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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欠发达地区中文教育发展的

策略研究

———以利比里亚孔子学院相关文献和数据为例

刘彬，陈琛琳，虞青文
（长沙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１５）

摘　要：利比里亚共和国（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Ｌｉｂｅｒｉａ，简称“利比里亚”）位于西非地区，是世界典型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客
观地说，在经济贫困地区推广中文教育会遇到诸多困难，如何在这样的地区探寻有效推进和普及中文教育的思路、途

径与方法，一直是利比里亚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所面对的重要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可以构建该地区中文教育发展的有

效模式，并对全球类似地区的中文教育具有样本示范作用。本文以利比里亚中文教育为案例，梳理了利比里亚因经济

落后而产生的中文教育现实问题，如师资力量不足、教材本土化欠缺、网络学习中文费用昂贵等；同时，参考利比里亚

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提供的当地中文教育数据，结合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挖掘分析，并进一步结合利大孔院历任中方院长

的访谈实录，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解决问题的策略，逐步扩大中文教育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助力中华文化“走出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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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

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

际话语权。”人文交流已成为人与人之间沟通情

感和心灵的桥梁、国与国加深理解与信任的纽

带［１］。当前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中文教

育是“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实施与长期发展的根

本依赖条件之一，也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

化、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大好机遇。目前，中国与其

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国际中文教

育的需求也逐步扩大。截至 ２０２２年，全球已有
５５０所孔子学院和 １１７２个孔子课堂，在非洲 ４７

国建立了６２所孔子学院和 ４８个孔子课堂①，国

际中文教育的发展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但在

非洲许多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中文教育发展

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发展、地理环境、宗教

神学、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综合因素的影响，在推行

过程中不可避免遇到了阻力。其中，位于非洲西

部的利比里亚共和国同非洲许多国家或地区一样

经济落后，并具有相似的历史文化特性，国家典型

性较为突出。以利比里亚作为案例进行分析，有

助于探究非洲经济欠发达地区中文教育普遍存在

的问题以及中文学习需求，进而提供相关区域适

用的中文教育发展策略参考。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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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基于文献分析的非洲经济落后因素
研究

非洲各国自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开始，纷纷通过
民族革命运动，脱离殖民统治，实现国家独立。在

该历程中，各国经济虽有所发展，但整体速度较

慢，且与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究

其原因，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缺乏经济发展所需的稳定政局环

境［２］。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非洲大部分地区

以原始群居部落形式为主，没有存在过国家政权

形式。从１５世纪开始，西方殖民国家纷至沓来，
对这片土地和人民进行蹂躏与剥削，其中长达

４００年的奴隶贸易是导致后来非洲大陆经济落后
的重要历史原因［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非洲各国推进去殖民化的革命运动，独立国家政

权不断涌现。然而，殖民地时期对独立之后的非

洲国家有着历史延续性［４］，非洲国家基于以上复

杂的历史状况，没有太多可以借鉴的国家形态，在

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政治体制道路上一直困难重

重，造成冲突不断、政局不稳的态势。另外，由于

非洲地区的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如宗教信仰、种

族领地等）一直得不到解决，恐怖主义由此衍生

泛滥，影响社会安定与政局稳定。从国家外部因

素来看，西方国家在非洲殖民期间枉顾非洲既有

的民族部落分布事实状况以及历史文化背景，强

行分裂部落［５］，使同一民族划分到不同国家，而

许多不同民族甚至敌对民族组成一个国家，导致

国内民族间的矛盾积怨加深、国际边界上的冲突

不断。另外，许多非洲领导人依靠军阀割据势力，

或者通过军事政变掌控国家政权，普遍缺乏治国

理念，他们不断干预或参与周边地区与国家的冲

突［５］，破坏地区或地区间的稳定局面，致使民不

聊生，更谈不上经济发展。

第二，缺乏经济发展所需的合理模式与结

构。许多非洲国家成立之初盲目套用别国经济

体制，但并不具备与之匹配的社会基础、组织结

构和经济发展水平［６］。这种机械照搬他国成功

经验的经济模式与本国实际国情相去甚远，两

者之间龃龉频仍，经济发展受阻。比如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为了获得西方援助，许多非洲国家被迫
执行了根据西方市场经济规则制定的《结构调

