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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ese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anguages
 

in
 

the
 

world 
 

has
 

attracted
 

attention
 

from
 

various
 

countries.
 

Kyrgyzstan 
 

as
 

an
 

important
 

node
 

country
 

of
 

the
 

Belt
 

and
 

Road  
 

actively
 

responds
 

to
 

this
 

initiative
 

and
 

vigorous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country
 

by
 

taking
 

a
 

series
 

of
 

measures 
 

such
 

as
 

building
 

Confucius
 

Institutes 
 

setting
 

up
 

Chinese
 

research
 

centers 
 

and
 

exploring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program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an
 

inclusive
 

multilingual
 

educa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has
 

been
 

well
 

developed
 

in
 

Kyrgyzsta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Kyrgyzsta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ultilingualism
 

by
 

studying
 

Kyrgyzstans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exploring
 

the
 

bottleneck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and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and
 

attempting
 

to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that
 

are
 

more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Kyrgyz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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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視閾下吉爾吉斯國際中文教育政策研究

任珊珊

上海政法學院

摘　 要: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不斷推進,中文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語言之一,受到各國的關註和重視。 吉爾吉斯

斯坦作為「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國家,積極響應這一倡議,通過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共建孔子學院、設立中國研究

中心、開拓合作交流項目等,大力推動本國中文教育事業的發展。 在包容的多語教育政策框架下,國際中文教育在

吉爾吉斯斯坦得到了良好的發展。 本文旨在通過研究吉爾吉斯斯坦語言教育政策,深刻剖析多語製背景下中文教

育在吉發展現狀,探究中文教育政策的瓶頸以及問題成因,試圖提出更適合吉爾吉斯中文教育發展的建議。

關鍵詞:一帶一路;國際中文教育;吉爾吉斯斯坦;語言教育政策

基金項目:2023 年上海政法學院青年科研基金項目(2023XQN12)

引言

「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倡導「新型國際關系」的具體實踐,對沿線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作為古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國家,吉爾吉斯斯坦是最早支持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之一,為共建「一帶一

路」註入了新活力。 吉爾吉斯斯坦位於中亞地區,是歷史上多個大國的交匯地帶,擁有獨特的文化特點。 兩

千多年前,中國漢代的張騫打開了中國同中亞各國友好交往的大門。 近年來,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

中吉兩國除了經貿合作,兩國的語言文化交流也日益增多。

語言作為人類社會交流和文化傳承的基石,在不同歷史時期和文化背景下,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語言互通是實施「五通」的基礎①,是民心相通的根本保障②。 國際中文教育在促進中吉兩國各領域合作中

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吉兩國友好合作的發展也大大提升了吉爾吉斯人民學習中文的熱情。 我國積極促

進國際中文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國際中文傳播,並於 2015 年提出「中國每年向沿線國家提供 1 萬個政

府獎學金名額」。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文教育在吉爾吉斯斯坦迅速發展,成為雙邊合作的亮點。

吉爾吉斯斯坦國際中文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國內,涉及吉爾吉斯斯坦的孔子學院、中文教育現狀、師資

問題、教材選取、多語教育和中文傳播路徑等方面。 這些研究通過全面的分析,探討了吉爾吉斯斯坦國際中

文教育的「三教」等問題,並提出了切實的改進措施和建議。 本文旨在現有研究基礎上,進一步了解在「一帶

一路」框架下吉爾吉斯斯坦如何推動國際中文教育,並對現有研究進行擴展,探索其語言政策和實踐,為國

際中文教育研究領域提供了新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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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吉尔吉斯语言教育政策概况

吉爾吉斯斯坦毗鄰中國,與中國經濟、文化合作交流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 然而,歷史、地理原因,

