什

么”这一问题，在 198份调查问卷中，选择“古代文学”的共 32人，总占比为 16.2%；

选择“古代汉语”的共 58 人，总占比为 29.3%；选择“中国文化”的共 108人，总占

比为 54.5%。

7.学生对目前汉语课时设置的满意度

关于学生对汉语课时设置满意度的调查数据统计如下：

表 3-7 汉语课时设置满意度统计

满意度 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不完全满意 不满意

人 数 18 24 30 99 27

占 比 9.10% 12.10% 15.20% 50% 13.60%

通过表 3-7对调查数据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对“你对目前汉语课时设置满意

吗”这一问题，在 198份调查问卷中，选择“满意”的共 18人，总占比为 9.1%；选

择“比较满意”的共 24人，总占比为 12.1%；选择“一般”的共 30人，总占比为 15.2%；

选择“不完全满意”的共 99人，总占比为 50%；选择“不满意”的共 27人，总占比为

13.6%。

8.学生对汉语课时需求量

关于学生对汉语课时需求量的调查数据统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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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汉语课时需求量统计表

周课时数 2课时 4课时 8-10课时

人 数 15 26 157

占 比 7.6% 13.1% 79.3%

通过表 3-8对调查数据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对“可以满足你汉语学习需要的

周课时数是多少”这一问题，在 198份调查问卷中，选择“2课时”的共 15人，总占

比为 7.6%；选择“4 课时”的共 26 人，总占比为 13.1%；选择“8-10 课时”的共 157

人，总占比为 79.3%。

（二）针对学生层面调查统计结果的分析

根据对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学生学习汉语学习状况的调查统计结果，我

们分析如下：

1.汉语学习动机

在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学生的汉语学习动机调查中，有 33%的学生选择

“获得学历”，有 26.3%的学生选择“去中国留学”，由此可见，该学院学生学习动机

较为明确。在当今社会，“高学历”代表了毕业后可以获得好工作和更具优势的晋升

机会。苏丹学生相信，只有通过提升自身的学历，自己的未来才会有保障，才能

更好的投身于未来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去中国留学”对学习汉语的苏丹学生来说，

无疑是较好的选择之一，因为中国是体验中国文化和学习汉语的最佳之处，良好

的语言环境和真实的文化氛围，能够帮助苏丹学生更好、更快地学好汉语，领悟

中国文化。

2.汉语学习难点

在汉语学习难点调查中，该学院有 28.3%的学生选择了“口语”，26.3%的学生

选择“汉字”，此二项所占比例较大。可见，口语和汉字是该学院学生学习汉语的较

大难点。口语之所以对苏丹学生来说是学习汉语中的难点，是因为苏丹学生在日

常生活中用汉语进行交流的机会较少，平时交流通常都使用阿拉伯语，除课堂教

学外，学生几乎不用汉语交流，进而使得学生们普遍觉得汉语口语难度较大；汉

字因为具有非常复杂的笔画顺序和规则，而且存在很多形近字，这对于母语为拼

音文字的苏丹学生来说也是一大难点。说明该学院应适当加强口语和汉字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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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3.汉语课程体系设置

在学生对目前该学院汉语课程设置的满意度方面，有 45.5%的学生选择“不完

全满意”，有 11.1%的学生选择“不满意”，二者之和超过百分之五十。可见，学生

对该学院汉语课程体系设置的满意度还有待提升。目前，该学院在课程设置上还

只是注重汉语知识的教学，缺乏对学生汉语交际技能的培养。一方面，该学院当

前汉语教学的主干课程是综合课，在汉语基础知识教学的同时，综合培养学生听

说读写各项技能，汉语知识和汉语技能的均衡发展是综合课的教学目标，而针对

某一项语言技能的训练并不突出。正如上文调查结果显示的那样，该学院学生在

汉语口语和汉字学习上具有很大的难度，而目前的课程体系设置并没有向口语和

汉字方面倾斜，不能完全满足学生在口语和汉字方面的学习需求；另一方面，孔

子学院当前缺少有关中国文化方面的课程设置，调查结果显示有 54.5%的学生表示

希望孔子学院能够增设中国文化方面的课程，可见，当前该学院应增设有关中国

文化方面的课程，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4.汉语课课时安排

在学生对目前汉语课课时设置的满意度方面，调查结果显示，有 50%的学生

选择“不完全满意”，13.6%的学生选择“不满意”，二者之和超过百分之六十。可见，

目前该学院的汉语课时设置不能满足大多数学生的学习需求。目前，该学院汉语

课的周课时通常为 4-6课时，这样的课时安排对于汉语水平还比较低的大多数学生

来说，显然是不够的。课时不够饱满不利于学生的汉语水平的提高。在调查中，

有 79.3%的学生希望周课时能够达到 8-10课时，因此，该学院应增加汉语课的周

课时，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二、对教材使用情况的统计与分析

（一）对教材使用情况调查结果的统计

本节关于教材使用情况的调查分别从国别化、内容实用性、教材兴趣度、教

材难易度等方面进行调查统计。

1.教材国别化情况

关于汉语教材国别化情况的调查数据统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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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汉语国别化教材情况统计

国别化教材 中国教材 苏丹教材 教师自编

人 数 115 77 6

占 比 58% 39% 3%

通过表 3-9对调查数据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对“你目前使用何种汉语教材？”

