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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eritage Chinese 术语的由来 
 

A. 2000年前后社会语言学家就开始使用Heritage language 这一术语。
2010年之前澳洲语言教育专家就开始研发Heritage language 课程。 

B. Heritage Chinese 高中课程于2012年开始在澳洲各州推行，该术语开始
为澳洲华人所知。高中课程设置方面，Heritage Chinese 之所以不同于 
Background Chinese，因为它适用于在澳洲成长的华裔子弟，有别于
刚从中国移民或赴澳留学的中学生，也有别于非华裔子弟学习的中文课
程。 

C. Heritage Chinese 高中课程的术语仅用了五年，于2017年改为 
Chinese in Context。至此，多数华裔人士对 heritage language 术语
的概念仍认识不足。 

 
语言教育的其它术语：      问题讨论： 
母语 = first language，如:  语文                    为何“外语”这个术语 

外语 = foreign language , 如: TEFL       在澳洲比较少用？平时 

第二语言 = second language , 如: TESOL    更常用“第二语言”？ 

民族传统语言 = heritage language  



2. Heritage Language 教研成果 

2.A  开设多种语言课程是优质教育不可或缺的要素 

讨论：在发达国家，中小学阶段第二语言课程是必修课吗？为何？ 

1) 二战之后，基础教育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提升。发达国家更是增加了基础教
育的投资，在教育体制和理念方面也取得显著成就。中小学教学大纲设置
多门内容广阔的基础学科，外语/第二语言也逐步成为必修课。 

2) 发达国家秉承语言技能贯通所有学科的传统理念，不断开展语言学科的教
研活动，促进了外语/第二语言学科的推广，提高了教学质量，肯定了学
习外语或第二语言有助于提升学生综合素质。语言课程成了优质教育不
可或缺的要素。 

3)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各国政府也面临着教育经费和语言师资
不足的困难。如何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弥补政府的经费短缺，引起了不少发
达国家政府教育部门的重视。 

4) 多民族国家（欧洲诸国、英、美、澳、南非、印度等国）开始重视推广非
主流民族传统语言（heritage language）的教育和研究，取得多方面的
研究与教学成果。 



传统语言教育相关的线上研究报告 

 (PDF) Understanding heritage languages – ResearchGate 

 Heritage Languages: at the crossroads of research and 

teaching 

 Heritage Language is a Valuable Asset | Educating Bilinguals 

 Importance of Heritage Languages to Australia’s Social and 

Economic Future Dr Sev Ozdowski AM, Chair, Australian 

Multicultural Council 

 (PDF) Heritage Language Education: A New Field Emerging 

 Heritage Languages in America: Research: Online Academic  

 National Heritage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 (NHLRC) 

 海外华裔家庭鼓励子女学习汉语的新思路，《世界华文教育》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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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2130453_Understanding_heritage_languages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2130453_Understanding_heritage_languages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2130453_Understanding_heritage_languages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2130453_Understanding_heritage_languages
https://govtilr.org/Publications/heritage2011.pdf
https://govtilr.org/Publications/heritage2011.pdf
https://educatingbilinguals.com/heritage-language/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55604527_Heritage_Language_Education_A_New_Field_Emerging
https://www.cal.org/heritage/research/articles.html
https://www.cal.org/consortium/partners/nhlrc.html
https://www.cal.org/consortium/partners/nhlrc.html
https://www.cal.org/consortium/partners/nhlrc.html
https://www.cal.org/consortium/partners/nhlrc.html


资料分享：培养双语能力的多层次好处 

 

1) 增强自信心 

2) 开阔认知世界的视野 

3) 从小开始学习第二语言能达到接近第一语言的流利程度 

4) 提高思维的敏锐性 

5) 延长专注力 

6) 为日后提供更好的就业选择和机会 

7) 提高智能水平** 

8) 强化记忆力** 

9) 提高文化与艺术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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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从外部视角深度理解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 

11)提高同时应对多项任务的技能** 

12)提高第一语言的阅读能力*** 

13)增加第一语言的词汇量并提高第一语言的总体水平***？ 

14)提高其它学科的成绩***？ 

15)培养人际交往的技能***？ 

16)加深认识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 

17)为录取高等院校和继续深造提供更好的机会***？ 

18)提高决策能力***？ 

19)提高生活质量，？延迟甚至避免晚年出现老年痴呆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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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语言习得的五个层次： 
5. 高级水平：听说读写达到接近母 
    语水平 
4. 中级水平：能口头交流，掌握一   
   定的语法，并能写简单短文。 
3. 达到口语初步交际水平，能写简  
   单句。 
2. 达到说与写的初级水平。 
1. 未能开口交际的初学水平。 
 