整方案》①，但这一方案并不符合当时各国的国

情和经济发展状况，给非洲经济带来许多负面

影响［７］。此外，西方殖民给非洲留下了畸形的

单一经济结构，主要以农矿初级原料产品为基

础，直接出口国外市场［６］。这种经济结构导致

非洲经济极度依赖国外，自身经济基础非常脆

弱，受到世界市场供需情况的严重制约，甚至遭

受不平等的贸易交流，国家经济难以进入良性

发展阶段。

第三，缺少经济发展所需的历史文化积淀。

由于缺乏对历史文化的积淀、整理与传承，难以在

普通民众之中树立精神信念与信仰，也使得普通

民众知识水平不高，对于水土环境和天气条件等

自然因素依赖性突出；同时非洲大陆当地居民长

期从自然环境中直接获取生活资料，基本上没有

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概念，这也是造成非洲经济落

后的原因之一。非洲居民由于缺乏生活压力也就

缺乏创新动力，在精神世界和生活习俗上迷失茫

然，逐渐养成懒惰散漫的生活方式。进入现代社

会，许多非洲人时间观念淡漠、工作效率低下、工

作态度散漫，且缺乏储蓄意识［８］，金融行业缺乏

资金储备，不利于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

第四，缺乏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口数量和质量。

非洲是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地区，据联合国

预计，到２０５０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人口将翻
一番②。然而，非洲经济规模与其人口增长速度

不相匹配，国家经济负担由此加重。同时，非洲人

口文化素质总体较低，据统计，２０１８年非洲女性
平均完成５年学业，男性平均完成６年学业③，居
民受教育普及程度偏低，缺乏高层次人才，无法适

应当今世界突飞猛进的科技形态，经济创新高缺

乏动力。

１９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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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结构调整方案》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非洲陷入经济危机之际，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针对非洲经济危机所推行的以西方市
场经济原理为基本发展方向、以市场化自由化为取向的市场经济改革与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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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缺乏经济发展所需的自然条件。一

方面，非洲的高原、盆地地形以及热带雨林较

多，不利于基础设施的建设。非洲每年的基建

需求与实际基建投资之间存在大量资金缺

口［９］，基础建设难以按照发展需求推进实施，大

陆互联互通水平滞后［１０］，进而导致经济发展受

阻。另一方面，非洲处于热带地区，各类寄生虫

引起的传染病滋生，如虫媒疾病、食源性或水源

性疾病以及血源或性传播疾病等，这些疾病不

仅危害非洲居民的健康，同时还加大这些地区

的医疗负担，医疗供给与需求极不平衡，有些地

区甚至出现因病返贫的现象。

第六，缺乏经济发展所需的稳定外部环境。

由于非洲经济本身的脆弱性和对外部环境的依赖

性，非常容易受到外部国际环境的影响。２０１５年
前后，大宗商品消费体量暴跌导致非洲许多大国

经济下行，一些发展态势良好的国家也受到影响，

整个非洲经济开始衰退。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

和能源转型的结构性影响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

趋势［１１］。

以上所叙述和引用的文献信息印证了非洲国

家贫穷的基本原因，同时也适用于位于西非的利

比里亚共和国。此外，利比里亚经历了１４年内战
（１８９８—２００３），战争夺走２０多万人的生命，上百
万人颠沛流离，居无定所［１２］。此次内战导致利比

里亚大量劳动力丧失，经济社会环境遭到破坏，给

国家经济造成严重损失。另外，西方国家对利比

里亚内战的干涉加重了其国内局势的动荡。在利

比里亚内战期间，西非共同体积极进行维和行动，

但西方大国的介入增加了维和难度。美国虽然为

维和行动提供经济援助，但实际上却为了私利干

涉内战局势，在维和行动上设置人为障碍和政治

筹码，使得利比里亚国内情况更加复杂。可以说，

在西方国家眼里，利比里亚多方混战的局面反而

成为其扩大自身势力与利益的机遇。

３　利比里亚中文教育基本概况
利比里亚是非洲大陆的第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性质和构架的共和国，地处非洲西部，北接几内

