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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非洲与中国关系不断深化，刚果（布）的中文教育蓬勃发展也取得了

一定的进展。目前，不同年龄段和教育阶段的中文学习者在刚果（布）持续增

长，显示出当地民众对中文学习的热情和需求。然而，刚果（布）的中文教育

仍面临诸多挑战，如本土中文师资不足、本土化教材缺乏、教学方法相对传统

等，这些问题严重制约刚果（布）中文教育进一步发展。本文首先简要介绍刚

果（布）的中文教育发展情况及取得的成果，论文重点分析了目前刚果（布）

中文教育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旨在推动刚果

（布）中文教育可续发展。

关键词：刚果（布）中文教育；现状；影响因素；对策。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Congo (Brazzaville)
and Its Development Polic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epening of Africa-China relations,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the Congo has seen significant growth. Currently, the number of Chinese learners of all
ages and educational levels in the Republic of the Congo continues to rise, indicating the local
population's enthusiasm and demand for learning Chinese. However,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the Congo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a shortage of local Chinese teachers, a lack of
localized teaching materials, and relatively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These issues have severely
hindere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the Congo. This
paper first briefly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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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o and its achievements. The paper then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main challenges currently facing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the Congo, and proposes targeted measures and
recommendation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the Congo.

Keywords: Congo-Brazzaville; Chinese language ; Influencing factors ; Countermeasures.

一、引言
1964 年 2 月 22 日，中国与刚果（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刚果（布）中文教育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21世纪孔子学院在当地的创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只

有中国教师任教到本土教师任教的发展阶段[1]。2012 年，刚果（布）马利安·恩

古瓦比大学与中国济南大学签署了共建孔子学院协议。在习近平主席和萨苏总

统的亲切关怀下，马利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简称“恩大孔院”）于 2013

年 6 月 11 日正式运营，这不仅反映了刚果（布）民众对中文及中国文化的浓厚

兴趣，也体现了中非友好关系的不断深化。2024 年,中国、刚果（布）隆重庆祝

建交 60 周年，双方制定《中刚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宣布将加强

教育领域交流合作，积极在刚推广中文教育，鼓励、支持孔子学院、孔子课堂

及民间中文教学机构发展2。

二、刚果（布）中文教育的基本情况
刚果（布）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国家，自独立以来，制定的 9 部宪法都规定

法语为官方语言；1992 年宪法第一次确定林加拉语和基图巴语的国语地位。刚

果（布）2015 年宪法第 4 条规定：“官方语言为法语”。刚果（布）中等教育包

括普通高中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两部分，普通初中课程开设的现状外语课程主

要有：英语、俄语、汉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德语等。英语一直以来是最

重要的，中小学教学大纲的外语科目中只有英语贯穿于初中和高中两个学习阶

段，都是必修课。在高中阶段，除了英语，文科学生还必须选修德语、俄语、

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阿拉伯语、日语、汉语等外语科目中的一种，

选何种科目，要看所在高中都开设了什么外语科目[2]
。

刚果（布）中文教育可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

一阶段从 1970 至 2011 年，属于起步期；第二阶段从 2012 年至今，属于发展期。

（一）第一阶段：中刚教育交流，开启中文课程

中国与刚果（布）之间的教育交流历史悠久，1960 年代末，中国的第一次派出

3 名能讲法语的中学数理化教师，后来进一步向大学派数理化和汉语教师，师资

2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邀请，刚果共和国总统德尼·萨苏-恩格索于 2024 年 9 月 2日至 10 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

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在亲切友好气氛中举行会谈，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刚果共和国关于深化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

建高水平中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二十四）双方将加强教育领域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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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每年 7-8 位，

两年轮换一次，一直没有中断[3]。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上半期还开始了文化、体育

