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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老挝的汉语教学在中老两国政府和民间机构的共同努力下, 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现阶段老挝汉语教学

主要分为三个层次: 中小学汉语教学、高等学校汉语教学和零星的汉语教学。老挝汉语教学也存在着许多问题, 如缺乏合

格的师资、教材不适合老挝学生等,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关心老挝汉语教学的人们需要共同面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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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 ith themutua l e ffo rts of Ch inese and Lao governments as w ell as som e non2governm ent organ izations,

at presen,t the Ch inese education in Laos is flourish ing, andm 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the Chinese teaching

atm idd le and primary schoo ls, at co 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other fragmented Ch inese teaching1 There are

many prob lems in the Chinese education in Laos, such as the lack o f proper facu lty, the unsuitab le teach ing materi2
als fo r the students, and so on1H ow to so lve these prob lems is the common concern of a ll the people who care a2
bout the Ch inese educat ion in Laos1

一  回顾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与中国是山水相依的友好

邻邦, 从远古时代起, 这两块土地上的人民就开始

交往, 在 5华阳国志 6、 5南诏野史 6、 5云南通
志 6、 5明史 6 等中国古籍中都有有关两国人民友

好往来、经济联系、文化交流的记载。中国人作为

商人移民迁入老挝已有几百年的历史, 据估计, 老

挝的华人约占老挝总人口的 2% - 5% , 其中大部

分中国移民直接来自云南, 20世纪中叶也有中国

人经越南迁来。汉语在老挝的传播历史悠久, 老挝

语中有很多汉语借词, 广东话、潮州话、海南话的

影响清晰可辨
[ 1]
。新中国教育部派教师去老挝教

授汉语可追溯到 20世纪 60年代, 1967年有两位

中国教师受教育部委托前往老挝川圹省康开市老中

友谊学校任教, 当时的老中友谊学校由老挝佛教学

会主办, 学生是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和尚
[ 2]
。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 汉语在

老挝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 中老双方经济文化交往

日益密切, 老挝政府和民间也越来越重视汉语教

学。根据 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老挝人民民

主共和国教育部 2002) 2005年教育合作计划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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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2月 ) , 中老两国在文化教育方面合作进

一步加深。在老挝, 会说汉语成为一种时尚, 汉语

是老挝青少年学习的热点, 特别是因为今天中国与

东盟国家的联系更加紧密, 老挝青年掌握汉语者具

有更加明显的就业优势, 学习汉语者越来越多, 汉

语教学在老挝形成不断发展的态势。

老挝的汉语教学规模小, 层次多, 除中国大使

馆文化教育部门有零星的资料外, 目前对老挝全国

的汉语教学情况还没有完整和系统的调查资料。针

对老挝汉语教学的形势, 笔者利用在老挝任教的机

会, 走访了老挝各地的华人学校、高等学校和汉语

培训点, 得到了很多第一手资料, 并在此基础上进

行归纳整理, 试图将老挝正进入高潮的 /汉语热0
的现状展现出来, 探索其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一些

粗浅的建议, 以期使老挝汉语教学朝着健康、规范

的方向发展。

二  老挝汉语教学概况

现阶段老挝国内汉语教学可分为三个层次: 一

是中小学汉语教学, 主要由华人学校承担; 二是较

高层次的汉语教学, 主要由综合性大学和其他高等

学校承担; 三是各级各类的汉语培训机构和零星的

汉语教学。

(一 ) 中小学汉语教学

老挝国内的中小学汉语教学开展较早, 主要以

国内的华人公学为主, 多年来为老挝国内培养了大

批汉语实用人才, 也为各级各类高等院校输送了优

秀的学生。老挝国内比较重要的华人公学有 5所,

主要分布在老挝的几个大城市, 这些学校为老挝的

汉语教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11百细公学
老挝最早的华人汉语学校建于老挝南部的百细

