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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any schools in Thailand have opened Chinese courses, so Thai 
schools have an increasing demand for Chinese language local teachers. The types of 
schools in Thailand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from the number of students, "small 
schools", "medium schools", "large schools", and "extra large schools". Small and 
medium-sized schools make Chinese language local teachers encounter many difficulties 
in their work. The research is mainly divided into four aspects: school and environment, 
Teachers' basic situation, teaching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for example: lack of teachers in small and medium 
schools, resulting in heavy workload for teachers; insufficient education budget, resulting 
in lack of teaching materials; insufficient training of teachers , Chinese level needs to be 
improved, etc. Finally, suggestions are made for the Thai Basic Education Committee, 
schools and teachers.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is to further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ocal Chinese teachers and how to develop, so as to promote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ailand. 
 
Keywords:  Small and medium schools, Chinese language local teachers, Chonburi high 
schools, public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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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泰国很多学校都开设了汉语课程，因此泰国学校对泰国本土汉语教师

的需求越来越大。泰国学校的类型从学生人数可以分为四种，一是“小型学校”，

二是“中型学校”，三是“大型学校”，四是“特大型学校”。目前泰国不管是哪

种类型的学校，都广泛地开展了汉语教学。但是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在小型学校和中

型学校都存在着很多方面的问题，使汉语教师在工作当中遇到许多困难。为了更全

面的了解泰国本土汉语教师的情况，本文以春武里府的小型学校和中型学校为例

（以下简称春武里府中小型学校），研究主要分为四个方面：学校与环境方面、教

师基本情况方面、教学现状方面与发展方面。 

    通过调查与访谈发现目前泰国春武里府本土汉语教师存在着问题，例如：泰国

中小型学校师资缺乏，导致教师的工作量大；教育预算不足，导致缺乏多媒体设

备；本土汉语教师培训不足，需要提高专业水平等。最后根据调查结果并分析原

因，针对泰国基础教育委员会、学校以及教师自身三个方面提出了建议。文论的研

究目的为：进一步全面地了解泰国本土汉语教师的现状；泰国中小型学校存在的问

题；今后将如何发展。 

 

关键词： 中小型学校 本土汉语教师 武里府中学 公立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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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课题来源   

 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增强，汉语的学习者不断增多，随之也带来一系列的问

题。泰国从幼儿园、小学、中学以及大学都广泛开展汉语教学，但泰国汉语教学还

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如泰国汉语课程结构还不完善、师资缺乏、教师的专业知

识不足等。 

 2018 年，笔者在春武里府帕那披塔亚堪学校实习了一年，在工作教学中笔者

进一步明确了汉语教师对汉语教学的重要性，尤其是本土汉语教师，因为在泰国汉

语教学中本土教师是泰国汉语教学的主要力量，因此较为了解泰国学生的思维和习

惯。笔者经过调查发现，泰国本土汉语教师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泰国汉语教

师的人数较少，这导致汉语教师的个人任务重；其次，泰国本土汉语教师的教学水

平需要改善，但学校对汉语教师的需求却不断增多。笔者认为这些问题不解决会影

响汉语教学的进一步发展。 

 泰国春武里府第十八区基础教育委员会 2022 年 6 月 10 日发布的《2022 学年

泰国春武里、罗勇府第十八区教委的教育数据统计表》（2022 版）中指出，泰国

中学校的类型从学生人数可以分为四种，一是“小型学校”（1-499 个学生），二是

“中型学校”（500-1499 个学生），三是“大型学校”（1500-2499 个学生），四是“特

大型学校”（2500 个学生以上）。[1] 

 笔者通过阅读相关资料发现，中小型学校的预算不足以提供优质教育，导致无

法提供优质教育，因为每所学校都根据学生人数从政府分配了教育预算。经费的不

足，导致中小型学校缺乏教育技术设备，因此教师在汉语教学中会遇到许多问题，

尤其是在贫困社区中的小型学校。与大型学校教师相比，小型学校教师的工作量更

大，因为教师有许多与教学无关的工作，如教师必须照顾家庭困难的学生、处理学

校文件等行政工作。 

  2022 学年春武里府共有 31 所公立中学校，分为 4 所小型学校、11 所中型学

校、7 所大型学校和 9 所特大型学校。在这 15 所中、小型学校中，共有 11 所中小

型学校有汉语教学。本文对春武里府中小型学校的本土汉语教师进行研究。 

                                                           
[1] 泰国春武里府第 18区基础教育委员会：《2022学年泰国春武里、罗勇府第十八区教委的

教育数据统计表》，2022年，第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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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由于“教师” “教材” “教学”是汉语国际教育的三个关键点，排在第一位的是“教

师”。目前泰国中小学汉语教师主要是由“泰国本土汉语教师”和“中外语言交流合

作中心” 外派的汉语教师。其中“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派来的汉语教师流动

性大，任期为 1-3 年的，同时也存在对地方情况了解不足、语言障碍、跨文化交际

等一系列问题。2019 年之后，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扰乱了全世界的人类

生活，全球政治、经济、教学等方面都受到严重的影响，随之也影响到中国教师赴

泰教学。疫情期间，泰国汉语教学面临着师资匮乏的问题，“语合中心”派来的汉

语教师无法来泰国任课。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汉语教师的问题，应该将焦点转

向了本土汉语教师的培养之上，需要培养大批量的合格的优秀的泰国本土汉语教师。

因为本土汉语教师不仅熟悉当地文化，更了解泰国学生的思维和习惯，能将汉语学

习经验分享给学生，而且不存在语言障碍的问题。因此，本土汉语教师的现状如何，

这值得我们思考研究，尤其是中小型学校的本土汉语教师，因为前有的泰国本土汉

语教师的研究都注重大型学校的本土汉语教师，但笔者认为泰国中小型学校的本土

汉语教师也不可忽视，因为他们的教学环境不同，在汉语教学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

困难。 

        本文以春武里府中小型学校的中学本土汉语教师为研究对象，分析出当前春武

里府中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各种问题及发生问题的原因，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并

提出有效的建议，以期能为春武里府的汉语教学提供一些借鉴的经验。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关注于泰国春武里府中小型学校中学本土汉语教师的现状，

包括学校环境、教学现状、目前遇到的问题，同时介绍春武里府中小型学校的中学

汉语教学情况，本文调查的小型学校，为农利谋空苏萨瓦中学

（Nongreemongkolsuksawad school）、空簪皮塔亚堪（Kochanpittaykarn school）；

中型学校为空玖英玉塔雅中学（Klongkiewyingwittaya school）、农埃喜利窝垃瓦

玉塔雅中学（Nongyaisiriworawatwitthaya  school）、安喜垃皮塔亚空中学

（Angsilapittayakom school）、棵坡途安中学（Kophotuayngamwittaya school）、同

行披塔亚空中学（Tungheingpittayakom school）、博通永簪玉塔雅中学

（Bothongwongchanwittaya school）、波恩素拉沙皮塔亚空学校

（Bungsrirachapittayakom  school）、平吉安玉姹宋中学（Phinchamwichas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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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泰国素拉沙中学（Surasakwittayakom school）。这 11 所中小型学校都是

公立中学。笔者希望通过调查中小型学校的本土汉语教师，能够对泰国本土汉语教

师的现状进行更全面的了解，对如何提高中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质量提出有针

对性的建议。 

        目前笔者进行初步地调查了各个学校的师资结构发现，农利谋空苏萨瓦中学有

1 名本土汉语教师，空簪皮塔亚堪学校有 1 名本土汉语教师，空玖英玉塔雅中学有

2 名本土汉语教师，农埃喜利窝垃瓦玉塔雅中学有 1 名本土汉语教师，安喜垃皮塔

亚空中学有 3 名本土汉语教师名本土汉语教师和 2 名泰国实习生，棵坡途安中学有

2 名本土汉语教师，同行披塔亚空中学有 1 名本土汉语教师，博通永簪玉塔雅中学

有 2 名本土汉语教师，波恩素拉沙皮塔亚空有 2 名本土汉语教师，平吉安玉姹宋中

学有 1 名本土汉语教师，泰国素拉沙中学有 2 位本土汉语教师和 2 名泰国实习生。 

        本文采取的研究方法主要为： 

        1.文献研究法：按照需要研究的题目，还有相关的内容在中国知网上检索文献，

大量搜集资料，然后进行阅读、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学习其研究方法。 

        2.调查法：本篇论文通过发送电子问卷链接的调查问卷向被调查的中学本土汉

语教师发放调查问卷，此次调查问卷以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国际汉语教

师标准》设计出调查内容。调查内容分为四个方面：学校与环境状况、教师个人基

本情况、教学现状及发展方面，这些均为一手材料。 

         3.访谈法：本文将选取来自泰国春武里府 11 所学校的 6 位本土汉语教师进行

针对性访谈，访谈内容主要对本土汉语教师的学习经历、开设中文课的原因、在工

作中遇到的问题、工作量、教师的需求、汉语教师社会以及自我教学评价等方面进

行调查，深入了解泰国春武里府中小型学校中学本土汉语教师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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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土汉语教师的研究综述  
 

        如今，随着泰国汉语教学的不断发展，许多中小学、大学以及职业学院都开展

汉语教学。笔者经过调查发现，泰国本土汉语教师面临着许多问题。据笔者在查找

关于本土汉语教师的研究发现，国内外本土汉语教师的研究，目前已经有了一些成

果，但关于泰国本土汉语教师现状的研究较少，而且大部分都是以大型学校作为调

查对象，没有泰国中小型学校本土教师现状的研究。 

 
第一节 国际汉语教师的相关研究 

 
        目前，关于“国际汉语教师”的研究已经有了以下的研究成果。 

        柳谦、张晓颖、侯彦霞（2013）《浅析国际汉语教师本土化培养》按照国家汉

办 2007 年年颁布的《国际汉语教师标准》指出本土汉语教师是要培养跨文化交际

能力，了解中国文化。主要谈到“对外汉语教学的本土化趋势，国际汉语教师本土

化势在必行。”[2] 

        杨伟奇（2018）《国际汉语教师职业素质发展探——基于中美两国教师标准的

对比报告》主要为推进《国际汉语教师标准》的接轨，扩大《国际汉语教师证书》

的专业性。提高国际汉语教师的质量。将美国和中国的教师标准进行对分析，找出

匹配度，有利于国际汉语教师职业的发展。 

        鲁修红、薛茹茹（2019）《国际汉语教师本土化研究现状分析与建议》对近十

年国际汉语教师研究进行综述，指出本土汉语教师任教标准，并且对本土汉语教师

提出了有效性的建议：“1.充分发挥孔子学院的作用；2.定期举行中国教师和本土教

师交流会；3.加快本土汉语教师培训对象化的步伐；4.推行中国外派教师长期任教

模式；5.颁布《本土汉语教师标准》。”[3] 

        从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到，国际汉语教师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和

建议，对本文泰国中学本土汉语教师的研究具有参考的价值，发现在当今的“汉语

热”背景下，国际汉语教师的教学能力影响了汉语教学的发展，这对个人素质、汉

语教学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样的要求随着汉语教学的不断开展，形成了国别

                                                           
[2] 柳谦、张晓颖、侯彦霞：《浅析国际汉语教师本土化培养》，劳动保障世界，2013年，

第 8期，第 135页. 

[3] 鲁修红、薛茹茹：《国际汉语教师本土化研究现状分析与建议》，2019年，第 9期，第

1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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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特点。因此，相关的教学机构、培训机构应对这样的发展趋势做出相应的对策，

以保证国际汉语教学又好又快的发展。 

 
第二节  本土汉语教师的相关研究 

 
本土汉语教师是汉语教育的研究热点之一，但是据笔者所阅读的相关文献来看，

大部分为结合个别学校和地区的具体情况研究，因此关于泰国本土汉语教师的研究

还不够全面，主要成果如下： 

冯忠芳（2011）《泰国中小学本土汉语教师发展的历时考察与标准研究》指出，

应该提高泰国中小学本土汉语教师能力，但关于本土汉语教师现状的调查不够充分。

本土汉语教师与外派汉语教师相比具有天然的优势，因此值得对泰国本土汉语教师

进行研究。最后指出 “泰国中小学本土汉语教师标准”。 

        洪小瑞（2016）《泰国巴蜀府本土汉语教师现状的调查研究》对泰国西部巴蜀

府本土汉语教师进行研究，调查了汉语的个人需求、职业发展及对汉语教学产生的

影响，最后提供一些有效的建议。 

        沈伟威（2016）《泰国本土汉语教师汉语口语能力案例研究——以春府大众学

校教师为例》主要研究泰国本土汉语教师汉语口语能力，指出在语言要素运用上，

教师的能力表现不强，最后提出一些有效的意见。 

郭建威（2018）《泰国孔子学院中小学本土汉语教师培训现状研究》采用了调

查法、访谈法、观察法、分析法等方法，对泰国川登喜大学素攀孔子学院进行调查，

主要关注泰国本土汉语教师的培训模式、培训经历以及培训需求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并提出对策。 

        甘雅（2019）《泰国清莱地区高校本土汉语教师培养现状调查分析》以两所大

学汉语教育专业为例，通过问卷和访谈调查法对汉语教师、学习者情况、汉语教学

情况等方面进行调查，访谈人员选择了汉语教育专业本土汉语老师及部分学生。调

查内容主要为培养现状，针对本土汉语教师的培养提出了建议。 

        张啟薇（2019）《泰国清迈市本土汉语教师教学观念及其影响因素调査研宄》

指出教学观念的四个维度，包括知识观、学习观、师生观、评价观。对泰国清迈市

本土汉语教师的教学观念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调查，调查内容主要为教师

教学观念的问题，最后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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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仝雪利（2020）《泰国本土汉语教师发音现状调查研究》主要研究泰国本土汉

语教师的汉语语言能力和汉语发音能力。采用调查问卷和录音的方式。了解泰国本

土汉语教师对汉语语音的认知程度，进而了解泰国本土汉语教师的汉语发音现状，

提出教师克服偏误的建议。 

        黄社鹃（2020）《泰国本土汉语教师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原因与对策—以曼

谷市邦卡碧、台里啦、纳华明殿南国立中学本土汉语教师为例》对泰国曼谷市第二

区教委三所国立中学进行调查，这三所中学是泰国汉语教学的中心之一。调查结果

发现泰国本土汉语教师的能力还有所不足；志愿者数量少与不常驻的问题；泰国本

土汉语教师有许多与教学无关的工作；教学大纲没有统一性；泰国各校使用的教材

不统一，最后提出五个方面的建议。[4] 

