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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教教育方兴未艾

“我的 4 个孩子每个星期天都上中文
课，家里的规矩也是必须讲中文。”美国纽
约河北同乡会会长董晔在接受本报采访时
表示，他现居住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
该市中文学校的课是由华人来上的。董晔
的太太则表示，该学校是非营利性的，属
于家长联盟会，即学历高一点的家长联合
起来，自发组织成立了这个学校。“毕竟是
中国人，不能忘本，所以小孩子一定要会
说中文、会读中文。”

“由于远离祖 （籍） 国的文化土壤，海
外华文教育不仅教生词、文法和写作技巧
等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激发学生的学习热
情，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达到‘知
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的目标。”美国波士顿
市近郊的牛顿中文学校校长夏铭在接受本
报采访时表示，海外华文老师很多为热心
教育事业的华人兼职，其中不乏博士和一
些公司或机构高管。“怀揣拳拳赤子之心，
华文师资源源不断。”

在海外，华文学校不仅能为华人子女
学习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化提供机会，
也有助于外国人理解中华文化。因此，华
文教育被称为中华民族在海外的“留根工
程 ”， 中 华 文 化 在 世 界 传 扬 的 “ 希 望 工
程”，以及华侨华人社会最重要的“民生工
程”。在东南亚等华人移民人数多和历史久
的地区，华文教育发展较为完善。但不管
规模大小，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文学
校，就有华文教师。

毛里求斯教育界人士丘金莲在接受本
报采访时表示，该国开设中文课程的学校包
括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和周末补习班。此外

还有中国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师资方面，
则有正式老师、当地代课老师和中国政府派
来的志愿者老师。

“塞维利亚不像是马德里或巴塞罗那这
样的大城市，华人移民还不多，因此，招华文
教师有一定困难。”刘阿赫在西班牙塞维利
亚中文学校已经任教21年。在接受本报采访
时，她表示该校的师资情况还是很乐观的。

“主要在于我们的教师队伍比较稳定，比如
65%的老师是长期居住在塞维利亚的，35%是
留学生。”资深教师以自身的“榜样力量”带
动年轻教师，所以教学水平、积极性和责任
心都能得到一定的保障。

需求量大师资不足

近年来，全球掀起中文学习热，越来越
多的国家开始重视华文教育，政策上也有所
转变，华文教育也得以更靠近所在国家的主
流教育体制，很多学校也开设中文课。国际
社会对华文教育的需求更加迫切，对华文教
育工作者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在一定程度上
凸显了师资不足的问题。据统计，目前海外
各类华文学校约 2 万所，在职教师有数十万
人，而在校华裔学生达数百万人。

“如果按照教育专业的标准，在承载激
发热情、语言学习和文化教育的三重重任之
下，优秀教师的数量远小于市场需求量。”夏
铭表示，华文教师不足有现实的原因。在美
国学习教育专业的大学生或研究生找到能
够解决其身份问题（如工作签证或绿卡）的
工作机会少。各地的周末中文学校多为公益
组织，往往不帮助解决身份问题，而大、中、
小学能消化的师资量也有限。

对于有些华文学校来说，教师的待遇以
及对待这份职业的态度，也是影响师资的重

要因素。巴西圣保罗圣本笃学校校长吴桂秋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当地华校面临专业
师资人才短缺的问题。“有些是半路出家当
老师，而有的专业老师，又改行做了别的。”
尽管当地很多华人家长中文水平不错，在家
里也可以监督其子女的学习，但吴桂秋表
示，师资不足会影响学校的教学质量，进而
导致学生生源流失。

除了缺乏专业师资，丘金莲表示，毛
里求斯代课老师的权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
障，很多人从教十余年却无法转正，因而
积极性受挫，这无疑会影响教学工作。至
于志愿者教师，丘金莲认为，虽然他们能
解决当地教师短缺的问题，但因其流动性
较大，大部分任期为一年，短时间内无法
熟悉当地及学生的情况，例如志愿者多说
英文，而当地小学学生还不熟练英文，熟
悉法文和土著语克里奥尔语的更多，所以
教学效果不太理想。

“我们这一代了解中国的情况，而第二
代以后的华人的了解就较少，对中国的情
结也会淡一点。”董晔表示，华文教师不
足，对华裔青少年的教育，如华人的思维
观念、中国情结和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热
爱都会受影响。

多管齐下培育教师

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祖 （籍）
国的支持。近年来中国国务院侨办推出

“海外惠侨工程”八项计划，其中就包括支
持华教发展的内容。此外，推动华文教育
标准化、正规化、专业化方向转型升级，
实现在侨胞聚居地区，有意愿学习华文的
华裔青少年有书读、有学上、有合格教师
教的目标。