(又称 /巴塞 0 )。百细公学兴办于 1929年, 主要

招收华侨华人学生和老挝当地学生, 现有学生 363

名, 从幼儿班到初中都开设汉语课, 每周上 16 -

21节汉语课 ( 2006年创办了高中部 )。百细公学

现有 14名中文教师, 其中 8名为中国外派教师,

其余为本校初中毕业后留校经过培训的本地教师。

21崇德学校
崇德学校位于沙湾拿吉省会沙湾拿吉市, 创建

于 1931年, 2007年 8月开始创办高中部。现有学

生 473人, 老挝本地学生占 48%, 华侨华人后裔

占 50%, 越南籍学生占 2% , 从幼儿园到高中一年

级, 分 15个教学班, 有 22名汉语教师, 其中 12

名为中国籍教师, 其余的是本校初中毕业留校后经

过培训的本地教师
[ 3]
。

31寮都公学
1937年在万象创建的华侨学校, 即现在的寮

都公学。因为万象是首都, 华侨华人越来越多, 寮

都公学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逐渐超过百细公学, 成

为老挝华侨华人子弟的最高学府。 20世纪 70年

代, 在校学生一度达到 3000人。现在寮都公学仍

然是老挝乃至东南亚最大的华人学校之一, 这所以

汉语教育为主的全日制中小学, 包括幼儿班、小

学、初中、高中各个学制教学班 45个, 现有学生

1744名。其中老挝籍 (包括华裔子女 ) 学生 1654

人, 中国籍学生 75人, 日本籍 2人, 泰国籍 5人,

越南籍 4人, 法国、加拿大、韩国、缅甸等国籍学

生各 1人。该校现有中文教师 87人, 其中中国教

师 13人, 有 5名由中国国务院侨办从广西选派过

来, 其余的是在社会上招聘和本校毕业生留校任教

的。该校各个年级都开设汉语课, 每周 16- 18节,

有听说、写字、作文、传统语文等课程, 小学阶段

采用中国国家汉办编写的 5快乐汉语 6 做教材,

初中和高中阶段的汉语教材采用中国国内中学语文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教材 )
[ 4]
。

寮都公学的高中部创办于 2001年的, 学生毕

业后有的考入国立大学继续学习, 有的留校做教

师, 教授小学生汉语, 有的去中国或其他国家留

学。寮都公学是老挝最国际化、影响最大的一所学

校, 老挝各级政要的子女大都就读于该校, 校友有

3万多人, 遍布世界各地。

41万象法国中学
该校的学生主要是居留当地的法国人及法国侨

民子女, 还有少量其他国籍学生。教学语言是法

语, 招生要求是学生必须具有一定的法语基础。从

2006年 9月开始, 该校将汉语作为第二外语让学

生选修, 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都很感兴趣。现在学

生有 2006) 2007学年的四、五年级, 2007) 2008

学年的三、四、五年级共 38人, 每周开设 4- 7个

课时的汉语课, 现有 1名汉语教师, 是由中国国家

汉办选派的。在该校任教的汉语教师都要求有较强

的法语听说读写能力, 要有跟法国人一起工作的经

验以及对法国文化有较多的了解。该校存在的问题

主要是汉语教学在法国本土及海外教学网络中尚未

普及, 很多学生在几种外语之间做选择时, 面临着

他们一旦跟随父母回本土或去别的国家, 便难以找

到开设汉语课的学校的问题。而如果他们选择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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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语, 法国 430多个海外学校大都开设了西班牙语