        除以上的研究之外，还有一些各国的本土汉语教师的相关研究： 

        王衡（2017）《缅甸本土汉语教师学历培养模式构建》以缅甸本土汉语教师和

汉语国际教育学历培养两部分调查研究。提出了云南师范大学和缅甸高校联办的特

定培育模式。充分发挥缅甸汉语教学师资和课程设置的优势作用，促进缅甸华文教

育事业的发展。 

        张学珍（2017）《智利本土汉语教师调查研究》主要对智利本土汉语教师的相

关情况进行研究，分析智利的本土汉语教师的情况，并且对国内外的本土汉语教师

培训以及国际汉语教学的发展提出建议和方法。 

        王博晴（2018）《古巴本土汉语教师课堂教学研究分析》采用问卷调查、访谈

以及课堂观察等方式，主要关注古巴哈瓦那大学本土汉语教师课堂教学情况，总结

出本土汉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教学特色、本土汉语教师存在的教学不足，并提出

改进建议。 

        段舟杨（2021）《海外儿童汉语教师核心素养及培养模式研究》主要关注海外

儿童汉语教师培养基本模式，对师资培养进行研究，分析出在汉语教学中儿童教师

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有效性的建议。 

        从以上的研究能发现调查对象大部分都是以大型学校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内容

大致相同，可分为本土汉语教师的个人情况、课堂教学情况、教师的培训情况、教

师的需求、教育职业的发展情况等。笔者认为如果想更深入地了解本土汉语教师的

情况，能够解决问题，除了了解各个地区的大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状况之外，需要

                                                           
[4]黄社鹃：泰国本土汉语教师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原因与对策—以曼谷市邦卡碧、台里啦、

纳华明殿南国立中学本土汉语教师为例，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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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中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现状和学校环境，了解各地学生和社区的生活，因

为泰国中小型学校的本土教师不仅要负责教育工作，还要照顾那些贫困户的学生。

因此，了解这些中小型学校的本土教师情况才能更全面地了解全国本土汉语教师的

问题，能够总结并提出改善方法。 

        关于本土汉语教师的国别研宄越来越多，人们对本土汉语教师在汉语教学中所

发挥的重要作用也越来越重视。本土教师虽然在汉语基础知识、中国文化、汉语教

学的专业技能等方面存在着不足，但通过研究者的研究和调查也能提出具体的改善

方法，这样的研宄趋势也能为汉语教学的本土化贡献出重要力量。关于本土汉语教

师培训不足的问题是必须及时解决的。虽然随着国别的差异，相应的建议也有不同，

本土教师主观上应该对培训内容进行思考和总结来提出自己的需求，同时相关部门

也应当对教师的需求、教师职业发展的需求、教学技能的需求等方面进行考察，以

改变培训模式使之适应当代汉语教学的流行趋势。总的来说，汉语教学的发展离不

开熟悉当地文化、了解学生特点，但本土汉语教师在汉语教学中都会遇到具体的问

题。因此，如何提高本土汉语教师的教学质量和解决教师遇到的问题是各国开展汉

语教学需要考虑并解决的问题之一。 

 
第三节 汉语教师标准研究 

 
        随着世界上学习汉语的人数越来越多，这导致国际汉语教师的需求逐渐增长，

所以应该关注国际汉语教师的标准，笔者参考了国际汉语教师的标准资格研究，对

本文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杨淙茭（2018）《国际汉语教师标准资格研究》通过查阅文献了解国际汉语教

师的现状，并将 2007 年和 2012 年新、旧《国际汉语教师标准》进行对比分析，并

且通过调查和访谈对国际汉语教师进行对比国内外知名项目的教师评估标准，对国

际汉语教师标准资格提出了需要改进的建议。 

        范金梅（2021）新旧《国际汉语教师标准》的比较研究，指出由孔子学院总部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制定推行《国际汉语教师标准》，主要针对 2007 版

《标准》和 2015 版《标准》进行比较，提出这两版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最后提出

几点思考。 

 综上所述, 随着汉语学习者的范围更加广泛。为了促进国际汉语教育的发展，

完善《国际汉语教师标准》的要求，《国际汉语教师标准》的内容也需要弥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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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012 版《国际汉语教师标准》，此标准更强调汉语基础教学、文化交际，强学

科基础、职业修养和专业意识等方面，使国际汉语教师标准有更强的实用性。有利

于汉语教师的发展。满足世界各地的汉语学习需求。 

 
第二章 泰国春武里府中小型学校中学本土汉语教师现状调查 

 
第一节 春武里府中小型学校汉语教学简介 

 
泰国学校的类型主要按学校的经营管理者为分类，可分为两种是公立学校和私

立学校。公立学校隶属于泰国教育部的管理。私立学校由私人来投资和管理。另外，

泰国学校的分类可按学生人数来分为小型学校、中型学校、大型学校和特大型学校。

国春武里府第十八区基础教育委员会 2022 年 6 月 10 日发布的《2022 学年泰国春

武里、罗勇府第十八区教委的教育数据统计表》（2022 版）中指出，泰国中学校

的类型从学生人数可以分为四种，一是“小型学校”（1-499 个学生），二是“中型学

校”（500-1499 个学生），三是“大型学校”（1500-2499 个学生），四是“特大型学

校”（2500 个学生以上）。 

       泰国的基础教育分为 3 个阶段，有小学（6 年）、初中（3 年）、高中（3 年）。

初、高中阶段主要有语言、科学与数学等课程，另还有高等教育阶段，有大学本科

学位（4-6 年）、硕士学位（1-2 年）和博士学位（3-5 年）。现在泰国公立学校开

始将汉语课程纳入课程中，均实行必修选修课制度，如汉语、日语、职业等。 

        2022 年泰国有 29449 所公立学校，包括 27079 所小型学校、1674 所中型学校、

406 所大型学校、290 所特大型学校，其中有 2360 所公立中学。从数据可以看出，

泰国的小型学校最多，值得进行研究。            

        2010-2020 年泰国教育部有 42 区中学教委。自从 2021 年后改成为 62 区教委，

泰国春武里府的公立中学主要由第 18 区中学教委管理的。第 18 区中学教委内有

51 所中学，包括 31 所春武里府的公立中学和 20 所罗勇府的公立中学。 

        春武里府（Chonburi province）位于泰国东部地区，该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并

有很多中国公司，因此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常见中国人，有更多的机会与中国人交流。

府里有 11 个县，目前，春武里府的公立中学主要由泰国第 18 区中学教委来管理。

春武里府的第 18 区中学教委内又包括了 3 个校区，第一个校区包括 3 个县，有 12

所公立中学；第二个校区包括 4 个县，有 8 所公立中学；第三个校区包括 4 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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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1 所公立中学，府内共有 31 所公立中学，其中有 4 所小型学校、11 所中型学

校、8 所大型学校和 8 所特大型学校。在春武里府第 18 区教委的 15 所中小型学校，

只有 11 所开设汉语课程并有本土汉语教师，共有 18 位本土汉语教师，其他 4 所没

有汉语课程，如下： 

 
表 1 春武里府的第 18区中学数量 

春武里府的

校区 
县 

春武里府的第 18 区中学数量 

小型学校 中型学校 大型学校 
特大型学

校 

第一个校区 

春武里府治县  1 1 2 3 

班邦县 0 3 1 0 

农艾县 0 1 0 0 

第二个校区 

攀通县 0 0 2 0 

帕那尼空县 1 1 0 1 

博通县 0 1 0 0 

阁占县 1 1 0 0 

第三个校区 

邦拉蒙县 0 1 1 1 

是拉差县 0 2 1 2 

阁西昌县 1 0 0 0 

梭桃邑县 0 0 1 1 

总计 4 11 8 8 

 
一、小型学校的汉语教学简介  

泰国春武里府第十八区基础教育委员会发布的《2022 学年泰国春武里、 罗勇

府第十八区教委的教育数据统计表》（2022 版）中指出，目前在春武里府的第 18

区中学教委共有 4 所小型中学校，但只有 2 所小型学校开设汉语教学，是农利谋空

苏萨瓦中学（Nongreemongkolsuksawad school）和空簪皮塔亚堪

（Kochanpittayakarn school），其他两所没有开设汉语课程。在春武里府开设汉语

课程的小型学校中，每所学校都只有一位本土汉语教师，没有中国籍汉语教师和汉

语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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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利谋空苏萨瓦中学（Nongreemongkolsuksawad school）位于春武里府治县，

目前仅有一位本土汉语教师，没有中国籍汉语教师和汉语实习生，一位本土汉语教

师都要负责初高中汉语教学。目前农利谋空苏萨瓦中学共有 248 名学生，每个学生

都要学习中文。农利谋空苏萨瓦中学开设汉语教学已有 7 年以上的历史。整个学校

的汉语课都是必修课，一周有一节课。每学期举办一次中国文化活动。 

        空簪皮塔亚堪（Kochanpittayakarn school）是位于春武里府阁占县的一所公立

中学，空簪皮塔亚堪学校是一所小型学校。其汉语课程从初一开始就有，但是目前

仅有一位本土汉语教师，没有中国籍汉语教师和汉语实习生。因此，一位本土汉语

教师都要负责初高中汉语教学。空簪皮塔亚堪学校开设汉语教学已有 7 年以上的历

史，目前空簪皮塔亚堪学校共有 358 名左右学生，每个学生都要学习中文。整个学

校的汉语课都是必修课，一周有一节课。每学期举办一次中国文化活动。 

 
二、中型学校的汉语教学简介 

        目前，在春武里府的第 18 区中学教委共有 11 所中型学校，在春武里府的第

18 区中学教委有 9 所开设汉语教学的中型学校，是空玖英玉塔雅中学

（Klongkiewyingwittaya school）、农埃喜利窝垃瓦玉塔雅中学

（Nongyaisiriworawatwitthaya school）、安喜垃皮塔亚空中学（Angsilapittayakom 

school）、棵坡途安中学（Kophotuayngamwittaya school）、同行披塔亚空中学 

（Tungheingpittayakom school）、博通永簪玉塔雅中学（Bothongwongchanwittaya 

school）、 波恩素拉沙皮塔亚空（Bungsrirachapittayakom school）、平吉安玉姹宋

中学 （Phinchamwichasorn school）和泰国素拉沙中学（Surasakwittayakom school），

其他两所没有开设汉语课程。在春武里府开设汉语课程的中型学校中，每所学校都

有本土汉语教师，没有中国籍汉语教师，其中 2 所中型学校有 2 位汉语实习生。 

        空玖英玉塔雅中学（Klongkiewyingwittaya school）位于春武里府班邦县，空

玖英玉塔雅中学是一所中型学校，有两位本土汉语教师，没有中国籍汉语教师和汉

语实习生。一位本土汉语教师负责初中的汉语教学，另一位汉语教师负责高中的汉

语教学。空玖英玉塔雅中学开设汉语教学有 2 年左右的历史，目前学校共有 589 名

左右学生，每个学生都要学习汉语 。空玖英玉塔雅中学将汉语课作为必修课之一，

一周有一节课，但若是选择学习汉语班项目的学生，一周有五节课。学校组织课外

活动均为一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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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埃喜利窝垃瓦玉塔雅中学（Nongyaisiriworawatwitthaya school）是位于春武

里府农艾县的一所公立中学，农埃喜利窝垃瓦玉塔雅中学的汉语课程有初一到高二。

目前仅有一位本土汉语教师。一位本土汉语教师要负责全校汉语教学。初中的汉语

课都是必修课，一周有一节课。高中的汉语课，只有选择学习一个班的高中生上汉

语课，也是一周有一节课。农埃喜利窝垃瓦玉塔雅中学开设汉语教学有 4 年的历史，

目前农埃喜利窝垃瓦玉塔雅中学共有 655 名的学生，约 529 名学生学习汉语。没有

组织过课外活动。 

        安喜垃皮塔亚空中学（Angsilapittayakom school）位于春武里府治县，安喜垃

皮塔亚空中学是一所中型学校。目前，安喜垃皮塔亚空中学有三位本土汉语教师和

两位实习生，但没有中国籍汉语教师。第一位教师负责初一和高一的汉语教学，第

二位教师负责初二和高二的汉语教学，第三教师负责初三和高三的汉语教学。安喜

垃皮塔亚空中学开设汉语教学已有 7 年以上的历史，目前学校共有 1287 名学生，

约 1025 名学生学习汉语。初中的汉语课都是必修课，一周有一节课。高中的汉语

课，只有选择学习汉英语课程的高中生才上汉语课，一周有四节课。该学校每周组

织一次课外活动。 

        棵坡途安中学（Kophotuayngamwittaya school 是位于春武里府阁占县的一所公

立中学，棵坡途安中学是一所中型学校。棵坡途安中学开设汉语教学有 10 年以上

的历史。目前，棵坡途安中学有两位本土汉语教师，但没有中国籍汉语教师和汉语

实习生。一位本土汉语教师负责初二、初三和高一的汉语教学，另一位本土汉语教

师负责初一、初二、高一的汉语教学。初中的汉语课是必修课，一周有两节课。对

于高中的汉语课，只有选择学习汉语班的高中生才上汉语课，一周有四节课。目前

棵坡途安中学共有 795 名学生，约 445 名学生学习汉语。每学期组织一次课外活动。 

        同行披塔亚空中学 （Tungheingpittayakom school）是位于春武里府帕那尼空县

的一所公立中学，同行披塔亚空中学的汉语课程从初一开始就有，目前汉语教学有

一位本土汉语教师，没有中国籍汉语教师和汉语实习生。一位本土汉语教师要负责

全校的汉语教学。同行披塔亚空中学开设汉语教学有 2 年左右的历史。目前学校共

有 576 名左右学生，约 436 名学生学习汉语。初中的汉语课都是必修课，一周有一

节课。高中的汉语课，只有选择学习语言课程的高中生才上汉语课，一周有两节课。

每学期组织一次课外活动。 

        博通永簪玉塔雅中学（Bothongwongchanwittaya school）是位于春武里府博通

县的一所公立中学，博通永簪玉塔雅中学的汉语课程从初一开始就有，目前汉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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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有 2 位本土汉语教师，没有中国籍汉语教师和汉语实习生。一位本土汉语教师要

