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Ｎｏ ． １ ． ２０２５

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 ． 
４２０

比 较 教 育 研 究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 ｉｖｅ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

２０２５ 年第 １期
（总第 ４２０期 ）

“
一带一路

”

视域下阿联酋中文教育

跨越式发展的多维审思
荆 晓丽 ， 林洛冰

（ 北京师 范大学 国 际与 比较教育研究院 ， 北京 １ ０ ０ ８ ７ ５）

［摘要 ］ 语言互通是共建
“
一

带
一路

”

的前提和基袖 。 作为共建
“
一

带
一路

”

的天然

合作伙伴 ， 阿联酋过去 ８ 年致力于推动本国 中文教育发展。 在阿联酋的主动作为 、 中 国 的

积极配合以及双方友好人文交流等有利条件下 ， 阿联酋通过加强顶层设计 、 推动 中 阿协作

和提供资金保障三大核心 实践策略 ， 推进中文教育 系 统化 、 规范化发展 ， 实现 了 中文教育

的跨越式发展。 但是由 于起步较晚 ， 阿联酋 中文教育还面 临发展优先级较低 、 高等教育阶

段基础薄弱 、 师资高度依赖 中 国输 出 等现实 困境 。 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 ， 中 国将与 阿联酋

通过
“
一横 、

一纵 、 两翼
”

的发展路径 ， 推动阿联酋 中文教育从高速发展走向 高质量发展 ，

以 更好地服务构建中 阿命运共 同体和高质量共建
“
一

带
一路

”

。

［关键词 ］ 国 际 中文教育 ； 阿联酋 ；

一

带
一路 ；

百校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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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共建
“

丝绸之路经济带
”

和
“

２ １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
”

（ 简称
“
一带一路

”

）是习近平主席

着眼于人类前途命运和时代发展趋势提出 的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大倡议 。 自 ２０ １ ３年提出至

今 ，共建
“
一带一路

”

从亚欧大陆延伸至非洲和

拉美 ，得到 １ ５ ０多个国家 、 ３ ０多个国际组织的热

烈响应和积极参与 。

［

１
］

中 国同各方秉持共商、共

建、共享原则 ，践行开放 、绿色 、廉洁理念 ， 以高

标准 、 可持续 、惠民生为 目标 ，全面推进政策沟

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 、 民心相通

（ 简称
“

五通
”

） ，将共建
“
一带一路

”

倡议从理

念转化为行动 ，从愿景转变为现实 ，使其成为深

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

［
２

］

阿联酋地处陆海丝绸之路的交汇点 ，
区

位优势 明显 ， 是共建
“
一带一路

”

的天然合作

伙伴 。 自 加人
“
一带一路

”

倡议以来 ， 阿联酋主

动调整 国家战略 ， 加快实施
“

向东看
”

外交政

策 ， 密切开展与 中 国 的政治对话 、 经贸合作和

人文交流 ，业已成为 同 中 国合作程度最深 、领

域最广 、 成果最实的 中东 国家 。

［
３

］ ［
４

］ 随着 中阿持

续推进高质量共建
“
一带一路

”

， 对中文学习

和使用 的现实需求加速了阿联酋 中文教育的

发展进程 。 ２０ １ ６年 ， 阿联酋时任王储、现任总统

谢赫 ？ 穆罕默德 ？ 本 ？ 扎耶德 ？ 阿勒纳哈扬

（ Ｓｈｅ ｉｋｈＭｏｈａｍｅｄｂ ｉｎＺａｙｅｄＡ１Ｎａｈｙａｎ ）提出 ，

希望在中方协助下在阿联酋 １ ００所学校开设中

基金项 目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

十四五
”

规划 ２０２３年度教育学青年项 目
“

世界大变局下推进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的 国

际经验与国际路径研究
”

（ 项 目编号 ： ＣＤＡ２３０３２９ ） 。

作者简介 ： 荆晓丽 ， 女 ，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 比较教育研究院讲师 ， 教育学博士 ；

林洛冰 ， 女 ，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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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课程 （ 中文教学
“

百校项 目
”

并得到中方积

极 回应 。 ２ ０ １ ８年 ７ 月 １ ９ 日
， 在习近平主席对阿

联酋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穆罕默德王储宣布将

开设中文课程的学校从原计划的 １ ００所增加到

２００所 。 ２０ １ ９年 ７ 月 ２２ 日
， 穆罕默德王储访华 ，

与习近平主席共同见证签署 《关于将汉语纳人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中小学教育体系的谅解备忘

录 》 。在中阿双方密切合作下 ， 阿联酋中文教育

发展驶入快车道 ， 朝着系统化 、规范化方向发

展 。截至 ２０２４年 ７ 月 ， 阿联酋已有 １ ７ １ 所学校开

设中文课程 ，
７ ． １ 万余名学生学习 中文 ， 阿联酋

中文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

［

５
］这里需要说明

的是 ，本文所讲的阿联酋中文教育特指面向阿

联酋当地民众开展的 中文教学 ， 而不包括面向

在阿华人华侨开展的华文教学 。

２０２４年是中阿两国建交 ４０周年 ，是双方关

系承上启下 、继往开来的重要时间节点 。 ５ 月 ３ ０

日 ，在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对中 国进行国事访

问之际 ， 中阿发表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联合声明 》 ， 其中第 四十五条提出
“

推进阿联酋学校 中文教育
”

［
６

］

。在两国元首见

证下 ， 中阿双方签署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部

与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教育部 、 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公立教育机构关于合作开展中文教育的谅解

备忘录 》 。在阿联酋即将实现
“

在 ２ ００所学校开

设中文课程
”

的愿景之际 ，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
，本文对阿联酋 中文教育跨越式发展的有利

条件、实践策略与现实困境进行多维审思 ，并为

中阿协同推进阿联酋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

路径建议 ，探索中阿中文教育合作的新方向 。

二 、 阿联酋 中文教育跨越式发展的有

利条件

从 ２０ １ ６年提出开设中文课程设想到 ２０ １ ９

年 中阿双方合作正式启 动
“

百校项 目
”