课, 学生因此可以保持语言学习的连续性。

51寮东公学
寮东公学位于老挝中部的他曲。1945年建校,

是一所小学, 老挝的小学实行五年制, 所以最高年

级就是五年级。该校从幼儿班到五年级有学生 304

人, 分 10个教学班, 学生小学毕业后想继续学汉

语就去百细、崇德、寮都这些有中学部的华人学

校。该校现只有两名中文教师, 是寮都公学的初中

毕业生, 曾被派到中国参加汉语培训。

61琅勃拉邦新华学校
新华学校位于老挝北部的琅勃拉邦, 琅勃拉邦

是老挝的古都, 现在为老挝的第二大城市。新华学

校是一所小学, 其前身是中正学校, 建于 1946年,

最初由台湾派教师任教, 1978年改名为新华学校。

学校现有学生 672人, 其中 30多人是华侨华人子

弟。新华学校每周开设老挝语 20节、汉语 15节、

英语 10节。教师是去中国留学归来的老挝学生和

本地华人中学毕业后经过培训的毕业生。

此外, 民间还有各种类型的私立学校也开设了

汉语课, 规模不大, 无法一一统计。比如琅南塔省

的寮宫 (音译 ) 学校, 因为毗邻中国, 在人员交

流和地缘上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该校自己从中

国聘请教师, 汉语课在总课程中的比例高达 40%。

老挝华人学校的学生和教师情况大体如此, 据

粗略计算, 老挝境内的华人学校正式在校学生共有

3000多人, 是老挝国内推广汉语的主要力量。

(二 ) 高等学校汉语教学

老挝高等学校汉语教学主要由老挝国立大学中

文系扮演主角, 另外, 老挝国防学院、老挝警察高

等专科学校也分别有汉语专业专科班。

11老挝国立大学
老挝国立大学是全国唯一的一所国立综合性大

学, 位于首都万象南 7公里处的东都, 占地面积为

2500公顷, 建于 1996年。经过多年努力, 这所大

学现已拥有语言、经济、政法、农林、医学、师范

等 11个学院, 7个中心, 一个学部, 在校生达 3

万人左右, 教师 1500名左右, 跟世界上 83所大学

建立了文化与学术交流关系
[ 5]
。

自 1996年开始, 老挝国立大学建立了基础部,

学生入学后学习一年基础课程, 为以后入系做准

备。期间可参加去国外留学的文化考试, 合格者即

可去国外留学。中国教育部自 1996年开始派教师

来这所大学的基础部汉语科教授汉语, 当时基础部

有两个赴华留学生预备班, 60多名学生。这些学

生要参加基础课和汉语课的考试, 每年有 25名学

生考取赴中国留学的全额奖学金, 到中国学习各种

本科专业。 2005年, 中国教育部改革了到中国留

学的考试科目, 来中国留学的学生只考基础课, 不

再考汉语, 解决语言问题的方法是到中国先到语言

班学习两年, 然后进入各专业学习, 这样, 为赴中

国留学而设的汉语基础培训部完成了使命, 宣告

解散。

在中国驻老挝大使馆的帮助下, 2003年老挝

国立大学成立了中文系, 开始招收汉语专业本科

生, 学制五年。第一年还是在基础部, 每周除了上

基础课, 加上三次汉语课, 目的是为二年级进入中

文系做准备, 生源一部分是通过全国高考录取的,

一部分是自费学习者, 还有一部分是政府各部门选

派来进修的在职人员。国立大学规定, 在华人公学

学习过汉语的和去中国自费留学回国的学生可以做

插班生, 即通过考试视其水平插入相应的年级自费

学习。自 2007年起学校取消了基础部。中文系目

前已有两届本科生毕业, 就业形势十分喜人, 毕业

生供不应求。现在每年招生数量逐步增加, 全系现

共有学生 385名, 5个年级 9个班, 每年从三、四

两个年级学生中选派 13- 15人分两批轮流到中国

学习一年, 是中国驻老挝大使馆特地为首届毕业生

联系的, 目的是让这部分留学生回国后担任汉语教

师。中文系是目前老挝语言学院除英语系外的第二

大系, 近年招生情况见下表:

年份 报考人数 实际招生人数

2005年 52 18

2006年 71 22

2007年 183 102

2008年 192 111

2009年 203 132

合计 701 385

  资料来源: 老挝国立大学招生处。

中文系现有教师 8名, 其中 4名是由中国国家

汉办派遣的, 老挝教师中只有 3人能讲授汉语课

程。2009年 8月一名教师被派往哈尔滨师范大学

攻读硕士研究生, 现阶段只有两名老挝教师在坚持

上课 (其中一名怀孕临产 ) , 这样就是 6位教师教

授中文系 5个年级 9个班近 400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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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快培养人才, 老挝国立大学在抓紧全日

