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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是华文教育的 野大本

营冶袁 历来运用不同方式支持推动华文教育发展遥
而如何有效推进华文教育事业袁 则是两岸与时俱

进的话题遥 台湾地区在华文教育事业上有着起步

早尧成效多等优势袁特别在弘扬中华文化尧提高华

侨青年华文水平等方面有着丰富经验袁 值得学习

借鉴和研究探讨遥 近年来袁台湾地区华文教育政策

有了新气象袁本文拟就此袁谈谈台湾地区华文教育

的发展情况遥
吸引华人华侨赴台接受华文教育
2008 年以来袁 台湾地区吸引华人华侨赴台接

受华文教育成为常态袁 其将华文教育作为文化资

源袁不断开拓发展方向袁扩大了华文教育在台湾的

发展空间遥 台湾地区渴求将自身塑造成为优质华

文教育的代名词袁并为之推出多项举措遥
1.重视华侨函授教育

推动华侨的函授教育是台湾地区较有特色的

做法袁函授内容以专业化的华文教育为主遥 先后开

设野华文教师科冶野实用华语文科冶等多门学科袁并
不断丰富课程内容袁注重课程的实用性袁供侨胞免

费选读遥 这类函校面向的是广大不同教育程度尧不
同职业尧不同年龄的来自不同侨居国的华人华侨袁
采用免费的选修类的函授教育模式袁 减轻他们额

外的经济压力袁增强其学习的主动权袁给侨胞提供

更加便利实际的学习机会袁 同时契合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的野有教无类冶和野终身学习冶教育思想遥
华侨的函授教育有利于培养专门从事华文教育的

华侨人才袁他们学有所成袁回到侨居地成为华文教

育在海外纵深发展的有力推动者遥
2.推动野学华语到台湾冶项目

台湾地区还推出野学华语到台湾-打造台湾成

为华语学习圣地冶项目遥 仅 2016 年袁至少每两月有

一次大型华文教育相关活动遥 2 月袁新北市推出野学
华语庆元宵同乐会冶曰4 月袁 逢甲大学主办推出

野2016 疯妈祖窑学华语冶曰6 月袁实践大学推出野耶华爷
龙舟庆端午冶曰7 月袁慈济大学推出野2016 花莲庆丰

年窑乐活用华语冶曰9 月袁 台湾中山大学承办 野月儿

圆窑华语缘冶活动等等遥 [1]这些文化活动的主要承办

者为台湾地区高校袁 高校的民间活动向来以学生

为主体力量袁此项举措野润物细无声冶地培养可作

为华文教育事业的未来工作者的民间人士力量袁
潜在地壮大华文教育事业的人才队伍遥 另外袁元宵

节尧端午节尧中秋节等是最有代表性的中华民族的

传统佳节袁 台湾地区通过将学华语与欢度中华传

统节日的有机结合袁创设了有利的学习情境袁增加

华人华侨对华文教育的参与和学习兴趣的同时袁
还有力地传播了中华文化遥

3.注重举办华裔青年活动

华裔青年是未来海外华人社会的中坚力量袁
台湾地区注重举办各项华裔青年活动袁 依其具体

内容差异可区分为 野海外华裔青年台湾观摩团冶
野海外华裔青年语文研习班冶及野海外华裔青年英

语服务营冶及野海外青年技术训练班冶等遥 研习课程

涉及专题讲座尧文化采风尧台湾旅游尧青年交流及

生产技术学习等传播的重要媒介遥 这些多种主题

形式的文化课程和活动以实践形式为主袁 将课堂

从校舍搬至户外袁 学习内容囊括华文教育和其衍

生出的相关中华文化袁 更有利于学习者的有效学

习遥
一言以贯之袁 台湾地区吸引华人华侨赴台参

加华文教育课程袁 一方面有助于满足不同生源的

需要袁更加集中地统筹资源袁提升互动质量曰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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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有助于生源更直观地在心理层面上强化对中

