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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
当照顾”，是党和国家对于国内侨务工作的
基本方针。其酝酿、产生到发展完善，经
历了一个较为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明确提出要“保护华
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当时，归国华侨
和侨眷依靠在国外的积蓄和侨汇，生活水平
较高，参加集体劳动的意愿不强；归国求学
的华侨学生对国内生活、管理、学习等不适
应，归难侨的安置遇到诸多困难与问题，特
别是归侨侨眷的思想观念也与国内民众存
在差异。因此，国内侨务工作的主要任务是：
在“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原则下，适当照

顾归侨、侨眷的特点和利益，引导他们走社
会主义道路、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不断扩大和加强华侨爱国统一战线。

1957 年，周恩来同志提出“一视同
仁，适当照顾”的国内侨务工作方针， 即
对归侨侨眷，政治上予以关怀，生活上给
予照顾，要正确对待和具体分析归侨的

“海外关系”。1958年11月，全国侨务工作
会议在广州召开，周恩来进一步提出在

“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原则下，采取具
体措施、争取华侨的方针。中侨委据此制
定了一系列利用华侨资源为经济建设服务
的政策，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创业。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 17年，国内侨务工
作的方针、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体现了
探索性、开创性的特点。

1977 年，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不久，就
发表了对侨务工作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谈
话。邓小平指出，林彪、“四人帮”说归侨侨眷
海外关系复杂，不可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
的，应该纠正。我们海外关系不是太多而是
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
面的关系。邓小平的论断，为制定新时期侨
务工作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1977年 11月，全国侨务会议预备会在
北京召开，形成了 《关于全国侨务会议预

备会议的情况报告》并上报中央，中央同意
了这一报告。报告提出，要恢复新中国成立
以后对待归侨侨眷的正确的系列具体侨务
政策。报告还首次提出国内侨务工作的“十
六字”方针，即对待归侨侨眷采取“一视同
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政策，
以充分调动归侨侨眷的积极性，团结广大华
侨，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978年 12月，在第二次全国归侨代表
大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
代表党中央明确宣告，对归侨侨眷实行

“十六字”方针，并指出这一原则的基本
精 神 在 今 后 比 较 长 的 时 间 内 均 是 适 用

的。此次侨务工作会议全面开启了改革
开放后侨务工作的新局面，国内侨务工作
方针由“八字方针”发展为“十六字方针”。
在这个基础上，党和国家一方面检查过去
侨务政策落实情况，平反冤假错案，清理
历史遗留问题；另一方面，适应新的形势，
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和法规。

1989 年，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侨务工作
会议，明确提出侨务工作在为侨服务的同
时，必须围绕国家发展大局，积极投身
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热情为中心工作服
务的工作思路。会议强调，“侨务立法是
新 时 期 侨 务 工 作 的 一 项 重 要 任 务 ”。
1990 年 9 月 7 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
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将党对归侨侨眷
长期实行的“十六字”方针体现为法律
条 文 ， 作 出 了 明 确 规 定 。 1993 年 7 月 ，
国务院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
眷权益保护法〉 实施办法》。两部法律法
规的颁布，标志着国内侨务工作走上法治
化轨道。

（作者系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理论政策
研究部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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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国他乡，听到中国话、看到
方块字，每个中国人都会心生亲切温
暖的感动、勾起思乡念家的情愫。语
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文化载
体。近年来，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和
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世界范围内掀
起“中文热”。为满足海外华侨华人子
女和当地其他族裔孩子学习中文的需
求，在中文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下，海外中文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
办起来了。如何让海外华侨华人子女
学好中文？如何让住在国民众爱上说
中国话、写方块字？如何战胜疫情挑
战，将海外中文教育进行到底？围绕这
些问题，4位海外中文教育从业者和本
报分享经验、畅叙感悟。

1991年，我到南非落脚。后来，每次当我试图和
两个儿子用中文交流时，他们都会回复我：“妈妈，能
不能用英语解释一下？”多次被儿子们用这句话“怼”
回来，我才意识到：如何让孩子学好中文，是海外华
侨华人的一大难题！

于是，我在当地为两个儿子报了中文补习班，每
天学习中文1个小时。但是，5年下来，两个孩子连一
份中文报纸都读不清楚。一气之下，2005年，我把10
岁的大儿子和8岁的小儿子送回中国学中文。孩子年纪
小，回国读书，我也很不舍。但我必须硬下心肠，让
他们回国把中文学好再来南非。