吉爾吉斯斯坦是一個多民族、多語言國家,中文在吉爾吉斯的語言教育中並未有突出優勢。 吉國境內有 80

多個民族④,據吉爾吉斯斯坦國家統計委員會居民民族成分人口統計數據,2022 年吉爾吉斯人口為 693. 6

萬,其中主體民族吉爾吉斯族人口為 537. 9 萬人,占總人口 77. 6%;烏茲別克族人口為 98. 7 萬人,占總人口

的 14. 2%;俄羅斯人為 28. 3 萬人,占總人口的 4. 1%;其他民族(東幹族、維吾爾族、塔吉克族、土耳其族等)

占總人口的 4. 1%⑤。 吉爾吉斯各民族語言差異較大,有屬於突厥語系的吉爾吉斯語和烏茲別克語,也有斯

拉夫語系的俄語,還有屬於漢藏語系的東幹語等。 根據《吉爾吉斯共和國憲法》,吉爾吉斯共和國的國語為

吉爾吉斯語。 2004 年頒布的《吉爾吉斯國家語言法》規定:俄語為吉爾吉斯共和國的官方語言。 吉爾吉斯共

和國保障吉爾吉斯斯坦各民族保有本民族語言的權利,並為其學習和發展本民族語言創造條件。

1991 年蘇聯解體,中亞五國相繼獨立,主體民族意識覺醒,掀起了去俄羅斯化高潮,紛紛進行文字改革。

同時,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作為強勢外語的英語也逐漸受到重視,俄語不再一家獨大。 1992 年頒布的

《吉爾吉斯共和國教育法》 ⑥規定:「吉爾吉斯語為基本教學用語。 在所有教育機構中,學習吉爾吉斯語、俄語

和一種外語是強製性的要求」。 吉爾吉斯斯坦大力推行吉爾吉斯語,但由於歷史原因,以及社會經濟發展和

對外交流的需要,俄語強大的社會功能並沒有因為法律規定而下降。 俄語是世界性語言,在全球化時代,俄

語依舊是吉爾吉斯人民獲取信息的最重要的語言工具。 2004 年《吉爾吉斯共和國國家語言法》重新賦予了

俄語法律地位,在教育領域對俄語教學需求的呼聲也越來越高。 吉爾吉斯斯坦南部地區曾因語言而引發流

血事件,語言教育政策一直是吉爾吉斯關註的重點。 為促進國家語言的綜合作用,確保各民族在掌握官方

語言的同時用自己的母語接受教育,吉爾吉斯斯坦目前施行多語教育模式。 2011 年,吉爾吉斯斯坦開始了

多語教育模式試點工作。 2013 至 2022 年間,吉爾吉斯多語學校數量呈穩定增長趨勢(見表 1) ⑦。 21 世紀吉

爾吉斯斯坦語言政策的目標是培養會講國語、官方語言和一種外語的新一代吉爾吉斯斯坦人⑧。 吉爾吉斯

斯坦基礎教育(1-11 年級)階段,從 3 年級開始教授外語,主要為英語,同時各地區和學校根據情況,學生可

以選修土耳其語、希伯來語、西班牙語、德語、中文等外語。

表
 

1　 全日制普通教育機構中按教學語言劃分的學校情况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雙語及多語教育學校總數(單位:所) 493 507 526 551 573 602 611 643 656 684

其中:

吉爾吉斯語-俄語學校 346 360 369 397 409 445 453 484 499 520

吉爾吉斯語-烏兹别克語學校 60 54 54 49 52 49 45 48 49 43

吉爾吉斯語-塔吉克語學校 2 2 3 2 2 2 2 2 3 2

俄語-英語學校 4

烏兹别克語-俄語學校 46 49 52 48 54 52 50 56 49 51

烏兹别克語-塔吉克語學校 - - 1 1 1 -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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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俄語-塔吉克語學校 - - - - - - 1 - - -

