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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是以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４５名华文教育专业本科学生毕业论文中有关东南亚 ８
国２９个城市或地区华文教材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分析、研究而得出的一份综合研究报告。主
要内容有两大方面：①东南亚华文教材使用状况，包括使用率较高的教材、教材出版份额分析、自
编及合作编写情况等；②东南亚华文教材面临的问题及当地化探讨。报告以详实的数据为基础，
针对东南亚华文教材的发展作出预测和建议，为华文教材的编写、出版、发行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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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调查单位的具体情况（数据单位：所）

类型数

据

国别

大学 基础教育学校 独立幼儿园
培训中心／
补习学校

家庭补习班 私立学院

印尼 ４ １３７ １ ２０ ６ １
泰国 ／ ２６ ４ ／ ／ ／
柬埔寨 ／ ５ ／ ／ ／ ／
老挝 ／ ３ ／ ／ ／ ／
缅甸 １ １２ ／ ／ ／ ／
越南 ２ １ ／ １ ／ ／
菲律宾 ／ ４ ／ ／ ／ ２
马来西亚 ／ ５ １８ ／ ／ ／
合计 ７ １９３ ２３ ２１ ６ ３

表中数据显示，所调查的学校（或单位）包括东南亚使用华文教材的各种类型，也包括了幼儿

园、小学、中学、中专、大学、短期培训等不同层次［６］。当然，由于是４５名学生所做的论文，因而数据
缺乏均衡性，但另一方面，体现了随机性，调查的学校在各地具有一定代表性，所以本研究报告的结

论建立在调查的量大、随机、代表性的基础之上，具有一定的客观性［７］。

二、华文教材使用状况

本文所指的华文教材主要指语言类教材，不包括中国文化、历史等其他知识类教材。通过统

计，２５３所学校（或单位）共使用１２６种教材，可见，教材的选择比较多样，没有相对统一的标准。其
中也凸显出一些规律或现象：

１．使用率较高的教材
使用率较高的教材主要有以下３２种：

表２　使用率较高的教材

序号 教材名称 适用层次 出版社 出版国

１ 幼儿汉语

２ 千岛娃娃学华语

３ 幼稚园华语

４ 学前华文

５ 华文

６ ＤＡＹＡ幼儿读本系列

学前

暨南大学出版社

暨南大学出版社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中国大陆

新加坡

马来西亚

７ 华文（中柬合作）

８ 语文

９ 汉语

１０ 国语

１１ 印尼版新编华语课本

１２ 国小国语

小学

柬埔寨柬华理事总会

人民教育出版社

暨南大学出版社

不详

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

不详

柬埔寨

中国大陆

中国台湾

·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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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材名称 适用层次 出版社 出版国

１３ 彩虹

１４ 华语

１５ 看图学华文

１６ 小学华文

１７ 好儿童华文

１８ 我的汉语

小学

不详

Ｐｅｌａｎｇｉｓｄｎ．ｂｈｄ／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不详

不详

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ＥＳＩＳ（Ｅｒｌａｎｇｇａ）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尼

１９ 中文

２０ 体验汉语（泰国版）
中小学

暨南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大陆

２１ 快乐汉语

２２ 汉语教科书
中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大陆

越南教育出版社 越南

２３ 华语（中印合作）

２４ 跟我学汉语
高中

教育科学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大陆

２５ 汉语教程

２６ 桥梁：实用汉语中级教程

２７ 新实用汉语课本

２８ 初级汉语课本

对外汉语

－综合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ＤａｒｍａＰｅｒｓａｄａ

中国大陆

印尼

２９ 汉语快行线：说汉语

３０ 汉语口语速成

３１ 汉语会话３０１句

３２ 汉语外贸口语３０课

对外汉语

－速成

对外汉语

－商务

华语教学出版社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中国大陆

表中可见，小学的华文教材使用最多，对外汉语方面的教材以综合、速成较多，其他听、读、写等

专项技能的教材使用较少。从教材的使用也可看出，东南亚华文的学习以中小学生为主体，短期培

训或大学选修以速成及初中级水平为主，高级汉语教材使用不多。

２．教材出版份额分析
２５３所学校（或单位）使用的华文教材共１２６种［８］，其中有１９种是东南亚各国自编、未公开发

行的教材，１０７种是公开发行的教材，其出版国及国内具体的出版社或出版地如下表：

表３　所用华文教材出版国（地）分布情况（数据单位：种）

出

版

国

（地）

中国 东南亚各国

中国大陆

北
京
语
言
大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暨
南
大
学
出
版
社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华
语
教
学
出
版
社

