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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祈孔子学院在美国的

发展及遇到的问题

马艳艳 何 国蕊 何国 忠

【提 要 】 近十年来孔子 学 院项 目 在美 国发展达速 ， 进入美 国 各州 的 高校和 中 小学 。 究

其原 因 ， 中 国 经济 实力 的增长和 国 际地位的提高推动 了 美 国 的
“

汉语热
”

， 美 国 人学 习 汉语

的需求急速增加 。 此外 ， 美国教育体制 开放 、 国 际化的特 点 ，
又促进 了 孔子学 院项 目 在 美

国发展的速度和广度 。 但随着孔子 学院 的发展 ， 美 国 学术界和媒体质疑 、 批评孔子 学院的

声音却越来越多 。 孔子 学院的 官方背 景被认为 与 美 国 高校的教育理念核心
——

学术 自 由相

冲突 ，
这是孔子学 院受挫的 原 因 之

一

， 另 外的 原 因 是由 于缺乏经验 ， 孔子 学 院在推广 软 实

力过程 中 的 交流互动 以及灵活性不足 。 加之在 美 国 媒体独 立性和 商业 化的 舆论环境 下 ， 媒

体的批评倾 向以及对某些相关事件 的谟解 、 误读 ， 又放大 了孔子学院在 美国 的 负 面影响 。

【关键词 】 孔子学 院 汉语热 学术三 Ａ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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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学院是 由 中 国教育部 国家汉语国 际推位的提髙 ，

“

汉语热
”

在世界范围 内持续升温 ，

广领导小组办公室 （简称汉办 ） 管理 ， 在世界美国 国内也掀起了学习汉语和中 国文化的热潮 。

各地设立 旨在推广汉语 、 传播中 国文化与 国学美国汉语热从上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开始持续升

的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机构 。 近年 中美不断加强温 ， 最初 由美国华裔家庭推动 ， 希望子女学习

经贸往来 、 文化交流 ， 学习汉语文化的热潮遍并掌握 自 己祖先的语言 。 后来 ， 越来越多的非

及美 国 ， 孔子学院正好满足了 美国人学 习汉语 、 华裔家庭也让子女学习汉语 ， 并逐渐成为
“

汉

了解中国文化的需求 。 于是 ， 孔子学院在美国语热
”

的主力 军。 目 前汉语在美国 已经成为仅

发展得如火如荼 。 根据汉办官方统计数据 ， 截次于西班牙语的第二大外语 。

至 ２０ １ ４ 年底 ， 美国孔子学院／课堂数量居世界２０１ １ 年 ， 美国开设汉语课的公立大中小学

各国 首位 ， 计有孔子学 院 １００ 所 、 孔 子课堂超过 ５００ ０ 所 ， 学汉语的学生人数突破 ２０ 万 ，
而

３ ５ ６ 个。

？２ ００ ６ 年这
一

数字为 ２ 万人 ， 仅仅五年就翻了１ ０

倍 。 值得注意的是 ， 美 国 的汉语学习热潮正在
一

、 孔子学院得 以在美国

迅速发展的原因


① 中 国汉办官方 网站 ：
ｈ

ｔ ｔ
ｐ

：／／ｗｗｗ ＿ｈａｎｂａｎ ．ｅｄ 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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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 ， 随着 中国经济头力的增长和国际地ｃｉｏ ｕｓ ｉｎｓ ｔｉ ｔｕ ｔ ｅｓ／ ｎｏ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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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艳艳 何国蕊 何国忠 ： 评析孔子学院在美国的发展及遇到的问题

