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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教育在世界各国一直蓬勃发展，但在疫情背景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变化，影响了中文在海外的

教学与传播。本文以澳大利亚西澳大学的孔子学院为例，简述孔子学院支持下的该州中文教育现状、发

展基础，分析当前面临的挑战，研究发现该地孔子学院受国际关系影响面临跨文化冲突，中文学习在高

级阶段缺乏活力。建议加强顶层设计、利用好社会团体，稳定学习者结构，建设教学资源，推进孔院转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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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education has been developing vigorously in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Howev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epidemic, the world’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has changed, which 
has affected the teaching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oversea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in Australia as an example to briefly describe the 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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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s quo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state supported by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the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nd the current challenge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in this area is 
facing cross-cultural conflicts, which was affected b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hinese learning 
lacks vigor at advanced stages. It is suggested to strengthen the top-level design, make good use of 
social groups, stabilize the structure of learners, develop teaching resources, and promote the trans-
formation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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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澳大利亚是较早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国家之一，已经在各教育层级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汉语教

育体系，加之中澳建交 50 年来在各领域所保持的务实合作，一直在促进中文教育和中澳文化交流蓬勃发

展。澳大利亚中文教育历史较久，相关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整体教学概况、中文教

材和中文师资问题[1]-[9]，60 余篇硕士论文对当地中小学的中文教学进行了个案研究。但是仍缺乏更为全

面系统的调查，很多研究时间较早，失去了实效性，无法保证反映当前形势下澳大利亚的中文教育情况。 
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海外中文教育的发展也面临了很多不确定因素。疫情对国际人员流

动交往的限制以及中澳国际关系的错综复杂也深刻影响了海外中文教学和中华文化传播。在此背景下，

如何在澳大利亚中文教育面临的危机中寻求突破，推进澳大利亚中文教育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 

2. 澳大利亚中文教育基础 

2.1. 澳大利亚外语政策支持 

中文教学得到官方政策认定始于 1987 年澳大利亚教育部发布的《国家语言政策》，其中确定英语为国

语和官方语言，并强调澳大利亚人再学一门语言的重要性，列出包括中文的 9 种语言并给各州拨款予以经

费支持。1995 年出台“全国中小学亚洲语言文化学习战略”(NALSAS)，提高澳大利亚人同主要亚洲国家

的交流能力，推动澳大利亚和四国经济贸易发展。2009 年，联邦政府又启动“国家亚洲语言与研究进校园

项目”，继续扶持四门亚洲语言的学习，主要用于高中开发专门课程，开展师资培训。目标是到 2020 年有

12%的 12 年级毕业生能够流利使用 4 门亚洲语言中的一种，胜任与亚洲的商贸工作或达到大学的语言要求

[10]。联邦政府对外语发展的一系列规划和政策，提供的资金支持确实为中文教学在澳大利亚的发展打下

了很好的基础，不仅保证学生的学习时间，教师发展、课程设置甚至文化的理解与沟通都获益良多。 

2.2. 华人群体庞大 

根据 2021 年澳大利亚统计局人口普查数据，在澳大利亚的华裔近 140 万人，占澳人口的 5.5%，居

第五位，其中在家中使用中文(普通话)的人有 68.5 万，约占总人口的 2.7%，居第二位[11]。西澳州虽然

是澳大利亚第一大州，但是华人数量为 3 万多人，在七个州中和两个领地中排名第四，在进入 21 世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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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二十年里，虽然西澳州的增长速度不是十分明显，但是中文仍然是西澳州除英语以外的第一大外语。

华人群体在各行各业建立社团组织，其中西澳中华会馆是西澳州历史最悠久的侨团，创立至今 111 周年。

各类社团主要服务华人社会，弘扬中华文化，助力公益慈善，为促进中国与西澳州各领域友好交流做出

积极贡献。 

3. 西澳州中文教学现状 

澳大利亚是较早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国家之一，中文教学覆盖各阶段教育，西澳州是澳大利

