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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中文教育中文水平考试二十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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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1年，《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以下简称“标准”）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式发布，

并作为国家语委语言文字规范正式实施，这将从理论、思想、实践等各方面，全面指导保加利亚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考试的发

展。本文将对二十年以来保加利亚中文水平等级考试进行回顾和研究，用调查问卷和数据分析的方式来探讨考试面临的机遇和挑

战，同时立足《标准》，提出保加利亚中文水平等级考试的未来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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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21, the Chinese Proficiency Grading Standards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was officially releas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State Language Commission, and it has been officially implemented as the State Language Commission's

language and writing standard, which will comprehensively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Bulgaria from the

theoretical, ideolog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This paper will review and study the Bulgarian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for the last twenty

years, using questionnaires and data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ing the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Chinese Proficiency Grading Standards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he research will propose futur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the Bulgarian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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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是中国最早向国际派遣中文教师的国家。1952

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

议》，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朱德熙教授赴保加利

亚任教，他和旅保中国学者张荪芬女士在索非亚大学开设了保

加利亚第一个“中文讲习班”。1991年，保加利亚历史最长、

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索非亚大学古典和现代语文系东方语言

文化中心教研室正式开设“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经过二十年

发展，考试人数已由 19人增长到 2000余人。2007年到 2012

年间，先后两所孔子学院开始运营，加速了保加利亚的中文教

育规模的扩大，截至 2021年底，保加利亚共有 60个开设中文

课程的教学机构，中文教师 79名，其中本土教师 36名，中国

公派教师 12名，中文教师志愿者 31名，2021年度注册学生人

数 2793人（见图 1）。可见，国际中文教育是中保两国沟通交

流的桥梁与纽带，越来越多保加利亚人通过学习中文与中华文

化，发现中国、了解中国、理解中国。

1 中文水平等级考试发展现状

随着中国和保加利亚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

交流的加深和两国人民之间更加密切的接触，许多保加利亚企

业和文化团体希望进入中国开拓市场，发展事业，中文成为他

们必需的交流工具，同时大量中国移民和游客到访保加利亚，

在保加利亚的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一席地位，进一步促进保加利

亚对具有中文能力的本国人才的迫切需求。

图 1 2003-2021年保加利亚开设中文课程的机构数和学员人

数发展情况

1.1中文水平等级考试发展现状

从 2002年，索非亚大学中文专业教研室开始与中国联系，

申请成立中文水平考试点，得原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

公室、索非亚大学国际处和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教育组的肯

定和大力支持。2003年，索非亚大学首次举办了中文水平基础

级别考试，并成立了“保加利亚中国汉语水平考试中心”，这

是最早在巴尔干半岛上建立的考点。从图 1 可看出，从 2003

年到 2009年，索非亚大学考点共举办 7次考试，总计 175人

次参加（见图 2），每年参加考试的人数都相对稳定。这表明，

2003年以前，保加利亚已经有了具有一定水平的中文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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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有参加中文水平考试的需求。

