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บทคัดยอ 

 

ค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ถือเปนปจจัยสําคัญในการดําเนินการจัด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 การวิจัย

ครั้งนี้จึงมีวัตถุประสงคสําคัญเพ่ือศึกษาประเด็นการสงเสริมครูในการจัด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 ใน

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โดยการสํารวจสภาพความเปนจริงของ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 ความกาวหนาใน

วิชาชีพครู ดวยวิธีแนวคิด และการสรุปผลจากวิชาพฤติกรรมองคการ จากผลสรุปพบวา การให      

คําจํากัดความคําวาค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มืออาชีพประจําทองถ่ินไมเพียงข้ึนกับสัญชาติของตัวครูเทานั้น  

ยังตองใหความสําคัญวาอาชีพค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มี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และยั่งยืน และมีแผนการดําเนินวิชาชีพ

ค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ตลอดชีพหรือไม 

การวิจัยครั้งนี้ ลงรายละเอียดในการสํารวจสภาพความเปนจริงของระบบ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

ภาษาจี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และหนวยงานท่ีเก่ียวของ เพ่ือศึกษา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ทํางานและการอบรมครูให

ลึกซ้ึงมากข้ึน การวิจัยครั้งนี้ได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กลุมครูชาวไทยและครูชาวจีนหรือครูอาสาสมัครชาวจีน 

พบวา ครูท้ังสองกลุมยังไมคอยพึงพอใจกับการพัฒนาวิชาชีพ การอบรม รายไดและเวลาการทํางาน     

ท่ีสูงของครู นอกจากนี้ยังประสบปญหาความไมม่ันใจในคุณภาพการสอนของตนเอง การวิจัยครั้งนี้ได

สัมภาษณหนวยงาน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และพบปญหาทางดานนโยบาย จึงเสนอใหแกไขปญหา

ดวยการยกระดับความสําคัญของวิชาภาษาจีน ยกระดับฐานะครูและสนับสนุนปจจัยตาง ๆ ใหแก

อาชีพครูดวย  

การวิจัยครั้งนี้ ยังเสนอใหใชรูปแบบ UGS เพ่ือสงเสริมค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ซ่ึง

รูปแบบนี้จะใหความสําคัญใน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ระหวางรัฐบาล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และสถาบันตาง ๆ ทางดาน

การอบรมครู รัฐบาลจะรับผิดชอบเรื่องนโยบายสงเสริมการพัฒนาครู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รับผิดชอบเรื่อง

การวิจัย การจัดการอบรมครูและคอยใหคําแนะนําทางนโยบายแกรัฐบาล สวนสถาบันจะรับผิดชอบ

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และสรุป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 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ระหวางสามฝาย

อยางจริงจัง จะสามารถสงเสริมค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อยางมีประสิทธิภาพและยกระดับคุณภาพของครูสอน

ภาษาจีนอยางแทจริง 

 

คําสําคัญ:  ค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ทองถ่ิน UGS 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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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teacher is a pivotal aspect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he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issue of the localization of 

Chineseteachersin Chinese education in Thailand.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from the 

Organization Behavior’s methodology, cognition and conclusion, which to define 

professional Chinese teachers formthe teachers’long-term stable career plans or 

theirlifelong plan for Chinese education, but not its nationality. 

This study explored virtual Chineseeducation and the policy authorities in 

Thailand. Local Thaiteachers and Native/volunteered Chinese teachers are 

Comparative study groups.The results showed thatthey dissatisfied with career 

development, training, salary and work intensity, while their self-confidence in 

teaching and quality were insufficient.Thus, the researcher accorded with the policy 

development and proposed challenges on status of Chinese Courses, teachers and 

social resources,to improve the localization of Chineseteachers in Thailand by 

interviewing the relevant competent authorities. 

This study adopted UGS model and indicated suggestions to enhance the 

loc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eachers in Thailand.The government, 

universities and (community) schoolsshould play roles and cooperate well;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aighten out the policy and support long-term developmentfor 

Chinese teachers; the University should updateresearch results, offer training chance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schools should provideample teaching opportunities and 

feedbacks.They should play role well on each other to achieve high-quality 

expectation of teacher training. 

 

Keywords:  Chinese teacher, localization, UGS, Tha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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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汉语教师是汉语教育开展过程中的关键因素，本文研究的重点在于泰国汉语

教育中的汉语教师本土化问题。首先基于泰国实际的汉语教育开展情况，借鉴使

用了部分组织行为学对于职业生涯规划方面的研究方法、思路和结论，从汉语教

师职业稳定性的角度出发，对泰国本土化的汉语教师定义进行了阐述，确定泰国

汉语教师本土化的定义应该不仅以国籍为本土化的分类标准，而更应该关注教师

是否在泰国有长期稳定的职业发展计划，能够将汉语教育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具体研究方面，重点从泰国汉语教师和制定泰国汉语教师政策的主管部门两个视

角出发，研究泰国汉语教师的现状。为更深入了解泰国本土汉语教师的工作和培

养情况，本研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问卷、访谈调研。在研究中，将泰国本土的汉

语教师与从中国来泰国从事汉语教育的教师、志愿者作为对比研究组，从汉语教

师的视角发现其在职业发展道路、教育培训机会、薪资待遇水平与工作强度方面

满意度相对不高，并且还发现，泰国汉语教师在教学效果和质量方面的自信心也

不足。 

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访谈了泰国教育部的相关主管部门，从政策制定的角

度思考泰国汉语教师本土化的主要阻碍，并提出汉语课程地位、汉语教师地位、

社会资源支持等方面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借用 UGS模式以更好的支持泰国汉语教师本土化发

展的建议。具体提出，泰国的汉语教师培养应当更加注重政府、大学、（社区）

学校的合作，在汉语教师培养当中，三者各自承担自身的角色，政府负责制定相

关政策，支持汉语教师长期发展；大学提供最新研究结果、长期的职业培训机会

和政府政策建议；学校提供大量的教学机会，并反馈实际教学经验。通过三者有

机合作，有效承担教师培养的职责来实现汉语教师的高质量培养。 

 

关键词： 汉语教师本土化 UGS 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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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汉语教师本土化定义主要观点 

 

1、研究实践中的“教师本土化”概念 

“本土化”是汉语教学在非汉语母语国家落地的重要研究方向，围绕着“本

土化”进行的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都有很多。在汉语教学开展情况的研究当中，

本土化也被视作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这些“本土化”研究包括了很多方面的内

容，例如教学法的研究、教材的研究、学生适应性的研究等，而在这其中，关于

汉语教师本土化的研究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尤其随着近几年，中国对外政策调

整等宏观因素的变化，国际对于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量的需求越来越大，早在

09 年就已经有人提出单纯依靠国内派出师资来进行汉语国际推广,已经不能适

应形势的发展需要。
[1]
2017年，孔子学院一家机构就向 146国派出汉语教师 3574

人，支持各省、区、市教育厅（委）和高校派出教师 5001人。向 127国派出汉

语教师志愿者 6306 人。
[2]
这也说明了汉语教学在世界各国都存在需求，也说明

了汉语教师在非汉语母语国家本土化的必要性。从实践角度来看，教师本土化内

涵的研究最后会支持国家政策的变化出台、决定汉语教师在相应国家的发展，这

对于汉语在世界各国的发展都有很好的支持作用。 

在近几年的文献当中，也有一些研究涉及到了非汉语母语国家的汉语教师

“本土化”问题，尤其在一些实证类的研究当中，会通过调查结果来反映调查地

教师“本土化”状态，但是在所有这些研究当中，“本土化”作为一个概念，却

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研究中对“本土化”的描述更接近于一种“约定俗成”

的概念，结合语境，这些本土化的概念有各自不同的含义。 

其中大部分的“本土化”聚焦在教师本身的国籍方面，这也成为了在“教师

本土化”这个概念使用时最典型的内涵。在一些实证研究当中，问卷调查的编写

中会将通过询问国籍得到的信息等同于教师是否为“本土化”教师的标志性指标。

还有一些研究将本国籍的教师教育数量作为教师政策本土化的效果指标。 

汉语教师本土化的另一个指标则是学习成长路径的情况，例如大学是否能够

给予足够的系统化学习汉语的机会，是否能够有效支持汉语教师的成长。这种指

                                                        
[1]《孔子学院与海外汉语师资的本土化建设》，宛新政，2009年 1月 5日，云南师范大 

学学报 

[2]《孔子学院年度发展报告 2017》，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 

 http://www.hanban.edu.cn/report/2017.pdf，2018 年 3 月 12日 

http://www.hanban.edu.cn/report/2017.pdf，2018年3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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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产生，与一些国家的汉语课程开展的实际情况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这种视角

的开辟，主要与一些国家的语言课程开放现状与学习者之间的需求的矛盾有关。

例如在泰国的汉语学习状况研究就发现，学生们选择学习汉语的虽然不多，但是

这并不是学生自愿选择的结果,它与一线学校开设哪一种第二外语密切相关。
[3] 

此外，还有一部分研究中，将汉语教师的本土化与“非志愿者化”相互关联。

这种研究将泰国汉语教师区分为两个组成部分：输入型汉语教师和本土型汉语教

师。输入型汉语教师主要包括公派教师、国际汉语志愿者教师、校际互派教师以

及自行应聘的教师
[4]
，与之相对的则是本土化汉语教师。一些研究中将汉语教师

否是是来自于中国的志愿者作为本土化与否的标准。当然，这种内涵明显存在定

义面过于狭窄的情况，且并不能说明教师本土化的真正的意义。与之相对的，一

些研究中将本土化教师的教学时间（或教学意愿时间）作为本土化的核心内涵，

这种内涵显然更为有效。 

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教师本土化的主要内涵，大概包括以下

几个要素： 

（1）、国籍概念，主要描述汉语教师的国别属性； 

（2）、学习的持续性，主要描述一个国家能够提供长期稳定的汉语培训； 

（3）、教学经历（或意愿），主要描述某一名汉语教师提供的长期汉语教学

服务的持续性； 

 

2、“本土化”的主要内涵 

“本土化”并非仅在汉语教师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研究，而是在很多领域中

都有研究，研究也有一定的历史积累，这些研究中的一些概念也对汉语教师的“本

土化”有很多的借鉴意义。在现有研究中，汉语教师本土化的定义并不够清晰，

其内涵也不够清晰明确，因此，借鉴本土化内涵研究较深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以更

好的帮助我们理清概念。 

由于在世界近代发展中，发达国家作为社会发展的先行者，成为很多发展中

国家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从这些发达国家中引入社会治理理念、科学理念等成为

一个阶段的世界发展趋势。而在这个过程中，关于社会治理理念的本土化探讨就

一直非常昌盛，从中国的“西学东渐”、“开眼看世界”，到日本的“明治维新”

再到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引入发达国家的自由市场、选举政治等各种社会治理模式。

这些发达国家的理念在与发展中国家接触的过程中，一直在不断的与当地社会进

                                                        
[3]《韩国汉语教学概观》，韩容洙，汉语学习，2004年 8月第四期。 

[4] 陈艳芝.泰国汉语师资现状及对策研究.东南亚纵横，2013（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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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融合，以达到“本土化”的结果。这个研究与讨论过程已经超过了 150年。在

学术范围内讨论，治理理论的本土化指的是，一种使国外治理理论的合理成分与

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治理理论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

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治理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
[5]
 

治理理论的本土化概念的核心是相关的理论需要充分考虑与当地社会的融

合与合作，实现理论与当地社会的真正融合。那么将这种理论应用于对外汉语教

师的本土化，可以认为，本土化教师最终的教学成果是否能够与当地的社会有效

融合，真正起到汉语言文化在当地的传播起到推动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评价汉

语教师本土化的结果性指标，也是汉语教师本土化不可回避的重要内涵。 

在本土化研究中，另一个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的是品牌领域。近几十年来，

由于国际贸易的广泛开展，尤其是在世贸组织的推动下，大量的跨国公司涌现，

而这带来了一系列的“本土化”问题，管理本土化、人力资本本土化、渠道本土

化等研究也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状态。而在这些研究当中，品牌本土化是研究最

早的领域之一。跨国公司的竞争高度激烈，需要多种实力的综合呈现，而品牌是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物化表现，已成为赢得顾客忠诚度和企业求得长期生存与成长