从传统华人聚集区 向主流社会拓展 。 十多年前 ， 育投人经费下降的时期 ， 美国高校和各州 教委

开设汉语教学的学校大部分位于美 国东海岸和有意愿与中 国汉办合作办学 ， 接受汉办 的资助 ，

西海岸 。 可是近年来 中心地区的许多学校也开以此促进美 国 的汉语教学与 中 国 文化研究 。 按

始开设汉语课程 ， 比如中西部的俄亥俄州 和伊照孔子学 院办学章程规定 ： 中外合作设立的海

利诺伊州 、 南部的 田纳西州和乔治亚州 以及西外孔子学院经费筹措 由 中 外双方共同 负责 。 其

部的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 。
２０ １ ０ 年初 ， 美 国俄中

一次性开办费原则 上 由双方根据协议共同 负

勒冈州还通过议案 ， 成为美国第
一

个通过立法担 。 中方不仅提供教材和汉语教师的工资等费

推动汉语教学进人中小学课堂的州 。 正如加利用 ，
还可以提供汉语教学和相关文化推广活动

福尼亚大学计算 机科学教授 、 中 文 学 习软件的经费资助 。 这对很多教育经费缺乏 的美国 高

《快学 》 的开发者诺曼 ？ 马特洛夫校和各州教委来说不啻及时雨。

（ ｉＶｏｒｗａｎ Ｍａｄ ｏ／／ ） 所说 ， 随着 中 国 在经济与比如美国 内布拉斯加
一

林肯大学孔子学院

政治方面的崛起 ，
现在美 国人对 中文学 习 的兴自 ２０ ０７ 年成立以来 ， 得到 中 国 汉办 的大力 支

趣 自然变得非常大 。 中文学习 不会只是昙
ｆ 

一

持 。 汉办每年为其拨款超过 １ ０ 万美金 ， 赠送各
现 ， 毕竟这是

一门有着 １ ３ 亿人 口使用的语言 。

①
类教学用书 ２０００

？

３０００ 册 ， 并派 出优秀汉语教
笔者认为美 国 出现学习 汉语热潮也有经济 师和志愿者支持汉语教学 。

③ 再如 ２０ １２ 年 ３ 月 ，

方面的原因 。 中 国 自实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

《纽约时报 》 对孔子学院的专题报道中也提到 ，

经济发展迅猛 ， 与外 国特别是美 国 的贸易往来 对于财政困难的大学管理者来说 ， 孔子学院项

越来越频繁 。 比如在贸易方面 ， 据 中 国海关统
目如同上天赐予的礼物 。 他们不仅带来了 在北

计 ’２ ０１ ２ 年 中美贸易额达到 ４８Ｍ 亿美元 ， 而
京培训过的语言教师和课本 ， 而且还向 院长支

１ ９７９ 年这一数字只有 ２４ ．５ 亿美兀 。 中美互为第付工资并提供公共合作项 目 。

④

二大贸易伙伴 ， 美国是中 国第
一

大 出 口 市场和
＇＇ °

第五大进 口来源地 。 中 国 是美 国第三大出 口 市二、 孔子学院在美国遇到的 问题

场和第
一

大进 口来源地 。 中 国 已经连续 １ ０ 年成Ａ ｈ ．

为難增长最快的主要 出 口市场 。 錄资领域 ， （

－

）

美 国是 中 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地之
－

； 而中 国 ｓＡ 与３１１ １高等＆育理＿冲突

美国投 资 自 ２ ００５ 年 以来也进人了 快速增长 阶美国高 等教育遵循三 Ａ 原则 ： 学术 自 由

段 。

？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 ， 美国对通晓汉语的人（Ａ ｃＷｅｍｋＦｒｍｆｏｍ ） 、 学 术 自 治 （ Ａｏ＾？ｍ
＇

Ｃ

才的需求量有了较大增长 。 而对于美国人来说 ，

Ａ— 和学术 中 立 （ Ａｃａｃ＾ｍ ｃ

中 国市场潜力 巨大 ， 学习 汉语是增强未来就业Ｏ ） 。 这
一教育理念的首倡者是美 国第三任 总统

竞争力的有力筹码 。＆＠斯 ？ 杰斐ｉ。 彳也 曾Ｍ ｉ兑 ｉｌ ： 只 有 受

美国高校运作独立 、 享有 自 治权 ， 加之近 育的人民 组成的 国家才能保持 自 由 。 在美 国 ，

年美国人对汉语学习 的需求增 多 ， 以 中 国官方 不仅政府不能干预大学的学术研究 ， 即使是大

机构汉办资助的孔子学院可以 避开美 国政府的 学的赞助人和投资者也不能干涉大学的 内部事

审查 ， 得以顺利进人美国大学校园 。


孔子学院只是设立在美国 大学校 园 内 旨 在① Ｅｄ ｉ ｔｏｒｓ 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Ｔ ｉｍｅ ｓ ，

