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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专题研究】

“一带一路”背景下东盟国家汉语教育发展研究

洪　柳１，２

（１．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２．广西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广西 南宁　５３０００１）

摘　要：随着中国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汉语热的浪潮。汉语 是 中 华

文化的承载基础，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中国与东盟国家毗邻，各项合作往来频繁，“一带一路”倡议 下，东 盟

国家对汉语的需求更显热切。东盟国家汉语教育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高国家软实力，实现中华民 族

的伟大复兴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东盟国 家 汉 语 教 育 主 要 存 在 着 汉 语 国 际 教 育 推 广 工 作 不 够 全 面、高 等 教 育

国际化发展不够深入、汉语教育国际影响力仍需扩大、国际汉语教师匮乏、汉语教材体系不完善、学科专业 特

色不明显、职业吸引力不强等问题。为此，应建立和完善华文教育政策，深化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扩 大 汉 语

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加强国际汉语教师队伍建设，开发和优化国际汉语教材体系，突出优势学科和专业特 色，

增强职业吸引力，加强汉语国际推广，培养高素质国际汉语人才，满足国家的需要。

关键词：“一带一路”；东盟汉语教育；汉语国际推广；国际汉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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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具备构建民族身份、改善群

际间相互关系的功能。语言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之

间是良性互动的关系［１］（Ｐ５）。世界主要国家十分重视

本国语言的推广，把语言的国际推广作为国家战略，
视语言的国际地位为国家、民族、文化强盛的重要标

志，如德国的歌德学院、法国的法语联盟、英国的英国

文化委员会等。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

日益提高，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日益增强，汉
语国际教育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已成为提高国家

软 实 力，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重 要 组 成

部分［２］（Ｐ４）。
中国与东盟互为毗邻，往来频繁，中国对东盟国

家具有独特的地域和人文优势。在“一带一路”倡议

下，中国与东盟搭建了更深入、更广阔、更多元化的

交流平台，各项合作不断升温，东盟国家对汉语的需

求更显迫切而热烈。语言是国际交往的媒介，是经

济往来的助推剂，无论经济往来还是文化交流，语言

相通是重中之重，汉语国际推广对于提高国家软实

力，实现 中 华 民 族 的 伟 大 复 兴 具 有 重 要 的 战 略 意

义［３］。“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国际汉语人才，汉语国

际传播与推广、培养国际语言人才已成为国家需要。

一、区位优势与时代背景

（一）区位优势

东盟国家正式成立于１９６７年，由 马 来 西 亚、菲

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五个创始成员国组

成。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文莱（１９８４年）、越 南（１９９５
年）、老挝（１９９７年）、缅甸（１９９７年）和柬埔寨（１９９９
年）五国先后加入东盟，使这一组织涵盖整个东南亚

地区，形成一个人口超过５亿、面积达４５０万平方公



里的十国集团。中国与东盟山水相依、文化相融，东
盟是世界第二大汉语区。

（二）时代背景

２０１３年９月７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

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了加强政

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
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４］；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３日，习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

时明确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

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
同建设“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５］。

在“一带一 路”倡 议 中，东 盟 国 家 作 为“２１世 纪

海上丝绸之路”成员国，对推动双边合作交流、繁荣

稳定、互利 共 赢 起 着 重 要 的 作 用。“丝 绸 之 路 经 济

带”圈定广西、重庆、云南、陕西、内蒙古、甘肃、宁夏、
青海、辽 宁、吉 林、黑 龙 江、新 疆、西 藏１３省（直 辖

市）；“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圈定广东、福建、海南、
上海、浙江５省（直辖市）。共计１８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在“一带一路”建设新时期，中国将充分发挥