交流，在恩古瓦比大学总能看到有中国教师在用法语执教。中方自 1975 年起每

年向刚果提供—名高校奖学金名额[4]。教育领域的交往与合作是中刚关系的一大

亮点，既能深化两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又能加快构建高水平中刚命运共同

体。这种交流主要包括学生交流、语言学交流和短期的人力资源培训等方面。

1976 年，刚果（布）的红旗中学启动了中文教学，这是非洲第一所开设了中文

课的中学[5]，这是真正意义上刚果人中文学习的开始。

1988 年，遵循中国政府向刚果政府提供奖学金的政策，两位刚果学生：

巴希（Passy Ntoumba）和马兰达（Malanda Jean de Dieu）毕业于北京语言学院，

回国后成为刚果（布）最早教授中文的正式编制的两位本土中文教师。他们也

是刚果（布）第一批在华留学生拿到中文相关专业的本科文凭。1990 年，经过

二位新教师的共同努力，中文正式进入外语教育体系，作为正式课程。1992 年，

增加了 3 位教师：埃巴达（Ebata Jean）和鲁姆瓦姆（Loumouamou Hilaire）和

巴比大马娜（Babindamana Aimee）。这一时期学习中文的学生总体数量不多，但

之后的中文班级和学生人数不断增长。如，布拉柴高中，20 世纪 70 年代末只

有 3 个中文班，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增至 11 个中文班，在读人数达 500 多人
[1:103]。

1993 年—1994 年、1997 年、1998 年—1999 年的时间段内，刚果（布）

爆发了内战对教育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刚果（布）的中文教学无法迅速扩大。

虽然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刚果（布）就已经开设了中文课程，但其中文教学

真正发展时间却只有不到 15 年的时间。然而，刚果（布）的中文教学开始进入

快速发展期则是马利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以后。

（二）第二阶段：中刚共建孔子学院，中文教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相对于其他国家，刚果（布）的汉语教学起步较晚，导致大多数刚果人对中文

感到陌生，并觉得学习中文很困难。很多刚果人对中国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或

者持有刻板的印象。21 世纪之前，刚果（布）基本没有任何正规汉语教学机构，

但孔子学院的创建在当地掀起了“中文热”。

2012 年 6 月 15 日，中国济南大学和马利安·恩古瓦比大学签署了共建

孔子学院协议，并且在 2013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刚果（布）期间，孔子

学院圆满完成了迎接工作，并受到国家汉办表扬。访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赴

马利安•恩古瓦比大学出席了中国援建的图书馆启用和“中国馆”揭牌仪式，并

亲切会见了孔子学院师生。恩大孔院正式开班，首批正式注册学员接近 180 余

人。

2015 年，马利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被国家汉办纳入“示范孔子学

院”。2016 年，恩大孔子学院和刚果（布）教育部协商开展中文师资培养、培训

本土中文师资，举办了第一期本土汉语教师培训，培训了 15 名本土汉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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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孔子学院优秀的学生，现在都以代课老师的身份在各个高中上课，布拉柴