＊ ＇

Ｗｉ
Ｉ ｌＡｍｅ ｒ ｉｃａｎｓＲｅ ａｌ

ｌｙ

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机构 ， 没有加入大学学
ＵａｍＣｈ

ｉｎｅｓ’Ｐｅｂｎｗｙ ７ ’２〇 １ ０‘

八
② 参 见中华 人民共 和 国商务部美 洲大洋 洲 司 网 站资料 ， ｈｔ

－

分制体系 ， 对美国 两校教子和 子术研宄并不构ｔｐ ：／／ｍｄＳ． ｍｏｆｏ＞ｍ ＿

ｇ
ＯＴ

．
ｍ

。

成冲击 ， 甚至没有产生大的影响 。③ 宋玉霞 ： 《办好孔子学 院 ， 促进 中 国 文 化的软实力 建设 》
，

美国第
一

家孔子学院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西安交通大学校史文化网 ２ 〇 １ ３ 年 月 １
？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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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２００ ５

年 ３月成兑 ， 从２００５年至々 ， 孔子子院 Ｉｎｓｔ ｉ ｔ ｕ ｔ ｅｓｏｎＵ．
＆ｃａｍ

ｐ
ｕｓ ｅｓ ，

”

ＮｅｗＹｏｎｆｅ７７纖 ，

在全美各州迅速发展 。 这一时期 刚好是美 国教Ｍａｒｃｈ ４
，２ ＣＵ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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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 例如 哈 佛大 学前 校长 劳伦 斯 ？ 萨 默斯校学术 自 由原则相 冲突 ， 这固然是孔子学院在

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就谈美国受挫的原 因之
一

， 更重要的原 因在于孔子

到美国高校的三 Ａ 原则 ：

“

大学不应该受政治和学院在推广软实力 的过程 中缺乏交流 、 互动 以

外界控制的干扰。 在哈佛大学 ， 无论是马萨诸及灵活性 。 孔子学 院项 目不仅仅是让美国 民众

塞州州长还是美 国 总统都没有权利决定谁该被了解中 国 ， 更重要 的是提升 自身 的吸 引力 ， 并

任命为 经济学教授 、 工程教授或医学教授
”

， 进行卓有成效的双向交流 。

“

你可以 向哈佛大学提 出承诺要为
一位数学教美 国威尔逊 中心基辛格 中美关系研究所所

授 、 政治学教授或法学教授提供资助
；
但是你长戴博 认为 ， 总体上 ， 目 前中

无权告诉哈佛谁应该被任命为这
一

教授 ， 或者国 的软实力在发达 国家 中可 以说是个负数 。 虽

要求这位教授必须信奉什么 。 如果你这么做 ， 然 中 国政府反复强调软实力 的重要性 ， 但是中

我们就会说 （并且我们曾经这么说过 ）
：

４

把你国政府对发展软实力 的兴趣并不是很大 ， 因为

的钱拿到其他学校去 。

，
’

他们不肯为 了吸引 别 的国家而调整国家政策或

再如斯坦福大学把 １ ６ 世纪德国人类学家修者风格 。 中 国政府认为 别 的 国家应该接受 中

顿的名言
“

让 自 由之风劲吹
”

定为校训 ， 这充国 ， 然 而 ， 软 实 力 主 要 是 指 吸 引 力 ， 是 说

分体现了斯坦福大学教育理念的核心 。 １ ９ ７４ 年 ， 服力 。

？

斯坦福大学通过 了 《学术 自 由声明 》 。 声明在前自美国第一家孔子学院于 ２ ００ ５ 年 ３ 月 开

言中明确 了学术 自 由原则 ：

“

斯坦福大学 的教办至今 ， 孔子学 院项 目 已经在美 国 发展 十年

学 、 研究和学术的 中心职责的实施取决于
一

种了 。 而根据笔者对 ２ ００ ５ 年 以来美国 媒体对孔

环境 。 在这种环境 中 ， 探究 、 思考 、 表达 、 出 子学院负面报道的统计 ， 孔子学院受到关注和

版及和平集会的 自 由得到充分保护 ； 最广泛 的 抨击的高峰 时期是在 ２０ １ ０ 年之后 。 虽然 ２０ ０ ５

观点的表达受到鼓励 ， 不受常规及 内外势力 的 年至 ２ 〇 １ 〇 年 ， 汉办在美 国各州 频繁地设立孔

压制 。

，，②子学院期间 ， 也有部分美 国媒体发声质疑孔子

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是美 国大学 的领头 学院的官方背景 ，

④ 但是孔子学院负面报道的高

羊 。 这两座名校如此重视学术 自 由的原则 ， 其 峰时期出现在孔子学院具体运作过程中发生问

他美国大学 自然将其作为标杆 ， 纷纷效仿 。

近年孔子学院项 目之所以 遭到美 国学术界这说明 ， 在探究孔子学 院在
＾
国发展受阻

和媒体的质疑和批评 ， 原因之
一是孔子学院 的 原因的这

一

过程中 ， 孔子学 院在运作过程中 出

官方背景 以 及运作方式 。 美国 媒体批评孔子学


院的事例有 ： 孔子学院的相关活动禁止讨论 中① 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博士 ２〇〇２ 年 ５ 月 １ 曰 在北京大学的

