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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世界各国掀起“华文热”，华文教材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出来。当前的华文教育主要是靠华文教材来

进行，纸质版的教材虽然有，但是并没有大面积推广开来，部分地区还是存在教材困难的问题。教材问

题是海外华文教育的三大问题之一，起着基础性和建设性的作用。21世纪以来，数字技术改变了人类生

活的方方面面，也在教育领域引发了数字化的新浪潮。因数字教科书具有超越时空、协作、交互、多媒

介融合等特点，因而逐渐成为教科书领域研究的重点。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数字化+”和“华文教

材”两者相结合的必要性以及对策，以期对华文教材的建设提供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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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ortance of teaching materials in Chinese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evident as the “Chi-
nese language craze” is spreading around the world. At present, th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2777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2777
http://www.hanspub.org


保德蓉 
 

 

DOI: 10.12677/ae.2022.1212777 5121 教育进展 
 

mainly carried out by Chinese textbooks. Although there are paper textbooks, they have not been 
widely promoted, and some areas still have difficulties in teaching materials. Teaching materials 
are one of the three major issues in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and play a fundamental and con-
structive role. Since the 21st century, digital technology has changed every aspect of human life, 
and also triggered a new wave of digitalizatio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Du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cending time and space, collaboration, interaction and multi-media integration, digital 
textbooks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focus of textbook research.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necessity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combination of “digitalization+” and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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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被誉为“留根工程”的华文教育是海外植根最深、覆盖最广，帮助海外侨胞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

体。郭熙，祝晓宏(2007)认为海外华文教育对推进汉语国际化有重要作用，但我们对具有强大社会基础的

海外华文教育及其教材建设却有所忽视[1]。 
本文所说的数字教材也称为电子教材，是以信息技术为工具开发的、超越时空的多媒体教材，具有

字、音、形、色、义等的合成性、动态性及可再生性等特点。目前已有二十多个国家致力于研究和推广

使用数字教材，尤以韩国最为典型，其 MEST (韩国教育、科学和技术部)于 2007 年启动了“数字教科书

计划”，由教育部门拨款支持此项计划的进行。此外，新加坡、日本等国也开展了类似的项目[2]。我国

的北京、上海等地自 2013 年教育部开始把数字化教科书列为重点发展任务之一时，已经开始试用并取得

了重大突破。 
华文教育作为中文走向世界的重要抓手，其教材紧跟“数字化+”的步伐是必然的。所以，本文基于

前人研究的一些结论加之当前的世界背景和时代背景论述“数字化+ 华文教材”建设推进的必要性和提

出相应的对策。 

2. 当前华文教材建设上存在的问题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中文学习者中华裔或是华侨占有很大的比重，但是长期以来的研究表明，针

对这方面的教学研究和教材编写与它的学习人数并不相称。大部分在一线从事中文教学的教师最深的体

会就是缺乏有针对性的、规范的、实用的华文教材[1]。从诸多方面来看，如教材的数量、质量、推广度

等，华语教材的建设明显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内容脱离当地华人的实际、教材时代性较为落后，更新

速度慢、带有政治倾向性等。 
但华文教材建设上最基础性的问题还是华文教材的数量问题，当前华文教材推广力度不够，部分地

区缺乏合适的教材、没有教材或者说没有紧跟时代性的华文教材，对于华文教育有很大的影响。譬如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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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宾由于疫情影响，华文教育工作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华语网课教材问题，这类教材是没有现成的[3]。 
虽然有部分论文和书籍已谈到要建设数字化华文教材，但时至今日，数字化华文教材的推广力度依

旧不够，例如与印度尼西亚相关的比较多的研究是学校发展历史、学校管理、学校的文化环境等等，教

材和教学情况的研究较少。目前印度尼西亚的华文教育是以推广为主，因此教材的选择或是数量就存在

很大的问题[4]；再如马来西亚很重视华文教学，华文教材也大面积覆盖，有统一的大纲、教材和考试。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该地区有的学校华文教学质量仍然非常低，大部分学校华文考试的及格率低于全国

及格线很多。即便在教材几乎全覆盖的基础上，华文教学还是存在很多问题和有提升的空间。那么，缺

少教材的地区更加寸步难行。 

3. 推进建设的必要性 

3.1. 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看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海外华文教育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缺失的一环。2010 年 7 月 25 日，习近平副书记在“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开营

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共同的‘魂’是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海

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除此之外，《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四五”发展规