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深化与东盟国家的交流与合

作。发挥广西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优势，构

建面向东盟的国际通道，将广西定位为“２１世纪 海

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

门户；将云南定位为面向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将福建

定位为“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对沿海诸市

定位为加强沿海城市港口建设，强化国际枢纽机场

功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正迈向起

点更高、领域更宽、内涵更广、层次更高、合作更深的

“钻石十年”［６］。
“一带一路”是中国教育国际合作交流的顶层设

计，是中国教育逐步走向世界中心的线路图，是在更

高层次、更 大 范 围 推 进 教 育 国 际 化 发 展 的 重 要 抓

手［７］。“一带一路”为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高等教育

交流，实现合作共赢，为推进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发

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东盟国家对汉语人才的需求热

度将会进一步激发。“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大量的基

本交际型通用汉语人才和了解中国文化、精通中文

的高级汉 语 人 才。新 时 期 汉 语 国 际 教 育 发 展 的 目

标，是培养具有良好的汉语基础知识，了解“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语言文化，知华、友华的高层次汉语国

际人才，服 务 于“一 带 一 路”国 家 建 设。在“一 带 一

路”的推动下，我国高校肩负着弘扬中华文化，培养

“一带一路”国际汉语人才，促进与东盟国家语言文

化交流，增进汉语国际传播，提升国家软实力建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东盟国家汉语教

育发展现状

“一带一路”是经济发展之路，是民心相通之路，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语言铺路。东盟国家在文化根

源上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习俗相通。全世界目前

约有６　０００多万华侨华人［８］，东盟约有４　０００万华侨

华人，他们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

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将发挥独

特的作用［９］。
（一）东盟国家汉语教育体系发展现状

汉语教育 在 东 盟 国 家 被 称 为 华 文 教 育［１０］。东

盟国家汉语教育历史悠久，华文教育特色鲜明，成绩

斐然。东盟汉语教育形式多样，有业余补习班、家庭

式补习班、进修班、全日制教育等教学层次，形成了

从小学到大学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学习人数众多。
目前，已有６个东盟国家将汉语教学纳入国民教育

体系［１１］。
泰国是东盟国家华人较多的国家之一，其政界、

商界、学界中绝大多数精英具有华人血统。泰国是

第一个将汉语教学列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国家，拥有

从小学到大学各阶段的华文教育体系，泰国高校重

视华文教育，朱拉隆功大学、法政大学、宋卡王子大

学等高校将华文课程设为主修课，截至２０１２年底，
泰国有３　０００所学校开设了汉语课程［１２］；印度尼西

亚是全球华人最多的国家［１３］（Ｐ２７４），拥有从幼儿园 到

大学完备的华文教育体系，约有３００多所华文补习

学校，１００多所中小学和幼儿园开展了汉语教学，３０
多所大学开展了汉语教学或汉语补习活动［１４］；新加

坡是以华文为主的国家，汉语是其官方语言之一，大
多数新加坡人都能说汉语，拥有从小学到大学完整

的华文教育体系；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水平较高，具有

从小学到大学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１５］；越南自古以

来就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
汉语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越南各师范大学都设有

中文系，有的 大 学 则 开 设 汉 语 班［１６］，华 语 教 育 在 越

南不断升温，中文专业成为越南的热门专业；菲律宾

华裔人口比例虽然很小，菲语和英语是官方语言，但
华文教育在菲律宾高等教育中有较快的发展，被列

为菲律宾高校的必修课程。
东盟正成为亚洲第二大汉语圈。虽然一些国家

开设了汉语课程，但只是把汉语作为选修课，汉语教

育未纳入其国民教育体系。缅甸的汉语教学有官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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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办两种形式，缅甸至今尚未取得汉语教学在中