的关键。
[6]
所以从品牌角度加以分析的本土化概念也比较具有借鉴意义。品牌的

本土化重点是要考虑品牌个性维度将在多大程度上体现文化的一致性或者差异

性。
[7]
这也对汉语教师本土化的内涵有一定的补充意义，也就是说，汉语教师的

本土化要考虑的是其在本身的汉语教学中所存在的汉语基本知识之外的，文化与

精神的一致性及与当地的文化一致性之间的相对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一方面

汉语教师不能因为与当地文化的高度融合而丧失了本身的汉语言文化的特点，但

是同时也不能因为汉语教学而与当地的文化格格不入。 

在非汉语母语国家的汉语教学本土化研究领域，教材的本土化研究相对较为

成熟。其定义为：“本土化”语言教材是与“普适性”语言教材相对的一个概念，

指从某一国家或地区学习者的特点和需要出发，以满足特定国家或地区学习者的

学习需要为目标而设计、编写和制作的某一语言作为外语或第二语言教学的教材。
[8]
结合前面治理理论与品牌个性的本土化定义和探索，我们能够发现，本土化的

核心本质关注的都是满足与融入当地文化的程度。但是由于语言教学本身的文化

属性，在实际操作中，又不能因为过于强调本土化而放弃文化传播的目的。那么

                                                        
[5] 《治理理论的适用性、本土化与国际化》，郑杭生，邵占鹏，社会学评论，2015年 3月 

[6] 《跨国公司核心竞争力及其培育措施》，陈平，黑龙江对外经贸，2007年第三期 

[7] 《品牌个性维度的本土化研究》，黄胜兵，卢泰宏，南开管理评论，2003年第一期 

[8] 《关于国际汉语教学“本土化”与“普适性”教材的理论探讨》，吴应辉，语言文字应用， 

     2018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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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层面上，汉语教师的本土化应该关注的就是文化融入与坚持的辩证关系。 

但是由于教师本身还拥有独特的“人”的个体属性，作为一种职业选择，汉

语教师的本土化不应像教材一类的物化载体，而是更为复杂的动态变化的概念。

因此在汉语教师的本土化当中，还应当考虑人的职业发展因素等独特的需求。那

么在职业生涯领域，主要需要考虑的是赚更多的钱；肩负更多的责任；收获更高

的地位、威望和权力。
[9]
那么汉语教师的本土化还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些客观原因，

让这些教师能够真正的长期服务于汉语教学工作，维持教学质量。否则本土化也

无法持续，效果也无法坚持。 

最后，本土化教师的发展与国家政策有着很大关系，从世界各国经验来看，

汉语教学政策好、执行力强的国家，教师的本土化也比较好，反之则会出现反复。

这从泰国汉语教学的四个阶段发展历程和韩国第二外语发展情况都能够清楚的

发现。 

泰国汉语教学在 20世纪 30年代开始兴起，当时大多数的汉语学习都是起始

于民间自发，到了 1938 年，由于政策变化，汉语教学受到限制，大量学校课程

被关停，1975 年中泰建交，汉语教育逐渐回暖，1992 年，汉语被泰国纳入其外

语教育范围，各学校可将汉语作为选修课，也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教师和教材。这

标志着华文学校不再是唯一能够教授汉语的地方。1998 年，泰国高校将汉语列

入入学考试外语选考科目，汉语正式进入泰国的国民教育体系。
[10]

随着一带一

路的实施和泰国政府政策导向的调整，泰国汉语人才的需求开始提高。 

到目前为止，韩国学生第二外语的选择仍是教师的单向行为，在任课教师的

影响下学生选择第二外语，严重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虽然德语和法语在第二

外语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实很多学生不愿意学习这两门外语，想学汉语的学

生很多，而开设这门课程的学校却很少。教育部提出，让第二外语教师通过进修

两门专业的方式，学习另一门外语，回过头来马上教学生，其教学质量和学习效

果，不能不令人担忧。专门教师的培养很难通过短短的一年教育来实现，应该给

教师提供充足的学习时间。总的来讲，第二外语教学师资力量匮乏是韩国高级中

学面临的一大难题。
[11] 

因此，从各国实践来看，本土化应当适当考虑政府政策的导向或影响政府政

策导向的内涵。虽然汉语教师本土化有各种形式，除了政府间的合作和政府推广，

                                                        
[9]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John M.Ivancevich ,2013年 5月，【北京】机械工业 

    出版社，P347 

[10]吴佳.论泰国语言政策对汉语在曼谷地区传播的影响.西安：西安外国语大学，2013. 

[11]《韩国汉语教学概观》，韩容洙，汉语学习，2004年 8月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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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民间自发的推广活动，但是推动政府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综上所述，从交叉研究的角度，汉语教师的本土化的内涵应当有： 

   （1）、文化的坚持与融入尺度的有效把握，一方面有效促进文化的传播，同

时也不能脱离当地的文化实际； 

   （2）、从个人职业发展角度，应当提供一定的支持，能够实现教师的长期供

职； 

   （3）、适当的形成推动政府政策变革的力量。 

 

3、综合性的本土化观点 

结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在汉语教师的研究实践中，“本土化”的内涵主

要包括：国籍概念，主要描述汉语教师的国别属性；学习的持续性概念，主要描

述一个国家能够提供长期稳定的汉语培训；和教学经历（或意愿）概念，主要描

述某一名汉语教师提供的长期汉语教学服务的持续性； 

而在交叉研究当中，主要包括文化融合概念，也就是文化的坚持与融入尺度

的有效把握，一方面有效促进文化的传播，同时也不能脱离当地的文化实际；个

人发展概念，也就是从个人职业发展角度，应当提供一定的支持，能够实现教师

的长期供职；政策概念，即适当的形成推动政府政策变革的力量。 

结合上面两方面的描述，一方面汉语教师需要有一些客观的条件，另一方面

应当关注汉语教师的持续性。从汉语教师本土化在研究中的实际应用情况和交叉

研究的一些情况来看，共同的特点是应当形成长期的职业发展，也就是说，汉语

教师的本土化应当能够实现这个教师能够在教授汉语的过程中实现“赚更多的钱；

肩负更多的责任；收获更高的地位、威望和权力”的基本人生目标。而另外的方

面，也要找到适合于汉语教师培养的政策、环境等。而对于国籍这样简单的描述，

可能并不能真正反映“本土化”最为核心的适应性的概念。因此，在“教师本土

化”这个范畴以内，综合各种分析的内涵，应当对泰国“汉语教师的本土化”定

义如下：能够通过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在泰国培养出一定数量，有长期在泰国从

事汉语教学工作的意愿，具备系统教授汉语的语法、词汇、口语知识，能够通过

教授汉语的行为获得稳定收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会离开泰国的汉语教师，即

为泰国汉语教师本土化。 

通过这样的定义描述，我们能够更加清晰的看到“本土化”教师定义的关键

核心方向，能够更加有效的指导汉语教师培养工作的开展，也不会出现简单的“国

籍”标准或“教学时长”标准，而更加关注“本土化”中核心的关于是否有效融

入、长期供职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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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的关于泰国本土化汉语教师的讨论，我们能够发现，单纯的以人员

的国籍、身份等都不能有效的定义本土化的汉语教师，而以其他的诸如“工作状

态”等客观条件为本土化标准的讨论又基本上是以最终研究对象呈现出的结果来

进行评价的，不能有效的帮助研究。 

因此，在综合上述分析后，可以尝试提出一个更加综合化的本土化观点，这

个本土化的定义应当综合考虑被研究对象的各种描述性因素，有效的揭示出被研

究者在汉语教学领域中的客观影响因素、教学意愿、教学能力。基于这些考虑，

同时综合其他相关研究中的本土化定义，本研究认为，应该对泰国汉语本土化研

究中的“本土化”做如下定义： 

泰国本土化汉语教师的含义是：有长期在泰国从事汉语教学工作的意愿、具

备系统教授汉语知识和技能的能力、能够通过教授汉语的行为获得稳定收入、具

有泰国国籍或具有中国国籍但长期定居泰国、未来三年内不会离开泰国的汉语教

师。 

这个定义考虑汉语教师本身工作的意愿情况、从事汉语教学工作的基本能力

情况及可以获得稳定收入的社会经济因素，通过这三方面的筛选，可以有效识别

出一个人是否符合本土化汉语教师的定义。在这基础上，增加未来 3年的限制条

件，以使该标准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同时考虑到部分汉语教师存在学校之间流动

等因素，因此仅限定为“不会离开泰国的汉语教学工作”。 

3年的时间限制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用工合同的角度，筛选掉签订

1 或 2 年合同的志愿者群体，同时考虑一个完整的学生课程周期一般为 2-3 年，

因此综合以上考虑，设定 3年为标准。 

 

二、泰国汉语教学研究现状 
 

在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CNKI）中搜索“泰国汉语”，共有 1967

条结果，其中 2011年至今有 1626条，高达 82.7%的比例，这进一步印证了随着

汉语日益受到泰国从政府到民间的高度重视。粗略对搜索结果进行分类发现，其

中近 898篇文献，即占总数 45.6%的文献为对教材的研究，近 742篇（约 37.7%）

的文献为教学方法研究，205 篇（约 10.4%）的文献为关于泰国非汉语母语国家

汉语教育发展历史及制度的研究，约 103篇（2.2%）的文献综合考察某地域或某

校的教学情况，仅有不到 50篇，约占总数 2.6%的文献是对教师的研究，其中还

包括了教师志愿者、华裔教师队伍。 

1、以教材为主的研究 

教材是教学活动的重要载体，指的是有关讲授内容的材料，如书籍、讲义、

图片、讲授提纲等（新华字典，60）。教材是教学活动中重要的工具,教师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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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材的依赖程度都很高。（崔希亮，78），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教材的应用也

非常重要，因此，对于对外汉语教学教材的研究也是对外汉语教育的研究热点。 

在教材领域，本土化教材主要指“本土化”语言教材是与“普适性”语言教

材相对的一个概念，指从某一国家或地区学习者的特点和需要出发，以满足特定

国家或地区学习者的学习需要为目标而设计、编写和制作的某一语言作为外语或

第二语言教学的教材。（吴应辉，118）。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泰国汉语教材

的研究也有一些调研结果。 

这些研究中涵盖了现状、编写建议等方面。例如对于现状描述方面，调查结

果已经清晰的呈现出了泰国汉语教材的现状。目前，泰国开设汉语课程的各类学

校所使用的教材五花八门，有自己编写的，有从中国大陆引进的，也有从中国香

港特区、台湾省以及新加坡等地引入的，很不统一（方雪，48）。编写建议方面

的研究也较为丰富，例如: 第一，教材的编写者心中要有学生，他要知道学生学

习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障碍，怎么安排生词、语法点、如何复现等等都要心中有数；

第二，教材编写者心中要有教学理念，他要懂得教育规律和语言学习的规律，心

中要有教学法，编写教材的时候其实已经预想好如何教；第三，教材的编写者心

中要有汉语自身特点的整体概念，他要知道语言要素的教学是建立在对语言材料

烂熟于心的基础上的；第四，教材的编写者要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他要熟知教学

的各个环节以及每个环节可能遇到的问题；第五，教材的编写者要熟悉学生的学

习环境，教学材料的选取要贴近学习者的生活环境。要做到以上几点只有四个字：

研究、实践。任何一套好的教材都是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也都需要在实

践中不断修订完善（崔希亮，78）。 

 2、以教学方法为主的研究 

对外汉语可持续发展有三个支柱：教师、教材、教法，也是对外汉语发展的

“瓶颈”，一般被称为“三教”问题。简单而言，教学方法是教师在课堂上教授

对外汉语的技巧；从深层次讲，教学方法则是对教学模式及程序的理论化、系统

化总结，缺少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指导，对外汉语教育将呈现碎片化及单一性等

问题，无法进行持之有效的范围推广，也无法激发汉语学习的积极性，影响汉语

学习的效果和质量。近年来，以教学方法为主的研究是泰国汉语教学研究的热点，

广大对外汉语学者先后投以极大的关注，从个体到群体、从理论到实践，通过各

种研究角度及方法，对泰国汉语教学方法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从而弥补了该

领域的空白及不足。 

对外汉语教学方法众多，包括翻译法、视听法、认知法、游戏法、听说法、

任务法、交际法及综合法等等（冯忠芳，110）。根据学习者的年龄、教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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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环境、能力水平等不同因素，可以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以达到更为良好的

