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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语教学是孔子学院的主要职责与目标之一。德国莱比锡孔子学院(以下简称“莱比锡孔院”)属于德语

区常见孔院类型，即教学文化型孔院。本文对莱比锡孔院的汉语教学从课程设置、师资情况以及教材等

方面进行了分析，归纳总结了其发展成果及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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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s one of the main responsibilities and goals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Leipzig in Germany is a common type of Confucius Institute in the German-speaking 
region, and it is a teaching-cultural Confucius Institut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in Leipzig from the aspects of curriculum, teachers and teaching 
materials, summarizes its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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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6 年成立的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孔子学院是德国首家孔子学院。到目前为止，德国有 19 所孔院和 6
个孔子课堂。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德国各孔院目前正处于由规模发展转向内涵深化和品牌提升的关键期。

为了应对德国本土中文教育需求与挑战，德国各孔院不断创新办学模式和管理机制，并逐渐形成具有特

色且专业化的汉语文化教学体系。对此，李明(2009) [1]，孙岚、冯少中(2017) [2]，翟宜疆(2019) [3]和张

学增(2008) [4]都曾撰文介绍分析了德国纽伦堡–埃尔兰根孔院、杜塞尔多夫孔院、埃尔福特应用科技大

学孔院和海德堡孔院的汉语教学情况。莱比锡孔院属于德语区常见的孔院类型，即教学文化型孔院。本

文将以莱比锡孔院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并探讨其汉语教学现状及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2. 莱比锡孔院概况 

莱比锡是德国萨克森州第一大城市，拥有 60 万人口，是德国著名的音乐之城、图书之城和博览会之

城。2007 年，莱比锡孔院由中国人民大学与莱比锡大学共同签约成立，于 2008 年 4 月正式运营。孔院

致力于汉语教学与文化推广，努力打造综合性语言文化交流平台，以促进中德文化交流与理解，并在中

德合作高校之间发挥着桥梁与纽带的作用。与此同时，莱比锡孔院还向萨克森州、图林根州和萨克森–

安哈尔特州等地区辐射，积极稳步地向各地民众推广普及中国语言文化。到目前为止，莱比锡孔院已经

发展成为德国东部地区最重要的汉语教学与文化传播机构之一。 

3. 莱比锡孔院汉语教学现状及其问题 

(一) 课程设置 
经过十余年的探索与发展，莱比锡孔院汉语课程体系已较为全面与成熟，根据不同标准可分为学分

课/非学分课、语言课/文化体验课、多人课堂/一对一辅导、中小学兴趣班、华裔子弟班和永葆青春班等

不同类型。 
1. 学分课 
莱比锡孔院开设的学分课包括莱比锡大学语言中心的语言文化课程(SQ13)、萨尔兹曼语言中学的孔

子课堂以及瑙恩霍夫文理中学的“汉语作为第三外语”课程。莱比锡大学语言中心为该校学生提供了一

系列提高交际能力的课程，其中的 SQ13 是汉语语言文化课程。选修该课程的学生可通过对汉语理论与

实践的学习，对比研究不同语言文化间的异同，从而深入了解中国语言文化内涵，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该课程所用教材主要是德国 Klett 出版社的《Long neu》和教师自编材料。 
莱比锡孔院下属萨尔兹曼中学孔子课堂成立于 2011 年。该校从 6 年级开始开设汉语学分课。除语言

课外，还设有中国文化体验课，如象棋、书法、围棋和中国电影等。主要使用的教材是北京语言大学出

版社的《轻松学中文》。 
自 2014 年以来，孔院一直为瑙恩霍夫文理中学开设“汉语作为第三外语”的学分课。该中学是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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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中学，也是萨克森州第一所开设“汉语作为第三外语”学分课的学校。8 到 10 年级学生可选修汉语

作为第三外语，其它年级的学生可选修汉语兴趣班。该校对中国文化一直持积极态度，曾多次与莱比锡

孔院合作，为学生和附近的居民举办“中国日”文化体验活动、中国文化讲座与“中国民乐”音乐会等

活动。该校使用的汉语教材是《同道》。 
2. 中学汉语兴趣班 
孔院为莱比锡及周边地区的 7 所中学开设了汉语兴趣班。开课时间与当地中学同步，每学年两个学

期。课程内容包括语言学习和中国文化体验。主要使用的教材是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的《轻松学中文》

