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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有必要对沿线重要节点国家的教育制度深入研究，这样

才能促进教育交流，更好地推广中国文化。目前，针对土耳其教育的研究还比较泛化，有待进一步梳理，

中土两国的语言教育虽然起步很早，但也都处于发展的瓶颈阶段。本文在实地调研基础上，对土耳其的

教育体系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逐级展开介绍，并就土耳其的汉语国际教育现状展开研究，提出了相关

的问题和建议，希望以语言教育为基点，加强两国的文化教育合作，消除彼此认 知 的 陌 生 感，增 强 互 信，

助力于构建中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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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土耳其的经济发展让人刮目相看，国际话语权迅速提高，俨然已经成为“区域大国”，并且是

“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国家，而且还是综合国力最强的伊斯兰国家和“北约军事大国”，但中国各界人士

对土耳其普遍缺乏全面客观的认识，甚至存在偏见，普通民众对土耳其的了解更是知之甚少，甚至将其

与阿拉伯国家或恐怖战乱地区混为一谈。中土同为新兴经济体、同为Ｇ２０重要国家、同为亚投行创始

国。中国提出“丝绸之 路 经 济 带”和“中 国 制 造２０２５”，土 耳 其 推 出“丝 路 驿 站 项 目”和“新 土 耳 其 契 约

２０２３”，相似的发展历程和命运，使两国合作潜力巨大，互补性极强，在战略对接的过程中，土耳其势必将

发挥重要作用。早在２０１２年２月习近平访问土耳其期间就再次强调，中土都是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
要“全面提升两国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水平”，深化各领域合作，营造新的增长点。这些就要求我们加大

对土耳其的研究力度，拓宽广度和深度，克服跨文化传播的障碍，增强政治互信，特别是文化教育领域的

合作与交流，要有的放矢，取长补短，大力提升汉语和中国文化在土耳其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增
强中国的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研究综述

我们以知网为平台，以“土耳其教育研究”为主题进行搜索，从１９３５年～２０１７年，共检索文献３２６
篇，从时间分布上发现，研究的高潮受政治因素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从２０１０开始持续增长，每年超过１５
篇，特别是关于土耳其政治、外交、宗教等方面的力作层出不穷，而文化教育方面略显不足，且整体缺乏

系统性，内容较零散（具体参见表１）。其中有影响的是《土耳其伊斯兰教育的传统与改革》从奥斯曼帝

国后期的世俗改革谈起，以历史角度对土耳其的宗教教育做了宏观的阐述，有一定的史料价值，①随着

近年土耳其宗教势力的崛起，相关文章开始增多，后续还有《政治伊斯兰影响下的土耳其伊斯兰教育的

复兴》②，《世俗化改革与土耳其宗教教育的发展》③，但内容略有重复；《博洛尼亚进程中的土耳其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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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改革》①对土耳其高等教育的改革内容做了详细介绍，并就改革中的组织管理进行了分析，内容较为

翔实；《土耳其教育行政体制探析》②对土耳其行政体制的发展历程和概况做了简单介绍；其他还有零星

关于土耳其学前、教师、远程、军警等方面的教育文章，但都不成体系，理论层面的深度文章较少，大多为

教育现状的简单介绍，参考价值不大。关于土耳其汉学的文章有两篇：《土耳其的高等教育及其对汉学

的研究》③和《１９３５年以来的土耳其汉学研究》④，都属综述性，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

　　可喜的是也可以看到几篇土耳其来华留学生的硕博论文了，这也是我国汉语国际教育的重要

成果。我们选取其中相关度较高的４２篇文献做计量可视化分析，如图１、图２：
表１　土耳其教育研究文献统计

序号 内容分类 数量 时间段 主要刊物 备注

１ 教育制度类 ５　 １９８５～２０１４ 教育教学论坛、国外社会科学、学报 数量少，深度浅

２ 高等教育类 ８　 １９８８～２０１６
比较教 育 研 究、世 纪 教 育 信 息、高 等

教育研究、学位论文２篇

２０１６年 最 多，但

内容重复多

３ 学前及初中等教育 ５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当代学 前 教 育、外 国 中 小 学 教 育、外

国教育研究

初 中 等 教 育 研 究

少，各一篇

４ 教师教育 ５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外国教育研究、教育评论 近５年多

５ 远程教育 ５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现代远距离教育、中国远程教育 集中在９０年代