负责初三、高一和高二的汉语教学，另一位本土汉语教师要负责初 1、初二和高三

的汉语教学。同行披塔亚空中学开设汉语教学有 7 年的历史，目前学校共有 1414

名左右学生，约 914 名学生学习汉语。初中的汉语课都是必修课，一周有一节课。

高中的汉语课，只有选择学习语言课程的高中生才上汉语课，一周有三节课。每个

月组织一次课外活动。 

        波恩素拉沙皮塔亚空（Bungsrirachapittayakom school）位于春武里府是拉差县，

波恩素拉沙皮塔亚空是一所中型学校，汉语课程从初二开始有。目前学校只有两位

本土汉语教师，但没有中国籍汉语教师和两位实习生。一位本土汉语教师负责初中

的汉语教学，另一位本土汉语教师负责高中的汉语教学。波恩素拉沙皮塔亚空学校

开设汉语教学有 2 年左右的历史，目前学校共有 1402 名左右学生，约 600 人学习

汉语。整个学校的汉语课都是选修课，一周有两节课。每学期组织一次课外活动。 

        平吉安玉姹宋中学（Phinchamwichasorn school）是位于春武里府邦拉蒙县的一

所公立中学，平吉安玉姹宋中学的汉语课程从初一开始就有，目前汉语教学只有一

位本土汉语教师，没有中国籍汉语教师和汉语实习生。一位本土汉语教师要负责全

校的汉语教学。平吉安玉姹宋中学开设汉语教学有 2 年左右的历史，目前学校共有

502 名左右的学生。平吉安玉姹宋中学将汉语课作为必修课之一，每个学生都要学

习汉语，一周有一节课。没有组织过汉语课外活动。 

        泰国素拉沙中学（Surasakwittayakom school）位于春武里府是拉差县，泰国素

拉沙中学的汉语课程从初一开始就有，泰国素拉沙中学开设汉语教学有 5 年左右的

历史。目前学校有两位本土汉语教师和两位汉语实习生，但没有中国籍汉语教师。

一位本土汉语教师负责初中的汉语教学，另一位本土汉语教师负责高中的汉语教学。

目前泰国素拉沙中学共有 1368 名左右学生，约 300 名学生学习汉语。初中的汉语

课都是选修课，一周有两节课。高中的汉语课为必修课，但只有选择学习汉语班级

的高中生才上汉语课，一周有八节课。每个月组织一次课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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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调查设计 
  
一、调查目的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对泰国春武里府设有中文课程的 11 所中、

小型学校的中学本土汉语教师现状进行研究，分析其产生的问题及原因，并提出方

法使春武里府的汉语教学提高质量，希望能促进泰国本土汉语教师的教学发展。 

 
二、调查对象  

         春武里府共有 15 所中小型公立中学，其中 4 所学校没有汉语教学课程，只有

11 所中小型学校有汉语教学，因此，本次调查是以在泰国春武里府里的 11 所中小

型公立学校的中学本土汉语教师为调查对象。另外，本文将选取来自泰国春武里府

11 所学校的 6 位本土汉语教师进行针对性访谈，为了方保护访谈对象地隐私，文

章中的访谈部分将 6 名本土汉语教师简称为教师 A、B、C、D、E、F。 

 
三、调查方法 

        本篇论文主要通过发送电子问卷链接的调查问卷向被调查的中学本土汉语教师

发放调查问卷，本次总共发放的调查问卷 18 份，回收 18 份，并对其中 6 位中学本

土汉语教师进行在线访谈。首先将中学本土汉语教师的现状进行阐述分析，然后找

出中小型学校中学本土汉语教师共同存在的问题，最后分析各种问题的原因并提出

建议。 

 
四、调查时间   

        总共发送电子问卷和发放纸质版的调查问卷的时间为 2023 年 2 月 1 日到 2 月

28 日。 

 
五、调查内容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发布的《国际汉语教师标准》（2012 版）中，

设定了关于国际汉语教师标准的内容，由五个部分组成：汉语教学基础、汉语教学

方法、教学组织课堂管理、中国文化与跨文化交际和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5] 

                                                           
[5]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国际汉语教师标准》，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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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调查以上述标准为参考，设计了调查内容。关于中学本土汉语教师的问卷

调查内容共设计了 43 个题目，调查问卷内容主要为：学校与环境状况；教师个人

基本情况；教学现状；发展方面。访谈内容主要为：本土汉语教师的学习经历、开

设中文课的原因、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工作量、教师的需求、汉语教师社会、对

教师职业的热爱以及自我教学评价等方面，总共 25 个问题。 

 

 
第三节 泰国春武里府中小型学校的中学本土汉语教师现状问卷及访谈

调查结果与分析 
 

        笔者对泰国春武里府中小型学校的 18 位中学本土汉语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

并对 6 位本土汉语教师进行了访谈调查。 

 
一、中小型学校中学本土汉语教师现状的问卷调查结果与分析  

        本论文所调查的对象是春武里府中小型公立中学的泰国本土汉语教师，共有

18 位教师，其中 2 名为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16 位为中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

此问卷调查内容分为四个方面：学校与环境状况、教师个人基本情况、教学现状及

发展方面。 

      （一）本土汉语教师学校与环境状况 

        笔者对春武里府中小型公立学校的环境状况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共有 11 项，

调查学校与环境状况的内容主要由汉语教师的人数、全校学生人数的范围、学校开

设中文课的历史、学校的网络效率、学校离教育服务区办公室的距离等。          

        1. 春武里府中小型公立中学的教师人数情况 

        从调查结果统计显示春武里府的小型公立中学共有 2 位本土汉语教师。春武里

府的中型公立中学共有 16 位本土汉语教师，还有两所中型学校有汉语实习生，共

4 个人。总之，2022 年泰国春武里府中小型公立中学总共有 18 位本土汉语教师和

4 名泰国汉语实习生。 

        本论文调查了春武里府的 11 所学校的 18 位中学本土汉语教师，笔者选取的春

武府中学是全府公立的中小型学校，他们很具代表性，可代表中小型学校的中学本

土汉语教师情况，这 11 所学校汉语教师情况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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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春武里府 11 所中小型公立学校的中学汉语教师情况 

学校 
泰国本土汉语

教师 

中国籍汉语教

师 

泰国汉语  实

习生 
总计 

农利谋空苏萨瓦中学 1 0 0 1 

空簪皮塔亚堪学校 1 0 0 1 

空玖英玉塔雅中学 2 0 0 2 

农埃喜利窝垃瓦玉塔雅

中学 
1 0 0 1 

安喜垃皮塔亚空中学 3 0 2 5 

棵坡途安中学 2 0 0 2 

同行披塔亚空中学 1 0 0 1 

博通永簪玉塔雅中学 2 0 0 2 

波恩素拉沙皮塔亚空 2 0 0 2 

平吉安玉姹宋中学 1 0 0 1 

泰国素拉沙中学 2 0 2 4 

总计 18 0 4 22 

         
        调查的 11 所中小型学校的汉语教师组成为本土汉语教师，有两所有泰国汉语

实习生，总共 18 位本土汉语教师和 4 名泰国汉语实习生。 

        2. 中小型学校学生人数的范围 

 

 

图 1 中小型学校学生人数的范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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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全校学习汉语的学生人数比例情况 

 
        (1) 中型学校学生人数的范围 

        从图 1 上数据来看，有 5 所中型学校在 200-999 个学生人数范围内，有 4 所中

型学校在 1000-1499 个学生范围内。但根据图 2 的数据上，大部分中型学校只有一

部分学生学习汉语，只有 2 所中型学校的学生是全校学习汉语的。 

         (2) 小型学校学生人数的范围 

         从图 1 上数据来看，两所小型学校的学生人数范围都在 121-499 个学生。根据

图 2 上，两所小型学校的每个学生都要学习汉语。 

        从以上的资料可以看出，小型学校的学生都要学习汉语，而在中型学校的学生

只有一些学生学习汉语。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一般每所中小型学校只有 1-3 位汉语

教师，导致学习汉语的学生人数越多，汉语教师的工作量越大，对汉语教学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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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中小型学校开设汉语教学时间 

 

  

图 3 中小型学校开设汉语教学时间情况 

 

        (1) 中型学校开设汉语教学时间情况 

        根据以上的图标可发现，中型学校开设汉语教学时间为 1-3 年的历史，共有 4

所。学校开设汉语教学时间为 4-6 年的历史，共有 3 所。学校开设汉语教学时间为

7-9 年的历史，共有 1 所。还有 1 所中型学校开设汉语教学时间为 10 年的历史了。

可以发现，目前春武里府的大部分中型公立学校开设汉语教学的时间为 1-3 年，说

明春武里府的大部分中型公立学校开设了汉语教学的时间不久。 

        (2) 小型学校开设汉语教学时间情况 

        根据以上的图标可看到，小型学校开设汉语教学时间为 7-9 年的历史，说明春

武里府小型公立中学开设了汉语教学的时间不久。 

        总体来说，近年来泰国从小型学校、中型学校、大型学校以及特大型学校都广

泛开展汉语普通话教学，有很中型学校在 1-3 年前开设了汉语教学，所以泰国汉语

教学应该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教师、教材、教学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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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中小型学校的网络效率 

 

 

图 4 中小型学校的网络效率情况 

 

        根据以上的网络效率情况可看到，有 3 位教师认为中型学校的网络效率慢，其

他 15 位教师认为中型学校的网络效率不稳定。总体来说，春武里府大部分中小型

学校的本土汉语教师都表示学校的网络效率不稳定，有时候比较慢，会对教师和学

生使用网络进行查阅知识时有影响。 

        5. 中小型学校离第十八区基础教育委员办公室、医院、派出所的距离 

 

 

图 5 学校离第十八区基础教育委员办公室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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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学校离医院的距离 

 

 

图 7 学校离派出所的距离 

 

         (1) 中型学校离第十八区基础教育委员办公室、医院、派出所的距离 

        从图 5 上发现离第十八区基础教育委员办公室 40 公里以上的中型学校共有 8

所。有 1 所中型学校离第十八区基础教育委员办公室 21-30 公里，另 1 所邪学校离

第十八区基础教育委员办公室 0-10 公里。可以说明，春武里府中型学校离第十八

区基础教育委员办公室比较远，导致学校和基础教育委员办公室的来往不方便。 

        从图 6 上的数据，4 所中型学校离医院 0-10 公里，5 所中型学校离医院 11-20

公里派和出所不远，可以看出有一部分中型学校的教师生病时比较有困难。对于安

全，中型学校附近应该有派出所，图 7 上的数据可以看到，8 所中型学校都离派出

所 0-10 公里，只有 1 所学校离派出所 11-2-公里，可说明教师在日常生活中具有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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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小型学校离第十八区基础教育委员办公室、医院、派出所的距离 

        从图 5 上发现 1 所小型学校离第十八区基础教育委员办公室 11-20 公里，另一

所小型学校离第十八区基础教育委员办公室 40 公里以上。 

        从图 6 和图 7 上的数据可以看到，两所小型学校都离医院的派出所 0-10 公里，

说明教师在日常生活中从教师的健康与安全来讲，没有很大的困难。 

        总体来说，在学校离教育服务区办公室的距离上可以知道大部分学校都离第十

八区教委办公室比较远，而且泰国交通工具目前还存在着不方便的问题，导致来往

不方便。从教师的健康与安全来讲，教师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问题时可以及时到医院

治疗或者去派出所帮忙处理。 

      （二）本土汉语教师基本情况 

        本土汉语教师的基本情况由性别、教育背景、汉语教龄、汉语水平、年龄、教

师资格证、留学经验及学习汉语经验共十项。 

        1. 中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性别比例 

 

 

图 8 中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性别 

 

        (1) 中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性别比例 

        从本土教师性别图表上的数据来看，本次调查了 18 位中学本土汉语教师，发

现有 15 位为女性教师，占 81%。男性教师有 2 位，占 13%。另 1 位未指定性別，

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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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性别比例 

        从图表上的数据来看，本次调查了 2 位小型学校的本土汉语教师，发现所有本

土汉语教师都是女性教师，占 100%。 

    总体来说，春武里府中小型学校中学本土汉语教师女性多，男性少而有部分未

指定性別，可以说明目前对汉语教学感兴趣的女性最多，汉语教学社会仍然存在女

性多男性少的形象。 

        2. 中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年龄构成 

 

 

图 9 中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年龄构成 

 

         (1) 中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年龄 

        笔者通过调查结果的统计，中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年龄构成的 16 位本土汉语

教师，其中年龄在 26-30 岁之间的教师最多，共有 8 位，占 50%；年龄在 31-35 岁

之间的本土汉语教师，共有 6 位，占 38%，；年龄在 36-40 岁之间的本土汉语教师，

共有 2 位，占 13%。目前春武里府中型公立学校没有年龄 25 岁以下和 40 岁以上的

中学本土汉语教师。 

         (2) 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年龄 

        从调查结果发现 2 位教师的年龄构成不一样，1 位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年

龄在 26-30 岁之间，另一位教师的年龄在 36-40 岁之间，目前春武里府小型公立学

校没有年龄 25 岁以下、31-35 岁之间和 40 岁以上的本土汉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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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来说，春武里府中小型学校中学本土汉语教师的年龄构成占最多的人数是

在 26-30 岁年龄，说明春武里府中小型学校的青年教师占比大，因为这个年龄的阶

段是汉语教师的人数开始增多。 

        3. 中小型学校本土教师的教育背景 

 

 

图 10 中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教育背景 

 

        (1) 中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教育背景 

        笔者对 16 位中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教育背景进行了调查，包括学历和专业。

从教师的学历上看，本次调查的 16 位本土汉语教师的学历均为本科学位，本科学

位的本土汉语教师共有 15 位，占比 94%，本科毕业均为汉语专业，如汉语教育、

华语文学系、对外汉语等。；硕士学位的本土汉语教师有 1 位，占 6%，硕士毕业

的本土汉语教师的专业为教育行政与管理学系，目前春武里府中小型公立学校无博

士及其他情况的中学本土汉语教师。 

        (2) 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教育背景 

        经过调查发现 2 位本土汉语教师都有本科学位，占比 100%。本次调查的 2 位

本土汉语教师的的专业均为汉语教育专业，本科毕业均为汉语教育专业。 

        总之，大学学历虽然与汉语教学水平不是完全有相关，但是学历和大学专业已

成为泰国本土汉语教师的基本要求，可以保证教师的努力及专业基础知识。大部分

的泰国本土汉语教师都毕业于师范汉语专业，说明目前的泰国本土汉语教师比以前

更具有专业性，可以看出泰国本土汉语教师的质量正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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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泰国公立学校招聘教师时，有教师资格证者优先考虑，基本上需要学习