划》明确了语言文字工作的战略定位，提出要统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国内推广和中文国际传播。 
况野(2019)认为中华文化同汉语二语学习者之间是紧密联系的，海外华文教育从宏观上来看华文教材

对中华文化传播的作用是它承担着对外宣传中国文化，树立良好国际形象的重要职责，是中国文化走向

世界的重要媒介；从微观上来看，它作为华文教学的三大支柱之一，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所依据的重

要凭借[5]。 
我们要借助华文教材这一助力提升中华文化“近者悦，远者来”的感召力，充分展现中华文化的核

心理念和优秀精神，做到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展示更加立体，更加多维的中国。 

3.2. 从国家语言政策来看 

从清朝末年至今我国政府就一直关注海外华文教育，1903 年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是中国近代第

一个以教育法令公布并在全国实行的学制，海外桥校也以此为纲兴办侨校，开创了国内侨生教育的先河。 
民国时期政府已经意识到了海外华文教育的重要性。整个华文教育的政策宏观来说有顶层设计，微

观来说有实施细则，而且已经有了方向性：分为国内华侨学校教育政策和海外华侨教育政策。直到现在

的华文教育兴盛期，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许多有关华文教育的政策，内容比之以前较为细致，包括了对

华侨学生的收费原则、管制、标准、课程安排和奖助学金的申请和评审规则等。 
其他国家对于汉语教学也制订了相关的语言政策，比如美国的“关键语言”政策，澳洲的 ASSLP (《国

家学校亚洲语言学习计划》)汉语当选第一刚需语言、ACE & HSC (澳洲高考)将汉语纳入会考项目、新加

坡的“讲华语运动”、“华语推广运动”、印尼自 2000 年起将华文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等等。 
从国家的语言政策我们就可以看出国家对于华文教育的重视，以国家政策为导向我们应当聚焦华文

教育这个点，充分利用前沿信息和科学技术开启“数字化+ 华文教材”建设的新篇章，响应国家的语言

政策。 

3.3. 从华文教育的长远来看 

华人教育情况相当复杂，原因在于华文教学呈现跨国、跨境、跨文化、性质多样等特点。华侨子女、

华裔青年是未来海外华人的希望，是中国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同样担负祖国建设和发展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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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要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4]。 
中国越来越国际化，也越来越需要更多熟知母语文化同时又熟知所驻国语言文化的人才。尤其在全

球语言格局混杂及全球语言生态多元发展的现实图景之下，随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步伐加快，我国应

具备与自身国际地位相符的语言能力以支撑参与全球语言治理体系建设。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华文教育只能紧跟国家发展而向前，不能出现滞后或是中断的情况。 

3.4.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看 

华文教育在“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国际中文教育、国家急需人才培养等方面，

都有其重要功能。尤其在疫情——后疫情时代，由“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当担”所构筑

起来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更加丰厚，这样的条件和背景无异于是华文教育教学的一大助推力和粘合剂

[6] [7] [8]。 
要在新时代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就要在现实的基础上重视华文教育，让华文教育回归本原，注重基

础教育教学，发挥海外华文教育在国际中文教育、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纽带作用[9]。 
现在是一个经济全球化、大数据、多元交汇、信息化、云计算的时代，我们要用世界的眼光来思考

“数字化+ 华文教材”的建设；要从时代的要求出发，认识到其重要性；要从长远的角度和用发展的眼

界来分析其建设的益处。 
我们要依托“一带一路”这一优势背景和途径，加快建设“数字化+ 华文教材”。其后借助这一途

径加快华文教材的发展，进行更好的华文教育，实现华文与本土语言的双向互动；加强多国文化合作，

促进多元文化交流，将其融入到我国对外发展交流的方方面面，争取实现互利互赢，实现教材依托形式

的多样——例如可通过二维码、ISLI/MPR 码等获取与将纸质教材相关的配套音频或是通过这些媒介可直

接获取教材资源，不再单纯依靠纸质、光盘为辅的保守形式。同时利用“一带一路”服务华文教育，培

养“双语”人才，重视华文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探索“数字化+ 华文教材”，在此基础上培养新型

的华文师资，让华文教育走向世界。 
郭熙，林瑀欢(2021)谈及“国际中文教育”是一个统摄概念，至少包含了三个方面，即国内的对外汉

语教学、海外的国际中文教学、海外华文教育。这种转变是由点到面的扩散和从低到高的提高，说明华

文教育的重要性来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后其地位只增不降。这一转变提醒我们华文教育需要从基础