小学课程体系中的合法地位，缅甸高校中，目前只有

仰光外国语大学和曼德勒外国语大学设有中文系，
缅甸的华 语 教 育 大 都 是 私 立、补 习 性 质［１７］（Ｐ１０７）；老

挝、文莱、柬埔寨的汉语教育发展缓慢，处在发展壮

大阶段。老挝是东盟国家华人最少的国家，华文教

育规模不大，采用中老双语教学的方式推广华文教

育；文莱采用马来文、英文和华文进行汉语教学，文

莱的华语学校没有政府资金支持，在学制、课程等方

面没有完全的自主权；柬埔寨华文教育起步较晚，华
校经费需自筹，政府不予资助，学生不能参加公办学

校的升学统考，政府不承认学历（详见表１）。

表１　东盟国家将汉语纳入其国民教育体系情况［１８］

东盟国家 官方语言 汉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泰国 泰语 √

印度尼西亚 印尼语 √

菲律宾 英语 √

马来西亚 马来语、汉语、英语 √

新加坡 汉语、英语、马来语 √

越南 越南语 √

柬埔寨 高棉语、英语 —

缅甸 缅甸语 —

老挝 老挝语 —

文莱 马来语 —

（二）东盟国家孔子学院发展现状

由于世界“汉语热”的兴起，汉语国际推广具有

较好的发展环境，“汉语在世界各地已经成为一种新

的必须掌握的语言”［１９］。孔子学院致力于适应世界

人民对汉语学习的需要，增进世界人民对汉语文化

的了解，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教育文化的交流与合

作，发展中外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构

建和谐的世界。孔子学院的主要责任是加快中国文

化走出去，增强中国语言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提升中

国的软实力。“一带一路”建设着眼于合作共赢和共

同发展，与孔子学院“亲、诚、惠、容”的办学理念一脉

相 承，拓 展 和 深 化 了 中 国 与 东 盟 国 家 的 合 作 与

友谊［２０］。
截至２０１６年底，全球１４０个国家（地区）建立了

５１２所孔子学院、１　０７３个孔子课堂。其 中，在 亚 洲

建立了１１５所 孔 子 学 院 和１００所 孔 子 课 堂［２１］。整

个东南亚学习汉语的人数已达５　０００多万人［２２］，孔

子学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人才智力支持。东

盟１０国共建立了３１所孔子学院和３１个孔子课堂，
对汉语国际推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除缅甸

和文莱尚未建立孔子学院外，东盟其他国家都建立

了一定数量的 孔 子 学 院。其 中，泰 国１５所、印 尼６
所、菲律宾４所、马来西亚２所、柬埔寨、老挝、新加

坡、越南各１所（详见表２）。

表２　东盟国家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数量（截至：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东盟十国 泰国 印尼 菲律宾 马来西亚 柬埔寨 老挝 新加坡 越南 缅甸 文莱

孔子学院数量 １５　 ６　 ４　 ２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孔子课堂数量 ２０　 ２　 ０　 ０　 ３　 １　 ２　 ０　 ３　 ０

数据来源：关于孔子学院／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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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我国高校对东盟国家汉语教育发展现状

文化是高等教育的根本属性，高等教育自身是

文化的一部分，它承担着人类优秀文化的传承、传播

以及创造先进文化的使命［２３］（Ｐ２９）。我国高校积极实

施“走出去”战略，大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是高等

教育国 际 化 发 展 的 一 个 重 要 趋 势［２４］（Ｐ１３７）。孔 子 学

院是中外合作建立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即中方高

校与外方高校共同承担孔子学院建设。在中国与东

盟国家共建的３１所孔子学院中，从中国高校所在省

区直辖市的分布来看，广西有３所高校建立了７所

孔子学院，福建有２所高校建立了４所孔子学院，天
津有３所高校建立了４所孔子学院，广东、江西、重

庆、北京 分 别 建 立 了２所 孔 子 学 院，云 南、上 海、山

东、陕西、浙江、河北、湖北、海南分别建立了１所孔

子学院。广西与福建因其与东盟的地缘优势，在壮

大孔子学院建设，推动东盟国家汉语教育发展中做

出了突出的贡献。“一带一路”的实施，华文教育发

展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一
带一路”提 出 之 后，我 国 高 校 在 东 盟 国 家（越 南、泰