亚，西北接塞拉利昂，东邻科特迪瓦，西南濒大西

洋。基于上述错综复杂的原因，利比里亚的经济

形势始终不容乐观。有相关数据显示，２０２１年利
比里亚全国 ＧＤＰ为 ３５．０９亿美元，人均 ＧＤＰ为
６７５．６６美元，全国贫困率达２７．６％。

一直以来，中国和利比里亚无论在经济还是

文化上都保持友好往来和密切交流，两国政府签

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且于 ２０１５年正
式确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据统计，２０２１年中国
对利进出口额约为 ５７．０５亿美元，两国在经济贸
易往来上保持密切合作。同时，中国秉持文化交

流的理念，同利比里亚于２００８年开办了利比里亚
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以下简称：利大孔院），共同

在利开展中文教育。目前，利比里亚中文教育已

经有１５年的历史，当地设立 １所孔子学院，共 ７
名中文教师，中文学习总人数达１２４１人（详见图
１）。截至２０２２年，当地中小学和高等教育阶段都
设置了中文课程（表１），且各个学习阶段都具备
适配的中文教材和中文教学大纲。

图１　各学段中文学习人数

表１　利比里亚各阶段中文教育情况（２０２２年）

学习阶段 学校类别 必修课 选修课 开班数 学习人数

小学
公立小学 ０ ０ ０ ０

私立小学 ４ ０ １０ ２１５

中学
公立中学 ０ ０ ０ ０

私立中学 ４ ０ ２４ ４０９

大学
公立大学 ０ １ ２４ ３７０

私立大学 ２ ０ ６ １３２

从中文教材使用情况来看，利比里亚中文教

育使用符合《国际中文教育水平等级标准》的纸

质中文教材总数为 １８４６１册，在层级、类别和研
发国家上分别有所分类（详情参见图２、３、４）。其
中利大孔院所使用的教材为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联合汉考国际（ＣＴＩ）共同研发的《ＨＳＫ标准教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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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目前世界各国孔子学院大多采用该教材进

行中文教学。利大孔院在中小学教学中使用的教

材为《跟我学汉语》，该教材设计基于汉语学习者

的母语文化背景，将教材使用的语言环境考虑在

内，适合中小学汉语学习者使用。

图２　不同层级纸质中文教材使用数量

图３　不同类别纸质中文教材使用数量

图４　不同研发国家纸质中文教材使用数量

从汉语学习方式来看，据统计，利比里亚的

１２４１位中文学习者均通过面授教学形式进行汉
语学习，目前暂未开设线上中文课程。利大孔院

没有可进行线上中文学习的网络数字平台，学生

只能通过自费获取中文网络学习资源，大致分为

两种 途 径：一 是 使 用 移 动 平 台 ＷｈａｔｓＡｐｐ
Ｍｅｓｓｅｎｇｅｒ手机应用程序上中文课，目前约有８２０
人使用该平台，学生需自己缴纳网络费用，大约

１０美元／月；二是有条件的学生可自行承担网络

费用，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

合作中心平台进行中文学习。

自建院以来，中文教育为利比里亚移民局、警

察局、外交部以及新闻机构等培训学员达５３７人
次，为利比里亚各类企业培训人员达１１２８人次，
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２０２２年 ５月 ２８日，第
２１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利比里亚赛
区决赛展开，利比里亚新闻通讯社社长ＫｗａｍｅＯ．
Ｗｅｅｋｓ出席了该活动。总体来说，利比里亚中文
教育目前在设置中文课程、进入当地教育体系、编

写中文教材等方面有所收获，具有一定的社会影

响力，但还面临许多问题，如中文师资紧缺、中文

教材类型单一、线上中文学习资源稀缺等。利比

里亚当地暂未设置中文培训机构和中国文化中

心，本土中文教育研究也处于缺失状态，中文教育

发展的全面化和本土化有待提升。

４　基于数据分析得出的利比里亚中文教
育发展策略

孔子学院作为中文对外传播的重要阵地，在

海外中文教育的推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

国教育部于２００８年依托利比里亚国立大学、委托
长沙理工大学开办了孔子学院，专门从事中国语

言文化对外推广工作。根据利大孔院提供的中文

教育相关数据，进一步深入挖掘，可发现利比里亚

中文教育还存在许多问题，从而针对性提出解决

策略。

４．１　基于利比里亚师生比数据的中文教育策略
目前，利比里亚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师资情况

