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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东打开中文未来“大门” 
 

中阿、中沙合作持续深入，以中文为桥共搭国与国交流新平台 
 

南方日报记者  王瑾  辛腾旋  林旭娜  彭奕菲 
 

    9月 30日，2024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颁奖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阿联酋中文教育“百

校项目”负责人法蒂玛获奖并应邀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招待会。此时，由中阿

两国元首共同推动的“百校项目”已历经 5年，正朝着覆盖 200所学校的目标稳步推进。 

    就在法蒂玛获奖前一个月，沙特政府委托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招聘的中文教

师，正式进驻沙特 5个城市的初中。按照沙特教育部的计划，未来中文课程将进入 700多所学校。

去年，由深圳大学与苏尔坦亲王大学共建的该国第一所孔子学院也成功落地。 

    在官方大力推动中文教育进入公立中小学的同时，2020年阿联酋还开办了首家中国学制的国

际学校。此外，进驻迪拜多年的民间中文培训机构发现，前来咨询并报名的学员不再是清一色的

华人面孔。越来越多人希望通过主动学习提升中文技能，打开未来世界的“大门”。 

    随着中国与阿联酋、沙特这两个海湾地区主要经济体的合作深入，中文正在成为桥梁，搭建

起国与国之间交流的新平台。 

    始于“顶层设计”的中文教育 

    国家领导人亲自推动中文教学项目 

    来到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步入法蒂玛参与创办的哈姆丹学校，教学大楼内悬挂了阿、中、

英三语招牌。这里被认为是阿联酋“百校项目”的摇篮。2017年，当时还是阿布扎比王储的阿联

酋现任总统穆罕默德到学校参观，随即提出要在 100所公立学校开设中文课程。 

    2 年后，中阿双方在北京签署备忘录，正式启动阿联酋中文教学项目。作为中阿两国领导人

亲自倡导、亲手推动的民心工程，“百校项目”不仅成为中阿教育交流合作的亮丽风景，更成为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文交流的品牌旗舰。 

    在过去 5年中，阿联酋 7.1万名学生受益于“百校项目”，今年 5月，他们中的学生代表收到

习近平主席的亲切复信。信中说，“如今看到‘学中文’在阿联酋已经成为一种新风尚，培养了

一批像你们这样的中阿交流小使者，我很欣慰。” 

    12 年级的塔尔提尔在高中学了两年中文，她告诉记者，“去吃中国菜时，我能用中文点餐。

很酷!”现在，她迷上了中国的戏剧。 

    塔尔提尔的妈妈认为，中国的工业和科技很发达，相信学中文能够培养孩子的国际视野。 

    法蒂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渴望促进更多学生进入中国大学，为多元化的学术和

职业前景打开大门。” 

    “目前开设中文课程的学校多位于阿布扎比、迪拜和沙迦等大城市。”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

化学院副教授林秀琴是阿联酋教育部“百校项目”中国专家，据她介绍，中文专家组每年都要组

织两次教师工作坊，“经常有老师说，‘我们校长特别希望来的中文老师更多一些’”。 

    阿治曼一所幼儿园的园长玛利亚姆主动申请加入“百校项目”，让五六岁的孩子从小就在多

语言、多文化的环境中成长。迪拜一所男子高中的校长纳瓦尔也表示，“作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

的语言之一，汉语对我们学生的未来具有重要价值。” 

    沙特公立学校的中文课程也同样受到来自政府高层的强力推动。2019年 2月，沙特王储穆罕

默德·本·萨勒曼访华期间宣布，为加强两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交流与合作，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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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教学列入沙特中小学和高校教学大纲。 

    自“2030愿景”发布后，沙特加快了多元发展的步伐。在基础教育中引入中文教学，是沙特

对于未来发展的长远规划。 

    根据中国和沙特签署的《关于中文教育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相关执行协议，中方将向沙特派

遣 800名中文教师。 

    沙特利雅得一所男子中学的校长宰赫拉尼为学校能开设中文课感到高兴，“中国现在在世界

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文已被称为未来的语言。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已经时不我待。” 

