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索马里孔子学院：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教学实践

在中索两国友好交流不断深化的时代背景下，文化领域的互动日益频繁。志愿者

汉语教师徐艺来到了索马里摩加迪沙大学孔子学院，为初级水平的大学生开展中华文

化知识教学。近年来，随着中索在贸易、教育、文化等多方面合作的拓展，索马里大

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愈发浓厚，他们渴望通过学习中国文化，增进对中国的了解，

以便在未来的中索合作中寻得更多发展机遇，这成为他们学习中华文化知识的强大动

力。

新学期第一堂课，徐艺带着精心准备的课件走进教室，学生们的目光中满是好奇

与期待。徐艺先用简单的索马里语和汉语进行自我介绍，随后说道：“同学们，中国

文化源远流长，今天我们将一同探索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智慧世界。在中索日益紧密

的交流中，了解中国古代哲学能让你们从独特的角度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

观。” 学生们纷纷点头，对即将开始的课程充满憧憬。

徐艺决定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儒家思想作为切入点。课程开始，徐艺播放了

一段介绍孔子生平及儒家思想的动画视频，生动有趣的画面迅速吸引了学生们的注意

力。视频中，孔子讲学的场景、儒家经典语句的解读，让学生们对儒家思想有了初步

的直观认识。

视频结束后，徐艺开始讲解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她指着课件上的 “仁”“义”

“礼”“智”“信”，用标准且通俗易懂的汉语说道：“‘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简单来说就是关爱他人、尊重生命；‘义’意味着正义、公正，要做符合道德准则的

事情；‘礼’则是指社会礼仪和规范，它能帮助人们和谐相处；‘智’代表智慧，鼓

励人们不断学习和思考；‘信’就是诚实守信，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为了让学生

们更好地理解，徐艺结合索马里当地的道德观念和社会准则，举例说明儒家思想与索

马里文化在某些方面的共通之处，帮助学生们建立起知识的关联。

接着，徐艺详细介绍儒家思想在教育、政治和个人修养方面的理念。在教育上，

儒家倡导 “有教无类”，即不论贵贱、贫富，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在政治上，主

张统治者要施行仁政，关爱百姓；在个人修养方面，强调要通过不断学习和自我反

省，提升自己的品德和才能。例如，在讲解 “有教无类” 时，徐艺说：“就像我们



在索马里，也希望每个孩子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无论他们来自哪里，家庭条件如

何。儒家的‘有教无类’理念，早在几千年前就提出了这样美好的教育愿景。” 为了

加深学生们的记忆，徐艺采用了角色扮演、案例分析等互动教学方法，让学生们在轻

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

然而，在课堂讨论环节，问题接踵而至。由于学生们汉语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

对一些抽象的哲学概念理解困难，在讨论中常常出现表达不畅、理解偏差的情况。而

且，索马里与中国的文化背景差异巨大，学生们很难完全体会到儒家思想中所蕴含的

深刻内涵和价值取向。比如，当讨论到 “仁” 的概念时，学生阿雅虽然知道 “仁”

是关爱他人，但对于如何在实际生活中践行 “仁”，以及 “仁” 与个人修养和社会

和谐的关系，理解起来十分吃力，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时，也只能用简单零散的词汇，

无法完整地阐述观点。徐艺意识到，对于这些初级水平且文化背景不同的学生来说，

仅仅通过简单的讲解和讨论，很难让他们深入理解儒家思想，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严

重影响了教学效果。

徐艺开始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汉语水平的限制使得学生们在理解

复杂的哲学概念时存在困难，难以准确把握一些抽象术语的内涵；另一方面，索马里

与中国在历史、宗教、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学生们缺乏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

的认知基础，无法产生情感共鸣。

针对这些问题，徐艺迅速调整教学策略。她增加了汉语基础知识的讲解，将涉及

儒家思想的重点词汇和句式进行系统梳理，结合生动的例句和情景对话，帮助学生们

理解和掌握。同时，为了帮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儒家思想的内涵，徐艺邀请了在索马

里工作的中国学者，为学生们分享他们对儒家思想的研究和感悟。这些学者通过讲述

儒家思想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和应用，让学生们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儒家思想的现实

意义。

此外，徐艺还设计了一系列丰富多样的课堂活动，以加深学生们对儒家思想的理

解。她组织学生们进行儒家思想知识竞赛，通过抢答的方式，激发学生们的学习积极

性，巩固所学知识。在竞赛中，徐艺还特别设置了一些与索马里文化对比的题目，让

学生们进一步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共通之处。



随着课程的推进，学生们对儒家思想的理解有了明显的提升。在一次课堂汇报

中，学生们分组展示了他们对儒家思想的学习成果。他们能够用较为流畅的汉语介绍

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和主要理念，并且还能结合自己的理解，分享对儒家思想的感

受。虽然在表达上还存在一些小瑕疵，但他们的进步让徐艺感到十分欣慰。

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在进一步探讨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时，学生们

发现仅仅了解传统的儒家思想知识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了解儒家思想在当代中国的

传承和发展，以及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影响。例如，当讨论到儒家思想对全球治理的

启示时，学生们对儒家思想如何在现代社会发挥作用、如何与其他文化相互融合等问

题感到好奇。

徐艺意识到，中华文化知识教学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知识的传授，还需要关注文

化的发展和传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徐艺在后续的课程中，增加了文化拓展环节。

她收集了大量关于儒家思想在现代中国和国际上的相关资料，通过图片、视频、学术

报告等形式，向学生们展示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新变化和新发展，以及在国际文化

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徐艺还组织学生们开展小组讨论和主题演讲，让他们通过

自主探索和表达，深入了解儒家思想在当代的价值和意义。

在课程的最后阶段，徐艺组织了一场儒家思想主题研讨会。学生们围绕儒家思想

在现代社会的应用、儒家思想与索马里文化的交流融合等话题展开热烈讨论，用汉语

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见解。通过这次研讨会，学生们不仅检验了自己的学习成果，还体

验到了中华文化知识的博大精深。

通过这次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教学实践，徐艺深刻体会到，在国际中文教育中，中

华文化知识教学需要充分考虑学生的汉语水平、学习需求和学习心理，结合两国的交

流合作背景，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只有将知识教学与文化背景、现

实应用有机结合，才能让学生真正理解和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目

标。

（本案例来源：笔者于2024年9月27日对索马里摩加迪沙大学孔子学院志愿者教师徐
艺的访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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