维尔的全部 15 所中学都开设了汉语课。

2017 年马利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荣获“全球先进孔子学院”称号。

同年，时任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李娜介绍，自 2013 年运营以来，该

院一直致力于推动当地高中汉语教学工作。除参加高中毕业会考汉语科目的命

题和阅卷以外，该院还联合初教部相关部门，组织参加刚果（布）首部正式

《高中汉语教学大纲》的编写工作。目前，除马利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外，

也有一些与其合作的院校开设了汉语课程，包括国际中文学校和孔子课堂。

2024-2025 学年，我们对刚果（布）全国中文教学情况开展调查，统计结

果显示，全国在校中文学员 9,878 人，其中普通高中学员 8925 人，恩大孔院学

员 240 人，黑角孔子分院 109 人；孔子课堂 96 人；国际中文学校 508 人。孔子

学院的开设，大大促进了中刚两国的教育和文化交流。然而，在刚果（布），很

多学校开设汉语课程或推广汉语教学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存在师资力量紧缺、

汉语教材不完善、教学实施落后、办学经费紧张、文化差异等因素，阻碍了汉

语教学的推广与发展。

三、新时代刚果（布）中文教育的推广模式
（一）一院多点的办学模式

恩大孔院是刚果（布）唯一的孔子学院，也是最重要中文教学机构。可以说，

刚果（布）中文教学的快速发展和壮大主要得益于孔子学院的大力推动。刚果

（布）中文教育在短时间内取得较大发展的原因，离不开“一院多点”的办学

模式。“一院多点”的办学模式指在孔子学院的整体协调下，在多个城市或一个

城市的多个地点设立教学点，孔子学院负责派遣教师和志愿者到岗任教，构建

“以点带面、多点开花”的办学布局。刚果（布）境内，恩大学孔子学院遵循

“一院多点”的办学理念，以本院为核心，平均每年设立 1 个新的教学点，范

围覆盖全国，主要包括首都布拉柴维尔和经济首都黑角。得益于孔子学院的大

力推进，2016 年恩大孔子学院和刚果（布）教育部协商并派遣孔子学院优秀学

员到首都 15 所公立高中教授中文，实现了首都公立高中中文教学全覆盖。

2019 年 1 月 26 日，济南大学共建马利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黑角分

院举行成立仪式，进一步扩大了两国人文交流平台（设有独立教学点）。同年，

孔子学院协助华商在布拉柴维尔创建了中文国际学校。这是一所从幼儿园到高

中一体化建设的学校，在执行刚果（布）教学大纲的基础上，学校从幼儿园阶

段开始对学生提供中文教学[1:104]
。

2021 年，4 月 9 日，河南省实验中学和刚果（布）冈波·奥利卢革命中学

在线同步举行了“冈波·奥利卢革命中学孔子课堂揭牌仪式”。孔子课堂为刚青

少年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提供更大窗口，为深化刚中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

贡献力量。由此可 “一院多点”办学模式的成效及其对刚果（布）中文教育

事业显著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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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明互鉴，不断推动中刚人文交流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国家独立后纷纷与中国建交并签订系列中非文化交流

合作协定。在中非文化协定的框架下，中国陆续接收非洲来华留学生并派遣教

师赴马里、刚果（布）等国进行教学援助[6]。可以说近年来中国和刚果（布）的

文化交流取得了显著进展，为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搭建了桥梁。在双方

的友好合作之下，中国政府每年为刚果学生分配 50 个奖学金，包括孔子学院的

奖学金。截至 2023 年，已经有 200 多个学生获得孔子学院奖学金（现更名为

“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并到中国留学。他们在华的学习时间从一学期至 4 年

不等，包括短期进修，攻读本科、硕士、博士学位；孔子学院组织 140 名刚果

学生赴华参加夏令营或者秋令营活动；选拔 12 名学生赴华参加“汉语桥”中文

比赛；多次组织马利安·恩古瓦比大学校领导参加全球孔子学院大会及全球国

际中文教育大会；还曾组织布拉柴纪念馆管理层赴华参加学术研讨会及发现孔

子文化之旅。恩大孔院在促进语言学习、人员交流、学术研究方面发挥着积极

作用，已经成为中刚人文交流、文明互鉴的重要平台。与此同时，恩大孔院多

次接待或参与接待来自中国的交流团或非洲研究学者，协助中国相关人员发现、

了解、介绍、研究刚果。2019 年 5 月，济南大学和马利安·恩古瓦比大学在恩

大孔院创设了“中非研究中心”，双方大学校长郑重为该中心揭牌[7]。

综上所述，经过多年的发展历史，刚果（布）的中文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

越来越多的刚果（布）人开始了解和学习中文，中文教育也逐渐成为国家教育

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文教育的普及不仅提高了刚果（布）人民的文化素

养和国际竞争力，也增进了中刚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同时，中文教育

也为刚果（布）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未来，随着两国关系

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刚果（布）的中文教育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为两国的文

