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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人類由肢體語言的發展到真正語言的溝通，其後進展到文字的發明與記載，

遂而成為歷史。然而語言這主宰人類文明進步的交流工具其發展又是如何？世界

各地各自擁有自己不同的文化，在此文化交流中，使用共同語言將是最簡易的方

式。因此世界共通的語言基於必要性於焉產生。 

現今已是地球村時代，語言成為溝通的工具也是鏈結世界和銜接世界的重要

橋梁。英國自工業革命以來，帶領人類從人力、處理、風力轉變到蒸汽動力時代，

將人類文明進程提升到新境界。受工業革命之賜，大英帝國在 17 世紀中期成為

海上霸權，促使日不落國逐漸成形。之後英、美這兩個強權國，令英文成為世界

通用語。但隨著中國崛起，華語在可見未來，將蓄勢發展成為第二世界通用語言。 

中國自古以來歷朝的統治者都以自己為天下中心，一直把周邊都當藩屬或附

屬國，但至清朝衰亡後，這中心顯然已瓦解。直到 21 世紀在經濟發達後，中國

這隻睡獅開始甦醒，逐漸地重振雄風，此際全世界遂掀起學習華語新風潮。全世

界正風行學習華語，中國開始走進重返世界中心的路途。 

  在此華文席捲全球之風潮下，引領更多學子返臺就學。在學校端此現象亦隨

處可見。在國、中小，近年來有不少華裔學生特地選擇回臺灣就學，即為學習華

文。以北部某所國中來說，這些學生他們願意隨家人千里遷徙來到異鄉，投入陌

生環境學習，只有一個目的即是學習華語。 

那麼這些學生來臺學習華文的目的為何？目標只有一個，他們皆認為 21 世

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所以一定要懂得華語，才能在未來的工作上尋得更好的良機。

那為何這些學子不選擇新加坡、香港或中國大陸，而選擇臺灣？學生的答案是一

致的，他們有的在臺灣有親戚，有的沒有，但親屬不是他們最重要的選擇，最終

的選擇是因為臺灣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二、越南華裔學生回臺學習華文 

越南華裔學生回臺學習以北部某國中為例，此些學生在學習路途上遇到諸多

困難，有經濟、學習議題、文化適應、生活體驗、人際關係等問題。在學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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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盡可能幫助此些勇於到異鄉學習的學生；在語言克服上，其學習方式有教育

部方案計畫補助。其中有學校部分自籌款，在師資上經費有所不足，必須尋求企

業給予贊助，以解決經費問題。此國中幾年下來，都在驚濤駭浪當中，最後得到

企業贊助。研究方式採行動研究、實驗觀察、訪談為之，訪談輔導主任、輔導組

長、越南語教師、家長、學生。 

(一) 在學習動機上 

實地訪問學生回臺學習動機，純粹為了學中文而到臺灣來就學，而且是舉家

遷臺，他們希望未來能在臺灣工作。從越南回來臺灣就讀國小或國中。他們皆表

示 21 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除了英文之外，中文是非常重要的第二語言，也是

未來在工作場域上必備的技能，因此他們父母決定舉家遷臺，令孩子在臺灣學習

華文。 

(二) 在學習機制上 

這些學生不會講華語，遂由學校輔導室負責聘請越南籍教師教導華文，採小

班制，每周授課一次四小時。班級學生人數極少，有時一個學年一位學生，有時

有二位學生。後來轉進的學生有增多趨勢，最多是三個年級各有一位，總共三位

學生在學習。 

(三) 在學習問題上 

學生對語言的陌生，在學校適應上，無論在課業，在與老師或學生溝通上，

皆遇到極大困境。此些困難中，包括學習華語的困境、學習課業的瓶頸、生活適

應、課業成績、學校適應、同儕關係、師生關係、家庭關係等多元面向的問題。

從越南過來到陌生環境求學這需要多大的勇氣與毅力，目標是為了在中國崛起後

的世界能有更好的生活。曾有是一位父親對孩子在飯桌上的談話是，不會中文將

來你會沒有工作。由此可見，中國 14 億人口（經濟日報，2021）和中國龐大市

場對世界經濟起著重大影響。 

(四) 在學習成果上 

 以一位學生為例，這學生剛到臺灣入校，身形瘦小，戴眼鏡顯出斯文樣。 

1. 初入學：七下時，其隨家人到臺灣，剛來之時一句中文也不會，他導師使用

英文介紹和進行相關活動。 

2. 導師與學生的互動：他的老師用英文跟他溝通，他很有反應而且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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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班級的互動：生性害羞的他，由於不會講中文，剛開始十分孤單，之後導師

