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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格鲁吉亚作为“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之一，2019年初，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后，格鲁吉亚阿尔
特大学孔子学院(原第比利斯开放大学孔子学院)陆续在十几所中小学开设了中文课程，但是所用教材仍

然以中英对照版本《HSK标准教程》《快乐汉语》为主。为满足格鲁吉亚中小学生学习中文的实际需求，

格鲁吉亚阿尔特大学孔子学院中格编写团队通过大量的教学实践和实地调研，参考诸多其他优秀教材并

结合当地国情和中小学实际教学情况，编纂完成了格鲁吉亚首套中小学本土中文教材《轻松学中文》(上、

下册)。文章将从教材编写背景、教材编写原则与理念、本土化具体表现及改进建议等方面着手，对该套

教材语言要素、语篇内容及课后练习的编排形式具体分析，以期对格鲁吉亚本土中文教材的编写提供参

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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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orgia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untries along the “the Belt and Road”. At the beginning of 2019,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into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Confucius Institute at Alte 
University in Georgia (formerly Confucius Institute at Tbilisi Open University) successively opened 
Chinese courses in more than a doze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However, the textbooks 
used are mainly “HSK Standard Course” and “Happy Chinese” in Chinese and English. In order to 
meet the practical needs of Georgia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learning Chinese, 
the Chinese language writing team at Confucius Institute at Alte University in Georgia has com-
piled the first set of local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in Georgia, “Easy to Learn Chinese” (Volume 
1 and Volume 2), through extensive teaching practice and on-site research, referencing many oth-
er excellent textbooks, and combining local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actual teaching condition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e article will start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extbook writing, 
principles and concepts of textbook writing,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of localization, and improve-
ment suggestions. It will analyze the language elements, discourse content, and arrangement of 
after-school exercises of this set of textbooks in detail,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sugges-
tions for the writing of local Chinese textbooks in Geor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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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材编写综述 

格鲁吉亚位于南高加索中西部，与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土耳其等国相邻，还有黑海作为

其出海口，是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枢纽。中格两国自古就有着紧密的联系，格鲁吉亚是古丝绸之路的一

部分，更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之一。1991 年宣布独立，次年便同中国建交。 

1.1. 格鲁吉亚中文教学现状 

格鲁吉亚中文教学历史可追溯到上个世纪 80 年代，当时第比利斯外国语学院曾经加设社会教学系并

进行中文教学，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停教了。1991 年，格鲁吉亚第比利斯亚非学院开设中文课程，1992
年正式开设中文系。据悉，从 2002 年开始，每年都会有一两名中国教师赴格在亚非学院协助完成教学工

作。格鲁吉亚的中文教学工作一直在持续发展，但是规模较小。 
直到 2010 年，兰州大学与第比利斯自由大学合作成立第比利斯自由大学孔子学院。这是格鲁吉亚首

家孔子学院，标志着中文教学迈向了科学化、专业化的新台阶。2012 年，格鲁吉亚汉语教师志愿者项目

开始启动后，格鲁吉亚中文教学工作才真正开始推广。 
2017 年，第比利斯开放大学孔子课堂揭牌成立。2019 年，又升级为第比利斯开放大学孔子学院，2022

年 4 月，该孔子学院正式更名为格鲁吉亚阿尔特大学孔子学院。同年，格鲁吉亚中国涉外教育学院成立。

2021 年，库塔伊西大学孔子课堂成立，该孔子课堂位于格鲁吉亚第二大城市库塔伊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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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第比利斯自由大学孔子学院和阿尔特大学孔子学院的中文教学规模较大，学生数量较多。这

两所孔子学院除了在自由大学和阿尔特大学开设中文课程外，还有 20 多所下属的大、中小学教学点，每

年学生注册人数达 1000 余名。 

1.2. 格鲁吉亚本土中文教材编写现状 

教材在教学活动过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第二语言教学和外语教学中尤为如此。但是由于教学

对象的国别、文化背景、学习目的等差异较大，很难有教材能满足所有中文学习者的需求。 
格鲁吉亚的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情况也是如此。一直以来，格鲁吉亚中文教学发展中教材的问题

