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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中华文化传播研究综述
夏　溦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浙江 绍兴 512000）

摘要：传统的华文教育研究主要对海外华文教育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探讨海外华人文化传播中华文教育所发挥的作用；或者研

究华文教育的教学形式、手段和实用性，被当作单纯技术性的“汉语语言教学”。随着全球化互联互通，内外交流日益紧密，华文教育

事业蓬勃发展，海内外影响力不断增强，研究的视域和难度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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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教育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精髓。华文教育不仅被誉为中

华民族海外 “留根工程”，同时也是中华优秀文化对外传播的“希

望工程”。其中，马来西亚作为唯一一个除中国外拥有完整华文

教育体系且华文教育从未中断过的国家，更是具有研究的典范性。

在“汉语热”的大背景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已迈入了历史的快

速发展期。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马来西亚作为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更是为其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

发展愿景。

“华文教育”完整名称最早见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马来亚联

合邦，关于其具体定义，学界虽还未有统一的说法，但大都围绕

着“海外华侨华人”“中国语言文化”“教育”三大基本要素，

也就是说，华文教育具有文化传承功能。马来西亚华侨华人之所

以始终坚持华文教育的重要原因就是为了保持自身文化特性，保

留中华文化的根。虽然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曾经历了一段波折期，

但华文教育的薪火却一直在相传中。有关中华文化传播与华文教

育的研究也在不断涌现。

一、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历史和中华文化传播研究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始于近代，至今约有 200 年的历史。学者

们利用报刊、会馆资料等文献，以时间为纵轴，以此梳理出马来

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的历程，相关研究成果也较丰富。如董教总《马

来西亚的华文教育》（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出版 1991 年）

和《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简史》（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出

版 1992 年）及其增订版、谭家健《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马来西

亚的华文教育》（民主 2004 年）等。其中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

展研究较为全面的是郑树良先生。他在新世纪交接之际相继出版

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四册）（马来西亚教师会总会

出版 1998 年，1999 年，2001 年，2003 年），后又在此基础上出

版《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2007 年）。他在书中详细的介绍并总结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

同时附有丰富的史料图片。纵观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历史研究，大

多将其分为私塾期，自由期、殖民期、危机期、衰落期和复兴期

六个阶段。这一时期，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的传播也基本呈现出

相同的趋势。从研究成果看，几乎都有提及华文教育对中华文化

的传承的作用。在《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马来西亚中华大会

堂总会出版 1998 年）中，何国忠就以独立为分界线，讨论了不同

年代的华人文化思想特色，以及为了文化的传承与建设，马来西

亚华人在教育领域做出了诸多努力，如确保华小不变质、发展独

中、申办独大等，认为没有华教就没有华族和华族文化。除此之

外，柯嘉逊《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董教总教育中心出版 2002

年）、莫顺生《马来西亚教育史：1400-1999》（马来西亚华校

教师会总会出版 2000 年）等都有体现这一观点。莫顺生从微观和

宏观的视角对 1400-1999 年马来西亚教育发展史进行了梳理，同

时探讨了各教育领域的起源、发展及演变过程。Ang Ming Chee 的 

Institution and Social Mobilization：The Chinese Education Movement 

in Malaysia，1951-2011（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Academic 

Journal，2015） 被称之为最全面地论述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英文

专著。但因此专著研究华文教育的时间为 1951-2011 年间，遗憾

的是并未探 2012 年马来西亚政府发布的重要教育报告“Malaysia 

Education Blueprint（2013-2025）（马来西亚教育蓝图）”方面的

内容。林宝卿、刘世勇、王焕芝、吴建平等则聚焦马来西亚华文

教育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探讨马来西亚语言政策等对华文教育的

影响，并预测及展望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以上文

献时间跨度较大，史料较为充分，可以作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研

究的史料和背景资料使用。

李开慧在其论文《简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西南

民族大学学报》 2005 年）中不仅回顾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诞生与

发展历史，还追溯了华文教育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原因，使我们看

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它向我们展示了中华民族文

化的博大精深。与此相同的还有耿卫红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

简论》（《船山学刊》2007 年），他在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进

行梳理后，认为华侨华人在马来西亚创办华文教育的历史，是一

部血与泪写成的斗争的历史，体现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可以说，

华人华侨教育抗争史就是中华文化坚守与传承的历史，华文教育

是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文化的传递和发扬寄托在华文教育

的继续发展上。

二、马来西亚华校及教学相关要素和中华文化传承研究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凭借其教育体系完整性在世界华文教育中