不容乐观，本土教师仅３人，中方教师共４人，师
生比低至１∶１７７。在利大孔院的教师队伍中，中
国政府派出的教师占半数以上，而中方教师任期

时间较短、流动性较大，不利于当地师资队伍建设

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解决以上中文教育问题的相

关策略如下：

第一，开发潜在教师人才，壮大本土师资队

伍。利比里亚每年赴中国的留学生约 １２０人，
“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在利比里亚也设

有决赛赛区，无论是学成归国的留学生还是“汉

语桥”大赛的决赛选手都是潜在的汉语教师人

才，具备一定的汉语水平与跨文化交流能力，且熟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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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利比里亚当地文化和教育特点。利大孔院可招

募这类汉语人才作为师资补充，缓解师资紧张、教

学任务繁重等问题。

第二，开设汉语师范课程，培养本土预备教

师。截至目前，利大孔院的学生总数已突破千人，

其关于设立中国语言文化本科专业的申请也于

２０２３年８月获准。未来，在中国语言文化本科专
业正式招生、教学的基础上，除了日常的汉语类课

程，利大孔院还可以依托该专业设置师范类选修

课程，为有意向成为汉语教师的学习者提供定位

明确的专业指导，为当地的师资队伍储备本土

人才。

第三，提高教师资格考试报考率，实现潜在师

资的转化。根据《国际中文教师证书》考试（ＣＴＣ
ＳＯＬ）官网的报考条件①，本土版要求报考者拥有
本科学历，中文水平相当于汉语水平考试（ＨＳＫ）
五级。利大孔院应鼓励学生不断报考更高等级的

ＨＳＫ考试，帮助已有足够汉语水平的学生报考
ＣＴＣＳＯＬ考试，进而实现潜在师资的转化，增强孔
院本土师资力量。

４．２　基于利比里亚教材数量的中文教育发展
策略

据统计，目前在利比里亚中文教育使用的所

有教材中，本土中文教育机构编辑出版的教材仅

占总数的十分之一。利比里亚本土教材相对较

少，本土化概念在汉语教材设置方面还无法全面

落实，仍然存在教学质量不高、教材适用性较差、

民众中文学习兴趣和效率较低的问题。解决以上

中文教育问题的策略如下：

第一，中外合作编写供海外使用的汉语教材。

利比里亚的中文学习者，尤其是低龄段的学生，在

学习和使用汉语上有一定困难。中外合作编写的

汉语教材具有突出优势，既能兼顾两国文化的特

点，适应利比里亚中文学习者的特征和需求，又能

显著提高教材的针对性和适用性，推动汉语教学

在利实现本土化。

第二，中文教材的教学背景应与当地生活相

关联。以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的日常生活为中

心，教材中的人物、词汇、对话等均应围绕蒙罗维

亚的生活场景来设计，教材内容贴近学生生活，营

造本土化教学背景。学生在利大孔院上中文课、

使用本土化汉语教材、参加孔院在当地组织的中

国文化活动，将汉语学习与浓厚的本土氛围相融

合，有助于提升当地学生的中文水平。

第三，本土化教材的语音应注重关联性，词汇

应注重实用性和交际性。本土化教材应将中文语

音与利比里亚英语语音相结合，对比异同，从中发

掘发音的相似性，进而有助于当地学生的中文语

音学习。同时，为帮助学习者掌握汉语的发音部

位以及发音方式，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要将语音

训练贯彻到底。在词汇方面，本土化教材的编写

可参考《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②。此

外，本土化教材还应适当加入一些具有本土特色

的词汇，如 ｐｅｋｉｎ（ｃｈｉｌｄ）、ｐａｌａｖｅｒ（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ａｒｇｕ
ｍｅｎｔ，ｔｒｏｕｂｌｅ）、ｓａｂｉ（ｋｎｏｗ）等。而一些在利比里
亚语言系统中出现较少的词，如“微信支付”“地