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

教
育
科
学
出
版
社

厦
门
大
学
出
版
社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台
湾

香
港

马
来
西
亚

新
加
坡

印
尼

柬
埔
寨

越
南

泰
国

教材数量 ２９ １２ ７ ５ ５ ２ １ １ １ １ ４ １ １３ ９ ７ ４ ３ ２
合计 ６９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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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名称 合作地 编写（规划）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适用对象

快乐中国行

汉语教程
中国大陆与泰国 张红等 泰国Ｐ．Ｐ．Ｓ．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 泰国中、小学生

华语 中国大陆与印尼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

学院陈荣岚教授
教育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 印尼国民高中学

创智汉语 中国大陆与泰国
中国国家汉办和

泰国教育部规划
泰国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 泰国中学生

体验汉语

（泰国版）
中国大陆与泰国 姜丽萍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 泰国各类初学者

从合作国别来看，以印尼、泰国、柬埔寨为主［１２］。从适用对象来看，有幼儿、小学、中学三个层

次，另有《体验汉语》适用于不同年龄学习者。从出版时间来看，除《印尼版新编华语课本》、《华

文》是２０００年以前出版的，其他教材都集中在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出版。可见，华文教材的当地化是近
年来的重要现象和趋势。另外，从使用率来看，《华文》、《华语》、《创智汉语》、《体验汉语》、《印尼

版新编华语课本》五套教材使用较好，目前已经成为使用国的主打或知名度较高的教材。

三、华文教材面临的问题及当地化探讨

华文教材目前面临的问题比较多，主要有：

１．不同学龄生使用同一种教材
统计发现，很多不同学龄生使用同一种教材，下面抽样列举一些：

表６　同一种教材供不同学龄生使用情况

教材名称［１３］ 适用

层次

实际使用层次（“／”后的数字为学校的数量）

小学 初中 高中

语文（４－６年级）（人教

版）
小学 ／ 老挝万象寮都公学

老挝百细华侨公学高一 （只用６
年级课本）

语文（７－９年级）（人教
版）

初中 ／ ／ 老挝万象寮都公学

印尼版新编华语课本 小学 印尼坤甸地区／１ 印尼坤甸地区／１ 印尼坤甸地区／１

华语（中印合作） 高中 ／
印尼万登省文德学

校、印尼坤甸地区／１

印尼普禾加多市 ＢＲＵＤＥＲＡＮ学
校、印尼占碑 ＰＥＬＩＴＡＲＡＹＡ学
校、印尼坤甸地区／４

看图学华文（马来西亚） 不详 印尼坤甸地区／１ 印尼坤甸地区／１ ／

小学华文（新加坡） 小学 印尼坤甸地区／１ 印尼坤甸地区／１ ／

我的汉语（印尼） 小学 印尼坤甸地区／２ 印尼坤甸地区／１ ／

表中可见，人教版的《语文》（４－６年级）是适用中国小学生的，分别供老挝的初、高中生使用；
《印尼版新编华语课本》适用对象是小学生，却分别供小学、初中、高中生使用。另外几种教材也是

类似的情况。从调查的数据来看，小学到高中阶段比较多见，且会出现在同一地区。这种情况严重

忽视了学生的心理、年龄特点，影响学习兴趣和效果及对中华文化的认知。

·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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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对外汉语教材或国内中小学语文教材当做华文教材使用
东南亚华人不同于外国人，也不同于中国人。同外国人相比，东南亚华人大多具有祖国情结和

华语（或方言）背景；同中国人相比，东南亚华人的学习环境及对汉语的掌握程度远不如中国人。

由于教育对象的差异很大，应该使用不同的教材，但调查发现，大量对外汉语教材当做华文教材［１４］

使用。如表３所示，使用的所有教材中，中国大陆出版的共有６４种，其中对外汉语教材有５４种，约
占８４％。这类对外汉语教材用作华文教材当然不是绝对不可以，从调查来看，部分学校也认为合
适，但大部分教材的使用带来了一些问题：