亚最大的州，该州有中小学 800 多所，这些学校分别属于八个教学片区：North Metropolitan，South 
Metropolitan，Goldfields，Kimberley，Midwest，Pilbara，Southwest 和 Wheatbelt，大部分中小学集中在

North Metropolitan 和 South Metropolitan 两个教学区，这两个教学区也是里该省首府珀斯最近的两个片区。

西澳大学就位于珀斯，附近教学片区有 50 多所学校开展中文教学。其中有 40 所左右与西澳大学孔子学

院合作，每年有 40 余位志愿者支援合作中小学的中文教学。西澳州教育局规定小学生从三年级开始到六

年级这三年中必须选择一门外语进行学习，这项规定到 2023 年将把学习时间延长至八年级，也就是说，

外语学习时间将从三年延长至五年，学生在十年级以后可以自由选择是否继续学习外语。西澳州目前纳

入教学体系的外语有中文、法语、德语、印尼语、意大利语和日语。据统计，西澳州目前中小学学习中

文的人数有 10,000 余人，是学习人数最多的外语[12]。 
西澳州目前有四所公立大学和一所国际性的私立大学，五所大学全部集中在珀斯市(西澳大学、科廷

大学、默多克大学、埃迪斯科文大学和圣母大学)其中西澳大学和科廷大学开设中文课，西澳大学有中国

学专业，科廷大学为学生提供中文辅修专业。西澳大学孔子学院是西澳州唯一的孔子学院，孔子学院的

主要工作包括提供中文和文化课程、组织文化交流活动、承担翻译服务、组织汉语水平考试等，不仅为

合作大学提供支持，还支援当地的中小学及社区，涵盖领域广泛，在文化、商务、旅游、政治等方面都

发挥着积极作用。 
因为华人占澳大利亚人口比重较大，为了满足华人子女的母语教育，当地华人开办了中文社区学校。

据不完全统计，全澳约有 150 所开设中文课程的周末制学校，其中西澳州有 6 所注册在案的中文社区学

校。社区学校主要生源是华裔学生，近些年，也有非华裔学生开始进入此类学校学习，弥补其在全日制

学校中文学习的不足。社区中文学校主要由华人社团创办，筹集人力、物力、财力，也会得到一些政府

支持。2014 年西澳州教育局发布的语言教育报告显示，中文在 18 种社区语言中注册学习人数最多，也

获得了最多的政府资助[13]。 

4. 新形势下中文教育面临的挑战 

从外部环境来看，国际关系是影响中文教育的主要因素[14]。近些年中澳关系交恶，2018 年的《外

国影响透明法案》和 2020 年的《外国关系法案》对华人社区和孔子学院都造成了一些影响，据《悉尼先

驱晨报》2021 年 5 月 10 日报道，澳大利亚政府要求国内大学通报与外国政府之间的现有协议，外长佩

恩表示，在决定是否取消大学的孔子学院协议时，会依照个案逐个考虑是否取消。尽管多所孔子学院都

进行了积极应对，但澳各所大学在孔子学院的问题上显得愈发被动，对 13 所孔子学院进行审查也有损孔

子学院的正面形象。这些操作对中文在澳大利亚的教学与传播无疑是较大的打击，中澳关系的主基调使

国际中文教育在澳大利亚发展的外部环境严峻复杂。 
从中文教育的内在趋势来看，虽然澳大利亚在基础教育中广泛推广中文教学，中文学习低龄化趋势

明显，但到高年级阶段学习中文的人数锐减(Orton，2016 年)，据不完全统计，西澳州到 12 年级的中文

学习人数只有百余人。澳大利亚的低年级中文教学主要为了满足外语政策要求的多元文化社会需求，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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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但是随着中文学习难度的加深，很多学生难以坚持，再加之当前对中文学习价值