上世纪七十年代双语教育界就确认：学
习第二语言只有超越了四级水平（中高
级水平）才能获得最佳效益：提高智商、
提高多向性思维能力、达到双语通用的
水平、增加就业机会、避免或减弱老年
痴呆症的影响，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 
 

2B. 双语教育最佳效益的分析与启示 



2.C 推广传统语言教育事半功倍 

1.多民族国家教育部门面临如何选择第二语言的难题。 

2.在非英语背景学生较多的学校开设相应的 heritage 

language 课程，达到更好的教学质量和社区和谐的效果。 

  比起选修其它语言，学习本族语言更容易达到中高级水平
(pre-advance),最大限度获得双语教育的诸多益处。 

3.推广heritage language易于扩充教师资源，提高教学水平。 

4.资助业余社团语言学校推广heritage language 教育能达到
事倍功半的效果。 

5.澳洲推行扶持民族语言教育政策取得诸多教育与社会效益。 

注：澳洲政府长期资助社团语言学校办学，近几年联邦政府与新
州政府都增加了资助经费。在全球实属绝无仅有的善举。 



鉴于上述教研发现，澳洲政府相向而行，推行鼓励发展非英
语民族传统语言教育的政策，具体政策体现于： 

 在外语/第二语言教育经费与师资不足的情况下，优先考
虑中小学推广本校非主流民族的传统语言课程：
community language 或称之为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LOTE)；如：政府办的 Saturday School of 

Community Languages。 

 鼓励并资助社团免费使用公立学校设施创办业余性质的本
民族语言学校，并提供师资培训，校务管理方面的咨询服
务。 

上述两项政策达到“事倍功半”的功效，促进了澳洲多语言
多元文化的社会和谐，还为政府节省教育经费。  

公立学校也开展传统语言教育 



澳洲联邦与州政府 
向社团语言学校提供的资助 

新州教育部： 

免费使用公立学校校舍（所在学校得到补贴） 

免费提供教师资格课程培训和非学历在职培训机会 

每年提供Per Capita Funding 

2020年提供 IT Technology Funding 

2029-2022追加投资$11M；在悉尼大学增设Institute of 
Community Language Education，悉尼大学成为全球首
个设立此类学院的大学。 

Creative Voucher 可用于社团语言学校的学费 

联邦政府： 

2020-2021 为全澳社团语言学校提供$10M(一千万澳元）
的经费，包括：各校办学经费；教研项目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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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时代海外华人家庭更应珍惜本民族语言 
 

澳洲华裔家庭在安居乐业的同时，有传承中华文化的传统与使命，这与

澳洲多元文化的精神相向而行，不矛盾。也正因为如此，澳洲政府才大

力扶持各民族社团语言学校办学。 

悉尼地区许多华人家庭安排子女课后补习，希望考入精英中学或获得私

校奖学金，这无可厚非。但不少家庭忽略了双语教育不可或缺的功效，

轻视学习本族语言的诸多社会与家庭福祉的功效。过于注重高考成绩，

不利于子女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和日后的就业与事业发展。 

 

常见的一些误区： 

孩子能说一点，听懂中文就可以了。考进精英中学最重要。 

中文是本族语言，什么时候学都可以。 

生活在澳洲，学好英语，考上好学校最重要，不必浪费时间学中文。 

孩子不愿意学，我们家长也没办法。 

讨论：两个高中毕业生都得到 ATAR 99.95 的满分，他们俩人都具备同

等水平的综合素质吗？ 



3.A 华裔学生学好本民族语言的诸多益处 

讨论： 

1. （BOSTES，2019）：尽管大量研究报表表明，第二语

言教育对促进儿童青少年的智能发展与学业进步有诸多益
处，社会中有不少人士，包括学生家长，仍然对此知之甚
少，因此未能鼓励子女学习第二语言。讨论：这种情况在
华人家庭中很普遍吗？ 

2. 首先回顾并参考学习多种语言的诸多益处。您认为本讲座
介绍的双语教育的多层次益处中，哪些对您来说印象比较
深刻或从未想到过？ 

3. 西人子弟学习中文的目的和感觉与华人子弟学中文的目的
和感觉不尽相同。您觉得与西人相比，华人子弟学习中文
有哪些好处和优势条件？ 

 

 



1. 中文是世界上最广泛使用的语言 
2. 中文在不少国家是主要语言之一 
3. 学习中文能学到中国历史和文化知识 
4. 学习中文有利于结交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双重意义） 
5. 学习中文有利于从事贸易工作 
6. 学习中文比想象的容易得多（为何？） 
7. 学习中文能提高艺术水平和审美观 
8. 学习中文能提升智商 
9. 学习中文有利于提高到世界各地旅行沟通与交际的自信心