化交流与合作贡献更多力量。

四、刚果（布）中文教育发展的影响因素
尽管刚果（布）的中文教育通过多年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同其他国

家或地区相比较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文教育要达到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仍需

付出巨大的努力。刚果（布）中文教育中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

（一）中文教育政策支持不足，受众群体有限

尽管刚果（布）政府高度重视中文教育的发展，但政策的推行范围有限。就上

文提到的统计数据来看，目前刚果（布）开设中文课程的学校数量很小，许多

学校反映虽有政策鼓励，却没有相关落地措施资金支持。政府在教育经费分配

上更倾向于其他传统科学，导致中文教育得不到足够的资金和支持，许多中小

学的学习环境差，缺乏设备，难以实现现代的教学模式和教授。中文教育很难

推广到更多的学校，不利中文教育的长期和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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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政府对设立本土中文教师岗位态度不积极，尤其本土中文教师的薪

资待遇问题，是当前中文教育发展中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随着中

文教育普及，中文教师的需求逐渐增加，但本土中文教师的薪资待遇仍有待提

高。由于刚果（布）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教师的整体收入水平也受到

影响，严重导致一些优秀的中文人才不愿意投身到中文教育事业中。王永康

（2023）指出刚果（布）教师薪资待遇问题，认为工资待遇没有保障，在公立

高中任教的教师每月只能收到 5 万中非法郎（约合人民币 530 多元）的课酬费，

在私立中小学任教的教师按照课时量领取课时费，收入也较低，导致大部分教

师会因为中资企业的招聘而改行
[1:111]

。

此外，政府在中文教育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缺乏明确中文教育发展规划，

执行力度不够等。中国有句古话“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刚果（布）中文教

育发展规划同样如此，适时制定中文教育发展规划，保证刚果（布）中文教育

普及和发展。

（二）中文教育社会认知度有限

中文教育在刚果（布）的社会认知有限，这主要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

公众对于中文教育的了解并不深入，很多人只是听说过中文，但并不清楚学习

中文的具体意义和价值。其次，由于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中文在刚果（布）

并未像在其他一些国家那样得到广泛的推广和普及，这也导致了社会对中文教

育的认知度有限。此外，教育资源的分配也仍影响了中文教育的社会认知度，

一些地区或学校由于资源有限而无法提供中文课程，从而进一步限制了公众对

中文教育的了解和接触。当前，除了当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以及国际中文学

校举办活动，其余全部开设中文课程的普通高中和初中都不举办中国文化活动，

更没有设计中国文化教学内容。要提高中文教育在刚果（布）的社会认知度，

需要政府、教育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通过加大宣传力度、增加教育

资源投入等方式，推动中文教育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认知和重视。

（三）“三教”问题严重制约刚果（布）中文教育的发展

首先，刚果（布）中文教师数量匮乏，质量较低。刚果（布）中小学对中文教

师的需求日益增长，这主要源于中非关系的不断加深以及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

广泛传播。随着越来越多的刚果（布）学生表现出对中文学习的兴趣，以及家

长对孩子未来职业发展的多元化考虑，中小学阶段引入中文教育成为必然趋势，

而现有的教师数量难以满足需求。刚果（布）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教师

问题[8]，教师数量和质量严重限制了中文教学的普及范围，并使得许多有兴趣学

习中文的学生无法获得学习机会。就目前来看，很多学习机构或私立学校都想

招聘汉语教师，但找不到合格的人选，只能找一些会说中文的人，但会说中文

并不代表能够教好中文。大多数会说汉语的刚果人要么是曾经到中国留学，要

么是曾经在中国从事商务活动。虽然有些刚果学生在中国拿到了汉语语言专业

的本科学历，但其他教师绝大部分是孔子学院的学员，只通过了 HSK 三级考试。

然而， 如果没有相关的汉语教学专业背景或培训，他们在教学方法、教学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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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音等方面可能存在很多缺点和问题。因此，刚果（布）的汉语教学面临的最