有派同學照顧和關心他，其後漸漸會講簡單中文。因此較能融入團體生活，

同學也歡迎他，就不再有被孤立之感。 

4. 學業表現：此學生非常爭氣，在第三次段考，他各科成績都有 20 多分，甚至

比母語是中文的臺灣學生成績還好。有些不爭氣的學生，在社會和國文的表

現居然比他的 20 多分還低。有些考科的老師非常貼心，用英文翻譯考題。他

的英文成績十分不錯，在 90 分以上，那有經過翻譯的少數學科，果然都有好

成績。他在各科目的學習，例如：健康教育、社會科，這些考科他的表現比

較好，能達五、六十分。 

5. 學習中文：訪談越南籍教師，老師表示這位學生出奇認真，會自動自發預習

和溫習功課，進步神速，下的功夫似乎比其他同學還更多且學習效果更佳。 

(五) 學習困境 

從學生的問卷調查顯示學習華語的困境有父母忙沒時間教，人在外的時間通

常多於在家的時間，在家裡通常使用越南語，如此更壓縮學習與應用的時機；學

習課業的瓶頸，由於其父親為臺灣人，因忙於工作無暇教導，其母親為越南人不

懂中文，因此在課業上無法幫上忙；在生活適應上，越南的飲食文化與臺灣有所

不同，需要花一點時間適應臺灣味；在課業成績上，由於沒有兄弟姊妹或在臺的

親戚，在家無人可問，在校因為只會聽一點華語不會說，同學又不太會說英文，

因此造成課業無法請問同儕；在學校適應上，處於新環境有身心上的適應問題；

在同儕關係上，因語言無法溝通，以致沒有朋友，更加益形孤單；在師生關係上，

有些科目教師會以英文為其解釋，有些教師不會，因此他害羞的個性更加使教師

與學生的關係彼此疏遠；在家庭關係上，由於新到臺灣在經濟上有很大的壓力，

其父母花比較多的時間在經濟打拚上，使得與孩子相處的時間少於住在越南時。 

(六) 學習解決方式 

   在學習華語學習上，除了學校安排的越南教師每周一次的學習之外，學生可

透過家長在家的教導和觀看電視節目學習；在學習課業的瓶頸上，鼓勵學生勇於

發問，或上網學習，最重要的事是中文程度日益進步才最有幫助；在生活適應上，

由於學生適應力頗佳，才來一、兩個月之後，已能接受臺灣的飲食與文化；在課

業成績上，其導師安排一位小老師幫忙指導，以協助其課業上的學習問題與困境；

在學校適應上，學生的適應力奇佳，喜歡臺灣多元的課業活動和社團活動，更喜

歡運動會，據他所言在越南的學校沒有運動會很無聊；在同儕關係上，由於該生

很認真學習，訪談得知除了功課之外，他會每天特別安排一小時學習華語，訪談

越南語教師也表示所有學習的學生當中，屬他最認真且學得最快；在師生關係上，

鼓勵各科老師多費心加強對他英文的講解，以彌補他中文程度的低落；在家庭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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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上，希望他的父母在臺灣待的時間長一些之後，不要身兼好幾職，日夜工作。