， 再到

２０２４年已有 １ ７ １ 所学校开设中文课程、 ７ ． １ 万余

名学生学习 中文 ， 阿联酋在短短 ８年间实现了

中文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综合来看 ，这种跨越式

发展是在阿联酋主动引领国家经济转型的 内部

拉力 、 中 国积极发展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外部

推力 以及中阿友好人文交流的民意基础三者合

力作用下实现的 。

（

一

） 阿联酋经济转型需要助推中文教育发展

国家利益是国家行动的首要考量 。面对全

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国 内经济发展对

石油资源的过度依赖 ， 阿联酋政府在 ２ １ 世纪初

提出 了加快实施经济多元化转型 、大力发展知

识经济的 国家战略 。 中 国提出 的共建
“
一带一

路
”

倡议符合阿联酋的经济转型需求 ， 双方发

展战略的有效对接有力助推了 中阿全方位 、多

领域的双边合作 。对阿联酋而言 ，培养一批精业

务、懂中文的本土人才成为当务之急 。

自 １ ９７ １ 年建国 以来 ， 阿联酋依靠丰富的石

油资源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增长 ， 由贫穷偏僻的

沙漠小 国转变为富裕安定的现代化国家 。然而

过度依赖石油资源不仅使阿联酋的经济发展易

受 国际油价波动影响 ， 而且在以科技创新为核

心的全球经济发展中缺乏竞争力 。为摆脱对石

油资源 的过度依赖 ， 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阿联酋前任总统哈利法 ？ 本 ？ 扎耶德 ？ 阿勒纳

哈扬 （ Ｋｈａ ｌ ｉ ｆａＢ ｉｎＺａｙｅｄＡ ｌ
－Ｎａｈｙａｎ ）在 

２００４

年上任后 ， 大力推动经济转型 ，促进非石油行

业发展 。 ２ ０ １ ０年 ，
阿联酋政府发布 的 《 阿联酋

２０２ １ 年愿景 》 （ ＵＡＥＶ ｉ ｓ ｉｏｎ２０２ １）提出 ，要通

过充分发挥人力资本潜力发展可持续 、多元化

的经济 ， 向 以创新 、研究 、科学和技术为基础的

知识社会转型 ，到 ２０２ １ 年 ， 即阿联酋建国 ５ ０周

年时 ， 成为世界一流 国家 。

［
７

］在 ２ １ 世纪第二个

十年 ， 随着美国对中东地区石油资源的依赖度

下降 ， 阿联宵与美 国之间 的关系不再稳 固 ， 特

别是美国将战略重心逐步从中东转向 印太 ，促

使阿联酋重新调整本国的外交布局 ，转而采取
“

向东看
”

的外交政策 ，将 目光投向在石油贸易

方面与阿联酋有密切往来的 中 国 、 日本 、 印度

等亚洲 国家 。

自 中 国提出共建
“
一带一路

”

倡议以来 ，特

别是在 ２０ １ ６年发布 《 中 国对阿拉伯 国家政策文

件 》后 ， 阿联酋积极响应并主动对接发展战略 。

２ ０ １ ７年出 台 的 《 阿联酋 ２ ０ ７ １ 百年规划 》 （ Ｔｈｅ

ＵＡＥＣｅｎｔｅｎｎｉａ ｌ２０７ １）和 ２０２２年启动的
“

我们

阿联酋 ２０３ １

”

（ＷｅＴｈｅＵＡＥ２０３ １）政府愿景均

强调要打造最具活力与竞争力 的多元经济体 ，

—

１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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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人工智能 、航天卫星 、可再生能源等中 国具

有显著优势的新兴产业表现出浓厚兴趣 。

［＿在

双方高层的政治引领下 ， 中阿两国经贸合作不

断深化 ，构建起以能源合作为主轴 ，
以基础设施

建设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为两翼 ， 以核能 、航天卫

星 、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 口 的
“

１ ＋２＋３
”

合作格局 。

［

１ °
］

目前 ， 中国 已成为阿联酋最大的贸

易伙伴 ， 阿联酋则是中 国在阿拉伯地区第一大

出 口市场和第一大投资 目 的地 。

［
１ １

］两国广阔的

合作前景及其产生的大量就业机会切实增加了

阿联酋对本土中文人才的需求 ， 由此呼唤中文

教育的快速发展 。

（二 ） 中国积极发展国际中文教育事业

中文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 国际中文教育

是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

［
１ ２

］

２ １

世纪以来 ， 中国将国际中文教育作为实施
“

走出

去
”

战略和开展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 ， 其进行长远谋划和统筹布局 。在共建
“
一

带一路
”

倡议实施后 ， 面对各共建国家对中文

学习需求的增加 ， 中 国更加积极主动地发展国

际中文教育事业 。

２ １ 世纪初期 ， 随着中 国综合国力和 国际地

位的显著提升 ， 世界范 围 内 的
“

中文热
”

持续

升温 ，但是传统以教授来华留学生为主的对外

汉语教学模式难以满足学习者的需求 。为配合
“

走出去
”

战略的实施 ， 中 国将国际中文教育事

业的发展重心从对外汉语教学转向 国际中文教

育 。

［
１ ３

］

２ ０ ０２年 ， 教育部和 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

导小组开始酝酿借鉴各国推广本民族语言的经

验 ，在海外设立语言推广机构 。全球第一所孔子

学院于 ２００４年在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建立 ，
迈出

了 中文
“

走出去
”

的步伐 。

［
１ ４

］

２ ００ ５年 ，在举办第
一届世界汉语大会后 ， 国家汉办提出要全方位

开展汉语国际推广 ，加快汉语
“

走出去
”

，并通

过建设孔子学院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改革和创

新汉语考试等一系列举措推动国际中文教育事

业跨越式发展 。

［

１ ５
］截至 ２０２４年 １ ０ 月 ， 中 国在全

球 １ ６ １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 
４９ ９所孔子学院和

７６４个孔子课堂 ， 累计学员超 ２０００万人次 。

間

共建
“
一带一路

”