（１）注释语种的问题
绝大部分对外汉语教材注释语种是英语，而东南亚大部分国家的学生英语水平不高，所以英语

注释没有多大价值。

（２）教材没有当地化特点
华文教材的当地化，早在民国时期，海外华侨教育界就已经意识到并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于

锦恩 ２０１１）。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华文教学当地化（郭熙 ２００８），其中探讨较多的是教材和
师资当地化问题。其中教材当地化主要是针对个别教材或东南亚某一地区小学华文教材当地化探

讨。这方面成果虽不多见，但目前学界对华文教材当地化问题已比较关注，本调查也发现教材当地

化问题是比较突出的。很多教材由于面向一般的外国人，在文化、词汇的选择以及练习容量、难度

设置等方面都不适合当地学生。

如华语教学出版社出版的《汉语快行线：说汉语》，在仰光约有２５％的华校使用。但约８０％的
师生认为有两大缺点：（１）英语使用太多。如目录、课文题目、语言点解释及生词、句型、对话、语言
点、练习等提示词都只有英语，没有中文。（２）练习太容易。

另外，国内中小学人教版的《语文》教材在印尼、缅甸、老挝等国使用，难度大大超出学生水平，

且不符合当地学习者的学习、思维、文化特点。

３．当地化华文教材非当地化使用
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发展比较成熟，在华文教材方面也做得很成功。因而很多新加

坡、马来西亚的教材流向东南亚其他国家，如图１所示，两国共占的出版份额约１７％。但本来是针
对本国华文教育编写的教材应用到他国，即会出现非当地化特点，在课文的选择、词汇等方面出现

问题，如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出版的中学教材《华文》，选编了大量的马来西亚本土作家

的作品，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教师反馈，希望学到更多中国作家的作品。又如新加坡出版的小学教

材《好儿童华文》，很多词汇和语法变异，不同于标准汉语，具有新加坡当地化特点（祝晓宏

％人 馈、（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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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语言政策不同，造成教材拼音和文字形式不统一。如台湾地区出版

的《国语》、《国小国语》等都使用了注音字母和繁体字。

６．其他问题
除以上五个主要问题外，还有诸多小问题，如：（１）教材的选择比较随意。很多学校自主选择

教材，也有很多学校完全由教师选择教材，出现很大的随意性。有的教材因教师的流失，教材也停

止使用，如印尼北干市有一所华校，因使用台湾小学教材《国语》的老师回台湾了，因而停止使用。

（２）自编教材很随意。很多学校自编教材并无统一成形的材料，而是教师参考多种教材，选取自己
认为比较好的内容进行教学，缺乏系统性、科学性。（３）缺乏相关教参和教辅材料等。有些教师反
映一些教材没有参考书及其他教辅材料，增加了教学的难度。（４）发行不畅通。很多学校的教材
依靠汉办等相关单位赠送，如果数量不够，学校一般以复印的办法解决［１５］，造成文字、图片不清晰，

黑白色调，失去教材原有的生动性和吸引力。（５）一些年代久远的教材仍在使用。如印尼山口洋
地区还有学校在使用小学教材《初级公民》（新加坡上海书局有限公司），出版时间是１９４９年。（６）
一些好的教材需要修订。如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和柬华理事总会合作编写的小学《华文》教材１９９６
年出版，有教师反映有的内容需要更新。

四、结　语

根据调查，东南亚华文教材目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趋势和需求，也是华文教材编写、出版、发

行等方面可以努力的方向。

第一，加强与印尼、泰国、柬埔寨以外的国家的合作。目前合作以印、泰、柬三国为主，其他东南

亚国家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第二，学前教育前景广阔。学前教育目前还不太规范，缺乏大量的教

材、教辅等及相关培训；第三，合作编写当地化教材展现出良好的前景。尽管印尼、泰国等有自己编

写、出版的教材，但这些教材有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如印尼出版的小学教材《我的汉语》就有诸多

问题（蔡 丽 ２０１１），而中国及其他非使用国出版的教材又缺乏当地化特点，因而，合作编写教材避
免了双方的不足，出现了很好的前景，不仅教材具有针对性、当地化特点，且在发行、使用方面也很