铁”“包子”等，应予以适当删减。

４．３　基于利比里亚社会中文学习人数的中文教
育发展策略

利比里亚社会中文学习人数③为１１５，仅占中
文学习总人数的 ９％。然而，利比里亚在进出口
贸易、医疗援助④、中文教育、农业技术推广⑤等各

方面与中国有着密切合作，当地社会对于中文人

才的现时需求很大，本地中文人才供不应求。在

利中文教育应加快建设社会成人中文教育工作，

为中利合作相关部门的当地工作人员和科研人员

提供学习中文的机会。解决以上中文教育问题的

相关策略如下：

第一，据数据显示，利比里亚目前还未开设系

统性的连锁中文培训机构。利大孔院应对当地社

４９

①

②

③

④

⑤

《国际中文教师证书》官网———备考指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ｏｒｇ．ｃｎ／ｒｅａｄｙＥｘａｍＧｕｉｄｅ．ｄｏ．（２０２３．０８．２３）．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组织研制的国家语委语言文字规范。

利比里亚共和国内除了小、中、大学中文学习人数以外的社会中文学习总人数。

双边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ｈｔｔｐ：／／ｎｅｗｙｏｒｋ．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ｇｊ＿６７６２０３／ｆｚ＿６７７３１６／１２０６＿６７７９９４／ｓｂｇｘ＿６７７９９８／．
（查询日期：２０２３．０８．２３）．

中国经验值得非洲借鉴＿中国经济网———国家经济门户
ｈｔｔｐ：／／ｈｔｔｐ：／／ｖｉｅｗｓ．ｃｅ．ｃｎ／ｖｉｅｗ／ｅｎｔ／２０１９１０／１７／ｔ２０１９１０１７＿３３３６５８６２．ｓｈｔｍｌ？ｕｔｍ＿ｓｏｕｒｃｅ＝ＵｆｑｉＮｅｗｓ．（查询日期：２０２３．０８．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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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中文要求的岗位进行调研，通过数据分析各

