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总第６期）

孔子学院发展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Ｎｏ．１２０１６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６

　　

　　作者简介：高　艳，女，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及汉语国际教育。

Ｅｍａｉｌ：ｇａｏｙａｎｎ＠１２６．ｃｏｍ。

毛里求斯汉语教学的现状、困境及出路

高　艳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中国 上海 ２０００６２）

摘　要：英语、法语以及克里奥尔语在毛里求斯使用广泛，汉语与其他东方语言一样属于国民
教育体系。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近年来汉语学习的需求与日俱增，但多种不利因素的存在导致

汉语教学困难重重，其中师资力量的薄弱成为制约毛里求斯汉语教学发展的瓶颈。培训现有教师

以及招募和培养高素质的教师是解决困境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毛里求斯；汉语教学；现状；师资；对策

中图分类号：Ｈ１９５．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２２２５６２９６（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６４０６

一、社会背景

毛里求斯是非洲东南部印度洋上的一个岛国，面积２０４０平方米，人口约１３０万。
毛里求斯社会是一个多元共同体，表现在族裔、文化和语言等诸方面，各种成分之间既彼此独

立又相互融合，形成了多样性和融合性的社会形态。

这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居民主要由印度、巴基斯坦、非洲、中国和欧洲移民的后裔组成。印

裔是主要民族，约占全国人口的７０％，法、英等欧洲后裔约占１．７％，华人不到３万，约占总人口的
３％，主要为早期来自广东梅县的客家人后裔，也有一部分来自广州、汕头、台湾、福建等地，还有极
少数是来自中国其他省份的新移民。

这是一个多元文化汇集的国家。约５２％的居民信奉印度教，３１．３％信奉基督教和天主教，１６．
６％信奉伊斯兰教，另有少数人信奉佛教。境内教堂、清真寺、庙宇众多，除了３月１２日的独立日和
共和国日以及作为新年的元旦是各民族共同的节日外，每个民族各自的节日，如印度人的灯节、泰

米尔人的扎针节、穆斯林的开斋节、基督徒的圣诞节和华人的春节，均为公共假日。各个民族的餐

饮文化在此也得到了传承，如西餐、印度餐、中餐、非洲餐，等等，各种风味不一而足。

这是一个人口稀少但语言种类众多的国家，这是由其民族的多元性决定的。官方语言为英

语，在不同民族的交往中，英语也起到了通用语的作用。法语普遍使用，如商品标签、购物小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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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收银单，银行的业务单等大多用的是法语，电视、广播以及报刊也以法语为主。在不同种族内

部，本族语言也会使用，如印度裔说印地语（Ｈｉｎｄｉ）、泰米尔语（Ｔａｍｉｌ）、马拉蒂语（Ｍａｒａｔｈｉ）、泰卢固
语（Ｔｅｌｅｇｕ）等，华人说客家话、普通话、粤语和闽语，穆斯林人则说阿拉伯语（Ａｒａｂｉｃ）、乌尔都语
（Ｕｒｄｕ）等。在中小学，英语和法语是必修课，此外，学生还可以选修一门东方语言课，汉语是其中
之一。

多种族、多文化、多语言长期并存共生，形成了高度融合的产物，即克里奥尔人、克里奥尔语和

克里奥尔文化，这是多元化的极致。毛里求斯的克里奥尔人是非洲人及欧非混血后裔，约占全国

总人口的２７％。餐饮作为文化的一部分集中体现了毛里求斯文化的融合性，各民族的饮食在保留
各自民族特点的同时，也或多或少融入了其他民族的餐饮元素，形成民族性和本土性兼容的风格，

其中尤以印度菜的影响为最，咖喱、香料等在各式菜肴中广为使用。法国菜也很普遍，但深受印度

菜和非洲菜的影响，多以辣椒和香料调味。吃饭可用刀叉、也可用筷子，还可以直接用手抓。毛里

求斯多语言并存的现实，催生了当地的土语，即毛里求斯克里奥尔语（ＭａｕｒｉｔｉａｎＣｒｅｏｌｅ），这种混合
语以法语为基础，词汇大多源自法语，也有少数词语来自英语及岛上使用的其他非洲及亚洲语言。

克里奥尔语并不与克里奥尔人相对应，它是全国各民族共同使用的口语。从２０１２年开始，克里奥
尔语也纳入小学选修的语言课程中，目前实际修读的最高年级是三年级。尽管曾有数种克里奥尔

语词典和克里奥尔语教材出版，但至今尚无标准的拼写系统。①

二、汉语教学现状

华文教育在毛里求斯几度兴衰。中国人早在１７３５年漂洋过海来到毛岛，１９世纪起，福建、广
东一带陆续有批量移民来到毛岛，其中主要是来自梅县的客家人。②早在１９１２年，华人就在首都路
易港创办了全日制的华文学校———新华学校。新华学校是百年华校的代表，鼎盛时期曾达千人规

