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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阿拉伯国家是我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合作伙伴，良好的语言教育能够让中阿文化深入交流，面对中国

人学习阿拉伯语的自觉意识大于阿拉伯人学习汉语的自觉意识的窘境，这样的倾向性要靠教育去平衡。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回

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存在很多共性，是进行中阿语言教育策略研究的第一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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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国家是我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合作

伙伴，中阿双方的文化交流合作能够让中阿国家的合作在经

济合作基础上更进一步，而文化的深入交流势必应当教育先

行。语言承载着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良好的语言教育能

够让不同语言背景的人了解并接受这个语种的所属国。阿

拉伯国家以伊斯兰文化为依托，而作为回族聚居区———宁夏

回族自治区，它的回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存在很多共性，是

实行中阿合作交流的第一窗口。

一、研究现状分析

通过分析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中国知网收录的以

“中阿文化交流”为主题的相关２８篇文献分析发现，涉及教

育政策的研究性论文只有一篇，涉及语言文化的研究性论文

只有３篇，如图１所示。研究机构如图２所示。

图１　中阿文化交流文献研究学科分布

图２　作者所在的研究机构分布

自“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和阿拉伯国家

领导人之间签订了多条文化协定，已经形成了频繁的来往

模式，而作为第一交流窗口的宁夏地区更是与之互动、交往

频繁，包括每两年举行一届的中阿大学校长论坛。中阿之

间的语言教育主要领域可以分为国内地区的阿拉伯语教学

和阿拉伯地区的汉语言教学。相比较之下，国内的阿拉伯

语教学开展时间更早，系统更完整，参与人数更多，而阿拉

伯国家的汉语言教学形势并不乐观。２００４年国家汉办创

立的孔子学院，是汉语言教育的主要阵地，２２个阿拉伯国

家当中，只有８个国家设立了１１家孔子学院，１家广播孔

子学院课堂。但是目前，汉语学习在阿拉伯国家仍没有形

成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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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高国内阿语教学水平

进行国际间文化交流时，首先要具备文化自信，汉语言

国际教育人才应当在了解中国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前提下，

在阿拉伯地区进行本土化教学，确保学生能够更深层次地理

解发音和字符背后蕴含的文化意义。因此应该首先提高国

内的阿拉伯语教学水平，重新建构教学目标，培养具有创新

思维的全能型汉阿双语人才。目前，在宁夏地区的“２１１”重

点大学———宁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等高校都已经开设了阿

拉伯语学院，民办阿拉伯语院校也在不断地增多。

１．将教学目标定位于培养具备创新思维的全能人才

教学目标的精确定位直接决定教学质量的水平线，而阿

拉伯地区的汉语言教育的教学目标也应当明确定位，以弘扬

中国文化、增进中阿协作为目的。目前阿拉伯地区学习汉语

言的同学，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和中国进行商业合作，而具备

创新思维的全能型汉语言国际教师能够巧妙地将实际与教

材结合，从各个方面入手，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壮大学习者

队伍。

２．提高民办学校的阿语教学水平

目前宁夏地区的民办阿语学校越来越多，但是存在师生

教育层次偏低现象，教学目标脱离当前中阿交流的国际形

势，应该采取高校联盟合作机制，由优秀学校带头引导提高

教学水平，增进各校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多方沟通交流。

三、增加人才双向交流

一方面要努力将阿拉伯学生引入中国，学习中国文化和

语言，另一方面要鼓励在校学生多去阿拉伯地区实地教学体

验，在实践中研究对阿汉语言教学方式，提高自身能力。同

时，健全相应的监督反馈机制，让语言教育良性发展，及时监

督语言教育舆情，扫除两国文化交流屏障，让教育适应时代

的发展，为大家所学所用。

四、搭建网络教学平台 共享优质教学资源

在全球信息化环境中，基于互联网的教学平台是实现中

阿文化交流最快的途径，也是促使交流稳定发展的关键。在

这个平台上能够尽情展示中国优秀文化，同时开展汉语言教

学，不但可以扩大受众面积，提高传播效率，也可以根据阿拉

伯人学习状况的反馈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达到效

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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