和能力 
10.学习中文有机会享受美食 
 
问题：作为华人，您觉得学习中文还有其它什么好处？ 

参考资料 
不少西人觉得学习中文有以下好处 



讨论：华人子弟学中文有何益处？ 

 父母与子女的沟通 

 传承中华文化 

 保持与国内亲属的联络 

 中国历史、地理、文化是举世无双的知识宝藏，中文是进入宝藏的钥匙。（以当今中

国成功抗议疫为例，如：为何有些策略其它国家无法效仿？) 

 中国科技与经济越来越强大，各国都有涉华跨国经贸业务 

 掌握中文，多一份机会（比较容易找到工作） 

 有利于祖父辈与子女之间深层次的情感与思想沟通，减少移民家庭较为复杂的代沟问

题，增进家庭和睦。这对孩子患有抑郁症或性格过于内向的家庭更有显著好处。 

 比学其它外语更容易达到接近母语的水平，最大程度获得双语的多重好处。 

 若同时学习的两种语言其语言特点以及社会与文化属性的差异越大，对智能发展的刺

激就越大，因此在语言能力、智能与思维方式方面的促进作用就越大。英语与汉语的

差异远远超过英语与其它西语的差距，因此以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人士学习中文获得

的益处远远超过学习西语的效益。 

 

 



 
 
 
3.B 若干建议  

1. 建议各校和中文教师都向学生家长推广学习传统语言的重要性和多重
好处。 

2. 建议学生家长在家里尽量与子女说中文。 

3. 有条件者，尽量参加主流学校开设的中文课。 

4. 坚持送子女到有教学质量的华校上课，因为： 

 华校为学生提供额外的结交新友，参加文体活动和获奖的机会，有利
于提高文化修养，提升自尊心和自信心。 

 华校能为学生家长提供咨询和信息交流的平台，有利于开阔视野，互
帮互助，提高家教水平，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 

 华校不仅得到当地政府的资助，还有来自祖国的关心和支持，如：教
材、师资培训、寻根之旅冬夏令营活动，等等。 

 华校更能培养学生对祖国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有教学质量的华校教学效果高于主流学校的一般水平高（展开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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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常见疑问的讨论 

1. 为何华裔子弟应当从小学习本族语言？ 

学第二语言，包括本族语言，都有最佳年龄之说。华裔子弟在幼
稚班（最小四岁半）或一、二年级就开始学习华语，在语音（如
汉语的四声调）和流利方面有利于达到接近母语的水平，而且还
能促进主流学校的英语和其它学科的成绩。上了中学才开始学习
华语，孩子往往有畏难和较强的逆反心态，效果欠佳。再者，中
学阶段有高考的压力，不少学生因此半途放弃，不能持之以恒。 

 

2. 学习本族语言可以自己在家里学，为何要到主流学校或华校学？ 

通过正规的教育途径学习中文有完善的教学与评估机制。如同学
习乐器一样，级数考核机制有提供反馈信息和鼓励上进的功效，
最后还有资质认证的功效，这对就业与职场晋级都十分重要。 



3. 为何华校的教学质量不亚于主流学校？ 

 华校班级人数（一般4—15人之间）远远少于主流学校班级的平均人数

（26人），因此师生之间以及学生之间互动交流频率较高，有利于性

格内向的孩子改变性格，变得更加开朗，提高交际能力。 

 华校学生主要依据学生的中文水平进行分班，减少了同学之间中文水

平差距太大的问题。不少主流学校往往把年级和不同中文水平的学生

安排在一个班级学习中文，高中阶段甚至把不同类别中文课程的学生

安排在一个班级上课，影响了教学质量。 

 华校教师比较善于依据中文的自身语言特点进行教学，兼顾了传统教

学法与多媒体现代教学法，达到更好更快的教学效果。 

 



提问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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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华校模式谈谈 

当前海外华校教师在职培训的若干问题与建议 
张学丰 PhD 

悉尼大学社团语言教育学院中文项目协调员 

悉尼大同中文学校校长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eachers’ in-service professional learning of the overseas-Chinese 
community language schools from both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erspectives, especially taking into 
accounts how these overseas-Chinese community schools operate. Based on the model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schools in New South Wales (NSW), Australia, two issues are discussed: (1)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schools in Australia and the related issues of their in-service teachers’ training; (2) various 
forms of the in-service training programs available to the Chinese school teachers in NSW, Australia.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related issues found in NSW. 