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快乐汉语》。 
3. 汉语综合课程 
为满足广大市民汉语学习需求，孔院常年提供不同等级的汉语课程。根据欧洲共同语言框架参考标

准，孔院将汉语课程分成 A1~C1 等多个级别。A1.1 到 A2.4 使用的是中德双语教材《Long neu》，B1 和

B2 大多使用自编教材或中德双语教材《China entdecken》。由于师资有限，孔院只提供综合课一种课型。

考虑到学员来自各行各业，所以上课时间尽量都安排在晚上。每年设置三个学期，每学期 12 周，每周 2
个课时。 

4. 特色汉语课程 
孔院还专门为当地退休的老年人开设了汉语兴趣班——“永葆青春”班，特点是语言与文化并重、

寓教于乐。此外，为了满足当地华裔学生的需求，孔院还设有华裔子弟汉语班。孔院老师通过讲故事、

国画、书法等形式，帮助华裔孩子系统学习汉语阅读与汉字书写等技能。另外，为满足一些商务或外交

人士的特殊需求，孔院还提供量身定制的“一对一”实用汉语交际课程，这些课程的教材都视教学实际

情况和需求而定。 
5. 中国语言文化体验课 
孔院还常年为当地及周边地区幼儿园和中小学提供中国语言文化体验活动，如与一些学校合作策划

组织“中国日”、参加学校文化节或国际日等活动。这些活动能够大大激发参与者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兴

趣，他们不仅对汉语知识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而且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加直观的感触与近距离的体验。

除上述语言文化体验课程外，孔院还提供其它形式多样的文化体验课，如书法课、国画课、中华美食烹

饪课、太极课等，并得到诸多参与者的好评。 
(二) 学员情况 
孔院的学生来自各行各业，年龄从 6 到 80 岁不等，学习动机、目标、水平、需求各不相同。这里以

汉语综合课学生为例简要介绍一下。综合课每年有三个学期，每个学期有十几个班，每个班学生人数有

3 到 20 人不等。 
综合课以初、中级汉语水平学生为主，初级水平包括 A1.1~A2.4 (共 8 个等级)，中级水平包括 B1~B2 

(共两个等级)；高级汉语水平目前只有 C1。学生人数与汉语等级往往成负相关，汉语等级越高，学生越

少，呈现金字塔形状。这一点不难理解，随着汉语学习难度的不断提升，能够坚持的人也越来越少。 
至于学习风格或习惯，多数德国学生偏好德语作为媒介语进行汉语教学，这意味着汉语教师需要对

德语有较高程度的掌握，能够用德语熟练流利地解释汉语语法、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另外，中德

教育体制和方式存在显著差异，大多数德国学生反对教师“一言堂”或“满堂灌”等行为，他们希望能

够发挥学习主动性，进行小组交流讨论；学生不懂就问，可以随时举手质疑甚至挑战老师的权威，这就

要求汉语教师能够尊重、理解、包容学生，以平等开放的姿态与学生对话。另外，大多数学生汉语学习

目标不高，他们只希望能够运用汉语进行日常交流；侧重听说能力的训练，对读写要求不高。有的学生

甚至公然表示，自己只学习拼音，不想学习汉字。面对这样的情况，汉语教师需要悉心引导、寓教于乐，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6602


杜荣，习颖 
 

 

DOI: 10.12677/ae.2023.136602 3792 教育进展 
 

运用多种方式激发学生汉字学习兴趣与热情。 
(三) 教材情况 
由于孔院教学的特殊性，教材的选择既要有可操作性，又要考虑到学生的特点与需求。目前莱比锡

孔院初级水平(A1.1~A2.4)班使用的是德国 Klett 出版社出版的中德双语教材《Long neu》；中高级水平班

(B1、B2 和 C1)都使用教师自编教材。在一些学生的强烈建议下，B1 班从 2021 年开始使用由德国

Chinabooks E. Wolf 出版的中德双语教材《China entdecken》。 
孔院学生对教材的使用情况反馈如下：(1) 总体来说，学生对教材较为满意，认为教材涵盖了很多日

常话题，并且包含导入、小组讨论、课文、语法讲解与生词等几大板块，能够很好地满足大部分学生的

学习需求；(2) 多数学生偏好中德双语教材；(3) 不少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感兴趣，希望教材中添加更