６ 宗教教育 ５　 １９９７～２０１６ 世界历史、宁夏社会科学 深入分析少

７
特殊 教 育（军 事、医

学、农业、外语等）
９　 １９９３～２０１６

公安教育、世界 农 业、复 旦 教 育 论 坛、

国防、大学学报

单一且少，还有很

多领域未涉及

合计 ４２　 １９８５～２０１６　１５种左右（内容分类有交叉）

图１　土耳其教育研究文献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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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云．博洛尼亚进程中的土耳其高等教育改革［Ｊ］．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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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钢，胡振华．土耳其的高等教育及其对汉学的研究［Ｊ］．宁夏社会科学，１９８８，（３）．
阿尤布·撒勒塔史，杨晨．１９３５年以来的土耳其汉学研究［Ｊ］．西亚非洲，２０１４，（２）．



图２　土耳其教育研究文献分布

目前，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成绩斐然，大大刺激了相互的学术研

究，但相对于经贸发展而言，教育和文化方面的互动就显得微不足道。特别是有关土耳其教育的研究，
暴露出基础薄弱、人才匮乏、资料有限、翻译落后、交流不足等问题。

二、土耳其教育体制现状

土耳其自１９２３年建国后就开始世俗化教育改革，开国领袖凯末尔多次强调“最重要的责任是在教

育领域取得胜利”，努力提高教育水平，逐步实现教育现代化，实行积极的教育西化政策，推动与欧美的

教育合作。１９２４年颁布的《教育统一法》，对教育机构的管理做出明确规定，所有的教育及科研机构统

一归教育部管理①；１９２６年颁布的《教育机构法》对管理架构做出首次调整，以法律形式确认了国家一级

的教育指导委员会和各级地方教育行政组织②；１９８１年颁布的第２５４７号《国家教育基本法》，对高等教

育进行了全面调整，设立了高等教育委员会③；２０１１年颁布的《教育部组织机构与职责相关法》对教育部

的组织架构、各下属职能部门的职责做出了调整，确立了现行的教育行政体制④，在组织层次上分为国

家、省（市）和县三级，具体参见图３。

图３　土耳其教育管理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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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前教育

在奥斯曼帝国晚期就颁布了第一个有关学前教育的法令，共和国成立后又先后颁布了《幼儿园条

例》（１９５２）、《初等教育法》（１９６１）和《幼儿园与托儿所条例》（１９６２）等一系列法规条例。２００４年颁布了

《学前教育机构法》（２００７年修订），对学前教育机构的性质、类型、学制、经费等进行了详细说明和规定。

在参加小学义务教育之前，土耳其３～５岁的儿童可以参加非强制性的学前教育，这一阶段属于非

义务教育范畴，由家庭自主决定。机构主要有幼儿园和托儿班两种，幼儿园为全日制，托儿班为半日制，

附设于小学但不属于初等教育体系。除此之外还有不同组织或单位面向内部员工开设的托儿所及儿童

看护机构，在一些职业高中或高校也会附设托儿班。土耳其的学前教育机构有公立与私立之分，私立机

构条件好、学费高，公立机构通常只收取伙食与清洁材料费。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十年间，土耳其学前教育机构从７６６０所增加到２６，６８１所，在园幼儿数从２１２，６０３人

增长到９８０，６５４人、幼儿教师数也从１１，５９１增长到４２，７１６名，入园率从９．８％提高到３３％，取得了不

错的成绩。”①

（二）中小学教育（义务教育）

共和国建立后，根据国家的需要对中小学的课程进行了多次重大修订，同时由于科技的迅速发展，

“教育部１９８２年提交了一个受世界银行支持并与大学合作的新的课程计划（国家教育发展项目），旨在

开发高质量的教学材料和教科书，提高土耳其的教育水平。”②

１９９７年，土耳其议会通过法令将义务教育从５年延长到８年，从２０００年开始进行初等教育系统改

革，此举为了与欧洲教育标准一致，同时是在改进与欧盟成员国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教育重组政

策”的指导下，自２００４年开始启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新课程有其广泛的社会、个人、经济、历史和文化

基础，但为了适应社会、科技和文化不断变化的需要，改善教学环境，对学习和教学提出了新要求、以解

决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和新的教学评价方式是课程改革的新特点。２００７年又实施了“基础教育支持

计划”，这项计划获得了欧盟一亿欧元的资金以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经验的支持。这一系列的改革

为土耳其中小学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也反映出土耳其推进教育改革，坚持教育强国的信念。虽然改革具

有针对性、重视学生个性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也与国际课程改革相呼应，但也存在开发过程过于仓促、

