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米尔的画

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的最好的钥匙。

位于非洲东北部亚丁湾西岸的吉布提，海岸线漫长，地理位置重要，因此不

仅是移民移居的良好选择，也是大国争夺的焦点。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吉布提

逐渐成为一个民族多样、语言复杂、文化交融的国家。

我所任职学校处于当地的偏远地区，我的班级学生年龄在 16 岁左右，他们

的汉语听说能力基础相对扎实，但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他们能获取到课本以外

知识的途径很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更多停留在听说和想象的层面。

因此在我的第一堂汉语课正式开始之前，我首先对吉布提当地学生的汉语学

习需求进行了深入调研。通过查找资料、访谈等方式，了解到学生们对汉语的兴

趣主要源于对中国文化的好奇以及对未来职业发展的考量。基于此，我设定了以

下教学目标：一是培养学生的基本汉语听说读写能力；二是增进学生对中国文化

的理解和认同；三是激发学生持续学习汉语的兴趣和动力。

在吉布提的民族组成中，伊萨族约占全国人口的 50%，讲索马里语；阿法尔

族约占 40%，讲阿法尔语。可见民族语言在吉布提的语言组成中也占重要地位，

除此之外另有使用人口占总人口极小比例的外来语言，如阿姆哈拉语，印地语，

提格里加语等。

索马里语和阿法尔语作为民族语言，多用于日常生活交流。在其他领域中，

政府也认同两种语言作为吉布提主要语言而存在，例如学前教育提倡使用民族语

言，广播电视媒体如吉布提广播电视台也使用民族语言进行广播。但民族语言同

样面临困境，使用年龄层老化、文字书写难以记录流传等问题对民族语言的发展

提出巨大挑战。

吉布提和中国于 1979 年建交。1986 年，吉布提有了第一批赴华留学生。2013

年，孔子学院总部向吉布提外交学院派遣两名汉语教师，面向政府工作人员教授

汉语课程。虽然汉语在吉布提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但随着 “一带一路”和中

非合作的深入实施，汉语的发展前景可期。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汉语作为世界上最古老且充满活力的语言之一，其影响

力日益增强。吉布提，这个位于非洲东部的沿海小国，虽以港口经济和国际合作

闻名，但其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与学习热情同样不容小觑。近年来，随着中吉两国

经贸、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汉语教育在吉布提逐渐兴起，成为促进两国人民相



互理解和友谊的桥梁。

考虑到学生的语言水平和文化背景，我选用了适合初学者的汉语教材，内容

涵盖日常对话、基础词汇、语法知识及简单文化介绍。同时，利用互联网资源，

如汉语学习网站、APP 等，作为辅助学习材料，以丰富教学手段，提高学习趣味

性。此外，还准备了汉字卡片、多媒体教学课件等教学工具，以支持课堂教学活

动。为确保教学质量，我提前咨询本土助教以熟悉当地文化和学生习惯，并委托

本土助教进行协调沟通，增强教学互动性。

然而，我的第一节汉语文化课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那天我正围绕着“中国传统节日”这一主题进行文化教学，我精心准备了一

系列生动有趣的课件和资料视频，从春节钟声到中秋明月，从端午龙舟竞技到重

阳登高望远，试图让学生从视觉听觉的双重体验感受到中华传统节日的魅力。学

生们看得津津有味，时不时发出一阵阵笑声。

正当我讲解春节家家户户都贴挂对联时，突然教室一角传来轻声骚动，我循

声望去，发现一名学生——阿米尔，没有听我讲课，而是在纸上写画些什么。我

不禁有些生气，快步走去想看看他到底在做什么，我突然停止讲课引起了所有学

生的注意，这时教室里的目光都落在了我和阿米尔的身上。我正想提醒阿米尔认

真听课，但当我看到纸上内容时，不禁愣住了。

阿米尔画的正是他想象中中国春节的场景：红色灯笼高挂，大门上贴着红色

的、歪歪扭扭的“红纸”，一些孩子在院里放鞭炮，脸上洋溢着充满童趣的笑。

虽然画面笔法稚嫩，但阿米尔对春节的向往和喜爱却跃然纸上。

我意识到我错怪了这个孩子，阿米尔正在用他的方式理解中国节日文化并一

直融入课堂。这一刻我的心头涌上一股暖流，我既感动又羞愧，我决定改变原来

的教学节奏，不再单纯靠教学视频和教师口述输出文化内容。

“同学们，看这里！”我拿起阿米尔的画作，满脸骄傲地展示给全班同学看，

同学们顿了一下，随后教室里立马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由于中吉两国文化差异较大，且吉布提当地汉语教学资源相对匮乏，部分学

生在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时存在困难。我在增进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认同的

同时，也尊重并鼓励学生分享自己的文化背景，促进文化双向交流。

经过一个学期的汉语教学实践，我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学生们在听说读写四个方面均取得了明显进步。他们能够自如地使用汉语进

行日常交流，如自我介绍、询问与回答基本信息、进行简单的购物对话等。在听

力和阅读能力方面，学生们能够听懂并理解简单的汉语对话和短文，阅读速度和

理解能力也有所提升。此外，学生们还掌握了一定数量的基础词汇和常用句型，

为后续的汉语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文化融入的教学策略，学生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有了显著提升。

他们不仅了解了中国的传统节日、风俗习惯、历史名人等基本知识，还对中国传

统艺术、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文化意识的增强，不仅

拓宽了学生们的视野，也促进了中吉两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虽然本次教学实践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我也意识到在教学策略上仍有很大

的提升空间。例如，如何更好地结合学生的实际需求和学习特点，设计更具针对

性的教学内容和活动；如何进一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教学效率和趣味性等。

未来，我将继续探索和优化教学策略，以满足学生不断变化的学习需求。

文化交流是汉语教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未来，我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驻吉

布提大使馆、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的合作，邀请更多的中国艺术家、学者来吉布

提进行文化交流活动，为学生们提供更多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同时，我也将鼓

励学生们积极参与中吉两国的文化交流项目，增强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本次吉布提汉语教学实践案例的成功实施，不仅为当地学生提供了学习汉语、

了解中国文化的宝贵机会，也为中吉两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搭建了重要的桥梁。

我深知，汉语教学之路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不断探索、创新和实践。未来，我将

继续秉承“以学生为中心、以文化为纽带”的教学理念，不断提升教学质量和效

果，为培养更多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贡献力量。

（案例来源于2023年7月14日对吉布提大学孔子学院志愿者教师马老师的电话

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