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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对外汉语教学现状探索与对策

——以罗马尼亚克鲁日孔子学院为例

刘丁溢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 要】：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日臻成熟，对外汉语教学渐成体系，对于不同类别的汉语习得者应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

本文以罗马尼亚某学院的中小学教学现状为切入点，从“教师资源”“教材使用”“教学方法”三个方面着重探讨了该片区

中小学汉语教学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措施性建议。力求提高该片区中小学汉语教师和学生的教学效率与学习质

量，从而促进中国文化与汉语在当地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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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Take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in Cluj, Romania, for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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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mature, and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s gradually becoming a system, and the teaching method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Chinese learners should be targeted.

Tak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eaching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a romanian college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roblems existing at the current stage of Chinese teaching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the area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teacher resources", "use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eaching methods", and puts forward some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Strive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iciency and learning quality of Chinese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the area, so as to promote the populariz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ese in the loca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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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扩大文化开放、实施教育交流，是世界范围内

文明互鉴的有效途径；建构中华文化自信也已经成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举措。为了加强中国与罗马尼

亚两国文化教育广泛交流，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

化，罗马尼亚克鲁日孔子学院应运而生。

该院建院至今已有 10年，除克鲁日地区设有总部教学

点外，还在阿拉德、巴亚马雷、比斯特里查、胡内多拉、奥

拉迪亚开设了五个教学点。每个教学点都长期开设免费的中

小学兴趣班，以及收费的成人语言培训班。总部教学点还开

设了收费的书法班、音乐班，以及与当地“巴比什-波雅依”

大学合作开设的中文专业课、中文辅修课以及中文选修课。

阿拉德教学点与当地的“瓦西里•戈迪什”西部大学合作设

有中文专业课程，教学点巴亚马雷也在当地的乔治•新凯高

中开设了中文学分课程。

纵观整个克鲁日孔院教学区域，学生对于中文和中华文

化的学习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以克鲁日总部教学点为例，

与之合作的中小学共有 9 所，开设的中文兴趣班多达三十余

个，辐射当地中小学学生近千人次，取得了一定的教育成效，

达到了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目的。

然而，克鲁日孔子学院在运行过程中也遇到一些不容回

避的问题。如因考勤制度不完善、中文语法难度大等问题，

在每学期中后期，学生流失较多，这也成了学院教育的瓶颈，

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孔子学院的有效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笔者于 2018 年 10 月至 2020 年 7 月在罗马尼亚克鲁日

孔子学院担任汉语教师志愿者，通过近两年的自身教学经历

与体会，结合汉语学习的基本规律，从“教师资源”“教材

使用”“教学方法”这三个方面，就克鲁日总部教学点中小

学兴趣班相关问题做了一些有益探讨，并于此文提出一些措

施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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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师资源

1.1 师资配备的基本现状

（1）汉语教师普遍缺乏中小学教学经验。罗马尼亚克

鲁日孔院为国内浙江科技学院与克鲁日当地“巴比什-波雅

依”大学合作开办。该院汉语教师志愿者大多数是此高校的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在读生或者相关专业的本科应届毕