吉爾吉斯語-烏兹别克語-俄語學校 35 38 43 50 51 50 56 50 53 59

俄語-烏兹别克語-塔吉克語學校 4 4 3 3 3 3 2 2 2 2

吉爾吉斯語-俄語-英語學校 2

吉爾吉斯語-俄語-烏兹别克語-塔吉

克語學校
- - 1 1 1 1 1 1 1 1

二、
 

吉爾吉斯斯坦國際中文教育政策

語言政策可以是顯性的,也可以是隱性的。 所謂隱性語言教育政策是指沒有明確的文字規定,但是語

言態度和語言意識形態在文件的字裏行間體現出來或通過某些行為表現出來。 顯性語言教育政策是指可

以從相關的法規、條例、政策文件中尋找到明文規定的語言教育政策⑨。 吉爾吉斯顯性的語言教育政策通過

《吉爾吉斯共和國憲法》《吉爾吉斯共和國教育法》《吉爾吉斯共和國官方語言法》《吉爾吉斯共和國國語法》

《吉爾吉斯共和國多文化和多語教育構想》等一系列國家法律文件體現出來。 吉爾吉斯斯坦 1991 年獨立以

來,在語言教育政策領域進行不斷探索和調整,從單一發展吉語教育到吉語———俄語雙語教育,再到當今的

多語教育。 2013 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十年間中文教育在吉爾吉斯斯坦的發展日益加速。

最初階段,吉爾吉斯斯坦的國際中文教育一方面主要集中在高校。 蘇聯解體後,吉爾吉斯斯坦開始開

設中文、土耳其語、波斯語、阿拉伯語等外語專業。 1992 年,比什凱克人文大學(現名為:比什凱克國立大學)

成立中文系,這是吉爾吉斯最早開設中文專業的高校,然後是吉爾吉斯民族大學⑩。 據統計,截至 1999 年 6

月,吉爾吉斯有 8 所高校開始了中文課程,高校中文學習人數 240 余人,中文教育發展相對緩慢。 但中文

教育已經在吉爾吉斯斯坦高校中作為一門學科被確立下來,並在逐步完善和發展。 隨著吉爾吉斯斯坦與中

國友好關系的快速發展,勞動力市場對掌握中文知識的專業人才需求增加。 2004 年比什凱克人文大學中文

系發展為吉中系,開設有國際關系、東方學、中國研究、翻譯等專業。 2006 年,比什凱克人文大學成立了中亞

地區第一個漢語水平測試中心(HSK)。

另一方面,各高校與中國高校合作建設的孔子學院承擔了吉爾吉斯斯坦的國際中文教育工作。 2008 年

6 月 15 日,新疆大學與比什凱克國立大學合作,在吉爾吉斯斯坦建立了第一所孔子學院。 2009 年 5 月 14

日,新疆師範大學與吉爾吉斯民族大學合作,成立了吉爾吉斯第二所孔子學院。 同年,吉爾吉斯民族大學孔

子學院獲得獲批漢語水平測試(HSK)和少年漢語水平考試(YCT)考點。 僅 2012 年參加漢語水平考試的人

數就達 2000 人次,並且報名人數呈大幅遞增趨勢。 2013 年 5 月,吉爾吉斯民族大學開設了漢語水平口語

考試(HSKK)考點,為評估和提高學習者的中文口語能力創造了有利條件。 2013 年 6 月 20 日,新疆師範大

學與吉爾吉斯南部奧什國立大學合作建設了吉爾吉斯第三所孔子學院。 奧什國立大學孔子學院是中亞唯

一一所接受歐洲國際教育教學評估的孔子學院,是中亞地區唯一擁有本科學位授予資格的孔子學院。 21 世

紀,國際中文教育在吉爾吉斯加速發展。

「一帶一路」倡議十年間,中吉兩國的經貿、能源、教育等領域重大合作項目開啟,如:中吉亞歐大陸橋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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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項目、中吉天山天然氣管道項目、中吉烏 TIR 國際公路、吉新北南公路、吉首都市政路網改造、楚河 2 號水

渠等。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項目的推進和落實,吉爾吉斯斯坦青年對中文學習的熱情高漲。 與此同時,中