希冀其雙親為三份工作之努力打拼之情況下，在未來能減少夜間的兼職，多多陪

陪在異鄉求學的孩子。 

(七) 學習建議 

越南華裔學生在臺學習，在家庭方面，家長應多投注心力在家庭的經營，不

要只為了經濟問題過勞而減少與親子相處的時間，畢竟孩子是在一個完全陌生的

國家，必須學習一個新的語言。在課業方面，教師與同學應多多協助語言有困難

的華裔學生，提供各種方式並安排小老師的協助，以解決其課業問題和改善害羞

內向的傾向。在學校方面，學校應持續提供越南語的學習，並營造友善的校園和

學習環境，不令華裔學生感受到孤單和歧視。 

三、漢字文化圈 

華文現在是除了英文之外，在華人地區以外，最多人學習的語言。中國文化

深深地影響了周邊的國家，東亞文化圈又被稱為漢字文化圈，這些國家包括日本、

韓國、朝鮮、越南、港澳、臺灣、中國大陸等國家。 

(一) 日本 

包括琉球群島和日本列島，為大和民族和琉球族。2020 東京奧運是史上第

一次於 2021 年舉行，卻沿用 2020 標誌的奧運會，此盛會在 2021 年 7 月 23 日到

2021 年 8 月 8 日在東京舉行。在為期 17 天的奧運會上的標語，到處可看到很多

漢字。日本也與韓國和越南一般在現代化過程中，有廢除漢字的聲浪，尤其於二

次世界大戰戰敗後，在美國教育使節團強烈的建議下，日本差點廢除漢字而改用

羅馬字。後來基於維護民族尊嚴下，改採漸進方式廢除，其在 1946 年頒布常用

漢字表（林怡君，2012）。在日本的國語改革中，分為假名派、羅馬字派、漢字

減少派，最終以漢字減少派勝出（李浩宇，2018）。時至今日到 1981 年，有常用

漢字表以及 2010 年的新常用漢字表，說明了隨著時代的演進和科技資訊的發達，

在漢字的在電腦上的應用便利性大，更被廣泛地運用於生活上和出版界，於是其

內閣又頒布再增加 191 字漢字，以敷社會使用。隨著中國的崛起，漢字又活絡於

日本人生活之中。 

(二) 韓國 

為朝鮮民族，近 500 年來，歷經朝鮮時期、日本統治、大韓民國建立等階段，

其語言發展為漢字純用、韓漢混用、諺文專用、1968 年廢漢字、1998 年漢字復

活等階段（黃奕學，2012）。韓國對漢字存廢幾經更迭，然而在上世紀中期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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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漢字化，導致了文化的危機，在新國際情勢下，現今韓國已出現漢字熱的景象。

由民間和政府團體逐漸重視下，於 2000 年推出漢字檢定能力考試，此外大量中

國、日本和東南亞遊客湧至，遂使其重新重視漢字。 

(三) 越南 

為京民族，越南漢字的興衰受到越南歷史發展和政治環境的影響甚鉅（梁茂

華，2014）。在越南封建時期，開始接受漢文化與漢字，古越南的官方和知識分

子通常都能讀寫漢字，直至法國殖民越南時期，才開始廢除漢字，轉而使用國語

字。直到 20 世紀 40 年代，其通過法令，促使以拉丁字母為成全國通用書寫文

字。近來由於地緣關係與中國日益強盛和經濟之故，越南也開始倡議恢復漢字運

動。 

(四) 香港和澳門 

在香港和澳門使用的漢字稱為繁體字。粵語字是泛稱使用於書寫粵語白話文

的漢字，其又稱粵語漢字、廣東字、香港字（維基百科，2021）。此外在臺灣的

字型廠商，又將之稱為廣東外字或香港外字。 

(五) 臺灣 

在臺灣使用的漢字稱為國字或正體字。這是在中華民國使用的漢字，官方稱

為國字（維基百科，2021）。在臺灣使用的漢字，是遵循傳統的漢字。 

(六) 中國 

漢字在中國使用的是簡化字，由於中國在 1956 年以來推行簡化字，使得手

寫體的簡體字上升為印刷體的簡化字，此現象造成華人文化圈出現了「書不同文」 
的景況（林正三，2011）。書不同文也造成胡適提倡白話文運動我手寫我口，使

口語與書寫同的精神背道而馳。此外由於中國實施共產主義制度，在各方面都有

黨的嚴格管控，在語文學習上亦不例外。反思為什麼學生要追求自由民主的臺灣

學華語？美國政治家巴特列克．亨利曾在 1775 年，美國獨立演說中提到「不自

由，毋寧死！」，由此可見自由比生命更可貴。在自由的地方學習華文，比在中

國處處受箝制的場域學習華文，來得珍貴。 

 

四、華語學習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2%B5%E8%AA%9E%E7%99%BD%E8%A9%B1%E6%96%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2%B5%E8%AA%9E%E7%99%BD%E8%A9%B1%E6%96%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5%A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96%E5%A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96%E5%A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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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十大語言，中文排第一，計有約 14 億人使用。英文有 73 個國家將其

作為國家官方語言，約 10 億人使用。西班牙語有 23 個國家做為官方語言，約有

5 億人使用（每日頭條，2018）。中國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突飛猛進，

以大躍進方式陡然崛起，如今其經濟實力已躍昇世界第二位。由於中國對世界各

地經濟影響與日俱增，致使外商對華語有迫切的需求。因此學習華語的熱潮正蔓

延全球，學華語如今已成世界性課程。「華語熱」招來了 3000 萬非華人學習者（小

世界大文山社區報，2020）。 

在 2021 年美國有 600 所大學提供華語課程，2000 多所中小學將之列為選

修；在加拿大溫哥華、多倫多則有 400 多所中文學校、英國也有 500 所學校開設

漢語（小世界大文山社區報，2020）。2007 年女子團體 SHE 發行的歌曲中國話，

其歌詞提到：全世界都在學中國話，孔子的話，越來越國際化，全世界都在講中

國話。在英國有專家預測，到 2050 年，中國話將取代英文成為世界通行語言。

這麼多的證據顯示華文在世界上愈來愈流行，愈來愈受到重視，以致明星將之入

歌曲，學習華文的人口激增，在不同的國家學校，提供更多學習華語的機會現象

產生。在 2021 年出版的美國書籍《世界年鑑和事件》中都提到，華語已成為已

成為全球使用人口最多的語文。華語在東南亞更成為主要商業語言。 

(一) 孔子學院 

中國大陸在經濟上的崛起，帶動全球「中國熱」、「漢語熱」，讓其趁勢發展

「孔子學院」，並將此視為與國際交流的「平臺」，積極擴展其版圖（徐蕙萍，2013）。
在世界上近年來由於孔子學院的興起，全球有 150 多個國家有孔子學院， 到 2021
年已帶動一億多人學習漢語、漢字的活動。孔子學院所進行的工作，是漢語與中

