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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長期以來，我國對外推動華語教育已有成效，如在「邁向華語文教育產業輸

出大國八年計畫（2013-2020）」以及後續的「新南向政策」加入後，來臺學習華

語的外籍人士逐漸攀升。（陳怡靜，2020）為延續其成果與使命，教育部又推行

「優華語計畫」增進國內大學與歐美大學間的交流與連結，更與美簽訂《臺美教

育倡議》，將臺灣打造成外籍人士學習中文的最佳環境（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2021），同時為了滿足美國學習華語的需求，教育部選送華語教師赴美進行華語

教學，增進雙方交流之際會，提升臺灣在國際間的影響力。 

近年來我國為達到《2030 雙語國家政策》，逐步規劃「華語教育 2025 計畫」，

整合臺灣僑委會、外交部、教育部的力量，提出了「國家隊形工具箱」（國際及

兩岸教育司，2021），徐斯儉（2021）提到國家隊形工具箱的五大內涵為：語料

庫、能力測驗、課程指引、教材與課程及資源平臺，透過標準化與其協同性的架

構，形成「國家隊形」，以國家形象推廣華語教育，使華語教育站上更高一層次

的國際視野。 

以下研究者在對外華語教育的問題與轉變及在國外推動華語教育政策的展

望提出個人淺見。 

二、華語教育問題的轉變 

這兩年來受到新冠肺炎的衝擊，對外華語教學面臨著國際生無法入境，國內

許多華語教學中心也面臨著減班、減課和線上教學的情況，更甚者也影響了許多

華語教師的生計。國內許多華語中心開始思考著在未來疫情趨緩之下面對的挑戰

有哪些？要如何吸引學生？課程教學模式如何轉變以符合國際生需求？等問題。

研究者認為主要的問題有三個層面： 

(一) 後疫情時代下的華語教學 

鍾幼蘭（2021）提到：「疫情的危機，造成結構性的變化，想要回到從前已

經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課室無論在軟硬體、師生間的互動，勢必產生巨大的轉

變。第一線教師在經歷全國停課不停學的衝擊下，短時間內必須學會線上教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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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教學能力，同時運用數位能力幫助學生學習。而許多第一線實體課程的華語

教師，必須重新審思二語課程的教學模式，學生的參與度、互動性以及學習成效

的基本問題。未來在疫情趨緩之下，學習者回到教室之後，更多的是對於教師本

身的要求以及自身需求。 

賓靜蓀（2021）提到學生、教師、學校將面臨全新的挑戰，對於三者而言，

都應從框架中跳脫，重新找出自我的定位與價值。從學生對於自學力與時間管理

上，學生可以從資源中找尋自己的需求，學習個人化將隨之提升；在教師的角色

上則不再是單純的授課者，若華語教師僅透過講述式上課而少有互動，在語言課

的成效是相當有限的。學校的價值則將重新被定義，學生雖能提升學習個人化的

需求，透過線上資源能夠進行自學。在華語教學中，講究「精講多練」，透過口

語練習與溝通練習才能有效幫助學習者（徐子亮、吳仁甫，2008）。另外，在情

意面上，也有網路無法取代的師生信任關係與實體課程上課樂趣。綜上所述，面

對後疫情時代之下，教育所面臨的「破壞式創新與突破」，已成為教學新常態。 

(二) 華語教師之基本素養 

在臺灣對外推動華語教育過程中，華語教師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筆者針

對第一線華語教師所面臨的挑戰與應具備的基本素養作以下整理與討論： 

1. 華語教師的適應能力 

對外華語教師常有許多機會至海外進行華語教學，其中最重要的為華語教師

在進入一個國家之前，應該具備跨文化溝通的能力，並且接受不同文化、氛圍與

工作模式。同時，在進入教學場域之後，應針對學習者的學習環境、學習需求進

行滾動調整。 

2. 科技、數位教學能力 

承上所述，教育新常態的發生，華語教師在軟、硬體設備上應該具備高度靈

活性，針對學習者需求，成為多元的課程設計者。同時具備複合式教學能力，以

隨時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透過線上同步、非同步的教學，給予無法進入實體教

室的學生擁有基本學習的權利，以避免學習者產生學習落差。 

3. 外語能力 

若跳脫華語教學這一個區塊，在其他國家生活應具備基礎外語溝通能力，才

能保障自己的生活品質。同時，也能與上司、同事甚至學習者的家長進一步互動，

更能學習當地文化，進而產生良好的跨文化交流。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2，11（7），頁 30-36 

