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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位于非洲东南部，首都
为哈拉雷。2006年9月，津巴布韦大
学孔子学院（以下简称“津大孔院”）
成立，中方合作机构为中国人民大
学。自成立以来，津大孔院一直致
力于汉语与中华文化教学，如今已
得到当地民众的认可，越来越多的
津巴布韦人走进孔子学院开始学习
中文。此外，津大孔院汉语课程已
纳入大学学分体系，汉语及相关课
程为津巴布韦大学正式学分课程。

取得这样的成果，离不开国际
中文教师和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的
努力付出。他们为促进津巴布韦民
众对汉语和中华文化的了解贡献力
量，成为促进中津两国友好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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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你优秀的人，比你还努力，你还不
努力吗？这句今天常用于激励学习、奋斗
的话，如果让古人说，古人会怎么说？

东汉布衣学者王符在他的 《潜夫论》
中，开篇就搬出 11 位圣贤的学习故事：

“黄帝师风后，颛顼师老彭，帝喾师祝融，
尧师务成，舜师纪后，禹师墨如，汤师伊尹，
文、武师姜尚，周公师庶秀，孔子师老聃。”
这里的“师”是师从、以……为师的意思。

接下来，王符就说了：“夫此十一君
者，皆上圣也，犹待学问，其智乃博，其
德乃硕，而况于凡人乎？”这 11 位人君都
是上等的圣人，还需要学习和问询，才能
获得广博的智慧和硕大的德行，何况平常
人呢？

古人写文章，劝学是共通的主题。但
王符写《潜夫论》，不只是为了劝学。

“东汉三杰”之一的王符是西北汉子，
安定临泾 （今甘肃省镇原县） 人。《后汉
书》作者范晔说王符出身“庶孽”，是妾所
生。在当时的宗法观念下，王符自幼受到
家庭和乡里的鄙视，但他不为所动，勤奋
好学。《潜夫论》大量引文表明，王符不但
谙熟《周易》《尚书》等儒家经典，而且通
晓诸子百家、各种史书，此外还精通方术
杂占之书。

《潜夫论》 全书 10 卷 36 篇，最后一篇
《叙录》 综述全书以及各篇写作的主旨，
其他各篇论述学习教化、人才使用、司
法方针、边防政策以及社会风气、世俗
迷信、伦理道德等问题，涉及哲学、历
史、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思想文
化等领域。

批判性是 《潜夫论》 最大的特色。王
符表达了一位隐居“潜夫”、布衣哲人对于
时代、社会、人生的忧患意识，提出了改
革时弊的真知灼见。《潜夫论》也因此被誉
为“真实反映当时社会的镜子”“一座包罗
万象的学术宝库”。

在王符看来，“天以民为心，民之所
欲，天必从之”。全书具有浓厚的“民本”
思想。学者统计，6 万字的 《潜夫论》 中

“民”字出现频率很高。书中各篇谈到了民
的地位、价值等问题，提出爱民恤民的治
国方略，关注民众的苦难现实。

既以民为本，富民就成为题中应有之
义了。“下贫而上富者谁也？……民实
瘠，而君安得肥？”“富民”思想古已有
之，所不同的是王符将其“富民”理论
提高到了治国的根本、“太平之基”的高
度来谈论的，而非仅将之看做治国的一
种手段。

《潜夫论》认为，富民道路有三条——
农业、手工业、商业，即“农桑”“致用”

“通货”；亦有“贫民”之理，即“游业”
“巧饰”“鬻奇”。“守本”即为“富民”之
道，“守末”则为“贫民”之理。能富民即
是“本”，贫民则为“末”。这种把商业与
农业并重的论断在中国古代一向把农业作
为经济命脉的背景下提出来，非得有极大
的理论勇气和创新意识不可。学者李敖如
此评价王符：“这些大胆的言论，千载之
下，还令我们崇敬。”

凭借犀利的思考，王符在当时受到了
多方尊崇。韩愈在 《后汉三贤赞》 中说
道：“皇甫度辽，闻至乃惊，衣不及带，屣
履出迎。”讲的是度辽将军皇甫规破格礼遇
王符的故事。

那一年，皇甫规辞官退休回到安定
后，有一个用钱买来雁门太守的乡人前
来拜谒。皇甫规看不上此人，并对其出
言讽刺。这时，通报说王符来了。“规素
闻符名，乃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
出迎，援符手而还，与同坐，极欢”。这
位大将军衣服来不及穿，趿拉着鞋出门
相迎，把王符拉在自己座位上，相谈甚
欢，把堂堂太守晾在一旁。因此，就有
了 “ 徒 见 二 千 石 ， 不 如 一 缝 掖 ” 的 说
法，意思是高官厚禄的朝廷大员，还不
如穿大袄单衣的穷书生。