国、菲律宾、马 来 西 亚）又 建 立 了６所 孔 子 学 院，其

中，天津３所，广西、海南、福建各１所。天津、海口、

厦门积极发挥沿海港口城市的优势作用，积极推动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在“一带一路”海上支点

和前站 国 家 构 筑 民 心 相 通 的 国 际 汉 语 教 育 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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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东盟第一次出现了以“丝绸之路”命名的孔

子学院。“一带一路”密切和深化了中国与东盟国家

在经贸、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推高了“汉

语热”的浪潮，强劲地推动着东盟国家汉语教育的发

展（详见表３）。

表３　我国高校在东盟国家建立孔子学院情况（截至：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省区直辖市 我国高校 东盟国家 启动运行时间 孔子学院

广西（７所）

广西民族大学

泰国

老挝

印度尼西亚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

２０１０年３月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玛哈沙拉坎大学孔子学院

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丹戎布拉大学孔子学院

广西师范大学

泰国

印度尼西亚

越南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

２０１１年３月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送卡王子大学孔子学院

玛琅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河内大学孔子学院

广西大学 泰国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 川登喜大学素攀孔子学院

福建（４所）

厦门大学
泰国

菲律宾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皇太后大学孔子学院

菲律宾大学孔子学院

福建师范大学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

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

阿拉扎大学

天津（４所）

天津师范大学
泰国

泰国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

２０１５年６月

曼松德昭帕亚皇家范大学孔子学院

海上丝路孔子学院

天津科技大学 泰国 ２０１５年９月 易三仓大学孔子学院

天津中医药大学 泰国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华侨崇圣大学

广东（２所）
中山大学

华侨大学

菲律宾

泰国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

亚典耀大学孔子学院

农业大学孔子学院

重庆（２所）
重庆大学

西南大学

泰国

泰国

２００６年２月

２００６年８月

勿洞市孔子学院

孔敬大学孔子学院

江西（２所）
江西九江学院

南昌大学

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２０１１年２月

柬埔寨王家学院孔子学院

哈山努丁大学孔子学院

北京（２所）
北京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泰国

马来西亚

２００７年３月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朱拉隆功大学孔子学院

马来亚大学孔子学院

云南（１所） 云南师范大学 泰国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 清迈大学孔子学院

上海（１所） 上海大学 泰国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 宋卡王子大学普吉孔子学院

山东（１所） 山东大学 新加坡 ２００７年７月 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

陕西（１所） 西北大学 菲律宾 ２００９年２月 布拉卡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浙江（１所） 温州大学、温州医学院 泰国 ２００９年９月 东方大学孔子学院

河北（１所） 河北师范大学 印度尼西亚 ２０１１年１月 玛拉拿达基督教大学孔子学院

湖北（１所） 华中师范大学 印度尼西亚 ２０１１年５月 泗水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海南（１所） 海南师范大学 马来西亚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世纪大学孔子学院

数据来源：关于孔子学院／课堂

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ａｎｂａｎ．ｅｄｕ．ｃｎ／ｃｏｎｆｕｃｉｏｕ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ｎｏｄｅ＿１０９６１．ｈｔｍ［２０１７－０９－１８］．

三、“一带 一 路”背 景 下 东 盟 国 家 汉 语 教

育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孔子学院是世界人民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华文化

的园地，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是加强中国人民与

世界各国人民友谊合作的桥梁［２５］（Ｐ３０）。随着孔子学

院在东盟国家的不断壮大，汉语国际教育得到了较

快的发展。在“一带一路”推动下，东盟国家汉语教

育和国际汉语人才培养将会面临更大的发展机遇和

挑战，分析东盟国家汉语教育存在的问题，探究影响

和制约东盟国家汉语教育发展的因素，对于不断提

高东盟国家汉语教育质量，培养高素质国际汉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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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显得尤为重要。“一带一路”背景下东盟国家汉语

教育主要面临着汉语国际教育推广工作不够全面、
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不够深入、汉语教育国际影响