“未来还是要不忘办学初心，一如既往
把华校办好。”刘阿赫表示，除了自身努
力，也希望得到国侨办的支持，尤其是师
资方面。“现在侨办支持的力度，其实已经
蛮大的了，比如说教师培训这一块。”

提到国侨办推动的海外华文教师证书
培训，吴桂秋认为“非常的给力”，因为

“如果要提升海外华文教师的专业素养，那
么专业水平和文化的熏陶不可缺少。”除了
教师证书培训，国侨办将来还会完善远程
教程培训教师的方法。吴桂秋还希望国侨
办将来能为当地愿意投身教育事业的教师
开设硕士班。“多管齐下培育教师”。

丘金莲也比较认可“请进来，走出去”等
培养当地华文教师的举措。“虽然每年会有
志愿者来支援华文教育，但我更希望有关部
门能派出经验丰富的教师来培训当地老师，
或者当地老师到中国接受短期专业培训，以
提高专业水平。”针对来自中国的代课教师
的身份问题，丘金莲认为，如果他们能转正，
将壮大华文教育师资队伍。

此外，刘阿赫还建议关心华文教师的
需求，而不是只对他们有要求。“我觉得对
老师的关心很重要，因为人心都是要被呵
护的。关心他们，让他们感觉学校是温暖
的大家庭，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集体，这
样他们愿意跟大家工作和交流，也愿意跟
那些老教师学习。”

华文教育未来的发展也需要社会力量
的帮助。夏铭说，根据中国国家汉办 2015
年的数据，美国有 40 万人在学汉语。目前
这样的市场量还不够吸引大笔资金注入该
行业。他期待随着中国的发展，会有更多
的华文学习需求，造就更大的市场，从而
催生更强大、更专业的师资力量以及华文
教育机构。

海外华文教育

中文要教好 师资很重要
张永恒 陈秋圆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美国纽约市公立学校少数族

裔学生已占多数，但少数族裔教师却为少数。在曼哈顿华埠

第一学区、皇后区法拉盛第25学区、布鲁克林日落公园第20

学区等华裔新移民集中的公立学校，华裔教师依然缺少，与

学生数不成比例。资深教育人士指出，拥有文化相近、语言

相通的教师，对新移民学生的教育很重要。华裔教师不足，

将不利新移民学生融入校园生活。

图为2017年12月19日，海外华文教育界代表在北京参加第四届华文教育大会。 陈秋圆摄

泰国旅行社协会主席表示，今年春节期间，泰国唐人
街将迎来40万中国游客。到时，素有“泰国唐人街”之称
的耀华力路也将置身欢庆盛景中，宛若中国的街头。

耀华力路位于曼谷三攀他旺县，处于泰国最繁华的商
业区中。面对四周繁华的现代化“围剿”，耀华力路却安然
自若，仿佛时光停驻，慢慢沉淀着浓厚的传统中华文化，
是东南亚最“经典”的唐人街。

当人们提起“唐人街”、“中国城”的字眼，便会联想
起美丽繁华的红色图景，那是中国最古老传统的色调。在
耀华力路，你可以见到经典的唐人街盛景：中餐厅、中式
货商店一家挨着一家，红底黄字的中文招牌隔得几百米就
能看见，老旧的中式建筑、路边满口中文的商贩和住户都
让人置身在中国沿海小城的错觉。

据说，耀华力路因在建设时有一位名为耀华力的林姓华
人捐出了不少土地而得名。但更多的传言说这个名字是由拉
玛5世御赐，拉玛5世15岁当上泰国国王，“耀华力”是“年轻
人掌控社稷”的意思，表达出泰国华人对国王的崇敬。无论是
哪一种说法，耀华力路所在的区域在吞武里时期（1769年―
1782年）就是华人的聚居区，它见证了中国移民生根、成长。

1892 年，泰国拉玛 5 世谕令开辟耀华力路，由于建设
过程中遇到需要占用私人地产等诸多问题，直到1900年耀
华力路才修建完工。

20世纪初期是耀华力路最鼎盛的时期，耀华力路是彼
时曼谷著名的高级商业中心和娱乐城。华人
开设和专为华人服务的各类戏院、华人学
校、电器行、电影院、潮剧馆、中餐馆……
街道两旁各类建筑鳞次栉比，车如流水马如
龙，好不热闹。在众多的店铺中，数目最多
的当属金店，门面虽不大，但装饰得富丽堂
皇，据说曼谷金店的 70%分布在耀华力路。
由于耀华力的金店名气很大，耀华力甚至成
了金店的代名词。

有人认为，身处异国的唐人街是独立的
个体存在，它是单独开辟的一片专属海外华
人生活的场所。其实不然，耀华力路与当地
风貌融洽地合为一体：泰国盛行的佛教元素
点缀着中式的唐人街、餐饮茶点之中也蕴含
着热带风物的特性。睦邻亲情的文化与高度
的包容性让泰国人在这条唐人街中也能找到
亲近之感。