倡议提出后 ， 随着经贸 、

科技 、 教育等领域合作的深化 ， 各共建国家对

中文学习 的需求持续旺盛 ，这为国际中文教育

创造了前所未有 的发展机遇 。鉴于此 ， 中 国政

府更加积极主动地谋划 国 际中文教育事业的

发展路径 。 ２ ０ １ ６年 ， 教育部印发的 《推进共建
“
一带一路

”

教育行动 》提出 ，

“

支持更多社会

力量助力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建设 ， 加强汉语

教师和汉语教学志愿者队伍建设 ，全力满足沿

线 国家汉语学习需求
”

［

１ ７
］

。 ２０ １ ７年 ， 中共中央办

公厅 、 国务院办公厅出 台 的 《关于加强和改进

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 》强调 ，要
“

着力

加大国际汉语推广力度 ，支持更多 国家将汉语

教学纳入国 民教育体系 ，努力将孔子学院打造

成国际一流的语言推广机构
”

［

１ ８
］

。为培养
“
一带

一路
”

建设企业急需的
“

精业务 、懂中文
”

复合

型本土人才 ，
２０２０年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

的 《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 （ ２０２０
—

２０２ ３

年 ） 》要求
“

推进
‘

中文 ＋职业技能
’

项 目 ，助力

中 国职业教育走出去
”

［
１ ９

］

。此外 ， 面对新一轮科

技革命及其在教育领域的快速渗透 ， 加之新冠

肺炎疫情的催化作用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

作中心于 ２０２ １ 年发布 《 国际中文在线教育行动

计划 （ ２０２ １ 

—

２０２ ５年 ） 》 ，致力于推动在线教育

与 国际中文教育深度融合 ，从而
“

形成更高质

量 、更个性化 、更开放包容 、更灵活多变的 国际

中文教育发展良好生态
”

 ［
２°

］

。阿联酋作为中国的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和共建
“
一带一路

”

的天然

合作伙伴 ，成为中 国推广 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

对象国 。

（三 ） 中阿友好人文交流奠定中文教育发展

的民意基础

阿联酋中文教育的发展立足于中阿友好人

文交流奠定的民意基础 。 中阿文明交流源远流

长 ，古代陆上
“

丝绸之路
”

和海上
“

香料之道
”

将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交织在一起 ，铸就了

跨文化交流的辉煌篇章 。 １ ９ ８ ４年 ， 中阿建交续

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新篇章 ，双边关系 的

提质升级更是将两国联结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

同体 。

中 国和阿拉伯地区的交往最早可以追溯到

２ ０ ００ 多年前 。两汉时期 ， 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

陆上
“

丝绸之路
”

和甘英出使古罗马开通的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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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香料之道
”

开启 了 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

交流的先河 。

［

２ １
］此后 ， 中 国与阿拉伯地区商贸流

通逐渐频繁 ，人员往来 日渐密切 。先知穆罕默德

的名言
“

知识 ， 虽远在中 国 ，亦当求之
”
ｐ２

］

，足以

表达当时中阿人民之间互学互鉴的人文情怀 。

中古时期的唐宋和元代是中 国与阿拉伯地区历

史交往的鼎盛期 ， 中阿使者往来络绎不绝 。据史

料记载 ，从公元 ６ ５ １ 年至 ７ ９ ８年的 １ ４７年间 ，
阿

拉伯派遣唐使达 ４０次之多 。

［

２３
］

官方交往推动了

民间往来 ，远赴中 国经商的阿拉伯商贾与 日俱

增 。他们不仅运来了大宗阿拉伯货物 ，而且还带

来了阿拉伯数学 、 天文学 、 医药学等科学知识 。

与此同时 ， 中 国 的火药 、造纸术 、 印刷术和指南

针陆续传入阿拉伯地区 ，促进了两地科学技术

的发展进步 。

［
２４

］

明代 ，郑和第三次下西洋访问了

波斯湾和红海沿岸 的阿拉伯城市 ，进
一步深化

了 中 国对阿拉伯世界的了解 。在 １ ６世纪中叶明

朝强化
“

海禁
”

政策后 ， 中 国和阿拉伯地区的交

往 日 渐式微 。

［
２５

］尽管如此 ， 长达 ２ ０ ０ ０ 多年的友

好往来极大地拉近了中华民族与阿拉伯民族之

间 的文化距离 ， 为后续深化交流和构建认同奠

定了基础 。

中 国和阿联酋于 １ ９ ８ ４年正式建交 ，
２ ０ １ ２

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
２０ １ ８年建立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 。 ４ ０年来 ， 随着政治关系 的 日 臻成熟和

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化 ， 中阿两国人文交流蓬勃

发展 ，并取得累累硕果 。在人员往来方面 ，
２０ １ ７

年 ， 中 国公民赴阿联酋旅游人次首次突破 １ 〇 〇

万 ， 阿联酋成为最受中 国游客欢迎的阿拉伯 国

家 ［
２６

］

； 在文化交流方面 ，
２０ １ ７年 ， 中 国首次作为

主宾国参加西亚、北非地区规模最大 、最具影响

力的书展之阿布扎比国际书展 ，刘震云 、

余华 、麦家等多位中 国知名作家携作品参展 ，并

与当地作家和读者面对面交流 ［

２７
］

； 在教育合作

方面 ，
２ ０２ ０年 ， 首家海外中 国全 日 制学校落户

迪拜 ，致力于为在阿中 国公民 、广大华人及当地

民众提供最优质的 中 国教育资源 。

［

２ ８
］

中阿在人

文交流领域的不断拓展为阿联酋民众提供了多

方面接触中华文化的机会 ，有助于提升他们对

中文的好感度 ，从而为阿联酋开展中文教育奠

定广泛的民意基础 。

三 、 阿联酋 中文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实

践策略

在阿联酋经济转型的迫切需求 、 中 国对国

际中文教育的积极推动以及两国人文交流的 日

益频繁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 阿联酋以前

所未有的力度推广中文教育 ，成为整个中东地

区发展国际中文教育的先锋 。阿联酋推广 中文

教育的实践包括加强顶层设计、推动中阿协作 、

提供资金保障三大核心策略 ，呈现出全方位 、多

样化的特点 。

（

一

） 加强顶层设计 ： 建立政府主导 、 自上

而下的中文教育推广模式

阿联酋中文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在

于政府的顶层设计 ，尤其是最高领导层的战略

引领 。为主动融人共建
“
一带一路

”

