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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UNESCO 將中文納入世界通用語言與 
全球中文熱潮－談國小實施華語教學之現況分析 

施昱甄 
國立暨南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博士 
南投縣草屯鎮敦和國小輔導室主任 

 
一、前言 

UNESCO 早於 1976 年正式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阿拉伯

文等六國納入世界通用語言，由此可見華語為邁向未來新世紀重要溝通工具之

一。又從全球中文熱潮，美國自 2003 年高中將中文列為先修，於 2007 年辦理華

與精進檢測，以提升學生中文能力（聯合報，2009）；加上歐亞經濟圈活絡，間

接帶動全球湧現華語學習熱潮。國小華語教學應予以重視及推廣，又 2030 雙語

國家所指雙語是指「國語」與「英語」（國家發展委員會，2020），是故於推動雙

語政策之餘，國小華語教學值得被看見。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實施華語教學

之現況及所面臨之問題與解決策略，希望未來提供推動華語教學之參考。因疫情

嚴峻，故本研究以線上訪談調查，並將線上訪談內容寄由訪談者確認及修正，以

半結構式訪談大綱和文件資料蒐集與分析。訪談對象多為教育現場從事教職 10
年以上，從事行政工作 5-10 年以上經歷，推動華語教學相關活動之校長或主任，

採取互信互重、知情同意，達成研究倫理。 

本研究針對華語教學之現況分析與實施困境及建議進行調查。首先，就華語

教育之定義進行文獻探究：其次，就訪談結果進行華語教學之現況分析、所面臨

困境及可行之解決困境之挑戰；最後提出結論。 

二、文獻探討 

推動華語教育一向是我國重要政策之一（國家教育研究院，2013；教育部

2014），近來，「邁向華語文教育產業輸出大國八年計畫（102-109）」以及 109 年

12 月《臺美教育倡議》之啟動，臺灣華語教育肩負新政策使命。「華語教育 2025
中程計畫（草案）」總體策略將強調「政府間合作」、「校對校合作」，透過建置華

語教學資源，整合成國家隊形工具箱，包含華語測驗、課程指引、教材、線上課

程、線上平臺等華語資源，並透過海外華語中心、優華語計畫等方式，達成吸引

海外學生來臺灣學華語之目標，同時也將臺灣華語量能輸出至全世界。以下就華

語、華語教學進行簡要分析，茲分述如下： 

1. 華語的意義所謂華語，乃指中文，古時稱為漢語，現在在國內稱為國語而將

漢語定義為「漢族人所說的話」亦即在這個定義範圍下，凡漢民族人士所說

的方言，均為漢語。以臺灣通用語言的稱呼方式來說，是一種複雜的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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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在將通行於中國的語言稱作「普通話」對外稱為「漢語」;臺灣則是將

通用於國內的語言稱作「國語」，對外稱為「華語」事實上，這些名稱所指是

同一種語言，那是兩岸半世紀以來，政治力所造成的隔閡（何福田，2008）。
故國際人士學習漢語言的主要参照現代標準漢語在中國大陸稱為「普通話」

臺灣稱為「國語」、東南亞稱為「華語」而今在臺灣，「華語文」通常指稱除

了中國大陸與臺外，所使用的現代漢語。雖然名稱不同，但本質卻相同的

（Cheng, 1985；Chua, 2009）。 

2. 華語教學的意義所謂華語教學，是指從是以漢語為主要語言之教學，在臺灣

是指中文學習，在國小指的是國語教學之推動。 

綜上所述，本研究所指華語教學，係指教育部所訂之國語，中文及漢語之通

用語言。 

三、 華語教學現況分析 

以下就華語之重要性以及華語教學在國小推動之情形、推動所面臨之困境與

因應策略分述如下： 

(一) 華語之重要性 

第一，華語是廣泛被使用的語言，以母語人口排序，依據維基百科 2019 以

《民族語》中對具有 1000 萬名第一語言使用者的語言的數據，第一名為漢語官

方語言，大約佔全世界 11.9 億人口。以漢語使用人口調查，2007 年佔全世界 14%；
2010 年則佔全世界漢語 11%。全世界有 16%的人口說華語。僑委會會務報告，