如今，曼谷已经步入“摩登时代”，但
耀华力唐人街依旧保持着上世纪70年代香港

街道的建筑特色。历代华侨华人留下来的遗产，让这座街
头沉淀着独特的韵味。2015年，以耀华力路为取景地点的
电影 《唐人街探案》 上映，这也更加带旺了当地的旅游产
业，游客自全球各地蜂拥而至。

夜晚降临之时，无论是繁华的街道还是清冷的街道，
都会披上霓虹的盛装。广东叉烧云吞面、猪血清汤、海鲜
大排档等小吃摊都聚满了游客。

“老旧的建筑，穿流的人群，璀璨的夜灯，熟悉的语
言，眼前的烟火气息浓厚真实，却又容易让人忘记时光的
流逝……当这些华人老去，是否还会有年轻华人后生依旧
坚守在这繁华古旧的唐人街？”拜访过唐人街的游客写下这
样的疑问，但其实并不用过分担忧。

2016年，泰国官方在耀华力路边上修建地铁站，旅游
业兴起为它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条古街也许不再年轻，但
具有永远的生命力。

另一方面，耀华力承载着中泰两国关系的友好深入，
它的存在具有历史使命感和荣誉感。每年春节，泰国王
室、政府都会在耀华力唐人街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诗琳
通公主以及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官员也都会现身为民众送去
新年祝福。

清晨的宁静，傍晚的厚重，夜间的热闹，耀华力路直
到21世纪仍然在静谧与喧哗、古老与现代之间怡然自得。

（据中国侨网）

加旅游部长走访温哥华华埠

据加拿大 《明报》 报道，近日，加拿大联
邦小型商业及旅游部长巴蒂西·查格拜访温哥华
华埠，探访了温哥华中华会馆与中山公园等
地，为“中加旅游年”勘探景点。负责接待的
中华会馆理事长姚崇英指出，这是部长第一次
拜会中华会馆。

查格透露，她曾经到中国杭州出席 20国集
团峰会，对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印象深刻。她
看好“中加旅游年”，认为机遇无限。

近日，华埠各侨团联手推动华埠申请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除为了维护华埠传统
之外，还希望借此推动华埠发展旅游业。

（据中国新闻网）

曼谷展出中国青年书画家作品

“丝路墨华——中国青年书画家作品展”1
月 27日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这也是
2018 泰国“欢乐春节”系列文化活动的预热。
本次展览由曼谷中国文化中心、泰国孔敬大学
孔子学院联合主办，将持续至2月5日。

中国驻泰国大使吕健夫人潘鹏参赞、泰国
文化部现代艺术司副司长诗丽潘女士等中泰嘉
宾、艺术家及民众百余人参加开幕式。
潘鹏在开幕致辞时说，书画是中华文化的精华所
在。泰国在文化传承与保护方面有很多好的做法
值得中国借鉴。诗丽潘希望两国艺术家们可以相
互学习、相互借鉴，寻找合作机会。

（据国际在线）

图为青年书法家李剑锋 （左一） 现场为嘉
宾和民众挥毫泼墨。 李晓萍摄

马德里将办活动迎中国新年

据西班牙欧浪网报道，近日，马德里市长
卡梅拉称，该市将在乌塞拉与西班牙广场举办
大型活动，迎接中国狗年的到来。活动将从2月
9日持续到2月29日。

作为西班牙最重要、人口数量最多的移民
群体之一，华人在西班牙社会越发受到重视。
中国的各种传统节日，也越来越多地被引进到
西班牙，成为许多城市欢庆的佳节。中国春节
作为一个极具异域魅力的节日，吸引着许多西
班牙市民的参与。

马德里媒体称，2018 年的中国新年庆贺活
动是乌塞拉华人团体与政府、使馆方面共同促
成的。卡梅拉也表示，庆贺活动，将是一次珍
贵的多样性文化交流体验。 （据中国新闻网）

侨 界 关 注

华 人 社 区

图为泰国耀华力路夜景。 来源：视觉中国图为泰国耀华力路夜景。 来源：视觉中国

曼谷的唐人街，你知道多少
钟慕岳

曼谷的唐人街，你知道多少
钟慕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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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欢庆中国马来西亚建交 44 周年暨沙巴马中联谊协会成立 5 周年，中国侨联“亲情中
华”艺术团1月28日晚在马来西亚沙巴州首府哥打基纳巴卢演出，为当地献上一场中国传统
文化视听盛宴。

上图：杂技《协奏黑白狂想》。下图：与会贵宾集体拜年。 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