【内容提要】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讨了华侨社区语言学校教师在职专业培训的现状，并结

合海外华人社团语言学校的运作模式进行了探讨。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华人社团学校为例，

研讨了两个问题: (1) 澳大利亚华文学校的特点及其在职教师培训的相关问题; (2) 澳大利亚新南威

尔士州中文学校教师有机会参加的多种形式的在职培训。最后，根据新南威尔士州发现的相关问

题，提出一些建议。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猛发展，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积

极作用，全球持续不断地呈现出中文热。海外华人社团创办的多种形式的华校和中文课堂在规模

和教学质量两方面都有令人赞扬的发展。海外华教界有识之士都认同，要确保办学质量并进一步

拓展，急切需要提高师资水平。针对现有的华教教师队伍的总体资质，显然教师的在职培训尤其

重要。鉴于目前相当部分海外华校负责人和教师未必具有华语教学师范教育背景，如何充分认识

到教师在职培训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推广有效的在职培训，不论是华校负责人或教师都有必要通过

交流学习，提高认识和实际运作的水平。 

    本文首先将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尤其结合海外华人社团学校的具体情况，谈谈为何华校教

师的在职培训是办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之后，将以澳洲新南威尔士州（以下简称：新州）华

校模式讨论两个问题：（1）澳洲华校办学特点以及教师在职培训的相关问题；（2）目前澳大利

亚新州华校教师可以参加的多种形式的在职培训计划。最后借鉴澳洲新州的具体情况，提出若干

建议。由于海外华人社团学校的办学模式或多或少都有相似之处，希望所提出的若干建议能提供

可借鉴的看法，达到抛砖引玉的功效， 

 

一、教师在职培训是教学质量不可或缺的环节  

 

    国内外师范教育专家普遍认为，任何院校的教师职前教育培训都是不完整的，也不可能完

整。因为，作为基础教育的第一线，中小学在教学的内容和方式两方面都在不断更新变化。合格

的教师不仅需要掌握学科知识和技能，更应掌握如何传授相关学识和技能的方法，后者只有通过

多年的实践方能成就。为了拓展教师来源，发达国家（包括中国）的大学非师范专业毕业生都必

须额外完成师范学位课程，并获得有关部门的资格认可才能进入教师职业。即便有了相关的学历

和资格证书，步入教学一线的新教师都需要进一步完成入职培训。此后每年都得参加多种模式，



富有针对性的在职培训，如此方能成为独当一面的教师。职前学历再好，若不能通过在职培训不

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技能，势必影响教学质量。 

    教师的在职培训主要分两大类。一、提升学历的正规培训；二、体制内或校本短期培训，甚

至校内每次数小时的专项研讨或同事之间的交流活动。对于多数教师和学校来说，第一类培训计

划并非每位教师都有必要参加。因种种原因，多数教师没有这样的机会。提升教师的学历对整个

教育系统来说具有长期深远的效益，但对个体学校来说则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从提高教学质量

的角度来看，学校的办学效益和教学质量与学校能否为教师提供富有建设性和针对性的体制内或

校内在职培训密切相关。专家认为（Mizell，2010），就两大类入职后的教师培训而言，针对教

师每日具体教学工作的体制内或校内在职业务培训活动才能获得最佳效果。培训活动若能让教师

掌握随即就能在他们执教的学校加以运用的技能才能让教师得到最大的收益。  

 

二、澳大利亚新州华校办学模式特点 

 

    海外华人创办的社团学校多种多样，有的属于全科学校（如印尼巴厘岛的三文学校），甚至

归属于主流基础教育系统。此外，更多的是从事推广华文教育的业余性质的学校。因所在国相关

政策不同，办学模式也不尽相同。但在华文教育方面仍然有诸多相似之处。以澳大利亚新州为

例，华人社团学校有以下若干办学特点。  

 

（1）当地政府的支持 

    在发达国家中，澳洲是唯一在政策与经费方面都大力支持非英语民族社团创办本族语言学校

的国家。政策层面上，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允许社团免费使用公立学校的教室和场地创办本民

族语言学校。有关部门明文颁布了办学必备的基本法规与政策，以及注册手续与运作基本要求

(新州政府，2020)。社团协会、社团服务机构、教会、或个人，若符合政府规定的要求，都允许

创办社团语言学校。目前在新州教育部注册的有 70种语言社团学校，学生总人数超过 36000，其

中三分之一是华校学生。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新州州政府进一步向注册的社团语言学校提供学生人头经费（Per 