華文化之推廣，其對於重塑國家形象、鞏固國際話語權以及增進文化軟實力有極

大之影響（戴彥平，2018）。孔子學院 2004 年成立至今，正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傳

遞文化。基於中國的崛起，中國政府在全球積極推廣漢語，正是其國際戰略。但

是，遍布全球的孔子學院，在國際間美國發現這是中國的大外宣下，加拿大認為

其為中國意圖滲透西方的一步，於是美國和加拿大的部分地區陸續關閉了這些設

施，在北歐則有瑞典和挪威關閉境內所有的孔子學院。他們認為這是中共宣傳的

工具，也是中國軟實力的展現（維基百科，2021）。在國際間陸續發現其為中共

的喉舌之後，反對的聲浪陸續升高，進而關閉這是孔子學院目前所面臨的狀況。 

(二) 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 

臺灣在 2021 年，由僑務委員會極力推動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致力於美、

英、德、法等國設立 20 間。美國於 2020 年起曾謀求拓展學華語平臺，於是啟動

臺美教育倡議，為提升兩地語言教學合作開啟重要的里程碑。中華民國臺灣僑委

會擬在海外設立「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以利華語的推廣。其曾於 2021 年 4 月

https://www.epochtimes.com/b5/tag/%E5%8F%B0%E7%81%A3%E5%83%91%E5%A7%94%E6%9C%83.html
https://www.epochtimes.com/b5/tag/%E5%8F%B0%E7%81%A3%E5%83%91%E5%A7%94%E6%9C%83.html
https://www.epochtimes.com/b5/tag/%E5%8F%B0%E7%81%A3%E8%8F%AF%E8%AA%9E%E6%96%87%E5%AD%B8%E7%BF%92%E4%B8%AD%E5%BF%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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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舉辦了海外華文媒體歐洲場線上座談會，此中心目標將推展臺灣華語文

優勢。 

(三) 全球華文網 

華文學習自 2021 年已展開數位化的學習，在此疫情時代下，是非常有利的

學習方式。隨著科技的突飛猛進，數位學習（elearning）技術運用愈趨成熟，將

電腦融入中文教學，也受到關注與討論。僑務委員會於 2007 年起規劃建置「全

球華文網」（www.huayuworld.org）數位學習入口網站。藉之以凝聚學習社群，冀

望樹立臺灣優質華語文學習品牌，成為海外華語文市場之最佳典範。僑務委員會

在數位科技浪朝下，致力於結合虛擬網路資源與全球各地數位學習中心學習，冀

望將臺灣優質的華語文教育資源，能順利地向海外推展。 

五、結語 

英國史學家湯恩比在 1978 年初版的《湯恩比博士的中國觀》，提到全世界的

未來在中國，他曾說過：「如果有來生，我願生在中國。」他認為：「19 世紀是英

國人的世紀，20 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21 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湯恩比博士

在上個世紀有高瞻遠矚的眼界，看到中國將成為世界的中心，回到祖先光榮的時

期。不僅英國學者有如此看法，連法媒也曾大膽預測 50 年後，中國將成為世界

第一強國，將來的中國，將成為未來世界的核心。由越南華裔學生紛紛回臺學習

華文，由小窺大，見微知著，看全世界興起的漢語熱潮，從日本對漢字的存廢歷

經激烈的爭論後，到 2010 年內閣頒布的〈新常用漢字表〉，反而增加 191 字以敷

社會使用，到韓國和越南發起的恢復漢字運動，還有全世界各地熱衷的漢語熱潮，

以及新興的東南亞漢字文化圈來看，皆因中國的崛起，使得漢字的重要性重新被

評估。在原漢字文化圈中，東亞國家各國也開始呼籲，統一使用《康熙字典》標

準漢字的建議，於是使漢字復活的呼聲也開始譜出新曲。由於中國的經濟強大與

站穩腳步，使得中國文化，漢語學習再起。近代的中國將再次重振雄風，走進世

界舞臺，相信再次成為世界的核心之日已不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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