做起，把基础做好，将教材问题解决好，紧跟华文教育的时代步伐，实现与中文二语教学的适洽联动、

融合发展；以此为本进行长期建设，厚积薄发，才能为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好准备。 

3.5. 数字化汉语教学已成为一种趋势 

曾君，陆方喆(2021)提到教材是最典型的教学资源，在数字化浪潮下，越来越多的纸质教材转向数字

化。虽然还无法替代纸质教材，但汉语教材数字化是大势所趋。“数字化+”的建设是在时代发展下不可

避免的一场深刻变革，在科技的不断发展和持续迭代中，“数字化+”的优势得到充分彰显，已经成为人

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10]。 
疫情爆发之前，不少汉语教材已推出了数字化版本，如《飞向中文》、《七色龙汉语分级阅读》等；

疫情爆发之后，国内加速推进了汉语教材的数字化转型，如《HSK 标准教程》、《博雅汉语》、《汉语

口语》等；黄月(2018)通过对国内外汉语教学数字化研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对外汉语教学数字化研究已

经步入了稳定发展期。 
以动态的视角来看，数字化教材在很大程度上会成为世界汉语教学的主流，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交

互性”或打破了地域与时空的界限，而更重要的是它建立起了一种终身学习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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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策研究 

4.1. 加强华文教材资源库建设 

类似于语料库建设一样，华文教材也可以进行教材资源库的建设。国内也有一些可以下载华文教材

的资源网站，但是教材资源可能不齐，或者是板块模式不够清晰，资源散乱。 
华文教材资源库不仅可以为语言教学服务，还可对这些资源进行应用开发，例如：资源库软件开发、

建设立体化华文教材、开发与技能训练相匹配的实训信息资源、微课开发等等。 
要在“重实际”的基础上实现“宽领域”的发展；要以板块模式为基础，以教材为主线将资源变散

为聚，进行细化处理。在解决好教材、师资等问题的根本之上实现华文教育的多方面、多领域、多维度

的发展。 

4.2. 加强华文教育顶层设计 

由上到下，由点到面，统筹考虑在推进“数字化+ 华文教材”建设时的各层次和各要素，统筹全局，

在最高层次上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涉及很多个部门和机构，主要有：1)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 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3) 教育部各个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4) 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语合中心)；
5) 国务院侨办等。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要的工作职责是拟订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制定语言文字工

作中长期规划，制定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和标准并组织协调监督检查，指导推广普通话工作等；

语合中心的主要职责是为发展国际中文教育与促进中外语言交流提供服务，组织开展中外语言交流合作

等；国务院侨办主要负责华文教学和华文水平测试等。那么如果这三者互力助推，在此基础上再成立一

个主管汉语作为二语教学的部门，下分不同领域，整合多方力量和资源，不仅仅对“数字化+ 华文教材”

建设大有裨益，还会对做好语言教学、提升中国形象发挥巨大作用[11] [12]。 

4.3. 紧跟“数字化+”发展步伐 

在加强华文纸质教材和数字化教材融合的基础上，做到“有机”发展，注重数量的同时也要注重质

量。 
这里所说的紧跟“数字化+”的时代步伐不仅仅是指利用多媒体技术将传统纸质内容经数字化处理成

电子教材，而是在此基础有所延伸——既要研发教材，也要重视教材题库及教材视频的研发和更新等[13]。 

4.4. 大力推广数字化的华文教材 

作为语言教学的一个特殊领域，华文教学所面临的挑战有很多，除本文谈到的教材问题和师资问题

外，数字化华文教材的推广渠道也是一大挑战。 
国际汉语教材虽然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但它仍然存在出版适销对路的问题[14]。国际汉语教材都如

此，那么拓宽已经数字化的华文教材的推广渠道必然存在众多难点和障碍。 
但要在华文教育教学方面实现解决教材问题和传播华文的双效，这一问题是不可回避的。我们要借

助教师、语合中心以及外海教学机构、图书经销商等扩大其影响力，利用当地教学机构和图书经销商的

影响力和优势，因地制宜共建推广体系；同时，我们可依托互联网搭建立体化的传播渠道——一是可借

助微信、Linkedin、Youtube、Facebook 等国内外社交工具提升知晓度和传播资源；二是我们可以借助网

络搭建数字化教材共享平台，可以不断丰富教材资源并进行动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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