业生。因该高校基本没有针对学生进行过中小学教学策略的

相关培训，所以很多志愿者不太明确中小学的对外汉语教学

该如何进行。青少年学生的学习心理和状态与成年人不同，

除教学策略以外，教师的人格魅力和学养基础也是影响学生

与教学的关键因素。

（2）优秀师资相对缺乏。虽然罗马尼亚地处欧洲，但

近年来浙江科技学院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读硕士生对于

报考克鲁日孔院的热情表现得不如从前积极，经过中国国家

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汉办）的筛选考试

后，达到合格的教师人数更少，这样留给该孔院中外方院长

面试汉语教师志愿者选择的余地并不大，导致孔院的新任汉

语教师特别是优质师资相对匮乏。随着学习汉语的需求量增

加，志愿者的数量也需相应增加。正因如此，该孔院需要汉

办协助调剂，派出服从调剂的落选志愿者，其中有很多报考

者毕业于对外汉语教学不相关的专业，如财会、舞蹈等。尽

管参加了汉办举行的相关培训，这一类汉语教师志愿者在赴

任后依然需要一个缓冲期去学习和适应，教师专业与教学内

容不对口，必然造成教学效果不佳的局面。

（3）语言障碍降低了教学效率的发挥。针对成人的教

学可以用英语作为媒介语，但是当地中小学的学生英语水平

还不够高，这势必要求汉语教师需要掌握一定的罗马尼亚

语，才能较好地应对教学。可是目前在岗的汉语教师志愿者

的罗马尼亚语几乎是一个空白点，这给教学带来了重大阻

碍。总部教学点的汉语教师志愿者普遍依赖于助教的翻译，

助教都是中文专业的学生，但是中小学生，尤其是小学生，

注意力总会更多地迁移到在与其直接交流的人身上，这个曲

折的过程，如同把命令传达者误认为是命令发号者。如果教

师与助教沟通不到位，则会出现助教越过教师掌控课堂节奏

的局面，学生或多或少地开始忽视汉语教师的主导地位。

（4）常任专职教师的缺乏制约学院可持续发展。频繁

更换教师对于青少年儿童学习习惯地养成和师生默契程度

的培养极为不利，且每一任教师离任时无法对下一任教师

（因为还未赴任）进行工作交接，学生的学习进度或多或少

会在下一任教师进行教学时出现滞后和不熟悉的情况，有时

学习内容重复，有时教学内容脱节。现行制度是汉语教师志

愿者的任期普遍为一年，其中极少数志愿者会选择再留任一

年,这样势必会造成以下几种局面：一是志愿者教师在海外任

教期间，多数人心里状态把这一年权当实习，增长阅历的过

程，不能全身心投入教学与教学研究；二是尽管工作环境相

对国内显得轻松一些，但考虑到家庭因素，也只有极少数志

愿者愿意一直留在国外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三是大多数

志愿者回国后，在工作性质的衔接上不紧密，就不能形成职

业的专业性和稳定性。目前，就整个罗马尼亚地区，本土和

汉语教师十分稀缺，克鲁日总部教学点仅有一位本土专职教

师，但是其语法和口音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使其教学效果

大打折扣。

1.2应对的措施与建议

（1）扎实汉语教师的岗前培训。所有拟录取的汉语教

师志愿者，在二面（即中方院长二次面试，也是孔院第一次

与志愿者联系）时应该被告知在培训期间接触全部课型，教

学设计的对象不仅要针对成人、大学生，还应覆盖中小学生

甚至学前儿童，孔院应在其赴任后对其进行集中的汉语教学

的专项培训，具体项目可根据孔院所开课型而定。待教师赴

任后进行反复试讲打磨，由院长决定每位志愿者教师擅长的

课型。

（2）需要建构多元化的师资结构。每一所孔院都需要

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为了吸引优秀的志愿者报考孔院，合作

院校需要在学生中间加大宣传力度，吸引和招纳多元化的专

业型人才，如器乐教师、书法教师、舞蹈教师、武术教师，

使得教师的结构形成合理性配备，能够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

需求，以提升学院的社会声誉和教学效力。

（3）加大对赴任国母语的培训。为了解决因汉语教师

与学生之间的语言障碍而造成教学效果低下的问题，建议教

师岗前培训加大赴任国母语的专项培训力度，在志愿者任职

后也还应有持续性地赴任国母语专项培训，再辅以沉浸式教

学，就可以弥补语言障碍造成的诸多问题，提升汉语教师与

当地青少年儿童交流和学习的融合程度，从而较好地达成教

学目标。

（4）着力培养常任专职教师。孔院的发展仅仅依赖于

汉办每年派出的汉语教师志愿者，可能会越发迟滞。熟悉当

地教学体系和学生情况的本土化教师，才能帮助孔院更有效

地开展汉语教学工作。因此，笔者建议，孔院应该适当选拔

一些“种子教师”，对其进行专业培训，促使其专业发展。

如，可以吸纳毕业于中文专业且热爱中文教学的罗马尼亚学

生，在其学习期间就可以进行职业引导，对其进行相关培训，

待其毕业后和大学签订长期任职中文专职教师的协议。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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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和汉语教师志愿者定期开展研讨会，也能协助中国教师