大问题之一就是缺乏本土教师。

根据 2023 年中文教学总督学巴希老师的统计，全国共有 25 所公立学校在

6 个城市开设了中文课，其中高中 22 所，初中 2 所，主要分为：首都布拉柴维

尔 16 所高中和 1 所初中；黑角 3 所高中；多利吉 1 所高中；马丁古 2 所高中；

奥约 1 所初中；金卡拉 1 所高中。本土教师共有 34 名。

2023 年底，为参加国家编制教师招聘的考虑，二语言非编制教师协会

（C.E.L.V.E.C）再次对全国二语非编制教师进行了统计，显示全国本土中文教

师只有 16 名，主要分布在高中和初中阶段，且主要集中在首都布拉柴维尔高中

阶段，地区分布不均。目前马利安·恩古瓦比大学除了孔子学院的培训班，大

学的其他院系由于缺乏中文教师，暂时停止中文课。综上所述，刚果（布）中

文本土教师严重匮乏。

另外，教师队伍建设尚未完善，许多本土中文教师的语言水平难以满足学

生的学习需求。如前所述，34 名本土教师中，只有 5 名在中国拿到了汉语语言

专业的本科学历，3 名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尽管有教师在孔子学院接受培训，

但整体中文教学水平仍有待提升。

再次，刚果（布）中文教学资源严重不足。刚果（布）缺乏汉语教材，在

许多图书市场和大学图书馆中，几乎找不到汉语教材或学习中文相关的资料，

而汉语教材主要集中在马利安·恩古瓦比大学在恩大孔院。这些教材通常是中

国出版的，例如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和中文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出版的教材。而

且这些教材通常是英语注释的，然而刚果（布）是一个非英语国家，虽然英语

在刚果（布）很普及，但大多数刚果学生不太懂英文，英语基础相对较弱，因

此他们在使用这些教材时往往不能完全理解。如果能提供法语版的教材，有助

于刚果学生学习汉语效率。简单的来说，本土化的教材将有助于刚果学生更快

地掌握汉语。张百成（2019）指出刚果（布）现有教材的本土化问题。如，首

都高中使用的教材为《汉语基础课本一到三册》是 1990 年前使用的教材，而刚

果（布）教师还在用作参考教材，从来没更换[9]。教材问题不仅给教师造成压力，

对于国家的中文教学发展也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最后，设备与设施问题也较突出。就目前来看，部分普通高中和初中没有

独立的图书室、语音室、网络等。教室缺乏现代化的教学设备（音响、电视、

投影仪）等，很难实现现代化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课程内容基本完全采用

“水泥黑板+粉笔”的形式授课，课堂上都是抄黑板、记笔记，更不用提利用多

媒体或者丰富的网络资源进行教学，学生也完全没有条件在课外进行听力和语

音的学习。由此可见，许多教师仍然采用单一的教学模式，过于传统，而缺乏

创新和变革，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这种单一的教学方法无法满

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形象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参与度，并很难把语言知识转化为

学生的语言能力，听、说、读、写、译五项语言技能也无法得到全面训练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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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导致学生的中文水平普遍不高，似乎中文学习的主要功用就是应付高考。

随着教学规模的继续增长，教学设施和设施也将日益捉襟见肘。

（四）网络条件不佳，教学资源不足

刚果（布）的网络条件不佳和教学资源不足对其中文教育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由于网络基础设施的薄弱，学生们在获取中文学习材料时面临诸多困难，无法