多文化方面的内容；(4) 有学生认为，教材内容衔接性不强，没有由点及面，将所学知识形成完整的体系；

(5) 教材某些用语较为书面化，在日常交往中的应用不多。 
孔院教师对所使用教材的评价如下：(1) 教材中有些话题和语用表达不合时宜，语法讲解有误，需要

教师适当选取剪裁、灵活运用；(2) 《Long neu》教材配套录音出现前后鼻音不分等错误，这需要教师向

学生及时指出说明；(3) 教材衔接性不强，从 A2.4 到 B1 自编教材，中间跨度太大，学生很难跟得上。

因此孔院老师正在编写一部适用于 A2+ (准中级汉语水平)学生需要的内部教材，涵盖饮食、爱好、电影、

网购、节日等 12 个学生喜闻乐见的话题。 
(四) 师资情况 
莱比锡孔院教师团队主要由 1 位公派汉语教师、1 位志愿者教师以及 4 到 5 位本土教师组成。公派

教师和志愿者任期一般为 1~2 年，他们多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毕业生，在国内接受过系统的对外汉语

专业学习与训练，精通英语，部分教师还学习过德语。本土教师大多毕业于德国大学的德语语言文学、

对外德语或其它专业，且都接受过由当地教育局组织的教师培训，具备在当地语言机构授课的资质，常

年的本土生活也使得他们能够更快地适应课堂教学并了解学生需求。由于德国教育制度对教师资质有着

非常严格的要求，所以目前孔院开设的学分课大都是由符合相关教育机构资质要求的本土教师完成的，

而公派汉语教师与教师志愿者则只能教授孔院内部的课程和其它机构开设的非学分课，如汉语兴趣班。

此外，所有孔院教师共同策划、组织和参与汉语教育有关的所有活动，如上文提到的各种有关中国语言

文化的活动。 

4. 问题与对策 

成立十多年来，莱比锡孔院努力满足所在地汉语教学需求，促进课程设置合理化，但仍然面临很多

问题和挑战：(1) 孔院课程分班设置与 HSK 考试分级很难一一对应；(2) 德国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教学大

纲，且每个学校情况不同，教学大纲和实际教学往往出现矛盾，有时候很难兼顾；(3) 尽管孔院在合作大

学、当地中小学和孔子课堂都开设了学分课，但由于德国教育制度对教师资质的要求，公派教师与志愿

者没有任教资格，这时常导致教学实际需求与现有师资的不匹配；(4) 与本土教师相比，公派教师和志愿

者流动性较大，跨文化交际能力不高，需要较长的时间适应当地的社会文化生活；(5) 孔院内部汉语课程

与当地教育体系脱节，不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针对以上情况，莱比锡孔院在未来应积极转变办学思路和模式，努力将孔院教学活动纳入到当地教

育体系，实现由体验式文化语言教育为主向正规系统化语言教育的转变，推动孔院的可持续发展。 
虽然莱比锡孔院教师队伍较为稳定，教学质量较高，但在具体教学活动中也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

(1) 汉语综合课没有分班考试(主要是因为学生人数不多)，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教学活动、作业布置等很

难照顾到所有学生的需求；(2) 每周一次课，每次课 90 分钟，汉语学习进度较慢。有的学生过于依赖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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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课后不勤加练习，通常是学了这周的，忘了上周的；(3) 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可以使用汉语交流的机会

比较少，而汉语学习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到显著的效果，所以有的学生学习兴趣热情逐渐消退，甚至

完全放弃汉语学习；(4) 考虑到大多数学员是上班族，孔院的汉语课特意设在了下午五点以后。尽管如此，

还是有的学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缺乏毅力与恒心。 
针对以上困难，孔院老师给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1) 考虑到大部分学生都是上班族，时间精力有限，

老师布置作业要适量，考试也不要太多，一般都是随堂小测验或者期中/末考试；(2) 鼓励学生参加 HSK
考试，以检验学习效果。帮助学生寻找中文语伴，积极运用所学汉语知识，做到“学以致用”；(3) 鼓励

学生积极参加孔院的各种文化活动，同时利用丰富的网络资源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鼓励学生参加与

中国有关的交流活动，比如人大暑期小学期、中学生汉语桥夏令营等，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4) 通
过班级讨论的方式制定课堂规章制度，设立合适的奖惩制度，比如旷课一次需用中文做一次课堂报告或

