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7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Education Research

13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文学习关注度调查——基于大

数据的依据

王晞萌 俞瑾 林天琪 周思丞

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DOI:10.12238/er.v7i5.5087

摘 要：2013年秋，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11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一步

步走深走实，成为各国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共建“一带

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在此基础上，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联系日

趋紧密，文化交流也变得更加频繁。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对中文学习关注度也因此得到

了更加显著的提升。基于此背景，我们进行了深入调研，并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一带一

路”沿线各国对中文学习关注度情况进行了分析，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科学实时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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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文的国际影响力

日益扩大。特别是“一带一路”的提出，为国际中文教育发

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在此倡议下，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联系日

趋紧密，文化交流变得更加频繁，各国对中文学习的关注和

兴趣也有所提高。

本文旨在利用青年力量传递“中文+”教育理念，并全

力打造“中文+”教育吸引力提升工程，发挥外语学习者自

身优势，坚持贯彻“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发展策

略，加快落实“中文+”的新型教育模式[1]，打造“中文+”

教育人才队伍，不遗余力地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以

及“中文+”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文学习关注度的现

状

（一）时间跨度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文学习兴趣自进入 21世纪

以来呈总体上升趋势，主要表现为逐步加速和广泛上升两个

特征。逐步加速主要表现在，各国的中文学习兴趣在 2004

年以后的绝大多数年份都呈上升趋势，而 2013年以后上升

年份的比例更高[2]；广泛上升则表现为本研究调查的 50个国

家中有 39个国家中文学习兴趣呈稳定或上升趋势，且其中

有 22个以较大速度上升。

（二）空间跨度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文学习兴趣呈现亚洲领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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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稳健、欧洲迟滞的状态。