教育专业才能拿到教师资格证，有了教师资格证的教师才能有权力参加教师公务员

考试。泰国教育专业是要学 5 年的时间，通过考试后才获得资格证。本论文对中小

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资格证进行了调查，数据如下： 

 

 

图 11 中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教师资格证 

 

       调查结果显示，泰国春武里府中小型学校的 18 位本土汉语教师都有教师资格

证。这样一来，可说明目前春武里府本土汉语教师的队伍都存在着稳定性。 

        4. 中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 HSK 及 HSKK 水平 

 

 

图 12 中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 HSK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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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 HSK 水平 

        笔者调查了 16 位中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 HSK 水平，发现有 6 位教师通过

HSK4 级，占 38%；10 位教师通过 HSK5 级，占 63%。春武里府中型公立学校无

通过 HSK6 级的中学本土汉语教师。大部分已通过 HSK5 级。 

        (2) 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 HSK 水平 

        笔者对 2 位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 HSK 水平进行调查，发现春武里府小型

公立学校有 1 位教师已通过 HSK6 级，另 1 位教师通过 HSK4 级，已通过 HSK6 级

是在空簪皮塔亚堪（Kochanpittaykarn school）的本土汉语教师。       

        按汉语考试服务网发布的《新汉语水平考试（HSK）介绍》通过 HSK（四级）

的考生在较广泛的话题上可以流利地使用汉语进行谈论。通过 HSK（五级）的考

生能够阅读汉语报刊杂志，用汉语进行完整的演讲。通过 HSK 六级的考生可以轻

松地理解汉语信息，能够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6]，因此 HSK 证书

可以保证汉语教师听力、阅读、书写各部分教学技能。 

     HSK 证书有效期为两年，从考试当日算起，HSK 证书到期后需要重新再考，

因此，泰国本土汉语教师应该每 2 年参加 HSK 考试，才能保证汉语教师听力、阅

读、书写各部分的汉语基本技能。根据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发现春武里府中小型

学校每两年参加 HSK 考试的本土汉语教师较少，如下： 

 

  

图 13 中小型学校每两年参加 HSK 考试的本土汉语教师 

 

                                                           
[6] 汉语考试服务网“新汉语水平考试（HSK）介绍”[Online]Available: 

https://www.chinesetest.cn/userfiles/file/dagang/HSK4.pdf  retrieved 16-03-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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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还有 HSKK 考试，HSKK 是汉语水平口语考试，主要考查汉语口语表达

能力，包括初级、中级和高级。通过 HSKK 考试的本土汉语教师可以保证教师有

汉语口头表达能力。春武里府中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 HSKK 水平如下： 

 

 

图 14 中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 HSKK 水平 

 
        (1) 中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 HSKK 水平 

       笔者调查了 16 位中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 HSKK 水平，发现有 2 位教师通过

HSKK 中级，占 13%；只有 1 位教师通过 HSKK 高级；没参加过 HSKK 考试的教

师较多，共有 13 为，占 81%。说明春武里府中型公立学校的中学本土汉语教师未

重视口语技能。 

        (2) 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 HSKK 水平 

        笔者对 2 位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 HSKK 水平进行调查，发现春武里府小

型公立学校有 1 位教师已通过 HSKK 高级，另没有参加过 HSKK 考试，已通过

HSKK 高级也是在空簪皮塔亚堪（Kochanpittaykarn school）的本土汉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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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中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汉语教龄 

 

 

图 15 中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汉语教龄 

 

        (1) 中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汉语教龄 

        本次调查中型学校的 16 位本土汉语教师整体教龄已经有教学经验，具体教龄

数据如下： 1 到 2 年 3 位，占 19%；2 到 3 年 1 位，占 6%；3 到 4 年 3 位，占 19%；

4 年以上 9 位，占 56%。 

        (2) 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汉语教龄 

笔者对 2 位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教龄进行统计，发现有 1 位本土汉语教师

的教龄为 1 到 2 年，另 1 位本土汉语教师的教龄为 4 年以上。 

        从汉语教龄上讲，虽然年龄构成在 26-30 岁之间的本土汉语教师最多，但是他

们已经有 4 年以上的教龄，而且他们都毕业于汉语教育专业或者汉语言专业，已获

得教师资格证，说明大部分的本土汉语教师已有了教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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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中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学习经验 

 

 

图 16 中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学习汉语的经历 

 

        (1) 中型学校教师学习汉语的经历 

       本次调查中型学校的 16 位本土汉语教师大部分从大学开始学汉语，共有 7 位，

占 44%，从高中开始学汉语的教师，共有 6 位，占 38%，还有从初中开始学汉语

的教师，共有 2 位，占 13%。 

        (2) 小型学校教师学习汉语的经历 

        从调查结果发现 2 位小型学校的汉语教师都是从高中开始学习汉语的。 

        从教师学习汉语的经验上来讲，从大学开始学汉语的本土教师共有 16 位，而

从大学高中开始学汉语的本土教师共有 8 位，只有 2 位教师是从初中就开始学习汉

语的，可说明，春武里府中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学习汉语的经验不长。在大学学

习汉语一般用 4 年的时间。 

        泰国本土汉语教师在学习过程中应该有机会去中国留学，春武里府中小型公立

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留学经验为以下图表上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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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中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留学经验 

 

        (1) 中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留学经验 

        本次调查中型学校的 16 位本土汉语教师整体与留学经验，具体留学经验数据

如下：1 年以下 4 位，占 25%； 1 到 2 年 10 位，占 63%；有 2 位教师没有留学经

验，占 13%。总之，大部分的本土汉语教师有 1-2 年的留学时间。 

        (2) 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留学经验 

        笔者对 2 位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留学经验进行调查，发现 1 位本土汉语教

师有 1 年以下的留学经验，另 1 位本土汉语教师有 1 到 2 年的留学经验。 

        总体来说，大部分的泰国本土汉语教师有 1-2 年的留学经验，但是还有 13%的

教师还缺少留学的经验。学习语言的人应该到当地去体验语言，用语言生活，而不

是仅仅学习它。 

      （三）中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教学现状 

        春武里府也是泰国“汉语热”的一个城市之一，府里一共有 31 所公立中学，其

中有小型公立中学、中型公立中学、大型公立中学和特大型公立中学。本论文对春

武里府 18 所中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教学现状进行调查，教学现状的调查内容

由学习汉语的学生统计、教学法、注重的语言能力、教学的难点、教学语言、多媒

体技术的应用、教材和教学组织状况为主，共有 17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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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春武里府中小型学校学习汉语的学生统 

 

 

图 18 中型学校学习汉语的学生比例 

 

 

图 19 小型学校学习汉语的学生比例 

 

        从调查结果发现在春武里府有 2 所中型学校是全校的学生要学习汉语，学习汉

语的学生比例最少的是 18%。大部分中型学校一般只有初中的学生学习汉语。对

于高中生，他们需要选择学习汉语班级才可以学汉语。但是春武里府 2 所小型中学

全校学习汉语的学生数量都是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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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土汉语教师的教学法 

        在汉语教学中，教学法就是教师的“工具”，汉语教师的教学方法对学生的学习

效果存在较大影响，教师需要综合多种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安排，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同时提高学生的汉语能力。语言的教学法包括。笔者对 18 位本土汉语教师常

用的教学法进行了调查，教学现状调查问卷问题及具体数据如下： 

         您一般使用哪种教学法（可多选）？ 

                  A. 直接法           B. 视听法           C. 任务法  

                  D. 听说法           E. 交际法           F. 其他 

 

 

图 20 中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教学法 

 

        (1) 中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教学法 

        调查结果显示 16 位中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最喜欢使用的教学方法是听说法，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有 9 位教师都会使用了三种以上的教学法，表示他们会使用综

合的教学法，因为灵活地运用教学方法更利于汉语教学。， 

 
        (2) 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教学法 

        根据调查结果，2 位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最喜欢使用的教学方法也是听说法。

在调查中笔者还发现 2 位教师都使用了三种以上的教学方法，会使用综合的教学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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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的资料可以看出，中小型学校的本土汉语教师使用最多的教学法为听说

法。听说法重视口语，通过反复操练培养语言习惯，教学内容以句型为中心，但是

听说法的问题在于过分重视语言结构形式和训练，忽视了人对语言的认知能动性，

也忽视了语言材料的内容意义[7]。 

         3. 本土汉语教师在汉语教学中注重的语言能力 

        笔者还调查 18 位本土汉语教师在教学中注重的语言能力，因为一名合格的国

际汉语教师应掌握听、说、读、写的语言能力才能进行有效的教学，具体问题如下： 

         您注重哪些语言能力？ 

                  A. 听           B. 说           C. 读           D. 写 

 

 

图 21 教师注重哪些语言能力 

 

        (1) 中型学校本土教师在汉语教学中注重的语言能力 

        整体来说中型学校的 16 位本土汉语教师最注重的是“说”能力。在语言交际

中听、说、读、写四种语言技能是相互促进的，因为说与写属于表达的技能，听与

读属于理解的技能，所以“听”、“读”和“写”能力的培养也不能忽视。 

        (2) 小型学校本土教师在汉语教学中注重的语言能力 

        从图表上的调查结果显示，小型学校的 2 位本土汉语教师都是最注重“说”能

力的培养，说明他们都重视表达的技能。 

                                                           
[7] 李大博：《第二语言教学法流派述评——兼谈第二语言教学法对对外汉语教学模式的影

响》，渤海大学文学院，2013年，第 4期，第 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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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土汉语教师的教学难点 

        本次问卷，笔者还调查了 18 位本土汉语教师在教学中遇到的教学难点。具体

问题和数据如下： 

        您觉得在汉语教学中哪些教学内容对你有困难（可多选）？ 

                 A. 语音           B. 词汇             C. 语法       

                 D. 汉字           E. 中国文化      F. 中国历史 

 

 

图 22 本土汉语教师的教学难点 

 

您觉得哪些教学内容最有困难？ 

                     A. 语音           B. 词汇            C. 语法  

                     D. 汉字           E. 中国文化     F. 中国历史 

 

 

图 23 本土汉语教师最有困难的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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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教学难点 

        关于在教学中遇到的教学难点，笔者也进行了调查，从图 22 上的数据统计来

看，发现大部分中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觉得在教学过程中比较有困难的前三个部分

是语法、汉字和中国历史。有 50%的中型学校教师认为语法部分的教学内容是最

有困难的，教师反映自己不够掌握中文语法，因为中泰语法有很多不同之处，容易

产生负迁移。有 19%的教师认为汉字部分的教学是最困难的，教师认为掌握一个

汉字不仅要知道字的书写，还要清楚汉字偏旁所代表的意思。有 13%的教师认为

语音和中国历史部分的教学是最困难的。相对来说觉得词汇部分教学最有困难的占

比较少，有 6%，而没有人觉得中国文化部分的内容最有困难。 

        (2) 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教学难点 

        从图 22 上的数据统计来看，表示在教学过程中大部分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

觉得比较有困难的前三个部分是语法、词汇和语音。且每位小型本土汉语教师都认

为语法部分的教学内容是最有困难的。 

        5. 本土汉语教师使用的教学语言 

 

 

图 24 教师使用的教学语言 

 

        (1) 中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使用的教学语言 

        调查结果显示，春武里府中型学校有 88%的中学本土汉语教师在汉语课堂教

学中会以泰语为主，有 13%的本土汉语教师在汉语课堂教学中会使用汉语为主，

而泰语为辅。虽然在汉语教学中使用泰语可以帮助学生很快地理解，但在汉语教学

中过分使用泰语或母语就不利于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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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使用的教学语言 

        调查结果显示，在春武里小型学校的汉语课堂教学中，本汉语教师都以泰语为

主，而且很少使用汉语讲课。关于教学语言， 

        笔者还调查了 18 位本土汉语教师对汉语交流的运用有什么看法，具体问题和

数据如下： 

        您觉得在课堂内教师需要鼓励学生用汉语交流吗？: 

       A. 需要           B. 不需要           C. 其他_________ 

 

 

图 25 本土汉语教师使用是否需要鼓励学生运用汉语交流 

 

        据调查结果发现在春武里府中型学校和小型学校的中学本土汉语教师都觉得在

课堂内汉语教师需要鼓励学生运用汉语交流，占 100%。 

        6. 本土汉语教师多媒体技术的应用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技术被广泛地应用于教育，提高了教学质量。

在现代汉语教学中有很多教育技术或多媒体技术，如 PPT、视频、电视、音频等。

本土汉语教师应该会运用多媒体设备，以下内容为问卷题目及统计数据： 

         您是否经常在课堂中应用多媒体技术（如 PPT、视频、音频等）? 

                  A. 经常            B. 偶尔             C. 从不  

         您在课堂中常用哪些现代教育技术（可多选）? 