就比较严峻，因为没有专门针对格鲁吉亚中文学习者的本土教材及课本，所以从 90 年代开始，基础中文

教学阶段的教材基本上采用北京语言大学刘珣老师编写的《实用汉语课本》(1980 年版)，2015 年第比利

斯自由大学玛琳娜老师及其教学团队编译了该教材，并对其中的内容做了一些本土化调整。但是该教材

的部分内容还是太过陈旧。而且《实用汉语课本》多适用于大学生及成人中文教学，目前格鲁吉亚只有

《实用汉语课本》(2015 年版)、《说汉语》这两套本土中文教材。但是这两套教材均不符合当地中小学

生的学习特点与认知水平，且缺乏一定的趣味性。 
2019 年初，中文纳入了格鲁吉亚国民教育体系，学习中文的学生更是与日俱增，但是中小学中文教

学发展也遇到了瓶颈，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教材。格鲁吉亚本土教材较少，而国内研发的教材则以中英

对照居多，在格鲁吉亚使用有些水土不服。 
虽然格鲁吉亚政府规定英语是其第一外语，但是英语并不是他们的第一语言。在中小学尤其是小学

阶段，中文教学仅靠英文版本的教材是比较困难的。此前，格鲁吉亚阿尔特大学孔子学院下属中小学教

学点一直使用中英对照版《快乐汉语》，并结合教师自编材料作为中文教材，但由于部分学生英语水平

较低，教师在备课过程中，时常需要查阅格语翻译进行对照才可以完成讲解。 
笔者在格鲁吉亚进行中文教学实践的四年中发现，现行的中文教材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以格鲁

吉亚语为母语的中小学生在学习中英文对照的中文教材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语言理解困难；教材所涉及

格鲁吉亚相关话题内容微乎其微；编写理念以结构和功能为原则，不利于培养中文交际能力；缺乏文化

教学内容，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缺乏一定的科学性、趣味性，课堂教学效果不佳等。 
一套适合格鲁吉亚中小学生的本土教材亟待研发。在语合中心大力支持和资助下，阿尔特大学孔子

学院中格联合编写团队经过 1 年多时间的筹备、调研、编写、研讨、实践、反馈等，自主研发了一套针

对格鲁吉亚中小学的本土中文教材——《轻松学中文》。 
《轻松学中文》系列教材为格鲁吉亚 6~15 岁中小学生量身定制，以 YCT 考试大纲为依据，采用中

格双语编写。教材分为上下两册，上册 30 课，下册 24 课，覆盖 YCT1-3 级全部生词和语法点。该教材

版式轻松活泼，内容浅显易懂、贴近当地日常生活，符合当地中小学生心理特点和学习需求，可以让学

生科学系统地掌握必备的中文知识。 

2. 教材编写理念 

2.1. 中格双语对照 

《轻松学中文》这套教材是在中格双语的课堂环境下使用的，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学生不

借助媒介语，直接用格语学习中文，实现了目的语与母语直接互译。避免了在“格语–英语–汉语”这

一语言转化过程出现意义偏差的情况，格鲁吉亚语释义的语言要素等知识的讲解也有利于老师开展教学

活动。此外，由于教材编排遵循了中格互译、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为老师学习格鲁吉亚语也提

供了便利的条件，并进一步助力中文课堂教学，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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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fter-class exercises 
图 1. 课后练习 1 

2.2. 符合教材编写“五性”原则 

刘珣老师在《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一书中把中文教材的编写原则概括为“五性”：针对性、实用

性、科学性、趣味性、系统性[1]。本套教材在编写的过程中，编者们严格遵循、贯彻这一原则。 

2.2.1. 针对性 
针对性是本土中文教材编写需要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该套教材充分考虑了教学对象是以格鲁吉亚

语为母语的中小学学生，在学习中文的同时，他们也需要从格鲁吉亚文化背景迁移到中国文化中去，在

这个过程中往往会遇到一些中格文化差异与冲击。所以，教材的内容与情景的选择都需要遵循针对性原

则。此外，在图片的选择上，风格清新、丰富的色彩搭配也符合中小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心理发展特点。 
教材要适合格鲁吉亚学生的学习环境。格鲁吉亚学生处于非目的语的语言环境，且学生接触中文的