少走弯路，避免进入不必要的教学误区。另外，针对本土教

师发音和语法存在缺陷这一问题，孔院应组织本土教师跟随

优秀的中国志愿者教师进行听课和观摩学习，二者相互学

习，弥补彼此的不足。

2 教材使用

2.1 教材的选取与使用

（1）偏成人化的教材针对性不够全面。克鲁日孔院的

图书馆现存四种主流教材，《当代中文》（中英版、中罗版）、

《HSK 标准教程》、《跟我学汉语》（中英版、中罗版）和

《快乐汉语》。其中中文专业选用《当代中文》作为学生教

材，其他的课程都选用《HSK 标准教程》作为教材。对成人

和青少年儿童使用同一套教材体现了教材的统一性，但是这

套教材本身更适用于成人学习，但对于中小学生而言，内容

比较晦涩，且有一定的理解难度，其针对性并不能体现中小

学生的认知规律。

（2）教材内容单调缺乏一定的趣味性。笔者观察到总

部教学点有几位教师给小学生上课，倾向于把教材复印给学

生，然后机械反复地教读教材内容，教学过程显得呆板少趣，

有些学生兴趣不高，打着哈欠跟读。如果学生缺少自主、合

作、探究学习的精神，只机械跟读这些成人化的教材，就无

法唤醒学生的兴趣，学生学习兴趣的降低也在情理之中。对

于处于青少年阶段的欧美学生来说，很可能会难以继续坚持

下去。

（3）教材贴近学生生活与思维不够。在用《HSK 标准教

程》给学生进行教学设计时，笔者发现书中对话主题更贴近

成人生活，如购物、做饭、爬山、待客等，很少有贴近属于

中小学生日常生活、思维规律的话题。在进行教学时，很多

学生尤其是低龄学生本身生活知识和社会经验的不足，在学

习这些话题的相关课文时，经常表现出难以理解、不感兴趣

的状态，或者完全听不懂。

（4）教材的讲练结合的实用性不足。学以致用，这是

任何一种教育教学终极目标的一致性追求。课堂上学习的新

知识，学生能够灵活地运用到生活中去，做到“知行合一”，

这个过程必然能够促使学生更好地巩固所学的“知识”，且

提升口语和表达能力。但是因为当下使用教材内容的实用性

不足，大多数话题无法引导学生在课后尽可能多地进行“实

操”性练习，仅仅依靠每周一节课堂上以“知识”为中心的

教学学习，缺少以“经验”为中心的讲练结合，学生很容易

在第二周就又忘掉上周所学的内容。

2.2应对的措施与建议

（1）遴选针对性强的教材。孔院可以适当地采用专门

针对青少年儿童认知规律的汉语教材，此类教材的趣味性相

较于成人化的教材也会浓厚一些，且更贴近学生的思维与生

活，辅之以教师的“因材施教”，学生对于教材的接受能力

就会大大提高，在课堂上也会对中文产生更为浓厚的兴趣，

进而坚定继续学习汉语的决心和自信。

（2）结合实际自主研发。孔院负责中小学教学的志愿

者教师也可以基于手中已有的几套教材，结合自身教学经验

自主研发“校本课程”“班本课程”甚至是“生本课程”，

构建贴近当地中小学生生活日常、符合学生思维规律的中文

学习课程系统。虽然这项工作量很大也很有难度，但是对于

激发学生学习中文的兴趣，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都有事半

功倍的效果。

（3）增加话题贴近生活。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的时候，

就应该考虑教学对象的接受能力，贴近学生的“最近发展

区”，对学生的反馈进行生成性的预设研判，再适度调整教

材内容的难度，对基础部分和细节进行“学材再建构”式的

有效补充，保证学生在课堂上对新知认知和思维品质的提

升，以期更好地完成教学目标。

（4）教材内容侧重实用性。教学设计有新意的同时还

应回归实用，这是达成教学目标的有效路径。为了让学生在

课后能够积极地“实践”所学知识，教材内容应该更侧重实

用性，尽量做到不仅仅局限于礼貌用语和日常社交示范，应

多加入中小学学生感兴趣且能应用到实际生活中的素材，比

如数字、动植物、文具、游戏、动画等。当然，学材还应在

学生审美、文化等核心素养方面给予适切的体现和凸显。

3 教学方法

3.1教学方法的选择与效果

（1）教学方法还显得单调乏力。如前文所说，有部分

老师在面对中小学的学生时，依然贯彻成人语言教学翻译法

和教读法，更专注于语法讲授，忽略了孩子的认知水平和规

律，缺乏教学设计的“备学生”环节，使课堂显得有些枯燥

和单调。欧美学生的学习习惯与亚洲学生有很大区别，课堂

需求要相对自由活跃，如果教师不转变教学策略，依然把当

地学生当做中国学生，进行“填鸭式”“注入式”或者“贩

卖知识式”的中国传统型教学，必然会引起当地学生学习的

“抗拒”心理。

（2）不科学方法致使教学效果不佳。教师们在进行中