这一问题，在 198份调查问卷中，选择“中国教材”的共 115人，总占比为 58%；选

择“苏丹教材”的共 77人，总占比为 39%；选择“教师自编”的共 6人，总占比为 3%。

2.教材的实用性评价

关于汉语教材实用性评价的调查数据统计如下：

表 3-10 汉语教材实用性评价调查统计表

汉语教材实用性
完全没

有帮助

帮助

很小
一般

帮助

很大

非常有

帮助

人 数 12 72 54 36 24

占 比 6.1% 36.4% 27.3% 18.2% 12.1%

通过表 3-10对调查数据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对“你认为现行汉语教材对你的

汉语学习有帮助吗？”这一问题，在 198份调查问卷中，选择“完全没有帮助”的共

12人，总占比为 6.1%；选择“帮助很小”的共 72人，总占比为 36.4%；选择“一般”

的共 54人，总占比为 27.3%；选择“帮助很大”的共 36人，占比为 18.2%；选择“非

常有帮助的”为 24人，占比为 12.1%。

3.教材的兴趣度评价

关于汉语教材的兴趣度评价的调查数据统计如下：

表 3-11 汉语教材兴趣度评价调查统计

汉语教材实用性 完全没兴趣 兴趣较小 一般 兴趣较大 非常有兴趣

人 数 18 64 60 36 22

占 比 9.1% 32.3% 30.3% 18.2% 11.1%

通过表 3-11对调查数据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对“你对现行汉语教材有兴趣

吗？”这一问题中，在 198份调查问卷中，选择“完全没兴趣”的共 18人，总占比为

9.1%；选择“兴趣较小”的共 64人，总占比为 32.3%；选择“一般”的共 60人，总占

比为 30.3%；选择“兴趣较大”的共 36人，占比为 18.2%；选择“非常有帮助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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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人，占比为 11.1%。

4.教材的难易度评价

关于汉语教材的难易度评价的调查数据统计如下：

表 3-12汉语教材难易度评价调查统计

汉语教材实用性 非常难 比较难 一般 比较容易 非常容易

人 数 36 60 45 36 21

占 比 18.2% 30.3% 22.7% 18.2% 10.6%

通过表 3-12对调查数据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对“你觉得现行汉语教材难易度

如何？”这一问题中，在 198份调查问卷中，选择“非常难”的共 36人，总占比为

18.2%；选择“比较难”的共 60人，总占比为 30.3%；选择“一般”的共 45人，总占

比为 22.7%；选择“比较容易”的共 36人，占比为 18.2%；选择“非常容易”为 21人，

占比为 10.6%。

5.汉语教材总体评价

关于汉语教材总体评价的调查数据统计如下：

表 3-13 汉语教材总体评价调查统计

教材使用效果 非常不满意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非常满意

人 数 4 43 102 44 5

占 比 4% 22% 49% 23% 2%

通过表 3-13对调查数据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对“你对当前教材的总体评价如

何？”这一问题，4人选择“非常不满意”，总占比为 4%；43人选择“不满意”，总占

比为 22%；102人选择“一般”，总占比为 49%；44人选择“满意”，占比为 23%；5

人选择“非常满意”，总占比为 2%。

（二）对教材使用情况调查统计结果的分析

根据对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学生对汉语教材的认知调查统计结果，我们

分析如下：

1.教材国别化

在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现行汉语教材主要是由中国编写和出版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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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诸如《发展汉语》《长城汉语》和《桥梁》，这些教材大都是针对以英语为

母语的海外汉语初学者而编写的，这些教材基本上都用英语注，因此他们对以阿

拉伯语或法语为母语的苏丹学生来说，并不完全适用。当前，中国国内出版的汉

语教材还没有专门针对苏丹汉语学习者使用的版本，因此苏丹国内使用的中国方

面的教材大都不具有苏丹本国特色。而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当前使用的本土

汉语教材则占少数，这部分由苏丹国内汉语教学专家和语言学家所编写的汉语教

材为阿拉伯语注释，总体上比较适合苏丹学生，课文主题和交际对话的内容与当

前苏丹的社会生活实际联系较为紧密，但是目前这部分本土汉语教材的种类和数

量较少，在孔子学院所使用的教材中所占比重也不大。此外，该学院还有一部由

汉语教师自编的汉语教材，该教材内容较为浅显，结构编排也欠合理。总体来说，

苏丹本土化汉语教材的使用情况并不理想。

2.教材的实用性评价

在教材的实用性方面，目前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大部分学生认为现行

汉语教材对其汉语学习的帮助作用不大。首先，当前该学院的大部分汉语教材大

都来自中国，多为英语释，缺乏苏丹本土特色，因而实用性不强；其次；现行汉

语教材大都为综合课教材，在内容上涵盖了汉语听、说、读、写能内容，各部分

内容比例相当，而对于该学院学生需求较高的口语和写作技能方面训练内容不够

突出。此外，现行教材中的课文内容与苏丹的社会生活距离较远，缺乏实用性。

因此，该学院现行汉语教材明显不能满足苏丹学生的学习要求。

3.汉语教材兴趣度

在汉语教材兴趣度评价调查中，大多数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对现

行汉语教材兴趣度不高。当前，该学院主要使用的汉语教材为《发展汉语》《长城

汉语》和《桥梁》。以《发展汉语》为例，这部教材每册课本包括 10 个单元，每

单元由六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生词；第二部分：课文；第三部分：实用句式练

习；第四部分：功能项目练习；第五部分：交际活动与任务。第六部分：自主学

习日积月累。整体来说，这是一部面向以英语为媒介语的汉语学习者的教材。尽

管教材中的交际练习和功能项目具有一定的趣味性和丰富性，但其内容基本以中

国的社会生活为背景，对此，苏丹学生有一定的陌生感，因此，对苏丹学生缺乏

吸引力，使他们对教材的兴趣度不高。另外，该学院现行汉语教材相对缺少中国

文化方面的内容，对于平时习惯关注和需要了解中国文化的苏丹学生来说，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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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汉语教材对他们缺乏吸引力。