主要途径源自于课堂学习。大部分中小学仍然将中文作为兴趣课，为了拉近学生与中文之间的距离，课

文中地点与人名等词汇的选取都尽量贴近学生生活，为学生提供了有利的语言学习环境。例如：地点词

汇选取了很多当地耳熟能详的地名；如：格鲁吉亚、第比利斯、自由广场、巴图米；饮食词汇也采用当

地十分常见的食物，如：辛咖喱、达尔厷那；人名也体现出了教材的本土化特征，如：乔治、大卫、妮

诺、塔玛尔等。详情请见图 2、图 3： 
 

   
Figure 2. Toponym 
图 2. 地名 2 

 

 

1图 1 来源于《轻松学中文》(上册)：45。 
2图 2 来源于《轻松学中文》(上册)：8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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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Character dialogue 
图 3. 人物对话 3 

2.2.2. 实用性 
教材选取的内容要从学习者的需要出发，语言材料均来自于现实生活，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语料

具有真实性和实用性，有利于在课堂上贯彻精讲多练的教学原则，使课堂教学活动互动化、情景化、交

际化。编写团队在编写教材时把话题和课文内容设计得更符合格鲁吉亚中小学生的语言交际情景，帮助

学生学以致用，希望学生可以用中文讨论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场景。 

2.2.3. 科学性 
中文教材编写的科学性要强调的基本内容是运用规范通用的语言，准确释义语言现象，避免造成对

学习者的误导。教材内容编排要遵循语言教学的规律，减轻学习者的学习负担。由于该套教材的教学对

象是格鲁吉亚中小学初级中文学习者，他们对于教材内容正确与否的辨别能力较差。因此，在编写过程

中要更加注重教材内容的科学性，两册教材课文顺序的安排遵循了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由

浅入深的原则，保证教材内容安排符合正常逻辑。为保证教材内容翻译的准确性，该团队邀请了本土教

师妮娜·土尔玛尼泽进行翻译，并与当地汉学家多次讨论修改。精确的中格对照能够降低学习者的学习

难度，使学生准确地学习中文，也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见图 4： 
 

   
Figure 4. Character dialogue 
图 4. 目录 4 

 

 

3图 3 来源于《轻松学中文》(上册)：53。 
4图 4 来源于《轻松学中文》(上册)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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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趣味性 
教材内容和形式生动有趣，能够吸引学习者，使学习者产生学习兴趣和动力，让比较枯燥的语言学

习变得轻松愉快。由于教学对象是初级中文学习者，所以选取的课文主题需要贴近学生的现实生活，课

文中涉及了生日、兴趣爱好、旅游、购物、饮食、周末计划、节日等中小学生关心并乐于讨论的话题，

还在其中融入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同时，也注重中格文化对比，增强学生对知识的可接受性。比如我们

在该教材下册的第十一课和第十二课中，分别介绍了中国饮食文化(面条、饺子、烤鸭、筷子)和格鲁吉亚

饮食文化(辛咖喱、达尔厷那、烤肉、哈扎布里)，增强了内容的真实感和临场感，体现了浓厚的趣味性。 

2.2.5. 系统性 
该套教材协调安排了语言要素(语音、词汇、语法、汉字)和言语技能(听、说、读、写)两个方面。该

教材将中文声、韵、调等语音部分的学习内容主要集中在上册前四课；又将初中级的词汇按照难易程度

分别安排在不同的课文中去，用不同的话题将这些词汇组合起来，并让旧词汇在新课文中不断重现，符

合以旧带新，新旧结合的词汇学习原则；对于语法的安排，则按照新中小学生汉语考试(YCT)考试大纲的

要求，以增强考生学习中文的自信心和荣誉感为目标，遵循“考教结合”的原则，语法的编排与设计与

教学现状、YCT 考试密结合，“以考促教”，“以考促学”。语法学习从句型入手，句型操练与语法知

识的归纳相结合；考虑到初级中文水平的学生对于汉字形体及笔顺不熟悉，该教材在每节课最后都安排

了“写一写，练一练”的模块，学生可以跟着汉字的笔顺，轻松掌握每个汉字的书写形式。 
听说读写这些言语技能是综合运用语言能力的重要基础。该教材在课后练习部分设计了听说对话、