教师培训不足和资源相对匮乏等问题。

土耳其目前大约有中小学６０１６５所，在校生２５００多万，２０１２年的教育系统改革确立了“４＋４＋４”

的教育模式，即小学４年、初中４年、高中４年，义务教育由８年延长到１２年，入学年龄也从６岁半左右

（８０个月）提前到５岁半（６６个月）。在初中教育结束后，学生将参加统考，根据需要进入高中阶段学习。

中等义务教育机构分为两类：普通高中（有普通和特殊两种类型）和职业技术高中。

普通教育型（Ｇｅｎｅｌ　Ｌｉｓｅ）：为参加高考的学生准备，高中毕业生需参加高等教育考试（ＹＧＳ）和本科

考试（ＬＹＳ）才能入读大学。

特殊类型的普通高中有以下几种：

阿纳多利亚高中（Ａｎａｄｏｌｕ　Ｌｉｓｅｓｉ）③：这些高中以外语教学见长（还提供一年的外语准备班），每周

的课程数量超过其他高中，这些学校同时也提供第二外语学习。

科学高中（Ｆｅｎ　Ｌｉｓｅｓｉ）：这些高中适合于那些对科学感兴趣或有天赋的学生，学生日后大多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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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工科就读。

宗教高中（Ｉｍａｍ－Ｈａｔｉｐ　Ｌｉｓｅｓｉ）：这些高中为宗教机构培养未来的伊玛目（一种宗教职务）传道人和

老师，由教育部统一设立。

艺术高中（ＧüｚｅｌＳａｎａｔｌａｒ　Ｌｉｓｅｓｉ）：针对在艺术中有特殊兴趣和才华的学生，目标是实现艺术的早期

教育。

私立高中（Ｋｏｌｅｊ）：收取高昂学费，学生很有竞争力。一些私立高中还提供国际文凭课程。

职业／技术教育高中（Ｍｅｓｌｅｋ　Ｌｉｓｅｓｉ）：针对准备高等教育和就业的学生。学生通常每星期３天在他

们所选择的领域担任学员，剩下的２天用于课堂上的理论学习。职业高中可以分为技术、健康服务、旅

游和酒店管理以及教师职业高中。这些学校的学生总共需要学习５年。

所有高中课程包括同样的９个必修课程：土耳其语（或土耳其语作为第二语言），英语，历史，公民，

宗教，数学，科学研究，体育和健康及艺术课程。通过课程考试后无须毕业考试，学生就能获得高中毕业

证，并有权继续接受高等教育。

（三）高等教育

土耳其的高等教育由１９８１年军政府设立的高等教育委员会全权负责。根据土耳其宪法和高等教

育法规定，高等教育委员会负责土耳其高等教育制度的规划，协调和治理，下设大学理事会、大学校长联

席会和高等教育监事会等分支机构。委员会由２１名成员组成，其中
１
３

由总统直接任命，１
３

由内阁任命，

另
１
３

由大学委员会选拔产生，任期均为４年。委员会主席由总统从成员中挑选任命，同时还要挑选９名

执行理事，负责监管日常工作。这一制度虽然行之有效，但也屡受诟病，土耳其主要政党的竞选纲领无

一例外地要求改革或取消高等教育委员会，给予大学更多的自主权。２０１３年，土耳其科技部副部长戴

维称，如果土耳其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体系和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将不可能成为世界第十大经

济体。大学建设对于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起着核心作用，为了实现２０２３年的目标，土耳其必须

改革高等教育。当前实施的高等教育系统不是追求高技术、高附加值或世界一流的学术环境，而是控制

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一切以安全为本，而非科技为本。

土耳其２００１年加入博洛尼亚进程之后，高校数量和招生人数都出现了大幅增长，根据进程的目标、

内容等着手加快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开始真正受到社会关注。２００５年，根据“欧洲

高等教育区质量保证标准和准则”，高等教育委员会制定了“高等院校学术评估与质量发展”的有关规

定，就高校教学科研质量的评估与改进、管理服务、学生参与及外部评价等设定了一些基本原则，创建了

“高等教育学术评估与质量改进委员会”（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ｍｅｎｇ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质量评估委员会根据高等教育委员会设定的目标与策略框架，决定评估

与改进高校学术和行政方面的具体程序，负责全国层面质量保障事务的协调与信息提供，同时为外部评

估机构设定资质标准。”①

截止到２０１５年９月，土耳其共有１９３所大学（不包括军事类院校），其中公立大学１０９所，私立大学

７６所，高等职业院校８所。２０１５年的《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土耳其有４所大学