，
２ ０ １ ６年阿

联酋时任王储穆罕默德提出 了在阿 １ ００所学校

开设中文课程的设想 ，后提出要实现 ２００所学

校开设中文课程的 目标 。鉴于此 ， 阿联酋教育部

于 ２０ １ ８年底宣布将中文列入公立中小学教学

规划大纲 ，并于 ２０ １ ９年 ３ 月 发布中小学中文教

师招聘简章 ， 由 中 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

中心 （ 前身为
“

孔子学院总部 ／ 国家汉办
”

）协助

招聘 ２ ００名 中 国籍中文教师 。 这些举措是落

实穆罕默德王储愿景的实际行动 ，也是阿联酋

中文教育发展迈出 的重要步骤。 ２０ １ ９年 ７ 月 ，在

习近平主席和穆罕默德王储见证下 ， 中阿签署

《关于将汉语纳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中小学教

育体系的谅解备忘录 》 ，共同启动阿联酋中文教

学
“

百校项 目
”

，标志着中文正式纳入阿联酋国

民教育体系 。此时 ， 中文教育在阿联酋迎来历史

最佳发展机遇 。

中文教学
“

百校项 目
”

启 动后 ， 阿联酋教

育部陆续出 台 了一系列推动 中文教育发展的

指导政策 。 ２ ０２ ０年 ， 阿联酋颁布了首部 中文教

学大纲 《全国 中小学中文课程框架 》 （ Ｎａｔ ｉ ｏｎａ ｌ

Ｃｈ ｉｎｅ 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Ｃｕｒｒｉｃｕ ｌｕｍＦ 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 ，用

以支持中文教学
“

百校项 目
”

第一阶段中文课

程实施 。该课程框架共设定 １ ０个等级 ， 规定了

不同等级下的教学 目标 、 内容和方法 ，适用于阿

联酋公立学校从幼儿园至高中阶段的中文零起

—

１ ４ 

—



Ｎｏ ． １ ． ２０２５

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 ． 
４２０

比 较 教 育 研 究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 ｉｖｅ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

２０２５ 年第 １期
（总第 ４２０期 ）

点学习者 。

［
３ °

］为配合教学大纲的实施 ， 阿联宵教

育部同年发布 《 中文教学评估指南 ２０ １ ９
—

２０２０

年 》 ， 主张对学习者的中文学习效果开展全学期

持续评估 ，帮助教师及时了解学生学习情况 ，调

整教学策略 ，提升教学效果。

［

３ １
］ 随着中文学习需

求的不断增长 ， 阿联酋教育部在 ２０２ １ 年至 ２０２２

年进一步出 台 了 《 中文卓越课程框架 》 ，将中文

教育推向更高层次 ，着力培养高水平中文学习

者 。

［
３ ２

］上述政策凸显了政府的主导作用和顶层

设计的引领作用 ， 为阿联酋中文教育跨越式发

展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撑 ，使阿联酋中文教育事

业进入系统化、规范化发展阶段 。

（二 ） 推动中阿协作 ： 依托中文教学
“

百校

项目
”

打造多方位 、 宽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

阿联酋中文教育主要依托中文教学
“

百校

项 目
”

实施 。 自 ２０ １ ９年启动以来 ， 中文教学
“

百

校项 目
”

不仅成为中阿中文教育合作的靓丽名

片 ，而且已成为中东地区中文教育发展的先行样

板项 目和成功典范 。作为两国教育文化交流的民

心工程 ， 中文教学
“

百校项 目
”

推动阿联酋中文

教育向系统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使阿联酋中文

教育驶入高速发展的
“

快车道
”

。近 ５年来 ，依托

中文教学
“

百校项 目
”

， 中阿教育部在多个领域

开展密切合作 ，在中文教材编制 、师资队伍建设、

文化活动开展、学科渗透与融合四个方面表现尤

为突出 。

阿联酋教育部基于
“

本土化
”

教育理念 ， 积

极推动开发兼具适应性与有效性的本土化中文

教材 。为支持中文教学
“

百校项 目
”

实施 ， 中阿

教育部决定合作开发面向阿联酋幼儿园 、小学 、

中学三个学段的 中文教材 。考虑阿联酋学生的

文化背景 、学习习惯及未来发展需求 ， 中阿双方

首先于 ２ ０ １ ９年开发了适用于中学阶段学生的

中文教材 《跨越丝路 》。该教材是由阿联酋教育

部和中 国教育部中外语言合作交流中心共同组

织 、 由华东师范大学专家指导编写的首套阿联

酋中文教材 。该教材于 ２０ １ ９年 ９ 月 以 电子教材

形式在阿联酋中学试用 ，并根据一线教师的反

馈得到修订和完善 。

［
３ ３

］

《跨越丝路 》 由 中 国外语

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 ２ ０ ２２年 １ １ 月 正式出版 ，

截至 ２０２４年 ６ 月 已正式出版 １ ２册 ，并被阿联酋

正式列人教育部课程用书 目 录 。

［
３ ４

］在阿联酋教

育部和中 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的组

织策划下 ，适用于幼儿园和小学阶段学生的系

列中文教材 《手拉手 》 《你真棒 》在 ２０２ １ 年正式

启动开发工作 ，并于 ２ ０２ ３ 年正式出版 。教材编

写重视阿联酋的本土适应性 ，在内容编排、语言

注释、插图绘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本土化设计 。例

如 ，教材中融入了椰枣 、沙漠 、绿洲 、清真寺 、骆

驼、羚羊等阿拉伯 国家代表性食物 、地貌 、建筑 、

动物类词汇 ，并依照当地小朋友的外貌 、服饰特

征绘制教材中 的小主人公 。

［

３ ５
］这些教材得到业

界专家和教师的一致认可 ，现已顺利进入阿联

酋中文课堂 ，很好地提高了阿联酋学生的 中文

学习效率。

阿联宵教育部高度重视中文教学
“

百校项

目
”