                  A. PPT             B. 中国卡通      C. 中国影电影/视剧      

                  D. 中国歌        E. 教育网站      F.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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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课堂中最常用哪些现代教育技术？  

                  A. PPT           B. 中国卡通           C. 中国影电影/视剧      

                  D. 中国歌      E. 教育网站  F. 其他 

 

 

图 26 教师应用多媒体设备 

 

 

图 27 教师常用的现代教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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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多媒体技术的应用 

        按图 26 上的数据来看，调查结果显示，有 4 位中型学校的本土汉语教师会在

课堂教学中经常使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占 25%。有 11 位本土汉语教师表示偶尔使

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占 69%。有 1 位本土汉语教师表示从不使用多媒体教学设备，

这位教师表示因为目前学校的多媒体设备很少，现代技术未能满足全校教师的需求，

因此在教学中从不使用多媒体技术。 

    笔者还调查了 16 位中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常用的多媒体技术。根据图 27 上的

数据统计，大部分本土汉语教师都在教学中经常使用 PPT，占 35%，；教师表示

会使用中国歌，占 24%；教师表示会使用教育网站，占 15%；教师表示会使用中

国卡通  和中国电影，占 12%；还有 1 位教师表示在课堂教学中不使用多媒体技术。 

        (2) 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多媒体技术的应用 

        根据图 26 上的数据统计，调查结果显示有 1 位小型学校的本土汉语教师会在

课堂教学中经常使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另 1 位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表示偶尔使用

多媒体教学设备。占 50%。偶尔使用多媒体教学设备的教师也显示因为学校的多

媒体设备很少而质量不太好了，所以在教学中很少使用多媒体技术。 

        对于在课堂教学中 2 位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常用的多媒体技术，根据图 27

上的数据统计，发现 2 位教师都经常使用 PPT，50%，但是只有 1 位教师还会经常

使用电脑给学生放中国卡通和中国歌。     

        笔者还调查了 16 位中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常用的多媒体技术。根据图 27 上的

数据统计，大部分本土汉语教师都在教学中经常使用 PPT，占 35%，；教师表示

会使用中国歌，占 24%；教师表示会使用教育网站，占 15%；教师表示会使用中

国卡通  和中国电影，占 12%；还有 1 位教师表示完全不用多媒体教学设备。 

        7. 本土汉语教师使用的教材 

        一名合格的国际汉语教师要有选用教材的能力。具体问题及数据如下： 

        您在课堂教学中使用什么教材？ 

                 A. 中国的教材，教材名字是：_____________________      

                 B. 泰国的教材，教材名字是：_____________________       

                 C. 自己编的教材    

                 D. 其他______________ 



  

37 

        调查显示中小型学校所使用的教材为泰国的教材，最常使用的是《体验汉语》，

其他还有《体验汉语》、《中文朋友》、《快乐学中文》，还有一部分本土汉语老

师使用自己编的教材。关于教师对教材的看法，具体问题如下： 

        您觉得目前使用的教材是否适合学生？ 

                  A. 合适           B. 不太适合           C. 完全不合适 

 

 

图 28 本土汉语教师对教材的看法 

 

        (1) 中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对教材的看法 

        笔者调查了 16 位中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对教材的看法，调查显示有 10 位本土

汉语教师认为目前使用的教材合适，占 63%。有 6 位本土汉语教师认为目前使用

的教材不合适，占比 38%。中型学校的汉语教学最常使用的教材是《体验汉语》。

还有一些本土汉语老师按中国的教材编自己的教材，因为可选的教材有限，教师不

能自己挑选教材，主要是由第 18 区中学教委管理的，有一位教师表示一种教材不

能满足全校汉语教学的需求。 

        (2) 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对教材的看法 

        调查显示，有 1 位本土汉语教师认为目前使用的教材不适合全校学生学习，她

表示一种教材不能满足全校汉语教学的需求，另 1 位本土汉语教师认为教材基本合

适。 

        8. 本土汉语教师的教学组织状况 

        一名合格的国际汉语教师要有组织课堂教学或课外活动、对学生进行测试与评

估、调动学生学习热情的能力。具体问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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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上课前是否备课？ 

                  A. 每次                B. 每周一次      

                  C. 从不备课        D. 其他________ 

        从调查结果发现，小型学校的 2 位教师上课前都备课。但是在中型学校的 16

位教师中有 7 位每次上课前会备课，占 44%；其他 9 位都每周一次，占 56%。在

小型学校的 2 位汉语教师中，有 1 位每次上课前都会备课，另 1 位是每周一次。 

         您觉得该给学生布置多少汉语作业？ 

                  A. 布置较多的作业            B. 布置较少的作业      

                  C. 不需要布置作业            D. 其他,__________ 

 

 

图 29 教师布置作业的看法 

 

        (1) 中型学校教师布置作业的看法 

在中型学校的 16 位本土汉语教师中，调查结果显示，有 14 位本土汉语教师表

示在汉语教学时应该给学生布置较少的作业，占 88%，他们认为给学生布置太多

作业没什么用，学生会完成不了，因为学生做作业不太认真。有 2 位本土汉语教师

表示在汉语教学时不需要给学生布置作业，占 13%，其中一位教师认为不需要布

置作业，应该给学生在课堂中做完练习就行。 

        (2) 小型学校教师布置作业的看法 

        调查结果显示，每位小型学校的教师都表示应该给学生布置较少的作业，占

100%，他们认为布置作业过多不利于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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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学生参加课外活动可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学习中国文化。此

问卷也对 18 位中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组织课外活动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如下： 

        您多长时间会组织课外活动（比如：中国节日活动、中文辅导等）? 

                 A. 每周一次            B. 每月一次 

                 C. 每学期一次     D. 其他_______ 

 

 

图 30 教师组织课外活动的情况 

 

        (1) 中型学校教师组织课外活动的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有 2 位教师会每周组织课外活动，占 13%。有 2 位教师会每月组

织一次课外活动，占 13%。有 10 位教师表示每学期会组织一次课外活动，占 63%。

还有 2 位教师表示没有组织过汉语课外活动。大部分中型学校教师都会每学期组织

一次，如春节活动、唱歌比赛。 

        (2) 小型学校教师组织课外活动的情况 

        在小型学校的 2 位本土汉语教师中，调查结果显示 2 位教师都会在每学期组织

一次课外活动，如中国的重要节日活动。 

        教师对教学内容进行测试与评估是能检测学生学习效果的手段。此问卷将教师

测试与评估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如下： 

         您多长时间会对学生的汉语能力进行测试和评估？ 

                  A. 每节课            B. 每周一次            C. 每月一次 

                  D. 每学期一次    E. 其他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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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本土汉语教师对学生进行测试与评估的情况 

 

        (1) 中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对学生进行测试与评估的情况 

        在中型学校的 16 位本土汉语教师中，调查结果显示有 1 位本土汉语教师会每

节课对学生进行测试与评估，占 6%。有 6 位本土汉语教师会每个月对学生进行一

次测试与评估，占 38%。有 9 位本土汉语教师会每学期对学生进行一次测试与评

估，占 56%。大部分教师都会每学期进行测试与评估，他们只通过期中和期末考

试的情况来进行测试与评估。 

        (2) 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对学生进行测试与评估的情况 

        在小型学校的 2 位本土汉语教师中，调查结果显示有 1 对学生进行一次测试与

评估，她认为每个月对学生进行测试有利于检测教师的教学效果，对教师的教学方

法进行及时的调整。另 1 位教师会每学期对学生进行一次测试与评估，也是通过期

中和期末考试的情况来进行测试与评估。 

        一名合格的本土汉语教师要会通过多种教学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或提高学生

的学习效率，调查问题如下： 

         您使用哪些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可多选）？ 

                  A. 按照学生喜欢的教学法进行教学         

                  B. 多和学生交流，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   

                  C. 组织教学活动                                          

                  D. 使用中国电影或电视剧进行教学  

                  E.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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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教师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情况 

 
        (1) 中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情况 

        在中型学校的 16 位本土汉语教师中，调查结果显示采取按照学生喜欢的教学

法进行教学的学习兴趣的有 6 位教师，通过多和学生交流，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的

教师有 12 位，通过组织教学活动的教师有 9 位，通过使用中国电影或电视剧进行

教学的教师有 3 位，其中有 10 位本土汉语教师会通过两种以上方法来提高学生的

学习热情。 

        (2) 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 2 位教师都采取了多和学生交流，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和组织教

学活动两种方法来提高中学生的学习热情。 

      （四）本土汉语教师的发展方面 

        作为一名教师需要不断学习，调查内容主要由教师的培养方式，共有 6 项，问

卷问题和调查结果如下： 

        您通过什么培养方式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可多选）？ 

                 A. 阅读相关文献                         B. 参加相关培训 

                 C. 与教学经验多的教师谈论     D. 其他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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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3 教师通过什么培养方式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1) 中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通过什么方式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在中型学校的 16 位本土汉语教师中，调查结果显示，通过阅读相关文献的本

土教师有 9 位，占 28%；通过参加相关培训的本土教师有 14 位，占 44%；通过与

教学经验多的教师谈论的本土教师有 9 位，占 28%。还有 10 位本土汉语教师都会

使用两种以上方式来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2) 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通过什么方式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在小型学校的 2 位本土汉语教师中，调查结果显示，2 位本土教师都会通过加

相关培训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专业，占 50%；通过阅读相关文献的本土教师有 1

位，占 25%；通过与教学经验多的教师谈论的本土教师有 1 位，占 25%。在小型

学校其中 1 位本土汉语教师会使用两种以上方式来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关于参加相关培训的培养方式，笔者还还咨了教师参加相关培训的频率，如下： 

        您多长时间会参加相关培训？ 

                A. 一个月一次             B. 一个学期一次 

                C. 从未参加培训      D. 其他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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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4 本土汉语教师参加相关培训的频率 

 

        (1) 中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参加相关培训的频率 

        调查结果显示，对于中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参加相关培训的频率，发现一个学

期参加一次的教师有 13 位，一个月参加一次的教师有 1 位，还有 2 位教师表示从

未参加过相关培训。但是有一些在同校的教师，他们参加相关培训的频率并不一样。

因此，可以看出，中型学校的本土汉语参加相关培训的频率不是规范化的。 

        (2) 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参加相关培训的频率 

        从调查结果发现，有一位小型学校的本土汉语教师表示一个学期参加一次，另

一位教师表示一个月参加一次。 

        汉语教师在成为一名汉语教师过程中，大部分都有机会去中国留学的经验，能

在语言环境中使用汉语沟通，但回泰国当汉语教师后，使用汉语说话的机会就很少，

导致运用汉语的能力下降，因此教师需要不断地找机会使用汉语交流、听汉语语音、

参加中国文化活动等。笔者对本土汉语教师接触汉语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如下： 

         您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用汉语交流吗？ 

                  A. 经常           B. 较少           C. 没有 

         您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中文电视节目、电影、中文书吗？ 

                  A. 经常           B. 较少           C.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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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本土汉语教师使用汉语交流的情况 

 

          

  图 36 本土汉语教师看中文电视节目、电影、中文书的情况 

 

        (1) 中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接触汉语的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用汉语交流的教师有 2 位，很少用汉语交流

的本土教师有 14 位，经常用汉语交流的 2 位本土汉语教师都在同校，他们表示工

作时尽量使用中文交流，还有通过微信跟中国朋友交流。  

        对于在日常生活中教师是否经常看中文电视节目、电影、中文书等，从图 36

上的调查结果显示，很少看中文电视节目、电影、中文书的教师有 12 位，还有 2

位教师在日常生活中完全不看中文电视节目、电影、中文书等。春武里府中型学校

没有经常看中文电视节目、电影、中文书等。 

        (2) 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接触汉语的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2 位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都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很少用汉语交

流，因为学校只有一名汉语老师并没在汉语的语言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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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小型学校的本土汉语教师在日常生活中教师是否经常看中文电视节目、电

影、中文书等，从图 36 上的调查结果显示，2 位小型学校的汉语教师都很少中文

电视节目、电影、中文书等。 

        汉语老师不应该只在日常生活中用汉语交流或看中文电视节目、电影、中文书

等，还应该进行跨文化交流，参加中华文化活动。此调查对本土汉语教师参加中华

文化活动的情况进行调查，如下： 

         您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参加中国文化活动，如书法、音乐、功夫等吗？： 

                  A. 经常           B. 较少           C. 没有 

 

 

图 37 教师参加中国文化活动情况 

 

        (1) 中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参加中华文化活动的情况 

        在中型学校的 16 位本土汉语教师中，调查结果显示很少参加中华文化活动的

教师有 12 位，还有 4 位中型学校的教师从来没有参加中华文化活动，但目前春武

里府在中型学校没有参加中华文化活动的本土汉语教师。 

        (2) 小型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参加中华文化活动的情况 

        在小型学校的 2 位本土汉语教师中，调查结果显示 2 位教师都很少参加中华文

化活动的教师。 

        教师积累了教学经验以后，会知道自己的提升空间在哪里，继续读研究生或博

士也是提高教师专业能力的一种方式，因为在研究生或博士生阶段，教师会能掌握

科研能力，尤其是教学论。因此，笔者对本土汉语教师打算读研究生或博士的情况

进行了调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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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否打算读研究生或博士？ 

                  A. 是           B. 否           C. 不确定  

 

 

图 38 本土汉语教师打算读研究生或博士的情况 

 

       （1）中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打算读研究生或博士的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中型学校的 16 位本土汉语教师，有 5 位表示没有打算读研究

生或博士，另 11 位教师都表示目前不确定。 

       （2）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打算读研究生或博士的情况 

        在小型学校的 2 位本土汉语教师中，调查结果显示只有有 1 位教师打算读研究

生，另 1 为教师没有打算读研究生或博士。打算读研究生的教师表示追求更高的学

历会能让她的未来有更多的机会和优势。 

 
二、中小型学校中学本土汉语教师现状的访谈调查结果与分析  

        笔者对春武里府中小型学校的 6 位中学本土汉语教师进行访谈调查，然后通过

对方谈内容的分析总结出四个方面：学校与环境方面、教师个人基本情况方面、教

学现状及发展方面。 

      （一）学校与环境方面 

        在学校开设中文课的原因上，教师 A 表示学校想让高中生在这里有更多的学

习选择。此外，希望增加学生人数以扩大学校规模，目的是吸引对汉语有兴趣的学

生来学习。教师 B、D、E、F 都认为汉语是泰国教育中重要的科目之一，以后汉

语就是每所学校都会开设的一门课程。教师 C 学校已经开设了大约 10 年了。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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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学中文很流行，那时候本学校只有实习生，没有专任教师，也是当时学校的政

策。 

        在中小型学校和大型学工作的不同点，六位教师都认为小型学校除了教学外，

还有负责各种行政工作。大型学校，这部分会有专门人员负责而有足够的汉语教师。

六位教师都认为，大型学校会支持汉语部，而小型学校会没有足够的支持，比如：

用于购买投影仪、现代教学中的媒体设备或者举行活动的材料。教师 B 表示，与

大型学校教师相比，小型学校教师的工作量更大，因为不仅要负责整个学校的汉语

教学，还要负责学校各个部门的文件和管理那些家庭非常贫穷的学生,使教师的工

作量较大 

        在学校的周围环境上，教师 A、B、D、E 学校都靠近森林，周围绿树环绕，

没有大型工厂。她们表示学校附近有小村子，大部分学生都是从村子里来的，家长

大部分都是农民。教师 B 表示学校对面是两所军营，所以有些部分学生的家长当

军人。教师 C 学校靠近海边，所以学生的家长大部分都做渔民。六位教师都发现

大部分学生家长的经济情况一般比较差，没时间教育孩子，导致孩子自卑心理影响

学习效率。因此，助力每个孩子健康成长和快乐是中小型学校每一位教师的任务之

一。除了教师 A，其他教师都认为学校周围环境对学生的学习效果没有影响，但家

长对学生的学习效果有一定的影响。教师 A 认为学校周围环境对学生学习的效果

有影响，因为目前学校还没有围墙。由于本学校靠近森林，让不良行为学生逃课逃

得很容易，他还认为没有围墙的学校可能是吸引学生逃学的一个原因之一，因为他

们可以方便地走出校外，而且因为没有围栏的学校会影响校内人员和学生的安全，

另一个问题是天黑时，对女性教师来说还存在着危险，尤其是在贫困社区中的小型

学校的女性教师。。 

        在教师的数量是否能满足学校需求上，教师 A、C、E 都表示教师的数量已满

足学校的需求，而她们都想邀请中国志愿者教师到学校一起上课，但是教师 B、D、

F 都认为汉语教师的数量不足。 

        总体来说，学校与环境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一、学校的周围环境上；二、

中小型学校和大型学工作的不同点是大型学校有专门人员负责与教学无关的工作和

有足够的汉语教师，而小型学校师资缺乏，汉语教师有许多与教学无关的工作，影

响汉语教学方面；三、汉语教师的数量不能满足汉语教学的需求，这一点也是影响

汉语教学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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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师个人基本情况方面 