行业对于本地中文人才需求的数量比重和急缓程

度［１３］，联合中国在利中资企业、政府部门，针对期

望参与医疗、经济、教育等中利合作项目的社会人

群，对应开展“中文＋”职业教育培训，帮助相关人
群达到岗位所需的中文水平。

第二，利大孔院应设置“中文＋”特色职业课
程和专业，不仅面向全日制在校生，同时允许非全

日制在职中文学生加入。设立非全日制成人自考

本科学位，鼓励有中文学习需求的成人自行报名

参加入学考试，考入孔子学院攻读汉语专业学位。

这样一来，相关社会人群能够在不影响工作的情

况下学习汉语，顺利完成课程并通过结业考试后

即可拿到汉语专业的非全日制本科毕业证书，获

取从事中文相关工作的语言能力以及资格证明。

此外，孔院应与中国国内大学取得合作，共同筹备

利比里亚成人留学项目，为当地专业人才提供赴

华学习汉语的机会。

第三，需构建汉语职业教学体系，设立中文职

场准入制度和标准。根据职场现实需求，开发汉

语职业特色教材，包括医疗汉语、工程汉语、商务

汉语等专业性和实用性较强的教材［１４］；培养具备

不同专业能力的汉语教师，吸纳中国国内专业人

才与利比里亚本土汉语专业人才，从事职业汉语

培训工作；开发线上职业汉语学习平台，可根据不

同行业的汉语学习内容进行分类，为成人汉语学

习提供网络资源保障，便于其灵活利用时间进行

中文自学；设置就职所需的统一汉语水平标准，当

地相关求职或工作人群的汉语水平需达到特定标

准，如通过中国汉语水平考试等评定测试，或通过

大学汉语相关专业结业考试，拿到毕业证书，才能

进入汉语职场从事相关工作。

５　基于文献研究得出的利比里亚中文教
育发展策略

国家的教育发展离不开物质基础的支撑，由

于利比里亚现实经济状况，中文教育在当地的推

行面临许多困难，如中文本土师资短缺、中文教育

未充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本土教学资源匮乏等

等。总体来说，目前利比里亚中文教育的本土化

程度较低，可考虑从以下几方面攻克。

５．１　以学促业，中文教育与本地就业相衔接
汉语学习者会因中文所产生的经济价值而萌

发学习需求，继而作出语言选择［１５］。要让利比里

亚学习者认识到中文潜在的价值，才能吸引更多

当地人参与汉语学习。利比里亚整体经济形势较

差，２０２２年全国失业率为３．５％①，促进就业、维持
生计是当地人学习中文的首要因素和根本动机。

基于此，利大孔院可以联合当地中资企业，利用各

种有效媒体通道，为当地人民开拓“中文学习促

就业、利就业”的思路，吸引当地更多民众以就业

谋生为导向，以改善生活为目标，逐步形成学习汉

语的整体社会趋势。

单纯培养语言人才的思路已经不能满足海外

学习者的需要［１６］，利比里亚中文教育应逐步明晰

对标市场就业这一导向，在教授基本的汉语文化

知识外，中文教育还应注重其“听、说、读、写”的

语言技能培训，培养汉语应用型人才。中利双方

的合作投资主要集中在农业、医疗、海事等领域，

中文教育应对焦市场需求，开设“中文＋”的课程
或专业，更好地将中文教育与市场岗位对接，帮助

当地汉语学习者进入中国投资企业或从事中文教

育等工作。

５．２　教研结合，横纵双向深化本土中文教育
目前利比里亚只有少数私立学校开设了中文

必修课，仅１所公立大学即利比里亚国立大学开
设了中文选修课，正处于中文纳入本地国民教育

体系的初级层次［１７］，但还存在中文教育覆盖范围

不全面、各学段发展不均衡以及缺乏本土中文教

育研究等问题。

一方面，中文教育需横向延展其在本土课程

体系中的覆盖面。通过数据分析可知，利比里亚

国民基础中文教育环节较为薄弱，孔子学院应加

强与当地政府的联系，获取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

加快进入公立学校的步伐，推动中文教育课程的

全方位覆盖，确保各阶段中文教育的全面均衡推

进。另一方面，中文教育需纵向培养更高层次的

本土研究人才。数据显示，利比里亚目前暂无中

文语言相关理论研究者和汉学家。中文教育要在

５９
①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Ｔｒａｄ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ｈｔｔｐｓ：／／ｚｈ．ｔｒａｄ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ｏｍ／．（２０２３．０８．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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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里亚本土扎根，仅靠外部输送的教学与研究

是不够的，还应构建本土中文教育研究集群，支持

高校增设国际中文教育学术型和专业型硕士、博

士学位［１８］，培养利比里亚本土研究人才。中利双

方协同从事中文教育研究，将当地人的文化视野

与学术研究能力相结合，不断为中文教育注入本

土学术力量，提高其在利比里亚的可发展性和延

续性。

５．３　不拘课堂，扩展中文学习方式
近年来，互联网在教育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

使用网络教学和数字资源已经逐渐成为国际中文

教育的发展趋势。目前利比里亚未开设任何线上

中文教学课程，且中文数字教学资源匮乏，学生只

能通过自费使用网络教学资源。同时 ２０２２年利
比里亚人均 ＧＤＰ为７５４．５美元，而一名利比里亚
学生为了学习中文，需支付网络费用 １２０美元／
年，这对于以解决温饱和生存问题为主的普通家