的教师遴选和师资培训工作 ，并积极寻求

中方的支持与合作 。 中 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

合作中心根据阿方需求 ，按照阿联酋教育部要

求发布招募信息 、收集审核报名材料 ， 与中文教

师沟通后 ， 向 阿方推荐优秀教师人选 ， 阿方负

责面试、录取与聘用教师 。 中阿双方各司其职 、

通力合作 ， 中方充分发挥专业优势 ， 阿联酋则

提供经费支持 ，共同为中文教学
“

百校项 目
”

注

人高素质的师资力量 。此外 ， 为引导赴阿教师

切实做好一线 中文教学工作 ， 中阿双方共同为

教师举办在岗培训 。 ２０２２年 １ ０ 月 ，在阿联酋教

育部和阿联酋公立教育机构 （ Ｅｍ ｉｒａｔｅ ｓＳ ｃｈｏｏ ｌ ｓ

Ｅ ｓ ｔ ａｂ ｌ ｉ ｓｈｍ ｅｎ ｔ ） 的支持下 ， 中文教学
“

百校项

目
”

教师工作坊在阿布扎比成功举办 。这次工

作坊由 中 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派遣

中文专家组织研讨 ， 与会教师紧扣阿联酋中文

教学实际 ，结合 自 身关切展开交流讨论 。 ２ ０２４

年 ３ 月 ， 中 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联

合阿联酋迪拜大学孔子学院 、 扎耶德大学孔子

学院开展了 《 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标准 》专

项培训 ， 助力 中文教师教学技能提升和职业发

展 。

［
３ ６

］依托中文教学
“

百校项 目
”

， 中阿合作选

拔了多批次高素质的教师和业务能力突出 的专

家赴阿教学或指导 ， 为阿联酋 中文教育的快速

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

嵌人文化活动是语言学习 的重要途径 。 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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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 １ ７年以来 ， 中阿双方通过共同开展书法 、绘

画 、

“

汉语桥
”

等多样化的文化活动 ， 为学生打

造丰富多样的中文学习环境 。 ２０２２年 ４月 ，在阿

联酋教育部的支持下 ， 中 国驻阿联酋大使馆联

合中文教学
“

百校项 目
”

学校共同举办了

“

２０２２

年国际中文 日 暨阿联酋中学生中文硬笔书法比

赛
”

。 比赛吸引来 自 ７０多所当地中学的 ３ ００余名

学生报名参加 ，有效激发了阿联酋学生学习 中

文的积极性 。

［
３ ７

］

同年 １ ０ 月 ， 阿联酋教育部 、 阿联

酋公立教育机构 、 中 国驻阿联酋大使馆 、 中 国教

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共同主办了首届 中

文教学
“

百校项 目
”

学生绘画 比赛 。

［
３ ８

］此次活动

历时 １ 个月 ，共有 ３ ０００余名学生参赛 ，学生用画

笔表达了对中 国的热切向往和对中阿友好的美

丽憧憬 。 ２０２４年 ６月 ， 由 中 国驻阿联酋大使馆主

办 、扎耶德大学孔子学院承办的
“

２０２４年
‘

汉语

桥
’

世界大中小学生 中文比赛
”

阿联酋预决赛

成功举行 。本次比赛共有 ５ ０ ０多名 阿联酋大中

小学生参与 ，规模创历史新高 ，特别是多名王室

成员踊跃参赛 ，并取得优异成绩。

［
３ ９

］

中阿合作开

展的丰富多彩文化活动项 目激发了阿联酋学生

的 中文学习兴趣 ， 活动 中学生耳濡 目染地感受

到 中文和中华文化的魅力 ，对中文形成了更深

层次的情感联系与文化认知 。

学科渗透是拓宽中文教育知识领域 、丰富

教育教学 内容的重要策略 。 中阿两国结合中文

教育的特点 ，将绿色教育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融

入中文教学
“

百校项 目
”

。为充分发挥教育在实

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方面的重要作用 ， 阿联宵教

育部于 ２ ０ ２ ３ 年 ４ 月 启动绿色教育伙伴关系路

线图 ， 要求围绕绿色学校 、 绿色课程 、绿色能力

和绿色社区四大支柱开展环境友好工作 。

［

４°
］ 随

后 ， 阿联酋教育部发布 《环境可持续性跨课程

框架 》 （ 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ｕｓ ｔａｉｎａｂ ｉ ｌ ｉｔｙ
Ｃｒｏ ｓ ｓ

？

ｃｕｒｒ ｉ ｃｕ ｌ ａｒＦｒａｍｅｗｏ ｒｋ ） ，决定设立以可持续发

展为重点的联合课程 ，
以有效推动

“

绿色课程
”

建设 。

［

４ １
］为配合跨课程框架实施 ， 中文教学

“

百

校项 目
”

积极参与联合课程建设 ，要求教师根

据中文教学主题和知识点 ，有计划地将生态保

护 、 可持续发展等绿色教育内容融入整个学期

的 中文教学 ，并从 ２ ０２ ３ 年秋季学期开始授课 ，

使学生在学习 中文语言技能的同时 ，汲取到丰

富的环保知识 。

［

４ ２
］

同年 ， 中文
“

绿色大课堂
”

登

上阿联酋教育部
“

环境可持续发展
”