4.汉语教材难易度

在针对汉语教材难易度的调查中，我们发现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

普遍认为现行汉语教材难度较大，与其当前的汉语水平不相适应。例如《发展汉

语》等初级综合教材中对汉语拼音发音，尤其是声调、声母、韵母、前鼻音、后

鼻音、翘舌、平舌等内容的呈现方式较为复杂，理解存在一定困难。因此，现有

汉语教材对于苏丹学生来说，是比较难的。此外，当前使用的汉语教材中存在弱

化汉字内容的现象，例如《长城汉语》第一册中并没有专门汉字教学的内容，只

是在附带的练习册中出现，而且只是简单地介绍了基本笔画、结构，对学生的汉

字学习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难度。

5.汉语教材总体评价

当前，该学院多数学生对现行汉语教材的总体评价都不太满意，主要表现在

现行教材汉语教材《发展汉语》《长城汉语》和《桥梁》注释语言为英语，对苏丹

学生缺乏实用性；另外，课文内容以中国社会生活为背景，与苏丹学生的生活距

离较远，因此，此类教材对苏丹学生来说吸引力不强，针对性不强，学生对教材

内容的兴趣度不高。例如《长城汉语》第一册就是以四个留学生的留学故事为线

索，穿插在课文和练习中。课文话题涉及面广泛，来自美国、英国、韩国和日本、

澳大利亚几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麦克、玛丽、金太成、山口和子、菲雅以及他们

的中国朋友张圆圆、赵玉兰、王杨、李冬生等十几个个性鲜明、充满生活气息的

人物活动贯穿始终。但这些人物故事和话题与苏丹学生的日常生活贴合度并不高，

这样的课文内容对苏丹学生而言缺乏针对性，不能满足其汉语学习需求。因此，

苏丹学生对汉语教材的整体评价不高。

三、对教学方法与教学重点的统计与分析

（一）对教学方法与教学重点调查结果的统计

本节关于教学方法的调查分别从教师教学方法、师生互动方法、课堂教学语

言、汉语能力培养、多媒体使用及课后作业布置情况等六个方面进行。

1.教师教学方法

关于汉语教师教学方法的调查数据统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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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汉语教师教学方法调查统计

教学方

法

传统讲

解法

课堂互动教

学法
学生自主学习法

现场指导教

学法

多媒体演示教

学法

人 数 98 36 12 17 35

占 比 49% 18% 6% 9% 18%

通过表 3-14对调查数据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对“你的汉语教师在课堂上通常

使用哪种教学方法？”这一问题，98人选择“传统讲解法”，总占比为 49%；36人选

择“课堂互助教学法”，总占比为 18%；12人选择“学生自主学习法”，总占比为 6%；

17人选择“现场指导教学法”，占比为 9%；35人选择“多媒体演示教学法”，总占比

为 18%。

2.课堂操练方式

关于课堂操练方式的调查数据统计情况如下：

表 3-15 课堂操练方式调查统计

互动方法 表演 问答 对话练习 游戏 其他

人 数 6 121 54 7 10
占比 3% 61% 27% 4% 5%

通过表 3-15对调查数据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对“你的汉语教师在课堂上通常

使用哪操练方式？”这一问题，6人选择“表演”，总占比为 3%；121人选择“问答”，

总占比为 61%；54人选择“对话练习”，总占比为 27%；7人选择“游戏”，占比为

4%；10人选择“其他”，总占比为 5%。

3.课堂教学语言

关于汉语教师课堂教学语言的调查数据统计情况如下：

表 3-16 汉语教师主要教学语言调查统计

通过表 3-16对调查数据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对“你的汉语教师在课堂上通常

使用哪种主要的语言教学？”这一问题，89人选择“汉语”，总占比为 44.5%；20人

选择“英语”，总占比为 10%；89人选择“阿拉伯语”，总占比为 44.5%。

4.汉语能力培养

教学语言 汉语 英语 阿拉伯语

人 数 89 20 89
占比 44.5% 10%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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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语教学培养学生汉语能力倾向性调查数据统计情况如下：

表 3-17 汉语教师主要教学语言调查统计

通过表 3-17对调查数据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对“你的汉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

更加注重培养学生哪种汉语能力？”这一问题，59人选择“听力”，总占比为 30%；

30人选择“口语”，总占比为 15%；83人选择“阅读”，总占比为 42%；26人选择“写

作”，占比为 13%。

5.多媒体使用

关于汉语教师多媒体教学方式的使用频率调查数据统计情况如下：

表 3-18 汉语教师多媒体教学方式的使用频率调查统计

通过表 3-18对调查数据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对“你的汉语教师使用多媒体教

学的频率是多少？”这一问题，20人选择“每节课都使用”，总占比为 10%；48人选

择“每周一次”，总占比为 24%；87人选择“视课程需要而定”，总占比为 44%；44

人选择“从不使用”，占比为 22%。

6.课后作业布置

关于汉语教师课后布置作业情况调查数据统计情况如下：

表 3-19汉语教师课后作业布置情况调查统计

通过表 3-19对调查数据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对“你的汉语教师多久布置一次

作业？”这一问题，50人选择“每节课一次”，总占比为 25%；89人选择“每周一次”，

教学语言 听力 口语 阅读 写作

人 数 59 30 83 26
占比 30% 15% 42% 13%

课后作业

布置

每节课都

使用
每周一次

视课程需要

而定
从不使用

人 数 20 48 87 44
占比 10% 24% 44% 22%

课后作业

布置

每节课一

次
每周一次

视课程需要

而定
从不布置

人 数 50 89 36 24
占比 25% 45% 1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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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占比为 45%；36人选择“视课程需要而定”，总占比为 18%；24人选择“从不布