占独特地位。华文学校是培养学生中华文化素养的重要场所，同

时也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传播新思潮的有效媒介。华校与

华文教育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重要精神家园，是中华文化传播

重要平台。学者们较多的以中学华文教育作为研究对象，而关于

小学和大学的华文教育研究较少，基本呈现出中间多两头少的状

态。当然也有学者从中小学的角度来看中华文化传播。徐云彪《从

小学华文教育看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传承》（《教师教育学报》2018 年）

从小学华文教育看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传承，他认为可通过华文小

学的课程内容窥探一二，提出华文小学的华文科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了马来西亚华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庄慧琳的《马来西亚中学华文教育与中华文

化价值观教育》（《中学语文教学》 2020 年）一文从中学华文教

育视角看中华文化价值观教育，她认为马来西亚国民中学和独立

中学在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观时具有不同价值取向。前者兼

顾学生个人品格修养和社会意识培养，强调团结互助精神，并将

其延伸至国家层面，体现马来西亚政府对国民意识及爱国精神的

培养；后者则倾向关注学生个人修养，尤其强调良好学习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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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强调华人对华文教育、学习华文、传承族群文化的重视。

郑瑞玉也从马来西亚华文独中切入，探讨中华文化的传承与教育

的发展，并以此为背景，对当代教育和民族文化崛起进行一个深

入探讨。

另外，有关教材和教学法文化层面的研究，也成为学者华文

教育研究的焦点。关于教材研究，大部分学者认为马来西亚华文

教材在展现中华文化的同时还应体现出本土文化特色，这样才能

更好地适应当地教学，便于学生接受。有学者以华文教材文化词

汇为切入点，主要运用计量方法，以中华文化词汇和本土词汇为

考察点，对马来西亚华文课本中的词汇进行统计分析。提出在当

前的汉语国际推广中，汉语教材应体现本土文化特色，以免教材

出现“水土不服”问题。宋婧婧《马来西亚独中教材〈华文〉：

文化传承性与工具性的统一》（《海外华文教育》2006 年）和侯

显佳《马来西亚董教总版初中〈华文〉与人教版初中〈语文〉范

文系统的比较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11 年）都从马来

西亚独中教材《华文》入手，前者对教材中“古文阅读训练”与“听

说训练”部分进行分析。并参照了同为母语教材的我国大陆《语文》

课本以及港台语文教材的编纂情况作比较，认为教材编者从本国

的教育背景与语言的性质出发，坚持了文化传承性与工具性的统

一。而后者则通过范文系统考察，认为董教版更具语言学科的工

具性，在中国古代文学的选材上略有不足。吴娅妮《论汉文化词

语在马来西亚对外汉语教材中的应用》（马来西亚拉曼大学硕士

学位论文 2017 年）从汉语文化词角度，分析马来西亚高校将汉语

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课堂的教材情况，找出教材中文化词语编写的

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并对使用教材的教师进行访谈，最终总结出

对外汉语教材文化词语的编写和教学方面的建议，以期寻求一个

融合中国文化和适合马来西亚本土传播的对外汉语教材编写方向。

三、华侨华人视角下的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研究

纵观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百年发展史，华文教育的发展离不开

华人和社团的努力和奋斗。正是因为他们的不懈抗争，才让马来

西亚成为了除中国以外唯一拥有从小学到大专的完整的教育体系

的国家，才使得中华文化得已完好传承至今，在这个领域他们功

不可没。例如张卫东《论叶氏宗祠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事业的贡

献》（《深圳大学学报》1997 年）、陈徽治《潮籍华人对马来西

亚教育文化事业之贡献》（《汕头大学学报》2003 年），这两篇

文章分别以叶氏宗祠和潮籍华人为研究对象。前者对华教的贡献