以華語為母語的人士高達 13 億以上（張富美，2006），以華語為第二外語的非母

語人士也有 11.2 億的人口，聯合國更以華語為聯合國六種國際通用語言之一。

目前世界各國人士基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原因，投入學習華語及中華文化的熱潮，

人數超過 3000 萬。全球有 10 個家，超過 20 所學授華語文課程。 

第二，華語學習可以提升個人競爭力、移動力，基於全球化經濟或是溝通需

求，華文圈市場仍不容小覷，廿一世紀華語學習更是方興未艾，無論在工作或學

習上，學習華語不僅又助於提升個人競爭力，更是有助於全球之移動力。 

第三，學習華語可以浸潤於中華文化美學，文字、語言和文化有著密切的關

係，透過語言的學習，可同時瞭解中華文化的精髓，看見中華文字演變之美，透

過正傳統中國書法藝術也可以浸潤中華文化之博大精深。 

最後，從教育現場工作者針對 UNSCO 將中文納入聯合國官方語言對於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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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重要性進行訪談，歸納整理如下：(1)華語被廣泛使用上，如 E 校長 1認為可以

提升中文在國際之地位、A 校長 2所言世界上華人佔的比率高、C 校長 3所言華

人眾多，好溝通、D 校長 4所言使用的人口有一定的比例、F 主任 5所言，華語是

學習工具；(2)提升競爭力方面，如 E 校長主張可以促進國際交流速度及廣度，

增進溝通互動多元管道、F 主任認為可以提升學生國際溝通力；(3)中華文化之美

如 D 校長主張華語教學是人類文明的象徵及 B 主任 6敘述華語推動可以讓學生

看見文字之美、E 校長認為可以發揚保存中華文化。 

(二) 華語教學在國小推動之情形 

本研究係以推動國語文學習有數十年經驗之教育行政工作者為對象進行線

上問卷，以半結構性訪談大綱進行調查。其中有榮獲教育部金質獎、銀質獎、教

學卓越團隊、閱讀磐石、書香閱讀等教育推動者。首先，就華語教學之定義簡要

敘述進行訪談，以理解現場教育工作者之概念；其次，就其在教育現場工作實際

經驗分享進行訪談。 

第一、在華語教學簡要定義方面，(1)簡單而言就是漢語，中文中華民族的使

用語言溝通教學有 B 主任、D 校長、E 校長、F 主任均談及，華語教學是以華語

進行溝通的一種教學方式，以中文為主要形式；(2)華語教學是國語、包含文法、

修辭等，如 A 校長、F 主任均認為華語教學是生活工具，包含文法及修辭；(3)華
語教學是傳遞中華文化以華語進行創作理解，如 D 校長、E 校長、F 主任。 

第二、以新課綱思維在教育現場推動華語教學經驗分享方面，(1)掌握新課綱

自發互動共好之精神，如 A 校長、E 校長所言；(2)與學生生活經驗結合，如 D
校長認為應強化與學生生活經結合、E 校長規劃與學生生活情境相符之學習內

容、F 主任推動理念是將語言是為生活中的工具；(3)應融入與語文教學中，如 A
校長、B 主任、C 校長、F 主任均認為應以部訂課程結合語文教學、閱讀推動。

其中，D 校長、E 校長均認為要有完整配套措施，如建立願景，凝聚共識；成立

                                                

1 E 校長，為彰化縣一般地區小學，從事教育超過 30 年，為企業經營博士，榮獲書香閱讀、數位

科技績優學校。 
2 A 校長，為南投縣山地部落小學，從事教育超過 20 年，目前積極進修博士中，曾推動能源教

育及教師專業社群成效卓著。 
3 C 校長，為新竹縣一般地區小學，從事教育超過 26 年，擁有中文碩士及課程與教學碩士，曾

帶領學校榮獲金質獎。 
4 D 校長，為南投縣名間地區小學，從事教育超過 20 年，為教育學博士，榮獲閱讀磐石獎、辦

學績優。 
5 F 主任，為南投縣偏遠地區小學，從事教育超過 20 年，為教育學博士，榮獲金質獎、銀質獎及

閱讀磐石獎等。 
6 B 主任，為南投縣草屯市郊小學，從事教育超過 20 年，目前積極進修碩士中，推動閱讀教育

書香閱讀成效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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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推動小組；鼓勵教師參與華語課程及教學研習進修；加強華語環境建置；整