网页 ，标志

着 中文教学开始与阿联酋基础教育课程深度

融合。

［
４３

］

（三 ） 提供资金保障 ： 构建支持资源优化的

财政保障体系

为促进中文教育快速推广 ， 阿联酋政府投

入大量资金 ，用于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特别是用

于吸引和留任优质师资 、研发数字化教学资源 ，

从而确保更多学生有机会享用高质量中文教学

资源 。

优质师资是阿联酋中文教育跨越式发展的

重要制约因素 。 中文教学
“

百校项 目
”

启动后 ， 阿

联酋对中文教师的需求急剧增加 ，但是 由于本

土中文教师资源稀缺 ， 阿联酋选择以高薪从国

外招聘 。 自 ２０ １ ９年起 ， 阿联酋教育部每年都在中

国发布 中文教师招聘简章 ，
以远优于其他国家

的高昂薪酬和丰厚待遇吸引经验丰富的一线教

师前来应聘 。除了提供每月 约合人民币 ３万元的

薪酬外 ，
还提供国际往返机票和医疗保险等多

项福利 ，展现出对优质师资的极度渴求 。

［
４４

］ 阿联

酋为中文教师提供的优厚薪酬待遇成功吸引和

留住了一批优秀中文教师 。教师数量的增加和

师资队伍的壮大为阿联酋中文教育的高速发展

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

数字化教学资源是阿联酋 中文教育跨越

式发展的有效补充力量 。阿联酋信息化发展水

平高 ， 每个教室都配有智能 白板与 网络设备 ，

数字化教学资源需求强烈 。为提升学生的 中文

学习效果和学习体验 ， 阿联酋提供财政支持 ，

用于丰富中文数字化教学资源 。 中阿双方合作

研发本土 中文教材 的配套数字化资源 ， 制作

音视频 、交互式课件等多种数字资源 ，
以更高

水平支持中文教学的开展 。

［
４ ５

］此外 ， 在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 ， 阿联酋财政部下设的全球性投资

机构阿布扎比投资局 （ ＡｂｕＤｈａｂ ｉＩｎｖｅ ｓ ｔ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 以资金支持的形式与扎耶德大学孔

子学院开展合作 ， 在线上共同举办中文暑期合

作项 目 ， 为阿联酋推动中文网络教学的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 。

［
４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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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阿联酋 中文教育跨越式发展面临

的现实困境

在取得跨越式发展成就的 同时 ， 由于起步

较晚 ，
阿联酋中文教育不可避免地面临发展优

先级较低 、高等教育阶段基础薄弱 、教师高度依

赖中 国输出等现实困境 。

（

一

） 二元语言政策背景下中文教育发展优

先级较低

阿联酋的语言现状呈现出
“
一元官方语言 、

二元语言政策 、多元语言教育
”

的特征 。首先 ，

阿拉伯语是阿联酋的唯一官方语言 ，在政治 、经

济 、 社会生活 中 占据主导地位 。 《 阿联酋宪法 》

（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ＡｒａｂＥｍ ｉｒａｔｅｓ）对阿

拉伯语的 国家官方语言地位给予法律上的确

认 。《 阿拉伯语语言宪章 》 （ ＴｈｅＡｒａｂ ｉｃ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ｈａｒｔｅｒ ）在重申 阿拉伯语为国家官方语言地位

的基础上 ， 为阿拉伯语在行政、教育 、文娱 、商业

和传媒领域的使用提供了制度保障 。

［

４７
］此后 ， 阿

联酋一直将保护和推广阿拉伯语作为其语言政

策的重 中之重 ，致力于提升阿拉伯语的 国 内和

国际语言地位 。其次 ，受其历史和全球化趋势的

深刻影响 ，英语成为阿联酋的通用语言 ，在政府

公务 、经贸往来 、教育教学领域往往与阿拉伯语

并用 ， 而且在公共空间 、 现代科技 、 文学作品 中

处于强势地位 ，表现出逐渐取代阿拉伯语的势

头 。

［

４ ８
］

因此 ，在阿联酋教育体系 中 ， 阿拉伯语和

英语被置于较高的发展优先级 ， 以培养既精通

阿拉伯语 ，又熟练使用英语的双语人才 。

［

４９
］

在以上二元语言政策背景下 ， 中文在阿联

酋的教育体系 中发展优先级较低 ， 主要表现为

中文纳人国 民教育体系 的程度较低 。从纳人层

次来看 ， 与阿拉伯语和英语
“

完全纳入
”

基础教

育和高等教育阶段不同 ， 中文作为公立教育体

系 中的 Ｂ类课程 ，仅以
“

部分纳人
”

的方式进人

阿联酋基础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 ， 而未能进入

高等教育阶段 ； 从纳入形式来看 ，与阿拉伯语和

英语既进人课程体系又进人考试体系不同 ， 中

文仅进入课程体系 ，且以选修课程而非必修课

程的形式开设 。 因此 ，
虽然阿联酋开设中文课的

学校数量和学习 中文的学生数量快速增加 ，但

是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下一步面临的挑战 。

此外 ， 由于阿联酋也在推动法语、西班牙语等其

他世界主要语言走进公立学校 ， 中文教育在部

分学校的推广面临来 自多元语言竞争的压力 。

（二 ） 高等教育阶段中文教育依旧薄弱

阿联酋的中文教育表现出
“

重基础教育 ，轻

高等教育
”

的特点 。根据中阿签署的 《关于将汉

语纳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中小学教育体系的谅

解备忘录 》 ，阿联酋以
“

部分纳入
”