模。早期的华文学校以客家话和繁体字进行教学。随着华人的西化，也由于中国的贫穷落后，特

别是二十世纪中叶，由于中国国内的局势动荡，华人不再冀望落叶归根，而是选择了落地生根。华

人子弟开始进入公立学校学习西文，去西洋留学成为主要目标，从而放弃了华文，导致全日制华文

学校沦为周末补习学校，华文教育日渐式微。③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小学开始设立东方语言课程，

华文正式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开启了官方教授普通话、简化字和汉语拼音的华文教学模式。不过，

无论生源还是学习效果都不尽如人意，有的学生学了数年甚至十多年，只会阅读，听不懂也不能开

口说。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汉语热”，毛里求斯

的汉语学习需求也出现了新的气象，华人子弟甚至其他族裔学习汉语的热情与日俱增。

（一）汉语教学机构及学习需求

毛里求斯现有小学大约３２０所，学生总数为１０万多人，其中大约有２５所小学开设汉语课程，
共有近２４００名学生学习汉语；现有中学约１７６所，学生总数为１２万多人，其中大约有１５所开设汉
语课，学习汉语的总人数为４００人左右。④

甘地学院（ＭａｈａｔｍａＧａｎｄｈｉ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是毛里求斯东方语言教学的基地。该校曾与毛里求斯教
育学院联合开设了汉语研究生班，毕业生已成为汉语教学的中坚力量。２０１３年，甘地学院联合毛
里求斯大学招收了５名现代汉语专业在职研究生，这是毛里求斯汉语教学史上第一次开设硕士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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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但接下来没有继续招生。甘地学院也设有中文本科专业，２０１４年仅有一名学生在读。毛里求
斯Ｖａｔｅ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ｃｈｏｏｌ（私立）和毛里求斯大学（公立）近年开设了商务汉语课程，学
员人数稳中有升。

此外，一些华人社团也开设了汉语培训班，如新华学校、华夏学校、光明学校、明德汉语补习

班、华联汉语学习班等，其中新华学校学生最多，有３００多人。汉语学习者一般是出于工作和职业
的考虑而选择汉语，还有很多年轻人是出于去中国留学的目的。汉语学习者中还有一些中年华

人，他们出生在毛岛，几乎不会讲汉语，日新月异的祖籍国吸引着他们回去旅游观光，学习汉语可

以帮助他们克服旅游中的语言障碍。

建于１９８８年的中国首个海外文化中心———毛里求斯中国文化中心常年开设汉语班、武术太极
班、舞蹈班、二胡班、声乐班，还有国画等讲座，经常举办演出、展览等活动。参加者大多为华人，其

他族裔近年虽有增加，但学到高级班的不多。

另外，为了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有些华人子弟往往在周末到一些汉语教师家里补习汉语。

据笔者观察和了解，很多毛里求斯非华裔年轻人，对汉语和中华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鸟

公园售票处设有中文服务台，园内大猫观光区的导游等工作人员询问笔者一些意思汉语如何表

达，还让笔者为他们取中文名字，并请求写下来标上汉语拼音。大猫区的观光车司机露出胳膊，上

面纹了一个繁体的“爱”字。在超市，经常有人用简单的汉语主动打招呼。有一位平时接送笔者上

下班的司机，每每让笔者教他常用的词语，比如“中国”、“你好”、“再见”、“谢谢”、“九点”、“大

雨”、“上海”，等等。首都路易港纪念品商店里的店员可用汉语交流。

近年来，中国游客日渐增多，２０１４年赴毛游客近１０万人。随着中国游客的不断涌入和两国之
间贸易往来的增加，会说汉语的导游以及酒店工作人员也是非常急需。“毛里求斯议长哈努曼吉

女士说，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预示着汉语将拥有更重要的国际地位，毛里求斯想要跟上‘中国龙’

的步伐，就必须鼓励更多学校开设汉语课程，让更多的毛里求斯孩子学习汉语。”⑤

毋庸置疑，毛里求斯的汉语学习需求在日益增长。

（二）汉语教学的困境

尽管在教材、教学大纲、语言环境、中文资料等方面都存在诸多不足，但师资匮乏成为制约毛

里求斯汉语教学发展的瓶颈。

１．汉语教师数量严重不足
由上面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到，在毛里求斯的全日制教育体系中，只有８％左右的中小学能够开

出汉语课。在毛里求斯，教师属于公务员系统，教师的招聘往往受到不同执政党更迭的影响。现

在多所学校希望开设汉语课，但苦于找不到教师。目前毛全国大约只有１５名正式的汉语教师⑥，

而且往往是一个教师担任两个学校的汉语教学工作。很多学校不得已聘请临时代课教师，一些家

长为孩子找的汉语补习老师有的是正式老师有的则不是。汉语教学层次最高的甘地学院随着

２０１４年聂俊璎老师的退休而处于无正式汉语教师的尴尬境地，现仅有一名临时代课教师和一名业
余兼职教师。由于各所学校的汉语临时代课老师薪水低，他们往往请假或在业余时间去做中文导