国政治的敏感话题 、 汉语教材 由 中 国教育部审胃

ｔｙ ） ？详 见ｈ ｔｔ
ｐ

：／ ／ ｂ
ｌｏｇ

，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 ｅｔ ．

ｃｎ ／ ｂｋ）

ｇ

—

４５ ５ ４２
一

定 、 教师聘用过程 中 的特殊要求 （ 比如对教师２ ９ ６８０２ ． ｈｔｍｌ
。

的信 有所要求 ） 以及汉力、可 以决定教材使用② 别敦荣 ： 《斯坦福大学教育理念及其启示 》 ， 《科学时报 》

和汉 ｉ
五教师的腾用

２０ １０ 年 １ 月 １ ８ 曰 。

＂

Ｌ．＾士＆
－

 ， ，＿Ａ③ 戴博 ： 《重要的是中国想成为怎样的国家 》 ，
《领导者 》 ２０ １４

在美国人看来 ， 这些事例显本 中 国政府介年第 ６１ 期 。

人并干扰美 国 高校具体的教学和利
？

研 ：［：作 ， 与④ 目前从美国有影响力 的报刊杂志 中找到的最早
一

篇抨击孔

美国 高校 的核心理念学术 自 由 、 自 治 中子学院 的文章出现在 《基督教科学蔵言报 》 （ＣＡ ｎ
＇

ｓｔｉａｎ Ｓａ
＇

－

丄
丨此 、上以 ７

丨
７ 见 ？

丨
７

上 。 ２ 〇〇６ 年 ９ 月 ， 纽约大学历史学 、 教育学
Ｘ的原则相违 身 。 这样孔子子院 自 然遭到 了美教授 Ｊｏｎａ ｔ ｈａｎＺ ｉｍｍｅ ｒｍａｎ 在该报撰文 ， 警惕 中国政府势力

国学术界 、 媒体的质疑和押击 。渗透到美国的中文课程 中 ， 并且把中国政府在美国 学校 中

（
Ｉ

）目 自 胃
文课堂上的角色 ， 同上世纪 ３ 〇 时代墨索里尼

“

法西斯独裁

Ｐ
ｌ

－ｈ者
”

在美国办的
“

意大利学 院
”

相提并论 。 详见 Ｊｏ ｎａｔ
ｈａｎ

５ １刀
，
向非 Ｉｔ又众被动地接又Ｚ ｉｍｍｅ ｒｍａｎ ，

“

Ｂｅｗａ ｒｅＣｈｉｎａ

＇

ｓｒｏｌｅ  ｉｎＵＳＣｈｉｎ ｅｓｅｃ ｌａｓｓｅｓ ，

， ，

笔者认为 ， 孔子学院的官方背景与美 国高ＴＡ ｅＣＡｒＷａｎＳｃ ｉｅｎ ｃｅＭｏｍ

＿

Ｚｏｒ ，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６ ， ２００６ 。

１ ４２



马艳艳 何国蕊 何国忠 ： 评析孔子学院在美国的发展及遇到的问题

现的问题 比孔子学院的官方背景更重要 。 从另近 １０ ０所大学取消与中 国汉办的合作或重新规
一个角度来说 ， 如果美国 高校 因为孔子学院 的划与汉办之间 的协议谈判 ， 以使它们正确 反映

官方背景而拒绝与汉办合作的话 ， 孔子学院就言论 自 由的西方价值 。 他们 的主要理 由是 ， 孔

无法出现在美国高校之中 ， 汉办也不可能至今子学院是中 国教育部下属 的汉办资助 的 ， 是 中

在美国设立了１ ０ ０ 所孔子学院及三百多个孔子国政府的 宣传分支 ， 目 的是传播 中 国共产党的

课堂 。 有鉴于此 ， 笔者认为 ， 孔子学院项 目 在意识形态 ， 因此违背了学术 自 由 。

？
２０１ ４ 年 ６ 月

美国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在于如何在运作过程中２７ 日 ，
《美 国之音 》 针对 ＡＡＵＰ 的声明制作专

