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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立特里亚中文教育发展研究

刘利音

贵州财经大学，中国·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20 世纪 90 年代厄立特里亚建国起，中国和厄立特里亚就在教育领域展开合作。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践，厄立特里亚的“汉语热”持续升温。论文介绍了厄立特里亚高等教育与研究院孔

子学院的发展情况，探讨厄立特里亚中文教育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并在加大本土化发展力度、创新教学模式、尊

重文化多样性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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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厄立特里亚位于东非及非洲之角最北部，扼红海南段。

南邻埃塞俄比亚，西靠苏丹，东南与吉布提接壤，东北隔红

海与也门和沙特阿拉伯相望。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厄立特里

亚有 9 个民族，各族均有独自语言，全国主要用提格雷尼亚

语、阿拉伯语，通用英语、意大利语。2023 年有人口 670 万，

首都在阿斯马拉，人口约有 71 万人。厄立特里亚总体上经

济比较落后，以农业为主，80% 的人口从事农牧业。厄立

特里亚建国以来，中国与厄立特里亚在经贸、经济技术合作、

文化、卫生等多个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 [1]。随着中国和厄立

特里亚之间的合作互动不断增多，中文学习需求随之增多。

2013 年 6 月，厄立特里亚高等教育委员会（后更名为厄立

特里亚高等教育与研究院）与贵州财经大学合作设立孔子学

院，并在阿斯马拉举行了揭牌仪式。

1 厄特孔院汉语和文化教学情况

厄立特里亚高等教育与研究院孔子学院（下称厄特孔

院）成立十年以来，持续开展汉语、中国文化教学以及中国

文化推广和交流活动。经过多年发展，已成为当地最大的语

言教学机构，是厄特民众学习汉语言文化知识、了解中国的

重要场所。厄特孔院本部设在阿斯马拉大学，同时在当地的

大、中学建有多个教学点，开设各级汉语课程和中国文化课

程，年均招收学员 2000 余人。孔院的教师主要为中方合作

院校派出，每年派出 3~5 人不等，教师队伍每年基本稳定在

5~7 人，有少量志愿者。孔院的学员来自各行各业，其中在

校学生占比约 65%，学生学习积极性高。

对于孔子学院而言，聚焦中文教育、适应本土需求、

培养本土中文教育人才是最为核心的业务 [2]。为此，为保证

汉语教学基本盘和探索特色之路，厄特孔院的汉语教学针对

学生的不同特点以及教学的具体环境，采用因材施教，因地

制宜的方式。首先，重视知识内容，打造优质课程。厄特孔

院组织中厄教师根据学生学习特点，编制汉语教学大纲，配

备本地教师做助教。同时录制了《走进汉语》系列视频课程，

以汉语、英语和提格雷尼亚语三语授课。在文化课程方面，

孔院中厄教师共同承担了书法、太极、中国舞蹈和中国歌曲

等课程，部分内容还得以在国家电视台播出，获得良好的教

学效果。其次，改革教学模式，在传统授课的基础上，注重

完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采用类似“翻转课堂”，

线下与线上混合的教学模式，即教师录制教学视频—学生根

据视频自学—课堂内化知识（回到现实的实体课堂，主要进

行汉语的操练和活动，答疑互动）。在授课过程中，孔院根

据学生的类型和学习特点，制定不同的学习计划，适时实施

分类指导。最后，为保证教学效果，孔院加大本土教师的培

训和课堂的监管力度。本土化是孔子学院自身发展的内在要

求与现实所需（李丹，2020）[3]。厄特孔院的本土教师先以

一对一的形式担任助教，在中国教师的指导下工作，参加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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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说课等。为提高授课质量和水平，厄特孔院每周开展本

土汉语教师培训，内容涉及汉语理论知识、教学方法、课堂

管理等。

孔子学院既要守汉语教育与中国文化传播之正，也要

在办学模式、服务功能等方面不断拓展与创新（李宝贵等）[4]。 

随着中厄在教育人文和经贸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扩大，厄特孔

院还积极探索汉语教学发展的特色之路，开发设计出具有针

对性的“中文 + 职业教育”特色课程。2019 年以来厄特孔

院先后在厄财政部、厄司法部、厄旅游部（阿斯马拉宫酒店）、

中厄合资企业扎拉矿业、比沙矿业、阿斯马拉矿业等单位开

设线下、线上课程，将常规的汉语课程与职业技术培训课程

融会贯通，向学员教授实用性课程，培养既认同中国企业文

化、又能用简单的汉语与中国员工进行交流的本地人才，为

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和满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

要贡献了力量。

2 厄特孔院中国文化推广活动

孔子学院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窗口，更是中外文

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平台 [5]。作为当地民众了解中国的窗口

之一，厄特孔院举办的各类文化活动起到了中厄文化交流桥

梁和纽带的作用，促进学习者了解中国文化，润物无声地开

展人文交流与文化传播。厄特孔院的文化推广活动从内容可

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中国传统节日庆祝活动，包括春晚、元

宵节庆祝、端午节文化体验、中国文化周（中秋节、国庆等）

等。第二类是汉语技能和中华才艺，主要包括汉语桥系列、

中国歌曲比赛、中国舞蹈比赛、太极比赛、书法秀、诗歌朗

诵 / 故事会、中国风筝文化节、中文日、孔院日等。第三类

是积极参与到当地具有特色的当地全国性节日文化活动中，

厄特独立日、国际妇女节、厄特文化节等。厄特孔院通过线

上、线下活动，保持了文化活动全年不断线，主要有以下特

点：第一，注重塑造文化活动品牌项目，展现文化活动内涵。

厄特孔院开展的春节联欢会已成为当地最大的中国节日，已

发展成为孔院传统项目和品牌项目，其浓郁的中国特色和文

化底蕴对当地民众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第二，注重不同文化

之间的交流融合。厄特孔院的文化活动还适时适量的引入了

当地喜闻乐见的传统歌曲、民族舞蹈等文化特色，特别是在

当地知名艺术家并有一定留学中国经历的参与，在很大程度

上减少了交流了隔阂，弥合文化鸿沟 [6]。第三，中国传统文

化和中国现当代发展的活动并重。孔院的活动除了中国传统

文化推介外，还着力以生动的形式全方位展现中国当代的发

展，其中“厄特人说中国”“中厄文化比较”“印象贵州”