的方式将中文

纳人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础教育阶段而未纳人高

等教育阶段。依托中文教学
“

百校项 目 ＇ 阿联酋

基础教育阶段的中文教育实现快速发展 ，开设中

文课的学校数量在短短 ５年内从 １ ５所增至 １ ７ １

所 ，学习中文的学生数量从 ０ ． ５万余人增至 ７ ． １ 万

余人 。

［
５°

］尽管如此 ， 阿联酋并未加快高等教育阶

段的中文学科建设 ，导致高等教育阶段与基础教

育阶段的中文教育不能有效衔接 ， 中文教学体系

不完整 ， 中文人才培养不连贯 。究其原因有二 ：

一是阿联酋高等教育 ，尤其是公立高等教育 ，规

模小 ，学生数量少 ，招生规模难以支撑中文专业

设置 。从经济角度考虑 ，相较于在国 内高校设置

中文专业 ，
阿联酋更倾向于资助学生到中国修读

中文 ；
二是阿联酋中文教育起步晚 ， 目前有限的

师资等教育教学资源优先投人基础教育阶段 ，导

致高等教育阶段中文教育资源匮乏。

目前 ， 阿联酋高等教育阶段的 中文教育十

分薄弱 ，不仅尚无一所高校设立中文专业 ，而且

仅有的几所开设中文课程的高校也是以选修课

而非必修课的形式开课 。另有迪拜大学孔子学

院 、 扎耶德大学孔子学院和阿联酋大学中 国研

究中心是以单独或与其他机构合作的形式开展

语言教学与短期培训 。

［

５ １
］通过开设选修课、提供

短期培训等形式开展初级中文教育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提升学生的中文语言素养及其对中华文

化的理解 ，但是很难成规模地培养出一批高素

质中文专业人才和
“

中文 ＋职业
”

复合型人才

来满足共建
“
一带一路

”

对阿联酋本土中文人

才的旺盛需求 。

（三 ） 中文教育本土化推进过程中师资高度

依赖中国输出

阿联酋 中文教育兼具
“

本土化与 国际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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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色 。为建设世界一流的教育体系 ， 阿联酋在

高度重视引进国外教育资源的同时 ， 强调培养

国民的本土意识 ， 以提升民众的国家认同感 ［
５２

］

，

在中文教育领域亦是如此 。为促使中文教育适

应本国 国情 ， 自 中文教学
“

百校项 目
”

启动 以

来 ， 阿联酋一直致力于推动中文教育本土化 ，通

过与 中 国相关机构 、专家学者合作 ， 为本国学

生量身定制了一套中文课程框架 、 评估指南和

教材 ，并为中文教师提供岗前和在岗培训 ，帮助

其以贴合本国学生学习特点的方式开展中文教

学 。然而 ，教师是教育教学的核心力量 ， 阿联酋

中文教育高度依赖 中 国输出 中文教师 ， 中文教

师的本土化发展十分缓慢 。 目前 ，参加中文教学
“

百校项 目
”

的 ３ ００多名 中文教师主要是中 国公

派和阿联宵从中 国 自 主招聘的教师 ，本土培养

成长起来的中文教师寥寥无几 。

［

５ ３
］

教师高度依赖中 国输出严重影响阿联酋中

文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其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

无法满足教师数量需求 、无法有效开展跨文化

教学和缺乏稳定性三个方面 。首先 ，伴随阿联酋

中文教育的快速发展 ， 阿联酋 中文教师数量供

需矛盾 日 益突出 。

［
５４

］在全球中文教师供给不足

的形势下 ，单纯依靠中 国输出 的教师开展中文

教学工作难以满足阿联酋中文教育规模持续扩

大的需求 ，师资不足成为直接影响教育教学质

量的主要原因 。其次 ，虽然中 国输出 的教师按照

严格的招聘条件进行选拔 ，
通常拥有丰富的海

外中文教学经验 ，但是普遍没有在阿拉伯 国家

的工作经历 ，跨文化教学对大多数老师来说是
一项挑战 。最后 ，从中 国输人的 中文教师 ，不论

是中 国公派还是 自 主招聘 ，他们经常面临刚适

应跨文化教学却要离职回 国 的现实 ，教师更迭

频繁 ，缺乏稳定性。

五 、 中 阿协同推进阿联酋 中文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路径优化建议

在系统梳理阿联酋中文教育跨越式发展的

有利条件 、实践策略和现实困境的基础上 ， 本

文认为 ，在即将实现
“

在 ２００所学校开设中文课

程
”

的愿景之际 ， 中 国与阿联酋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 ，可按照
“
一横 、

一纵 、两翼
”

的发展路径

推动阿联酋中文教育发展重心从规模扩张转向

提质增效 ， 由高速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 ， 以更好

地服务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
“
一

带一路
”

。这里的
“
一横 、

一纵 、两翼
”

指横向上

内外联动 ， 加强官方对话与合作 ； 纵向上深度

融入 ， 实现中文教育在基础教育领域与高等教

育领域有效衔接 ；
两翼分别为培养

“

职业 ＋ 中

文
”

复合型人才和推进中文教育数字化 。

（

一

） 内外联动
，
加强官方对话与合作

中阿官方对话与合作是阿联酋中文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过去 ６年间 ， 中阿高层多

次互访 ， 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合作意向与教育部

门签署的合作文件有力推动了阿联酋中文教育

的系统化、规范化发展 。为保持中文教育的 良好

发展势头 ， 中阿双方应继续依托双边、多边合作

机制 ，加强对话与合作 ，在落实两国于 ２０２４年 ５

月签署的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部与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教育部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公立教育

机构关于合作开展中文教育的谅解备忘录 》的

基础上 ， 进一步完善 中文教育的顶层设计 ， 推

进中文教育的实践探索 。 中阿中文教育的合作

重点可以 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 （ １） 打造高

质量中文教师队伍 ，

一方面要持续增强教师专

业教学能力 ， 另
一方面要帮助中文教师进一步

了解阿联酋教育体系 、 教学理念 、教学方法等 ，

学习阿拉伯课堂用语 ，提升对阿联酋文化的熟

悉度与跨文化教学能力 ； （ ２）协助阿联酋开发

本土化教学资源 ，及时更新课程大纲 、教材和配

套资源 ，推动教学资源更好地
“

融人
”