Capita Funding）。最初每位学生每年 30澳元，2003 年增加到 60澳元，2010 年前后又增至每人

120 澳元。虽然这笔经费不足以使得华校不收取学费就能办学，但知情人士深感政府对社团语言

教育扶持的力度相当大。2020 年州政府还向所有社团语言学校额外提供了电脑与多媒体教学设备

的经费，最多可得到每间教室 800澳币的经费。2020-2021年联邦政府首次也向全澳社团语言学

校提供总额一千万澳元的办学经费。这笔经费分两部分：根据学校规模，每所学校都能领到基本

费；有教研能力的学校，在专业机构（如大学）的支持下，可以申请专项教研经费。 

    新州教育部自 1993开始一直委托大学为本州的社团学校提供社团语言教学资格证书课程。

刚入职的教师可以没有这项资质，但来年必须参加资历课程。刚开设该课程时，学员需要交纳报

名费（由 300澳元逐步增至 700澳元），但学费全免。2009年之后，连报名费都免了。目前该项

目由悉尼大学承办，2018 年得到州政府的追加资助，创办了“社团语言教育学院（Sydney 

Institute of Community Language Education）”。该学院开设的课程包括：社团语言教学资格证书

（60小时面授课程的强度，低于学士学位）；校长培训班；大专文凭班；硕士学位班。州教育部

提供这些学历课程有效地提高了社团语言学校的教学质量，同时也为社团语言学校教师提供进入

主流学校任教的途径，有望进一步提高主流学校的非英语语言课程的教学质量，扩充教师队伍。 

    除上述政策与经费方面的支持，新州教育部社团语言学校计划处（Community Language 

Schools Program）还向本州三个大区派驻教育官员，通过政府资助的多民族协会组织（NSW 

Federation of Community Language Schools）为社团语言学校教师提供专题培训课程，并每年

举行学术研讨会。 

 

 



（2）华校整体被边缘化与各自为政的运作模式 

    尽管澳洲当地政府为社团语言学校提供了经费和规范化的管理机制，总体来看，各民族社团

语言学校在教师在职培训方面仍有被边缘化的趋势。以华校为例，不少教师移民澳洲前都具有国

内的教学资质，中文教学能力和经验方面显然优于当地大学刚毕业的师范学生。但由于离开了国

内的教学体制，而在澳洲又缺乏在职继续培训的机会，数年之后，主流学校大幅度推广多媒体教

学，采用新的教学大纲，华校原本有经验的教师就跟不上形势了。这种被边缘化的趋势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管控之下更显得突出。不少华校由于长期不用网络和多媒体方式进行教学，缺乏

这方面的在职培训，当出现疫情后，要求改上网课时，学校运作就出现问题了。部分教师不能及

时通过培训课程掌握网课方法，影响教学质量，学校流失了不少学生。更有甚者，有些学校则不

得不完全停课，直到有关部门允许恢复面课时才复课办学。 

    此外，在教学大纲、教材与教学资源以及教学法等方面，显然社团学校也落后于国内和国外

主流学校。不少华校教师还时常抱怨来自国内的教材不合适当地学生，却未看到自己缺乏当代教

师应当具备的自编、自选、自我补充教材的能力。再者，海外华校远离祖国，又未融入当地主流

教育体系，因此在教学大纲这一重大课题的认识与教学内容的选择等方面也存在认识不清，无章

可循的现象。凡此种种，都与华教总体被边缘化不无关系。 

    在学校运作层面上，华校之间缺乏协调与合作的机制。由于各所华校均为自负盈亏的教育服

务团体，校际之间的竞争影响了校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使得华校在很大程度上都处于各自为政

的状态。如何通过当地政府相关机构或社团协会组织的机制增进华校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是一项

亟待解决的问题。 

 

（3）华校教师资质解析 

    悉尼地区华人社团创办华校已有近五十年的历史，此前也出现过家教形式的教学班。开创初

期，办学人士都是出于对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崇尚之情，希望华人子弟能在异国他乡也有机会学

习中文，传承中华文化。多数教学班教授粤语，多数教师没有正规的中文师范资质，有些教师只

有初中文化。随着国内外华人大社区经济与文化水平不断提升，澳洲华校规模和师资也得以提

高。相对而言，华校教师的总体资质显然高于其他民族社团语言学校。但华校教师的资质仍然不

够规范，下表呈现的是华校教师多种职前教育资质的基本状况： 

 

1) 国内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毕业，学士或硕士 （目前低于总数的 3%） 

2) 国内师范大学*中文专业毕业 

3) 国内师范大学非中文专业毕业 

4) 国内非师范大学中文专业毕业 

5) 国内非师范大学非中文专业毕业 

6) 国内师范大学英语专业毕业 

7) 国内非师范大学英语专业毕业 

8) 国内幼师毕业 

9) 澳洲大学教育学院毕业，学士或硕士 

10) 澳洲大学非教育学业毕业，学士或硕士 

 *注：含本科与专科类别的高等院校 

    由于国内大学的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开设的年数不长，华人社团中具有该资质的教师不多，在

