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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小学汉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刘　杰

（四川传媒学院，四川 成都 611745）

摘要：随着中泰两国在经济、贸易以及语言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泰国学习汉语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其中在泰国的很多小学已经把

汉语作为教学大纲，并且学习汉语的小学生也越来越多。但是，在泰国的小学汉语教育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泰国的汉语师资问题、

课程设置问题以及教材等问题。基于这些问题，笔者主要从国家方面、教师方面和大纲方面提供了一些参考性建议，比如加强汉语教师

的培训和管理，泰国本土汉语教材的编写以及大纲的设计和实施等。最后，笔者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在促进中泰两国的汉语教育推广和

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一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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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泰国国家的汉语教育现状

笔者通过调查发现，两百多年前在泰国就有中国人移居，最

初的汉语教学也开始出现，是由华人开设的华文辅导班或国语班，

在当时还没有称之为汉语。虽然汉语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中断或

者其他问题，但是随着中泰两国交流的日益加深，“汉语热”开

始出现，在泰国学习汉语的泰国人越来越多。在上个世纪末，也

就是 1999 年的时候，泰国的教育部政府颁布了《国民教育法案》，

法案中正式地将汉语列入泰国教育大纲，同时汉语融入泰国国民

教育体系里。在泰国皇室和泰国华人华侨组织协会的积极推动下，

汉语和中国文化在泰国逐渐遍地开花。随着汉语和中国文化在泰

国学校以及地区广泛传播，泰国汉语教育的发展也有了非常久的

历史，如下图 1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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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泰国汉语教育的发展简史

同时，中国的政府也努力加强中国和泰国在语言文化方面的

交流，不仅是留学生的中泰往来，汉语教师也被输送到泰国去，

助力汉语在泰国的传播和推广。中国孔子学院总部和国家汉办在

泰国建立了很多孔子学院和课堂，这些都是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

传播和推广的机构。这些孔子学院都是和泰国的大学合作，旗下

也负责很多中小学，所以中国就会派汉语老师来泰国的孔子学院

教汉语，这些老师会被孔子学院分配到中小学和本土教师一起进

行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推广。为了支持泰国汉语教学，孔子学院

总部 / 国家汉办自 2003 年开始就大批量向泰国输送和派遣汉语教

师和汉语教师志愿者，他们和本土教师一样，在泰国的大中小学

担任汉语教师的角色。在泰国汉语学校的分类主要是以下几种：

表 1 所示：

表 1　泰国汉语学校的主要分类

学校分类 负责机构和人员

1. 汉语辅导机构 泰国华人华侨协会组织和社团；

泰国教育部；

基金会；

泰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委员会；

泰国教育部民校教育委员会等

2. 公办汉语学校（大中小学）

3. 民办汉语学校

二、泰国小学汉语教育的现状和问题

1999 年泰国教育部政府颁布了《国民教育法案》，法案中正

式将汉语列入泰国教育大纲，很多泰国小学都开设了汉语课。截

至 2019 年 12 月，泰国开设汉语课程的各类学校已由 2003 年的 

242 所增加到 3000 多所，其中学习汉语的小学生人数约为 64 万，

开设汉语课程的学校达 800 所（数据来源：泰国教育部基础教育

委员会）。所以，汉语教育在泰国各府各地区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

而且学习汉语的泰国小学生也越来越多，每年参加孔子学院总部

举办的 YCT 考试和 HSK（汉语水平考试）的人数也越来越多。虽

然汉语在泰国小学有如此大和快速的发展，但还是出现很多问题，

本文主要从教师、课程设置和教材等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是泰国的汉语师资问题。首先是由中国输入的汉语教师和

志愿者，虽然他们都很优秀并且是专业出身，在课堂上为学生提

供一个新的学习环境，对学生来说，学习更多标准的语音和语法

是有帮助的，但是与本土老师相比，志愿者老师对泰语课堂和学

生的特点缺乏了解，他们在没有课本和泰语的情况下只能教学生

非常有限的汉语知识。国家会组织志愿者提前到泰国参加短期教

学培训，但志愿者教师无法在短时间内充分了解泰国的课堂情况，

也没有相关的教学经验。他们刚到泰国时，需要用很长时间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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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这里的教学环境。其次是教师自身的不足，汉语教师和志愿