位列世界前２００名：中东科技大学第８５名，海峡大学第１３９名，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第１６５名，萨班齐

大学第１８２名。“新生入校人数为１，３８３，２３２，在校学生总数为６，０６２，８８６，以本科生（６０％）和大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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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为主，硕士研究生占６％，博士研究生仅占１％，其中公立大学学生占总人数的９０％以上。同年，

共有教师１３３０８８名（５８％男教师，４２％女教师），其中４５％的教师拥有博士学位。大学教师的数量严重

不足，要达到ＯＥＣＤ国家生师比（１６∶１）的平均水平，至少还需要增加３２％，约五万名教师”。①

土耳其的大学新学年通常在每年９月开始，第二年６月结束，寒假较短只有２周左右，暑假则长达

３个月，因此一些大学也提供暑期学习的机会。课程及学位设置 主 要 采 用 西 方 模 式，也 是 国 际 通 用 模

式，分为大专学历、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１）大专学历的课程：学制为２年，分为大学大专学历和高等职业院校大专学历。从职业高中毕业

的学生无须考试可以直接进入大专课程的学习。

（２）学士学位的课程：学制通常为４年。医科类学士学位的课程要更长时间，其中牙医和兽医专业

为５年，其他医学专业需要６年，毕业后等同硕士学历。

（３）研究生的课程：硕士研究生需要上２年（非论文硕士课程只需要一年半），博士课程大约需要４
年，至少学习７门课程并获得２１个学分，通过专业水平考试，完成论文的开题、撰写和答辩才能最终申

请学位。

图４　土耳其教育学制体系②

２００９年，土耳其教育部根据欧盟有关文件出台了《终身学习战略文件与行动计划》，明确了１６项优

先行动。允许副学士、学士学位持有者以及大学本科生不用入学考试就能申请远程教育项目，同时也提

供夜校课程和在线网络课程。目前，开放教育在土耳其高等教育中已占３０％，发达国家此比例为１０％。

因此，在推进终身教育的发展中，开放教育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汉语国际教育与研究

（一）土耳其的汉语教学及研究

土耳其的汉学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在建国初期，土耳其就派代表赴中国（“中华民国”）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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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使馆建立联系，两国领袖书信往来，积极交换治国理念。“在国父凯末尔的倡导下，安卡拉大学早

在１９３５年就设立了以古代汉语为研究特色的汉学系；时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土耳其逐渐掀起了一股学习汉语的热潮；进入２１世纪，随着中土交流的日益频繁以及两国政府的积极

推动，汉语教学也迅速发展，促进了中国文化在土耳其的传播；”①近１０年来，中土经贸关系日益紧密，

高层互访不断，汉学研究也在向全面与纵深发展，海峡大学和中东技术大学都设有亚洲文化研究中心，

但受西方汉学研究的影响较大。如今中土建交也有近５０年了，而介绍中国历史文化最有影响的一部著

作还是１９４７年由德国汉学家Ｄｒ．Ｗｏｌｆｒａｍ－ＥＢＥＲＨＡＲＤ用土耳其语所著，内容十分陈旧，而介绍有关

中国近现代的专著都是从英语或德语的资料翻译而来，大多水平不高，甚至错误百出，更没有中文的电

视广播和报纸期刊。普通大众除了认识成龙以外，几乎对中国人没有概念，贩卖中国商品的店铺还画着

清朝时中国人带辫子的形象。

中土两国的交往主题相对于政治和经济而言，教育和文化方面显得先天不足、后天乏力。在１９３所

大学中开设汉语专业的大学只有４所（包括２所私立大学），部分大学开设了汉语选修课，６万多所中小

学中开设中文选修课程的中小学只有１９所，还主要分布在首都安卡拉和最大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具体