的高年级阶段和华人相比竞争力减弱，很多学生就逐渐放弃了中文学习。 
再加之疫情和国际关系的影响下，中澳人民在经贸、教育、旅游等各方面的交流减少，动摇了澳大

利亚年轻人对学习中文能加强工作竞争力的判断。维多利亚州亚洲研究协会(Asia Studies Association of 
Victoria)在一项调查中，将“对中国日益增长的负面情绪”和“缺乏明确的职业途径和就业机会”列为导

致大学里中国问题研究学科入学人数下降的关键因素[15]。 

5. 中文教育未来展望 

中澳在经贸领域有密切的往来，特别是对于西澳来说，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占经济增长的很大比重，

10 月，西澳州长马克·麦高文在珀斯参加中国国庆活动中表示，在过去的 50 年里，中国是西澳州以及澳

大利亚实现经济和文化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在过去 2 年内尤为明显。澳大利亚经济之所以能够

在疫情期间得以维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澳州一直“支持中国”，并保持着面向中国的出口产业[16]。
西澳州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州，占澳大利亚总出口的 40%。就和中国的贸易关系而言，西澳大利亚洲

占澳大利亚对中国总出口的 50%~60%，主要集中在能源与矿产。其绝大部分出口商品都被销往中国。近

年来，很多中国大型国有能源和资源公司也相继在珀斯开设了办事处。中文在澳大利亚体现最突出的是

其经济价值，为服务和中国的贸易往来，提高澳大利亚经济实力有重要作用，西澳政府十分重视和中国

的关系，这是驱动该州向前发展中文教学的主要依据，应当充分利用经济因素去推动中文传播。 
从对语言文化的需求来看，虽然孔子学院的运营受到一些政策的影响，但是孔子学院仍然是很多学

习者得意接触中文的最佳渠道。西澳大学孔子学院从开办以来，每年都举办的丰富多彩的活动，是澳大

利亚人民了解中国社会、文化和语言的重要渠道，加强两国人民的交流，在促进和发展西澳州与中国的

贸易、教育和旅游事业方面发挥积极重要作用。在应对审查事件时，西澳大学孔院做好了积极配合，从

未成为负面媒体报道的攻击目标，其运作管理公开透明、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恪守大学各项规范。据了

解，疫情期间线上学习汉语的学生为数并不少，由于线上学习突破了空间局限，学习汉语变得更方便，

反而吸引了更多的学习者。事实表明，澳大利亚中文学习需求未减，而且中文在越来越多的世界组织中

获得官方语言认可，可以预期，随着我国的稳健发展，需求还有望上升。 

6. 中文教育发展建议 

首先，需要在顶层设计方面加强支持，在语言国际传播中，顶层设计具有明确政策、规范标准、编

制预算、组织实施等功能[17]。中文教育在澳大利亚的发展，除了华人团体的努力外，需要更多地体现当

地政府的顶层设计作用，比如外语政策的调整、对中文作为外语学习者的鼓励和引导，指定统一的专门

针对中文的课程等级大纲和评估标准等纲领性文件。 
其次，要继续保持社会团体间的交流，扩大语言机构、文化机构和学术机构的友好往来，利用重要

国际会议论坛、外国主流媒体等平台和渠道发声。西澳孔院开通了“脸书”和“推特”帐号，定期在社

交媒体上发布信息、报道，进一步提高活动透明度，以便大家了解，中国在西澳州到底在施加什么样的

外国影响力，也使西澳州更好了解中国。孔院也积极与当地众多协会组织合作，如：中华会馆、澳中友

好协会、中国驻珀斯总领馆、澳中青年协会、深圳总商会等，协助社团工作、提供规划建议、举办培训

班、接待代表团等。此外，孔院也在当地艺术节、艺术展等文化合作领域扮演推进多元文化空间发展的

角色，以更好地展示发展多元文化的益处，扩大中国文化的受众。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去消除偏见与误

