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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语言政策对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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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教育改革进程中除保留本国育人特色外，学习借鉴他国教育经验，使教育活动能与国际接轨，是提高教改综合质
量的重要渠道。其中，语言教育作为引领学生树立跨文化互动意识，掌握跨境交流方法，提升文化修养的教育形式，亦需秉持“走
出去”、“引进来”理念，从国际语言教育中汲取养分，助推本国语言教育活动科学发展。本文通过探析泰国语言政策对我国
外语教育政策带来的影响，以期提高我国外语教育改革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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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术原则加以区分，后者则依据安全目的、政治意图进行分类，

将数量小于本国人口、无泰国国籍、文化及习俗与本国其他群体不

同的人口视为少数民族，依据该少数民族划分理念则非壮侗语族的

人口并不属于少数民族，如华族、马来人等，与之相比学术派将非

壮侗语族同胞视为少数民族。泰国政府针对少数民族加大标准泰语

推广力度，将标准泰语视为学校教育主要载体，不可运用其他语言。

将泰语测试纳入大学入学考试体系。在泰国标准泰语属于精英语言，

除教育、就业外，还在医疗、文娱等领域予以应用。虽然泰国倡导

民族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但少数民族语言空间紧缩，无法为

多民族差异化发展给予支持 [2]。

2. 泰国语言政策对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带来的影响

2.1 强调英语作为外交工具的重要性
泰国对英语重要性的认识要早于我国，早在 18 世纪泰国皇室

就开始学习英语，先后推行《普通现代教育课程大纲》、《大学课

程标准》等政策，凸显英语教育地位，营建良好的英语教育氛围。

虽然我国在教育进程中开设英语课程，但英语是否已经成为职业教

育中的重要语言这一问题还需深入思考，主要源于我国侧重培养应

用型人才，对于部分岗位工作中鲜少接触英语的专业来讲教师则容

易轻视英语学科，降低外国教育质量。

2.2 本国语言文化教育与外语教育并行
在英语教育进程中泰国仍较为重视发展本国标准泰语，将其视

为重要语言，是报刊、书籍、广播等媒介传播信息必用语言，虽然

允许其他民族拥有自己的语言，但积极加大标准泰语在少数民族中

的推广力度，有利于增强本国语言影响力。在互联网体系不断发展

背景下，国内充斥外国文化，对本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带来负面

影响，加之部分学生“三观”有待调整，缺乏文化优劣分辨能力，

挤占本国文化空间。基于此，我国外语教育需在改革进程中借鉴泰

国语言政策，加大本国语言文化传播力度，营建各国文化平等交融

氛围，引领学生树立跨文化交互意识，在学习外语同时肩负传承本

国文化责任，继而使外语教育质量不断提高 [3]。

3. 发挥泰国语言政策对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积极影
响的措施

泰国语言政策与之文化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等环境关系紧密，

具有一定针对性，为此我国外语教育政策需秉持实事求是、严谨审

慎理念，立足有中国特色外语教育事业发展实况从中汲取有用内容，

借鉴成功外语教育经验，达到推动我国外语教育活动科学发展目的。

3.1 颁布政策指引教育活动发展
泰国语言政策分为显性、隐性两大类，前者以《大学课程标准》、

《普通现代教育课程大纲》等政策为依托指引教师展开外语教育活

动，后者从正规场合用语、大众媒体语言、社交等角度出发颁布隐

性政策，对外语教育带来深远影响，使标准泰语地位无法撼动。我

泰国语言政策发展大致经历两个阶段，一是“单一性质”阶段，

将泰语视为稳定国内秩序，增强民族团结的工具，二是“多元化”

阶段，为泰语体系发展给予支持，使语言教育思路更为活跃，有利

于语言教育活动稳健发展。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将心理学、教育学、

语言学融合在一起，基于语言政策、教育政策、公共政策学建立理

论架构，结合历史、经济、政治、人文等因素，根据人的发展规律、

外语教学规律、语言发展规律展开育人活动，探索外语教育出路，

赋予政策可行性。基于此，为提高我国外语教学质量，探析泰国语

言政策对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带来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1. 泰国语言政策