置”，总占比为 12%。

（二）对教学方法调查统计结果的分析

根据对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学生对汉语教师教学方法的认知调查统计结

果，我们分析如下：

1.教师教学方法

在课堂教学方法的调查中，有 49%的学生选择“讲解法”，其他各项比例依次

为“课堂互助教学法”18%，“多媒体演示教学法”18%，“现场指导教学法”9%，“学

生自主学习法”6%。可见，目前该学院的汉语教师大都使用传统的讲解法进行教学，

而很少使用诸如课堂互动法、学生自主学习法、现场指导法、多媒体演示法等新

型课堂教学方法。汉语教师通常在课堂中采用传统的讲解法来开展教学，以教师

教授为主，缺乏学生的参与，对学生来说会显得比较单调和枯燥，学生容易产生

厌倦情绪，不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而导致教学效率的降低。

2.课堂操练方式

在课堂操练方式的调查中，有 61%的学生选择“问答”方式，其他各项比例依

次为“对话练习”27%，“其他”5%，“游戏”4%，“表演”3%。可见，目前该学院汉语

教师主要采用“问答”的方式进行课堂操练，其次是“对话练习”，很少使用“表演”

和“游戏”等方式进行课堂操练动。通常，“问答”和“对话练习”这类操练方式大都是

对所学知识的机械性操练，目的是巩固所学的汉语知识；表演节目或者做游戏的

操练方式是使学生在交际情境中操练所学汉语知识，进而实现对学生汉语交际能

力的培养。表演节目或者做游戏这些以教学内容为出发点的交际及活动，在生动

有趣，活泼多样的前提下，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并提高了学

生课堂上师生互动的参与度，进而提升了课堂汉语教学效果。

3.课堂教学语言

在课堂教学语言使用的调查中，选择“汉语”和“阿拉伯语”的学生均为 44.5%，

选择“英语”，的比例为 10%。可见，目前该学院汉语教师多以汉语和阿拉伯语作

为课堂教学语言，二者比例相当。该学院的汉语教师中，汉语教师志愿者多于本

土汉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汉语教师志愿者一般都采用汉语作为课堂语言开展

教学，而本土汉语教师大都采用阿拉伯语开展汉语教学。当汉语教师志愿者在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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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难以解释的问题时，偶尔会采用英语作为媒介语来进行转换解释，以帮助学生

更好理解。当然，当中国汉语教师志愿者采用汉语作为课堂教学语言时，会给苏

丹学生提供更加纯正的汉语学习环境，可以帮助苏丹学生提升汉语听力水平，增

强其对汉语的感知和理解能力，更加有利于其提升汉语学习效果。

4.汉语能力培养

在对学生汉语能力培养的倾向性调查中，有 42%的学生选择“阅读”，其他各

项比例依次为“听力”30%，“口语”15%，“写作”13%。可见，目前该学院的汉语教

对学生听力和阅读水平的培养和提高较为重视，而对学生口语和写作能力的培养

则重视不够。听说读写能力的综合培养和全面提高是汉语教学目标的要求，口语

和写作能力与听力和阅读能力同等重要，同样不可偏废。而苏丹学生在日常生活

中缺少良好的中文交际环境，因此，在汉语教学过程中加强对学生口语能力的培

养，就更加至关重要。该学院应在汉语课堂教学中适当增加口语操练和交际性的

课堂活动，以提升学生的汉语口语表达能力；另外，苏丹学生缺少关于汉语写作

方面的训练，平时在课堂教学中大都是针对汉字的书写练习句子的造句练习，而

较少汉语写作练习。因此，该学院应在汉语教学中，根据教学内容适当增加汉语

写作方面的训练，以提升学生的汉语写作能力。

5.多媒体使用

在对汉语教师多媒体教学手段的使用频率的调查中，有 44%的学生选择“视课

程需要而定”，其他各项比例依次为“每周一次”25%，“从不使用”22%，“每节课都

使用”10%。可见，虽然多媒体教学是现代教育领域中普遍使用的一种教学手段，

但是在该学院目前汉语教学中，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应用还不够普及。在汉语教学

中，汉语教师大都视课程需要而使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也就是说，当教学中有需

要用多媒体来展示的内容时，教师才会使用这种教学手段。该学院，每节课都使

用多媒体教学的汉语教师较少，这反映了该学院汉语教师对多媒体教学手段的使

用频率不高多媒体教学可以扩宽学生的汉语学习视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

极性。很显然，该学院汉语教师对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不够重视，这将会影

响该学院的汉语教学效果，不利于学生汉语水平学习的提升。

6.课后作业布置

在汉语教师课后布置作业情况的调查中，有 45%的学生选择“每周一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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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各项比例依次为“每节课一次”25%，“视课程需要而定”18%，“从不布置”12%。