解，打破隔阂。 
第三，应充分重视“低龄化”现象[18]，有针对性地加大力度研究澳大利亚儿童的中文二语学习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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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通过网络进行中文学习的特点，制定符合低龄学习者学习规律的具体的教学大纲，加强教学资源、

教学方法、教师培养等配套建设。同时，稳定学习者的结构。中文海外传播的精力，不仅要放在教学上，

更要放在汉语作为外语生活的营造上[19]。对于中文作为外语的学习者来说，中文学习动机不像华裔学生

那样强烈，因此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营造使用中文的氛围，让高年级阶段的学生，特别是非华裔背景的学

生愿意坚持选择中文，认识到持续学习中文的重要性，加强学生自身学习中文的内在驱动力。 
第四，推进中文教育配套资源建设。在疫情和出入境受阻的影响下，任期结束的外派志愿者和教师

无法得到补充，西澳大学孔子学院招募了一批本土志愿者和本土教师，维持了中文教学的发展。但是当

前教师队伍的建设跟多样化、多层次的汉语教学需求仍有供需脱节的问题。在澳大利亚基础教学阶段需

要得到当地教师资格证才能独立授课，而获得教资需要一系列课程及考核，因此本土教师数量有限，需

要依靠支援中文教学的外派教师和志愿者。虽然他们有过硬的中文素养和丰富的教学经验，但不熟悉当

地教学情况，较难快速接轨教学工作，而且助教的身份也限制他们开展独立的中文教学。中澳高校可以

考虑合作开发中文教师培养合作项目，培养更多优质的本土化汉语教师才是解决师资问题的根本途径。 
教材和分级读物的本土化编写也需要加强，当前澳大利亚中文教学的主流教材仍为国内教师编写或

出版，仅有《你好》《成长》《我的母语》是本土教材，大部分缺乏澳大利亚本土元素。各州各地区需

要有诸如中文教师协会等团队牵头写作文，编写教既能符合当地的特点，又能实现同一地区教学统一的

教材，开发满足不同层次需求的中文读物。 
此外，疫情加速了国际中文教育网络学习的发展，在疫情期间西澳孔院推出公益少儿中文网络课程，

在为期两周的公益少儿中文网络课程中，18 位志愿者为学生们提供了 120 节优质在线中文课程，为疫情

期间无法正常到校上课的学生们提供高质量的中文教学，得到了很好的反馈。如果以此为契机，充分利

用互联网、移动设备、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多媒体等现代技术手段[20]，开发更多的网络教学资源，构建

智能化的中文学习环境，必将促进中文学习效率的提升。 
第五，加强孔子学院转型建设。引领海外中文教学和文化交流，孔子学院的工作举足轻重。世界各地

的很多孔院已经慢慢开始从单一的语言教学和文化推广到为以语言服务需求为导向，实现教育机构“走出

大学，服务社会”。孔子学院应作为领航者，推动开设“中文+”特色课程[21]。西澳孔院以商务汉语课程

和中澳商务交流为特色，根据市场需求，为当地企业量身定制中文课程，每年还向一些中方和澳方工作人

员提供文化意识培训。此外，西澳大学孔院正在筹办咨询董事会，将汇集西澳洲商政等各界与中国交往密

切的名人，经常组织有关投资、中澳关系、人文社会科学及中国语言文化方面的讲座和探讨会，并在学术

与文化交流方面，不断推进西澳大学与中国大学的合作，计划建立西澳大学浙江大学中国学习中心。目前

孔院也在准备进行课程再设计，根据西澳洲的特点，从 2022 年开始计划向商务中文培训进行转型，旨在服

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开展中文教学和传播中国文化的新模式，培养具备国际视野的商务人才。 
让世界理解中国是国际中文传播的终极目标，中文教学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窗口，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面对危机与挑战时，将其转化为机遇，不断尝试新的举措，寻求新的发展途径，才能进一步推动国际中

文教育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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