华校任教则寥寥无几。对华校来说，国内师范中文专业毕业，并在中小学任教数年的教师可谓是

最佳资质。此外，严格地说，多数教师都不具备师范中文专业的资质，其职前学历各种专业的都

有。相当一部分中青年教师是通过学习英语才接触到语言教学法，对合适于中文自身语言特点的

教学法认识不足。而师范中文专业的教师往往因为自身英语水平不足，无法进入主流学校中文教

师行列。他们在教学过程中，往往因为英语水平不够，无法用英语解释关键词语，或多或少也影

响了教学质量，尤其是教低年级没有中文基础的学生时，不足之处就显现出来了。 



    澳洲华校教师还有一项许多人未能意识到的不足之处，即：他们多数人没有在当地主流学校

任教的经验。华校的教学对象都来自主流学校，若不熟悉主流学校学生所习惯的学习方法和教师

的教学法，以及课堂纪律管理模式和措施，当然会影响教学质量。不少经验不足的华校教师在面

对海外出生的华裔子弟或非华人子弟时，课堂纪律管理方面时常感到难以掌握尺度，各校都存在

着课堂纪律过于松散或过于严谨的现象。 

综上所述，有经验的华校负责人选聘教师时比较看重以下资历和能力： 

 

 是否有国内中文教学经验 

 是否有国内非中文课程教学经验 

 是否有澳洲当地教师资质（如新州教育部要求的“社团语言教学资历证书”） 

 是否有澳洲主流学校的教学经验 

 是否熟悉常用中文教材并具备自编自选补充教材的能力 

 是否具有 2-3年澳洲生活经历，熟悉当地中小学基本情况 

 是否有长期执教华校的意愿 

 

    国内外基础教育系统都专为学校领导班子成员设置培训计划，因为校长或学校负责人在办学

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澳洲华校也有不足之处。上文曾提到澳洲有关部门对

创办社团语言学校人员的资质要求并不高。因此，新州六十多所注册的华校中，真正具备师范中

文专业资质的校长不多，甚至师范非中文专业资质的校长也不占多数。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其它

民族社团语言学校。也正因如此，州教育部于 2018 年开始委托悉尼大学社团语言教育学院开设

社团语言学校校长培训班，希望在课程设置和校务管理规划化方面提高社团语言学校的办学水

平。 

 

（4）华校教师面临的挑战与压力  

 

上文粗略谈到了澳洲华校师资的基本情况，总体上与主流学校相比有显著差距。但是，华校

教师面对的教学挑战和压力却远甚于主流学校教师。原因是社团华校属于业余性质的教育服务，

在硬件和软件两方面办学条件都不完善，有诸多局限性。学校和教师承受的种种压力可以归纳为

以下几方面： 

 

1) 华校对学生没有“义务教育”的约束力。对教师的教学方式和效果稍不满意，学生就

可能走人或在本校内要求换班。 

2) 学生的家庭背景差异悬殊，同龄学生的汉语水平参差不齐，而家长对子女学习中文的

期望值也有差异。 

3) 华校没有校内办公室和教学资料库，缺乏教学设施（打印机，wifi,多媒体教辅设

备）。 

4) 每年开学初注册的学生，州教育都发给一份修读证书，但华校提供的学习成绩不被纳

入主流学校的成绩报告单。 

5) 新州是全澳选生中学最多的地区，当地华人称之为“精英中学”，招生率为同年段学

生的 5-6%。同时还在小学 5-6年级特为高智能学生设置特殊班（Opportunity 

Class），当地华人称之为“英才班”，招生率仅为选生中学的半数）。不少华裔学生

为了备考小学特殊班和选生中学，小学阶段不上华校学习中文，或在考试的前一两年

放弃中文学习，专心备考。只有真正喜欢中文的学生，并且家长十分重视子女的中文

学习，才会坚持在华校学习中文多年。 



 

6) 学校不隶属于专业团体和政府教育体系，管理不够专业化，教师缺少入职培训和在职

培训的机会，缺乏内部交流的机会。 

7) 教师工资没有统一标准，属于非法定工资类别（non-award wages），因此年轻教师

不太愿意长期在华校执教。  

 

    尽管华校教师面对着如此诸多困难和压力，州教育部与悉尼大学联合进行的内部研究报告表

明：至少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具有规模的华校教学质量可与主流学校的教学质量媲美。高中阶

段，多数华校学生放弃了中文学习，或留在主流学校修读新州高中中文课程，或在私校修读国际

高中（IB）中文课程，因此无法进行比较。 

 

（5）华校如何达到办学效益与教学质量 

 

    澳洲华校之所以能取得较好的办学效益和教学质量，有多种原因。总体来说，华校能发挥积

极主动性，依据自身办学特点，在办学和教学方面采取不拘一格的应对措施。归纳各校的情况，

华校能取得良好的办学效益，在澳洲多元文化教育界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有以下若干原因： 