國在吉投資建廠,進一步擴大了對各層次中文專業人才的需求,推動了國際中文教育在吉爾吉斯的發展。

本部分主要探討在起步較晚但發展迅速、自下而上的隱性語言教育政策影響下的國際中文教育發展路徑。

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
 

開設孔子學院和各類教學中心

吉爾吉斯斯坦奧什國立大學孔子學院積極致力於國際中文教育的發展,於 2015 年 12 月獲批建設「示範

孔子學院」,並於 2017 年 5 月建成,是俄語區第一所被中國教育部語合中心授予「全球示範孔子學院」稱號

的孔子學院。 2016 年 12 月,吉爾吉斯斯坦第四所孔子學院———賈拉拉巴德國立大學孔子學院成立,目前分

設 14 個教學點,年均註冊學員近百余名。 由於中文不是每個中小學 / 大學的必修課程,所以該孔子學院在中

學及大學開設學分和非學分課程。 2014 年,吉爾吉斯國立技術大學開設孔子課堂,受到全校師生的青睞。

自 2010 年起,吉爾吉斯-土耳其瑪納斯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與孔子學院密切合作。 2015
 

年
 

1
 

月,該系啟用

了配備最新技術的多媒體孔子課堂,以加深學生對中國語言和文化的了解。 截至 2023 年 9 月,吉爾吉斯斯

坦已成立 4 所孔子學院,下設孔子課堂、中文教學點。 目前,比什凱克國立大學孔子學院已開設 10 個孔子課

堂,11 個教學點,年均註冊學員 6000 余人,學員覆蓋幼兒園、小學、中學至大學、政府部門等。 該孔子學院開

設各類中文培訓班、輔導班、中華才藝班、烹飪班等。

(二)
 

搭建平臺和促進中文教育縱深發展

「一帶一路」推動了吉爾吉斯斯坦的中文熱,高校增開中文系以滿足學生的中文學習需求。 2016 年奧什

國立大學開設吉中系,培養中文和語言學領域的高級專業人才,提高對中國語言、文化、經濟和政治的認識。

2017 年,吉爾吉斯民族大學吉中系學習中文的學生達到 1200 人,是中亞地區中文學習人數最多的高校。

截至 2022 年 10 月,吉爾吉斯斯坦 61 所高校中有 9 所高校開展了中文教學:吉爾吉斯民族大學、比什凱克國

立大學、奧什國立大學、吉爾吉斯-俄羅斯斯拉夫大學、吉爾吉斯國立大學、納倫國立大學、奧什國立師範大

學、吉爾吉斯-土耳其瑪納斯大學、阿拉套國際大學等。 與此同時,中文教育逐步走向低齡化,在比什凱克市

第 69 中學、第 68 中學、第 31 中學、第 13 中學、第 9 中學、第 4 中學、第 24 中學等的學生積極參與孔子課堂

教學活動,中小學中文教育參與度不斷提升。 此外,社會教育機構的中文課程班也廣受大中小學生的歡迎。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了解中國文化可以更好地促進中文學習。 自 2015 年開始,吉爾吉斯斯坦南部地區

開始舉辦「絲路杯」中國國情知識競賽,該比賽在吉爾吉斯南部地區影響不斷擴大,這種以賽促學的形式每

年吸引了數百吉國青少年。 2017 年 10 月,比什凱克開設了中亞地區首家中文暨中國主題書店「尚斯書店」,

店內還展示民族樂器、傳統服飾等其他中國文化產品。 2019 年,比什凱克國立大學「中國館」揭牌,館內陳列

著千余種介紹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科技等方面的圖書影像資料。 2022 年 7 月 22 日,中吉兩國

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新聞出版署與吉爾吉斯共和國文化、信息、體育和青年政策部關於經典著作互譯

出版的備忘錄》,進一步加深了吉爾吉斯斯坦人民對中華文明的理解和欣賞。 2023 年,中國研究中心和中國

語言文化中心相繼在吉爾吉斯斯坦外交學院和吉爾吉斯斯坦納倫國立大學成立。 各中心的成立為吉爾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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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斯坦專家學者研究中文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三)
 