制教学的同时, 还招收了部分特殊课程的学生, 学

习时间分为下午和晚上, 每个时段各为 4小时。现

在中文系有特殊课程 1- 3年级, 每个年级 1个班,

6个班共有学生 258名, 学生大部分为在校选修第

二学位的大学生和在职青年, 汉语程度参差不齐。

21老挝国防学院
国防学院是以招收军队学员为主的军事院校,

学员主要来自各个兵种的军官和士兵, 其学习汉语

的目的主要是为中国对老挝在军事方面的援助和合

作、兵器维修等项目培养应用性人才, 同时为到中

国进一步学习的学员提供汉语培训。国际学院现有

专职汉语教师 8名, 其中老方教师 6名, 中国国防

部每年从解放军外国语大学 (洛阳 ) 选派汉语教

师 2名, 任期一年。另外, 国防学院计划处几名兼

职教师也承担了少量汉语教学任务。随着学历教育

的开展, 汉语教师将会进一步增加。

国防学院的汉语教学分为两个阶段: 前期的汉

语教学是非学历教育, 主要负责为即将去中国留学

的学员进行汉语培训, 以适应在中国的军用车辆维

修、军事器材维护等专业学习, 这类学员现有 17

人。2009年 8月经老挝教育部和老挝国防部批准,

国防学院设立了四年制汉语专业, 首届招收了 25

名学员 (现在学 24人 ) , 前两年在老挝学习, 后

两年到中国相关院校留学, 学员毕业后获得专科学

历, 授中尉军衔, 这一制度极大地提高了军队学员

的学习积极性。

国防学院目前选用的教材是北京语言大学出版

社出版的对外汉语本科系列教材, 开设的课程有汉

语精读、汉语口语、听力和军事汉语等, 采用传统

的从听说入手、带动读写的方法进行教学。

31万象警察高等专科学校
由于老挝警察分布在各个领域, 如边检口岸、

移民局、旅游局、交通管理等多种行业需要与国际

人士交流, 老挝国内惟一的一所警察学校也于

2004年创办了汉语专业, 学员都是来自全国各地

的在职警察, 年龄从 20到 36岁不等, 学制三年,

毕业后颁发高等专科学校毕业文凭, 开设的课程有

汉语精读、泛读、书法、汉语听说、汉语语法、汉

语写作等。

该校现有学员 50人, 分两个班, 每两年招生

一次, 专职汉语教师 4名, 其中有一名中国教师来

自天津, 其他三名老挝籍教师都曾分别在中国的南

京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西南大学学习过两到

三年的汉语, 一名教师正在老挝国立大学中文系全

日制插班就读, 即将毕业。

(三 ) 零星的语言培训机构

由于老挝华人众多, 中资机构和企业纷纷进入

老挝, 给老挝人民就业创造了很多机会, 但老挝人

进入中资企业和机构就业的第一道门槛就是汉语

关, 因此, 很多私人机构就瞄准了这个巨大的市

场, 也有些中方企业为了工作和业务沟通的需要,

举办一些短期的汉语培训活动。

11老挝共青团中央汉语培训班
老挝共青团中央为了提高青年团员的文化水

平, 常常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从 2003年起开

始举办短期汉语学习班, 教师主要是来自上海市的

志愿者。2003年上海市青年志愿者协会派出了 13

名志愿者赴老挝, 志愿者中有医生、体育教练、计

算机工作者, 以及汉语、英语教师, 汉语教师在老

挝团中央举办的短期汉语学习班里教授中文。学员

是由团中央各单位选派来的, 每期报名时有 50人,

但由于种种原因, 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 30多人。

该班到 2009年底已经办了 7期, 大约有 160多人

次参加了学习班, 现在这个短训班已经分为初、

中、高三个等级, 高级班的学生汉语口语和听力已

经达到较高水平。

21寮都公学和崇德学校的成人汉语培训班
老挝最大的华人学校 ) ) ) 寮都公学于 2005年

10月开办了第一期成人汉语培训班, 以夜校补习

的形式向社会招生, 学员都是汉语零起点的老挝

人。每周三次课, 每次两小时; 主要学习口语和汉

字两门课, 目的是不仅使学员在短时间内具备用汉

语进行交际的能力, 而且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对

中国文化的兴趣。这是老挝华人公学首次开办汉语

速成班。速成班分 A、 B两个班, 每个班 15人。

教学任务由中国国务院侨办公派广西的几位老师承

担, 现在已经逐步由老挝教师承担。多年的教学实

践证明, 学习班效果良好, 为寮都公学长期开展这

项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9年 9月, 第 5期

学习班开班, 人数增至 50人, 两个初级班、一个

中级班, 这无疑是老挝其他学校举办汉语培训班的

一个良好开端。

沙湾拿吉崇德学校也设有成人汉语培训班, 正

在培训的学员有 46人, 办学模式类似于寮都公学。

31琅勃拉邦新华学校举办的业余汉语培训班
琅勃拉邦的新华学校是一所小学, 学生小学毕

业后在本地不能继续学习汉语。为了弥补这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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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同时也为了满足社会上各界人士学习汉语的热

切愿望, 新华学校于 2006年 10月开办了汉语进修

班, 一直坚持到现在。学员有的是本校小学毕业

生, 有的是社会上的成年人。

41私人开办的汉语培训班
随着华人在老挝的增多, 华人所从事的职业也

从单一的经商向多元化发展, 有的办起了家庭汉语

学习班, 在街上偶尔可以看到培训汉语的牌子, 这

种学习班规模很小, 一般只有几个人。担任教师的

一般是由中国国内到老挝找工作的华人, 或者是在

中国留过学的老挝人, 高校汉语专业的学生, 甚至

还有印尼或其他国家的华侨华人。学员们有的只是

想学习一些简单的汉语, 跟中国人做生意; 有的是

为去中国留学而进行的语言学习。

51假期汉语夏令营
利用假期, 组织学生到中国游览学习, 是学习

汉语的另一种形式。 2008年暑假, 中国国务院侨

办和云南西双版纳侨办邀请寮都公学的学生参加了

中国旅游的夏令营活动。 40多名学生分两个小队,

一队去西双版纳, 一队去北京。这种活动不仅加深

了他们对中国的感情, 也提高了他们的口语水平和

学习汉语的兴趣。

这些形形色色的学习班虽然人数不多, 却传达

了一个令人鼓舞的信息 ) ) ) /汉语热 0 逐渐在老

挝进入高潮。

综上所述, 汉语的影响在老挝日益增强, 汉语

在老挝逐渐成为第一外语, 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

的飞速发展。随着中老贸易日益频繁, 中国企业进

入老挝的数量逐年增多, 到 2009年 12月底, 加入

老挝中国商会的企业已达 77家
[ 6]