学习效果。翻译法是较为常规的汉语教学方法，就是通过系统讲授语法规则，开

展母语与汉语间的互译。视听法则是将视觉与听觉相结合，通过整体感官的感知

和熟悉，来加深对汉语的掌握。认知法是在理解语料、规则的基础上，通过创造

性地活用语言，以达到对语言活学活用的目的。听说法主要是将听说教学、句型

练习、对比分析结合起来开展教学，与翻译法相比，听说法更注重口语而非规范

的书面语，不注重语法形式。任务法是 20世纪 80年代兴起的教学方法，其特点

在于强调“在做中学”，以任务为核心，学习者运用汉语完成真实情景中的生活、

学习、工作任务，以参与的形式完成学习。交际法，顾名思义，让学习者在交际

的过程中加强对语言的运用和掌握，是基于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功能语言

学等理论的一项教学方法。游戏法是通过游戏形式，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让

学习者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掌握语言技巧。不同的教学方法可以进行有效的结合，

以进行扬长补短，实现本次教学的目的，这就是综合法。 

3、以教师为主体的研究 

宛新政（99）在《孔子学院与海外汉语师资的本土化建设》中阐述：“加强

师资本土化建设，是汉语国际传播事业的必然选择。”揭示了教师本土化的意义

和重要性。 

陈艳艺（100）通过对 171名泰国汉语教师的问卷调查，得出泰国非汉语母

语国家汉语教师呈现出教师年轻化、队伍专业化、汉语水平有所提高、注重教学

能力的提高四大新特点；但也发现仍存在师资不足、分布不均、经验少、流动性

大、缺少同行交流等问题。于逢春（101）通过研究指出，汉语本科专业在泰国

还是一个年轻学科，教师学历结构偏低，对泰国汉语教育有一定的制约影响。徐

文娟等人（102）通过官方统计数据分析发现，在校汉语教学师生比例近为 1：

80，在师资队伍的管理上，存在工作量超负荷的情况；为满足“汉语热”的需求，

进一步导致高校降低汉语教师招聘要求，师资队伍参差不齐，教学质量受到影响

等连锁反映；同时待遇过低的问题也值得注意。郝琳琳（103）针对泰国北部地

区高校的考察，提出 62%的教师教龄在 1-3年，志愿者教师经验不足的情况。黄

明媚（104）通过对东北部高校教学情况的考察，也指出本土汉语教师年龄偏小、

经验不足、教学技能和教学方法有限；而汉语志愿者教师则存在泰语沟通困难、

教学经验不足、留任年限较短三大问题。江傲霜、吴应辉（105）也深入总结了

汉语教师志愿者教学不适用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对教学制度不了解、对教学情况

不了解、中泰汉语教学存在差异及国内培训针对性有效性不足等方面。林浩业

（106）从供需角度指出泰国的汉语教育在短期内的规模型扩张而引发了汉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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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需求上的结构性失衡，而历史原因造成师资人才链条的人为断裂，又加重了人

员短缺，部分汉语教师并非出身于汉语教学专业，缺乏系统的教学理论指导，教

学过程中表现出极大的随意性。向烜纬（107）提出泰国政府对汉语师资本土化

重视不够的问题，过于依赖汉语志愿者教师反而给高校汉语专业发展带来弊端，

调查中 84%的本土高校汉语教师表示目前本土汉语教师无法满足教学需求，急需

规模扩大；从高校师范专业汉语教师培养方面，他也认为存在生源质量低基础差、

培训体系缺乏科学性、高校体制限制等问题，并提出加大师范类大学资金投入、

加大教研项目支助、拓宽孵化深造渠道的解决方法。 

郑婷（108）则对几类师范生培养模式进行了还原和分析，并从理论与实践、

知识结构、学识学量三个角度提出改革目前课程模块、加强泰国汉语师范生硬性

课程建设、中外多层次多方式合作等建议。冯忠芳（109）表示泰国政府在通过

“先输血，后造血”的方法来建设泰国本土汉语教师队伍，在高校汉语专业增多、

中泰合作培养、鼓励赴华留学三管齐下的措施下，泰国汉语教师队伍在从“输血

型”向“造血型”过渡，但对中国教师的依赖性仍将长期存在。 

 

三、本研究的整体设计 
 

在对外汉语研究中，往往将汉语教师作为一个研究的要素进行分析，而很

少从汉语教师个人角度出发，研究这些教师从事对外汉语工作的意愿、感受等。

而这些教师的主观感受，是决定其本土化程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研究教师本土

化的命题下，必须将汉语教师还原成为具体的个体概念，研究作为一个普通人，

汉语教师在从事汉语教学这个职业时，他们对工作现状是不是满意、有没有长期

从事这一职业的动力、在什么情况下愿意长期从事这一职业等等。而这种研究视

角，与最近几十年兴起的组织行为学的研究内容非常相近。因此，本研究在设计

上借鉴了组织行为学研究方法，作为整体研究设计的主要基础。为了分析和研究

汉语教师本土化的稳定性，本问的整体设计如下。 

   （一）研究方法选择 

1、选择组织行为学做为研究方法的原因。 

组织行为学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 30 年代，现在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二级

学科。这个学科主要的研究内容为综合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的方法和知

识，分析人在组织中的发展变化，尤其在人的职业选择方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

理论体系和多种研究方法，尤其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于揭示研究

对象的离职倾向以及干预研究对象的离职倾向都具有比较好的研究效果。汉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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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本土化研究，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汉语教师的职业选择，因此本研究

在设计中，借鉴组织行为学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泰国汉语教师

本土化过程中，汉语教师是否会选择离职、如何降低汉语教师的离职倾向、如何

让汉语教师将教授汉语作为终生职业。 

2、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在研究人的职业选择过程中，主观因素的影响非常重要。但由于主观因素

很难进行分析比较，因此在组织行为研究中，会采取定量研究的方式，结合心理

学、管理学的研究内容，形成调研问卷。在进行数据分析后，再结合分析结果进

行主观访谈，验证数据分析结果，得出最终结论。 

本研究借鉴了这一方法，在调研问卷设计方面，参照组织行为学一般的调

研问卷设计逻辑，同时选择相对成熟的调研问卷，结合研究对象的职业特征进行

设计。在基本数据结果分析后，对调研对象、汉语教师的管理部门负责人进行访

谈，验证数据反映出来的结论。 

组织行为学研究中，为了有效的对调研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会按照三个

部分来设计问卷，分别是： 

控制变量：一般为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如性别、年龄等； 

因变量：为心理过程量表，在本文中设计为职业认同度、满意度、职业信

心方面的具体问题； 

结果变量：一般为行为量表，在本文中应为教师的辞职行为，但是由于本

研究中调研的对象为在职教师，因此没有设计本部分的量表。取而代之，本文选

择使用教学结果方面的量表来支持分析教师的教学行为。 

为了更好的支持后续的对策研究，因此在调研问卷的最后设计了部分主观

题目，以更好的找到保留现有的汉语教师的有效方法 

3.组织行为学对汉语教师职业选择行为的分析思路。 

组织行为学认为，人的行为是受到思想意识的影响的。汉语教师选择从事汉

语教学或选择放弃汉语教师这一职业，可以被视为具体的行为。而汉语教师产生

离职意愿的心理过程，就是思想意识因素。思想意识的产生，受到主观和客观因

素的影响，在组织行为学理论看来，个人的职业选择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

客观因素主要指的是一个人的劳动场所因素，例如从事某项工作时使用的劳动工

具、办公场所的设施设备等影响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影响个人的短期职业选择。

而主观因素主要有职业认同度、职业满意度和职业信心。这些因素主要影响一个

人从事某项工作的中长期职业选择。我们所探讨的汉语教师本土化的内容，主要

讨论的是稳定就业中的职业选择，因此我们重点研究主观因素的影响。 



11 
 

具体来说，人的职业选择过程中，有三个最重要的主观因素，决定了人是

否会长期从事某一职业。这三个因素分别是职业认同度、职业满意度、职业信心。 

    （1）职业认同度描述的是一个人在从事某一职业时，是否认可自己所从事

的工作，是否认为自己从事的这份工作是有价值的。 

    （2）职业满意度描述的是从事这份工作是否满足了自己的基本需要，这种

需要一方面表现在工作环境、周边同事等复杂因素。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当前自己

的薪酬、福利、晋升机会是否令自己满意。 

    （3）职业信心则表现为是否认为自己有能力长期从事某一职业并获得持续

提升。这一方面表现为对自己当前能力状况的认知，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于获得

培训、培养是否充分。 

（二）问卷设计 

    

泰国汉语教师本土化研究调查问卷 

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การวิจัยค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ในทองท่ี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填写说明：请根据题目列的描述，在选项中选择最符合自己实际情况或想法的选
项，并将选项结果填写在作答结果列中，其中选择“其他”项的请用剪短的文字描
述自己的实际情况并填写在作答结果列中。 
คําชี้แจงวิธีการกรอก : กรุณาอานใหละเอียดและตอบ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ทุกขอตามความเปนจริงและความคิดเห็นท่ีเปน

จริงของทานขอไหนท่ีเลือกอ่ืน ๆ) ระบุกรณุาระบุแบบสั้น ๆ ตามความเปนจริงของทาน 

基本信息 

ขอมูลสวนบุคคลท่ัวไป 

年龄 
อาย ุ

 
性别 

เพศ 
 

国籍 
สัญชาต ิ

 
最高学历 
วุฒิการศึกษา 

 

毕业院校 

ช่ือสถาบันการศึกษา 
 

专业 
สาขา 

 

曾经从事过几份工作 

จํานวนงานท่ีเคยทํา 
 

是否从事兼职工作 

เคยทํางาน part-time หรือไม 
 

兼职的职业 
อาชีพงาน part-time 

 
兼职工作份数 

จํานวนงาน part-time 
 

现状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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ขอมูลการทํางานปจจุบัน 

1、现任教学校性质 

โรงเรียนท่ีสอนในปจจุบันข้ึนอยู

กับสํานักงาน 

A.基础委 สํานักงาน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การศึกษาข้ันพ้ืนฐาน 

B.民教委 สํานักงาน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การศึกษาเอกชน 

C.职教委 สํานักงาน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การอาชีวศึกษา 

D.高教委 สํานักงาน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การอุดมศึกษา 
E.成教委 สํานักงานสงเสรมิการศึกษานอกระบบและการศึกษาตามอัธยาศัย 

2、我所在的汉语教学团队当中有多少人 

  จํานวนค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ในโรงเรยีนท่ีฉันสอน 

人数 

จํานวน 

3、我所在的汉语教学团队当中的泰国籍人员有多少 

  จํานวนค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ชาวไทยในโรงเรียนท่ีฉันสอน 

人数 

จํานวน 

4、我目前的教学对象是 

 นักเรียนท่ีฉันสอนในปจจุบัน 

A.小学 

 ประถม 

B.初中 

 มัธยมตน 

C.高中 

 มัธยมปลาย 

D.大学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 

E.职业教育 

 อาชวีศึกษา 

5、我的收入水平属于（泰铢） 

รายไดตอเดือนของฉัน 

A.10,000-15,000 

 10,000-15,000 บาท 

B.15,000-20,000 

 15,000-20,000บาท 

C.20,000-25,000 

20,000-25,000บาท 

D.25,000-30,000 

25,000-30,000บาท 

E.30,000-35,000 

30,000-35,000บาท 

6、我每周用于汉语课堂教学的时间为 
 จํานวนช่ังโมงท่ีฉัน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ตออาทิตย 

A.25 小时以上 

  25 ชั่วโมงขึ่นไป 

B.16-25 小时 

 16-25 ชั่วโมง 

C.8-16 小时 

8-16 ชั่วโมง 

D.4-8 小时 

 4-8 ชั่วโมง 

E.4 小时以下 

 ตํ่ากวา 4 ชั่วโมง 

7、我累计教过的学生数量有  

 จํานวนนักเรียนท่ีฉันเคยสอน 

A.1000 人以上 

1,000 คนขึ้นไป 

B.500-1000 人 

   500-1,000 คน 

C.300-500 人 

 300-500 คน 

D.100-300 人 

100-300 คน 

E.30-100 人 

 30-100 คน 

8、我从事汉语教学的时间为 
ระยะเวลาการเปนค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 

A.10 年以上 

 10 ปขึ้นไป 

B.5-10 年 

 5-10 ป 

C.3-5 年 

   3-5 ป 

D.1-3 年 

 1-3 ป 

E.1 年以下 

  ตํ่ากวา 1 ป 

学习成长 
การฝกอบร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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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近 3 年接受过的汉语培训的次数是 
จํานวนครั้งท่ีฉันไดรับการฝกอบรม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ใน 3 ปท่ีผานมา 

A.10 次以上 
  10 คร้ังขึ้นไป 

B.5-9 次 

 5-9 คร้ัง 

C.3-5 次  

 3-5 คร้ัง 

D.1-3 次 
  1-3 คร้ัง 

E.从没接受 

ไมมี 

F.其他 

อื่น ๆ (ระบุ) 

2、我接受过至少一年的专业汉语教学培训 
 ฉันไดรับการฝกอบรม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เปนอาชีพอยางนอย 1 ป 

A.非常符合 

 มากที่สุด  

B.比较符合 

  มาก  

C.一般符合  

 ปานกลาง  

D.不太符合 
นอย 

E.完全不符合 

 นอยที่สุด 

F.其他 

อื่น ๆ (ระบุ) 

3、我最初接触汉语的时间是 

ฉันสัมผสภาษาจีนตั้งแต 

A.从小接触  

  เด็ก 

B.小学 

   ประถม 

C.初中 

 มัธยมตน 

D.高中 

 มัธยมปลาย 

E.大学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 

F.其他 

 อื่น ๆ (ระบุ) 

4、我学习汉语的主要方式是 
วิธีการ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หลักของฉัน 

A.大学学习 

เรียนเอกภาษาจีนที่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 

B.职业教育 
เรียนจาก

อาชีวศึกษา 

C.家庭教育 

เรียนจากครอยครัว 

 

D.母语环境 

เรียนเปนเจาของ

ภาษา 

E.自学 

เรียนดวยตัวเอง 

 