出国之后更爱国。对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海外华
侨华人心中都有挥之不去的情结。令我备感欣慰的
是，回国两年，两个儿子的中文水平突飞猛进。只
是，儿子回国后，和我的感情日渐疏远。这让我非常
难过。我决定把孩子们接回身边，自己办中文教育。

随着中国和南非不断扩大开放，特别是“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以来，越来越多中资企业和中国人到南
非投资创业。如何解决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机构人员
子女的中文教育问题成为摆在大家面前的现实。

经过几年的酝酿筹备，2012年，南非华文教育基金
会（现改名为“非洲华文教育基金会”）在约翰内斯堡成

立。2015年，南非华文教育基金会中文学校正式成立，并
在德班设立分校。学生迅速从最初的40余名增加到500
余名，中文课堂非常火爆。为解决师资紧缺的问题，
中国侨务部门开始持续向我们学校外派中文教师。

此外，应南非当地华侨华人家长和学生的要求，
除了语文、数学、英语等常规课程外，我们学校还开
设了书法、武术、国画、竹笛、二胡、围棋等近20门
独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课程。

伴随中国日渐强大，世界范围内兴起“中文热”，
外籍人士也希望子女学好中文，未来能充当南非与中
国沟通的桥梁，从中国发展中获益。

除了让学生“走进来”接受中文教育，我们还
“走出去”办学。我们不仅和南非当地颇具规模的学
校合作办学，并且应当地多家主流媒体邀请向当地民
众推介中华文化，在南非引起良好反响。此外，我们
还在当地举办大型中华传统文化展演，与当地武术协
会合作举办武术比赛，在南非都很有名气。

新冠肺炎疫情对南非中文教育造成极大冲击。我们
积极探索线上教育模式，免费为所有想学中文的学生开
放。在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南非华文教育基金会中文学
校不仅留住了相当数量在线上打卡学习的生源，还吸引了
赞比亚、肯尼亚、博茨瓦纳等非洲国家中文学校的学生。

为了家庭团聚，我在2012年来到法
国里昂。初来乍到，有许多地方不适应，
孩子的中文教育也成了大问题。在国内，
我是高校教师和律师，对语言很敏感。
可是，当时里昂周边能接触到的中文课
程都无法满足孩子母语水平的读写要
求。所以，我开始系统研究华裔儿童海
外中文教育的路径，做了系统的研究工
作和知识储备，并在家庭内实施成功。

语言是打开一种文化的钥匙。中华
文化的传承必须从语言抓起，从娃娃抓
起。为了让更多华侨华人子女达到中文
母语级听说读写水平，2016年9月，我创
办了法国辛老师中文课堂。

建校以来，我们就一直在识字、阅
读、写作课程上深耕：低年级孩子学习

《声律启蒙》《千字文》《三字经》和一些成
语故事；高年级孩子学习《诗经》中的篇
章，除白话文的经典篇章外，以唐诗、
宋词的系统学习为阶段目标，精选古文
进行学习。通过这些传统国学内容的学
习，孩子们的文化底蕴和鉴赏能力明显增
强。与此同时，中国历史、地理、传统文化
常识（如笔墨纸砚、地方名人与特产等）也
是我们在教学中重点讲解的内容。

中华文化对当地民众也有着强烈吸引力。有一次，
我为法国高校青年学生举办了 《为什么要学习中文》 的
讲座。我看到参加讲座的学生们聚精会神，眼里散发着
光彩。结束后，学生们问了很多问题，也有不少学生开始
询问去中国交流以及留学的具体途径。那一刻，我感受
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法国疫情暴发后，我立刻启动网络教学，是所在区域
内最早开始网络教学的学校。2020 年 9 月，新学期开学后
则采取实体课堂+网络直播双模式供家长选择。与此同时，
我们积极参加中国侨联举办的“亲情中华”网上夏令营活
动。在活动中，孩子们收获很大，特别是在口语水平和文化
学习上成效显著。这得益于国家对海外华文教育事业的高
度重视，得益于中国侨联和各级侨联工作人员的志愿工作
和巨大付出。这次疫情期间，我感觉到海外华侨华人子女
和祖（籍）国的情感连接和文化纽带更加紧密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澳大利亚加
入中文教师队伍。那时，中国人特别是从
中国大陆移民澳大利亚的人数不断增加，
大家都很重视子女的中文教育，尤其希望
后代能保持中华文化传统，于是大都会把
孩子送到中文学校上学。各地的中文学校
逐步发展起来。