    在聘请中国教师入驻公立学校的同时，沙特也在培养自己的中文教育人才。 

    就在 10月 15日，100名沙特本土教师来到北京语言大学，开启中文硕士项目的学习。沙特

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阿蒙在项目开学典礼中致辞，“老师们怀着同一个目标和一种崇高的志向：

要学习中文，然后在不久的将来把中文传授给一代又一代沙特人”。 

    探索更契合当地的中文课程 

    从“学习中文”过渡到“用中文学习” 

    林秀琴说，自 2019 年“百校项目”开启以来，中文教育在阿联酋顺利推进，不仅在数量上

朝着 200所学校的目标稳步推进，在质量上也在探索更加契合当地实际的课程设计。 

    “中文专家组参与制定、阿联酋教育部发布的中文教育课程框架从幼儿园到 12 年级，涵盖

了基础教育全阶段。”林秀琴说，阿联酋主张“全纳教育”，希望每个孩子在教育中都能有所收获，

与此同时，国际化的国家特点又要求课程设计对标国际一流。为此，阿联酋教育部中文教育专家

组参与制定了“卓越中文课程框架”。这一框架要求学生有卓越的沟通能力、世界公民的能力、

国际视野以及批判性思维等，体现了中文教育与阿联酋教育的理念融合。 

    促进课程融合则是“百校项目”未来工作推进的一大方向，也就是说，要让学生参与到以中

文为媒介的融合课程学习中。林秀琴举例，去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阿联酋召开，阿联酋教育

部开始在中小学推动绿色课程，中方专家参与了可持续发展联合课程建设，中文作为 5种教学语

言之一上线阿联酋教育部的“绿色大课堂”网站，学生们可以按需学习。 

    而在玛利亚姆领导的幼儿园里，中文已被融入了美术、音乐、体育等课程。 

    加入“百校项目”3年来，林秀琴真切感受到阿联酋学生中文水平的提高。“在‘汉语桥’比

赛中，‘百校项目’的学生选手是中小学比赛的绝对主力。”林秀琴说，无论是语音表达的流畅度，

还是语言能力跟文化的结合度，这些学生都做得很好。 

    值得一提的是，在“百校项目”带动影响下，阿联酋中文教育不仅广泛普及，还影响到政府

高层。据了解，目前阿联酋王室多名子女在学习中文，在今年的汉语桥比赛中，阿布扎比王储长

子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小学组冠军。 

    尽管全面铺开中文教育略迟于阿联酋，但沙特教育部对中文教学的要求更严格。在阿联酋，

中小学将中文课列为 B级科目，沙特则把中文的地位提高到与英文一致，学生们一周要上 3节中

文课，还要参加期中和期末考试，而英文课则从原来的每周 4节压缩到了 3节。 

    今年 9月，随着首批中文教师的到来，沙特 100多所公立学校的初一学生拿到了崭新的中文

课本。教材由沙特教育部与中国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合作编制，中文教师邓溶评价，“这本教

材不仅图文内容美观有趣，而且适应沙特国家文化”。教材还配套了影音课件，力求从听说读写

各方面快速提高学生的中文水平。 

    沙特教育部门规定，学生们每个学期要学完一本教材，官方专门派出督导，到各个学校旁听

中文老师讲课，指导他们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完成教学任务，编写考试题目。 

    更多外籍孩子走进中文课堂 

    他们的父母相信，中国会越来越重要 

    在中文教学陆续进入公立体系的同时，阿联酋和沙特两国的民间中文教育机构也迎来了多元

化的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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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阿联酋迅速增长的经济吸引了世界各地人才。在这个位于中东心脏位置的国家，本

国人口只占 11.5%，其余 1100多万外籍人口则来自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阿联酋公立学校只招收本地人，在此定居的外籍人士大多把子女送入国际学校或教育机构，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阿联酋国际教育百花齐放的盛景。有统计显示，仅迪拜就有 200多所国

际学校。 

    2008年来到迪拜的叶奇，曾在一家国际教育机构工作，因此结识了不少华侨华人家长。感受

到家长对子女继续中文学习的迫切心情，2012年她创办了“你好教育”。 

    如今，该学校的 400多名学员中不只有华侨华人子女，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 

    据叶奇观察，选择让孩子学习中文的外籍家长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自己的事业跟中国有