情景练习、选词填空、连词成句、补全句子、任务活动等不同形式的内容，希望这些不同内容和形式的

练习，能贴近实际生活和真实交际行为，并配套教学视频录制，让学生不受时间、空间的约束，高效、

自由地学习中文。 

3. 本土化的具体体现 

教材在任何学科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标志性的作用，在二语教学中尤其重要[2]。虽然目前国内对格

鲁吉亚本土中文教材的研究还不够完善，但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很多专家学者早已意识到了教材本土化

的必要性及迫切性。目前市面现行的教材基本都是不分国别、语种针对性的通用式教材，尽管都有生词

和注释的翻译，但是不同国家学生的学习方式和认知特点大相径庭，这些通用教材很难应对学生个性化

学习的要求。该套教材本土化的具体体现主要表现出以下四种形式： 

3.1. 词汇注释母语化 

词汇教学在语言教学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词汇内容的编排及教学的质量甚至可以直接决定语

言教学的效果。 

3.1.1. 词汇的选取情况概述 
《轻松学中文》两册共收录生词 500 个，其中上册共 30 课，收录 234 个词，平均每课 7.8 个生词；

下册共 24 课，共收录 266 个词，平均每课 11 个生词。该教材以主题式教学为基础，根据每课的主题来

确定词汇范围及扩展词汇量，所选词汇大多为格鲁吉亚中小学生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例如，

饮食中的牛奶、咖啡、茶、面包等，称谓类的爸爸、妈妈、儿子、女儿等。地点及饮食类的自由广场、

巴图米、辛咖喱、达尔厷那，这些格鲁吉亚本土词汇更是增强了学生对中文学习的亲切感。 

3.1.2. 词汇的选取情况分析 
每一课的生词均有拼音注音，后面为词性标注和格鲁吉亚语解释，并附例句展示，这样可以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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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句子中自然习得词汇的使用。因为第一课设定的学习者为零基础，所以教材在第一课到第四课的内容

中，还安排了中文的语音知识，包括四声变化、声母和韵母。除了上册第七课和第九课词汇量较多外，

其余每课的词汇量都比较稳定，但是下册每节课的词汇量明显比上册要多。详情见图 5： 
 

 
Figure 5. Vocabulary distribution map of “Easy to Learn Chinese”  
图 5. 《轻松学中文》词汇分布图 5 

 

为满足初级中文水平甚至是零基础学生的需求，教材选取词汇时必须考虑到“实用性”和“针对性”

这两个特征，所以这套教材词汇量比较少，且用学生的母语格鲁吉亚语进行注释，体现了词汇本土化的

要求。 

3.2. 情景话题本土化 

为了使学生通过有意义的练习，掌握课文中的情景话题内容。编者希望用任务型教学的方法，让学

生在掌握词汇的意义和用法的基础上，完成既定设计的任务话题。这既比单纯的语言翻译更清晰明了，

又能够使学生通过完成任务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在情景中学习中文，增加趣味性。 

3.3. 课后练习多元化 

该教材结合当地学习者的学习方式和认知特点，针对中文技能训练也安排了多种类型的练习方式，

包括听说技能练习，如：听一听，读一读；读写练习，如：填空、连线、连词成句、翻译、小组讨论等

等。课后练习安排遵循螺旋式原则，以旧带新，循序渐进，实现了培养学生综合运用中文能力的目标。 

3.4. 文化情景“中国化” 

语言的学习不仅是语言要素的学习和语言技能的训练，更是对其背后的文化的了解[3]。从第二册开始，

为了更好地向学生讲好中国故事，促进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该教材在课后还安排了拓展阅读部分，其

内容喜闻乐见，涉及广泛，涵盖了文学、神话、民俗、历史多个方面，包括古诗词(春晓、登鹳雀楼、咏柳

等)、绕口令(四和十、鹅过河、肉和豆等)、成语故事(画龙点睛、对牛弹琴、三顾茅庐等)、传统节日介绍(春
节、中秋节、端午节等)等，并根据内容配有生动活泼的插图，真正使学习内容文化情景“中国化”。 

4. 《轻松学中文》的不足及改进建议 

《轻松学中文》的出版及使用不仅增加了格鲁吉亚中文教材的丰富性，也为教师们的课堂教学提供

 