后来，我开始从事学校的管理工作。由
于中文学校注册为非营利性社团，我们有
很多机会参与当地社会活动。比如，作为中
华文化的传播使者，连续10多年参与墨尔
本市的中国农历新年大型联谊活动；参加
澳大利亚社会举办的重大节庆和多元文化
活动；给全日制学校和公共图书馆等举办中
华文化日活动；在社区里介绍和推广中华
文化。学校因此吸引到不少非华裔背景的
学生，也受到澳大利亚各级政府的表彰。

为了吸引更多孩子学习中华文化，
除了日常的中文课程，我们学校还推出
了书法、剪纸、画宫扇、民族舞、武术等富
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课程，深受华侨
华人子女和一些其他族裔孩子的喜爱。

2020年，疫情在全球暴发后，所有社
区语言学校都受到严重影响。据不完全
统计，2020年整个维多利亚州社区语言
学校学生流失达30%以上。为应对疫情冲击，我们学校的中
文教育不得不转为线上教学。我和同事们团结合作，争分夺
秒，培训全校220多个班级的任课教师，重点培训线上教学
的操作技能。我们给全校老师注册了无小时限制的网课课
堂网络服务，同时通过各年级教研组长开展网课教研并制
作新课件，分享给大家。

关键时刻，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及时推出了在线海
外中文学校教师中文教育系列培训课程，雪中送炭，为
老师们上好网课提供了有效指导和帮助。中国侨联也推
出了适合海外华裔青少年参加的“亲情中华，为你讲故
事”网上夏令营活动。该活动在去年吸引我校近千名适
龄学生参加，对我们在线开展中文教育和传播中华文化
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去年，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们中文学校的网课教
学开展顺利，全校4000多学生出勤率达到98%。

今年，疫情形势变化多端。我们在 2020年线上中文教
学成功的基础上，加大各年级组教研力度，做好线上线下
教学准备，保障继续提供优质的中文教学服务。截至今年7
月底，全校学生人数稳中有升。目前，学生人数已达 4500
名，无论线上或线下，教学都秩序井然。

博大精深、历久弥新的中华文
化，是中华民族由弱向强的不竭动
力，是我们凝聚人心的强大力量。
在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
中，正是这份不竭的动力，这份强
大的力量，让海外侨胞在抗疫工作
中向全世界生动诠释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最深刻内涵，充分彰显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义先于利”“以民
为本”“兼善天下”的情怀。

2001 年，我开始从事海外中文
教育工作，创办了意大利第一所周末
全日制中文学校。起初，校名为“米
兰文成同乡会中文学校”。2005 年，
学校更名为“米兰华侨中文学校”。
2009年，被中国国务院侨办授予首批

“海外华文教育示范学校”的称号。
当初做教育，就是因为意大利没有
全日制中文学校，很多华侨孩子没
有系统学习中文的地方。我创建这
所中文学校，是想让更多孩子学习
中文，学习中华文化，并把优秀的
传统文化继承下去。

我们学校经常举办各种各样对外
开放的比赛，比如中文朗诵比赛、中
文歌曲比赛和书法比赛等。在比赛
中，孩子们利用学到的知识和技能，

互相竞赛、活学活用，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华文化。前
来观看比赛的当地民众，也在其中领略到中国文化的韵
味。我们也经常专门邀请一些当地友好人士来观摩比
赛，传播中华文化。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海外中文学校
大都转入线上教学。疫情之下的教学模式带来了新课
题：网络教学怎样和课堂教学完美结合？网络教学在
给家长和学生提供更多选择的同时，也对华文教师提出
了更多的业务要求。

如何加强网络师资培训、提高教师网课教学技能，成
为海外中文学校的当务之急。国内各华教基地院校迅速
全面展开各种内容的网上教学和华文师资培训。除技术
性问题之外，其他如教师怎样在网络教学中及时发现
学生学习中的问题并给予指导；网络教学时间有限，
教师怎样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学校怎样进行课堂教学
组织管理、实施教学质量监控等问题也得以解决。

目前，“互联网+华文教育”已是大势所趋。现在
我们所进行的探索和实践，将促使中文学校教学和管
理方法进一步改善。

回望中共百年侨务工作

海外华侨华人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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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华文教育基金会主席韩芳：

“外籍人士也希望子女学好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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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4位海外中文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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