開創新模式和構建多元化培訓體系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發展領域的拓寬,中吉兩國在經貿、投資、文化、教育、農業等領域的合作進一步加

強,單純的中文教學已經無法滿足社會需求,吉爾吉斯斯坦積極探索復合型人才培養模式。 奧什國立大學

啟動了中文和 IT 雙學位培養模式,旨在培養復合型雙語人才,以滿足時代的發展需求。 同時,使學生在未來

更具競爭力,能夠參與到「一帶一路」倡議的各個領域中。 吉爾吉斯斯坦高校積極尋求與中國高校的合作,

推動中文學科專業建設、學生實習實踐基地建設等。 例如,奧什國立大學與天津外國語大學簽署合作協議,

就開展中文線上學分課教學、學生聯合培養、學生實習、文化和學術交流等問題進行合作。 在吉爾吉斯民族

大學,除了吉中學院的高等教育外,還有附屬的中等職業教育,即有一個持續的多層次教育系統。 在學校課

程的基礎上,還開設了「管理」、「市場營銷」和「翻譯」等專業的漢語進修課程,獲得大專文憑的學生可以進

入吉中學院繼續學習相近或相關專業的學士學位課程。

在教育國際化的推動下,教育機構的合作共建成為一種新的模式。 2022 年 5 月,中國與吉爾吉斯斯坦

共建「鄭和學院」,培養跨境電子商務領域的人才,共同搭建跨境電商實訓和人文交流中心等平臺。 2023 年,

吉爾吉斯斯坦奧什工業大學與中方合作院校就「魯班工坊」建設達成可行方案,培養懂中文的專業技術人

才。 這些舉措可以將中文語言教育與職業教育相結合,培養具備中文技能的專業人才,滿足市場對中文翻

譯、商務溝通和文化交流等領域的需求,為中吉兩國的發展提供了更多元化的人才儲備。

(四)
 

加強與中國的師培合作交流

在中國教育部頒布的《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的推動下,中吉教育合作不斷取得新的突破,中

文教育在吉爾吉斯不斷發展。 奧什國立大學校長科若別科夫說,歷經 10 年發展,奧什孔院的師資隊伍不斷

壯大,本土教師在國際中文教育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吉爾吉斯民族大學吉中系的所有中文教師都在中國進

修過,或是畢業於中國高校。 比什凱克國立大學中文系的教師每年都前往中國參加教師培訓,以提升自身

語言知識,完善教學方法。 初等教育階段的中文教師隊伍學歷尚可,90%以上具有本科學歷。 2023 年 8

月,吉爾吉斯斯坦教育部部長助理古麗帶領高校、孔院本土教師以及比什凱克 7 所中學的校長組成的代表團

訪問陜西省中文國際教育研究會,主要探究吉爾吉斯斯坦國際中文教育問題,會談時她提到「近幾年吉方掀

起中文熱,從中小學到大學,學習中文的人越來越多。 對於國際中文教師的需求也是越來越大,期待研究會

可以為吉方輸送更多的優秀中文教師,推動吉方本土教師到中國進修。」奧什國立大學孔子學院提出建立

「吉爾吉斯本土中文教師培養培訓中心」的建議,以提高本土教師授課能力和水平。

三、
 

存在的問題及應對策略

在《2014-2020 年吉爾吉斯共和國發展國家語言和完善語言政策綱要》中強調,「多語教育」是使用兩種

或多種以上語言作為教學媒介語。 該術語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1999 年引入,指在教育中至少使用三種語

言:母語、民族語言和國際語言。 同時,必須從根本上提高共和國教育機構的外語教學質量。 中文,同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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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一樣,同為聯合國官方語言,都是國際語言之列。 俄語是吉爾吉斯斯坦的官方語言,是族際交際用語,

