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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 主办

• 第三届华文教育互联网国际研讨会

• 后疫情时代华文学校教学组织形式展望；

• 华校管理者新的能力和素质要求；

• 华校互联网教学面临的主要难题和应对策略；

• 华文学校对教学资源的新需求；

• 如何实现华教资源的共建共享；

• 商业教育机构海外拓展给华校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 对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线上学项目的意见建议。



背景

• 国际中文教育大会

• 疫情和后疫情

• 华校的“转型升级”
• 中文教育商业平台出海

• 公益和市场认识改变



传统的传承路径

• 学校华文教育

• 各种中华文化活动

• 家庭辅导

• 补习班

• 其他



华校的优势和局限

• 优势
• 经验丰富、热爱事业的一线教师。敬业的管理者

• 社区和家长的共同努力

• 背靠华人社团和华人媒体

• 祖国/祖籍国的支持

• 局限
• 经费、时间、设备、技术不足，市场乏力

• 观点
• 单靠现有华校无法实现华语传承的目标（郭熙 2021）
• 需要推动华校的转型升级（吴勇毅 2021）



华校趋势

• 郭熙 2021：
• 在“转化升级”过程中，我们将会看到华校的分化：

• 一些华校成功实现转型升级，很好地得到发展；

• 有的会暂时得以维持；

• 还有一些可能会出局。



讨论：海外华语传承事业的定位

• 传统上把华文教育看作是一种公益事业。

• 市场在华语传承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单靠市场不符合华文教育
的理念，但单做公益，也会面临可持续性的问题。

• 应该走公益跟市场结合的路子。

• 市场可以涵盖许多领域，可以是教育市场，也可以是娱乐市场。

• 抖音？



未来几条路径（郭熙 2021）
• 互联网赋能 互联网催生了新媒体和各种学习平台（包括APP）。传统的华
文媒体在华语传承中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传统媒体
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如何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做好服务，值得关注。以往有不
少教学平台，近年来学习平台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建设好学习平台，更有
利于满足各种学习者的需求。

• 家庭 家庭是重要的途径，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可能会成为更重要的有效
的祖语传承途径。做好家庭传承的精准服务，应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

• 华语社区 传统上，各地华人社区都有一些语言文化活动，形成了各具特色
的华语生活。互联网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打造了新的华语社区格局
（姚敏 2021），更容易组织引导形式的华人社会语言生活。

• 智能语言学具  如“电子语伴儿”类似线下线上结合的新科技语言产品。



华校的新功能

• 新技术武装、在线线下融合的华语资源和信息的集散地

• 连接家长、祖国（祖籍国）和祖语生的基站

• 华人语言文化俱乐部，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周几节课的周末课堂

• 家庭指导下完成在线线下学习的祖语生一周一次的实习地

• 家长间的信息交流站

• 学校应以指导、培训家长，促进家长间的交流，组织各种语言文化活动为主

要任务



结语

• 拥抱现代科学技术

• 加强合作

• 借力相关资源、渠道

• 引导智慧学习

• 发挥华校的新功能

• 迎接海外华语传承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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