力仍需扩大、国际汉语教师匮乏、汉语教材体系不完

善、学科专业特色不明显、职业吸引力不强等问题。
（一）汉语国际教育推广工作有待加强

随着“一带一路”的实施，华文教育有了更强劲

的发展势头，东盟国家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数量不

断增长，汉语教学增长迅速，但目前孔子学院以非学

历教育为主。汉语教育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

依靠各国自身的教育体系。汉语教学是否进入对象

国的国民教育体系是衡量汉语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

指标［２６］。目前，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
新加坡、菲律 宾 已 把 汉 语 纳 入 国 民 教 育 体 系；柬 埔

寨、缅甸、老挝、文莱的汉语教育还未纳入国民教育

体系；此外，我国至今还未在文莱和缅甸建立孔子学

院，汉语国际教育推广工作有待加强。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不够深入，汉语教育

国际影响力仍需扩大

从东盟国家汉语教育发展来看，我国现已形成

了一些在汉语国际教育与国际汉语人才培养方面颇

有建树的高校，涵盖语言进修、短期培训、本科生、研
究生等培养层级。在参与东盟３１所孔子学院建设

的２５所中国高校中，主要涉及师范大学、语言大学、
民族大学、中医药大学、科技大学和综合性大学，其

汉语言教育、汉语国际教育、中医药教育等专业特色

鲜明、办学优势突出；但总体而言，我国高校在推进

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中，对东盟国家汉语教育的广

度和深度还不够，面向东盟国家汉语国际教育还有

很大的提升和发展空间，可吸引和向外发展的优势

学科不足，对东盟国家汉语教育的辐射面和影响力

还不够。
（三）国际汉语教师匮乏

“一带一路”建设会推高东盟国家人民学习汉语

的热情，引发汉语热的浪潮。汉语教学需求与教师

数量的严重不足成为一对巨大的矛盾，向汉语国际

教育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汉语教师短缺在东盟一些

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２７］（Ｐ２８）。汉语教师发展是汉语

国际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核心。高水平的国际汉语教

师队伍是国际汉语传播与推广事业成败的关键。汉

语国际教育对教师的素质和能力有着特殊的要求，
国际汉语教师的知识结构、教学组织、适应能力、跨

文化交际能力和为人师表的基本素养等都需要不断

提高和 完 善［２８］（Ｐ１０２）。东 盟 国 家 汉 语 教 育 师 资 无 论

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汉

语热”的需求，汉语教师缺乏必要的培训，缺少第二

语言教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教学经验不足，对东盟

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等异国文化知之甚少，面对不同

教育、不同文化背景的东盟学生，缺乏跨文化沟通和

适应能力；严重缺乏拥有国际汉语教师资格的高素

质、专业化的教师。
（四）国际汉语教材体系不完善

教材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所依据的材料。一

部教材往往凝聚着一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以及教学理

论的发展和实践的总结。教材水平的高低，直接决

定着教学的效果。国际汉语教材建设是学科建设的

重要内容。教材的质量直接影响着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关系着教学质量。国际汉语教材编写是一项集

语言学、文字学、教育学、心理学、语言教学法等理论

于一身的交叉性系统工程。国际汉语教材的建设与

发展实际上反映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学科理论

的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探索。国际汉语教材应符合留

学生复杂多样的要求，吸取学科理论和教学研究的

成果，体现汉语语言理论和语言教学法研究的新进

展。国际汉语教材建设要考虑国别、民族、文化、环

境的特点。
东盟国家有各自的语言体系，对母语非汉语的

东盟学生而言，汉语是其第二语言。在第二语言习

得中，课程教材和教学方式对第二语言习得的效果

和质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２９］（Ｐ３６）。第二语言习得

涉及三个方面：学习者的母语、目的语、中介语；学习

者普遍性的认知规律与习得方式；学习者的外部因

素、内部因素以及学习者的个体差异。东盟国家现

行的汉语教材，以通用型教材为主，缺乏能够适应东

盟国家本土情况，反映东盟国家文化内容，满足多层

次需求的教材，缺少国别和教学对象的针对性，缺乏

实用性、趣味性、多样性、真实性、系统性、现代性等，
教材难度也稍大。这在很大程度上会给母语非汉语

的东盟学生造成汉语学习的障碍，影响学生汉语学

习的实际效果。“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家汉语教材体

系建设不完善，还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东盟学生

汉语学习多层次、多样化发展的需求。
（五）学科专业特色不明显，职业吸引力不强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各种精通汉语的人才做支

