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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教育在我国
的发展趋势一直以来
都很让人关心。

自华文开放后近
廿多年来，当初许多
名校都纷纷高薪聘请
来自中国的老师，让
本地的学生有机会学
好汉语。

那时，由于印尼
断层了卅多年的华文
教育，懂华文而愿意
再执教鞭的人士都已
花甲之年，师资来源
的确十分紧迫，培育
合格年轻的汉语老师
成 了 燃 眉 之 急 的 工
作；一开始，雅加达
华文教育协调机构、
还有个别团体或人士
都一直在努力，将不
少有中文基础的学生
保送到中国去培训。
十多年过去了，人们
却很奇怪地发现，为
什么有些名校、中企
仍会跑去西加，尤其
去山口洋聘请当地的
年轻华文教师？也许
原因是来自中国的师
资 费 用 高 ， 手 续 繁

多，而本地人才也不
差呀！据知，单山口
洋 的 一 所 华 文 补 习
所，每年都会有外岛
的学校或企业前往聘
请他们补习所刚中学
毕业或者到中国培训
回来的学生去工作。
那又为什么这些人才
很多都是来自坤甸、
山口洋还有棉兰、巴
淡等这些地方呢？

2018年时，就曾
经让我感到惊讶。那
年印华作协举办了第
二次青少年的中文写
作比赛。参加者有来
自全国各地的学校学
生，但入围的却是西
加坤甸、山口洋以及
巴淡、楠榜、三宝垄
的学生；最后他们来
雅加达参加决赛，青
年组得到冠军的是坤
甸学生，学生组冠军
的是巴淡学生，而且
坤甸及山口洋学生得
高分的占多数。

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地理、人缘、环
境 ？ 或 许 有 点 关 系

吧！但最主要一点是
他们有专门的华文补
习场所，也可以说有
这样的环境！

就拿山口洋这个
城市做例子吧，山口
洋 华 人 占 全 市 人 口
60%多，而且华人集
中于市区，其他族群
却分散在市郊，而世
世代代市民日常交流
都用客家话（河婆腔
那种客家话），也让
其他族群当小贩的、
当店员的、当杂工的
都学会了客家话，这
种习惯对华人子弟在
学习中文过程中十分
有利，因普通话与客
家话好多是一脉相通
的，学习起来也比较
快；二来那儿因靠近
新加坡、马来西亚、
沙捞越，华人每天打
开来看的电视节目或
收听的广播电台多数
是这些国家的华语节
目及华语歌曲，还有
中国的中央电视台。
孩子们在家里从小耳
濡目染，对学习中文

就感到亲切且容易，
这就是上面说的环境
地缘关系。更重要的
一点是，他们有自己
专 门 学 习 中 文 的 场
所，比如坤甸有一所
陈慧珍女士创办的“
共同希望语言学院”
、山口洋有“教师联
谊会”开办的华文补
习所、山口洋南中校
友会开办的“南华中
小学华文补习所”、
还有盐町新港的“印
华 公 学 ” 、 高 杯 山
的“印华公学”，市
郊外的“福律新生华
校”、“新光明华文
补习所”等等都是供
学生专门补习华文的
场所。他们上课的时
间是在下午三点至六
点，学习课程是来自
中 国 大 陆 的 中 文 教
材，所以比起其他正
规学校一星期只参插
几节中文课的学生学
习时间比较多，也学
得比较专。

为了让读者更了
解那儿孩子们学习中

文的情况，在此就简
单介绍山口洋自华文
开 放 以 来 的 概 况 。
其实2000年华文正式
开放之前，山口洋许
多 有 识 之 士 ， 为 传
承 中 华 文 化 ， 已 在
暗中给孩子们补习中
文。2000年华文开放
后，各地的华文补习
班（规模比较小）犹
如雨后春笋般四处成
立。2002年，在17位
老教师发起下，山口
洋成立了“教师联谊
会”，拥有会员100
多位（包括邻镇的华
文教师），并推举了
黄锦陵前辈为主席。
山 口 洋 “ 教 师 联 谊
会”在培育师资青苗
起着推动的作用；当
时他们选拔了一批有
基础的学生在企业家
或华社团体的支持下
保送到中国去培训，
学成归来后当上了补
习学校的教师，又再
培育新苗。另外，如
2012年黄锦陵主席与
徐崇妹前辈也曾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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