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22年4月16日（星期六）                                                                                                                                                                                               12

外 华 文 教 育 在 实 施
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
和瓶颈？如何寻求突
破？

沈敏：进入21世
纪，特别是“一带一
路”倡议实施以来，
海外华文教育发展迎
来前所未有历史机遇
期，但发展过程中仍
面临不少问题。

不少国家因断层
时间长，受理念、经
济 、 教 育 发 展 水 平
等 条 件 制 约 ， 华 文
教 育 “ 三 化 ” ( 标 准
化 、 正 规 化 、 专 业
化 ) 建 设 任 重 道 远 。
以标准化为例，东南
亚各国除新加坡、马
来西亚外，其他国家
的华文课程标准、华
文教学大纲等行业标
准较为缺失和薄弱，
以致教学质量和教学
效率难以保证。

华 文 教 育 “ 三
教 ” ( 教 师 、 教 材 、

教 法 ) 问 题 也 没 有 很
好解决。华文教师队
伍数量和整体素质虽
有所充实和改善，学
历化、职业化程度明
显 提 升 ， 但 “ 量 ”
和“质”均仍有较大
提升空间。各国自主
培养华文教师的能力
尚待加强。

海外华文教育形
态多样，有的接近第
一语言教学，有的接
近第二语言教学，还
有 不 少 处 于 两 者 之
间 。 不 同 国 家 和 地
区，办学形式、管理
模式、课程设置、学
生学情很不一样。目
前，对不同教学性质
和形态下华裔学习特
点调查研究不够，学
情掌握不够，影响华
文教育“精准施策”
。

海 外 华 文 学 习
者“低龄化”趋势也
非常明显，但现阶段

华文教学研究及教学
理论建构还较少关注
低龄学习者的华语学
习。

面对这些问题，
可从几方面考虑：一
是分类指导，根据海
外华文教育多样性的
实际情况，制订区域
性、国别化华文教育
标 准 及 不 同 教 学 性
质、办学形式的华文
教育标准，用标准引
领 华 文 教 学 质 量 提
升。

二是多措并举，
大力推进本土华文教
师队伍建设。坚持“
来华留学”与“就地
培养”两手抓，要考
虑如何提升各国自主
培 养 华 文 教 师 的 能
力。

三是加强以问题
为 导 向 的 华 文 教 育
调 查 研 究 。 如 华 裔

与非华裔华语学习特
点的比较研究、“低
龄化”背景下华文教
学模式与方法的实证
研究等。这些“接地
气”的研究有利于新
时期海外华文教育工
作精准施策。

四是提升和扩展
华文教育关注视野。
华语传承不局限于学
校教育，还需结合家
庭、华人社区、华文
媒体、语言景观、文
化活动等。

中新社记者：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需包括软实力在内的
整体提升。推动中华
文化走向世界，华文
教育如何更好发挥独
特作用？

沈敏：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华文教育是一个
天然平台。推动中华

文化“走出去”，培
育、展示中国文化软
实力，华文教育也是
一个天然平台。

华文教育要在推
动汉语和中国文化走
向世界过程中更好发
挥作用，需处理好两
个关系：

一是传承与传播
的关系。传承发生在
群体内代际之间，是
纵向的；传播发生在
群 体 之 间 ， 是 横 向
的。华文教育要让传
承与传播相得益彰、
良性互动。近十几年
来，越来越多非华裔
进入华文学校学习，
是华文教育从代际传
承向横向传播扩展的
可喜变化。华文教育
既要做好代际传承，
也要扩大横向传播，
才能更好融入和辐射
主流社会。

二是事业与产业
的关系。华文教育是
华人社会“留根”事
业，但要扩大覆盖和
影 响 ， 增 强 内 在 发
展动力，可在有条件
的地区、合适的学校
尝试产业化。只要不
失 去 华 文 教 育 主 要
目 标 ， 产 业 形 态 的
华文教育可发挥经济
实用功能，也可发挥
人文交流和文化传播
功能。事业与产业联
动，更有利于华文教
育自身发展和推动汉
语、中国文化走向世
界。(完)

沈敏：华文教育如何搭建中华文化
海外传播桥梁？(下)

“ 中 国 文 化 海 外 行 — — 印 尼
营”活动。受访者供图

由国务院侨办主办、北京外国语大
学承办的“2019年‘华文教师证
书’北京外国语大学研习班”在该
校举行开班典礼。图为教师们在展
示国画作品。北京外国语大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