F.其他 

อื่น ๆ (ระบุ) 

 

5、我平时喜欢阅读哪一类的汉语书籍 

 หนังสือภาษาจีนท่ีชอบอานของฉัน 
A.教学专业书 

เกี่ยวกบัการเรียน

การสอน 

B.古典知识书 

หนังสือคลาสสิก 

 

C.当代文学 

วรรณกรรม 

รวมสมัย 

D.经济政治 

เศรษฐกิจและ

การเมือง 

E.文体娱乐 

กีฬาและ 

ความบันเทิง 

F.其他 

อื่น ๆ (ระบุ) 

 

6、日常生活中，我应用汉语最多的场景是什么 

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ท่ีใชภาษาจีนมากท่ีสุดในชีวิตประจําวันของฉัน 

A.从事兼职 

ทํางานpart-time 

 

B.了解新闻 

รับขาวสาร 

 

C.导游或贸易 

ทํางานทองเที่ยว

หรือธุรกิจ 

D.阅读书籍 

อานหนังสือ 

 

E.影视作品 

หนังละคร 

 

F.其他 

อื่น ๆ (ระบุ) 

 

教学意愿 

ความประสงคในการสอน 

1、我成为汉语教师的原因是 
เหตุผลท่ีฉันไดทํางานเปนค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 

A.中国志愿者 B.泰国大学学习 C.华侨家庭成员 D.职业教育学习 E.自学并投简历 F.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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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ครูอาสาสมัครจีน 

  

 เรียนที่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

ของไทย 

เปนครอบครัวคน

เชื้อสายจีน 

เรียนแบบ

อาชีวศึกษา 

เรียนดวยตัวเอง 

 

อื่น ๆ (ระบุ) 

 

2、我希望长期从事汉语教学工作 
  ฉันอยากจะเปนค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ในระยะยาว 

A.非常符合 

 มากที่สุด  

B.比较符合 

  มาก  

C.一般符合  

 ปานกลาง  

D.不太符合 
นอย 

E.完全不符合 

 นอยที่สุด 

F.其他 

อื่น ๆ (ระบุ) 

3、我认为能够有效提高我长期从事汉语教学的方法有 
  ในความคิดของฉัน วิธีการท่ีพัฒนาตัวเองและสามารถทําใหอยาก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ในระยะยาว 

A.提高薪酬 

ยกระดับรายได 

 

B.基于培训  

ไดรับการอบรม 

 

C.晋升机会 

ยกระดับตําแหนง

งาน 

D.降低工作强度 

ลดภาระงานลง 

 

E.更多教学机会 

ไดรับโอกาสการ

สอนที่มากยิ่งขึ้น 

F.其他 

อื่น ๆ (ระบุ) 

 

4、我认为从事汉语教学工作是一件很有前途的事情 
ในความคิดของฉัน งาน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เปนงานท่ีมีอนาคต 

A.非常符合 

 มากที่สุด  

B.比较符合 

  มาก  

C.一般符合  

 ปานกลาง  

D.不太符合 
นอย 

E.完全不符合 

 นอยที่สุด 

F.其他 

อื่น ๆ (ระบุ) 

5、我认为从事汉语教学的物质回报能够满足我的生活需求 
ในความคิดของฉัน รายไดจาก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สามารถตอบสนองความตองการชีวิตของฉัน 

A.非常符合 

 มากที่สุด  

B.比较符合 

  มาก  

C.一般符合  

 ปานกลาง  

D.不太符合 
นอย 

E.完全不符合 

 นอยที่สุด 

F.其他 

อื่น ๆ (ระบุ) 

6、我认为从事汉语教学工作能够为我带来社会尊重 

  ในความคิดของฉัน งาน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ทําใหฉันไดรบัความเคารพนับถือจากสังคม 

A.非常符合 

 มากที่สุด  

B.比较符合 

  มาก  

C.一般符合  

 ปานกลาง  

D.不太符合 
นอย 

E.完全不符合 

 นอยที่สุด 

F.其他 

อื่น ๆ (ระบุ) 

7、我认为自己如不从事汉语教学工作可以很容易找到其他工作机会 

ในความคิดของฉัน ถาฉันไมทํางาน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ก็สามารถหางานอ่ืนไดงายเชนกัน 

A.非常符合 

 มากที่สุด  

B.比较符合 

  มาก  

C.一般符合  

 ปานกลาง  

D.不太符合 
นอย 

E.完全不符合 

 นอยที่สุด 

F.其他 

อื่น ๆ (ระบุ) 

8、我从教授汉语的过程中感受到快乐 

 ฉันมีความสุขใน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 

A.非常符合 

 มากที่สุด  

B.比较符合 

  มาก  

C.一般符合  

 ปานกลาง  

D.不太符合 
นอย 

E.完全不符合 

 นอยที่สุด 

F.其他 

อื่น ๆ (ระบุ) 

专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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การทาทายดานอาชีพ 

1、我的学生认为我的汉语在哪方面应该提高 

 นักเรียนคิดฉันควรพัฒนา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ภาษาจีนในดานไหน 

A.语法 

 ไวยากรณ 

B.词汇 

  คําศัพท 

C.句法 

 ประโยค 

D.发音  

  การออกเสียง 

E.文化 

 วัฒนธรรม 

F.其他 

  อื่น ๆ (ระบุ) 

2、我认为我的语法知识比较缺乏 

ความรูดานไวยากรณของฉันคอนขางออน 

A.非常符合 

 มากที่สุด  

B.比较符合 

  มาก  

C.一般符合  

 ปานกลาง  

D.不太符合 
นอย 

E.完全不符合 

 นอยที่สุด 

F.其他 

อื่น ๆ (ระบุ) 

3、我认为我的汉语发音不够标准 
การออกเสียงภาษาจีนของฉันไมคอยชัด 

A.非常符合 

 มากที่สุด  

B.比较符合 

  มาก  

C.一般符合  

 ปานกลาง  

D.不太符合 
นอย 

E.完全不符合 

 นอยที่สุด 

F.其他 

อื่น ๆ (ระบุ) 

4、我认为我的汉语书写能力不强 

การเขี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ของฉันยังไมแข็งแรง 

A.非常符合 

 มากที่สุด  

B.比较符合 

  มาก  

C.一般符合  

 ปานกลาง  

D.不太符合 
นอย 

E.完全不符合 

 นอยที่สุด 

F.其他 

อื่น ๆ (ระบุ) 

5、我认为我的汉语教学教法知识不够丰富 

 วิธี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ของฉันไมหลากหลายพอ 

A.非常符合 

 มากที่สุด  

B.比较符合 

  มาก  

C.一般符合  

 ปานกลาง  

D.不太符合 
นอย 

E.完全不符合 

 นอยที่สุด 

F.其他 

อื่น ๆ (ระบุ) 

6、我认为我的汉语知识不够体系化 

 ความรูภาษาจีนของฉันยังไมคอยเปนระบบ 

A.非常符合 

 มากที่สุด  

B.比较符合 

  มาก  

C.一般符合  

 ปานกลาง  

D.不太符合 
นอย 

E.完全不符合 

 นอยที่สุด 

F.其他 

อื่น ๆ (ระบุ) 

教学质量 
คุณภาพการสอน 

1、我的课堂上学生们的表现是（可多选） 

  สภาพการเรียนของนักเรียนในหองเรียนฉัน(เลือกหลายอันได) 

A.沉闷无趣  

 นาเบื่อไมนาสนใจ 

B.活跃快乐 

 มีความสุข คึกคัก 

C.积极主动 

กระตือรือรน 

D.专注认真 

ต้ังใจมาก 

E.自由散漫 

ไมต้ังใจ 

F.其他 

อื่น ๆ (ระบุ) 

2、我的学生作业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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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การบานของนักเรียนฉัน 
A.准确及时 

สงตามเวลาและทํา

ถูก 

B.及时但错误多 

สงตามเวลาแต 

ทําผิดเยอะ 

C.准确但不及时 

ทําถูกแตสงไมตาม

เวลา 

D.不准确不及时  

ทําไมถูกและสงไม

ตามเวลา 

E.不能完成 

ทําไมเปน 

  

F.其他 

อื่น ๆ (ระบุ) 

  

3、我的学生的考试成绩 
 ผลการสอบของนักเรียนฉัน 

A.优秀 

ดีเยี่ยม 

  

B.同年级中较好 

คอนขางดีถาเทียบ

กับรุนเดียวกัน 

C.处于年级中等 

ปานกลาง 

  

D.偏差 

แย 

  

E.极差 

แยมาก 

 

F.其他 

อื่น ๆ (ระบุ) 

 

4、我的学生参加专业汉语评级的意愿 
   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สอบวัดระดับภาษาจีนของนักเรียนฉัน 

A.积极性高 

อยากมาก 

B.积极性比较高 

อยาก 

C.积极一般 

ปานกลาง 

D.不太感兴趣 

ไมสนใจ 

E.完全不感兴趣 

ไมสนใจที่สุด 

F.其他 

อื่น ๆ (ระบุ) 

5、我的学生参加专业汉语评级的成绩 

ผลการสอบวัดระดับภาษาจีนของนักเรียนฉัน 

A.HSK5-6 级 

HSK ระดับ 5-6 

B.HSK4 级 

HSK ระดับ 4 

C.HSK3 级 

HSK ระดับ 3 

D.HSK2 级 

HSK ระดับ 2 

E.HSK1 级 

HSK ระดับ 1 

F.其他 

อื่น ๆ (ระบุ) 

6、我使用的汉语教学手段主要有（可多选） 

 วิธี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หลักของฉัน (เลือกหลายอันได) 

A.讲授 

สอนแบบบอกเลา 

B.问答 

ถามและตอบ 

C.视听材料 

เนนการฟง 

D.情景剧 

เลนเปนหนังส้ัน ๆ 

E.远程外教 

สอน online 

F.其他 

อื่น ๆ (ระบุ) 

学生评价 

การประเมินจากนักเรียน 

1、我的学生学习汉语的热情一直很高 

 นักเรียนของฉันสนใจ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ตลอดเวลา 

A.非常符合 

 มากที่สุด  

B.比较符合 

  มาก  

C.一般符合  

 ปานกลาง  

D.不太符合 
นอย 

E.完全不符合 

 นอยที่สุด 

F.其他 

อื่น ๆ (ระบุ) 

2、我的学生觉得学习汉语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นักเรียนของฉันคิดวาการ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เปนเรื่องท่ีสนุก 

A.非常符合 

 มากที่สุด  

B.比较符合 

  มาก  

C.一般符合  

 ปานกลาง  

D.不太符合 
นอย 

E.完全不符合 

 นอยที่สุด 

F.其他 

อื่น ๆ (ระบุ) 

3、我的学生非常喜欢上我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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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นักเรียนของฉันชอบเรียนกับฉันมาก 
A.非常符合 

 มากที่สุด  

B.比较符合 

  มาก  

C.一般符合  

 ปานกลาง  

D.不太符合 
นอย 

E.完全不符合 

 นอยที่สุด 

F.其他 

อื่น ๆ (ระบุ) 

4、我的学生在课堂之外也很喜欢使用汉语 

นักเรียนของฉันชอบใชภาษาจีนนอกหองเรียนดวย 

A.非常符合 

 มากที่สุด  

B.比较符合 

  มาก  

C.一般符合  

 ปานกลาง  

D.不太符合 
นอย 

E.完全不符合 

 นอยที่สุด 

F.其他 

อื่น ๆ (ระบุ) 

5、我的学生跟我学习之后，汉语水平提高很快 

  หลังจาก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กับฉัน นักเรียนไดรับการพัฒนาภาษาจีนอยางรวดเร็ว 

A.非常符合 

 มากที่สุด  

B.比较符合 

  มาก  

C.一般符合  

 ปานกลาง  

D.不太符合 
นอย 

E.完全不符合 

 นอยที่สุด 

F.其他 

อื่น ๆ (ระบุ) 

主观题 
ความคิดเห็น 

1、我认为通过什么途径能有效提高我的汉语教学水平  

ฉันคิดวาวิธีอะไรท่ีสามารถพัฒนา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ของฉันอยางมีประสิทธิภาพ 

 

 

 

 

2、我认为通过什么途径能够有效的提高学生学习汉语的效果 

ฉันคิดวาวิธีอะไรสามารถพัฒนาประสิทธิภาพการ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ของนักเรียน 

 

 

 

 

3、我认为政府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提高泰国的汉语学习状态  

  ฉันคิดวารัฐบาลสามารถใชวิธีอะไรมาพัฒนาการ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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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研的问卷设计为三个部分，分别为基本信息部分、调查题目部分和