参见表２。

表２　土耳其高校汉语教学现状

所在城市 高等院校
学校

性质

首开

汉语课
教师人数

学生

人数
课程性质

孔子

学院

安卡拉

中东技术大学 国立 ２００８　 ７（含志愿者） ２３３ 选修 有

安卡拉大学 国立 １９３３　 ５（本土４人） １０２ 专业

Ｈａｃｅｔｔｅｐｅ大学 国立 ２００８　 １（维吾尔族） ６６ 选修

Ｂｉｌｋｅｎｔ大学 私立 ２００８　 ２（华侨１人） １６０ 选修

Ｃａｎｋａｙａ大学 私立 ２０１３　 １　 ２０ 选修

伊斯坦布尔

海峡大学 国立 ２０１０　 ７（含志愿者） １２０ 选修 有

伊斯坦布尔大学 国立 ２００９　 １（本土） １７ 专业

奥坎大学＊ 私立 ２００５　 ５（本土２人） １１０ 专业 有

法提赫大学 私立 １９９６　 ３ 关闭 专业

ＳＡＢＡＮＣＩ大学 私立 ２０１２　 １ 不详 选修

晔迪特派大学 私立 ２０１６　 １　 ０ 选修 筹备

伊兹密尔 伊兹密尔经济大学 私立 ２０１０　 １台胞 不详 选修

开塞利 埃尔吉耶斯大学 国立 １９９８　 ６（本土４人） １４０ 专业

萨姆松 ＳＡＭＳＵＮ５－１９大学 国立 ２０１０　 ２（公派） ３３ 选修

加吉安泰普 加吉安泰普大学 国立 ２０１０　 １（台胞） 不详 选修

梅尔森 阿达纳ＣＡＧ大学 私立 ２０１２　 １（公派） 停止 选修

合　计： １６　 ４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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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开设中文（或翻译）专业的４所大学分别是安卡拉大学、奥坎大学、埃尔吉耶斯大学和伊斯坦

布尔大学（另一所私立法提赫大学因政治原因关闭）。其中安卡拉大学和埃尔吉耶斯大学设有汉语方向

的硕士学位授予点。其他高校多为汉语选修课，学生人数不稳定。目前从事汉语教学和研究的土耳其

籍大学教师中有教授１名（安卡拉大学－欧凯），副教授３名（伊斯坦布尔大学－艾玉普、ＧＡＺＩ大学－吉来、

安卡拉大学－ＧＵＲＨＡＮ　ＫＩＲＩＬＥＮ）及助理副教授８名。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厦门大学和中东技术大学（安卡

拉）签署协议成立了土耳其第一家孔子学院，２０１０年４月上海大学与海峡大学（伊斯坦布尔）也成立了

孔子学院，２０１３年４月北京语言大学和伊斯坦布尔奥坎私立大学又新设一所孔子学院，２０１６年位于伊

斯坦布尔地区的晔迪特派私立大学与南开大学正在筹建新的孔子学院。这些机构在汉语教学、教师培

训、ＨＳＫ考试和留学服务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贡献，大力推动了中土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２００４年土耳其教育部门决定把汉语作为中小学第二外国语备选语种，使土耳其中小学开设汉语有

了“合法性”。２００５年土耳其教育部将汉语列为职业高中外语选修课程，２００８年起批准汉语正式列为公

立高中和中小学外语选修课程，开设汉语课的中小学有２０多所。“拟于２０１８学年在全土初级中学开设

汉语选修课，目前汉语课课程安排已经开始设置，教材正在进行编撰，全土初级中学根据学生需求只要

具备教学计划、教材和本土教师即可开设汉语课程。”①截至目前为止，有７所高中开设有汉语选修课，

在国民教育部注册的中学汉语教师共２５名，选修学生共计４６２名。但由于并没有制定统一的《汉语教

学大纲》或《汉语课程规范》来作为教学指导依据，所以土耳其汉语教学现状的整体缺乏针对性标准，教

学方法落后，资源配置良莠不齐，教材建设几乎空白，师资培养严重滞后。

（二）中国的土耳其语教学和研究

之前国内培养土耳其语人才的高校只有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３

所高校。近年来，上海外国语大学和西安外国语大学也相继开设了土耳其语专业，广州外贸外语大学也

在积极筹备，但是招生人数都不多，还属于名副其实的小语种专业，部分学校还延续隔年招生的制度。

虽然土耳其旅游前两年有升温之势，但民众对土耳其的了解还是知之甚少，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历史

遗产、地缘政治、经济体量、宗教文化、发展潜力等各方面，土耳其及中土关系的重要性都被低估甚至忽

视了，双方的知识性需求十分迫切。“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的深层基础

是不同语言文化的相互了解、相互交流、相互理解和相互融合。已故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曾说

过：“若你用一个人能理解的语言与他交谈，可以传递至他的大脑；若你用一个人的母语与他交谈，可以

传递至他的心灵。”目前，精通汉土两种语言，特别是精通两国文化的高端人才还少之又少，双方的媒体

宣传也过于负面。

当下迫切需要加强针对土耳其的各项研究，加强彼此了解，避免相互丑化，学界更需要积极开展针

对土耳其的科普介绍和深入分析，对新闻传媒和广大民众正确引导。国内目前权威的土耳其研究机构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西亚非洲研究所，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对土耳其的关注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西北地