顺畅；第四，教材的多层次、多类型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将东南亚华人的华文水平及学习环境等进

行调查、整合，编写多层次、多类型教材是亟需解决的。就目前而言，大致可分为：学龄生正常学习

（包括从幼儿园和到高中）和短期培训两大类，前者又可根据学习的课时量和学生华文水平分出几

类。另外，根据不同国别或地区差异化特点，对教材作适当修订和调整；第五，教材集中化，教学当

地化。有些教材，可面向不同国别推出不同版本的教参和教辅［１６］，如专项技能教材、速成教材、基

础性教材（如拼音、汉字）等，将当地化的内容放在教参和教辅中，这样可兼顾当地化的同时，尽量

整合教育资源；第六，制定教材选择指引，拓宽教材发行渠道。相关单位可为不同国家制定教材选

择指引，帮助其进行合理选择。另外，根据东南亚市场特点，拓宽发行渠道。

注释：

［１］论文作者是：２００５级的陈瀚（印尼）、陈爱珠（印尼）、何阳光（印尼）、黄小（印尼）、林美珍（印尼）、潘惜巧（印
尼）、温桂香（缅甸）、萧金珠（印尼）、谢小梅（印尼）、杨宝丽（柬埔寨）、张晓丽（印尼），２００６级的包璋琳（马来

西亚）、蔡芸（印尼）、陈美君（老挝）、胡恩盛（印尼）、金素娜（柬埔寨）、梁美云（缅甸）、林采淇（马来西亚）、

裴氏秀（越南）、苏德华（泰国）、张莱莱（老挝），２００７级的郭成喜（印尼）、黄诗妮（印尼）、黄晓华（越南）、林美

礼（马来西亚）、施天成（菲律宾）、苏海云（泰国）、温莉璇（印尼）、叶慧佳（印尼）、郑明发（老挝），２００８级的陈
大卫（印尼）、杜一仁（菲律宾）、江碧云（柬埔寨）、蓝丽娜（印尼）、谢真美（菲律宾），２００９级的陈家宝（柬埔

·４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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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黄爱玲（印尼）、黄鑫（泰国）、黄月圆（印尼）、李斌（老挝）、罗丽芙（印尼）、谢宁星（泰国）、张芳（菲律

宾）、赵娜（柬埔寨）、郑凯凡（泰国）。以上学生的导师有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的以下老师：蔡丽、胡建刚、匡小

荣、李卫涛、李小凤、李小燕、刘华、邵长超、吴玉峰、许文果、喻江、张凤芝、张礼、宗世海。由于涉及的作者较

多，导师未作一一匹配。

［２］有的学校四个层次都有，有的学校只有小学或中小学，这里统称基础教育学校。
［３］私立学院有２家有幼儿园、小学、中学、中专，另１家没有中专。培训、补习单位一般有幼儿园、小学、中学的学

生，还有成人短期培训。

［４］大部分华校的学生是华人（包括华侨、华裔），个别华校也有少数当地人。
［５］为行文方便，本文对华文和汉语不加区分，皆称华文。
［６］由于数据量大，学校情况复杂，未能对具体层次作详细统计。
［７］在总结相关情况或现象时，也适当考虑数据的缺陷，以保证结论的客观性。
［８］有的是单独一本，有的是系列教材，本文统一以“种”计算。
［９］马来西亚教材中，有４种是马来西亚幼儿园单独使用的，另外９种在印尼、柬埔寨有多所学校使用。
［１０］但他们能力、水平有限，与国内学者合作编写是比较成功的。详见下文。
［１１］此处结论以调查数据为准。
［１２］《体验汉语》也在菲律宾等国出版发行。另据相关资料，还有其他未统计到的合作编写教材，如：适用菲律宾小

学生的《菲律宾华语课本》（菲律宾华文研究中心出版，注释语种：英语），适用泰国小学生的《汉语》（云南大

学出版社，注释语种：泰语）。

［１３］教材详细信息请参见表１。
［１４］本调查的学习者有东南亚当地人，但绝大部分是华人。
［１５］调查显示，很多单位一半以上的学生使用的教材是复印的。
［１６］教材只需配上不同的注释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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