小学的教学设计时，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搭配得不甚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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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语言沟通障碍，导致学习进度慢而无法实现教学目标，

长此以往，教师和学生难免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焦虑。那么，

怎样科学地设计课堂教学的每一个环节，是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亟待解决的一大问题。

（3）教学方法陈旧且呈固化。教师固有的教学模式虽

然有助于学生熟悉课堂节奏，但前提应该是这套教学方法构

筑的教学模式是优秀且高效的。如果方法一成不变，落入窠

臼，适应性不强，学生对之产生排斥和厌倦，学生流失就成

必然趋势，教学效率降低也是“题中之义”。因此，现行某

些教学方法的陈旧与固化，正是造成孔院发展不利局面的直

接原因之一。

（4）教学方法的唤醒功能发挥不足。好的教育方法重

在“唤醒”——唤醒学生的爱好、兴趣和内心的热爱。这应

该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应有之义、重中之重。但是，现实教学

的不乐观恰在其反，教师多注重知识性传授，少兴趣性激发；

多重复性读记，少实践性巩固；多低阶性练习，少高阶性发

散。

3.2 应对的措施与建议

（1）需要不断更新教学方法。教有方法，但无定法。

关注学情，因材施教，是教师选择教学方法的基本遵循，教

师要善于引入丰富的、新颖的教学法进课堂，比如：游戏法、

感知法、情境演绎法、体演文化教学法等等，让学生在预设

的“真实情景”中，落实教学所学知识点，既增加了课堂的

趣味性，又增强了教学的实践性，是一举两得的有效选择，

可以有效教和学两方面的枯燥与乏味。

（2）需要逐步实施层递化教学。教学有内在的逻辑性，

学生的学习也有内在的规律性，教师需要悉心、耐心观察和

打造不同班级不同的学习氛围，要研究学生对于学习汉语的

真实动机和真正需求是什么，形成教学需求“大数据”，教

师要相机相实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精心设计教案，运

用科学的教学法在每个阶段进行不同的练习，一环扣一环，

层次分明且内容丰富，落实教学目标。

（3）需要定期进行自省式研讨。叶澜教授说，一个教

师写一辈子教案，不一定会成为名师；如果一个教师能写三

年反思，就有可能成为名师。当教学过程出现问题尤其是导

致学生大量流失时，如不是学校办学方向和目标错失的问

题，也不是教师自身专业能力和教学能力的问题，教师应该

要及时反省自身的教学方法使用的效度——教学是否跟上

了时代多变的步伐？是否跟进了学生灵动的思维？在学生

产生“厌学”情绪的初期，教师就应该进行教法地调整，甚

至集体备课，进行研讨，交换思路，集思广益，碰撞思想，

优化教学。

（4）需要多元评价促进学生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今天的教学世界范围内都在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从

“课堂”到“学堂”的转变；从“学会”到“会学”的转变；

从“学好”到“好学”的转变，从“育才”到“育人”的转

变。这对于对外汉语显得尤为重要，汉语既是知识，更是文

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这就要求教学评价更

要呈现多元化方向，老师基于学生的兴趣点、关注点和爱好

点实施教学，从而实现文化与教育的交流和传播。

孔子学院是非营利性的国际教育机构，其发展壮大与否

的关键也应该取决于教学质量的高低。只有留住学生、激发

兴趣、唤醒热爱，才能完成孔子学院传播文化、交流思想、

文明互鉴的历史使命。笔者认为使命光荣，任重道远，需要

我们一批批教师不断努力，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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