区部分社科院和大学出于安全等方面考虑也在积极展开研究。可喜的是２０１２年４月，上海大学成立专

门的土耳其研究中心，并逐年发布《土耳其发展报告》蓝皮书，该书在２０１８年还得到了教育部的备案。

虽然２０１０年以后关于土耳其研究的文献开始增多，但从历史和文化角度谈得多，从现实和实用角度说

的少；从宏观评论和知识介绍层面谈得多，从微观解读和问题破解层面说的少；二手资料用得多，一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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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看得少；直接翻译的文献少且水平不高，涉及的领域也多集中在政治、历史、教育等层面。从上述情况

可以看出，两国的文化交流远远不够，与彼此的国际地位也很不相称，造成这一现状的因素很多，其中缺

乏政治互信，缺乏对打击“东突”恐怖主义的统一认识是影响中土关系的主要原因，“新疆问题”在土耳其

由来已久，要深化两国关系这都是绕不过的障碍，只有双方切实维护彼此的核心利益，中土两国之间的

文化交流和教育合作才能有更大更广的发展空间。

四、问题与建议

（一）土耳其教育资源和高校分布不均匀，不利于孔子学院的合理布局。优质大学主要集中在首都

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目前在土开办的５所孔院也都集中在这两个城市，其中仅伊斯坦布尔就有４所，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发不必要的竞争。作为区域大国，土耳其的孔子学院还需扩展，特别是在伊兹密尔

和安塔利亚等西南部城市以及相对保守的中东部地区。

（二）土耳其高校的自主办学权限不足，行政审批手续烦琐且用时较长，校际合作及师资聘用等事宜

难以及时开展，不利于中土教育文化交流的发展。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外交等政府力量积极推进，特别

是要加强民间互动，提高中资企业的参与度。

（三）本土汉语师资严重不足，培养不规范，生源质量良莠不齐，专业圈子太小且不团结（目前仅有教

授２人，副教授３人），对汉语推广工作的人为干扰因素较多。需要大力培养亲华、友华的本土汉语师资

队伍，调动土耳其籍汉学家访华交流和来华进修的积极性。

（四）教育制度和法规极不稳定，变化较快，受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较大，不利于孔子学院和汉语教

学工作长期稳定的发展。国内学者要做好参政议政工作，密切关注两国动态变化，加大研究力度，为教

育、外交等部门制定策略提供智力支持。

（五）土耳其境内，特别是教育系统内的一些民粹主义者和排华人士的恶意攻击，严重阻碍了中国语

言文化推广的广度和深度，也影响到中土两国关系的良好互动。我们要以汉语带文化，以文化促交流，

大力推动民间交往，增强政治互信，积极构建中土两国健康、持久、牢固的新型关系。

（六）欠缺对土耳其教育制度特别是语言政策的针对性研究，汉土语言的对比研究也有待深入，本土

化教材及教法也亟待改进。汉语国际推广工作要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孔子学院的产业化才是其

可持续性健康发展的保证。

五、结　语

土耳其教育存在着严重的发展不均衡问题，好的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都集中首都和大城市，仅伊斯

坦布尔市汇集了４７所大学（公立９所，私立３８所）中东技术大学、海峡大学、伊斯坦布尔大学等也是历

史悠久、国际知名的高校。边远的东部地区，特别是库尔德地区，教育水平极低，东南部受战火的影响，

还有十几万的儿童没法接受最基础的教育。虽然政府在努力改变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缓和民族矛

盾，但收效不大。另外，快速的改革也使土耳其的教育发展很不稳定，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教育部长三易其

主，教育政策前后矛盾，变幻莫测，高考内容也是经常变化，屡受诟病。一批私立学校受葛兰运动影响而

关闭，教育发展失衡，同时政府加大舆论管控，一批教师被开除引发不满，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政治大环境的不稳定造成了土耳其教育制度的朝令夕改，也给土耳其的汉语推广工作及汉学研究

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虽然２０１８年土耳其教育部就批准可以在所有的初级中学开设汉语选修课，但由于

本土师资缺乏，聘用外教（中国教师）手续复杂等原因，这项工作进展缓慢。及时跟进并深入研究土耳其

教育制度的发展变化有利于土耳其的汉语国际教育工作变被动为主动，有利于孔子学院的教学活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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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融入当地的教育体系，只有积极适应当地的教育环境和制度，才能保证汉推事业在土耳其的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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