像在其他网络发达的国家那样，轻松访问丰富的在线中文学习资源。思拉河

（2021）调查刚果（布）学生使用在线平台学习汉语指出，刚果（布）网络收

费价格过高[10]，网速却较为缓慢。这不仅限制了他们的学习深度和广度，也使得

中文学习变得相对孤立，缺乏互动性。例如，2021 年疫情期间由于刚果（布）

网络条件不佳，全国不同年龄段和教育阶段受了影响，包括孔子学院和国际中

文学校都无法使用网络平台进行教学。就目前来看，只有孔子学院、孔子课堂

和国际中文学校网络条件较好，部分在首都的普通学校和偏远地区学校网络硬

件条件堪忧。这使得一些需利用网络教学的中文教材以及一些中国高校团队研

发的优秀教学课件的利用受限。这说明部分学校多媒体资料无法在课堂上运用，

大大限制了将中文课生动化、具体化的教学理念的应用。

此外，教学资源的匮乏意味着教师们在教学时缺乏多样化和现代化的教学

工具，难以采用创新的教学方法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效果。这进一步加剧

了中文教育在刚果（布）的挑战，使得提升中文教学水平和普及中文教育变得

更加困难。综上所述，刚果（布）的网络条件和教学资源状况对其中文教育构

成了不小的障碍，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来改善这一现状，以促进中文教育的更好

发展。

五、刚果（布）中文教育发展对策
当前，刚果（布）中文教育最关键的是要保障中文教学的健康发展，制定中文

教育发展政策和发展规划、加强政策支持，增加中文教育投资力度、加大本土

教师的培养力度，加强中刚中文教师交流与合作，打造一批卓越的本土教师、

丰富教学资源与完善教学条件，组织编写本土教材等。

（一）制定中文教育发展政策和发展规划

刚果（布）教育部门需要与当地孔子学院和中国高等学校加强沟通与合作构建

统一的中文教育管理协调机构显得尤为重要。这一机构应负责规划、协调、监

督和评估全国的中文教育工作，确保中文教育政策的连贯性和执行的有效性。

同时，明确中文教育的发展规划，做好本土中文教师教育体系构建包括课程规

划、教学要求、教师标准制定、教材编写、入职及入职后培训等相关工作安排、

学生评估等方面，以确保中文教育能够有序、高效地进行。此外，该机构还应

积极寻求与中国教育机构的合作，引进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教学方法，不断提升

刚果（布）中文教育的水平和国际竞争力。通过这样的努力，我们有望看到刚

果（布）的中文教育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更加繁荣和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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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政策支持，增加中文教育投资力度

刚果（布）在推动中文教育发展的过程中，确实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持续

的投资力度，决定了中文教学工作能否顺利展开。政府应将中文教育提升至国

家战略层面，出台一系列具体措施，为中文教育的普及与提高提供坚实的政策

保障。这包括但不限于制定中文教育发展规划、明确中文教育的目标与路径，

以及为中文教育提供稳定的财政支持。在投资方面，政府需要增加对中文教育

的投入，改善教学设施，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如优秀的中文教师、现代化的教

学设备等。政府可以主动招商引资，吸引中资企业家为中文教育的发展来投资，

以改善刚果（布）中文教育的条件。同时，政府可以与中国合作，共同设立

“刚果（布）-中国中文教育基金”，专项用于资助刚果（布）的中文教学项目、

教师培训、教材开发以及学生奖学金等，借助中国的教育资源和经验，共同推

动刚果（布）中文教育的快速发展。现今，刚果（布）中文教育发展势头良好，

越来越多公众渴望学习中文，如果能够得到一定的资金支持，相信刚果（布）

中文教育将能够实现更快速的发展。

（三）加大中文教育的宣传力度，提高社会认知度

为了让更多民众了解并重视中文教育，刚果（布）需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多

种渠道和方式推广中文教育。政府可以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学校开设中文课程，

为学生学习中文提供更多机会。同时，社会各界也应积极参与，共同推动中文

教育的普及。媒体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报道、专题节目等形式，介绍中文

的魅力以及学习中文的重要性。此外，举办中文文化节、中文演讲比赛等活动，

也能有效提升民众对中文教育的兴趣和认知。可以与学校、社区合作，开展中

文教育普及活动，让更多的家长和学生了解中文教育的重要性和意义。此外，

还可以通过媒体宣传、社交网络等途径，扩大中文教育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四）加大本土教师的培养力度，加强中刚中文教师交流与合作