游，获取额外收入作为生活补贴。尽管近些年来，来自重庆以及国家汉办选派的小学汉语教师以

及志愿者来毛援助，但这些汉语教师和志愿者只是短期任教，任满之后就会离开，教学缺乏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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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且他们不熟悉当地土语，课堂教学和管理都存在一定的困难，需要当地教师给予协助，给当

地教师增加了额外的工作量。总之，目前社会上对汉语学习有广泛的需求，而满足这一需求的师

资存在巨大的缺口。

２．现有汉语教师的专业素质亟待提高
毛里求斯现有正式汉语教师都是华人，少数欧洲裔一般是兼职或在培训机构任教。华人汉语

教师主要是国内嫁到毛里求斯的客家女子，也有的来自台湾、福建、陕西等地，也有个别来自马来

西亚的，男教师为数甚少。这些华人教师大多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有的是第三代移民，他们学

历普遍较低，专业知识普遍缺乏。由于大部分来自方言区，受到方音的影响，语音不够标准，普通

话水平不高，比如发音时混淆前鼻音和后鼻音，“儿”化音生硬，缺少轻声音节，等等；在词汇和语法

上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与远离祖籍国脱离汉语使用和发展的大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个别较年长的教师早年曾在中国大陆接受过专业培训，基础较好，语音较为标准；２０１５年，甘
地学院与毛里求斯大学联合培养的五名现代汉语专业在职研究生通过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这

是毛本土培养的第一批汉语专业的硕士，其中的四名为现职中小学汉语教师。年轻的教师中，个

别人在中国获得了相关专业的本科或硕士学位，受到过较为系统的专业教育，另有一名法裔兼职

教师在法国获得了中文博士学位。这些都是可喜的变化。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２日，国务院华侨事务办
公室副主任何亚非在毛里求斯大学演讲时指出，２０１４年毛里求斯有４００多位在校大学生，分别在
北京、上海和中部以及沿海大学访问学习。这部分人回到毛里求斯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扩大汉语的

影响促进汉语的传播是一个有利的因素。

在毛里求斯，最理想的汉语教师除了应具有较为全面的汉语言知识和中华文化知识以及一定

的教学技能外，还应具备熟练使用英语、法语以及本地土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并且熟悉当地文化，

但现实中符合这些条件的教师非常少见。

三、对　策

多年来，尽管有少数汉语教师在中国大陆进行过短期培训，也有个别教师具有较高的学历，近

几年中国也派遣了一些汉语教师志愿者和专业教师，但这些都是小范围或短期性的，而在当地建

立一支稳定的合格的汉语教师队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具体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拓宽思路：

（一）培训本土汉语教师

中毛有关部门和机构开展务实有效的合作，对当地在职汉语教师进行短期或长期的培训，是

缓解汉语师资问题的一条途径。培训地可以安排在毛里求斯本地也可以安排在中国。传统上，培

训者和接受培训者现场面对面，这需要较大数额的经费投入，手续也较为繁琐。在当今的互联网

时代，可以利用网络实施远程培训，既经济又方便。目前，这方面已经有了成功的尝试。２０１５年６
月２７日，中国教育基金会“完美中国”海外教师远程培训课首次落地非洲，在毛里求斯新华学校举
行了开课仪式，⑦这在毛里求斯汉语教师培训的历史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培训要注重实效，加强系统性和实用性。培训之前要充分与教师进行沟通，了解他们的知识

积累和教学上的困惑，倾听他们的要求；也要充分了解当地学生的情况以及相关的教育政策和规

定。根据教师、学生、政策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制定科学而具体的培训计划，做到有的放矢，比如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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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师普通话不够标准的问题，可以进行正音；针对教师远离祖籍国，汉语的词汇和语法不足的问

题，可以系统讲授实用的汉语基础知识，包括新词语以及汉语新的表达方式等；针对教师中华文化

知识的欠缺，可以介绍具有代表性的中华文化。在当地中小学生的课堂教学过程中，课堂组织和

课堂管理非常重要，决定了教学能否顺利进行下去，因此单纯传授时髦的教学法意义不大，而要结

合当地的特点教给教师如何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针对教师在教学中出现的各种疑难问题和困

惑，培训者给予对症下药的指导；尽量多提供一些实用的教学资料和课堂管理的技巧，等等。

（二）从中国招募或联合培养汉语教师

培训的方式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师资水平，但属于零星的“打补丁式”，教师的素质和能力难

以在短期内得到全面的提高；而在数量规模上对教师队伍予以及时有效的扩充，招募合格师资，则

可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汉语教师队伍。为此可尝试以下两条途径：一是从中国招募教师，二是定向

合作培养中国在校大学生。具体而言，依据毛里求斯汉语教师所应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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