演讲等；(5) 汉语教师积极提升专业技能与素质，同时学习当地语言与文化，加深对德国学生的了解与沟

通；(6) 每年组织一次大型汉语教师培训，同时不定期举办各种类型的汉语教学研讨会，以讲座、工作坊、

讨论交流小组等形式进行交流互动。 

5. 思考与总结 

孔子学院在增进跨文化理解、促进中外合作办学、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等方面取得了瞩目成就，但也

存在不少问题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尽管本研究属于个案研究，但是“窥一斑可知全豹”，通过对莱比锡

孔院汉语文化教学现状与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为德语区其他孔院进一步提高汉语教学质量，推动孔院

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1. 完善孔院汉语课程体系 
孔院在师资队伍、教学条件等方面都无法与国内大学或国外大学汉学系相比，因此很难像国内高校

对外汉语专业那样，按照听、说、读、写和翻译技能来设置语言训练课程，也不太可能提供有关中国历

史文化等的专业课程。鉴于这样的特点，孔院课程设置应在坚持系统性的前提下，突出针对性和灵活性，

比如尽可能地按照欧洲语言框架规定的语言水平级别来划分课程，同时又要考虑到学员的特点与需求。 
2. 加大师资队伍建设力度，加快师资队伍的专职化和本土化进程 
国家公派教师和志愿者任期一般为 1~2 年，经常是学员刚适应了某位教师及其教学方法，却因该教

师任期结束回国而使孔院的汉语教学出现断层，这无疑影响了孔院汉语教学的连贯性与可持续性。从孔

院的长远发展来看，尽快培养一批相对稳定的本土师资队伍势在必行。本土教师不但熟悉当地语言、文

化和风俗习惯，而且更理解学生学习特点与需求。美中不足的是，大多数本土教师不具有汉语教育专业

背景，因此要加强对其教学能力和水平的考察与评估，对其进行相应的培训与指导，不断提高其专业素

养与能力。 
3. 加大本土教材研发力度，编写适合孔院学生需要的汉语教学大纲 
由于各孔院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教育体制、文化风俗等不同，研发符合各国国情特点、立体化的汉语

教材已经成为国际汉语教材建设的必然趋势。在教材编写中应注意如下事项：(1)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编

写教材一定要与文化教学相结合。根据汉语级别，增加文化内容，将单一的语言学习与文化教学结合起

来，并注意古典与现代、传统与时尚文化相结合；(2) 研发多媒体教材，将语言文化知识以立体多样的角

度展示出来，以激发学习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3) 注意配套教材的开发，如练习册、教师用书和多媒体

课件等，避免单一的纸质教材形式，实现教材立体化和灵活性；(4) 注意教材的系统性，使各个级别的教

材之间连贯，内容逐渐深刻，难度逐渐增加；(5) 根据本土实际需求开发针对不同学习对象和不同领域专

题的教材，如适合于中小学生学习特点的教材，或旅游、经贸和科技等教材；(6) 与本土教师和外国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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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编写，避免仅由中国人自己编写，这样可保证教材的本土化、针对性和适用性。 
4. 加强区域孔子学院的合作，实现协同发展 
德语区数十家孔院是汉语文化传播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有必要加强区域孔子学

院的合作，实现协同发展。莱比锡孔院在这方面采取了许多积极的举措，比如开展德语区孔院汉语网上

会谈，牵头与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洽谈德语区甚至整个欧洲区孔院发展事宜，和欧洲对外汉语教学

协会开展一系列汉语教学研讨会，积极与汉考国际展开沟通与交流等等。 

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22XNC005)。 

参考文献 
[1] 李明. 德国杜塞尔多夫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 2009, 7(5): 34-38. 

[2] 孙岚, 冯少中. 孔子学院学员满意度调查研究——以德国埃尔福特应用科技大学孔子学院为例[J]. 教育现代化, 
2017, 4(43): 248-249+252. 

[3] 翟宜疆. 德国海德堡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现状[J].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2019(3): 19-24+48. 

[4] 张学增. 纽伦堡——埃尔兰根孔子学院基本特点及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探析[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

学与研究版), 2008(1): 89-92.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6602

	德国莱比锡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现状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Teaching a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Leipzig in Germany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莱比锡孔院概况
	3. 莱比锡孔院汉语教学现状及其问题
	4. 问题与对策
	5. 思考与总结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