        在教师的汉语学习经历上，教师 A、B 、D、F 从高一开始学习汉语。教师 C、

E 是从大一开始学习汉语。教师 A、C、D 都在泰国东方大学的汉语教育专业毕业，

教师 B 在泰国北柳皇家师范大学毕业，六位本土汉语教师都有中国留学经验。 

        在当汉语教师的原因上，教师 A 在上高中有一位实习教师给个建议选择汉语

教育专业上学，自己也觉得自己汉语水平也不错就选择了汉语教育上学。教师 D、

F 是因为从高中开始对汉语感兴趣，所以想当汉语老师。教师 B 在上高中有机会能

给小孩做汉语培训班，过了一段时间自己就觉得自己对汉语教育比较熟练了，就选

择汉语教育上学。教师 C、E 从一开始到学校做实习教师，发现有学生遇到了很多

学习困难， 对遇到问题的孩子感到怜悯和同情，所以就想当汉语教师。 

        在工作量方面上，教师 A 除了教学外，还有负责各种行政工作，目前还觉得

能控制。教师 B、C、D、E、F 都表示工作量有点过大，他们每天都要做行政工作，

比如每天收发书籍，无法提前预知时间。另外教师 B 还需要代替上社会课。由于

还有负责各种行政工作，所以就对教学有影响，每位教师都希望能招聘更多的行政

工作人员，一方面能减轻他们的工作量，另一方面能让他们重视汉语教学。 

        在自己专业知识的评价上，教师 B、C、E、F 表示目前很少用汉语交流，感觉

自己的口语能力越来越差。教师 A 觉得自己很擅长和学生一起做活动来获得乐趣，

但很少将技术使用，因为学校的现代技术设备还不够用。而且也认为自己可以找到

一种方法来传授知识，自己一直在努力想出新的教学方法。教师 B 可以做有趣的

活动，但是最终还是缺少同学们的测量和评价。教师 C 觉得自己能使困难的事情

变成简单的事情，而且可以改变学生学习中文的态度，但也还担心自己的语法知识。 

        在个人爱好方面上，教师 A 跟学生一起踢足球，每个周末也到学校逛逛。教

师 B 看中国抖音，听鬼故事恐怖奇谈。教师 C 结婚前和朋友约会。目前留在家里

与家人一起抚养孩子。教师 D、F 的爱好是看电影和听音乐。教师 E 的爱好是跟朋

友去咖啡厅。 

        在最大的困难方面，教师 A、D、E、F 都表示对中文知识和公务员考试有点

压力，刚开始当汉语教师时是最困难的是在课堂或日常生活中进行适应，以遇到不

按预期进行的事件或学生。教师 B 个人认为是学习教育专业时间长达 5 年，以成

为一名教师需要了解中文语法，另外也要了解课程科目、测量科目、包括研究和计

算科目的内容，这些都让教师 B 很难了解。教师 C 认为要有为人师表的精神，才

能历经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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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个人待遇的满意程度上，教师 A、E、觉得还不太满意，应该要比目前得到

更多，教师 B 、F 觉得对各项福利还是比较满意，教师 C 、D 对各项福利还是觉

得一般，六位教师都认为对于还没有负担的人来说，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已经足够了。 

        在汉语教师事业的发展前途方面，六位教师都认为有发展前途，而发展速度非

常慢，但公务教师很有稳定性。另外，教师 C 还认为必须参加行政考试才能取得

明显的发展前途。 

        从以上的资料可见，教师个人基本情况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工作量方面和教

师的汉语水平方面，这两个问题都是影响汉语教学方面的。 

      （三）教学方面 

        在教师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方面上，有四位本土汉语教师都认为沟通技能是最

重要的，教师 A 表示必有社交能力，因为教师在工作上需要互相帮助。六位教师

都认为教师应能够鼓励学生， 并使用大量的教学心理。 

        在教学中遇到过问题与解决建议上，教师 A、C 遇到有一些学生对汉语不感兴

趣，以及教学内容难以把控，因为学生入学前班不必参加入学考试，所以入学后所

有学生的汉语水平不尽相同，使教师需要一直改善教学内容。教师 B 发现有些学

生不敢说中文，所以他们不想上汉语课，解决办法是找一份他们能负担得起的工作，

当他们做成功时，通过让同学们鼓掌来给予积极的强化。学生们大多都在社区内， 

大部分家庭的经济情况不太好，所以家庭情况对学生的学习效率有影响，导致学生

有攻击性行为。教师 C、D、F 表示学校缺少麦克风、扬声器、投影仪等教学媒体，

缺少这些媒体将是教学中的一个巨大问题，自己希望泰国的教育体系在每所学校都

是平等的。从汉语教材的问题来讲，在访谈中教师 D 表示在汉语教学中不仅缺乏

多媒体设备，而且没有课本教材，若是大型学校的汉语教学，汉语教师不仅可以要

求国内外的教材，还可以要求与汉语教学有关的工具。 

        在待遇对教师教学质量是否有影响上，六位本土汉语教师都认为待遇对工作中

的情绪和士气有影响。 

        在与教学无关的工作上，六位本土汉语教师都认为肯定有影响，因为有时候我

必须做行政工作。 有时不得不突然放弃教学，必须通过留作业给学生解决短期问

题，以及不能让其他教师代替互相帮助，由于每位教师都有自己的任务。教师 B

表示要负责两个课程的教学，她不仅要负责全校的汉语教学，还要负责其他课程教

学。有时候需要先完成其他工作，教师就没时间备课，甚至不能上课，使教师感到

自己对教学没有责任并没有完成教学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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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基础教育委员的支持上，六位本土汉语教师都发现教育部的支持很少甚至

没有，只有教师 B 参加过在线 HSK 汉语教学培训，或许泰国教育委员会发一份中

文的教学手册。 

        在预算上，出了教师 A 外，其他教师都认为教育委员会安排的预算很少，不

够用。教师 E 表示因为预算有限，导致学校缺乏多媒体设备和组织汉语课外活动

有限，，所以教师不能经常举行汉语活动，很少有机会体验到中文化。教师 C 表

示因为学校的预算有限，导致学校缺乏对汉语教学有效的教材。而且中小型学校教

材单一，教师不能自己挑选教材，学校的教材主要由第 18 区中学教委的来决定而

只有一种教材版本，但一种教材不能满足汉语教学的需求，又缺乏多媒体设备。对

缺乏教育技术设备的汉语教师来说，教材是教师进行教学的主要工具，教师需要靠

教材上课、布置作业、备课等。教师 A 表示除了教育委员会给的预算表，她还获

得过市政预算的支持，所以只有教师 A 认为比较合适，获得的预算将用于举行各

种各样的活动为主，比如春节活动或者中秋节活动。 

        在中国籍教师不足的地方上，五位名汉语教师没有跟中国籍教师在学校一起任

教的经验，只有教师 B 学校以前招聘过一名中国教师，自己认为由于这位中国教

师年龄比较大，发现学习中没有使用现多媒体设备。教师 A 和 C 认为中国籍汉语

教师必须了解泰国学生的生活文化和与学生交流的方法。我们不应该过于严格地教

导。 

        在对学校、基础教育委员的需求上，有五名汉语教师都想得到泰国教育委员会

的支持，支持本土汉语教师组织学生去中国留学，学习中国文化，在语言环境范围

内使用汉语交流。教师 A 认为想让学校邀请中国籍汉语老师来学校任教，以学生

就能实际练习使用该语言。教师 B、C、F 都表示，因为没有所有年级的中文书籍，

想让学校要所有年级的完整练习教科书。教师 C 认为，因为学生家长的经济情况

比较差，所以想获得汉语水平考试的预算支持。 

        从以上的资料可见，教学情况方面的问题是：1、工作量方面, 因为中小型学校

的本土汉语教师有很多与教学无关的工作；2、教育预算有限，导致学校缺乏多媒

体设备和有效的教材，影响教师的教学效率。 

      （四）发展方面 

        在参加培训的经验上，六位本土汉语教师都表示中小型学校的汉语教师很少受

到基础教育委员会的支持。教师需要靠自己的主动性寻找相关培训，那些培训项目

大部分都是私立单位举办的，然会教师自己到私立单位报名参加培训。教师 A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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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过泰国华文教师协会的汉语教师能力提升计划的培训、如何教学生学好中文的培

训，教师 B 参加过为期 10 天的东方汉语教学培训班。教师 A、C 参加过如何教泰

国学生参加 HSK 考试并获得奖学金来中国留学的培训、现代汉语教师学习汉语培

训等等。六位本土汉语教师都表示他们从 facebook 收到大部分培训信息。 

        在参加培训后的效果上，教师 A 把如何教学生学好中文的培训主意来使用，

将课堂氛围换成中国文化风格或使用 KAHOOT 程序适应课堂。教师 B、C、D、E、

F 都表示很少把培训后的知识来使用，因为学校没有技术或媒体。有五位本土汉语

教师表示参加相关培训后，大多数教师都反映他们在培训上的各方面需求并不能得

到满足，不能把知识来运用到课堂教学，因为培训的内容大多是现代化的，但中小

型学校还缺少现代技术设备，    

        在社会的发展上，三位教师都认为本土汉语教师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教师 A

认为，因为当学生能用中文交流时，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得到工作。教师 B 认

为，因为我们通过道德课程让学生乐于学习，从而培养学生，以后他们就会能够促

进社会的发展。教师 C 认为教师能够成为学生的偶像或好榜样，这会让他们进一

步促进社会的发展。 

        从以上的资料发现，发展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本土汉语教师的培训不足，因

为很少参加相关培训，而且现有的培训内容是不充分、不全面的。 

 
 

第三章 泰国春武里府中小型学校中学本土汉语教师               
存在的问题 

 
        笔者通过分析问卷调查结果与访谈了解了春武里府中小型学校中学本土汉语教

师的各个方面，发现在泰国中小型学校的中学本土汉语教师现状中存在的共同问题

总共有四个方面：学校与环境状况；教师个人基本情况；教学现状及发展方面。 

 
一、学校与环境方面的问题 

        学校与环境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中型学校的网络效率、中型学校离教育服务

区办公室的距离、学校的周围环境上。 

        在网络效率的问题上，大部分的中小型学校的本土汉语教师都表示学校的网络

效率不稳定，有时候比较慢。总体来说，目前春武里府中型学校的网络效率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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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本土汉语教师的教学，因为在汉语教学中需要使用网络进行上网查阅信息，

且校园是学习读书的地方，如果能利用网络的优势，让学生们更方便地查阅信息，

就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在学校离教育服务区办公室（第十八区教委办公室）的距离上，发现春武里府

第十八区教委的 11 所中小型公立学校都离第十八区教委办公室比较远，有 8 所中

小型公立学校 1 离第十八区教委办公室 40 公里以上。可以说明大部分的春武里府

的中小型公立学校都离第十八区教委办公室比较远。从访谈结果中发现第十八区教

委办公室在城市里，但大部分的中小型学校都离城市比较远，交通不方便，而且学

校环境不发达，刚从事不久的教师又没有汽车，所以需要教育服务区办公室办的帮

助或想去办事时会有困难的，基础教育委员也不方便到中小型公立学校做访谈及观

察。因此，中小型公立学校容就易产生被基础教育委员忽略的情况。 

        在学校的周围环境上, 在访谈调查中发现大部分的中小型学校在村子里，周围

绿树环绕，没有大型工厂，教师 A 认为学校周围环境对学生学习的效果有影响，

因为本学校靠近森林，让学生逃课逃得很容易，而且目前学校还没有围墙，他认为

没有围栏的学校会影响校内人员和学生的安全。另一个问题表现为，当天黑后，对

女性教师来说存在着危险，尤其是在贫困社区中的小型学校的女性教师。 

        除此之外，在访谈中本土汉语教师表示中小型学校在村子里还带来了一系列问

题。与大型学校教师相比，小型学校教师的工作量更大，因为大部分学生都是从村

子里来的，家里的经济状况一般，没时间教育孩子，导致孩子自卑心理影响学习效

率，因此，教师必须照顾那些家庭非常贫穷的学生，助力每个孩子健康成长和快乐

是中小型学校每一位教师的任务之一。总的来说，在环境因素中学生和学校情况对

汉语教学具有影响，其他包括人际关系、学生家庭情况。 

 
二、教师基本情况的问题 

        教师基本情况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性别、教师的汉语水平。 

        从性别上讲，发现中小型学校的中学本土汉语教师中女性多，男性少，有部分

未指定性別，说明目前对汉语教学感兴趣的女性最多，同时男性学习汉语教育专业

的人数较少，其中一部分毕业后不从事汉语教师职业，导致泰国汉语教学仍然存在

女性多男性少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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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汉语教龄上讲，虽然年龄构成在 26-30 岁之间的本土汉语教师最多，但是他