 

華語教育問題與展望 主題評論 

 

第 32 頁 

4. 跨領域的結合 

華語教學應能夠結合其他領域，在華語學習者的需求中，除了本身的興趣、

就學需求或工作需求之外，也不乏有商務華語、文化華語、旅遊華語甚至相關專

業的華語用語學習等需求，若華語教師只著重在語言的教學，那將會流失掉許多

華語教學的寶貴時機。 

5. 整合能力的培養 

華語教師在面對學生的學習需求時，蔡蓉芝、舒兆民（2017）針對趙金銘

（1998）的教材評估表中舉出幾個重要的評估項目：(1)前期準備、(2)教學理論、

(3)學習理論、(4)語言材料、(5)練習編排、(6)註釋解說、(7)教材配套、(8)教材版

面安排。華語教師須具備找出並整理學習資源、編排設計教材，最後將之整合，

以符合華語學習者的學習需求。 

6. 良性、開放、尊重的態度 

在進行國際華語教育中，除了語言本身作為「溝通」的本質做教學之外，其

中所涉及的層面非常廣闊。華語文教學中的跨文化溝通能力內涵還包含認知、技

能、情意等向度（黃雅英，2014）。教師在面對師生之間因語言、文化的差異時，

應站在理性、尊重甚至欣賞不同國情文化的立場，持有良性而開放的態度，師生

間才能彼此信任，產生良好的學習氛圍。另外，也應鼓勵華語教師間合作學習，

甚至能從共備觀議課，獲得良性的成長。 

(三) 國家級政策的實施 

目前的「優華語計畫」已補助至第二期我國 15 所大學，海外大學也持續拓

展中。不過，目前「優華語計畫」採用計畫型的補助方式，在長遠的目標看來，

確實仍有許多值得努力的空間，也期待有更多機會，讓更多國內華語中心能參與

之。另外，對於教育部外派的華語教師而言，除了補助金不足以支應其在海外的

基本開銷外，也認為計劃型外派教師無法作為正式且長期的工作機會，通常只有

大學剛畢業之相關科系畢業生以及部分華語教師有較高動機。研究者期待「華語

教育 2025 計畫」能夠真正整合相關部門的力量，發揮其應有的價值與理想。 

三、對外推動華語教育的展望 

我國政府推出許多華語教育的計畫，以推廣華語走向全世界。其中包含僑委

會所提出的「三策略、六支柱」（童振源，2021），深化我國與國際間僑校的合作

與接軌。與美國 109 年啟動《臺美教育倡議》，由教育部所推行的「優華語計畫」。

而近年來我國為達到《2030 雙語國家政策》，正逐步規劃《華語教育 2025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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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1 所示）也將以國家安全的角度，正式把華語視為國家戰略（周湘華，

2021）。我國政府對於國際華語教育的重視程度也愈發提升，研究者認為在國際

華語教育政策中，有以下五點值得我們反思與努力： 

 
圖 1 華語教育 2025 計畫架構 

資料來源：李彥儀（2021）。2021.11.23 華語教學國際高峰會。取自 https://reurl.cc/552e6G 

(一) 師資培育人才相關保障 

陳耔伶（2022）認為「華語教育 2025」的核心產品為「教師」，即便擁有良

好的工具、產品以及宣傳，但真正站在第一線戰場使用這一切的是「華語教師」。

所以對於第一線教師的增能培訓以及相關師培體系的人才培育目標也顯得更加

重要。筆者認為華語教育除了須提升華語教學專業理論背景知識外，更應該重視

師培生的跨領域能力整合。而針對第一線華語教師則應定期由教育部開設國際華

語教育的工作坊，提供第一線華語教師專業知能的學習與成長。未來也應針對華

語教師的生活基本保障予以重視，使華語教師具備工作成就感，吸引更多專業優

秀人才加入國際華語教育的陣容中。 

(二) 教材與課程指引 

目前華語文語料庫已整合漢字、詞語以及語法點分級，提供教材編輯與教學

之依據。此外，在「華語教育 2025 計畫」所提到之「課程指引」則能作為教材

編輯、教學與課程設計與評量之依據。而在 2030 年將推出「華語文能力測驗 2.0」，
充分展現出我國對於國際華語教育的高度重視。筆者認為目前語料庫與課程指

引，都能夠提供國際華語教育產業良好的指引依據，未來可多加參照已有課綱與

外語能力測驗指標準之國家，發展更加完善且具有高度說服力之測驗與國際華語

教育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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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源平臺的整合 