主要有以下几点：支持创办独立大学以完善华文教育体系；支持

华文独立中学复兴运动；参与推广华语运动，支持华校以母语为

教学媒介的立场。后者则没有将华文教育列为唯一的主题，而是

从宏观的角度全面阐述了潮籍华人对马来西亚经济领域、教育和

文化出版方面作出的贡献。张继焦《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华人社

团和企业家的重要作用》（《民族教育研究》2015 年）以华人社

团和企业家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是华人自

救自强的公共事业，而拥有财力的企业家和商人就是“教育代言人”

和“文化守护人”。而在《华人教育的重要推动力量——马来西

亚华人社团奖助贷学金分析》（《比较教育研究》2006 年）一文中，

他以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为研究对象，研究华人社团通过设立相应

机构，制定奖助资金相关的规章制度等，来保障奖贷助学金的顺

利颁发，加强对奖助贷学金的管理。指出马来西亚华人社团设立

并颁发奖助贷学金对华文教育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除此之外，

部分学者从南洋大学的创立、独立大学的申办以及对“单元语文

政策”的抗争的角度，展现华人社会为华文教育的发展所作出的

努力和贡献。这方面的学者有何敏波、周聿峨等。Collins 则从不

同的角度探讨董教总为争取华文作为教学媒介语的努力，同时他

指出董教总取得有限成绩是由于其在马来西亚缺乏合法性，同时

未能与华人社团保持一致步调，因此未能等到很好的发展。

四、文化认同等新视角下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传

播研究

世界的全球化趋势大势不可阻挡，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的不断

增强，华文教育的战略地位不断上升，华文教育研究的参与机构

和参与程度也得到进一步完善。近年来，新理论视角下的华文教

育研究成果有所丰富。华裔族群因其特殊成长环境，呈现出对中

华文化认同代际弱化的趋势。有学者就以此为视角来阐述中华文

化传播与华文教育的关系。刘以榕的《马来西亚华族的文化适应

与华文教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 年）认为马华文化建

设要处理好传承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本土文化，以及

西方文化的关系，丰富内涵、兼容并蓄、不断创新。华文教育的

文化适应互动性比较明显，将在马来西亚华人文化适应与文化建

设过程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沈玲《东南亚新生代华裔文化认同

的国别比较研究》（《民族教育研究》2017 年）通过对马来西亚

等国新生代华裔的调查发现，新生代华裔的国家认同总体倾向于

居住国，他们的族群融合意识在进一步增强，在居住国的社会融

合程度日益提高。通过国别比较发现，马来西亚等国新生代华裔

在中华文化认同方面各有特点，他们对祖籍国有一定的亲近之情，

但其中华文化认同总体有减弱趋势，这使得其中华文化的代际传

承与传播面临危机。这也是目前华社大力推广华文教育的原因之

一。还有学者从多元文化背景的角度出发，认为华文教育是马来

西亚华人社会继承本民族语言文化、维护民族权益、提高民族素

质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主要途径。应不断总结办学经验，建立健

全领导组织机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就会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直接或间接探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

论著较多，有关于中华文化传播的阐述也多是在此基础上但着墨

不多。关于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传播的关系解读也较为含糊，多

只是简单论述华文教育具有文化传播功能，关于两者关系没有进

行深入挖掘。还有从华文教育的抗争角度来进行讨论，将华侨华

人争取华文教育合法权益看作是维护中华文化的一种手段，但没

有具体论述华文教育的不同时期的发展会对中华文化传播造成怎

样的影响。而且从搜集到的资料可以发现，目前关于马来西亚华

文教育的研究虽然非常多，但缺陷是大多是二战后到 20 世纪 90

年代的研究资料，而对于 21 世纪最新的资料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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