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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学习外语的学习者来说，除了有一个正确的教师教学法以外，也必须有一本好教材。目

前汉语的教材还不是完全适合印尼的学习者，所以本文是针对印尼汉语教材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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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印尼华文教育的简史 

         经过了卅余年的封闭，我国政府终于在瓦希德执政后（1999 年 5 月），华文

教育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家教的扩大、华文补习班的兴起和部分国民学校华文课的

设立。1999 年 12 月 2 日，他在北京记者招待会上说：印尼将开办中国学院。华人

可以办华文教育。印尼将接受外来文化，包括恢复在印尼的中国文化。为了实行民

主政策，印尼多元化的社会将开放，接受各种外来的文化。 

    2001 年 6 月，印尼教育部决定将华文列入国民教育体系，华文将作为国民学

校高中和初中选修课的课程。在一些地区，华文将列为中小学的主要选修课程。

2003 年 2 月 20 日，教育部长法贾尓在一次讲话中说，学校“要教授外语，特别是

华文。这样我们才能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 

    后者纯粹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前者则是在承认印尼是多元文化和多元民

族国家的前提下，不仅冲虚允许开办华文补习班，而且可以开办华文学院，国民学

校学生可以选修华文，同时还与政府名义将印尼作为汉语水平考试的考点，这就为

印尼华文教育的复苏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印尼汉语教学概况 

    目前来看，我国的汉语教师主要是通过补习学校来进行的。尽管有些大学和

中小学先后恢复了汉语课程，但是，发展缓慢，师资匮乏，教学手段较为单一，

也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作为指导，课堂基本上是选择一套教材由老师随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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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印尼汉语教学的发展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是师资，目前从事汉语教学的教

师平均年龄接近五十岁，在一线担当主力的大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他们很少有机会

接触现代汉语，不了解近年来汉语教学的发展（有些不太懂拼音和笔顺），教学上

沿用多年前的教学方法。近几年来，留学回国的留学生们（在中国留学了一两年的

时间—进修课和本科生），他们也很自信地加入了汉语教学的队伍中，但无论数量

还是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印尼蓬勃发展的汉语教学的需要，特别就是在汉字知识的

方面。     

二是教材，针对印尼学生的教材目前只有《千岛娃娃学华语》。可是，各学校

所选用的教材来自以下几个渠道： 

1． 大陆的各类对外汉语教材 

2． 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文教材 

3． 针对北美的华人、华侨子弟的教材 

4． 台湾教材 

5． 数量很少的印尼本地教师编写的学习读本 

    从以上情况分析，可以说印尼汉语教学正在蓬勃发展，前景看好，但却面临

“缺医少药”的困境，也体会到了师资和教材对印尼学习汉语有密切关系。有了好

教师和好教材才可以推动学生学习汉语。 

 

 三、印尼汉语教材存在的问题 

    东盟各国使用的汉语教材种类比较多，有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等地的，

有当地政府与中国教育部门合作编写的，也有根据本国实际情况编写的教材。由于

教材种类繁多，各国在教材的使用上存在一定的混乱性，比如，小学、中学、大学

各个阶段使用的教材频繁更换缺乏稳定性， 内容不连贯缺乏连续性，字体繁简不

同，缺乏统一性等等，这严重影响了东盟各国汉语教学和华文教育的品质。 

    东盟各国目前急需的，是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贴近当地人思维和生活习惯的

“国别化”的汉语教材。这方面，东盟与中国内地都做了有益的尝试，比如，中国

国务院侨办编写了专门针对东南亚国家的汉语教材《汉语》（50 册），针对泰国的

学习需要，中国国内一些广受欢迎的对外汉语教材，比如《汉语教程》（杨寄

洲），《汉语 900 句》等都出版了泰语版本。但是，东盟大多数国家无论是财力还

是人力，都无力组织编写与本国社会实际和汉语教学实际相适应的汉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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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需要形成自己的汉语教育学术研究的氛围和机制。汉语教育学术研究并

非坐在摇椅中仅凭冥思苦想创造几篇文章就可以，而是要在我国印尼的汉语教育的

实践中去发现制约汉语教育发展的各种问题，进行认真分析研究，并且拿出切实可

行的解决方案，理论联系实际指导汉语教育的实践。这些工作仅靠海外的学者和研

究者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自己的汉语教育发展规划，需要制定自己的既切合本地实

际又符合国际规范的师资培训标准和从业教师标准，当地的汉语教师需要把国际通

用的教育理论与本地的实践结合起来并加以落实。对印尼汉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按

照课题的形式组织攻关，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各地汉语教育亟待解决问题的方案，

形成共识，供各地在实践中参考。事实上，当前的印尼汉语教育实践已经存在很多

新问题，需要进行学术探讨。 

    所以，怎样的汉语教材才能反映适合印尼国情或面向印尼的教材呢？有些人

认为有印尼特色的建筑物、几个着装印尼传统服装的图像、几个印尼人常用的词汇

等方面，就认为是适合印尼国情或面向印尼的教材，可是这些形象事物只是一种外

部的反映而已。笔者认为除了上述的这些形象事物以外，教材内部的结构、教学对

象的语言环境都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另外体现国民教育意识也是一项不可忽视的

内容。这样的教材才能够体现适合印尼国情或面向印尼的华文教材。这样的教材才

会有生命力。 

 

四、结伦 

    这 9 年的印尼汉语教育发展过程当中，笔者体会到了印尼社会对汉语人才的需

求。除了英语之外，汉语现在是印尼最需要掌握的语言之一了。现在大多数印尼学

校（国立和私立学校）从小学一直到大学都会有一门汉语必修课或者选修课的课

程。所以，如果你能掌握这两种语言，在社会方面你已经有一个优势了。 

    笔者也体会到，教材在学某种语言是很重要的。如果想要把汉语教好，那么一

位教师在选教材时也要注意到学习者的针对性（特别是给零起点开始学习者、社会

背景等方面），这样子才能教好汉语。教师也不会觉得汉语是一门难教的课，学习

者也不会认为汉语是一种最难学的语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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