撑。在东盟 留 学 生 中，大 多 以 汉 语 教 育 专 业 为 主。
他们学习汉语的动机，除了因为喜欢汉语和中华文

化，为之深深吸引外，大都会现实地考虑未来的职业

发展，他们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越来越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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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教育的重要性，把学好中文和自己将来的就业

联系起来。目前，我国高校除汉语言文学专业、对外

汉语教育专业、经济贸易专业、医学专业等，还普遍

缺乏其他吸引东盟留学生来华学习的学科和专业，
这就与多元化地培养面向东盟国家的高层次人才、
满足“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相脱节。汉语国际教育

要为“一带一路”提供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职业教

育、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和各级各类职业技能培训

的服务方向应该由主要服务于内向型经济增长转向

主要服务于外向型经济发展［３０］。

四、“一带 一 路”背 景 下 东 盟 国 家 汉 语 教

育发展的思考及策略

（一）建立和完善华文教育政策

华文教育政策对汉语和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与

推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汉语文化教学与传播研究

作为一项国家民族事业，与国家文化振兴和发展战

略密切相关，已不单纯作为学科的第二语言文化教

学研究，而成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组成

部分［３１］（Ｐ１４）。随着 中 国 经 济 的 崛 起，中 国－自 由 贸

易区的建立，东盟国家政府对华文教育的政策也发

生了一定的变化，相继取消了对华文教育的限制，采
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华文教育发展的措施，绝大多数

东盟国家政府对华文教育从反对到支持，从被动到

主动，从观望到促进，使华文教育更好地融入东盟国

家的主流教育体制，享有政府的教育资源和发展资

助，也为华文 课 程 的 开 设 与 教 学 提 供 法 律 保 障［３２］。
目前，大多数东盟国家政府从民族团结角度出发，对
华文教育采取“本土化”的政策，已将华文教育纳入

国家教育体系，如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被归于国家

教育司管辖；新加坡将华文与英文并列为国家语言；
在泰国华文是第二语言的母语教学；菲律宾把华文

教学定位于“第二语言教学”［１７］（Ｐ４５）。但还有少数东

盟国家（柬埔寨、缅甸、老挝、文莱）仍未将汉语纳入

国民教育体系，我国在文莱和缅甸仍未开设孔子学

院。伴随“一带一路”的实施，华文教育正经历一个

重新定位、调整转轨、改革图强的新时期，我国政府

要深化与东盟国家政府间的交流与合作，建立和完

善更加切合实际的华文教育政策和来华留学政策，
突破制度障碍，开启有效的对话和沟通模式，增进双

边的友好往来，加强华文教育与中华语言文化传播，
吸引更多的东盟学生来华留学，加大汉语国际教育

的师资培训力度，与东盟各国一道共同推进汉语国

际教育的发展，促进国家和区域间的政治、经济和文

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二）深化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扩大汉语教育