1) 相对其他民族社团学校，广大教职员工对海外华文教育怀有使命感，富有敬业与奉献精

神。 

2) 各校班级学生人数一般少于主流学校班级人数，各班学生基本不按照主流学校的年级分

班，而是按照中文水平分班，水平差距较小，有利于确保教学质量。 

3) 华人家庭的支持，使得学生享有天然的家庭语言环境。 

4) 华人大社区和社团协会的支持，使得学生有机会参与很多华人社团举办的文教活动，并通

过国内外华语多媒体获得信息，通过多种影像节目和资料学习中文。 

5) 华校教师享有当地社团语言教育协会提供的进修机会以及华教协会举办的文教与教师培训

机会。 

6) 澳洲政府的支持与资助（上文谈过，不再赘述）。 

7) 祖国的支持，不仅限于教材，还提供回国进修的机会，并派出讲师团来澳洲特为华校教师

提供课题讲座培训课程。其它民族语言学校未必有类似机会。 

    上述分析的若干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是华校独有的优越条件，主流学校的中文教学未必都

能享有。比如说，主流学校的非华人学生往往缺少家庭和华人社团的语言环境，而且主流学校学

习中文的学生往往缺少参加国内华教机构举办的文教交流活动的机会。更有甚者，不少主流学校

由于中文教师人员不足，只好把不同年段不同语言背景和不同能力的学生合班上课，难以达到因

材施教的效果，影响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兴趣。因而不少主流学校的学生不能坚持多年学习中

文，充其量只学到了有限的汉语词句和肤浅的中华文化。 

    与当地其他民族社团语言学校相比，新州华校最具规模与质量。社团学校招生人数超过四百

名学生的社团基本上都是华校，2019 年华校学生总人数超过 12,000 名，占新州各民族社团语言

学校学生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可以这么说，华校的运作虽然仍有诸多不足之处，但总体成效显

著，很有潜力。悉尼大学的统计数据表明，目前新州华裔学生总人数中只有 15%在华校学习中

文。华校若能有效地强化教师（包括校长）的在职培训计划，一定能大幅度提高总体办学规模与

教学质量。 

 

 



 

三、目前新州华校教师可以参加的在职培训计划  

 

    总体上说，新州有关部门以及华教界有识之士一直都很关心社团语言学校教师的在职培训，

都希望社团语言学校能通过常态化的教师在职培训弥补教师职前学历不够规范的遗缺，提高师资

水平。多年来，华校教师一直在不同程度上有机会参加以下各层次的在职培训： 

（1）澳大利亚新州地区有关机构提供的教师在职培训课程 

 

     新州地区主要有以下机构提供社团学校教师在职培训课程： 

 

1) 新州教育部与悉尼大学联合举办的资历与专题研讨培训课程 

2) 新州（多民族）社团语言学校协会举办的学术年会与专题研讨培训课程 

3) 澳大利亚（多民族）社团学校协会举办的学术年会 

4) 全澳或新州（主流学校）中文教师协会举办的学术年会 

5) 华校协会（如：新州中文教育理事会；澳大利亚中文学校联合会）举办的教学研讨或

专题培训课程 

    上述机构提供的在职培训机会只有新州教育部与悉尼大学联合举办的资历课程属于“义务”

范畴，即: 必修。社团学校教师可以先入职，之后则必须报名参加该资历课程的培训，完成学业

后由所在华校上报州教育部登记注册。华校每年申请经费时都必须上报具有资质的教师名单。 

    新州或全澳社团语言学校协会举办的学术年会，因为研讨课题不针对任何特定语言，多数华

校教师不参加。这一现象引起了悉尼大学社团语言教育学院专家的重视，目前已着手特为华校教

师筹备具有针对性的华教研讨会。 

    全澳或新州中文教师协会会员基本上是公立或私立学校中文教师，只有个别华校加入了该协

会。该协会在悉尼地区举办的中文教师研讨会欢迎社团学校教师参加，甚至州教育部有关部门还

能为华校教师提供报名费，但参加的华校教师人数仍然不多。 

    新州当地华教协会为会员学校举办华教研讨会。譬如说，新州中文教育理事会已连续 30年

举办“全澳中文朗诵比赛”。该理事会多次举办中文朗诵辅导专题讲座，收到良好的效果，显著

提升了主流学校和社团学校参赛学生的中文朗诵水平。但总体上说，社团学校协会在为会员学校

教师以及学校管理人员提供在职培训课程这方面做得不够，尚有很大的潜力。 

    2019年年底发生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病毒之前，国内有关部门每年都派讲师团来澳洲华人比较

集中的城市为华校教师提供高质量的专题讲座培训课程。讲师团与澳洲当地的华教协会合作，每

次来澳讲学，都有不少华校教师参加，达到了预期效果。 

 

（2）校本培训计划  

    校本教师在职培训计划在国内外主流学校被视为极为重要的环节。以澳大利亚新州为例，该

州的教师资格理事会（Institute of Teachers）规定(NSW Government，2020）：教师（包括校

长）每五年内必须完成至少 100小时的教师行业认可的在职培训活动，否则将失去教师资格。其

中 50 小时必须是相关部门认可的培训课程。绝大多数教师超额完成培训任务。原因是除了参加

校外培训机构的举办的培训活动（至少 50小时），新州政府规定中小学每年都必须安排五天校

务业务或培训日活动，其中也包括可以作为教师资格理事会规定的在职培训时数。可见新州中小

学系统十分重视校本在职培训活动。新州有规模的华校也都有常态化的不拘一格多样化的校本培

训计划，但因为相当部分华校规模很小，学生总数只有数十人，加上学校负责人对校本教师在职

培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且人力与教学资源不足，使得不少学校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到位。 