主观题部分，共计 52题。 

其中基础信息部分包括年龄、性别、学校、学历等，为了更好地结合本研

究课题的需求，增加了几道与职业发展诉求相关的内容，分别是曾经工作的份数，

职业和兼职的数目，职业，该部分为第 1-第 10题，共计题项 10题。 

第二部分为调查题目，共分为现状描述、学习成长、教学意愿、专业挑战、

教学质量与学生评价 6个维度，该部分为第 11-第 49题，共计题项 39题。在题

项设计当中，选择了李克特 5 级量表 12体系[12]，基于被调查者对于题项的认同

程度，设置五个描述选项，选项设置分别为A.非常符合；B.比较符合；C.一般符

合；D.不太符合；E.完全不符合，为方便数据处理，对应A选项记为数字“1”，

对应B选项记为数字“2”，对应C选项记为数字“3”，对应D选项记为数字“4”，

对应E选项记为数字“5”。 

其中，“学习成长”部分采用了刘帮成 2009年开发的《职业满意度》量表[13]

及Jude et al.1998年开发的《工作满意度》量表[14]、并结合调研目的进行了针

对性修改。“专业挑战”部分是结合问卷编制前期进行的 5 名有汉语教学经历的

教师的访谈结果运用高频词汇分析的方法总结出的主要问题。该部分为第 19-第

24题，共计题项 6题。 

“教学意愿”是汉语教师队伍“职业稳定性”的关键点所在。为了研究汉

语教师的教学意愿，进而研究教师队伍的职业稳定性，本文将这部分的研究进一

步聚焦为研究从事汉语教学的相关人员对于汉语教师职业的认同度[15]和自身对

于从事这个职业的信心程度两个主要方面。如上文所提到过的，从职业生涯的角

度来看，汉语教师对于职业的满意度又可以进一步归结为组织承诺[16]的两个基本

维度：薪酬情况与晋升情况。因此，该部分调研问题主要参考组织行为研究中的

组织承诺量表、自编了用于反映汉语教师薪酬和职业满意度的问题。该部分为第

25-第 32题，共计题项 8题。 

                                                        
[12] 李克特量表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李克特于 1932年在原有的总加量表基础上改进而成 

的。该量表由一组陈述组成，每一陈述有“非常同意”、“同意”、“不一定”、“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五种回答，分别记为 5、4、3、2、1，每个被调查者的态度总分就是 

他对各道题的回答所得分数的加总。 

[13]《管理研究量表手册》，李超平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7月，P113 

[14]《管理研究量表手册》，李超平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7月，P107 

[15] 王鑫强等人在 2011年发表的《师范生职业认同感的效能—价值双维核心模型的构建》 

     一文中提出：师范生的职业认同感主要包括＂职业能力＂和＂职业价值＂两大个维度。 

[16] 美国社会学家贝克尔(HowardS.Becker)于 1960年提出：组织承诺是个人对所属组织 

的目标和价值观的认同和信任，以及由此带来的积极情感体验。是一种重要的员工态 

度变量，对工作绩效产生重要的影响。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0%BB%E5%8A%A0%E9%87%8F%E8%A1%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88%E8%BF%B0/1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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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了有效的反映汉语教师的教学质量和行为，设计了专业挑战、教

学质量、学生评价三部分量表。该部分为第 33-第 49题，共计题项 17题。 

第三部分为主观开放式题目，共计题项 3 题，主要为结合前期有汉语教学

经历人员的访谈、同时结合研究目标自编题目，保证被调查人员意见收集的完整

性，用于辅助定量研究的部分结论。该部分为第 50-第 52题，共计题项 3题。 

   （三）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本次问卷采用电子方式定向投放，以邀请填写的方式进行。通过电子邮件、

及时通讯工具的形式，定向发送给泰国西部、北部、中部、东北部地区的中小学

汉语教师，以支持本课题研究。 

本次发送的问卷收集时间 1个月，共发放问卷 110份，回收问卷 94份，其

中有效问卷 94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85%。其中幼儿园汉语教师 3 人，占有效问

卷数量 3.2%；小学汉语教师 67 人，占有效问卷数量 71%；中学汉语教师 9 人，

占有效问卷数量 9.6%；跨年级汉语教师 12 人，占有效问卷数量 11%；职业教育

汉语教师 2人，占有效问卷数量 2.1%；未填写 1人，占有效问卷数量 1.1%。 

根据前文对本土化教师的定义，目前泰国的本土教师至少满足以下其中一

个条件：1、具有泰国国籍；2、具有中国国籍但长期定居泰国，即泰国华侨。其

中条件 2又包括两种可能： “早期泰国移民的华人后裔，拥有泰国籍”，或者是

“现阶段从中国大陆来泰国工作超过 3 年的中国人”。以上条件都不满足的，则

是非本土教师。为方便表述，后续在进行问卷统计和论文写作中，将符合本文对

泰国本土汉语教师定义的教师简单描述为“本土教师”，其他为“非本土教师”。 

根据问卷第一部分的基本信息、以及第二部分的现状描述、教学意愿等相关

题目的调查结果，这 94份问卷（即参与调查的 94人）的构成如下： 

1、“本土教师”共计 49人，占有效问卷数量 52%。这 49人的构成如下： 

（1）具有泰国国籍的汉语教师为 36人，占比 73.5%。 

（2）具有中国国籍但长期定居泰国的汉语教师 13人，占比 26.5%。这 13人

中又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早期泰国移民的华人后裔，共 10人，他们受家庭影响，

从小接触汉语，口语流利，书面语能力也过关；另外 3人则是从中国大陆到泰国

工作生活的中国人，分别在泰国工作了 3年、4年和 10年。 

2、“非本土教师”共计 45 人，占有效问卷数量 49%。其中，35 人为经国家

汉办外派泰国的汉语教师志愿者，占比 78%，其中汉语教学年限 1 年以下的 27

人，教学年限 1-3 年的 8 人。其余 10 人则是通过其他途径成为泰国学校的汉语

教师，包括学校实习、申请考编、职业教育，其中汉语教学年限 1 年以下的 6

人，教学年限 1-3年的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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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回收问卷的样本分布来看，本土教师和外派教师的数量相对合理，其基

本特征也比较符合泰国本土教师的定义，可用作具体分析研究。 

具体的研究方法则是将外派教师作为对比组，与本土教师在同一题目下的

反应进行对比，探究本土教师在具体维度上与外派教师之间的差别。之所以做此

对比，是因为外派教师中大部分是汉语教师志愿者，由于志愿者身份的特殊性，

决定了其本身就将在泰国教授汉语作为一份短期工作而非长期的职业选择，其余

非志愿者身份的外派教师在泰国教授汉语的动机主要是完成教学实习任务、寻找

一份工作机会等等。因此，在理想状态下，外派教师在回答与汉语教师职业选择

相关的问题时，其认同程度应该低于本土教师。通过这样的对比研究，可以反映

出本土汉语教师本身的长期职业认同情况是否处于合理的状态。在进行问卷调研

后，再选取典型的个案，针对性的找到建议方案，以及提供针对性的建议。 

    （四）对策研究 

泰国汉语教师的本土化有两条不同的路径。第一条路径为大量引进外派教

师，并尽可能的让其长期留在泰国从事汉语教学工作。第二条路径为增加汉语教

师的培养能力，加强对泰国现有汉语教师资源的培养，从泰国本土源源不断的培

养优秀汉语教师。 

从实践角度来看，第二条路径明显更具有可行性，更能够是泰国汉语教学

事业长期稳定的发展。而在向社会供应优质的教师资源方面，中国师范大学所采

用的 UGS 模式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因此在对策研究方面，本文借鉴了这一模式，

结合泰国汉语教师的实际情况展开了研究。 

本文的章节安排如下： 

第一章对现在泰国境内本土汉语教师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描述，如教师数

量、队伍构成等。 

第二章对现在泰国境内的汉语教学质量情况进行分析，对比研究现有的本

土化汉语教师的教学优点和劣势，论证汉语教师本土化后对泰国汉语教育质量提

高的意义和价值。 

第三章结合汉语教师的个人职业选择因素，从职业认同、职业满意、职业

信心角度出发，探讨泰国汉语教师选择从事汉语教师这一职业的积极因素和造成

汉语教师产生离职倾向的消极因素，判断实现汉语教师本土化的有效方法。 

第四章引入 UGS 模式，解决泰国汉语教师本土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如教

师接受职业教育机会不足、新任汉语教师的教学能力不足等问题。 

第五章对本研究的基础结论进行延伸，找到泰国汉语教师本土化研究的成果

对于中国汉语教育机构或者各友好合作学校在对外推广汉语过程中可借鉴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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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泰国汉语教师本土化现状 

 

第一节、 泰国汉语教育开展现状 

 

汉语教师是汉语教学的核心要素。一个学科教师队伍的稳定性，对于学科的

发展和相关知识的传播非常重要。在国际化的汉语教学过程当中，教师的关键性

作用更加强烈。教师队伍的不稳定，有可能直接危及到汉语的教育教学工作。 

具体到泰国，近年来，随着中泰两国经济、政治关系的持续升温，泰国的汉

语教学覆盖人数也越来越多。而维持汉语教学的教师队伍，也快速发展。整体而

言，这些汉语教师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泰国本土的汉语教师，他们出生在

泰国或长期居住在泰国，在泰国从事汉语教学工作；另一类是以志愿者为主体的

来自中国的汉语教学工作者。 

相比而言，由于来自中国的志愿者群体大部分在泰国从事的是短期的汉语教

学工作，其流动性较高，稳定性相对较弱，而泰国本土的汉语教师相对来说更加

具有稳定性。因此泰国本土的汉语教师在稳定汉语教学工作开展、持续推动泰国

汉语教育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更加关键的作用。而这一群体目前的职业发展规

划状况、职业满意度情况，则有可能影响其未来的职业发展和选择。因此，有必

要对这一群体心理状况进行分析，了解和预测未来泰国汉语教师群体的发展状况，

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进而为稳定泰国汉语教学师资力量寻找更好的方法。 

泰国的教育当中，从初中开始开设系统的语言课程，学生可以选择学习英语、中

文等非泰语语言，在 2017年泰国网信息部进行的一项关于泰国人语言学习意愿

的调查当中，汉语为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语言，有 25%的人将汉语作为最想学的

语言。
[17]

这反映出泰国整体的汉语教师的需求量也在不断提升。 

 

 

 

 

 

 

 

图 1泰国人语言学习意愿 

                                                        
[17] 泰国网信息部，2017 年 5月 22日，《泰国人最爱学的 10大“赚钱外语”中文位列第 

     一》http://bbs.taiguo.com/article-5109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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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汉语教师的组成 

 

一、泰国汉语教师的主要来源 

截止 2017年，泰国的汉语学习人数已经超过 100万人，超过 3000所学校开

设汉语课程。
[18]

从当前泰国汉语教授者的情况来看，泰国的汉语教师主要为四

类人群：第一类为来自中国的汉语教学志愿者；第二类为由老华侨或华人后代构

成的汉语教师队伍；第三类为泰国本土大学培养的教师；第四类为接受培训班训

练的职业教师。 

其中，来自中国的汉语教师志愿者，在泰国的汉语教学体系中占有比较大的

比重，从调查情况来看，这一部分的人群占整个汉语教师群体的 48%，截止 2017

年，中国汉语教师志愿者在泰国执教的人数累计已超过 1 万人次，仅 2017 年一

年，中国派往全球的汉语教学志愿者人数就达到了 4976人。
[19]

而这其中派往泰

国的志愿者人数就达到了 1682 人。从绝对数量的角度来看，汉语志愿者的数量

很多，但是由于汉语志愿者的教学活动多为阶段性和周期性的，因此从绝对数量

上并不能完全反映汉语教学志愿者在泰国的教学情况。而综合考虑对外汉语志愿

者一般的志愿服务期为 1-2年，同时目前的汉语志愿者每年补充数量约为一千余

人，可以判断目前同一时间节点在泰国的汉语志愿者人数 2000人左右。 

这部分人员中虽然有一部分人员在发展过程中，会选择在泰长期从事汉语教

学或其他工作，但是由于其中的大部分人并不以长期在泰工作为目标，因此，这

部分人也并不符合本文中本土化的定义。 

泰国的汉语教师中，第二类人员为由老华侨或华人后代构成的汉语教师队伍。

华人为泰国的第二大族群，由于历史沿革及家庭影响，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人就

承担起了传播汉语的责任，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为了泰国专业的汉语教师。

泰国目前的总人口为 6000多万，境内民族 30多个，其中主要民族为泰族，占总

人口的四分之三，华裔为第二大族群，占总人口数量的 14%，约 840 万，这些华

裔当中相当于一部分来自于中国广东省潮汕地区。
[20]