從 1 年級到 11 年級均為必修課,仍是吉爾吉斯廣大民眾使用的最為廣泛的國際語。 2002 年吉爾吉斯斯坦

共和國教科部發布了《2010 年前吉爾吉斯共和國教育發展構想》,其中提出「盡早讓兒童接受外語訓練,在

小學擴大外語教學」。 吉爾吉斯斯坦的教育體系沿用前蘇聯模式,基礎教育 11 年,分為 3 個階段:初等教育

1-4 年級、中等教育 5-9 年級、高中 10-11 年級,吉爾吉斯斯坦外語教育從 3 年級開始。 而外語教育通常是

指英語,吉爾吉斯共和國教科部為此製定教學大綱,規定學時和考核標準等,例如:2018 年,吉爾吉斯共和國

教科部發布的《普通中學英語教學大綱(5-9 年級)》中給出了 5-9 年級英語的課時安排(表 2),並根據《歐

洲語言共同參考框架》(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對各階段的學習進行

評估。 英語教育在吉爾吉斯斯坦按照一定的規範有序開展。

表
 

2　 普通中學英語教學大綱(5-9 年級)

年級 5 6 7 8 9

學習時長(小時 / 周) 4 3 3 2 2

年學習時長(小時) 136 102 102 68 68

　 　 首先,作為國際語言的中文,吉爾吉斯斯坦通過隱性的語言教育政策支持國際中文在吉的發展,支持在

吉開設 HSK 和 HSKK 等考試考點,為中文學習者提供評測學習結果的機會。 雖然,近年來吉爾吉斯斯坦中

文學習掀起新浪潮,但與俄語、英語發展比較,中文教育體系尚未下沈到基礎教育階段。 雖然各大中小學同

孔子學院積極開展合作,支持孔子學院、孔子課堂走進校園,讓吉爾吉斯斯坦的青少年接觸中文和中國傳統

文化,這些課程激發了學員們對中文和中華文化的興趣。 但是未形成穩定的基礎教育階段中文師資隊伍,

課程零散且不系統,主要是以主題活動體驗為主,也沒有開發有針對性的教材,中文教育的學習需求尚未真

正滿足。 2013 年,吉前總統奧通巴耶娃發起為貧困兒童創造平等教育機會的「草原幼兒園」計劃,每年 6 月

中旬至 8 月中旬開課。 2015 年孔子學院加入該計劃以來,持續派遣誌願者教師到山區給孩子們上中國文化

相關課程,讓孩子們感受中國語言和文化的魅力。 為了讓更多的兒童接觸中文,吉爾吉斯語 SANAT 電視臺

同比什凱克國立大學孔子學院開展合作,在電視臺轉播中文課程,每年 50 節,每節 45 分鐘。 然而由於沒有

明確而統一的課程教學大綱和考核標準,沒有一個共同的框架來管理和監督中文教育,基礎教育階段的中

文教育難以保證質量和標準化。

其次,雖然在高等教育機構國際中文教育平臺及活動建設得較為成熟,吉爾吉斯斯坦也不斷在探索中

文教育的新模式,致力培養「中文+專業 / 技能」人才,但中文及相關專業課程設置仍較單一,缺乏需求導向。

以吉爾吉斯民族大學為例,吉中系語言學專業的中文課程設置為:漢語實踐課、漢語聽力、中國民族心理學、

中國歷史和文化、商務漢語、漢語口語等。 「一帶一路」倡議帶動的經貿、電子商務、計算機、交通等領域所需

的高質量中文專業人才培養仍處於起步階段。 此外,中文教育的師資力量仍短缺,教師的工作量超負荷。

因此,拓展中文教育的發展空間已成為吉爾吉斯斯坦國家發展的一條重要的教育之弦,為實現未來的繁榮

和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為了克服這些挑戰,需要建立更為全面且與需求相匹配的國際中文教育體系,以更好地滿足當前和未

來的行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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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進一步推動多層次合作,加強師資力量

