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菲律宾的汉语教学

［菲律宾］颜长城

　　目前，菲律宾的华语教学仍然处于探索

阶段。虽然多少也看到一点零碎的成果，但

是由于未能作更深入的研究，总结不出可资

借鉴的经验，未能建立起更有效率的课堂教

学模式。

菲律宾的华语教学有两大块：其一是已

有一百多年办学历史的菲律宾华人开办的华

校华语选修课；其二是处于萌芽阶段的菲律

宾高等院校外语系的汉语课。

华校的华语教学

菲律宾华人族群开办的华校，全国有一

百六十多所。我们以1976 年全面菲化为分

界线，把华校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1976 年

之前为侨民教育时期，1976 年之后直到当前

为华人教育时期。不同的时期制约了华校华

语教学不同的教学目标。侨民教育时期的华

语教学，是中国国民学校语文课程在海外的

延伸，属于语文教学范畴，课程设置、教学课

时均遵照中国教育当局的规定。而华人教育

时期的华语教学则是遵照菲律宾教育当局的

规定设置课程，华语课仅是一门选修课，教学

对象也由于华人长期定居、转籍、通婚而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化，此时的华语教学已经不再

是当年侨民学校时期的语文教学，而是属于

语言教学的范畴了。

华校全面菲化后，华语课时大量减少，华

语学习不受重视，影响了教师的教学情绪，也

大大挫伤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华语水平直

线下降。

根据华校菲化后出现的新情况，我们对

华校的华语教学作了重新定位，认为转型后

的华校华语教学必须是语言教学，于是与中

国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取得了联系，聘请当时

的学会副会长吕必松教授来菲主持“华语讲

习会”。吕教授介绍了第二语言学习和教学

的原理，论述了作为第二语言的华语教学的

原则与具体方法，提高了我们华语和华语教

学的专业知识，从而增强了我们搞好华语教

学的信心，认识到华校的华语教学必须从第

二语言教学这个新的起跑线上重新起步。于

是我们组织了一个六人教材编写小组，聘请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专家协助，以第二语

言教学理论为指导思想，进行华语教材《菲律

宾华语课本》的编写工作。同时着手进行教

师培训，组织了第一个“菲律宾华语教师团”

前往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学习。

此后，每年假期，我们都分批组织华语教师到

北京、上海等地学习，并在国内举办教师培训

班，以不断提高华语教师队伍的素质和专业

水平。

《菲律宾华语课本》这套教材，我们是采

用边编写边实验边修改然后定稿的办法进行

编写的。教材包括“华语课本”20 册，练习20

册，系列教材“阅读”8 册，“听力”8 册，“写作”

8 册。此外还有教师手册10 册，“华语课本”

教案20 册。为了让学生学得容易，学得有趣

味，教材还配有录音带、光盘等辅助教具。

《菲律宾华语课本》经8 年编写完成发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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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全国华校推广，目前使用这套教材的已有