而华裔人口也是泰国境内

本土化汉语教师的重要来源。在调查中，通过家庭方式学习汉语并成为汉语教师

的人数占到总调查数的 31%。 

                                                        
[18] 中国新闻网，黄艳梅，《2017年中国官方将新选拔汉语教师志愿者 4976人》，2016年 

     12 月 17日，http://w.huanqiu.com/r/MV8wXzk4MjQ3MDdfOTBfMTQ4MTk4NzkwMg== 

[19] 中国新闻网，黄艳梅，《2017年中国官方将新选拔汉语教师志愿者 4976人》，2016年 

     12 月 17日，http://w.huanqiu.com/r/MV8wXzk4MjQ3MDdfOTBfMTQ4MTk4NzkwMg== 

[20] 泰国旅游局官网，2018年 11月，《泰有文化-一个充满微笑的国家》 

     http://www.amazingthailand.org.cn/Content/Index/shows/catid/1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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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学意愿上来说，这部分人具有一种教授汉语的责任感，加之泰国地区尊

师重道的环境，华裔后代教授汉语也会受到尊重。但是相应的，由于这些人的汉

语学习主要发生在家庭场景中，其语言使用方面，与中国大陆推行的汉语发音、

词汇等会有所不同，在专业能力上可能有所欠缺。当然，随着近年来汉语专业教

学在泰国的普及，加之一部分华裔通过各种途径系统学习汉语，其整体汉语水平

也在提高。 

第三类为泰国本土大学培养的教师。随着汉语专业在泰国大学的推广，汉语

的专业招生数量和人群都有所增长。而在中国与泰国的合作框架下，泰国的孔子

学院数量达到 16所，孔子课堂 11所，这些汉语教学机构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促

进泰国汉语教学的作用。 

 

表 1泰国设立孔子学院的大学名称
[21]

 

泰国孔子学院列表 

朱拉隆功大学孔子学院 农业大学孔子学院 

皇太后大学孔子学院 清迈大学孔子学院 

玛哈沙拉坎大学孔子学院 曼松德昭帕亚皇家师范大学孔子学院 

勿洞市孔子学院 东方大学孔子学院 

海上丝路孔子学院 华侨崇圣大学中医孔子学院 

孔敬大学孔子学院 宋卡王子大学孔子学院 

川登喜大学素攀孔子学院 宋卡王子大学普吉孔子学院 

易三仓大学孔子学院 海上丝路•帕那空皇家大学孔子学院 

 

除了孔子学院之外，泰国还拥有 11 所孔子课堂，相比孔子学院而言，孔子

课堂的规模较小，但是也更加灵活，可以成为泰国当地民众学习和接触汉语的窗

口，为中小学提供服务。 

 

表 2泰国孔子课堂列表
[22]

 

泰国孔子课堂列表 

合艾国光孔子课堂 暖武里河王孔子课堂 彭世洛醒民公立学校孔子课堂 

普吉中学孔子课堂 明满学校孔子课堂 南邦嘎拉娅尼学校孔子课堂 

                                                        
[21] 孔子学院官网 http://www.hanban.edu.cn/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 

[22] 孔子学院官网 http://www.hanban.edu.cn/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 

http://www.hanban.org/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35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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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园中学孔子课堂 岱密中学孔子课堂 易三仓商业学院孔子课堂 

罗勇中学孔子课堂 吉拉达学校孔子课堂  

 

第四类为接受培训班培训的职业教师。在泰国汉语培训班有一些与大学的专

业教育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 20世纪 80年代，泰国境内的朱拉隆功大

学等学校就已经开始采取夜校的方式为希望学习汉语的泰国人提供语言学习机

会。通过夜校等非学历教育学习的汉语学习者，也逐渐成为了泰国国内实际使用

汉语的重要人群。而这之中的一部分人，也通过成立汉语学习的培训、训练结构

来推广汉语，成为汉语在泰国传播的一种形式。 

 

二、本土教师的覆盖情况 

本次调查问卷中涉及了两题基本信息，分别为“我所在的汉语教学团队当中

有多少人”与“我所在的汉语教学团队当中的泰国籍人员有多少”。其中“我所

在的汉语教学团队当中有多少人”的题项下，汇总的总人数为 1218人，“我所在

的汉语教学团队当中的泰国籍人员有多少”题项下共计 643人，说明在被调查的

学校当中的非泰国籍人员共计 575人，泰国籍人员占 52%，与抽样结果一致，说

明抽样结果具有代表性。但是抽样中也发现 4所学校中无泰国籍汉语教师，占被

调研学校的 6%，说明泰国籍汉语教师人数并不能完全满足泰国汉语教学的需求。 

 

三、本土教师的基本特征 

泰国本土的汉语教师中，年龄在 20-30岁之间的，占调查总数的 63%。但是

同时能够发现，在 31-40年龄段中的人数占被调查人数的 20%，仅为 20-30岁的

三分之一，这一比例与 40 岁以上的人群比例近似。这说明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泰国的汉语教师群体相对比较稳定，低龄的教师通过工作的磨炼留在了教师团队

中。而目前的年轻教师较多，一方面可能由于泰国近年来的汉语教师需求量大增，

另一方面也可能说明了汉语教师职业的吸引力不足，不能让年轻教师得到充分的

发展，并且将汉语教学作为终身事业。 

 

表3本土教师及非本土教师年龄统计 

教师性质 
年龄 

合计 
20-30 31-40 40以上 

本土教师 31 10 8 49 

非本土教师 39 5 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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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70 15 9 94 

从汉语教师的学历情况来看，本土教师的绝大部分汉语教师都是本科学历，

占到了总调查人数的82%，硕士比例也达到了14%。这说明整体的泰国汉语教师群

体具有比较高的学历，这保证了基本的教学质量。 

 

表4本土教师及非本土教师学历统计 

教师性质 
学历 

合计 
学士 硕士 专科 

本土教师 40 7 2 49 

非本土教师 38 7 0 45 

合计 78 14 2 94 

 

但是从专业分布情况来看，本土教师当中，中文类的专业占比为59%，教育

的占比12%，而与中文及教育无关的比例达到了29%。这说明泰国汉语教师虽然普

遍学历较高，但是可能相对缺乏专业系统的汉语及教育方面的训练。而反观非本

土教师的情况，中文类占总人数的67%，教育类占22%，其他专业比例仅为11%。

考虑到汉语本身就是非本土教师的母语，因此可以看出，非本土教师的专业水平

相比本土教师的汉语教师要更高。这可能也是未来泰国汉语教师队伍建设的一个

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表5本土教师及非本土教师专业统计 

教师性质 
学历 

合计 
中文类 教育类 其他 

本土教师 29 6 14 49 

非本土教师 30 10 5 45 

合计 59 16 19 94 

 

第三节、泰国汉语教师本土化的优势 

 

相比而言，由于来自中国的教师群体大部分在泰国从事的是短期的汉语教学

工作，其流动性较高，稳定性相对较弱，而泰国本土的汉语教师相对的更加具有

稳定性。因此泰国本土的汉语教师在稳定汉语教学工作开展、持续推动泰国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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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更加关键的作用。而这一群体目前的职业发展规划状

况、职业满意度情况，则有可能影响其未来的职业发展和选择。 

在回答“我希望长期从事汉语教学工作”题目时，本土教师中有 15 人回答

非常符合，占比 30%，在所有的本土教师被调查者中，选择符合及以上的人员占

到了 98%，说明本土汉语教师对于从事汉语教学这件事有比较强的认可度。相比

而言，非本土教师在这一题项的选择中，有 7人选择了不认同，说明有大约 15%

左右的外派教师不希望长期从事汉语教学工作。而在非本土教师调查中，选择非

常认同的仅有 5人，约为 11%，远低于本土教师的选择比例。这也印证了，泰国

本土汉语教师是泰国办好汉语教育的核心力量。具体而言，泰国的汉语教师在职

业认同感、职业信心和长期动力三个方面都要明显强于非本土教师教师。 

 

表6“我希望长期从事汉语教学工作”题项调查数据统计 

教师性质 
我希望长期从事汉语教学工作 

合计 
1 2 3 4 5 

本土教师 15 17 16 0 1 49 

非本土教师 5 14 19 6 1 45 

合计 20 31 35 6 2 94 

  

在回答题项“我认为从事汉语教学工作是一件很有前途”的事情时，几乎所

有本土教师都表示了认同，没有人完全不认同。说明本土教师整体对于在泰国从

事汉语教师工作比较有信心，有长期从事这项工作的动力。这也与近年来汉语在

泰国的流行有关，侧面反映出汉语在泰国的影响力，和整个社会对汉语学习和汉

语教育的一种基本观点。而反非本土教师，在这一题项中的回答与本土被调查者

相比，有比较大的区别。在非常认同这一项上，仅有 3人认同，说明了非本土教

师与本土汉语教师相比，对于从事汉语教师这个职业来说，明显不如本土教师更

有信心。相对而言，非本土教师选择一般认同的人接近 50%，这也反映出了非本

土教师对在泰国从事汉语教学这件事情的不确定性，对于从事汉语教学这项工作

缺乏足够的信心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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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我认为从事汉语教学工作是一件很有前途的事情”题项调查数据统计 

教师性质 
我认为从事汉语教学工作是一件很有前途的事情 

合计 
1 2 3 4 5 

本土教师 25 20 3 1 0 49 

非本土教师 3 18 19 5 0 45 

合计 28 38 22 6 0 94 

 

在回答“我认为从事汉语教学的物质回报能够满足我的生活需求”这一题项

时，本土教师选择非常认同的比例非常低，仅有 15%，这与前面两题的回答情况

完全不同，这也说明了本土汉语教师对于从事汉语教学工作的未来有比较强的信

心，但是在实际的物质回报方面，汉语教师的获得感不足。而从对比题项的设计

上来看，在回答“我所从事的兼职”这一题目时，约有一半的本土教师选择了从

事兼职，部分教师甚至同时担任 3份以上的兼职。这一方面可能说明了汉语在泰

国社会中的应用广泛、需求旺盛的现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汉语教师在泰国当地

的获得感不足的情况。与之相类似的，非本土教师在回答这一题项时也普遍反映

出认为自己的回报不足以满足个人生活的情况。综合这两方面的情况，这也可能

说明在泰国从事汉语教师工作的实际获得感确实需要提高。当然，从绝对薪酬角

度来看，泰国汉语教师的薪酬水平在整个泰国社会中并不处于绝对的低收入状况。

结合后期的访谈发现，泰国汉语教师对于目前的物质收入出现不满的主要原因也

并不是绝对薪酬数量的不满，更多的是与自身的工作量、社会上给出的比较薪酬

等相对比得到的结果。从另一个侧面来看，这也有可能是薪酬结构、薪酬设计所

需要考虑的问题。限于本研究的局限性，在这方面的研究并不深入，但是可以作

为后续重要的研究题目，继续深入研究。 

 

表8 “我认为从事汉语教学的物质回报能够满足我的生活需求” 

题项调查数据统计 

教师性质 
我认为从事汉语教学的物质回报能够满足我的生活需求 

合计 
1 2 3 4 5 6 

本土教师 8 12 23 6 0 0 49 

非本土教师 0 14 17 12 1 1 45 

合计 8 26 40 18 1 1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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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尊重是从事汉语教师职业的长期动力
[23]

，也是衡量一个汉语教师是否

会长期投入的重要内外部指标。从调研情况来看，本土教师 100%认为汉语教师

能够带来尊重，其中回答非常肯定的人约占所有人数的 30%。非本土汉语教师在

这方面也普遍认为从事汉语教学能够带来社会尊重，但在认同这个观点的程度上

远远低于本土的汉语教师，这也说明了非本土汉语教师对于从事汉语教学工作本

身的认同度可能并没有本土汉语教师高，他们更多的将汉语教学作为过渡职业，

而不会作为长期职业规划。综合来说，通过调查发映出，泰国的汉语教师中，本

土教师对于从事汉语教学的信念更加坚定。 

 

表9“我认为从事汉语教学工作能够为我带来社会尊重”题项调查数据统计 

教师性质 
我认为从事汉语教学工作能够为我带来社会尊重 

合计 
1 2 3 4 5 

本土教师 14 23 12 0 0 49 

非本土教师 2 22 16 5 0 45 

合计 16 45 28 5 0 94 

 

综合上面几道题目的调研情况来看，泰国本土的汉语教师对于从事汉语教学

工作有比较高的认同度，相对应的，非本土教师对于把从事汉语教学工作作为长

期的职业发展规划并不十分认同。这也说明，泰国汉语教学的主力必须由本土教

师承担，而不能依靠外派的汉语教学志愿者。但是从调研结果也能发现，目前的

泰国汉语教师队伍中，本土教师的数量比例仅占总人数的一半左右。综合两方面

的结论，可以推导出，目前泰国的汉语教师队伍结构并不十分合理，本土教师所

占的比例较低。从调研结果来看，泰国的汉语教学工作开展并不十分系统，汉语

教师队伍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 

在此基础上，也能发现，本土汉语教师虽然对于从事汉语教学存在良好的未

来预期，但是在现实收益方面，本土汉语教师并不十分认可，这也反映出了目前

的汉语教师待遇需要提升的状况。 

当然通过调研，我们能够发现目前汉语教学工作在泰国当地社会中还是相对

比较受人尊重的选择，也能够吸引到一定水平的人才，因此，未来泰国汉语教学

的开展有非常好的基础。 

                                                        
[23] 美国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戴维·麦克利兰（David C. McClelland）提出成就需要理论 