《潜夫论》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展现
的东汉边疆战争、选举实况、民风民俗、
官场内幕等，可以补足、修正正史中欠
缺、失真的部分，能让读者真切地触摸、
感受东汉中晚期的历史。

花式教学 激发学习兴趣

“鼓励学生们自己寻找答案，
而不是直接把答案告诉他们。”这
是目前在津大孔院担任国际中文
教育志愿者的邱素莹的汉语教学
理念。“比如，在教学生们学习汉
语生词时，我会引导他们自己查
找资料去理解生词含义，通过努
力找到答案的那种成就感会让学
生对所学内容的印象更为深刻。”
邱素莹说。

面对刚开始学习中文的中小
学生，邱素莹巧妙运用做游戏、
展示图片、师生问答等形式，使
学习过程变得生动有趣。“当时适
逢杭州亚运会召开，我搜寻了亚
运会开幕式和比赛的相关图片、
视频在课堂上进行展示，激发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

同是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的
韩亚丹在如何让学生快速理解课
堂内容方面摸索出了一套方法。
她介绍，尽管部分教学点缺乏多
媒体设施，但老师们会制作一些
简单而又实用的教学小道具，以
此来辅助中文教学。“如在讲解

‘时间’这一主题时，我会制作
一个简易钟表带到教室，通过拨
动时针、分针来让学生更加直观
地 理 解 和 掌 握 有 关 时 间 的 知
识。”正是这种别具一格的上课
方式，让更多学生对中文产生了
浓厚兴趣。

在津大孔院执教已达 10 年的
国际中文教师蔡傲冰的教学秘笈
之一是“以赛促学”。“我带过一
个超过 500 名学生的大班，刚开
始压力很大，担心达不到理想的
教 学 效 果 。 通 过 一 段 时 间 的 摸
索，我发现通过分组练习加竞技
的 方 式 ， 可 以 激 发 学 生 的 好 胜
心，从而提高其学习热情。”蔡傲
冰说。对于表现突出或有潜力的
学生，她也会鼓励他们参加“汉
字大赛”“汉语桥”等比赛，“大
家在挑战中寻求进步，学习效果
会更好”。

因材施教 提升教学成效

学生不同，教学方法也要相
应改变，这是在海外从事中文教
学的教师们的共识。曾在越南和
塞尔维亚教授中文的刘茹到津巴
布韦继续她的中文教学之旅后，
对此深有感触。

“相较越南和塞尔维亚的学
生，我在津巴布韦所教的学生大
多数没接触过中文，认为中文很
神秘，对这门语言充满了好奇，
对学习中文充满期待。”刘茹说，

“针对学生的特点，我采取了不同
的教学模式。”

针对低年级学生的特点，刘
茹将教学重点放在“听说读”的
训练上。在她的课堂上，学生们
通过模仿、跟读、对话等方式，
不断提高汉语口语水平。

韩亚丹也注重因材施教。“在
汉字教学方面，当面对的学生多
是中文初学者时，我注重对他们

兴趣的培养，会在课堂上进行配
图展示等。如在讲解‘日、月、
山’等汉字时，我会先讲解其含
义，同时展示与这些汉字相关的
图片，引导学生观察汉字和图片
之间的相似之处，从而激发他们
的学习兴趣。”

而韩亚丹在另一所学校所带
的学生则多是成年人，有较高的
思维水平、逻辑能力以及生活经
验。“在教学过程中，我会注重发
挥 他 们 的 自 主 性 。 教 学 节 奏 较
快，讲的内容也相对更多。”

教学相长 共筑中文之梦

在教师们看来，在海外开展
中文教学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
和文化教学相辅相成，还和师生
间以及老师间的交流密切相关。

邱素莹在教授中文的同时，
也跟着学生学几句地道的当地语
言——绍纳语。“在学生觉得中文
太难时，我会以自己学绍纳语的
例子来鼓励他们——‘学新的语
言对老师来说也很难，但我仍在
坚持学，你们也要努力哦’。这种
交流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
邱素莹说。

“最近，一位非常热爱中文的
学生正在用中文创作歌曲，她还
和我约定，创作完成后要唱给我
听。”在邱素莹看来，这也是语言
教学延伸的体现。

除了语言教学，津大孔院还
安排了一系列中华文化课程。“我
们会组织学生一起学习太极拳，
他们对此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
刘茹说，“大家沉浸在太极拳的学
习氛围中，不仅感受到了中华文
化的博大精深，还增进了我们之
间的友谊。”