的国际影响力

中 国 大 学 国 际 化 是 大 学 发 展 的 常 态 和 生 存 方

式，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中外高

校间的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政府间的合作交往也

不断增多。为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教育的务实性合

作，２００９年，中国政府提出“双十万学生流动计划”，
即到２０２０年，东盟来华留学生和中国到东盟的留学

生都将达到１０万人左右［３３］。“一带一路”是我国进

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构想，为进一步推进

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提高教育

质量提供 了 重 大 战 略 机 遇［３４］。在“一 带 一 路”建 设

中，我国高校应深化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整合办学

资源和人才优势，加强学科建设，不断铸练内功，不

断提高汉语教育和国际汉语人才培养质量；构建我

国教育文化精粹，增强高等教育的文化自信，拓展对

东盟国家汉语教育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打造面向东

盟国家汉语教育办学的知名品牌，进一步扩大对东

盟国家汉语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寻求我国高校与东

盟国家汉语教育发展新的突破口和增长点，在东盟

国家建立更多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培养更多高

素质的国际汉语人才，推进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和“一
带一路”建设。

（三）加强国际汉语教师队伍建设

２１世纪是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全 面 振 兴 的 世 纪。中

华民族的全面振兴要求推进对外汉语教育事业的发

展［３５］（Ｐ１６）。国际汉 语 教 师 是 汉 语 知 识 的 传 授 者，是

中 华 文 化 的 传 播 者，是 汉 语 国 际 教 育 推 广 的 关

键［２７］（Ｐ７７）。优良的对外汉语师资的培养与高素质东

盟汉语人才 的 输 出 息 息 相 关［３６］。汉 语 国 际 教 师 应

该深入细致地了解不同文化和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学

习汉语的基本特征、普遍规律以及典型的语言偏误，
从 而 通 过 有 效 的 教 学 手 段 与 方 法 进 行 汉 语 教

育［３７］（Ｐ１４９）。国际汉语教师应具有较高的 师 德 修 养，
扎实的专业 基 础、丰 富 的 知 识 储 备、流 利 的 外 语 水

平、灵活的教学方法、娴熟的教学艺术，良好的师生

关系，运用外语教学理论以及教育学、心理学等教学

法生动高效地组织课堂教学，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
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汉语，寓教于乐。国

际汉语教师 的 言 行 举 止 所 代 表 的 不 仅 仅 是 教 师 自

己，而是整个中国的形象［３８］（Ｐ３００）。在“一带一路”建

设中，我国高校要充分做好大规模、高质量地培养东

盟汉语国际人才的准备，增强国际汉语教师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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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笃厚国际汉语教师的

中华文化知识，培养既精通中华文化又知晓东盟国

家人文、教育、历史、社会、民风习俗的高水平教师，
加强对现有 在 职 教 师 的 培 训［３９］（Ｐ４０），增 强 教 师 的 语

言能力和教学实践能力；重视东盟国家汉语教育师

资的国别化培养、本土化培养和专业化培养，善于运

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因材施教，培养学生学习汉

语的兴趣，提高学习效率［４０］（Ｐ３５），更好地满足东盟国

家不断增长的汉语教育的需要。面对不同语言、文

化背景的东盟学生，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弘扬中华文化，缔结东盟友谊，全面提高东盟汉语教

师的综合素养和国际汉语人才培养质量。
（四）开发和优化国际汉语教材体系

在汉语国际教育中，直接使用汉语编写的通用

型教材虽然有利于外国学生接触到纯正的目标语以

及目标语文化，但是，语言作为交流工具，应该是双

向的。学习 者 不 仅 可 以 获 得 目 标 语 语 言 和 文 化 知

识，也可以使用该语言表达并交流自己的思想、文化

等。Ｋｉｒｉｌｏｆｆ（１９８３）早 在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提 出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不 应 该 完 全 使 用 来 自 中 国 的 汉 语 教