关；第二类是被中华文化所吸引；近年来又增加了第三类家长，他们出于对世界发展趋势的判断，

认为投资中文教育将为孩子打开未来世界的一扇窗。5 岁的印度小朋友乌玛正是其中的一员，她

的父母说，未来的世界上，“中国的角色会越来越重要”。 

    在迪拜的一所国际学校里，来自英国的 5岁小男孩马克能用中文与记者无障碍交流。“我从 0

岁开始学中文。”他说。出生于伦敦的他，现在跟家人定居迪拜，与弟弟妹妹一起学习中文。为

了营造语言环境，马克的父母还聘请中国女孩妙妙当家庭教师。 

    在迪拜的米尔迪夫地区，中国教育部首批在海外设立的中国学校——迪拜中国学校已于 2020

年 9月 1日开学，办学仅四年，学生人数增长 300%，低年级段学籍甚至“一位难求”。 

    今年，迪拜还开设了第一所采用中国课程并教授中文的幼儿园。园长刘静表示，学生有的来

自中外混血家庭，也有的来自纯外国家庭。 

    广州人钟筱曼是广东派驻阿联酋的第一名中文老师，将在当地志愿服务一年，她为海外少年

儿童学习汉语的热情感到惊喜。这段时间，她给来自俄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乌克兰等国的

孩子上过课。一个肯尼亚家庭令她印象深刻：6 年级和 4 年级的姐妹俩一起来上中文课，她们的

妈妈说，希望孩子们学好中文以后能到中国发展。 

    在逐渐开放的沙特，中文教育机构方兴未艾。 

    去年 6月，由苏尔坦亲王大学和深圳大学共建的沙特第一所孔子学院揭幕，中方院长张新颖

介绍，首批学员大多是对中国感兴趣的沙特年轻人，院方还为大企业定制了中文课程，送教上门。 

    创办于 2021 年的沙特智慧宫语言公司是第一家落地沙特的民营中文教育机构，从一开始就

锁定了“教沙特本地人学中文”的目标。现在，他们除了提供中文培训服务，还与沙特穆罕默德

王储创办的“MISK基金会”下属教育集团达成多项合作。 

    目前，沙特有 15 所国际学校使用该机构编写的中文教材，其中包括王储儿子就读的学校。

一些国际学校还委托其招聘符合要求的中文老师。 

    去年，该机构在沙特第二大城市吉达开设分校，创办人马永亮透露，吉达分校目前已经获得

审批，学生在此学习一年，就能拿到沙特教育部颁发的成人大专证书。 

    来沙特创业前，马永亮怀着一种朴素的愿望，“中国是沙特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沙特人对中

文的学习肯定有需求”。而真正扎根这个国家，他发现能做的事情不止中文教育。“未来，围绕‘中

文+’、职业教育等，沙特市场前景广阔。” 

    记者观察 

    期待中文教育为更多地区带来新机遇 

    入夜，迪拜哈利法塔下人头涌涌，激荡的音乐喷泉旁，高耸入云的建筑物上打出迪拜塔开发

者的中文名“伊玛尔”。 

    在沙特利雅得机场，随处可见的中文标识消除了我们的陌生感。而沙特国家博物馆入口处工

作人员的一声“你好”，又让人备感亲切。 

    阿联酋和沙特之旅，让记者真切感受到，中文真实地走进了中东地区的这两个主要经济体。

两国大力在基础教育层面普及中文教学，也让人看到了世界对中国机遇的无限期待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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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阿联酋和沙特的中文教育进入国民教育体系，背后的推动者都是国家元首。 

    近年来，中东国家纷纷推动经济多元化政策。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中东地区重要

的贸易伙伴和投资者之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更为中东地区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数十名受访的当地学生、家长、教育工作者，纷纷向我们陈述一个观点：随着中国在全球经

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中文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语言技能。通过加强中文教育，中东国家的年轻

人将能更好地融入全球化浪潮。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历史交往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古代丝绸之路的开通，长期的互动不仅

促进了双方的发展，也为今天的友好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中文教育在阿联酋和沙特的推广，不仅加深了两国

人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也将为双方在经济、文化等多领域的合作提供稳固支撑。 

    我们也期待，中文教育的逐步推广，能为更多国家和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