1.1 重视泰语标准性
在泰国标准泰语是学校必教内容，确保人们能理解并使用标准

泰语，报纸、广播等媒介将标准泰语视为信息传播载体，泰国皇家

学术院负责维持、保护、研究、推广标准泰语，指引人们规范表达，

在除字典以外的其他渠道针对泰语的使用加以指导。泰国皇家学术

院提供泰语使用咨询服务，开通网站解决语言使用问题，包括图书

出版、缩略语、皇家用语、英语发音、姓氏意思等方面，有效消除

人们日常用语疑惑。标准泰语是当地重要交际用语，被视为泰国民

族语言起源，在语言体系中地位较高，是正式场合必用语言。

1.2 将泰语方言纳入泰语范畴
泰国运用非泰语、泰语二分法，二者属于非此即彼的关系，壮

侗语族属于标准泰语的变体。在泰国超 30% 居民使用老挝语或其他

方言，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进程中虽然相关语言还保留原语种的特色，

但与泰国政治、人文、经济等环境不可分割，为此政府将其视为泰

国方言。标准泰语与非泰语既无缓冲地带，又相互补充，前者为规

范场合交流互动提供服务，后者是国民沟通必要的工具，二者存在

共性，只是地位上存在区别，为此泰语方言属于泰语且无法撼动标

准泰语地位。

1.3 突出外语工具属性
早在 18 世纪泰国就意识到英语学习重要性，将其视为精英学

习重要内容，聘请外国人教授皇室子弟学习英语知识，泰国蒙固王

是亚洲首位会读写英语的君王，此后几代君王均精通英语。在学习

英语同时本国标准泰语主导地位并未受到影响，主要源于泰国王室

将英语视为外交工具，加之泰国并未全部沦为殖民地，为此英语与

标准泰语并无权力上的竞争。在泰国除标准泰语外，英语还是职业

教育、学术交流运用最为广泛的语言，同时汉语对泰国语言体系亦

产生影响，将汉语视为城镇语言，在商贸及家庭中予以应用。在 20

世纪中后期汉语遭到打压，虽允许华人开班授课，但教学仍受限制。

在中泰经贸关系日益紧密背景下泰国开始重新审视汉语教育，将汉

语视为工具语言，与越语、旁遮普语等语言地一样 [1]。

1.4 针对少数民族推广标准泰语
泰国少数民族界定受学术研究机构与官方政府机构影响，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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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语教育政策存在显性有余、隐性不足问题，从教育改革、立德

树人、职业教育等角度出发制定外语教育政策，轻视非专业教育领

域对外语教育带来的影响，为此需加大隐性政策研究力度，作为固

有教育政策的补充，持续优化我国外语教育环境 [4]。

3.2 将外语教育人文性、工具性融合在一起
外语教育固然重要，亦不可挤占本国语言空间，这就需要教师

赋予外语教育工具性、人文性，通过外语教育提升学生人文素质，

从人文精神、知识、方法、思想角度出发引领学生正视国内、国外

语言文化关系，在守住本国文化根基前提下灵活运用外语知识与技

能展开交流互动活动，期间输出本国文化理念，加强本国文化国际

影响力，继而使学生能通过外语学习不断提升社会责任感、文化修

养、社交能力、学习能力等综合素养。

3.3 创新外语教育方法，培育优秀外语人才
泰国用“多元化”代替“单一性质”发展语言政策，主要源于

民族发展离不开多元语言，越语、汉语等语言亦是当地居民生活生

产不可割舍的交际工具。基于此，我国外语教育可基于“多元化”

加大创新力度，为培育外语人才奠定基础。例如，教师可践行教育

信息化 2.0 计划，在数字化教育改革政策指引下发挥“互联网 +”

外语教育优势，运用数字资源开发“多元化”课程，用语音、图片、

视频代替传统教材，从听觉、视觉出发提高学生外语学习效率，同

时创建“云端课堂”，为学生根据外语学习需求积极汲取线上学习

资源开展“智慧学习”活动提供条件。教师还可借助网络与泰国等

地教师跨境互动，针对外语教育改革问题予以探讨，激活教师教研

思维，强化本国师资力量，在此前提下不断改进外语教育政策，引

入国际教育资源，助推本国外语教育活动朝着国际化方向发展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泰国语言政策重视泰语标准性，将泰语方言纳入泰

语范畴，突出外语工具属性，针对少数民族推广标准泰语，这对我

国外语教育政策发展带来一定影响，思考通过颁布政策指引教育活

动发展的举措，确保本国语言文化教育与外语教育并行。基于此，

我国外语教育政策需不断创新，追加隐性教育政策，将外语教育人

文性、工具性融合在一起，创新外语教育方法，培育优秀外语人才，

继而在教育实践中检验政策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持续改进教育政

策，使我国外语教育活动得以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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