灵活地交流和互动 ， 并增强 自 身 的吸引力 ， 而题节 目 《 焦点对话 ： 孔子学院 美 国 遭遇 阻击

不是让受众被动地接受 。 在这一过程 中 ，
了 解战 ？ 》 。 此节 目邀请了 四位美 国知名学者讨论孔

并尊重美国人的文化和需求 ， 同 时寻找中 美双子学院开办的缘 由 、 中 国政府在西方国家推广

方利益的汇合点显得十分重要 。孔子学院的原 因 以及孔子学院为何引起美 国学

（
三

） 美国媒体的相对独立性强化 其批评术界的警觉甚至反感 。 四位学者对孔子学院 的

倾 向评价大多数都是负面的 ， 其中一位学者甚至评

美国媒体几乎都是私营 的 ， 保持着较高 的价孔子学院项 目 是
“

歧视 、 腐败 、 专 制
”

的代

独立性 。 这种独立性强化了 它的批评倾向 ， 特名词 。

？ 他们全然把汉办的 巨大投人以及对美国

别是对政府的批评 。 即 使是本 国 的 民 选政府 ， 教育的积极贡献抛之脑后 ， 而专注在孔子学院

美 国媒体也可 以 自 由地评论甚至毫不留情地批的若干争议事件上 。 这勾勒 出 了美国媒体 的独

评 ， 这样就使得美 国 的 舆论环境变 得苛 刻 、 立性带来的批评倾向和苛刻性 。

挑剔 。（
四

）
美 国媒体商业化之下的误解 、 误读

比如 ２０ ０５ 年 １ 月 ， 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劳美国大多数媒体从属于商业化的媒体公司 。

伦斯 ？ 萨默斯 （ ？Ｌａｗｒｅｎｃ ｅＳｗ／Ｔｉｍｅｎ ｓ ） 在
一

次学媒体的商业化使得媒体在报道
一些事件时可能

术会议上提 出 这样 的观点 ： 女科学家 和工程师为了引起广泛的关注效应而歪曲事实真相 ， 造

之所以无法在顶尖学院和大学里得到重用和提成读者对真实事件的误解 。

升 ， 可能是由 于男 女两性之间天生的差异 ， 使比如 ２０ １ ０ 年发生在南加州的孔子课堂风波

得女性在理工科领域落后于男性 。 此言论在媒事件就引起 了美国主流媒体的关注 。 ２０１ ０ 年 ２

体界掀起了 轩然大波 ， 引 发激烈论战 。 这场论月 ， 南加 州 洛杉矶 的哈 岗 学区 （ＨａｄｅＷａ Ｌａ

战的局势
“
一

边倒
”

， 大多数参与者批评萨默斯Ｐｗｅｎｋ） 教委计划与中 国 汉办合作 ， 在当地 中

的观点 。 事后 ， 萨默斯不得不 出 面公开道歉 。 小学开设孔子课堂 ， 以推广汉语和 中 国 文化 ，

不久 ， 萨默斯从哈佛辞职 。 虽然他声称辞职有并且以 ４
：１ 票数通过 。 根据协议 ， 学区将接受

多方面的原因 ， 但无疑地 ， 他在公开场合说的汉办每年 ３ 万美元的资助 ， 在哈 岗市西达兰 中

几句有争议的话给他带来了 巨 大麻烦和事业上学开设语言和文化课程。 同 年 ４ 月 ， 哈岗 学区

的滑铁卢 。教委再次投票决定是否将汉办提供的课本列为

由此可见 ， 如果美 国名人在苛刻 的媒体面备选教材 ， 结果教委 ５ 位委员全部通过 。 然而 ，

前不够谨言慎行 ， 就有可 能引 火烧身 ， 沦为众在两次投票之前 ， 教委所在地点都集结了一些

矢之的 。 美 国媒体对待本 国 的名人尚且如此苛白人抗议者 ， 称学校在用共产主义给孩子洗脑 ，

刻 ， 更不用说对待与美 国政治制度迥异 的中 国

了 。 近年孔子学 ＆Ｃ在美国 发展迅速 ， 被质疑和
①

ｕ

Ｏｎ Ｐａ ｆｔｕ ｅｉ

＇

ｓ ｈｉｐ ｓｗｉ
ｔ
ｈＦｂｒｅｉｇｎ Ｃｋｗｅｍｍｅｎ ｔｓ ：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