, 还不计其他遍

布老挝城乡的中国商店。这些中国企业和商人的进

入, 急需大量既通老挝语又懂汉语的人才, 这样使

得汉语教学如雨后春笋, 蓬勃发展, 但又处在一种

无序状态, 缺乏规范、有效的引导, 也没有类似于

中国大学英语考试中心这样的机构为老挝汉语教学

提供指导, 这是现阶段老挝汉语传播工作中的大致

状况。

三  老挝汉语教学存在的问题

虽然在世界大环境的影响下, 老挝的汉语学习

出现了蒸蒸日上的形势, 但是由于老挝经济、文

化、民族习惯、教育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老

挝的汉语教学还存在不少问题。

(一 ) 各类学校汉语师资力量明显不足

中国政府和中国驻老挝大使馆对汉语师资问题

很重视, 每年暑假都帮助华人公学派出本地骨干教

师去中国进修学习。比如, 2003年暑假, 中国政

府将老挝各个华校的本地汉语教师 20名安排到暨

南大学华文学院免费培训; 同时还有寮都公学的 4

名本地教师去广西民族大学、5人去暨南大学参加

培训。 2005年, 中国国务院侨办考虑到老挝华校

的实际情况, 从国内派 5名专家到老挝对教师进行

了为期 20天的培训, 讲授小学汉语教学法、口语

教学法、多媒体教学法和音乐舞蹈教学四门课程。

这些都是华人公学的老师们迫切需要的理论知识。

根据寮都公学教务处教学效果跟踪记录, 参加学习

的汉语教师的教学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教学效果显

著, 但师资力量的不足还是现实的问题。培训时间

短, 社会聘来的教师是非专业教师, 留校的教师还

都是中学毕业教小学, 这些都是亟待改变的。每年

去中国培训时间短, 2006年暑假, 百细公学两名

教师去广州学习两个星期, 寮都公学派 19名教师

去上海学习两个星期; 2007年暑假又有一批老挝

教师去中国参加两周的培训学习。按他们中学毕业

的学历来说, 如此短的学习时间, 费用花了不少,

但收益不明显。因此, 各华校的理事们非常欢迎

2005年中国派专家来讲学的形式, 这样学习时间

长, 效果好, 又节省了费用。

从 2007年开始, 中国国务院侨办每两年一次,

从全国选派优秀中学教师支援老挝华校的汉语教

学, 但老挝气候炎热, 以糯米为主食, 中国北方来

的教师适应不了当地的生活环境。后来中国驻老挝

大使馆与国务院侨办协商, 主要从气候和生活习惯

类似的广西和云南两省选派教师 (寮都公学上一

届和目前的 5位教师都来自广西 ) , 但这些南方教

师在普通话教学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弱点, 发音不

准, 而语音学习的好坏, 关系到一种语言学习的成

功与否。华校毕业的中学生进入高等学校以后, 给

高校教师带来了一个沉重的负担, 他们的发音方式

早已定型, 反而不如零起点的学生学习进步快, 在

各种比赛获奖或表现突出者, 往往不是华校毕业的

学生, 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

自 1996年老挝国立大学成立留学中国汉语基

础部开始, 中国教育部每年派汉语教师前来任教,

在此期间的汉语教学任务都是中国教师承担的。

2003年成立中文系后, 中国教育部在 2004年加派

一名志愿者, 这样就有两名中国教师、一名志愿者

担负基础部和中文系一年级的课程。从 2005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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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中国派给老挝国立大学两名老师、一名志愿

者, 任务就是教授中文系的本科生。这一年还没有

老挝本国教师能够教中文课。在中国驻老挝大使馆

的关照下, 语言学院 2005年派出了一名教师去中

国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中文, 2007年 7月回国任教;