们已有 4 年以上的教龄，而且他们都毕业于汉语教育专业或者汉语言专业，已获得

教师资格证，说明大部分的本土汉语教师已有了教学经验。 

        从教师的汉语水平上讲，发现通过 HSK5 级以上的本土汉语教师有 11 位，中

型学校通过 HSK5 级的中学汉语教师占比 63%，小型学校通过 HSK5 级的中学汉语

教师占比 50%。在这个水平上，教师可以阅读汉语报刊杂志，能帮助高中学生提

升到 HSK4 级，能够去中国读本科。由于从考试当日算起，HSK 证书到期后需要

重新再考，但春武里府中小型学校每两年参加 HSK 考试的本土汉语教师较少，因

此无法保证才能保证汉语教师听力、阅读、书写各部分的汉语基本技能。另外还有

HSKK 考试，HSKK 是汉语水平口语考试，通过 HSKK 考试的本土汉语教师才能

保证教师有汉语口头表达能力，但大部分的本土汉语教师都没有参加过 HSKK 考

试。 此外，有一些本土汉语教师没有去中国留学过，这导致教师的汉语口语能力

有限，不能教较高汉语水平的学生，使用汉语交流的时候也会发生缺乏信心的情况。 

 
三、教学现状的问题  

        教学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教师的数量、教育预算、教学过程、以及工作量上。 

        根据调查结果与访谈泰国春武里府第十八区教委 9 所中小型公立学校的中学本

土汉语教师数量发现，目前泰国春武里府中小型学校的本土汉语教师数量较少，尤

其是整个学校仅有 1 位本土汉语教师，没有中国籍汉语教师和实习生帮忙协助，1

位本土汉语教师要负责全校的汉语教学，总体来说，师资结构与汉语课堂数量不平

衡会影响汉语教学的长期发展。 

        教学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为教育预算不够，中小型学校的预算不足以提供优质

汉语教育，这导致教师在汉语教学过程中会遇到许多不方便的情况。第一，中小型

学校面临着缺乏教育技术设备的情况。有大部分的中小型学校在教室里的电视、电

脑、微音器等教育技术很少，不能满足教学需求。且校园的网络效率不稳定，教师

和学生很少在课堂中接触多媒体技术。从访谈中发现教师 E 表示因为预算有限，

导致学校缺乏多媒体设备和组织汉语课外活动有限，所以教师不能经常举行汉语活

动，很少有机会体验到中文化。第二，因为学校的预算不足，导致缺乏有效的教材。

从访谈中，教师 C 表示因为学校的预算有限，导致学校缺乏对汉语教学有效的教

材。而且中小型学校教材单一，教师不能自己挑选教材，学校的教材主要由第 18

区中学教委的来决定而只有一种教材版本，但一种教材不能满足汉语教学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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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缺乏多媒体设备。对缺乏教育技术设备的汉语教师来说，教材是教师进行教学的

主要工具，教师需要靠教材上课、布置作业、备课等。从汉语教材的问题来讲，在

访谈中教师 D 表示在汉语教学中不仅缺乏多媒体设备，而且没有课本教材，若是

大型学校的汉语教学，汉语教师不仅可以要求国内外的教材，还可以要求与汉语教

学有关的工具。 

     在教学过程的问题上，多数本土汉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过度依赖听说法，听说

法属于经验派教学法，主要特点是以口语为中心，强调反复练习形成语言习惯，老

师先自己扮演角色，然后让学生模仿整个对话，反复操练形成习惯。但最大的缺点

就是若教师大量使用机械操练和模仿方式，而且影响学生失去了学习的主动性，同

时忽略了读写能力，不利于学习者全面发展实践能力和创造性思维。此外，调查中

显示超过 88%的泰国本土汉语教师在汉语课堂中都是以泰语为主。 

        从教师的工作量上来说，中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的工作量大，教学任务重，

所有小型学校和 3 所中型学校只有 1 位本土干预教师负责整个学校的汉语教学。笔

者在访谈调查中还发现大多本土汉语教师都表示自己要承担很多与教学无关的工作，

而且与教学无关的工作对教学的质量有很大的影响，例如教师 B 负责两个课程的

教学，她不仅要负责全校的汉语教学，还要负责社会课程教学，有时候因为需要完

成其他工作，教师就没时间备课，甚至不能上课，使教师感到自己对教学没有责任

并没有完成教学的任务。总体来说，工作量大不利于汉语教学的发展。 

        总的来说，公立学校很少有经济条件能支持汉语教学和活动，汉语课一般 1 周

有 1-2 节课，一个学期才组织一次汉语课外活动。学校教学设备的提供情况和多媒

体网络等操作技术的支持影响着教师教学方法的选择，从而影响教师的教学效果，

也会影响教师教学的成就感。 

 
四、发展方面的问题   

     第一，中小型学校的本土汉语教师很少参加相关培训。根据调查中所发现，多

数本土汉语教师通过参加相关培训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汉语教学水平，但对中小型

学习的教师来说，泰国教育部提供的汉语教学培训项目还是很少，在访谈调查中发

现在汉语教学的培养方面上，中小型学校的汉语教师很少受到基础教育委员会的支

持。教师需要靠自己的主动性寻找相关培训，那些培训项目大部分都是私立单位举

办的，然会教师自己到私立单位报名参加培训。参加相关培训后，大多数教师都反

映他们在培训上的各方面需求并不能得到满足，不能把知识来运用到课堂教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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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培训的内容大多是现代化的，但中小型学校还缺少现代技术设备，现有的培训内

容是不充分、不全面的。总体来说，中小型学校的本土汉语教师都表示提升自己专

业能力的方式非常有限，他们都认为自己的汉语教学能力有待提升。这些都会导致

教师汉语教学能力的提升面对很大的限制，不利于汉语教育在泰国的发展。 

        第二，在用汉语交流方面上讲，中小型学校的本土汉语教师缺乏用汉语交流的

积极性。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只有 2 位中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用

汉语交流，其他中小型学校的教师在日常生活中都很少用汉语交流，导致运用汉语

的能力下降，而且还有超过 50%的本土汉语教师表示在生活中很少看中国节目、

电视剧、中文书等汉语培养方式，这导致教师的汉语听力能力也越来越降低。 

 
    此外，由于春武里府中小型学校中学本土汉语教师出现的问题究竟是否为个例，

笔者通过文献研究法，调查了近几年有关调查泰国本土汉语教师现状的论文，以求

能发现泰国目前本土汉语教师现状中存在的共同问题。 

    黄社鹃（2020）《泰国本土汉语教师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原因与对策—以曼

谷市邦卡碧、台里啦、纳华明殿南国立中学本土汉语教师为例》调查了泰国曼谷市

第二区教委三所国立中学的教师的现状，作者对 8名本土汉语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

洪小瑞的《泰国巴蜀府本土汉语教师现状的调查研究》（2016年）调查了泰国中

部巴蜀地区高校及中学的 45名本土汉语教师。甘雅（2019）《泰国清莱地区高校

本土汉语教师培养现状调查分析》以两所大学汉语教育专业为例，通过问卷和访谈

调查法对汉语教师、学习者情况、汉语教学情况等方面进行调查，这三篇论文的调

查地区覆盖了泰国中部、北部、南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笔者通过研读这三篇论文以及自身的调查发现，关于泰国本土汉语教师现状的

问题是有很大共性的： 

    第一，教师数量的问题，与笔者调查的结果相似。甘雅（2019）《泰国清莱地

区高校本土汉语教师培养现状调查分析》中提到，在泰国学习汉语的人一年比一年

多，导致泰国汉语学习者与汉语教师的人数不平衡，教师数量往往不足。 

    第二，泰国本土汉语教师的专业知识问题，这几位作者都提到了缺乏能够传播

中华文化的汉语教师，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本土汉语教师来自非师范类汉语专业，洪

小瑞《泰国巴蜀府本土汉语教师现状的调查研究》中提到其调查的本土汉语教师

“质量良莠不齐。”许多本土汉语教师缺乏必要的教育知识和教学技巧，特别是在

中华文化方面，中华文化知识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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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本土汉语教师的培训问题，三名作者都在文章中提到了本土汉语教师培

训方面的各种问题，培训不完善，目前培训名额很少，不能满足当前本土汉语教师

的需求，而且培训内容不符合教师的使用需求。 

    第四，工作范围的问题，三名作者都在文章中都提到了泰国本土汉语教师除了

要负责教学的任务还有与教学无关的工作，本土教师需在学校的其中一个部门，这

些部门都有许多文件需要完成，需要花不少时间，这对教师的教学任务产生了直接

的影响。 

从这三篇论文及笔者自身的调查结果来看，泰国目前本土汉语教师暴露的问题

是很明显的，且具有共性。本土汉语教师的发展对汉语教学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解决好本土汉语教师的问题才能使汉语教学在泰国良好地发展。 

 

 

第四章  泰国中小型学校中学本土汉语教师存在问题的          
原因与建议 

 
        通过调查分析后发现，目前在春武里府中小型学校内的本土汉语教师还存在着

困难与问题。本文针对中小型学校的本土汉语教师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原因，并提

出了一些建议，希望能对中小型学校内的本土汉语教师有帮助。解决中小型学校内

的本土汉语教师存在的问题，这需要泰国基础教育委员会、学校以及教师自身三方

面的共同努力。问题总共有四个方面：学校与环境方面；教师基本情况方面；教学

现状方面与发展方面。 

 
一、学校与环境方面 

        根据问卷调查与访谈中小型学校教师发现，在学校与环境方面上的主要问题包

括三个方面：网络效率、学校离教育委员办公室的距离、学校的周围环境。这些学

校与环境方面问题的原因为： 

        第一，从校园的网络效率来讲，网络效率不稳定的原因是该区域的基站没有被

覆盖，因为大部分的中小型学校在村子里，周围绿树环绕，学校都离城市比较远。 

        第二，从学校离教育委员办公室的距离上来讲，第十八区教育委员办公室在城

市里，但大部分的中小型学校都离城市比较远，交通不方，而且刚从事不久的教师

又没有汽车，导致需要教育服务区办公室办的帮助或想去办事时会有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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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从学校周围环境的问题上，因为大部分中小型学校的周围都是树环绕，

附近有村子，交通不方便，对教师来说还存在着困难与危险。 

        为了能够解决中小型学校以上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的建议： 

        1. 为了解决本土汉语教师去第 18 区教委办公室有困难的问题，泰国基础教育

委员会应该定期派出教育督导，跟进学校各项问题及询问汉语教师的需求。 

        2. 为了解决网络效率差的问题，泰国基础教育委员应该帮忙找运营商投诉，这

样运营商可以加快覆盖效率，提高网络效率。 

        3. 中小型学校的本土汉语教师应该跟家长互相联系，多与家长沟通，保持良好

的关系，将学生的问题反馈给家长，让家长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因为学生的问题

需要教师与家长一起解决。 

        4. 教师应该多与社区村民沟通，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因为有良好人际关系的

教师，不仅是抱着社区村民欢迎接纳的态度，而且能接受到社区村民的关心和协助。 

 
二、教师基本情况方面 

        根据问卷调查与访谈中小型学校教师发现教师基本情况的主要问题是教师的汉

语水平问题。 

        这些教师的汉语水平问题的原因在于：从教师没有每两年参加 HSK 考试和没

考过 HSKK 考试上来讲，报名时他们必须缴纳报名费，报名费对公务教师来说并

不是便宜，HSK4：1960 泰铢（含 60 泰铢邮费）； HSK5：2460 泰铢（含 60 泰铢

邮费）； HSK6：2860 泰铢（含 60 泰铢邮费）。 

        为了能够解决本土汉语教师关于没有参加 HSK、HSKK 考试的问题，笔者提

出以下的建议： 

        1. 泰国基础教育委员会应该支持泰国公务教师报名 HSK、HSKK 的费用，让

泰国本土汉语教师每两年参加一次 HSK、HSKK 考试，可以让教师能够不断提高

的语言能力。 

        2. 在学校能力范围内，学校要注重对本土汉语教师汉语水平的监管，审核本土

汉语 教师是否每两年参加 HSK 考试并是否通过 HSK4 级以上。 

        3. 为了吸引本土汉语教师不断提高汉语能力，应该给已通过 HSK4 级以上的本

土汉语教师增加语言能力补贴的福利，有利于提高泰国本土汉语教师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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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有中文教育专业的大学泰国汉语师范专业需要建立留学项目，并加强听、说、

读、写等语言能力的教学，因为加强教师的语言能力是促进汉语教学发展的一个重

要因素。 

        5. 为了提高本土汉语教师的质量，泰国基础教育委员会应该将汉语教师的考试

模式更加严格，并提高公务教师的待遇与增加福利。 

 
三、教学现状方面 

        根据问卷调查与访谈发现，在教学方面上的主要问题包括四个方面：教师的数

量、教育预算、教学过程以及工作量的问题。这些本土汉语教师教学现状问题的原

因在于：    

        第一，从教师的数量来讲，泰国中小型学校师资缺乏，因为在泰国基础教育委

员会规定中小型学校的教师与学生的比例是 1：20，如学校有 80 名学生，可以有 4

名教师，但是 1 所中学一般有初中到高中 6 个年级，一个年级也会分为几个班，因

此，当师资不足时，导致 1 名教师要教多于 1 个班级，或者可能要教自己不擅长的

科目。 

        第二，从教育预算来讲，中小型学校获得的预算比大型学校少。 因为政府根

据人均学生给出预算，所以大型学校的人均教学预算高于中小型学校而导致小型学

校经常面临预算不足的问题，导致中小型学校缺乏多媒体设备和对汉语教学有效的

教材。 

        第三，在教学过程的问题来讲，大部分的本土汉语教师注重听说教学法，但不

利于培养学生灵活地运用语言的交际能力，问题的原因在于听说法是枯燥的机械性

操作，以教师为中心的，不管学生心理操作过程。而且根据调查结果发现在汉语教

学中教师以泰语为主及教师在生活中很少使用汉语交流，这不利于提升学生汉语听

说能力的发展。 

        第四，在工作量的问题上，与教学无关的工作会影响教师的汉语教学发展，因

为在中小型学校的本土汉语教师除了要负责汉语教学还需要在学校的其中 1-2 个部

门任职，如人事部、事务部、学术部、财务部、政治委员部等。这些学校部门有许

多相关文件需要管理，这会导致本土汉语教师任务重。在访谈调查中，教师 B 表

示因为需要及时完成学校的许多文件，有时候影响到正常课堂教学，因为教师没有

时间进课堂上课。 

        为了能够解决本土汉语教师教学现状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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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泰国基础教育委员会将师资缺乏的小型学校合并成一所学校，然后将学生和