語言相通是各國民心相通的紐帶,在教育合作中起到先導作用。 中吉兩國合作開展中文高質量專業人

才培養可為各國的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提供有力的支撐。 2016 年,中國教育部發布的

《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表示,中國「對接沿線各國意願,互鑒先進教育經驗,共享優質教育資源,全

面推動各國教育提速發展」 。 高等教育須以更加主動的姿態推動沿線國家間的教育交流與合作,積極培養

人才,適應和引領「一帶一路」建設。 吉爾吉斯斯坦可以充分借助「一帶一路」高校戰略聯盟、「一帶一路」

國際科學組織聯盟的帶動作用,深化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合作。 積極同中國高校合作,派遣教師前往中國

參加培訓、進修、訪學等。 在吉本土高校培養優秀的中文教育師資,加強與本土孔子學院的合作,設立中文

教師培訓中心。

(二)
 

積極開發適合吉爾吉斯斯坦本土的教材

多語言環境下的吉爾吉斯斯坦基礎教育面臨一系列挑戰,其中一個主要挑戰是如何為不同民族語言的

學生提供適當的教育,以滿足他們的語言需求。 為了應對多語言背景下的教育需求,目前有很少量的吉語

版教材,大部分仍是俄語版教材。 吉語版教材的開發更有助於學生準備國際中文水平考試,為他們提供與

中國的文化和商業交流做好準備,為學生提供更多學習中文的機會。

(三)
 

推動聯合培養項目,優化中文課程體系

根據國家和國際市場的需求,培養學生具備與實際需求相關的中文及專業技能教育,如經貿、電子商

務、計算機等領域,這將使學生更具競爭力,能夠參與到國際合作和「一帶一路」倡議的各個領域中。 這有助

於吉爾吉斯斯坦的學生在畢業後更容易找到與其學習相關的就業機會,提高了他們的就業競爭力。 開拓校

企合作,使中文專業學生能夠參加實習和實踐工作,提升中文應用能力。 目前,吉爾吉斯斯坦國立技術大學

正在同中國高校合作,積極推進共建魯班工坊工作,為吉爾吉斯斯坦的能源和機械工程建設培養高技術

人才。

(四)
 

統一語言人才培養和考核標準

截至 2020 年底,全球共有 180 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中文教育,70 多個國家將中文納入國民教育體系。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各領域合作加深,中文作為國際語言的作用日益凸顯,若吉爾吉斯斯坦將中文納入其

國民教育體系,在基礎教育階段製定統一的中文教育大綱和考試標準,可以大大提升中文專業人才的培養

質量。 在高等教育階段,雖然有國家統一的畢業考試,但針對中文專業的學生沒有統一的語言畢業標準。

高校在人才培養方案中可以加入畢業生的中文考核標準,根據《國際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級標準》規定本科

畢業生的語言考核規範。

五、
 

結語

通過對吉爾吉斯斯坦在「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的國際中文教育政策的研究,可以看出中文教育在該國

的重要性不斷凸顯。 語言教育政策不僅要考慮國家和民族的利益,還需要顧及廣大民眾的意願。 盡管吉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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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斯斯坦采用隱性的國際中文教育政策,但在各領域的合作和相關活動中,對中文教育的積極支持得以體

現。 2013 年起,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下,中吉雙邊貿易額持續增長,2022 年中吉雙邊貿易額創造了歷

史新高,吉爾吉斯斯坦是該倡議的重要參與者。 同時,在該倡議框架下提出的「綠色絲綢之路」、「健康絲綢

之路」、「創新絲綢之路」、「數字絲綢之路」等,進一步擴大了中吉合作領域,為中文教育的需求提供了更廣闊

的空間。 面對機遇與挑戰,在吉國際中文教學體系科學有效的建設將更有助於促進中吉兩國之間的文化交

流,也有望為吉爾吉斯斯坦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合作項目提供更多的專業人才,促進經濟和社會的持續

增長。 這一趨勢將深化中吉兩國之間的友好合作,融入更廣泛的國際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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