课后作业是巩固课堂学习内容的一种有效方式。而该学院大多数汉语教师选择每

周布置一次作业，而大部分教师布置作业的情况都相对较少，甚至还有一部分教

师从不布置作业，这样对学生巩固复习当天课堂所学知识是不利的。只有通过布

置课后作业的方式，让学生在课后及时完成作业，才能起到巩固所学知识的目的。

如果忽视了课后作业环节，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记忆、巩固和运用环节都会受到负

面影响。显然，学院汉语教师应该在重视课后作业的布置，以此使学生达到强化、

巩固和复习当天所学知识的目的。

四、对师资情况的统计与分析

（一）对师资情况调查结果的统计

本节关于该学院汉语师资的调查分别从教师基本情况、汉语教师教龄、薪资

待遇、教学年度专业培训等方面进行统计。

1.汉语教师自然情况

关于汉语教师自然情况的调查数据统计如下：

表 3-20 汉语教师自然情况调查统计

通过表 3-20对调查数据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

共有 11位汉语教师，其中女教师 8人，男教师 3人；其中，5位是本土教师，总

占比为 40%，6位是中国汉语教师志愿者，总占比为 60%；在 11位汉语教师中，

有 4位汉语教师已经获得硕士学位,总占比为 36%，7位汉语教师获得学士学位总

占比为 64%；11为汉语教师中，有 2位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总占比为 18.2%，3

位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总占比为 27.3%，5位是英语专业，总占比为 45.5%，1位

是其他专业，总占比为 9%。

汉语教师

基本情况
性别 国别 学历 专业

类

别
总数

男教

师

女教

师

本土

教师

中国

教师

硕士学

位

学士学

位

汉语

国际

教育

汉语

言文

学

英语
其

他

人

数
11 3 8 5 6 4 7 2 3 5 1

占

比
100% 33% 67% 40% 60% 36% 64% 18.2% 27.3% 45.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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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语教师教龄情况

关于汉语教师教龄的调查数据统计如下：

表 3-21 汉语教师教龄调查统计

通过表 3-21对调查数据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

教龄为 1-2年的汉语教师有 6位，总占比为 54.6%，具有 1-2年教龄的汉语教师中

以中国汉语教师志愿者居多；教龄为 3-5年的汉语教师有 4位，总占比为 36.4%，

具有 3-5年教龄的汉语教师中，中苏方教师各为一半。教龄为 5年以上的汉语教师

只有 1位，总占比为 9%，且为苏丹本土汉语教师。

3.汉语教师薪资待遇满意度

关于汉语教师薪资待遇满意度的调查数据统计如下：

表 3-22 汉语教师薪资待遇满意度调查统计

通过表 3-22对调查数据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在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中

对薪资待遇非常不满意的汉语教师有 4位，总占比为 36.4%；比较不满意的汉语教

师有 3位，总占比为 27.3%；一般的有 2位，总占比为 18.2%；比较满意的有 1位，

占比为 9%；完全满意的有 1位，总占比为 9%。

4.教学年度专业培训机会

关于汉语教师年度专业培训机会的调查数据统计如下：

表 3-23 汉语教师年度专业培训机会的调查统计

通过表 3-23对调查数据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在对汉语教师年度专业培训机

教龄

1-2年 3-5 年 5年以上

苏丹汉

语教师

中国汉语教师志

愿者

苏丹汉

语教师

中国汉语教

师志愿者

苏丹汉语

教师

中国汉语教师志

愿者

人 数 2 4 2 2 1 0
占比 54.6% 36.4% 9%

教师薪资待

遇
非常不满意

比较不

满意
一般 比较满意 完全满意

人 数 4 3 2 1 1

占比 36.4% 27.3% 18.2% 9% 9%

培训机会 非常少 比较少 一般 比较多 非常多

人 数 3 3 4 1 0

占比 27.3% 27.3% 36.4%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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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调查中，选择“非常少”汉语教师有 3位，总占比为 27.3%；选择“比较少”的汉

语教师有 3位，总占比为 27.3%；选择“一般”的有 4位，总占比为 36.4%；选择“比

较多”的有 1位，总占比为 9%；没有汉语教师选择“非常多”，其总占比为 0%。

（二）对师资情况调查统计结果的分析

对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师资情况的调查统计结果，我们分析如

下：

1.汉语教师自然情况

从调查结果看出该学院汉语教师数量较少，学生总数是 330人，汉语教师总

数为 11人，师生比例是 1：33，而根据苏丹教育与培训部规定，苏丹高校课程教

学的师生比例应为 1:20。显然，该学院汉语教学的师生比例远没有到苏丹教育与

培训部所规定的师生比例。师资的不足，必然会对该校的汉语教学产生一定的负

面影响；在教师性别方面，该学院大部分教师为女教师，具体有 8位女教师，占

67%，男性教师只有 3位，占 33%。在苏丹女教师的家庭负担相对沉重，这样的情

况对教学工作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女教师攻读学位也存在一定困难；在

教师国别方面，中国教师 6人，总占比为 60%，苏丹本土教师 5人，总占比为 40%，

中国教师多于苏丹本土教师，本土教师缺乏，是该学院汉语教学中面临的重要问

题之一；在教师学历方面，目前只有 4位汉语教师获得了硕士学位，总占比为 36%，

其他 7位还是学士学位，可见，该学院汉语教师的学位层次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在教师所学专业方面，该学院 11位汉语教师中，有 2位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总

占比为 18.2%，3位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总占比为 27.3%，5位是英语专业，总占

比为 45.5%，1位是其他专业，总占比为 9%，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教师比例较小。