1.亚洲领跑

（1）现状探究

亚洲 32个国家中，总计有 24个国家呈稳定或上升趋势，

其中 13个国家快速上升，仅有 3个国家快速下降。快速上

升的国家是缅甸、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柬埔寨、老挝、沙

特阿拉伯、越南、蒙古、伊朗、马来西亚、泰国、亚美尼亚、

塔吉克斯坦等 13个国家，下降较快的国家是阿曼、叙利亚

和也门。

（2）存在的问题

1）系统学习中文的机会不够。外国学生能够接触到的

学习资源很少，除了通过互联网收集相关学习资料外，只能

去孔子学院或者专门的机构学习中文[3]，这些渠道对于中文

学习是远远不够的。若是想要系统地学习中文，则需要付出

很多时间与金钱，这对于经济不发达地区是一个难以解决的

问题。此外，中文老师的质量与数量也难以保证。

2）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匀。孔子学院的分布[4]，虽然在总

体数量上是可观的，但是平均下来每个国家只有 2所孔子学

院。亚洲拥有数量较多的孔子学院的国家是韩国（23所）、

泰国（15所）、日本（14所），像黎巴嫩（1所）、马来西

亚（2 所）、新加坡（1所）则数量较少。在孔子学院的地

域分布方面是不均匀的，学生接触到的资源也是不均匀的。

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可以接触到更多的资源，反之则较少，

甚至没有。

2.非洲稳健

（1）现状探究

由于谷歌工具可以提供检索者所在位置，因此我们关注

了 HSK这一关键词检索量发生的地理信息，其总体特征是

大量检索集中发生于 HSK考点周边地区。如果 HSK考点数

量较多，则相关检索发生的地区就覆盖较大的地理范围。在

本次调查的非洲 8国中，增长较快的国家包括埃塞俄比亚、

南非、摩洛哥、刚果、肯尼亚等 5国，其他 3国（刚卢旺达、

喀麦隆、莱索托）显示为稳定不变或缓慢增长。以埃塞俄比

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为例，由于斯亚贝巴有 2个 HSK考点，

因此几乎所有的检索都集中于亚的斯亚贝巴。其他有类似情

况的包括喀麦隆、亚美尼亚等。

（2）存在的问题

1）学生流失严重。非洲国家人口增长快、经济水平不

高，因此，非洲各国本土教育资源受到了严重的限制。恶劣

的教学环境和有限的教学资源导致许多非洲人民空有对中

文学习的热情，却实际地无法走进中文学习的课堂，进行系

统的中文语言学习。

HSK 考试是非洲人民能够去中国留学以及生活的通行

证，因此 HSK考试成为吸引非洲学生学习汉语的一个重要

因素。频繁地举行 HSK考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孔

子学院办学的效率和蓬勃发展的势头，但却忽略了“汉语学

习”的落实。数据显示，在 2016年 11月、12月和次年 1月、

3月，非洲一地连续举行了四次 HSK 考试和两次 HSKK考

试。举行 HSK考试的频繁性和中文学习的不充分性，导致

许多中文学习者信心受挫，最终放弃汉语学习。这也是非洲

近年来汉语学习者流失的重要原因。

2）高层次的中文师资力量匮乏。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

进一步扩大，非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文+”教育

愈发狂热，随着非洲本土教育资源的匮乏和对“中文+”教

育需求量大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非洲高层次的中文师资力量

的匮乏问题愈发突出。

3.欧洲迟滞

（1）现状探究

在欧洲 10国中，增长较快的国家有塞尔维亚、白俄罗

斯、罗马尼亚等 4国，比例最低；而下降较快的 2个国家是

波兰和摩尔多瓦，其他有 4个国家显示为缓慢下降或不变。

（2）存在的问题

1）HSK考试本身存在弊端和漏洞。尽管近几年 HSK考

试的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但仍然存在许多弊端，如考试费用

高等。再加上许多地区汉语教学体系尚未成熟，参加 HSK

考试的人数比例有减少的趋势。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欧洲

国家中，摩尔多瓦的汉语学习人数总体较少，有不少人寻求

到邻国罗马尼亚学习，因为那里汉语教学体系更为成熟，

HSK考试的安排更加合理。

2）中文学习的特殊性。汉语以其独特的复杂性而著称，

即便是对于一些中国人来说，这门语言也颇具挑战性。非汉

语母语者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转变思维，从原本的英文字母

转变为方块字，唯一的辅助工具就是拼音，但拼音与字母又

不尽相同，增加了学习的难度。虽然学习中文的难度看上去

并不高，但实际上却是同一个字在不同的语义中，都有着不

同的含义与理解；简单的话语，结合在一起却变得很复杂。

以波兰为例，根据调查显示，汉语在波兰不是一门热门语言，

只有少量人对汉语感兴趣，同时，波兰人普遍认为汉语难学。

汉语历史悠久，变换多，需要学习者有细心、耐心以及恒心

来处理学习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学习语言最好的方式就是要

把自己浸润在该门语言的环境中，但这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

很难实现的。

二、实践启示

（一）搭建文化桥梁，助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搭建文化沟通桥梁，一是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

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

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二是要不断扩

大开放程度，尽量消除文化隔阂，通过“民间外交”，加强

两国民间交流对话，促进包容理解，增加民众对中国文化兴

趣，提升民众中文学习意愿。三是要将孔子学院、留学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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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访问的传统交流手段与多媒体、短视频等新兴文化传播手

段相结合。

（二）从国家战略层面，全力打造“中文+”教育吸引

力提升工程

“中文+专业”教育为传统国际中文教育提供了新方向，

“中文+专业”或“中文+职业”不仅重视语言教育，还重视

专业知识的学习和专业技能的提升，有更强的实践性和跨学

科特点。汉语国际教育真正走出国门，需要提升中文教育内

驱力，让宏观管理层重视“中文+”教育的实际投入，抓紧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机会，通过关键词获取数据

和意愿调查，与当地有关机构共同规划发展可能，从而搭建

高质量高效率跨文化交流平台。

国家政策是“中文+”教育事业持续进行的底气与自信，

只有国家、政府、企业、学习者在国家政策、战略方面达成

高度一致，才能切实有效地对完善落实“中文+”教育体系

的建构，使“中文+”教育行稳致远。

（三）始终强化标准先行，贯彻因地制宜方法

制定并拥有一套科学规范、包容开放、便于实施的标准，

是助力“中文+职业教育”提质增效，提高中外需求融合度，

促进我国更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必由之路。在推动“中文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要秉承“融合发展、经

世致用”理念，推进课程标准、教学标准、考试测评标准等

方面创新发展，构建“中文+职业教育”标准体系；根据技

能类别、适用人群、地域特点等因素，开发具有国别针对性

和适用性的职业技能标准和证书，加强“双师型”专业师资

培训，为所在国的学员就业创业提供便利与支持，有效服务

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切实提升我国职业教育的全球适应

性。

（四）发挥外语学习者自身优势，利用青年力量传递“中

文+”教育理念

外语学习者是沟通中国与世界的钥匙，是中国文化的传

播者，是中国故事的讲述者。一方面，要加强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留学生的语言基本功和文化自信，为文化输出奠定坚

实的基础，另一方面，要提升“中文+”教育在外语学习者

之间的知名度、传播度，让外语学习者理解国家政策、产生

研究兴趣、自觉志愿投身“中文+”教育的传播之路、实践

之路。

三、提升路径

（一）线上

1.构建中文学习关注度可视化数据模型

充分利用大数据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优势，无需依赖

大规模的人工调查，对各国中文学习关注度情况便可进行精

准高效地采集、分析和预测；构建可视化的数据展示和分析

平台，实时监测数据的动态变化，为推断国际中文学习关注

度，合理调配国际中文教育资源提供实时数据支持。

2.利用公众平台和文创产品推动文化传播

创建“全球中文学习动态”的微信公众平台，与世界共

享国际中文学习需求实时数据和动态，分享博大精深的中华

文化，为世界提供丰富的中文学习资源。以数据为支撑，以

信息为纽带，以推广为己任，讲中国故事，传华夏之声。此

外，定期上新限定明信片、文化绘本等各类文创产品以激发

用户对中华文化的探索欲和分享欲。

（二）线下

定期开展中华文化宣讲会。我国有漫长的绵延不绝的历

史文明，创造了众多璀璨夺目的文化成果，书写了人类文明

发展史上的辉煌篇章。利用宣讲会，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彰显大国风采。

四、总结

本文通过大数据技术研究中文国际传播情况，针对“系

统学习中文的机会不够”“国内局势不支持学习”和“教育

资源分布不均匀”的问题，提出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五条提

升路径，完善和发展了“中文+”教育的构想，从“搭建文

化桥梁”“全力打造‘中文+’教育吸引力提升工程”“贯彻因

地制宜方法”和“发挥外语学习者自身优势”四个维度进一

步深化了“中文+”教育的拓展和应用，助力“中文+”教育

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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