图 2 2003年至 2021年保加利亚中文水平考试人数统计／人

1.2对中文水平等级考试的问卷调查与分析

笔者对保加利亚考生进行了关于中文水平考试的调查问

卷，共发放调查问卷 60份，发放对象是索非亚孔子学院基础

课的 15名学生和索非亚大学中文系的 15名学生，索非亚第 18

中学，瓦尔纳数学中学和普罗夫迪夫中学的 30名学生，收回

有效问卷 55份。本次接受问卷调查的学生中，30人学习中文

时间一年半以上，最久的达到 3年。其中，14人学习中文时间

为一年以下，最少的只有 3个月。本次问卷涵盖了 13个问题，

其中关于学习者对汉语水平考试的了解程度和参加中文水平

考试的调研结果显示，学生学习中文三个月以后，73％的学生

都对考试有所了解，且多数都是通过任课教师的介绍和推荐得

知。参加考试的学习者有的是检测学习、增强学习信心，还有

的是为了获得中国高校的奖学金。关于开展考前辅导效果及学

习者对考试试题的看法调研结果显示，开展考前辅导受到学习

者的欢迎，但是存在时间短，复习资料不充分等问题。以后可

以根据具体情况，适度增加辅导时间并充实考试相关资料。学

习中文一年以下的学生认为听力最简单，写作最难，阅读难度

次之；而学习中文一年以上的学生认为写作最简单，听力最难，

阅读次之。由于初级水平学生刚开始接触中文，对汉字这种完

全不同的书写系统感到很陌生，因此觉得汉字最难。而学习中

文时间超过一年的学生对汉字有了大体认识，由于缺乏学习语

境和练习环境，所以导致听力和口语较难。笔者对考生进行访

谈，咨询他们对中文水平考试的建议。他们希望教师能将中文

考试知识点的辅导穿插在日常教学中，提供充足的学习资料，

此外增加考前辅导时间；并建议加大中文水平考试的宣传力

度，为通过一定等级的中文学习者提供去中国学习和进修的机

会。

2 中文水平等级考试的未来发展策略

2.1相关政策支持，带动中文水平等级考试规模

在中保两国共同重视和不懈努力下，保加利亚中文教育从

1952年一路走来，经过 70年发展，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中文

爱好者不断增多。保加利亚中文教学联盟（21所学校）的成立，

进一步增强保加利亚政府对中文教育的重视。保加利亚教育与

科学部已签发部长令，正式颁布保加利亚的基础教育阶段（1-12

年级）中文教学大纲，这为开设中文课程的学校开展中文教学

建立标准。在保加利亚有很多以外语为特色的中小学，增加中

文教学有利于吸引更多学生报名。例如，索非亚 18综合外语

学校，自 1992年开设中文课程以来，逐步把中文由选修课、

兴趣课归为必修课程。笔者在此工作期间，教授高中阶段中文

（8-12年级）课程，学校要求高中阶段学生必修课需要选择两

门外语，想要学习中文的学生由于高中毕业考试中文成绩不能

当做任何参考，只能放弃选择中文。但从 2020年起，高中会

考成绩或中文水平考试成绩已列为索非亚大学和大特尔诺沃

大学中文本科专业高考录取的重要评价依据，这对于把中文作

为第一外语和第二外语的学员来说，是一项重大举措。

基础教育阶段中文教学大纲的颁布，为保加利亚 2000余

名中小学中文学习者选择中文作为外语必修课提供了新的机

遇，同时为参加中文水平考试提供了大量潜在学员。建议开设

中文课程的教育机构下一步应积极推动将中文纳入保加利亚

国民教育体系，推动相关教育政策法规落地。

2.2优化中文教育资源，建立教师行业协会

从保加利亚中文教师整体素质来看，大部分中文教师和本

土教师缺乏中文水平等级考试专业知识辅导，没有相关考试知

识储备。面对现状，中文教育机构应建立专门负责中文水平考

试责任小组机制，首先，在设立中文本科专业和中文硕士专业

的大学里，把精通当地语言而且具有中文系统学习背景的学

生，纳入中文系统资源库。其次，设立专门的经费保障本土师

资的职前培训，稳定教师队伍，储备本土中文师资，从而促进

中文教学和中文水平考试在保加利亚的推广。第三，新标准发

布机构开设线上本土中文教师培训班，对《标准》的内容进行

培训，这对保加利亚本土中文教育行业标准的确立、教材与教

学资源的建立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第四，中保教师的交流合作。

根据需求，建立中文教师交流平台，举办学术活动，为其创造

更多同行交流经验、相互学习和共同进步的机会，相信未来保

加利亚中文教师能通过行业协会得到更多沟通教育理念、交流

教育思想并开展科研学术的机会。

2.3立足《标准》，制定适合学习者的中文水平考试大纲

考生获取备考资料的渠道和难度调研结果显示如果没有

教学机构提供的考试大纲，只能自己毫无头绪地复习。虽然教

学机构为考生提供了很多便利，但是还不能满足考生的需求。

为满足需求，中文教育机构应积极参照《标准》，主动联合有

经验的中保专家组成中文水平等级考试编写团队，合作研发出

适合保加利亚学习者的考试大纲，并与当地出版、印刷机构合

作，建立中文考试资料中心，为考点提供参考资料。此外，参

照新标准聚集多方力量，尤其要引入本土教师的力量研发中保

教材、双语读物、中保双语线上课程及微观中保文化等更多精

品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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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拓宽宣传渠道，讲好中文水平等级考试故事

受保加利亚经济发展制约，教育机构的中文教科书、电教

设备、网络平台等硬件设施直接影响了宣传效果，宣传力度缺

乏，宣传渠道单一。建议重视对各机构中文学习者相关数据和

信息的收集，并对数据和信息进行系统的分析和论证，认真研

究考试对教学、教师、考生、社会等方面的反应，有针对性地

提高保加利亚各教育机构的中文教学水平，进而扩大考试规模

及提高其质量。全球科技不断发展，在未来中文水平考试中，

应增加在大数据、云平台、移动客户端网络以及电视广播媒体

上的宣传；除了授课教师可以向学生介绍和推荐参加中文水平

考试，还可以让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孔子学院奖学金和大学

生汉语桥奖学金受益者讲述自己的心得体会，以这种亲切的方

式润物细无声地推广中文水平考试。

2.5引进新中小学中文等级考试（YCT）

保加利亚有 60余所中文教育机构，中小学占 42所，每年

有 2000余名中小学生在学习中文，大部分学生是以兴趣课的

形式学习，学生流动性大。建议考试组织机构应着力把中小学

中文考试（YCT）作为重点，积极在中文教学机构宣传和推广，

这样会增强学生学习中文的自信心和荣誉感，会对中文保持新

鲜感，并且 YCT成绩可以为考生参加中文水平考试提供参考。

YCT 考试的人数增长直接会提高中文水平考试在保加利亚量

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YCT进入中小学，进入保加利亚，将会

有着积极的意义。

3 结语

中文水平考试作为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中文

教育的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笔者曾在保加利亚担任

中文教师，六年期间一直承担汉语水平等级考试的报名、辅导、

监考等工作，对保加利历年举办中文水平考试的档案和数据进

行了梳理、统计和分析，在调查分析教育机构中文水平考试现

状的基础上，分析研究制约保加利亚中文水平等级考试推广的

主要因素是政策、师资、教材、考试资源和线上平台建设。本

研究将更好地服务《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落地保

加利亚中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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