可见，该学院汉语教师的专业水平还有待提升。

2.汉语教师教龄情况

目前，该学院的汉语教师师资队伍呈年轻化趋势，因此，普遍存在教学经验

不足的问题。目前，有 54.6%的汉语教师的教龄为 1-2年，他们大都毕业不久，在

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做汉语教师是他们的第一份工作，因此，他们在专业水

平、教学技能等方面都还有待提升；36.4%的汉语教师教龄为 3-5年，这部分教师

积累了一定的教学经验，但占有比例较小。只有 1 位教师的汉语教师教龄为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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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但这只是汉语师资队伍中的极少数，还不能满足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

汉语教学的需要。

3.汉语教师薪资待遇

目前，该学院有 36.4%的汉语教师对薪资待遇非常不满意，27.3%的汉语教师

对薪资待遇表示不太满意，对薪资待遇不满意的教师比例超过百分之六十，可见，

该学院汉语教师的薪资待遇相对较低，还需进一步调整。造成教师薪资待遇相对

较低主要是由于当前苏丹国内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教师人群收入还相对较低，

加之孔子学院成立时间还不长，所获各方面资金支持还不完全到位，使得大多数

汉语教师的薪资水平相对较低，进而使得每年有不少汉语教师会离开孔子学院，

选择从事其他行业。

4.专业培训机会

在对汉语教师年度专业培训机会的调查中，27.3%的教师选择“非常少”，同样

有 27.3%的教师选择“比较少”，二者比例之和超过百分之五十。可见，在苏丹喀土

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接受培训的机会相对较少，这给汉语教师专业水平的

提升带来了不利影响。孔子学院的大多数汉语教师都是刚从学校毕业没多久的年

轻教师，他们普遍缺乏教学经验，专业技能不强，知识储备不够，教学实践时间

不长，因此亟需通过持续的职业培训才能不断提升自己。而当前孔子学院很少给

予汉语教师职业技能提升的培训机会和计划，甚至连旁听观摩、内部相互交流这

样的内部教学模式和机制都很有限，这无疑对于汉语教师专业水平和教学技能的

提升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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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存在的问题
及相应的解决对策

一、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内容陈旧，有待创新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可知，当前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存

在内容陈旧，有待创新的问题。第一，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语言也在不断

的发展变化，对外汉语教学的内容也将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变化，教师应根据

时代的特点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更新。由于该学院现行教材使

用时间较长，部分教学内容不能与时俱进；第二，部分教师将教材作为全部教学

内容，很少涉及教材以外的其他汉语知识，使教学内容的更新速度落后于目前的

学术发展水平；第三，由于当前苏丹的互联网普及程度不高，使汉语教师更新现

有教学资料，对教学内容进行创新存在一定的困难，所以部分汉语教学内容还停

留在数年前的水平；因此，该学院的汉语教学内容有待创新。

（二）教材种类有限，针对性不强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可知，当前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存

在教材种类有限，针对性不强的问题。第一，本土化汉语教材种类较少。该学院

现行汉语教材大对数是中国出版，苏丹本土出版的汉语教材数量极其有限，由苏

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自行编写的教材更少。这主要是因为当前苏丹国内编写优

质汉语教材的专家和学者缺乏；第二，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现行汉语教材只

有《发展汉语》《长城汉语》和《桥梁》三部，且全部为中国出版教材，教材内容

以中国社会生活为背景，与苏丹学生的生活距离较远，对苏丹学生的汉语学习而

言缺乏针对性。第三，现行教材出版时间较早，使用时间较长，其中的很多的内

容不能与时俱进，无法满足学生的汉语学习需求。

（三）教学方法及操练方式单一，不够灵活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可知，当前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存

在教学方法及操练方式单一，教学方式不够灵活的问题。第一，该学院汉语教师

通常采用传统的讲解法来进行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主，缺乏学生的参与，这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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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法对学生来说会显得比较单调和枯燥，学生容易产生厌倦情绪，不利于调动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而导致教学效率的降低；第二，该学院汉语教师的课堂操

练方式多为“问答”和“对话练习”，此类操练方式是对所学知识的机械性操练，目的

是巩固所学的汉语知识，而对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应采用表演节目或者做游戏等

操练方式，激发学生的汉语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汉语学习积极性，而仅运用“问

答”和“对话练习”这种单一的，缺乏灵活性的操练方式，则不利于学生汉语交际能

力的培养。

（四）师资队伍不够稳定，专业水平有待提高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可知，当前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存

在师资队伍不够稳定，专业水平有待提高的问题。第一，在该学院的当前的师资

队伍中，中国籍汉语教师人数较少，苏丹本土汉语教师占多数，而本土教师的专

业水平与中国及教师存在一定差距，对教学质量的提高会产生一定影响；第二，

该学院汉语教师的学历水平均为硕士，而且毕业于汉语国际教育和中文专业的教

师人数较少，专业不对口的问题对教学质量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三，该校汉

语教师由于中国本土教师回国和本土教师薪资待遇不高的问题，流动性较大，不

利于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第四，该学院汉语教师接受培训的机会很少，尤其是

在汉语教学专业技能方面，较少的培训使得很多汉语教师无法提升自己的汉语教

学水平，自然也就无法更好地开展汉语教学。

二、相应的解决对策

（一）教学内容与时俱进，注重知识合理更新

我们针对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当前汉语教学内容陈旧，有待创新的问题，

给出如下建议，即教学内容与时俱进，注重知识合理更新。第一，汉语教师应根

据时代的特点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对现有教学内容进行合理更新。教师应在现有教

学内容的基础上，适当补充反应时代特点和社会现实生活的教学素材，增强教学

内容的针对性，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第二，汉语教师应积极拓宽自己的学术

视野，及时补充学生需要的教材以外的其他汉语知识并将新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及时介绍给学生，使教学内容的更新速度与目前的学术发展水平相适应；第三，