2008年首届毕业生中留校一人。从 2007年开始,

中国国家汉办每年派出两名中国汉语教师到中文系

任教。现在中文系已有 5个年级 9个班 385人。 4

名中国教师、2名老挝教师, 教授 5个年级的汉语

言本科所有的课程, 力量明显不足。至笔者撰写本

文时为止, 老挝国立大学中文系先后与 5名高年级

学生签署了协议, 将他们送往中国留学, 回国后必

须在中文系任教 5年以上。 2009年起中国孔子学

院总部设立了孔子学院奖学金, 专门奖励国际汉语

教育专业硕士, 吸引世界各地有志于汉语教育的青

年从事汉语教学, 老挝也有很多学生申请了这项奖

学金。有了这些保障, 相信不久, 老挝本土高校汉

语教师的数量和质量将有明显的改善
[ 7]
。

尽管老挝方面在师资储备上做了很多的努力,

但由于他们的人事体制局限, 毕业生留校有一到两

年的实习期, 这期间没有任何收入, 即使转为正式

教师, 工资待遇也很低, 优秀的毕业生还是不愿意

留在大学任教, 大都愿意进中资企业和金融、海

关、党政机关等行业工作, 稳定而优秀的师资力量

仍然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二 ) 汉语教材严重不适应老挝汉语教学

老挝学校使用的是中国国内学校的统一教材,

那是母语为汉语的全日制中国学生使用的, 对把汉

语作为外语学习、还要兼学很多老挝本国课程的学

生来说, 内容明显太艰深。教师教和学生学都非常

困难, 只好高中使用初中的教材, 而初中则使用小

学高年级的教材。

同时, 教材质量存在严重问题, 老挝出版业几

乎是一片空白, 国内还没有像样的出版社, 也无所

谓版权。华人学校的教材大都是中国国务院侨办和

其他单位赠送的, 只够教师使用, 学生用教材都是

借教师的教材复印, 复印质量可想而知。在任教师

即使想编写适合老挝学生的教材, 也因各种原因制

约而不能如愿。

老挝人口较少, 能编著、翻译注释教材的人才

奇缺, 老挝国立大学使用的还是中国国家汉办提供

的英语注释教材。出于盈利考虑, 老挝语翻译注释

的课本由于发行量小, 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老挝

语 ) 汉语对照本的教材。用第三国语言学习目的语

虽然不失为一种学习方法, 很多小国家就是这样做

的, 但老挝学生英语水平低, 他们在学汉语的同时

学习的第二外语是英语, 英语水平还不如汉语, 英

语注释对学生作用甚微。经过几任教师和毕业生的

努力, 虽然编写了部分教材, 但由于出版资金和各

种原因, 都还只停留在复印本的阶段。课本尚无老

挝语注释的, 参考书就更无从说起。

此外, 老挝国立大学使用的本科系列教材是北

京语言大学针对在中国学习的本科留学生编写的,

对老挝的学生不适用。学生第一年是基础学习, 要

学政治、历史等其他课程, 这一年中, 每周只有 8

节汉语课, 这样的时间安排, 是不能按留学中国的

本科教学计划完成系列本科教材教学任务的; 其

次, 老挝学生学习汉语的目的是找跟汉语有关的工

作, 比如贸易之类实用性强的工作, 而中国语言文

学系文学色彩较浓的教材, 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

第三, 无论是国立大学还是国防学院, 使用的教材

都缺乏针对性, 如北京语言大学版的教材所选取的

一些生活场景与老挝学生相去甚远, 课文中出现的

词汇和句子给老挝学生带来了记忆和理解的困难,

许多课文都是一听了之, 一学了之, 没有起到应有

的效果。教师自己编写教材又有诸多困难, 以国防

学院为例, 中国教师的任期只有一年, 老挝学校又

常常因为各种原因放假, 实际教学时间短, 对学生

的情况来不及熟悉, 教师就将离任; 国立大学的中

国教师虽然任期两学年, 但短时间要编出一套适合

老挝国情的教材, 仍然十分困难。

(三 ) 办学经费不足, 教学设施落后

经费严重不足是困扰华校已久的问题。华校都

是华侨华人集资创办的, 办学的所有经费都是自筹

自给, 老挝政府不负担这类学校的经费。寮都公

学、崇德公学、百细公学等学校的经费来源主要有

四种: 一是学生的学费, 由于学费低廉, 以及对学

生实行免费制、半免费制等原因, 这部分费用只能

维持学校各种开支的四分之一; 二是世界各地校友

的捐款, 如崇德公学最大的两个校友分会 ) ) ) 法国
校友会和澳大利亚校友会的捐资, 就是该校最主要

的经费来源之一; 三是由理事会和董事会组织成立

的 /拜神会 0 在春节期间向社会各界人士 (主要

是华侨华人 ) 拜年所得的 /红包 0; 四是本地富裕

人家给华校的日常捐款。没有稳定的来源, 各学校

的经费经常是捉襟见肘, 教学设备简陋, 现代化程

度很低。

高等学校除了国防学院教学设施相对完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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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学校教学设施相当落后。老挝国立大学中文系