材［４１］（Ｐ２１６）。由于东盟各国汉语教学环境 的 特 殊 性、
复杂性、教学对象的多元性，东盟汉语教学应该从探

索适合本国学生汉语学习的课程教材入手，鼓励开

发和编写富有东盟国家母语特色的汉语课程教材，
为东盟国家汉语学习者提供适切的、多元化的、可选

择的、有参考价值的汉语课程教材体系，增强课程教

材对东盟国家汉语教学的有效性。
为了优化学习效果，应加大国家汉语教学研究的

资源投入，大力开发和优化国际汉语教材体系。只有

更加专业化和正规化，国际汉语教学才能应对汉语学

习者日益增多的挑战，才能使国际汉语教学真正推动

汉语的全球化［４２］（Ｐ８９）。目前，在我国汉语国际教育研

究中，专门用途汉语教学、教学理论研究、教材编写及

研究还很薄弱。专门用途汉语教材品种有限，发展不

够宽泛，品牌教材缺失，许多领域的教材编写仍处于

空白状态。因此，大力开展专门用途汉语教学理论研

究和教材建设，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汉语国际教

育专业人员的亟迫任务，应联合政府、学界和社会的

力量，整合政策、资金和人力资源，大力开发多样化的

专门用途汉语教材，积极支持和推进国际汉语事业的

发展，不断完善汉语国际教育学科建设，满足东盟国

家学习者 对 各 类 专 门 用 途 汉 语 学 习 的 需 要［４３］（Ｐ１７１）。
国际汉语教材编写应体现针对性、科学性、实用性、趣
味性，还应符合目标、特色、认知、时代、语体、文化、立

体等原则［４４］（Ｐ１８２）；针对东盟不同国别、民族、语言和文

化的学生，编写出贴近所在国生活、文化背景和民族

特性的本土化的、系列化的、多样性、多维度的教材，
以满足东盟国家汉语教育和汉语国际人才的需要。

（五）突 出 优 势 学 科 和 专 业 特 色，增 强 职 业 吸

引力

“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与东盟国家在经贸文

教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日渐深入。学习汉语，与

中国开展经贸、文教活动等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人民未来希冀的一条谋生致富之路。来华留

学生教育已不仅仅是汉语文化和专业理论的教学，
而是一项增进高校国际交流、深化高等教育国际化

发展的基础 性 工 程［４５］。来 华 留 学 生 教 育 应 与 国 家

发展整体战略相结合、与行业需求紧密结合。汉语

学习的多目标、多层次、多领域、专业化、职业化、实

用化趋势越加明显。随着“一带一路”的实施和我国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深化发展，来华学习的东盟留学

生还将持续增加，对汉语、医科、经济、管理、国际关

系、国际贸易、旅游、物流、工科、理科、法学、教育等

专业的需求亦将随之加大［４６］（Ｐ３２）。在“一带一路”背

景下，汉语国际教育要适应和满足东盟国家社会与

市场对不同层次汉语人才的需求。为此，我国高校

要与时俱进，进一步完善布局，力争满足东盟国家汉

语教学布点要求；集中优势资源、人才和条件，加强

行业特色型优势学科和龙头专业的建设，与行业发

展相对接，与市场发展相适应，与未来职业发展相切

合；如，为沿线国家培养地质、土木工程、道路和桥梁

等基础建设工程技术的领军人才，大力培养本土双

语翻 译 人 才、职 业 技 能 型 人 才、研 究 型 专 业 人 才

等［４７］；推进“一 带 一 路”建 设，深 化 高 等 教 育 国 际 化

发展，吸引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来华学

习，增强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职业吸引力，
铺就一条通向幸福的康庄大道。

五、结语

语言是 国 家 软 实 力 的 标 志。“一 带 一 路”建 设

中，语言大有所为［４８］。“一带一路”为华文教育带来

了机遇，对华文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加强

了双边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加大了双语人才的

需求。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国际影响力的提

高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华文教育已经成为构

筑世界华人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

要组成部分。高校作为政府的智库和人才输送永动

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高校需要内塑质量，

·６１１·



外扩影响，充分发挥对东盟国家汉语教育的作用，肩
负起推动国际汉语教育传播、增强国家软实力建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增进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教育文化交流合作，创建更多的孔子

学院、孔子课 堂 和 汉 语 教 育 机 构；架 构 更 多 地 通 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友好往来、言语相通、心心相连

的桥梁；我国高校要“请进来”和“走出去”，吸引更多

的“一带一路”邻邦友人学习汉语；让汉语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辐射东南亚，影响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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