老师聚集在一起，减少教室数量，将汉语教师分配到所有班级。 

        2. 泰国基础教育委员对汉语教学增加教学预算，尤其是多媒体设备的预算，因

为多媒体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工具，可以提供良好的语言情境，能够激发学生的学

习热情，因此在汉语教学中开展多媒体教学是非常重要的。 

        3. 泰国基础教育委员会与学校应该提供有效的教材，学校要先调查本土汉语教

师的教材需求，然后根据本土汉语教师的需求进行提供教材，因为每所学校学生的

汉语水平不一样，所以一种教材不能满足全校汉语教学的需求。至少要分为适合零

基础的学生的教材与已经有汉语基础的学生的教材。 

        4. 泰国基础教育委员应该跟中国教育相关单位合作，派中国籍教师到每所学校

的汉语教学，让泰国本土汉语教师和中国籍汉语教师合作进行课堂教学，因为中国

籍汉语教师能够补充内容不足的地方。有利于本土汉语教师和学生有机会运用汉语

交流，能够提升汉语交际能力。 

        5.学校应该支持汉语教师举办具有中国文化的课外活动或者与汉语知识有关的

比赛。 

        6.泰国基础教育委员会支持中小型学校雇用行政人员来负责学校各个部门的文

件，就能减少教师的压力，使教师有时间备课，更加关心学生的问题，能够完善课

堂教学。 

        7. 泰国基础教育委员会减少学校文件评估，应该从学生的学习效果对汉语教师

进行评估。 

        8.教师需要加强备课，提高教案质量，使用综合的教学方法，丰富教学活动，

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四、发展方面 

        根据问卷调查与访谈发现，在发展方面上的主要问题包括：中小型学校本土汉

语教师培训不足及很少用汉语交流。这些本土汉语教师的发展方面问题的原因在于： 

        第一，中小型学校本土汉语教师培训不足问题的原因是目前泰国基础教育委员

会没有对本土汉语教师进行体系性地评测和培训，以及没有组织泰国本土汉语教师

进行探讨交流会。虽然目前也有私立单位组织的培训，但是大部分中小型学校的教

师都反馈参加培训后不能把知识来运用到课堂教学，培训内容不符合中小型学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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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使用需求，因为现有的培训内容适合大型学校的汉语教学，而不能满足中小学

校汉语教学的需求。 

        第二，从教师很少用汉语交流的问题来讲，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泰国本土汉

语教师生活缺乏汉语的语言环境，导致教师的汉语交流能力下降，影响教学效率。 

        为了能够解决本土汉语教师发展方面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的建议： 

        1. 泰国基础教育委员会应该先调查中小型学校汉语教师的培训需求，然后根据

教师的需求进行组织培训。 

        2. 泰国基础教育委员应该建立泰国华文教师公会，然后组织国内外汉语教师参

加研讨会互相交流经验与在汉语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3. 泰国基础教育委员会应该组织泰国本土汉语教师去中国培训，使泰国本土汉

语教师不断学习，以及能在语言环境中运用汉语。可以通过考核来挑选。 

        4. 学校要招更多的本土汉语教师来协助目前的本土汉语教师分担教学和其他任

务，让教师能有更多的时间来提升自己的能力。 

        5. 学校应该重视本土汉语教师的培训情况，首先建立监察小组，然后定期对本

土汉语教师进行监督教学现状、培训情况以及了解汉语教师培训需求。 

        6. 本土汉语教师要积极参加汉语教学的相关培训。 

        7. 为了吸引有高水平人才的人成为公务本土汉语教师，泰国教育部应该调整教

师的基础待遇和增加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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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本论文主要分为四个方面进行研究：学校与环境方面、教师基本情况方面、教

学现状方面及发展方面。笔者通过调查问卷与访谈法进行调查了春武里第十八区教

委 11 所公立中学泰国本土汉语教师的问题，包括农利谋空苏萨瓦中学、空簪皮塔

亚堪、中型学校为空玖英玉塔雅中学、农埃喜利窝垃瓦玉塔雅中学、安喜垃皮塔亚

空中学、棵坡途安中学、同行披塔亚空中学、博通永簪玉塔雅中学、波恩素拉沙皮

塔亚空、平吉安玉姹宋中学、泰国素拉沙中学。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以下建议： 

        在学校与环境方面：泰国基础教育委员会应该定期派出教育督导，跟进学校各

项问题及需求，找运营商投诉提高网络效率，教师应该多与社区村民沟通，建立良

好的人际关系。 

        在教师基本情况方面：泰国基础教育委员应该支持泰国公务教师报名 HSK、

HSKK 的费用，学校要注重对本土汉语教师汉语水平的监管，对本土汉语教师增加

语言能力补贴的福利，吸引本土汉语教师不断提高汉语能力，有中文教育专业的大

学建立留学项目，并加强听、说、读、写等语言能力的教学，泰国基础教育委员会

将汉语教师的考试模式更加严格并提高待遇。 

        在教学现状方面，将师资缺乏的小型学校合并成一所学校，然后将学生和老师

聚集在一起，减少教室数量，将汉语教师分配到所有班级，增加汉语教学预算，要

先调查本土汉语教师的教材需求，然后根据本土汉语教师的需求进行提供教材，让

泰国本土汉语教师和中国籍汉语教师一起进行课堂教学，从学生的学习效果方面对

汉语教师进行评估，学校要支持汉语教师举办课外活动或者与汉语知识有关的比赛，

泰国基础教育委员会支持中小型学校雇用行政人员来负责学校各个部门的文件，教

师要加强备课，提高教案质量，使用综合的教学方法。 

        在发展方面，泰国基础教育委员要先调查教师的培训需求，然后根据教师的需

求进行组织培训，建立泰国华文教师公会，然后组织国内外汉语教师参加研讨会互

相交流，要建立监察小组，定期对本土汉语教师进行监督教学、培训情况，通过提

高教师的基础待遇和福利的方式吸引有高水平人才的人成为公务本土汉语教师。 

        由于本人的经验和能力有限，本论文仍存在一些的不足之处。如：应扩大研究

对象的范围，扩充调查样本，因为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没能对春武里府中小型私立

学校进行全面调查，仅对春武里府中小型公立学校进行了调查，若能分别针对中小

型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进行调查，扩大调查样本，将会使调查结果更具信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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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我 2021 年进入华侨崇圣大学学习，因为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两

年的时间都是在线上教学。我获得了很多专业知识，也提高了自己的汉语水平和专

业水平，转眼我在华侨崇圣大学最后一个学期的研究生生活就要结束了，这是很重

要的一个阶段。这篇论文少不了很多人的支持。 

首先我要感谢父母，尤其是爸爸，从论文选题到完成也给了我很多指导，还经

常鼓励我。不管遇到多么难的事情，父母一直陪在我身边，支持我，帮助我。 

再次，我要感谢我的导师，刘玲老师。从写做提纲、搜集资料，到最后论文完

稿，都离不开刘老师的支持和指导。很庆幸自己在读研期间遇到刘玲老师，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致谢。 

最后，这篇论文凝聚着很多的汗水和心血，我要衷心感谢一直在我身边的人韦

吉利，一直鼓励让我充满希望，有信心继续学习，顺利完成毕业论文。在华侨崇圣

大学的学习经历将成为我人生中的重要经历，我永远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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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一： 

本土汉语教师调查问卷 
尊敬的各位老师： 

        您好！ 

        我是潘佩珍（Patharakan Potiwat），是一名华侨崇圣大学的研究生，非常感谢

您在百忙之中愿意参加我的调查。为了进一步了解泰国中学本土汉语教师的现状，

此次问卷针对中小型学校的中学本土汉语教师进行调查。因此需要您的帮助，烦请

您以自己的实际情况回答问题。再次感谢您帮助我完成问卷！ 

第一部分：学校与环境状况 

1.您任教的学校名字：_____________________ 

2.您学校有多少本土汉语教师？： 

           A. 1-2 位        B. 3-4 位        C. 5 位以上  

3.您学校有多少中国籍汉语教师？： 

           A. 1-2 位        B. 3-4 位        C. 没有        D.其他  

4.您学校有多少汉语实习生？： 

           A. 1-2 位        B. 3-4 位        C. 没有        D. 其他  

5.全校学生人数的范围： 

           A. 120 个学生以下       B. 121-499 个学生     

           C. 500-999 个学生        D. 1000-1499 个学生  

6.全校学习汉语的学生是哪年级？：      

           A. 初中,_____年级        B. 高中,_____年级      

7.您学校开设中文课有多长时间了？： 

           A. 1-3 年         B. 4-6 年        C. 7-9 年  

           D. 10-12 年     E. 13 年以上 

8.对您来说，学校的网络效率如何？： 

           A. 快        B. 慢        C. 不稳定 

9.您学校离第十八区基础教育委员办公室多少公里？：___________________ 

10.您学校离医院多少公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您学校离派出所多少公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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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教师个人基本情况  

1.本土汉语教师性别： 

           A. 男         B. 女        C.未指定性別  

2.您的年龄构成： 

           A. 25 岁以下        B. 26-30 岁        C. 31-35 岁  

           D. 36-40 岁           E. 41 岁以上  

3.您的教育背景： 

           A. 高中毕业  

           B. 本科学位，____________专业 

           C. 硕士学位，____________专业  

           D. 博士学位，____________专业  

4.您的 HSK 水平： 

           A. HSK1        B. HSK2        C. HSK3  

           D. HSK4        E. HSK5        F. HSK6  
5.您是否每 2 年参加 HSK 考试： 

           A. 是         B. 否，上次考试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  

6.您的 HSKK 水平： 

           A. 初级        B. 中级        C. 高级        D. 没考过 

7.您的汉语教龄是多少年了？： 

           A. 1 年以下        B. 1-2 年        C. 2-3 年        D. 3-4 年        E. 4 年以上 

8.您是否有教师资格证？： 

           A. 有        B. 没有        C. 打算考 

9. 您是否有留学经验？去了多长时间？： 

           A. 有，1 年以下        B. 有，1-2 年        C. 有，3-4 年  

           D. 有，5 年以上        C. 没有 

10.您什么时候开始学汉语？： 

           A. 小学        B. 初中        C. 高中  

           D. 大学        F.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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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教学现状 

1.您任课的学生是哪年级？（可多选）： 

           A. 初一        B. 初二        C. 初三 

           D. 高一        E. 高二        F. 高三  

2.您一般使用哪种教学法（可多选）？： 

           A. 直接法        B. 视听法        C. 任务法  

           D. 听说法        E. 交际法        G.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3.您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哪些语言能力？： 

           A. 听        B. 说        C. 读        D. 写 

4.您觉得在汉语教学中哪些教学内容对你有困难（可多选）？： 

           A. 语音        B. 词汇         C. 语法  

           D. 汉字        E. 中国文化  F. 中国历史 

5.您觉得哪些教学内容最有困难？： 

           A. 语音        B. 词汇          C. 语法  

           D. 汉字        E. 中国文化   F. 中国历史  

6.您在教学过程中以什么语言为主？： 

           A. 泰语为主        B. 英语为主        C. 汉语为主        D. 其他 

7.您是否经常在课堂中应用多媒体技术（如 PPT、视频、音频等）？： 

           A. 经常        B. 偶尔        C. 从不  

8.您在课堂中常用哪些现代教育技术（可多选）？： 

           A. PPT         B. 中国卡通        C. 中国影电影/视剧      

           D. 中国歌    E. 教育网站        F. 其他____ 

9.您在课堂中最常用哪些现代教育技术？ ： 

           A. PPT         B. 中国卡通        C. 中国影电影/视剧      

           D. 中国歌    E. 教育网站        F. 其他____ 

10.您在课堂教学中使用什么教材？： 

           A. 中国的教材，教材名字是：_____________________      

           B. 泰国的教材，教材名字是：_____________________       

           C. 自己编的教材    

           D.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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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您觉得目前使用的教材是否适合学生？： 

             A. 合适        B. 不太适合        C. 完全不合适 

12.您觉得该给学生布置多少汉语作业？： 

             A. 布置较多的作业        B. 布置较少的作业      

             C. 不需要布置作业        D.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13.您上课前是否备课？： 

             A. 每次             B. 每周一次      

             C. 从不备课     D.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14.您多长时间会组织课外活动？（比如：中国节日活动、中国文化活动、中文辅

导活动等）： 

             A. 每周一次         B. 每月一次 

             C. 每学期一次     D.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15.您多长时间会对学生的汉语能力进行测试和评估？： 

             A. 每节课           B. 每周一次          C. 每月一次 

             D. 每学期一次   E.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16.您使用哪些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可多选）？： 

             A. 按照学生喜欢的教学法进行教学  

             B. 多和学生交流，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   

             C. 组织教学活动  

             D. 使用中国电影或电视剧进行教学  

             E.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17.您觉得在课堂内教师需要鼓励学生运用汉语交流吗？: 

             A. 需要 

             B. 不需要 

             C.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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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发展方面 

1.您通过什么培养方式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可多选）？： 

            A. 阅读相关文献                        B. 参加相关培训 

            C. 与教学经验多的教师谈论    D.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2.您多长时间会参加相关培训？： 

            A. 一个月一次         B. 一个学期一次  

            C. 从未参加培训     D.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3.您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用汉语交流吗？： 

            A. 经常        B. 较少        C. 没有 

4.您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参加中国文化活动，如书法、音乐、功夫等吗？： 

            A. 经常        B. 较少       C. 没有 

5.您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中文电视节目、电影、中文书吗？： 

            A. 经常        B. 较少       C. 没有 

6.您是否打算读研究生或博士？： 

            A. 是            B. 否           C. 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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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本土汉语教师访谈提纲 

 
第一部分：学校与环境状况 

      - 您的学校为什么开设中文课？ 

      - 您觉得在小型学校或中型学校工作和在大型学校工作有什么不同点？ 

      - 学校周围如何？影响教学的效果吗？ 

      - 您认为教师的数量能满足学校需求吗？ 

第二部分：教师个人基本情况 

      - 请说说您的汉语学习经历（在哪里毕业？—是否有留学经验？—汉语水平等） 

      - 你为什么当汉语老师？ 

      - 您的工作量如何？     

      - 请您评价自己的专业知识？    

      - 在成为汉语教师的过程中，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 您是否对自己的待遇满意？有什么看法？ 

      - 您觉得当汉语教师是否有发展前途？ 

第三部分：教学现状 

      - 您觉得在泰国当汉语教师最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和技能? 

      - 您在教学中遇到过什么问题？对泰国汉语教学有什么建议？ 

     - 您觉得待遇方面对教师教学的质量有影响吗？ 

      - 参加汉语课堂的学生，是学校的安排还是学生自己选？ 

      - 您认为与教学无关的工作对教学的质量有影响吗？ 

      - 目前学校、基础教育委员、教育部如何支持中小型学校的汉语教学？ 

      - 您觉得教育部给的预算合不合适？给预算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 您认为从中国来的志愿者还有什么地方不足？ 

      - 您认为泰国汉语教学还有什么问题？ 

      - 您需要学校、基础教育委员、教育部的支持吗？ 

第四部分：发展方面 

      - 你参加过汉语教学相关培训吗？什么培训？ 

      - 您参加相关培训后，您能够把知识来使用吗？ 

      - 您觉得汉语教师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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