 



四、若干建议  

 

    基础教育界普遍认为，教师在职培训是教学质量不可或缺的环节。以上分析了澳大利亚新州

华校办学模式的特点以及目前新州华校教师可以参加的各种在职培训计划。其中很关键的是，不

论是新州教育部与悉尼大学联合举办的资历课程或是专题培训课程，或是多民族社团学校协会举

办的学术年会和专题培训课程，还是主流学校中文教师协会举办的学术年会，这些培训课程具有

共同的特点：都不针对中文作为海外华人社团语言的特征展开研讨和培训计划。这些课程在总体

上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提升华校教师对当代语言教学法的认知和课堂管理的综合能力，但未必能行

之有效地提高华校教师针对华校办学与教学特点（如教学对象）的教学能力。尤其是多民族社团

语言协会举办的学术年会，针对的都是不同民族社团语言学校所面对的普遍性的课题，如：相关

政策与法规、语言教学的基本方法，多媒体的运用，课堂纪律管理，等等。总之，缺乏针对中文

作为社团语言的相关课题，而且所有的课程都得用英语进行，因此参加这些年度学术会的华校教

师不多。 

     2017年，作为新州（多民族）社团语言学校协会的执委，本人力主在当年的学术年会上，

除了主旨课题发言之外，在分场研讨的过程中增设了一个中文教学论坛。该论坛突破了以往颇为

守旧的模式，三位发言人用中文研讨了针对当地华教的课题，清晰深刻，颇受欢迎，参会华校教

师首次突破百人。 

    其实中文作为海外社团语言在教学对象、教学内容和办学模式等方面均有其独特性，与主流

院校推广的汉语教学不尽相同。遗憾的是，研究这一领域课题的人员不多。而华校教师往往又觉

得华校毕竟属于不入主流的业余学校，在教研方面缺乏主动性。另外，华校协会组织领导班子对

会员学校教师的在职培训计划的重要性也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出现了一种依赖政府有关机构获

得培训机会的倾向。从更深层次来讲，不少华校负责人和协会负责人对校本教师在职培训的重要

性认识不足，也缺乏经验，因而忽略这一极为重要的环节。 

    针对上述谈论的若干问题和种种现象，本人希望针对澳洲新州华校今后的教师在职培训计划

在此提出以下建议。因为澳洲其它地区的华校多少有相似之处，海外其它国家的华校或多或少也

有相似之处，本人也希望提出的几点建议有助于全球华教界针对华校教师在职培训这一重要课题

的研讨与交流，达到引玉之砖的作用。 

 

1) 华校负责人都应增强对教师在职培训与教学质量密切相关的认识，规划每年的校外与校内培

训活动。  

2) 华教协会除了组织文教活动之外，应在会员学校教师培训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如：为新教

师提供培训课程，或举行办学与教学研讨会。  

3) 华教界可以依托大学有关机构，以联席会的机制举行年度校务人员交流会和优秀教师学术交

流会。  

4) 华校可与所在公立学校洽谈，安排华校教师旁听该校的中文课，学习主流学校老师的教学法

和课堂纪律管理。  

5) 华校之间可以建立合作交流的关系，联合举办教学交流研讨活动，甚至相互听课。  

6) 华校教师要提升自信心，勇于交流分享自己的教学经验和不拘一格的教学法。要相信华校在

教学方面具有独特性和特色性，主流机构未必能提供最佳的培训课程。 

7) 国内举办的华校教师培训计划应考虑安排海外优秀华校教师参加培训工作。国内派出的名师

巡讲团应与海外华教优秀教师交流研讨。举行的专题讲座培训活动，可以考虑增加当地优秀

教师的课题，更有效地增进海内外名师的互动交流。  

 

 



 

 针对海外华校的办学与教学特点，以下可以作为教师在职培训的侧重课题：  

a) 课堂纪律管理   

b) 教材与辅助教材的分析与选用  

c) 网络资源与多媒体教学  

d) IT 软件在教学与班级管理的运用    

e) 考试与教学评估 

f) 校务与管理  

    最后说明，以上建议仅是一己之见，但愿能促进海外华教界进一步的广泛研讨。本议题曾在

悉尼做过在线公益讲座，得到听众富有建设性的反馈意见。在撰写成文的过程中，得到北京华文

学院白娟老师的鼓励，并与悉尼大同中文学校徐立副校长研讨过文中部分内容。特此向各位表示

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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