汉语教师应充分利用互联网及时更新现有教学资料，对教学内容进行创新，提高

汉语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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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扩大教材选择范围，增强教材针对性

我们针对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当前汉语教材种类有限，针对性不强的问

题，给出如下建议，即扩大教材选择范围，增强教材针对性。第一，加大汉语教

材的引进力度，扩大汉语教材的选择范围。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应加强与中

国国家汉办和孔子学院总部交流与合作，向其提供自身的汉语教材需求计划，增

加教材的引进数量；第二，组建专家小组编写符合苏丹学生需要的带有国别化特

色的汉语教材。专家组可以由中方汉语教师、苏方汉语教师及汉语语言方面的专

家组成，通过制定教材编写计划，结合苏丹学生的学习特色和苏丹的特殊国情，

编写出适合不同学习阶段且带有苏丹特色的新型汉语教材；第三，在教材针对性

方面，应该致力于编写一些符合当下苏丹学生易于接受的教学素材，尤其是满足

学生汉语学习需求的教学内容。这一方面，需要教材编写专家组参考来自苏丹喀

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管理者、汉语教师和学生的意见，可以采用问卷调查、小组讨

论、集体会议研讨等方式来获取师生们对汉语教材编排的意见和建议，有针对性

地进行修正和完善，进而为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优质汉

语教材。

（三）运用丰富灵活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率

我们针对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当前汉语教学方法及操练方式单一，教学

方法不够灵活的问题，给出如下建议，即运用丰富灵活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

率。第一，该学院应该从汉语教师入手，引导他们对当前的汉语教学方法做出改

进，不断对课堂授课方式进行改革和创新，改变原有的一言堂传统讲授法，从课

堂教学实际出发，采用“课堂互助教学法”“多媒体演示教学法”“现场指导教学

法”“学生自主学习法”等丰富灵活的教学方法，丰富课堂教学内容；第二，汉语教

师应尽量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参与课堂交际性操练活动，通过游戏、表演、讨论等

交际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而提高学生的汉语

交际能力；第三，该学院应多组织汉语教师间的教学观摩活动，加强教学经验交

流，通过教师间的相互学习和探讨，实现教学方法的创新，进而提高教学效率。

（四）稳定师资队伍，提高教师专业水平

我们针对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当前汉语教学师资队伍不够稳定，专业水

平有待提高的问题，给出如下建议，即稳定师资队伍，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第

一，苏丹国内的有关机构应加大本土汉语教师的培养力度，通过苏丹国内高等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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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汉语言专业，培养优秀的毕业生，并派送他们到中国去留学深造，然后回国

后担任汉语教师，以此来扩充当前汉语的汉语教师队伍；第二，苏丹政府应加大

与中国国家汉办和孔子学院总部合作力度，从中国引进优秀的对外汉语教师，并

为这些汉语教师提供较为舒适的工作环境和较好的生活保障；第三，该学院应在

工资待遇上适当提高本土汉语教师的收入，以此来稳定汉语教师队伍；第四，该

学院应为汉语教师提供更多的职业培训机会，可以采用旁听或观摩其他优秀汉语

教师授课活动，学习优秀汉语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技能等方式，进而更好地提升汉

语教师的教学技能和方法，提高汉语教师的专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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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作为教授汉语、传递中国文化的重要机构，对中苏

两国的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枢纽作用。近年来，在中苏经贸合作不

断增多的背景下，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

目前在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学习汉语的人数逐年增多，汉语教学在苏丹国内

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

通过调查分析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现状，我们了解了当前喀

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在汉语教学方面的整体情况，对学生汉语学习需求、汉语教材、

汉语教学方法和汉语师资状况方面，有更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找出苏丹喀

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在当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从而为改进和提升汉语

教学水平指出教学方向和提供帮助。

调查显示，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当前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课堂教学内

容陈旧、课堂教学形式有待创新；汉语教材版本不够丰富且内容针对性不强；教

学方法及操练方式单一，不够灵活；师资队伍不够稳定，专业水平有待提高。本

文结合实际调查及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旨在改善其汉语

教学状况的相应对策，包括使教学内容与时俱进，使知识结构更加合理；扩大教

材选择范围，增强教材针对性；运用灵活多样且丰富多彩的教学方法，吸引学生

的求学积极性；提高汉语老师的教学水平；运用多种途径来稳定汉语师资队伍，

全方位多层面提高汉语教师专业水平等。

对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状况的调查研究将有助于丰富非洲地区

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实践经验，有助于提升非洲国家孔子学院的整体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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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现状调查问卷

一、学生调查问卷

亲爱的各位同学，我是当前在中国哈尔滨师范大学就读语言学及应用语言的

硕士研究生，我的名字叫高一飞。当前我在撰写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我的研究需

要您的帮助。现在麻烦您花 10分钟时间来完成此问卷的以下问题的回答。本问卷

问题答案没有正确与否，请根据您的认知和实际情况来回答这些问题。您的回答

只用于我的论文研究，不会对您的工作和生活带来麻烦。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一）汉语学习需求调查（以下均为单选）

1.你的汉语学习动机是什么？

A. 找工作

B. 去中国留学

C. 获得学历

D. 对中国文化感兴趣

2.你的汉语学习难点是什么？

A. 听力

B. 口语

C. 阅读

D. 写作

E. 汉字

3.你需要提高的汉语能力是什么？

A. 听力

B. 口语

C. 阅读

D. 写作

E. 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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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你对目前汉语课程设置满意吗？

A. 满意

B. 比较满意

C. 一般

D. 不完全满意

E. 不满意

5.你希望增加课时的课程类型是什么

A. 听力

B. 口语

C. 阅读

D. 写作

E. 汉字

6.你希望增设的课程类型是什么？

A. 古代文学

B. 古代汉语

C. 中国文化

7.你对目前汉语课时设置满意吗?