华文化的认同感遥
发挥大众传媒的合力

华文教育的主要对象包括广大身处海外的华

人华侨袁 多种原因造成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外无

法系统地接受华文教育遥 为改善这一现状袁台湾地

区充分运用信息时代优势袁 打破空间尧 时间局限

性袁合理地发挥出国际报刊尧广播尧网络等大众传

播媒体的作用遥
1.发挥传统大众传媒的作用

电视节目和华文报刊是台湾地区推动华文教

育海外发展的有力武器遥
电视最显著的优势便是视听兼备袁 多采用家

庭式的接收方式遥 2012 年起袁台湾地区透过直播卫

星全天候尧公开化尧免费的形式袁向海外侨胞及社

会各界报道台湾地区社会发展状况遥 野全天候尧公
开化尧免费冶对于家庭群体是极具吸引力的袁能将

受众扩展至有限范围内的最大化遥 台湾地区重视

挖掘海外华人社会素材袁专访海外侨贤袁记录尧分
享其海外奋斗的故事袁 此举增进了台湾地区和海

外华人华侨社会的互动袁 传播中华民族优良的传

统价值观遥
野华文报刊是华侨社会的舆论喉舌和华文教

育的一个重要平台冶遥 [3]台湾地区注重发挥国际报

刊力量袁即时尧免费将其寄赠海外侨社尧侨校尧主流

大学尧图书馆尧驻外单位及全球赠报点袁发行对象

主要为华人华侨袁免费赠与遥 后来出于成本的考虑

和顺应网络时代趋势袁 有些纸质媒体发展成电子

报刊袁 通过网络传播侨社资讯等自有内容和选登

海外华文媒体报道袁并提供海内外资讯交流遥 电子

报刊的即时性更加显著袁 为海外华人华侨提供了

更加快速尧便捷的获取侨社资讯的方式遥 广播是大

众传媒中成本较为低廉的一种媒介袁 台湾地区也

曾以此为中介袁传播中华文化和华人华侨资讯遥
2.顺应网络时代大势

网络媒体内容最为丰富尧形式最为多样尧拥有

最大的流量袁 台湾地区主要通过建立各种相关网

站袁 传播华文教育的文化资源遥 2008 年正式建立

野全球华文网冶袁自 2013 年起野全球华文网冶新增

野云端学校冶野资源共享平台冶野电子书城冶等多项云

端服务袁提供丰富系统的电子资源袁顺应了数字化

时代的趋势遥
在利用网络推动华文教育方面袁 台湾地区的

学术研究紧跟步伐遥 由台湾地区主办的全球华文

网络教育研讨会在 2008耀2016 年袁共经历过四届袁
其研讨主题分别为 野教学的蜕变-Web2.0 时代之

华语文教学契机冶野迈向创新与创意的华语文数位

新视界冶野云端时代的华语文教与学冶及野华语文教

学与科技结合之方向与省思冶遥 同前几届相比袁台
湾地区的全球华文网络教育研讨会主题已实现由

关注华文教育的数字化发展到在数字化背景下实

现华文教育的革新袁 是在数字化质变基础上的新

发展遥 四届全球华文网络教育研讨会主题都将华

文教育与网络教学紧密结合袁并且能通过反思袁寻
求更加完备的改善方法遥

结语
近些年袁台湾地区的华文教育总体呈现出野台

式冶特色院第一袁华文教育事业不仅立足海外袁还致

力于将本地区开发成新舞台遥 第二袁有意地壮大华

文教育事业队伍遥 这方面主要是通过培养专业的

华侨华文教师和吸引本地区的大学生关注华文教

育来实现遥 第三袁华文教育的内容以传播中华文化

的优秀内涵相挂钩遥 第四袁不流于表面袁注重华文

教育的科研性发展遥 综合来看袁台湾地区多样丰富

的措施促进了华文教育事业的海内外发展袁 积极

与时代野共振冶袁寻求华文教育和赋予其生命力的

中华文化的新传播遥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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