40 多所华校。我们又加大力度，培训华语教

师多媒体课件制作能力，鼓励教师充分利用

多媒体来辅助教学，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减少学习的难度。

除了编写新教材，培训教师提高课堂教

学质量之外，我们也重视学生的课外活动。

我们让学生参加校庆和中国传统节日的庆祝

活动，参加文艺演出，让他们在民族舞蹈、华

语歌曲、民间曲艺和武术的表演实践中，学习

民族文化，进行华语交际技能的训练。我们

还利用节假日，组织学生到中国访问，加深学

生对中国的认识，让学生在华语的故乡亲身

去体验和感受民族文化，实践课堂上学到的

华语交际技能。

菲律宾华校的华语教学虽然定位为第二

语言教学，但却不同于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也

不同于高校外语系的汉语教学。中国对外汉

语教学和高校外语系的教学对象主要是成年

人，大部分都有大学学历，汉语学习大多从零

开始。菲律宾华校华语教学的教学对象是7

至17 岁的华裔少年儿童，而不是其他民族的

少年儿童，多少都有点中华民族的文化背景。

因此，我们认为菲律宾华校华语教学的起点，

教材的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要求，都必须有

异于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和一般高校的汉语

教学。然而目前华校少年儿童华语教学的成

功经验和有关的教学理论都极其贫乏，严重

影响华校华语教学的质量。其次，教师短缺

尤其是合格教师难求，也一直困扰着华校的

华语教学，这是另一个影响教学效率和成功

率的重要因素。

高校汉语教学

菲律宾高校外语系开设汉语课还是近年

的事。2001 年 6 月8 日阿罗约总统在菲华

各界庆祝菲律宾独立103 周年宴会上，首次

公开要求高等教育委员会鼓励各大专院校开

设汉语课作为外语选修课。自此，高校开始

了跟中国有关单位联系，商讨有关在菲开展

汉语教学的事宜。

2001 年8 月，厦门大学访菲考察团由陈

传鸿校长率领，访问了菲律宾，参观了菲大、

亚典耀、拉刹、东方、师范、中央、亚太等大学，

跟这些学校建立了友好关系，并初步达成了

合作的意向。同年10 月，这七所大学为了探

索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途径，组成了考

察团，回访厦门大学，并与厦门大学签订了合

作谅解备忘录。从此菲律宾高校和中国高校

的关系正式建立起来了，相互之间的往来也

频繁了。

2001 年10 月，菲律宾高等教育委员会

主任加西亚率团访问了中国，与北京语言大

学就高校师资培训、汉语教材编写等问题进

行了交流，并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同月，菲大

等校也组成了一个考察团，到北语进行访问，

双方签署了汉语教学合作备忘录，彼此交流

信息、相互承认学分、互派人员访问，并与北

语出版社签署了一份合作协议书，为菲律宾

大专院校汉语教材的编写铺路。

2002 年4 月，上述几所大学的校长应中

国教育部的邀请访问了中国，就开展双边交

流的问题进行了会谈，双方同意对汉语教学、

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合作进一步磋商。同年

12 月，中国六所重点大学———北京语言大

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

外国语大学、厦门大学等领导也应菲律宾高

校中国研究会的邀请，到菲进行访问，双方签

署了谅解备忘录。在这些交往中，菲律宾华

文教育研究中心一直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2003 年3 月，菲律宾高教委主任加西亚

分别与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

室严美华主任和身为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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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主席的笔者签署中菲高校汉语教学合作备

忘录，以便共同推动菲律宾高校的汉语教学。

根据备忘录，中国汉办将协助菲律宾高教委

分期分批在中国和菲律宾培训高校汉语教

师。这是菲中建交以来在高等教育领域签署

的第一份此类专项合作协议，对菲律宾高校

汉语教学的开展和教学水平的提高必将产生

深远的影响。

通过上述多项交流，菲律宾高校的汉语

教学工作已经开展起来了。但由于刚起步，

尚有许多问题等待着我们去面对，去解决。

结　语

目前，菲律宾华校华语教学和高校的汉

语教学虽然还存在着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但全球汉语热这个大气候有利于我们教学的

开展。而且中国国家汉办、侨办以及其他有

关机构也正在加大力度支持周边国家的汉语

教学，菲律宾政府高教委也开始重视汉语教

学。这些有利条件，一定将促进华校华语教

学和高校汉语教学的蓬勃发展。因此，我们

坚信菲律宾的汉语教学的前景是非常光明

的。

（作者介绍：颜长城，菲律宾华文教育研

究中心主席、菲律宾侨中学院校长。2003 年

荣获第二届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

美国大学委员会决定将中文纳入美高中高级选修科目

据新华社华盛顿9 月26 日报道，美国大学委员会日前正式宣布，将中文纳入供美国高中

生选修和考试的高级选修科目范围。当地中文教育界人士认为，此举标志着中文教学在美国

主流教育界的地位得到肯定，并将促进中文教育的发展。

据悉，大学委员会决定将中文与意大利语、俄语、日语一道纳入“高级选修科目”范围，目前

意大利语课程已经开发成熟，中文和俄语、日语课程仍在研究开发中，预计需要几年时间才能

完成。大学委员会的“高级选修科目”计划允许学有余力的学生在高中时选修部分大学课程。

这些科目的考试成绩既可以作为申请大学时的资历，也可以在进入大学后直接计算学分，因此

很受高中生青睐。目前，这项计划的语言类课程只有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和德语四种。

多年致力于推广中文教育的全美中文学校协会名誉会长郑良根介绍说，一直被列为“非广

泛教学语种”的中文教育近年来飞速发展。在大学入学考试的SAT 外语考试中，参加中文考

试的考生总数多次排在第三位，仅次于西班牙语和法语。

42 国外汉语教学动态

·2003 年第四期（总第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