在促进中文教学顺利开展的
过 程 中 ， 本 土 汉 语 教 师 功 不 可
没。津大孔院目前共有7名在岗本
土汉语教师，均有汉语国际教育
或语言学硕士、博士学位。

“本土汉语老师给了我很多帮
助。”初到津巴布韦时，面对陌
生 的 环 境 ， 邱 素 莹 难 免 忐 忑 。

“好在这里的老师都非常热情、
友 好 。 在 一 所 小 学 的 第 一 堂 课
上，我的‘课搭子’玛丽帮助我
维持纪律，也是在她的帮助下，
我加入了各年级的家长群，逐渐
融入这个大集体。”

如今，邱素莹所在教室的墙

壁上贴满了五颜六色的卡纸，上
面是手写的中文数字、常用中文
短语和句子。“这都是玛丽绘制
的，促进了教学的顺利开展。”邱
素莹说。

学好中文 就业更上层楼

数据显示，目前孔院共有 19
个下属教学点，如哈拉雷的摩根
师范学院、亚历山大公园小学、
津 巴 布 韦 音 乐 学 院 、 盖 特 威 高
中等。随着孔子学院在津巴布韦
影响力的提升，汉语社会班的人
数日趋增长。

刘茹就担任汉语社会班的教
学。因为班上学员学习初衷多是
为了更好地适应职场需求，因此
在教学中，她尤为注重实用性，
力求让学员在最短时间内掌握最
实用的汉语技能。

“为了满足学员多样化的学
习 需 求 ， 我 们 不 断 创 新 教 学 模
式，将汉语教学与其他领域相结
合 ， 推 出 了 多 种 ‘ 中 文 + ’ 课
程。”刘茹根据学员的职业背景
和实际需求，灵活调整了教学内
容和方法，让学员在轻松愉快的
氛围中提升汉语技能。“例如，
有些学生是学旅游的，我就会有
针对性地教一些相关的专业词汇
及 表 达 ， 像 宾 馆 、 房 号 、 房 卡
等，学习这些对他们的就业会有
帮助。”

如果想继续深造，考取汉语
水 平 等 级 证 书 也 十 分 必 要 。 津
大 孔 院 是 津 巴 布 韦 唯 一 的 汉 语
水平考试和汉语水平口语考试考
点，蔡傲冰负责组织考试。面对
考试规模和考生数量的不断增加
以及网络滞后等因素，她成立了
考试小组，确保每个学生都能顺
利完成考试。“只有顺利通过汉
语 水 平 考 试 ， 学 生 们 才 能 获 得
申 请 奖 学 金 的 资 格 ， 进 而 有 机
会前往心仪的高校深造。”蔡傲
冰说。

截 至 目 前 ， 在 刘 茹 的 帮 助
下，共有 20 名学生成功申请到了
中国海洋大学、天津大学等中国
高校的奖学金，前往中国深造。

“地理距离或许限制了我们对
彼此的了解，但语言的交流却为
我 们 打 开 了 一 扇 了 解 对 方 的 窗
户。我们伸出友好的手，并努力
走近彼此。”邱素莹说。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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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了
甄 文

语言交流打开了解之窗

津巴布韦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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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傲冰 （中） 与获得“2023年度中津友谊奖学金”的学员合影。

蔡傲冰在为学生辅导汉语水平考试相关内容。

刘茹 （前排右一） 与本土汉语教师在培训期间合影。

韩亚丹在带学生上课的路上。

邱素莹在为学生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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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大学孔子学院
（以下简称“津大孔院”）成
立于 2006 年 9 月，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当地民众前来学习
中文，也帮助津巴布韦优秀
学生申请中国政府奖学金。
自 2008 年至今，已有 200 多
名学生成功申请到了赴中国
留学的机会。

随着中津交流的深入，
津巴布韦政府已将汉语纳入
当地中小学教育课程。为更

好地落实此项目，津大孔院
的教师正在协助津巴布韦基
础教育部，与当地专家一起
开发合适的教学大纲。

自运营以来，津大孔院
累计输送 2000 多名毕业生，
就 职 于 中 津 企 业 、 学 校 等
单位，从事翻译、汉语和中
华文化教学等工作，累计学
员数 12162 人，累计文化活
动参与人数203918人次。为
推动中津交流合作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