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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敏：华文教育如何搭建中华文化
海外传播桥梁？(上)

中新社长沙4月
16日电 题：沈敏：
华文教育如何搭建中
华 文 化 海 外 传 播 桥
梁？

中新社记者 白祖
偕 唐小晴

中国拥有丰富的
侨务资源，6000多万
华 侨 华 人 分 布 在 世
界近200个国家和地
区。华文教育是海外
华 人 社 会 的 “ 希 望
工程”“留根工程”
和“民心工程”，对
海 外 华 侨 华 人 传 承
中华语言文化，促进
中外民心相通、文明
交流互鉴具有重要意
义。

湖南师范大学国
际汉语文化学院副院
长沈敏近日在接受中
新社“东西问”专访
时表示，推动中华文
化“走出去”，培育
和彰显中国文化软实

力，华文教育是一个
天然平台。他认为，
华文教育要在推动汉
语和中国文化走向世
界过程中更好地发挥
作用，需处理好传承
与传播、事业与产业
的关系。

现将访谈实录摘
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海
外华文教育从发展之
初到现在，经历了哪
些阶段？目前呈现哪
些新变化、新特点？

沈敏：有海水的
地方就有华人，有华
人的地方就有华文教
育。海外华文教育的
阶段区分，目前比较
通行的观点是以第二
次 世 界 大 战 为 分 水
岭。二战以前的海外
华文教育称为“华侨
教 育 ” 或 “ 侨 民 教
育”，是中国国民教
育在海外的延伸。二

战爆发后，多数国家
的 华 文 教 育 出 现 停
滞。二战以后，随着
殖民地国家独立和新
中国对华侨华人的政
策调整，华侨多加入
所在国国籍，华文教
育迅速复苏，成为所
在 国 教 育 体 系 一 部
分，性质日益复杂多
元。

受国际政治和国
家民族主义等因素影
响，20世纪50、60年
代，华文教育陷入一
段较长的衰落期，华
文学校在一些国家基
本消失。多数国家的
华文教育，从以第一
语言教学形态为主转
变为以第二语言教学
形态为主。

20世纪80、90年
代，海外华文教育复
兴，并随中国国际地
位提升迅速发展。今
天，海外华文学校有
2万余所。2014年，
第三届世界华文教育
大会达成“推动华文
教育转型升级，促进
华文教育向标准化、
正 规 化 、 专 业 化 迈
进”共识，海外华文
教育进入以“三化”
为主要发展特征的“
转型升级”新阶段。

目前，华文教师
证书标准、华文水平
测试、海外全日制华
文学校办学参照性标
准等相继推出，本土
华 文 教 师 学 历 化 、
专 业 化 程 度 明 显 提
升，海外华文学校办

学条件持续改善，“
通用”与“本土”结
合的教材体系逐渐形
成 。 随 着 “ 一 带 一
路”建设的推进，海
外 华 文 教 育 中 “ 华
语+”理念也得到实
践，既通晓华语又掌
握职业技能的人才需
求越来越旺盛。

中新社记者：越
来越多的海外人士希
望了解中国，并开始
学习中文。请问“汉
语热”对华文教育开
展有何积极作用？

沈敏：越来越多
海外人士认识到，掌
握汉语意味着能更好
跟上中国发展的快车
道，拥有更美好的未
来。“汉语热”对推
动海外华文教育发展
的作用显而易见。

第一，提升海外
华 人 世 界 “ 语 言 自
信”和“文化自信”

。 当 祖 籍 国 语 言 被
更多人学习，祖籍国
文化越来越受关注，
海外华人社会对华文
和中华文化的自信不
断提升，华人民族认
同、文化认同也会随
之提升。

第二，强化海外
华裔学习华语动机，
提升华文教育内生动
力。当身边主流社会
人群、友族人士都在
努力学华语，华语学
习给主流社会学习者
带来更多实用价值和
美好生活时，华裔学
习动机更容易从“要
我学”转变为“我要
学”。

第三，有利于华
文教育获得所在国更
多政策支持，赢得更
好发展环境，让华裔
群体的华语学习更便
利，选择更多样。

中新社记者：海

第三届世界华文教育大会举办的华
文教育专题论坛，邀请8位华文教

育界知名人士展开互动式交流。
中新社记者 张勤 摄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新华书城内，汉
语学习教材放满整整一个书架。中

新社记者 关向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