合產、官、學資源與經費等。另外，將華語是為生活工具的 F 主任，則培養學生

從事閱讀及繪本集體創作。F 主任認為理論與實務差異很大，但是團隊共識及團

隊合作都很重要，她認為「孩子的成長，是值得喜悅，值得紀念的件事，OO 的

孩子用各種不同的方式記錄自己成長的軌跡，全班共同創作繪本小書，就是其中

一種方式。」 

(三) 華語教學在國小推動所面臨的困境或挑戰與解決策略 

就訪談資料，依照各校在教育現場，在新課綱推下動華語教學時所面對的困

境或挑戰，以及可行解決之道進行整理分析如下： 

首先，針對華語教學在國小推動所面臨的困境或挑戰分述如下： 

第一、師資問題方面，各校在新課綱下推動華語教學最大的問題就是師資，

如 B 主任認為古文復興需有專業人才師資；A 校長、E 校長均認為華語教學師資

尚待補強，尤其在中華文化傳承專業知能方面。 

第二 、課程規劃方面，(1)正式課堂過少或不足，如 A 校長、C 校長、D 校

長均認為語文教學時數有限；(2)課程規劃無法連貫，如 D 校長認為淺碟文化盛

行導致課程規劃無法聚焦、E 校長認為華語推動在現行新課綱下課程規劃無法連

貫。 

第三、環境與資源經費方面，(1)華語教學情境環境明顯不足，A 校長認為華

語為通用語言，山地部落仍應注重華語學情境、如 E 校長在推動華語教學時學校

環境建置不足(2)資源經費，C 校長、E 校長均認為如產官學多元資源整合尚待整

合、推動經費待補助。 

其次，針對上述對於華語教學推動困境或挑戰提出可行之良方或策略 

第一、師資問題方面，(1)辦理華語教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如 E 校長；(2)加
強師培華語教學教材教法課程內容如 D 校長；(3)辦理校本華語教學工作坊如 B
主任、F 主任。 

第二、課程規劃面，(1)增加正式課堂節數（學習時間），如 A 校長、C 校長、

D 校長可增加學習節數；(2)建立系統華語教學課程內容，如 E 校長認為應有系

統化課程規劃；(3)學習工具，C 校長認為要有簡易可行之學習工具如注音符號搭

配羅馬拼音輔助學習、B 主任、F 主任讓華語成為學生生活必需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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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環境與資源經費方面，(1)E 校長在推動華語教學時充實華語推廣經費

與環境的建置，落實華語生活環境；(2)C 校長、E 校長均認為加強產官學多元資

源整合為途徑。 

四、結語 

從 UNESCO 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等六國納入

世界通用語言，華語可說是全世界使用最為廣泛的語言；加上全球中文熱朝，世

界上全球有 10 個家，超過 20 所學授華語文課程。再者，《2030 雙語國家》推動，

更將中文即「國語」為雙語之一，故國小華語教學值得被重視。從華語教學之重

要性，除了華語為全世界使用最廣泛之語言之一，不單只是語言溝通工具而已，

是提升個人競爭力、全球移動力的輔助關鍵，更是傳揚中華文化精隨歷史任務，

故於新課綱實施之際，國小推動華語教學更形重要。 

在國小華語教學推動現況分析中發現，將華語視為學生生活學習工具，是實

務推動中很重要的理念，必須要有完整有系統的配套措施，從願景、共識，團隊

合作到課程系統規劃以及產官學多元資源整合，其中最重要的還是師資的問題。 

綜合以上所述，提出對國小推動華語教學之建議： 

1. 師資方面，在師培體系方面，系統化規劃華語教學教材教法與實習內容規劃；

鼓勵現職教師以第二專長方式進修並提供認證管道。 

2. 成立華語教學專業學習社群，華語教學經驗是隨時間和個人投入而慢慢積累，

無法一蹴可幾。故，在學校共備觀議課落實分享經驗建置分享平台，有助於

現場教育工作者增能培力。 

3. 鼓勵華語教師第二外語認證，華語教師具備外語能力仍備受重視。以終身學

習思維，具有外語溝通能力是歐盟所提倡終身學習的八大關鍵能力之一。因

此，華語教師選擇至少一種自己有興趣的第二語言來學習，並取得第二語言

能力檢定考試的門檻或取得認證，是值得鼓勵的。 

最後，提出對於國小華語教學後續研究之建議： 

1. 研究對象可增列國小家長及學生，提升研究之多元途徑，藉以豐富研究內容

及增加研究之信實度。 

2. 跨領域學習主題研究為主軸，華語教學以融入式主題內容學習，提升學習語

用、中華文化精隨等。透由跨學科和跨主題的整合學習內容，在主題內容中

有系統地建構語言學習，在語言課程中建立相應的主題知識（林素菁，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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