批评的声音时而有之 。 在这样 的舆论环境 中 ，Ｃｏｎｆｕｃ ｉｕｓ Ｉｎ ｓ
ｔ
ｉ ｔｕ ｔ

ｅ ｓ
”

，
２〇１ ＜４ 年 ６ 月 ２ ４ 日 发布 ， 详见 ＡＡＵＰ

如果稍有争议事件发生 ， 就有可能引 起媒体 的官网 ：
ｈ ｔ ｔｐ ：／ ／ｗｗ

＿
 ａａｕｐ

． ｏｒｇ／ ｒｅｐｏｒ ｔ／ｏｍ ｆｕｄ ｕｓ
－

ｉｎｓｔ ｉ
ｔ
ｕｔｅ ｓ

。

、＾，，？ ， ．，＿
② 详见 美 国 之 音Ｖ０Ａ官 网 ： 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ｖｏ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广泛关注 、 争相报道甚至抨击 。 比如２０１ ４年６ｍｅｄｉａ ／ｖｉ ｄｅｏ／ ｖｏａｗｅｉ ｓｈｉ

－

ｐ
ｒｏ

－

ａｎｄ
－

ｃｏｎ
－

２０ １ ４０ ６２７－２／

月 ２４ 日 ， 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 （ＡＡＵＰ ） 呼吁１ ９ ４ ６ ２８ ０ ． ｈｔｍ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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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发生 ， 要为桿卫美国 的利益在当下 ， 孔子学院项 目在美 国可持续发展的关

而战斗
”

， 并要求罢免教委 。

？ 同年 ９ 月 ， 哈岗学键 ， 在于如何在运作过程中灵活地交流和互动 ，

区官员宣布学区不再接受 中 国政府对学区 内开并增强 自身的吸引 力 ， 而不是让受众被动地接

设中国语言和文化课程 的金钱资助 。 此事件被受。 在这
一过程中 ， 了解并尊重美 国人的文化

美国著名脱 口 秀节 目 《 每 日 秀 》 ｉ Ｔｈｅ Ｄａ ｉ ｌｙ和需求 ， 同时寻找 中美双方利益的汇合点显得

ＳＡｏｗ ） 曝光后引起美国主流媒体的注意 。 而哈十分重要 。

岗学区教育委员会主席 ＪａｙＣｈｅｎ 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 ， 由于哈岗学区五名教委 中有三名是华裔 ，本文作者 ： 马艳艳是厦 门 大 学 国 际关 系 学

当地社区居民根本没有弄清事实真相就举行抗院 ２０ １ １ 级博士研究 生 ； 何 国 蕊是美 国 艾

议活动 ， 把任何和 中国 沾边的东西都视为共产美仁 市场调研咨询 （上 海 ） 有 限公 司 高

主义 ， 使事情完全政治化 ， 脱离 了教育本身 。管 ， 经济师 ；
何 国 忠 是管理 学 博士 ，

北

加之媒体对此事件的关注和渲染 ， 南加州孔子京交通 大学 中 国 产 业安全研究 中 心 博 士

课堂风波演变成了美 国孔子学院发展受阻的著后 ， 昆明 医 科大 学 健康研究 所研 究 员 ，

名事例之一 。毕节试验 区研究院研究 员

总之 ， 近年孔子学院项 目在美 国发展受阻责任编辑 ： 马光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虽然孔子学 院的官方背景

是其遭受质疑和批评 的原 因之
一

， 但是更重要
的原因在于具体实践 中缺乏经验 ， 不够重视双

向交流互动 ， 灵活性不足 。 此外 ， 美 国媒体的①Ｊ ａｃｏｂＡｄｅ ｔｍａｎ ，
“

Ｃｕ ｌ
ｔ ｕｒｅｃｏｎｆｌ ｉｃｔ

－

Ｓｃｈｏｏ ｌａｃ ｔｉｖｉｓ ｔｓｒａ ｉ ｌａ
－

批评倾向 、 苛刻性 以及对某些争议事件的误解 、
ｇａ ｉｎｓ ｔ

‘

Ｃｏｎ ｆｕ ｃｉｕｓＣ ｌａｓ ｓＴＯｏｍ
，

ｉｎＣａ ｌ ｉｆｏｒｎ ｉａ ’

”

Ａ ｓＭ ｉａＷ

误读又扩大 了孔子学 院在美国 的 负 面影 响力 。
Ａ

ｐ
ｒｉ ｌ２ ７

’２ ｃ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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