     认为只有人的成就不断得到满足，才会有持续的做好工作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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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教师作为汉语教学推广的重要载体，其整体的稳定性非常重要，通过调

研能够发现，泰国的汉语教师整体职业满意度较高，对于从事汉语教学工作较为

认可，但同时也能发现，目前泰国的汉语教师收入水平与其在社会上所能获得实

际回报相比并不高，同时泰国的汉语教师队伍中，本土教师数量偏少，而来自于

中国的外派汉语教师又缺乏长期在泰国从事汉语教学的意愿。这也意味着，目前

泰国汉语教师的整体结构，可能不能完全满足泰国整体的汉语教学的需求，需要

更多的政府、社会力量投入到相关的人才培养、待遇提升等方面。具体来说，以

本次调研为基础，可以采取以下具体行动： 

1.提高泰国本土教师的培养力度，加大人才供给。尽可能的为开设汉语课程

的学校提供合格的汉语教师，支持相关学校开展有效的汉语教学工作，提供稳定

的汉语教师队伍，持续提高汉语教学水平。 

2.调整泰国汉语教师的分布情况，尽可能保证每所开设汉语课程的学校都有

一名以上的本土专业汉语教师。从目前的调研情况来看，泰国开设汉语课程的学

校中，约有 10%的学校没有本土的专业汉语教师，这可能对未来泰国汉语教学的

推广带来不利影响，也可能在中国外派的汉语教学志愿者离开后，出现教学空白，

影响教学质量。因此，应当调整泰国汉语教师的分布情况，尽可能的让泰国教师

参与到汉语课程中来，以保证汉语教学的连贯性。 

3.调整泰国汉语教师的待遇水平，提高其获得感，同时调整汉语教师的薪酬

结构，让其有更多元的薪酬获得，保持适度的社会优越感，以保证引导优秀人才

从事汉语教学工作，保证汉语教师队伍的质量。 

4.进一步加强与中国汉办、中国开设对外汉语专业的院校之间的合作，在现

有人才结构在短期内不可能全面改变的前提下，尽可能的保证汉语教学志愿者的

稳定输出和供给，避免因为外派教师供应不及时导致的汉语教学质量受到影响。

同时开设更多的专业教学项目，给于泰国当地教师更专业、更系统的汉语学习的

机会。 

5.加强政府与中国汉语志愿者培训机构之间的联系，尽可能的延长汉语志愿

者在泰国授课的时间，提高培训的系统性。同时尽可能的挖掘机会，在尊重人才

的前提下，吸引中国的汉语志愿者留在泰国，长期从事汉语教学工作。 

汉语教学，本身是一件需要长期投入的工作，但同时也是一项脆弱的工作，

辛苦培养的师资体系很容易就出现问题，导致汉语教学体系不够稳定。而为了更

好的服务于汉语教学，建立一支稳定的汉语教学队伍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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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泰国本土化汉语教师教学质量评估 

 

第一节、教学投入情况 

 

从调查情况来看，非本土教师与泰国本土教师在教学时长上没有太多差别，

每周的教学时长基本都集中在 16-25小时之间。这相当于每天的教学时长大约在

2到 6节课之间，考虑到汉语教师除了教学工作之外，还需要大量的时间进行备

课调研考试等工作，因此其工作强度基本属于相对合理的状态。但是如果综合考

虑汉语教师所处的经验水平，对 1个刚刚出任汉语教师的新老师而言，其需要投

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学习和备课，25 小时的工作时长，对于新老师而言是

存在一定压力的。虽然对于从事汉语教师时间较长的老教师而言，这样的工作强

度是比较适宜，但是对于新老师而言，工作强度大依然是比价大的问题。这也说

明了为什么在泰国有相当一部分汉语教师认为自己的工作比较轻松，而另一部分

汉语教师认为自己的工作存在较大的压力。 

但是综合来看，如果将汉语教师群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那么可以看出，

汉语教师整体而言的空闲时间还是相对较为多的，这也说明整体的汉语教师工作

压力处于比较合理的状态。相对而言，汉语教师还能够拥有一定的空闲时间。这

也与实际的访谈调研情况比较吻合。这也说明给予汉语教师更多的培训和相关的

技能提升的可能性是较大的，至少从汉语教师自身的工作强度而言，增加专业培

训后的工作强度是能够承受的。 

空闲时间比较长，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证明了汉语教师职业的吸引力。工作强

度低，从另一个侧面来看，也说明了汉语教师的实际待遇比较好，虽然整体工资

水平并不处于社会的中上水平，但是综合考虑工作强度和基本收入的平衡状况，

汉语老师汉语教师的整体收入水平其实比较高，也能够从一个侧面解释为什么从

事汉语教师工作的薪酬水平属于相对不高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吸引他大量优秀的

人才加入的原因。 

但是从我的教学时长的调研数据来看，我们也能看到另外一个问题：教师整

体授课时间不长也说明了汉语课程的排布在泰国的学科教育当中依然处于相对

较少的比例，这从侧面说明汉语在泰国的教学体系当中还不占主要地位。结合汉

语教师的访谈结果也能够了解到，目前的泰国汉语教育体系中的所有考试，包括

等级评定类的汉语评级考试、汉语等级考试和教育中的基础考试如毕业考试，期

末考试等，基本都属于学生的选修考试范围，与其他主要课程相比，汉语课程的

地位相对偏低，学生更多的学习动力来源于兴趣而非更直接的学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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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比数据来看，本土汉语教师与非本土汉语教师在教学时长上的调查结果

基本一致，在各种不同的教学时长中，这两类教师基本表现出了相同的数据量。

这说明在实际的泰国汉语教学开展过程中，外派汉语教师与泰国本土汉语教师在

实际的课程教学强度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别。但显而易见的是，泰国汉语教师，在

一个非汉语母语环境中学习，其整体的汉语运用熟练程度，必然相对弱于中国及

汉语教师。而在实际授课编排中不加区分的现象也说明了，泰国各学校中的汉语

教学可能存在水平不一的情况，结合访谈数据，我们也进一步验证了这样的猜想。

相比来自中国的汉语教师，泰国汉语教师本身存在一定的语言与技能局限，而这

些局限并没有反映在汉语老师的具体的排课比例当中，进一步的验证了我们认为

的汉语教师的专业培训的重要性。 

另外从数据上来看，虽然汉语教师从事教学的时间普遍集中在 16~25小时每

周的情况，其次为 8~16 小时的情况，但是也有极个别的汉语教师的排课时间超

过 25 小时或小于 4 小时，也说明按实际的看泰国汉语教学实践当中，不同的汉

语教师的工作强度虽然大体相当，但也有一定比例的教师处于过于轻松或过于劳

累的状态，如果本次调研的数据能够有效的反映整个泰国汉语教师群体的状态，

那么也意味着，相当数量的汉语教师属于过劳或过轻松的状态，但是由于本研究

的调研数据量有限，不能轻易的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也是后续研究可能需要关注

的一个内容。 

 

表10本土教师及非本土教师教学时长统计 

教师 

性质 

我认为从事汉语教学工作能够为我带来社会尊重 
合计 

>25小时 16-25小时 8-16小时 4-8小时 <4小时 

本土 2 29 16 2 0 49 

非本土 2 27 14 1 1 45 

合计 4 56 30 3 1 94 

 

第二节、教学效果 

 

一、学生是否认为汉语课有趣 

在回答“我的学生觉得学习汉语是非常有趣的事情”这个问题时，55%的本

土教师回答符合，但是同时有 45%的老师表示他们的学生并不认为学习汉语非常

有趣。这一数据与非本土汉语教师的调研数据相比，认为学习学生学习汉语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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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为 66.7%，认为缺乏兴趣的为 30%。 

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非本土汉语教师对于学生对

汉语感兴趣的自信程度要高于本土教师；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非本土汉语教师的

汉语技能和教学技能相对较高；第三个原因是也可能是由于外派的汉语志愿者普

遍年龄相对较低以致缺乏足够的教学经验，因此在判断学生兴趣方面，可能还缺

乏足够的经验，造成自我感觉相对较好。 

而泰国本土汉语教师，将教授汉语作为终生职业，有一定的从业经验，从这

个角度而言，对于学生的学习兴趣的判断，相比外派汉语教师要更为严格。为了

验证这样的猜想，我们进行了进一步的访谈跟进，对部分教学课堂进行了实地跟

踪了解，对外派汉语教师的教学现场情况进行了跟踪分析，通过这些研究，我们

验证了上述的部分猜想。对比课堂教学情况，一般来说，非本土教师的汉语教学

课堂相对更加轻松活泼，而本土汉语教师的课堂，相对压力更大。 

我们针对这一现象，对一部分汉语教师进行了访谈了解，发现与本土汉语教

师相比，来自中国的志愿者群体并不承担长期的汉语教学绩效考核，他们的教学

活动与学生最终成绩之间的影响，相对没有那么直接，而本土汉语教师，将教授

汉语作为自己的重要职业，因此他们更加注重知识的获得，关注知识教学效果的

提升，而在课堂趣味性方面，投入度较中国汉语志愿者低。 

这也就是说泰国汉语教师对于课堂调动、教学趣味性保证等方面弱于外派汉

语教师。进一步的访谈调查也解释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 

部分本土教师由于对汉语知识的掌握并不熟练，因此也很难较好的调动起课

堂趣味性，相比外派汉语教师灵活的使用和教授汉语知识，本土汉语教师更多的

依据教材的内容，教授学生知识。 

汉语教学与其他语言教学有相类似的地方，相比传统教学模式，浸入式教学

课堂能够更好的实现教学目标，这是目前非本土教师，尤其是中国籍教学志愿者

使用的主要的教学方法，其效果也好于本土教师使用的传统教学方法。出现这种

现象的原因，并不简单由于两种不同教师的教学习惯不同。对于汉语教学来说，

浸入式教学的课堂设计强调施教者，有比较丰富的汉语知识储备，较灵活的表达

能力，更加强调融会贯通的表达过程，而这些对于本土汉语教师而言，他们很难

在这些方面做到如同非本土教师教师那样游刃有余。这导致了在教学实施过程中，

本土汉语教师的课堂也就更加强调知识的获得。同时由于将汉语教学作为自己的

终生职业，因此对于本土汉语教师而言绩效考核的压力更大，这也就推动其教学

中更加关注知识的传授。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组成了泰国汉语教师课堂以知识教

学为主，教学为辅的基本特征，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非本土汉语教师不受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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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制约，能够更好的汉语教学活动还原成有趣的课堂活动，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泰国本土教师的汉语教学课堂，与非本土教师重视课堂

体验的教学模式有比较大的差异。相对来说，由于对于汉语本身的熟练掌握，非

本土汉语教师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教学活动的设计、课堂体验的提升方面，

同时也能够更加关注学生的反馈情况，进一步促进学习体验。 

这种教学活动的设计，从表面上来看，仅仅是课堂的活跃度的展现，但是从

另一个角度来看，用活跃的课堂还会让学生有更加持久的兴趣爱好，汉语产生持

续学习的动力，从而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汉语学习能力，这对于泰国本土的汉语

教师而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非本土汉语教师的课堂也有一些缺陷。虽然学生在非本土汉语教师的课

堂中能够更好的体会互动，也对汉语拥有更多的兴趣。但是对于非本土汉语教师

来说，尤其是对中国的汉语志愿者而言，不能充分的让泰国学生理解汉语的语义

也是他们的挑战。这也是非本土汉语教师中的一部分也认为自己的学生不认为学

习汉语有趣的原因。而这一点的克服需要的是，汉语志愿者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

泰国本土的文化，让自己的汉语教学与泰国的具体文化环境相融合，实现汉语与

当地的整体教学氛围与学习氛围达到一致。提高汉语的适用性，让学生能够一听

就懂，一看就懂，而不会因为语言的障碍出现无法理解教学内容的情况。但是这

一点都做到对于非本土汉语教师而言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在实际的课堂核查过程

中发现，虽然部分非本土汉语教师的课堂比较活跃，但是在课堂之后，泰国学生

所获得的直接知识相对泰国及本土教师所实施的课堂，从知识的数量与系统性方

面相对要降低不少。这说明，虽然中国及汉语志愿者在一些方面要强于泰国本土

教师，但也存在弱于泰国汉语教师的方面。 

在实际教学当中，非本土汉语教师与泰国本土汉语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有各

自的特点，双方都是既有优势又有不足。因此，如果双方能够有效的互动与整合，

补足各自的短板，就能够更好的支持泰国汉语教学活动。另外从调研中也能发现，

认为自己的课堂“非常好”或“非常不好”的人数量都非常有限。这也也表明，

泰国整体汉语教学水平基本处于均衡中等的状态，这种正态分布也符合我们对于

正常的汉语教学状况的其他。当然，相比一些其他研究，本研究的极限情况较少，

也可能说明在亚洲文化圈当中，老师这也职业群体的性格具有内敛特点，这也也

可能成为后续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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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我的学生觉得学习汉语是非常有趣的事情”题项调查数据统计 