A. 满意

B. 比较满意

C. 一般

D. 不完全满意

E. 不满意

8.可以满足你汉语学习需要的周课时数是多少?

A. 1-4课时

B. 5-8课时

C. 9-12课时

（二）汉语教材使用情况调查（以下均为单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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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你当前使用的国别化汉语教材是什么？

A. 中国教材

B. 苏丹教材

C. 教师自编

10.你认为现行汉语教材对你的汉语学习有帮助吗？

A. 完全没有帮助

B. 帮助很小

C. 一般

D. 帮助很大

E. 非常有帮助

11.你对现行汉语教材有兴趣吗？

A. 完全没兴趣

B. 兴趣较小

C. 一般

D. 兴趣较大

E. 非常有兴趣

12.你觉得现行汉语教材难易度如何?

A. 非常难

B. 比较难

C. 一般

D. 比较容易

E. 非常容易

13.你对当前教材的总体评价如何？

A. 非常不满意

B. 不满意

C. 一般

D. 满意

E. 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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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语教师课堂教学方法调查（单选多选均可）

14.你的汉语教师在课堂上通常使用哪种教学方法？

A. 传统讲解法

B. 课堂互动教学法

C. 学生自主学习法

D. 现场指导教学法

E. 多媒体演示教学法

15.你的汉语教师在课堂上通常使用哪种师生互动方法？

A. 表演

B. 问答

C. 对话练习

D. 游戏

E. 其他

16.你的汉语教师在课堂上通常使用哪种主要的语言教学？

A. 汉语

B. 英语

C. 阿拉伯语

D. 肢体语言

17.你的汉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更加注重培养学生哪种汉语能力？

A. 听力

B. 口语

C. 阅读

D. 写作

18.你的汉语教师使用多媒体教学的频率是多少？

A. 每节课都使用

B. 每周一次

C. 视课程需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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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从不使用

19.你的汉语教师多久布置一次作业？

A. 每节课一次

B. 每周一次

C. 视课程需要而定

D. 从不布置

二、汉语教师调查问卷

尊敬的各位老师，我是当前在中国哈尔滨师范大学就读语言学及应用语言的

硕士研究生，我的名字叫高一飞。当前我在撰写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我的研究需

要您的帮助。现在麻烦您花 3分钟时间来完成此问卷的以下问题的回答。本问卷

问题答案没有正确与否，请根据您的认知和实际情况来回答这些问题。您的回答

只用于我的论文研究，不会对您的工作和生活带来麻烦。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1.您的性别

A. 男

B. 女

2.您的国别是？

A. 苏丹

B. 中国

3.您的学历是？

A. 硕士学位

B. 学士学位

4.您有多长的汉语教学经验？

A. 1-2年

B. 3-5年

C. 5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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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您对当前自己的薪资待遇满意吗

A. 非常不满意

B. 比较不满意

C. 一般

D. 比较满意

E. 完全满意

6.您对自己的汉语教学水平感到满意吗？

A. 非常不满意

B. 比较不满意

C. 一般

D. 比较满意

E. 完全满意

7.您平时接受汉语教学技能培训的机会多吗？

A. 非常少

B. 比较少

C. 一般

D. 比较多

E. 非常多

三、汉语教师访谈大纲

尊敬的各位老师，我是当前在中国哈尔滨师范大学就读语言学及应用语言的

硕士研究生，我的名字叫高一飞。当前我在撰写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我的研究需

要您的帮助。现在麻烦您花 10分钟时间来完成此访谈大纲的问题回答。本次访谈

的回答只用于我的论文研究，不会对您的工作和生活带来麻烦。非常感谢您的参

与！

1.您觉得当前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中学生有哪些需求问题需要解

决？

2.您是如何看待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教材的，有哪些优点和不足？

3.您在课堂上都使用了哪些教学方法，您觉得这些教学方法有哪些不足？

4.您对自己当前在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工作满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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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您对提升当前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水平有和看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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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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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李唐副教授，感谢他在我攻读研究生学位期

间给予我无私的帮助和关心。对于我来说，李唐老师亦师亦友，在学习上孜孜不

倦的鼓励我、指引我，为我答疑解惑；在生活中，也是我的引路人，在我迷茫无

措的时候为我指明方向。在我写论文期间，他更是孜孜不倦为我提供参考意见，

为我及时解答问题，不辞辛苦为我不停地指导和修改论文，没有他，也不会有这

篇论文的顺利完成。

其次，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感谢父母在我成长之路上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

呵护，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的父母始终陪伴着我前行，在此我真诚地像我的

父母表达我最真挚的谢意！

最后，我要感谢我研究生期间的所有老师和同学，是他们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

和帮助让我顺利完成学业。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学习研究上，他们都时刻关心

着我的成长。我还要感谢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广大师生，是你们的帮助才

有了我这篇论文的顺利完成，我爱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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