庭来说是一笔不菲开支。由此可见，利比里亚中

文教育还需资金帮扶，力求减轻甚至减免利比里

亚学生获取网络中文学习资源的费用。

首先，利大孔院可与利比里亚国家通信管

理部门取得合作，推出专门服务于中文学习的

定向网络资源卡，该卡只针对各大中文学习平

台和应用程序的免费访问以及资源下载，在规

定的 ＩＰ地址号段范围内使用网络不扣除任何费
用。利比里亚学生可凭借学生信息申领定向网

络资 源 卡，免 费 使 用 网 络 登 录 ＷｈａｔｓＡｐｐ
Ｍｅｓｓｅｎｇｅｒ等中文数字资源平台进行中文学习。
其次，可以提供网络流量卡包，规定当学生用于

访问中文学习网站的流量超过总数的 ７０％，则
可以免费使用此卡包。其三，对于难以承担中

文学习网络费用甚至缺乏网络访问设备的学

生，利大孔院可在各阶段中文教育教学计划中

开设中文计算机网络学习课程，也可以利用计

算机技术建立中文学习资源的局域网、镜像资

源或者模拟数字资源，学校的联网电脑设备可

供学生免费使用，为其提供接触中文传播平台

和获取中文数字资源的机会。

６　基于访谈实录的利比里亚中文教育策
略研究

通过对在利大孔院从事过一线工作的教职员

工①进行访谈实录，获取有关利比里亚中文教育

状况直观现实的反馈，可总结出利比里亚中文教

育策略的关键节点如下：

利比里亚经济状况较差，特别是３年新冠疫
情后，经济发展停滞，汇率暴跌，普通民众生活穷

困潦倒，无法切实解决基本温饱问题，甚至到利大

孔院上中文课的交通费都无法支付。由于意识形

态差异或官方语言差异（英语为利比里亚母语），

也源于长久以来利比里亚政府和媒体对中国形象

的误导甚至是抹黑，利比里亚精英民众倾向于将

子女送到欧美等发达国家求学；学习中文的学生

多来自贫困家庭和部分中产家庭，这是我们必须

正视的利比里亚实际国情，许多优秀中文学习者

的梦想和目标是通过ＨＳＫ中文水平等级考试、获
得全额奖学金来中国学习汉语。但是由于利比里

亚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建设较差，疾病肆虐，优秀

学生通常因为身患传染性疾病（主要为乙肝）而

不能来华学习，这是他们最终放弃中文学习而另

寻谋生之道的重要原因。

幸运的是，经过历届中方和外方孔院院长的

通力合作，利比里亚大学在２０２３年８月成功通过
设立中国语言文化本科专业的申请。这是利比里

亚推广中文教育的历史性事件，应该进一步推进

此项工作，为利比里亚培养更多高水平中文人才，

让更多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来华学习汉语的学生梦

想成真。

目前面临的问题在于，还需培养大批量中文

人才形成规模效应。当地中资企业可对本土中文

人才予以高薪聘用，配合利比里亚媒体宣传，使得

中文教育、学习、实践及至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之

间形成良性循环，吸引更多利比里亚民众学习中

文。同时，还需形成中文教育体系。到目前为止，

在国内外业已形成国家层面中文教育的学历和非

学历培养体系，并配备一定的奖学金鼓励外籍学

生认真研读中文。此外还有 ＨＳＫ中文水平等级

６９

①在文献审读和数据分析过程中，作者发现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因此对利大孔院历任中方院长逐一进行访谈实录，设置５大类（国
际形势与国内现状、人才需求与待遇、发展与困境、师资问题、留学生情况）共１９个问题，涵盖国际中文教育关键和重要问题，对于利大
孔院国际中文教育的调查研究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此处因篇幅所限，只能将结论部分叙述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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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和ＣＴＣＳＯＬ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这些都是
目前中文教育师资认证的水平等级证书，是进入

中文国际教育领域的重要通行证。但是受制于当

下全球经济发展疲软，各国都忙于应对３年新冠
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和行业复工局面，我国政府

可能暂时也没有更多资金来支持海外国际中文教

育事业。在此情形下，应该加快孔院所在国家或

地区的教材本地化（或本土化）建设；派遣中文高

水平人才参与利比里亚大学中国语言文化本科专

业运行，开设中外文化比较课程（如在利比里亚

开设“中利文化比较研究”）；并邀请利比里亚国

内中资企业开设“汉英工作坊”，让学习者在真实

参与企业运作流程的环境中学习汉语，将工作实

践与汉语学习进行有机结合，中文学习者学成后

即可服务于中资企业。按照这种设想，可以展望，

经过５～６年建设，中文在利比里亚应该会逐步
普及。

７　总结
一直以来，中国致力于帮扶第三世界中的落

后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谋求共同发展的道路。

国际中文教育不仅帮助中华文化走出去，同时对

于开设中文教育的经济欠发达国家地区带来文化

多元融合、缓解就业困难危局、逐步建立多维产业

等正面影响。海外中文教育从不是孤立的，不同

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一定共性。利比里亚中文教

育是非洲经济贫困地区中文教育的缩影，其所面

临的中文教育难题也是非洲许多经济欠发达地区

普遍存在的问题。对个别案例的研究可推及其他

适用的案例中去，以点带面地分析利比里亚中文

教育状况，助力构建区域范围中文教育互相借鉴、

共同进步的良好态势，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形成中

文教育教学和研究网链，逐渐加深中文教育的本

土化程度，使中文教育在海外不断延展、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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