研究者認為第一線華語教師在未來除了能整合華語文教學資源作有效媒合，

提升華語教學效能之外，資源平臺的整合更能鼓勵華語業界、海內外僑校、華語

中心運用相關資源，產出更具國際競爭力之產品；華語教師則運用相關資源提升

教師效能，未來華語教師甚至能帶著一臺數位載具走遍全世界，使華語教育成為

帶著走的資源與能力，對於臺灣國際形象的包裝也能有所提升。 

(四) 產官學的合作與支持 

筆者認為「華語教育 2025 計畫」整合跨部會的力量使華語教育能站上更高

的視野，不過也應讓權責相符的單位來執行，可選用具備華語教育專業背景的專

業學者、資深教師甚至相關產業的人才，使專責單位能真正發揮國際華語教育的

力量以及策略之推行。而國際華語教育也需要透過產官學的合作與支持，思考不

同形式的企業結盟策略，既然具備良好的資源整合平臺、課程指引等後勤補足，

則更應思考如何將產品打入海外市場中。 

(五) 拓展角度與口碑建立 

國內大學各華語中心因地理位置、學校發展目標、經營策略的不同，而發展

出不同的特色與專業定位。在拓展的角度上華語中心除了致力發展特色經營外，

可支持且鼓勵媒合系所中心與駐外單位、聯繫海外機構合作等，使拓展角度更加

廣闊，透過合作發展聯盟式經營，藉以建立良好口碑。 

四、結論與建議 

近年來，因國際情勢的改變以及我國政府對於國際策略的佈局，提升了國際

華語教育的重要性，正逐漸形塑「華語教育 2025 計畫」。我國在以往針對國際華

語教育推行下的努力產出許多成果。但仍顯力道不足，其根本原因在於政府對於

國際華語教育的定位不同及相關資源較為零散。且在後疫情時代之下，華語教育

的師資培訓、吸引國際生的策略也須納入考量的範圍中。以下研究者針對我國對

外華語推廣的具體策略提出個人淺見： 

1. 「華語教育 2025 計畫」除了整合跨部會力量之外，更應考量其龐大的業務

量，設立國家專責單位並由各部會提供充沛資源、專業人力與專家學者共同

推行國際華語教育。 

2. 政府鼓勵產、官、學媒合國內華語中心合作，各展長才，打造企業結盟策略，

因應國情、需求規劃華語教育推廣策略，將產品、師資與口碑打進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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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內華語中心為支點，在國際市場中採用補習班式的拓點策略，緊密向下

紮根，產品、素材、教師都能輸出，使臺灣國際華語教育能具備良性競爭、

高度合作的力量。 

3. 注重師資培訓與華語人才增能，在大學華語相關系所應注重第二語言訓練、

基本素養培養與跨領域知識的學習，與國際華語中心、相關產業對接，提供

更多實習機會，使未來的華語師資能成為跨領域的國際人才。針對第一線華

語教師則應定期辦理語法、教材教法、複合式教學等增能課程。 

4. 「華語教育 2025 計畫」提到語料庫的建置與資源共享外，也應建立一套國家

級華語數位教材，提供一套示範且公開的教材。另外，教材若能轉為素材，

成為課程使用資料庫，包括圖文編寫、圖片圖庫、聲音檔、句子、篇章與影

片。使外派的華語教師能選用、改編、轉化為符合現場教學需求之相關教學

素材，在海外不會因版權問題而煩惱。在推動課程時，海外的學生也能購買

相關數位教材，對於國際華語教育的推廣更產生一定的支持力。 

5. 在後疫情時代下，教學模式的轉變尤為重要，以往單純實體課或線上課應轉

型為複合式教學，教師應與時俱進，重新檢視課堂教學模式，搭配多元的互

動與教學技巧，使華語教學的課堂能更具教學成效。 

針對我國目前規畫之國際華語教育政策而言，使國際華語能以國家力量推

行，不論在臺灣的國際地位、國際人才的雙向交流以及臺灣華語師資人才培訓上

都將產生正面的影響力。政府既然以總體戰略的角度做規劃，便要注重企業、學

界之間的合作，教材開發、資源共享之外，更要思考華語教育相關從事人員的增

能與保障，唯有專業人才走向世界，才能有效推展臺灣國際華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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