 

5图 5 系作者本人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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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多的选择。通过以上几个章节，笔者对《轻松学中文》该教材的词汇、语法、课文、练习部分的本

土化体现做了比较详细的统计与分析。该套本土教材既是对格鲁吉亚中小学本土中文教材的零突破，也

是一次大胆的尝试。笔者对该套教材的使用者(学生及教师)进行了访谈，总结了《轻松学中文》该教材的

不足之处并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 

4.1. 完善格语翻译 

虽然该套教材在词汇、题目要求和部分练习题等几个方面已经实现了中格双语直接对照，跟《快乐

汉语》等中英对照版本的教材相比，已经极大程度地减少了学习者的理解困难，实现了教材本土化的目

的和意义。但是仍有一部分内容没有用格鲁吉亚语翻译，例如下册的拓展阅读部分只有中文及拼音并没

有翻译，只有中文让学生自己赏析，这使得学生在学习这部分内容时，仍然需要借助于英文翻译，一定

程度上增加了学生学习中文的难度。所以，笔者建议，可以将书中尚未翻译的部分补充完整，结合教师

们的使用评价及建议，加强中格合作，改善提升教材编写质量。另外，可以对格鲁吉亚本土教师和孔子

学院中方教师分别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提升教材编写的能力。 

4.2. 增强教学资源立体化，研发系列教材 

丰富的教学资源不仅能方便教师教学，还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使学生在课余能进行自主学习，

在潜移默化中养成学习中文的习惯。格鲁吉亚所使用的其他本土教材也存在教学资源单一的问题，因种

种原因只开发了教材和课文录音材料，练习册、教师用书等配套的学习资料的缺失严重。本套教材也是

如此，所以急需在后续工作中加强配套教学资源的开发，完善教材 CD 录音，并开发配套练习册，加强

资源库建设，丰富教学视频库内容，并配套练习册试题讲解视频。 
另外，由于该套教材是以 YCT 考试大纲为依据，只覆盖 YCT1-3 级全部生词和语法点，不能满足

YCT3 级以上水平的中小学学生使用，为了促进教材的延续性，保障教材贴合学生真实水平，还需要继

续研发《轻松学中文》的高级别系列教材。 

4.3. 适当引入汉字知识和当代文化内容 

该教材在汉字知识部分确实也比较严重，只在每一课的课后练习“写一写，练一练”中展示了该字

的笔画顺序，教材的其他部分没有进行汉字知识的讲解，笔者认为应该在书中简单介绍汉字的起源、结

构、部件的含义等知识，让学生对汉字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减少学生学习汉字的畏难情绪。 
该套教材并未单独设置文化知识板块，上册书中只在《你的电话号码是什么》中涉及到了中国人的

数字文化，在部分图片中展示了中国文化。下册的拓展阅读部分只展示了二十四首古诗且没有注解。笔

者认为该书在文化教学的部分内容比较单一、简略，且没有涉及当代中国的内容。笔者建议可以根据课

文内容，在每一课的课后引入一个小的文化知识，增强学生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可以根据中小学生

的生活，选取贴合中小学生兴趣的文化知识点，提高中小学生对中国文化、当代中国的兴趣。例如，在

第三课《很高兴认识你》中引入中格姓名顺序的前后差异，刷脸支付、手机一卡通等。 

5. 结语 

本文选取了格鲁吉亚中小学本土中文教材《轻松学中文》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课文内容诠释了教

材的具体编写理念，说明了该教材符合编写“五性”原则；其次运用相关科学量表及数据对其本土化的

具体体现做了统计和分析，使得对本土教材的分析与研究有科学依据；最后，笔者对《轻松学中文》的

使用者(学生及教师)发放调查问卷，并做了访谈，搜集了教材使用的反馈意见，征询教材修改建议，阐明

了对《轻松学中文》的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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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深知本文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首先，在教材本土化分析上，笔者对该教材的编写理念、原则

的运用及内容安排分析可能存在不合理之处；其次该套教材从 2021 年开始在格鲁吉亚中小学试行，受疫

情影响，参与使用该套教材的老师和学生数量较少，导致笔者的调查问卷数量及访谈人数有限，数据的

不充分可能会影响科学准确的调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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