者不会说泰语或者泰语差，课堂管理经验不足等也是主要问题。

最后笔者调查发现，汉语教师和志愿者的工资收入低，使得志愿

者老师不能安于现状，不能安心教学，在泰国兼职其他的工作等。

二是泰国的汉语课程设置问题。在泰国的大部分小学里，

汉语课程大都作为选修课，有的是必修课和学分课，需要通过考

试才可以毕业。但是作为选修课的汉语课，一周只有一节课，而

且很多学校一节课有 60 分钟，对于小学生（5-10 岁）来说一周

学习一小时的汉语很困难。同时在泰国的很多小学会有各种各样

的活动，以及其他语言的冲突，一旦汉语课被活动耽误，学生就

会两周才会有汉语课，这对学生的汉语学习和记忆非常不利。

    三是泰国的汉语教材使用问题。根据笔者的调查发现，泰国小

学教材的现状和问题是：教材难度不适合学生的学习素质，小学

的汉语教学政策不合适，教材的制作和购买困难，部分教材不适

合该地区的社会需求。例如，一些泰国本土小学不重视学生的语

文教学。他们不要求学生说完整的句子，只需要知道新词，教材

的选择相对简单。相反，一些中国建造的学校重视学生的学习效果，

以至于他们能听、说、读、写。其次还存在泰国本地创办学校选

择教材比其他中国学校的教材难度更高，或者在联系卖家购买教

科书时，学校因为某种原因被迫选择另一种教材等问题。针对这

些问题，汉办孔子学院总部会捐赠《汉语乐园》《体验汉语》《快

乐汉语》等教材，但是这些教材并不能完全满足泰国小学生的汉

语学习需求，存在汉办教材针对性不强、泰国本土教材太老套等

问题。

三、针对泰国小学汉语教育问题的对策

泰国的小学汉语教育属于基础教育的一部分，泰国开设小学

汉语课的目的就是从小就培养学生对其他国家语言文化的兴趣，

帮助他们打开另外一门语言的大门，所以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打

算从教师方面、国家方面和大纲方面提供一些参考性的建议。

（一）教师方面

首先作为一名对外汉语教师，不管是志愿者还是专任教师都

需要摆正好态度，要认识到自己是由中国派到泰国进行汉语教学

和中国文化推广的教师，需要具备扎实的汉语基础知识以及跨文

化交际能力。虽然泰国也属于亚洲文化圈，和东方文化有相似之处，

但是泰国作为东南亚国家之一，有很多文化习俗是和中国不一样

的。中国的汉语老师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还有在课堂教学时

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汉语教学要符合小学生的认知水

平、切合学生生活实际。 

（二）国家方面

泰国政府应该发挥其主导和组织管理作用，在管理方面，笔

者建议泰国教育部可以适当制定泰国汉语教育的人才计划，大力

发展泰国本土汉语教师队伍，并且鼓励泰国本土汉语教师们去中

国进修和提升自己的汉语学术水平和教学能力。另外，对于汉语

学校的管理方面，由于很多管理人员年龄大且缺乏经验，导致泰

国小学汉语教育不完善。笔者建议，泰国政府可以和中国政府合作、

联合培养汉语学校的管理者，学习和借鉴中国小学的教学模式，

来进行泰国小学的汉语学校管理。

（三）大纲方面

制定《小学汉语教学大纲》，制定各阶段的教学目标，制定

质量评价标准，泰国汉语教育才能在科学规范的框架下健康发展。

所以笔者建议：

1. 和泰语教学大纲一样制定一个《小学汉语教学大纲》（泰

国版），以这个总的大纲作为参考和指导，方便在泰国的所有汉

语教师包括本土的和由中国派遣的汉语教师都可是使用。同时，

该大纲在一定的程度上，对于其他各国的小学汉语教师来说，可

以进行学习和参考，同时对于自己的教学也有很大的帮助。

2. 泰国的中小学主要分为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80% 的国家

学校在教育部基础教育委员会，12% 的私立学校属于人民教育委

员会的管辖，同时少量的特殊学校和福利学校受教育部其他部门

控制。在学校类型上，民办学校在教学上有更大的自主权，在很

多方面与公立学校有明显的区别。从地区的角度来看，每个地区

政府管理情况也不同。

3. 学生方面，可以通过一个问卷调查，搜集学生对中国哪些

方面感兴趣，然后汇总到每个学校，每个学校上报的教育厅以便

于大纲的编写和设计。其中，有一点特别重要的是，在设计教学

大纲时应该确定由哪个部门来主持，以及由哪些人来负责等。因

为制定一个适合全国各类中小学的教学纲要十分必要，如果有了

大纲，那么汉语教材、教学质量控制、汉语简体字、拼音和注音

的问题就自然而然消失了。因此，大纲设计是非常重要。

四、结语

泰国学习汉语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其中在泰国的很多小学已

经把汉语教学列入教学大纲计划，并且学习汉语的小学生也越来

越多。本文主要分析了泰国汉语教育的现状以及小学汉语教育的

问题，包括泰国的汉语师资问题、课程设置问题以及教材等问题，

最后笔者从国家方面、教师方面和大纲方面提供了一些参考性建

议，比如加强汉语教师的培训和管理，泰国本土汉语教材的编写

以及大纲的设计和实施等。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为后面的学者提

供泰国小学汉语教育方面研究的参考和支持，丰富国别化的国际

中文教育，让汉语之花开遍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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