刚果（布）中文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本土教师的培养与合作。唐贤清（2024）

指出，各国高校自主培养中文人才和教师是实现“自我造血”的根本举措
[11]

。

同样的道理，只有在刚果（布）政府在政策、体制机制、财政安排等方面共同

努力，才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本土汉语教师。这意味着，要决定中文教育在刚

果（布）能否顺利开展，政府必须先考虑并重视“自我本土教师的培养”。可以

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引进优秀的中文教师和教育资源；同时加强现有本土中文

教师的培训，并提高其待遇，以吸引更多的人投身中文教育事业。此外，建立

教师激励机制，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教学研究和学术交流，提高其教学水平和专

业素养。刚果（布）政府需制定中文教师培训计划，每年至少两次，定期邀请

外派教师为刚果（布）助教开设讲座，并辅导他们上课。另外，应该完善“助

教培养制度”，积极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以鼓励更多优秀学生到中国深造，学习

中文教育专业、培养本土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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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教师作为最基本的教学资源，政府和相关教育机构应考虑在本国大学开

办中文系，拥有更专业的教育体系和教学队伍的同时考虑现任的非编制教师身

份更换为编制教师，并关注到一定中国攻读相关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本、硕、

博学生，他们将对加强刚果（布）的本土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学发展起到重要作

用。

（五）丰富教学资源与完善教学条件，组织编写本土教材

刚果（布）的中文教学在近年来逐渐受到重视，但要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和效

果，丰富教学资源与改善教学条件是必不可少的。就当前来看，刚果（布）中

文教育现有的教材非本土教材，尚未有自己编写的本土化教材。所用教材《汉

语基础课本一到三册》是 1990 年前使用的教材，内容过于陈旧。为了更新教材，

2017 年，马利安.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给教育部提供了《轻松学中文》和《当代

中文》作为参考教材，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刚果（布）的中文教学资源相对匮

乏，教材、教具以及辅助学习材料都有待增加和更新。建议可以与中国出版社

合作，引进和开发适合本土学生的中文教材和学习资料,同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手段开发数字化教学资源，如在线课程、教学视频等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此外，还可以加强学校图书馆和中文学习角的建设，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场

所和资源。在改善教学条件方面，政府可以加大对中文教育的投入力度，改善

学校的教学设施和设备，如购置计算机、投影仪等现代化教学设备，提高中文

教学的效果和质量。

六、结语
通过对大量的原始数据进⾏综合分析和系统总结，我们全面把握了刚果（布）

中文教育的发展历程，从缓慢发展到孔子学院创建后的快速发展，主要划分两

个阶段：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1970）至 21 世纪 2000 年后（2011）的起步

期和从 2012 年至今的发展期，并阐述了其中文教育发展中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同

时面临的挑战。可见，中文早已融入刚果（布）外语教育体系，但其发展较缓

慢。而当前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开设中文教学已经覆盖幼儿园、小学、中学、

大学等各阶段，中文学习者已有上万人。快速发展不仅是刚果（布）中文教育

追求的新阶段，更强调其中文教育发展的终极目标，反映的是刚果（布）中文

教育的理想和追求。刚果（布）中文教育快速发展是一个持续推进的动态过程，

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其中文教育面临的挑战。刚果（布）相关部门

应引领其中文教育的发展，注重制约发展问题与规模协调发展规划，通过提高

中文教育质量来吸引中文学习者，以规模的扩大来支持和推动中文教育的普及；

开展集成创新实践，以新的理念和方式、新的教育技术、新的管理以及多元主

体的协同、各教育要素的综合集成推动港股刚果（布）中文教育的发展；制定

中文教育相关法律法规，推动全国制定中文教育政策、教育方案和中文教学标

准，建立有利于中文教育的普及和发展的程序和制度，促进两国关系的长期稳

定与繁荣，更好地构建高水平中刚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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