的一切设备 (电脑、复印机、打印机 )、教材、师

资都是中国援助的, 连一个中文宣传橱窗也拖了两

年, 最后是中国驻老挝大使馆出资才得以解决。办

公室没有电话, 系领导、教师 9个人挤在一间不到

14平方米的房间办公, 既是资料室, 又是教学设

备储藏室, 还是学生工作室兼会客室。其他方面的

经费几乎没有, 全系只有一台手提收录机, 只有上

听力课的老师使用, 学生家庭比较贫穷, 没有录音

机、随身听、复读机之类的辅助学习用具, 所以听

力学习的效果极差。全校只有一个计算机学习教

室, 各系没有能上网的设备, 系办公室也不能上

网, 所以, 学校虽然设有基础计算机课, 但不能上

网, 更没有中文软件的电脑供学习, 学生不能学习

中文输入, 不能上中文网站。

(四 ) 教学进度缓慢, 学生的学习效率不高

老挝人民笃信佛教, 善良温和, 学生的生活比

较随意, 教学制度也较为松散。全日制上午班的学

生早上 8点上课 (与中国时差一个小时 ) , 如果教

师不加强调, 会有 2 /3的学生迟到, 迟到的时间有

十几分钟到半小时的不等, 真正开始上课的时间就

会到 8点 30分左右, 经常出现教师等学生上课的

现象。老挝学生大多不吃早餐, 不到 9点半, 学生

因为饥饿就经常催促着教师下课, 上午的 4个小

时, 真正学习的时间不到 3个小时。学生还会因各

种理由借故缺席, 校方也没有明确的制度严格管理

学生的出勤; 全国性的节假日众多, 老挝学校素来

有补假不补课的传统。节假日、学生平均缺席时

间、迟到时间几项相加, 在校学习的时间达不到教

学计划的一半, 其结果是: 一个学期的教学计划分

作两个学期才能完成, 四年级在实施三年级的教学

计划。有的学生学习了 5年汉语, 竟然说不了几句

话, 写不出几个汉字, 考试经常是 0分或者几分。

全日制正规本科生学习风气如此, 其他类型学生的

学习就可想而知了。教学进度的缓慢, 学习风气不

浓, 严重影响了老挝学生汉语水平的提高。

(五 ) 缺乏对汉语教学有效的评价机制, 汉语

水平考试 (HSK ) 尚未进入老挝

老挝汉语教学层次多样, 中小学、高校、社会

力量等多种办学形式并存, 缺乏一种有效又能得到

公认的评价标准。HSK是我国目前最具权威性的

汉语考试, 学习汉语的外国人都愿意参加这个考

试, 并希望获得相应的证书, 这是情理之中的事

情, 然而, 由于老挝学习汉语的人数较少, 高等学

校办中文系的历史不长, 汉语水平考试还没有推广

开来, 学习者汉语水平的高低就缺乏客观的评价机

制。中国企业向老挝国立大学中文系招聘通过

HSK六级或者四级的学生, 居然没有一个达到

要求。

四  老挝汉语教学发展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 我们认为, 为解决老挝汉语教

学的主要问题, 使汉语传播在原有基础上有较大程

度的扩展和提升, 应该采取如下措施:

(一 ) 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制度

完备的教学制度是良好的教学效果的保证, 老

挝华人公学和国立大学的教学制度, 虽经过多年的

整合, 仍不够完备。如中小学每学期的课时安排、

教学目标、教学进度、教学效果评价标准都较为随

意, 国立大学学生的汉语水平参差不齐, 教学的常

态管理也较为松散。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 联合各

个学校做出较为完备的教学制度, 必将大大促进老

挝汉语教学质量的提高。中国教师也应积极参与教

学制度的制定, 在教学过程中用中国合理而且科学

的教学理念影响学生和教师, 注意抓学生的常规教

育, 将教师的主动作用很好地发挥出来, 不随波逐

流, 整肃学生的散漫和懒惰, 敢抓敢管, 提高课堂

教学效果, 从而提高学生的汉语水平。

(二 ) 培养合格的师资

华人学校应注重本土教师的培养, 设置汉语课

的华校均有本土教师, 但本土教师的汉语水平、教

学能力都不太高, 除了中国驻老挝大使馆定期派华

校教师到中国进修, 请中国专家来老挝对师资进行

培训之外, 中国公派教师还应加强对本土教师的培

养, 做好 /传0、 /帮 0、 /带 0 的工作。积极引进

高校汉语专业毕业生, 也是一条加快高水平师资建

设的捷径。

老挝国立大学中文系虽然由中国教育部每年派

出汉语教师援助教学, 但本土高水平汉语教师仍然

缺乏。中国驻老挝大使馆积极促成老挝国立大学中

文系派本国教师去中国学习汉语, 同时还向教育部

申请, 额外批准了国立大学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去中

国各大学留学, 准备毕业后择其优秀者担任中文系

及华人学校的教学工作, 这样, 几年后, 老挝汉语

教学师资不足问题可望得到初步解决。

(三 ) 编写适合老挝学生的教材

华人公学所采用的中国国内中小学生的汉语教

材明显偏难, 建议针对东南亚非英语国家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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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中国外派教师和老挝本国教师合作编写适合老

挝中小学生生活环境、生长发育特点及老挝国情的

教材。各华人公学要加强合作, 动用社会力量

(如侨联、中资企业 ) 等来共同完成改善教材的

工作。

在高等教育阶段的教材问题上, 要针对不同年

级、不同程度、不同课程来分门别类地组织教师编

写教材, 对于文学性过强或艰深的文言文暂不涉

及, 对于老挝学生感兴趣的商贸、旅游等内容可出

单行本教材。目前老挝国立大学中文系集体编写的

一本初级口语课本已出版印刷并开始使用, 收到了

良好效果, 此书由中国教师负责编写, 四年级学生

把基础知识的注释翻译成老挝语, 系主任亲自画插

图,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目前国立大学中国教师

和老挝教师合作, 已经陆续编写了汉语 ) 老挝语对
照本 5中国文化概论 6、 5商务汉语 6、 5旅游汉
语 6、 5简明现代汉语语法6 等教材, 其他课程的

教材建设也正在逐步开展中。

(四 ) 加大教学硬件的投入, 给华人学校适当

的经费支持

目前老挝的华人公学和大学都普遍存在教学设

备缺乏的问题。现代化教学设施是语言学习的良好

辅助工具, 但老挝由于国家财政支出的困难, 国内

教育的现代化水平普遍不高, 而且大都依靠国际援

助。中国政府若能提高对老挝汉语教学硬件的投

入, 必将大大地促进老挝汉语教学水平的提高。

(五 ) 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

由于中老贸易的日益频繁, 特别是 2010年中

国和东盟各国的贸易协议开始生效, 汉语人才奇

缺, 老挝青年学习汉语的热情更加高涨。但学生学

习的目的性很强, 就是想尽快学会汉语后到中资企

业谋职, 不愿意研究更深层次的文学、文化等, 对

汉语的学习过程认识较肤浅, 仅停留在 /能说中
国话, 会写中国字 0 的水平, 高校学生也出现听

说能力强、读写能力弱的现象。读不好稍有难度的

汉语作品, 写不出像样的汉语文章, 这也是汉语教

学质量不高的表现。笔者认为要加强对学员的管理

工作, 通过各种途径培养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

2010年 3月, 中国广西民族大学跟老挝国立大学

合办的孔子学院已经挂牌成立。据中国驻老挝大使

馆文化教育处官员透露, 不久以后地处老挝第二大

城市的琅勃拉邦大学、老挝南部的巴塞大学也将开

设汉语专业, 这对老挝的汉语学习者来说, 无疑是

一个大好消息, 将有力地推动汉语教学大环境的

建设。

(六 ) 尽快在老挝建立汉语水平考试考点

现阶段老挝汉语学习者想获得 HSK水平证书,

必须到中国境内参加考试, 路途遥远, 代价不菲,

考生渴望能在老挝建立 HSK考点。 2010年 3月中

国广西民族大学和老挝国立大学合作成立的孔子学

院, 为广大考生这一愿望的实现带来了曙光。目

前, 孔子学院正从设备、人员、场地等方面做准

备, 相信不久, 老挝汉语学习者不出国门, 就可以

获得中国权威的汉语水平考试等级证书了。

五  结语

老挝是中国的邻邦,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扶助

弱小, 实现地区的共同发展一直是中国政府坚持的

外交原则。语言文化的交流是先行使者, 是培养感

情、求同存异的绝好方法, 随着中老两国经济、文

化、贸易交流的日益频繁, 汉语在老挝人民生活中

的位置也越来越重要, 老挝的汉语教学在中老两国

的共同努力下, 必将开出更加灿烂的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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