阿联酋 ；

（ ３）推动中阿师生双向流动 ，通过提供奖学金 、

实施学分互认、开展联合培养等方式 ， 帮助阿联

酋培养本土中文人才 ； （ ４ ） 与阿联酋合作建立

中文教学质量评估体系 ，充分发挥评估体系 的

规范 、引领和保障作用 ，提高阿联酋教育机构的

中文教学质量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 ， 阿联酋在

２０２４年 ７ 月改组内阁时将原来的公共教育和先

进技术国务部长兼航天局主席萨拉 ？ 宾特 ？ 优

素福 ． 阿米里 （ Ｓ ａｒａｈｂ ｉｎｔＹｏｕｓ ｉｆ Ａ １Ａｍ ｉｒｉ ）任

命为教育部部长 ，将原先独立的公立教育机构

并入教育部 。

［
５ ５

］在这种领导更迭和机构重组背

景下 ， 中阿双方须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 ，共同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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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下一步工作规划 。

（二 ） 深度融入 ， 实现中文教育基础教育与

高等教育衔接

实现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是阿联酋

中文教育可持续发展的 内在要求 。 中文纳入国

民教育体系后 ， 阿联酋依托中文教学
“

百校项

目
”

，
已在 １ ７ １ 所中小学开设中文课程 ， 快速实

现了 中文教育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推广与普及 。

为推动 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 ， 中 国未来可协助

阿联酋加深中文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 中的融人

程度 ， 不仅推动将 中文纳入基础教育阶段的考

试体系 ，
逐渐形成

“

阿拉伯语 ＋英语＋ 中文
”

的

三语教学模式 ，而且可有序推进将中文纳人高

等教育阶段 ，推动在阿高校设立中文专业 ， 培养
一批懂中文 、热爱 中华文化的高水平本土中文

专业人才 。 中 国助力阿联酋高等教育阶段的 中

文学科建设可分三步走 。首先 ，与阿联酋高校联

合开发高等教育 中文必修课程 ，提高中文学习

的延续性 ，满足阿联酋学生长期 、系统学习 中文

的需要 。其次 ， 帮助阿联酋高校设立中文本科专

业 ，强化中文的学科属性 ，提升本土中文人才培

养层次 ，尤其是本土中文教师的规模化 、专业化

培养水平 。最后 ， 中阿合作构建高水平中文人才

培养体系 ，建立本 、 硕 、博相衔接的 中文人才培

养体系 ，培养阿联酋本土汉学家 。

（三 ） 需求驱动 ， 培养
“

职业 ＋ 中文
”

复合

型人才

培养
“

职业 ＋ 中文
”

复合型人才是阿联酋中

文教育服务共建
“
一带一路

”

的必然要求 。十年

来 ， 随着中阿共建
“
一带一路

”

的纵深发展 ，
阿

联酋已经吸引超过 ６０００家中资企业安家落户 ，

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

［

５ ６
］尽管阿联酋发

布了要求私营企业 （ 包括中资企业 ）雇佣本国

国 民的政策 ，但是兼具职业知识技能和中文沟

通能力 的本土人才并不多 ， 中企需求的劳动力

缺 口 问题比较突 出 。 阿联酋通过引进
“

鲁班工

坊
” “

郑和学院
”

等方式举办了一些 旨在提高企

业员工实际业务能力和跨文化沟通技能的培训

活动 ，然而开设中文课程的高校、孔子学院以及

其他中文教学机构涉入很少 。可以说 ， 阿联酋中

文教育对参与共建
“
一带一路

”

的企业员工培

养 尚处于探索阶段 。为有效满足共建
“
一带一

路
”

对既懂职业技能又懂中文的复合型人才的

现实需求 ， 中 国与阿联酋下一阶段可从两方面

着手大力推动阿联酋中文教育与职业教育融合

发展 ，并且从 目前广泛采用的
“

中文 ＋职业
”

人

才培养模式转向
“

职业 ＋ 中文
”

，使中文教育为

阿联酋国民的职业发展服务 。

一方面 ， 中阿双方

可积极鼓励中文教学机构面向 已经具备职业技

能的在职人员开展专门 的汉语培训 ，使在职人

员具备在 中资企业工作的 中文沟通能力 ，快速

提高其职业竞争力 ； 另
一方面 ， 中阿双方可积极

推动职业教育合作办学 ，培养能源 、经贸 、工程 、

旅游等领域的
“

职业 ＋ 中文
”

复合型人才 。不

过 ，无论采用以上何种方式 ， 中阿双方都应重视

加强教育机构与中资企业或当地企业的深度合

作 ， 推动
“

精准化培训
”

与
“

订单式培养
”

，提高
“

职业技能 ＋ 中文
”

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效率 。

（ 四 ） 科技赋能 ， 推进中文教育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是阿联酋中文教育顺应时代变

革趋势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随着互联

网 、大数据 、 云计算 、人工智能 、 区块链等科技的

加速创新 ， 阿联酋加快数字化战略布局 ，推动信

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
互联网普及率高达 ９ ５％ 。

［
５７

］

在教育领域 ，
阿联酋也陆续推出 旨在促进数字

化发展的战略和政策 ，
以提升校园数字基础设

施和师生数字素养 ，并促进在线学习平台和教

学资源开发以及相关课程与项 目认证 。阿联酋

中文教育数字化发展刚刚起步 ，发展水平较低 ，

受益群体较少 。为充分释放教育数字化带来的

教学效能 ， 中阿双方可以通过加强数字教育领

域合作与交流 ，推动阿联酋中文教育从现实空

间教学向虚拟空间教学转型 ， 打造线上线下相

融合的中文教育发展生态 。具体而言 ， 中阿双方

可从以下三方面精准发力 。第一 ，联合开发数字

化中文教学资源 ，搭建阿联酋 中文教学综合服

务平台 ，并加强与世界其他国家中文教学服务

平台 的互联互通 ，共享国际国 内优质中文教学

资源 ，打破中文教育的时空限制 。第二 ，共同打

造智能化中文教学环境 ，运用虚拟现实 、增强现

实 、混合现实等技术丰富中文教学场景 ， 帮助学

生获得沉浸式的中文学习体验 。第三 ，合作开发

—

１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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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式中文教育交互平台 ，
运用人工智能 、 区块

链等大数据技术精准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 ，推

送有针对性的学习资料 ，满足学生的个性化中

文学习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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