等系列讲座等以厄特人的视角来讲述中国故事，更易于让厄

特人接受。第四，拓展文化活动社会合作平台。通过孔院的

中厄友好联谊会，加大和厄特音乐家协会、舞蹈团等非官方

机构的联系和合作，利用本土资源，为孔院的活动提供了良

好的支撑。孔院的文化活动极大增进了中厄两种不同文化的

交流和相互理解，受到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普遍关注。当地

主流媒体厄特提格雷尼亚语报、阿拉伯语报、英语报等均报

道过孔院举办的活动。厄特国家电视台多次走进厄特孔院，

采访孔院师生，并以提格雷尼亚语、英语等在当地播出，极

大增强了孔子学院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7]。

3 厄特孔院的交流活动

厄特孔院通过人员互访、学术讲座、合作科研等多种

形式促进人文交流活动，传播中国文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

交流平台的建设，体现在“四个结合”方面：一是与厄特政

府和非政府机构、二是与大中小学的交流、三是与驻厄使馆；

四是与中资企业和机构。通过这四方面的相互结合，厄特孔

院不断优化资源配置，不仅在文化活动、招生宣传以及行政

事务方面得到了中厄双方的极大支持，在文化推广、人文交

流等方面也能互通有无，集中力量，形成规模。孔院与厄特

文体委合作紧密，厄特春晚、中国舞蹈大赛、中国风筝节等

大型活动均同文体委合作举办，广受赞誉 [8]。厄特孔院参加

或者协办驻厄使馆举办的多项活动，在使馆的公共外交方面

发挥积极作用。厄特孔院与中资企业联合组织多次中华文化

活动、中国文化进企业以及开展人员招聘和培训等。通过各

类交流，厄特孔院在厄特拥有了良好的联动合作机制，为推

进人文交流的深度和广度打好了基础 [9]。

厄特孔院与国内合作单位基金会、语合中心和中方合

作院校的交流也日益加深。例如，每年的“汉语桥”中文系

列是孔院系列活动的扛鼎之作。每年 5 月启动比赛，其间宣

传、发动、初赛、复赛直至全球决赛等历时半年，参与学生多，

影响深远。厄特孔院克服了电力不足、网络条件差等重重困

难，连续多年参加“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汉语

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和“汉语桥”世界小学生汉语比赛，

极大鼓舞了孔院的学生。厄特孔院开展“中厄歌曲大家唱”

项目，得到了中方合作院校贵州财经大学的大力支持，中国

学生倾情演唱的厄特歌曲在厄国家电视台播出后，得到了厄

方的高度赞赏。

4 主要问题和发展建议

整体来说，受益于中厄关系的不断发展，厄立特里亚

的中文教学发展成良好态势。由于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非

洲的孔子学院面临类似的问题 [10]。在厄立特里亚主要有以

下困难。一是教学条件落后，教师仍依赖粉笔和黑板来开展

教学，极少有多媒体网络等信息技术等辅助教学。二是本土

教材建设任重道远。目前适合厄特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厄合作

的教材还有待开发，具有较强针对性的职业教育本土教程，

如实用汉语（医疗版）、（矿区版）等还需要的调研和努力。

三是本土师资培养和培训方面缺乏力度。随着汉语学习者人

数增长，对汉语教师的配备需求量加大，本土教师人数不足，

因此存在着本土教师培养难度大、培养周期长，难以满足当

前需求的问题。此外，囿于厄特的政策，本土教师缺少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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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激励机制，其工资待遇按照厄高教委的标准执行，如何加

强本土教师的培训、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平台是孔

院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四是厄立特里亚的汉语教学也还没

有进入国民教育序列，导致中文教育很难往更深层次发展。

2020 年 6 月，孔子学院总部更名为教育部中外语言交

流合作中心，孔子学院运行交由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全

面负责。孔子学院的中方合作院校将履行孔子学院的办学主

体责任。在此情况下，首先是需要进一步加强与合作院校

的交流与合作，中方合作院校在孔院发展上能主动思考和作

为，将孔院的发展与学校的发展紧密相连，对于实现孔院内

涵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1]。其次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一

方面是积极派出经验丰富的汉语教师、志愿者，另一方面是

利用合作院校资源，建立与本土教师交流沟通的意识，为本

土教师提供帮助。最后在拓展合作关系方面，随着中厄在经

贸、卫生等方面的合作不断加强，需要更多的本土居民从事

相关工作，推广职业中文教育势在必行，推动“职业技能 + 

中文”教育发展，定向培养中资企业需要的本土人才发展

方向。

5 结语

总体说来，厄特孔院不断加强内涵建设，提升教学质量，

优化教学内容，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培养本土教

师。特别在疫情期间，厄特孔院因地制宜，积极探索教学和

文化活动新模式，实现了持续稳定的发展。经过中厄双方的

共同努力，厄特孔院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语言文化在厄特的传

播，加深了厄特民众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为推动中厄人

文交流、促进中厄“民心相通”、增进相互理解做出了积极

贡献，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非洲地区开展孔子学院文化

活动的发展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今后，孔子学院必将不断开

拓创新，更加有力地推动中国文化在当地的传播，增进和加

深中厄的文化交流和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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