教师性质 
我的学生觉得学习汉语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合计 
1 2 3 4 5 

本土教师 3 18 25 2 1 49 

非本土教师 1 12 18 12 2 45 

合计 4 30 43 14 3 94 

 

二、学生是否喜欢我的课 

在回答“我的学生非常喜欢上我的课”这个问题时，61.3%的本土汉语教师

回答符合，而 34.7%的人回答比较符合。整体而言，本土教师对于学生喜欢上自

己的课有比较高的自信程度。而非本土教师中，有 9%的人认为学生不喜欢自己

的课程。可能说明整体而言，本土汉语教师更加能够让学生融入课堂，更加能够

与学生实现有效的交流。 

对比这一问题与上一问题能够发现，泰国汉语教师虽然在回答我的学生认为

我的课堂很有趣的问题时，并没有多数回答“很有趣”，但是在回答我的学生喜

欢我的课堂时，比例却大幅提高，一方面说明国际教师与学生喜欢自己的课堂本

身较有自信。另一方面也说明，泰国学生对课堂的趣味性与喜爱课堂的程度并不

一致，课堂的趣味性并不完全能够影响学生们对于学习汉语的热情，也说明本土

汉语教师对自己所从事的汉语教学工作有一定的自信。 

这与近年来汉语在泰国大规模推广的情况相吻合。近些年，人们普遍认为汉

语是一种非常有用的语言。可是另一方面，汉语教学的不规范性、课程设置枯燥

的情况依然存在，这些可能影响了人们对于汉语学习的具体接受程度。但是这并

没有影响汉语在泰国当地的传播。相反，泰国人对于汉语知识的学习依然十分热

情，学生的对待汉语课堂也非常积极，而这种积极让汉语教师在这个过程中获得

了更多的工作成就感。而深入研究泰国本土汉语教师能够使自己的学生喜欢汉语

课堂的原因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本土汉语教师并不仅仅是在课堂教学每一个

环节中与学生有互动和联系，他们会在更多更广泛的领域中与学生建立一种相对

亲密的关系，这也在访谈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本土汉语教师能够在一些非课堂环节中与学生进行更好的交流，这是一种无

法替代的优势。除了交流汉语学习之外，教师的影响贯穿了学生学习甚至生活的

很多方面。这也说明了，在教学环节中，本土汉语教师的不可替代性。这也解释

了为什么虽然本土汉语教师认为自己的课堂并不有趣，但是他们却能够让学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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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产生强烈的兴趣，而且对自己所教授的汉语课程也充满兴趣。 

在这方面，本土汉语教师明显要优于非本土汉语教师。虽然从调查结果上来

看非本土汉语教师在“我的学生喜欢我的课堂”这一选项中，与本土汉语教师表

现出了基本相同的特征，但是经过深入的了解和访谈，可以发现，非本土汉语教

师能够做到的其实仅仅是在课堂中让学生们能与自己产生链接，让学生们期待上

自己的课程，在课堂中与老师共同度过美好的时光，但是却不能够更加全方位的

影响学生，让学生对汉语学习产生持续和浓厚的兴趣，这可能也是中国外派汉语

教师的天生弱项。 

与之相反，本土汉语教师却能够很好的利用自己的优势，延伸自己的影响力，，

通过课堂外的影响，让学生真正产生强烈的汉语学习的动力。如果能够有效的和

充分的发挥这些作用，本土汉语教师可以非常好实现课堂趣味性方面的突破和飞

跃，也能够更好的传递汉语知识，推广汉语文化。 

相比中国外派汉语教师，泰国本土汉语教师的阻碍主要是对于专业知识和中

华文化的学习，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将在国际汉语教师本身所具有的优势充分发挥

同时又能给予他们必要的知识的补充和学习，那么泰国本土汉语教师会很快成为

在泰国推广汉语的中坚力量。而一旦这种形式形成，汉语在泰国的推广可能也就

更加容易。汉语从一个兴趣学科变为重要的学科的可能性也有可能会增大。而泰

国本土教师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更进一步的获得自我的提升和社会的认可。这就可

能会形成一个更好的良性的循环，帮助泰国本土的老师好好的成长，汉语教师的

课堂变得更有趣-学生更喜欢-教师的成就感更高，最终让汉语教师把能教好汉语

作为重要的职业追求甚至人生追求，从而进一步推动其更加投入到汉语教学中，

让课堂更有趣。 

 

表 12“我的学生非常喜欢上我的课”题项调查数据统计 

教师性质 
我的学生非常喜欢上我的课 

合计 
1 2 3 4 5 

本土教师 4 26 17 0 2 49 

非本土教师 0 4 26 14 1 45 

合计 4 30 43 14 3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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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生使用汉语的情况 

在回答“我的学生在课堂之外也很喜欢使用汉语”这个问题时，30%的本土

教师回答符合及以上，而非本土汉语教师则有 13%回答符合及以上。在总回答当

中，有 6.4%的人回答学生在课堂之外依然很喜欢使用汉语，有 18%的人回答不符

合和完全不符合。这说明有相当一部分在泰国教授汉语的教师认为自己的学生在

课堂之外是不喜欢使用汉语的。 

这种调查数据一方面说明了泰国学生在课堂之外具有使用汉语的意愿，另一

方面也说明了中国外派老师和泰国本土教师对于这同一问题有不同的感受。相对

而言，泰国本土教师认为学生喜欢使用汉语的比例更高，而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可能并非反映了学生使用汉语的真实情况，而更可能是由于泰国本土汉语教师对

于泰国学生使用汉语的标准较低，在泰国本土汉语教师的感知中，使用汉语的标

准比较简单。相反，中国外派汉语教师对于学生使用汉语的要求却相对较高。通

过进一步深入访谈研究发现，部分泰国本土老师认为学生只要在课堂之外使用汉

语词汇，就属于使用汉语。而随着中国的一些文化产品输入泰国，比如电视剧，

电脑游戏、网络游戏等服务与产品，泰国学生中使用汉语词汇的现象，其实也有

所增长，很多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都会不经意间少量使用汉语的词汇或元素，因此

泰国本土汉语教师认为学生在课堂外使用汉语的比例比较高。与之相对的是中国

籍老师则认为，使用汉语意味着使用汉语进行交流，这种使用不仅停留在词汇方

面，更包括语言、句法等各种方面。这两者对于使用汉语的标准之间明显不同，

这可能也是造成这一题项结果显著不同的原因。 

但是即使在泰国本土汉语教师更多的认为学生会在课堂外使用汉语的情况

下，整体调研中，学生在课堂外使用汉语的情况依然比例不高。语言的本质是文

化传递的手段，信息传递的方式，如果语言脱离了应用，那么语言就变成了死的

语言。仅仅是知识的罗列也就意味着语言失去了灵魂，而在我们的调研中发现了

如此之多的老师选择他们的学生在课堂之外是不会使用中文的，也说明了中文在

泰国的教育当中还没有达到真正能够给大家广泛接受的程度。 

我们可以横向对比一下英语在中国的教育情况。虽然中国的英语作为第二语

言进行推广和学习，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英语已经逐渐渗透到了中国人生活的方

方面面。虽然大家很少在生活中直接使用英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生活

中已经逐渐将英语作为一个可使用的语言模式。英语无论在词汇语法还是语义表

达上都影响着中文，也让中文进一步的发展。 

而中文教育在泰国还没有形成类似的现象，通过我们的调研也发现泰国的汉

语教学主要还集中在课堂当中，课堂之外使用汉语几乎很少或只有在特定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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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下，例如接待中国游客、接待中国顾客的情况下，泰国学生才会使用汉语。 

除了这些特定情境外，另一种泰国学生会主动使用汉语的情况是是华侨或者

是华人家庭的日常生活中。但是这些家庭中的一些孩子也并不愿意使用汉语，。

不可否认的是，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与汉语推广过程中过于注重知识语言的传

播，而忽略了语言的实际应用有一定的关系，这与英语在中国的教学情况非常类

似。而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从教学设计出发，让整个的语言体系全面打通，

不能让汉语教学成为单一的知识性教学活动，否则汉语教育就不能发挥出全部的

作用。但是从调查结果来看，这种语言使用环境的构造显然还没有达到需求。如

果希望提高汉语学习效果，还需要创造学生使用汉语的环境，鼓励学生更多的在

课堂之外的环境中使用汉语。 

而想达到这一目标，仅通过外派的汉语志愿者是不可能完成的，必须通过扎

根在泰国本土，持续跟进泰国汉语教育的泰国本土汉语教师才能实现。这也要求

我们在设置汉语教学课程的时候，要综合考虑课堂内和课堂外的应用场景，让汉

语教学能够走出课堂，让所有的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也愿意使用汉语，习惯使用

汉语，真正实现汉语在某种程度上充当第二外语的作用。这样才可能实现汉语教

育的持续全面开展，避免汉语教育变成汉语课堂上的教育 

 

表13“我的学生在课堂之外也很喜欢使用汉语”题项调查数据统计 

教师性质 
我的学生在课堂之外也很喜欢使用汉语 

合计 
1 2 3 4 5 

本土教师 4 12 24 9 0 49 

非本土教师 1 5 21 16 2 45 

合计 5 17 45 25 2 94 

 

四、语言水平提高 

在回答“我的学生跟我学习之后，汉语水平提高很快”题项时，59.6%的被

访者都认为学生的汉语水平并没有很快得到提高。而在回答这个问题时，69%的

泰国本土汉语教师认为自己没有很快提高学生的成绩，而同样的问题，非本土汉

语教师则有 67%回答没有很快提高学生成绩。这说明，在这一点上，泰国本土与

非本土教师的观点基本相似。 

结合前面几个题项的调查结果，可以得出一种简单的猜想，由于东方文化特

有的内敛特征，当被调查者回答能够提高学生的状态的问题是，都会选择较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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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这种现象可能也影响了我们这道题的调查结果。但是虽然存在这种可能的

影响因素，但是从这一题项的调查结果来看，泰国的汉语教师普遍认为自己在提

高学生汉语水平方面存在一定的挑战。 

与其他题目不太相同的是，前面的各个题目，非本土汉语教师与泰国本土汉

语教师，作答结果有相对比较显著的差异，而本题项，两类人群的选择相对较为

一致，都选择了相对不好的答案。如果我们结合前面关于汉语教师工作时间的调

研，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可能的结论：在泰国的汉语教育当中，汉语并非

主要课程，老师投入的时间和学生投入的时间均不够充足，因此不能达到非常有

效的教学结果。 

结合我们的访谈情况，也证实了这样的猜想，虽然从事汉语教学的老师普遍

希望能够帮助自己的学生有效提高汉语水平，但是限于客观实际情况，老师们往

往不能够获得充足的资源和理想的学生投入度，这些是阻碍学生汉语成绩提高的

重要原因。 

相比于我们调研的是否能够让课堂显得有趣的题目，这一题项中被访的老师

们普遍认为提高学生的汉语水平，并不仅仅是汉语教师自身努力才能决定的，而

课堂有趣问题访谈的结果显示，部分老师认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课堂的

状态，也说明了这两个调研题项所反映的本质有所区别。 

一方面，汉语教师并不完全认为自己的汉语水平制约了学生水平的提高，另

一方面，汉语教师也认为目前再提高学生水平方面的主要制约是自己所获得的资

源不足教师普遍认为如果获得足够的教学资源倾斜，他们是可以通过自己努力来

改变现状的。 

而我们结合访谈的情况，泰国本土汉语教师也会主动思考所面临的主要的

“提高学生汉语水平”的阻碍，他们普遍认为一种最为突出的反映是学生们普遍

认为汉语学习并不重要，或相对没有那么重要，至少与其他的知识技能学习相比，

学生日常学习中投入在汉语学习中的时间所占的比例并不高，而进一步研究导致

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则是汉语教育在整个泰国的国民教育体系中并不处于核心

地位。 

通过深入访谈能够发现，这种现象对于泰国本土汉语教师的稳定性是有一定

的负面影响的。由于所教授的学科在整个教学体系中不占主导地位，因此泰国本

土的汉语教师们对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存在一定的质疑。泰国本土汉语教师虽然

普遍热爱自己的工作，但是也有很多人对自己的前途表示担忧。因为无论从现实

还是历史的角度来看，汉语教育都并非泰国教育的主体内容，汉语教师会担心自

己未来可能无法终生从事汉语教育工作，而这种担心并非来自于能力或者机遇的



39 
 

担忧，更是对于汉语教育在泰国教育体系中的整体地位的担忧。 

这种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这说明在某种程度上，泰国的汉语教育并没

有真正实现汉语教师地位的提高。虽然在最近两年，随着泰国的汉语热，汉语教

师的需求量，实际收入和社会地位都有所提高，但是在这种社会热潮的背后也有

很多汉语教师对自己的未来存在担忧。 

 

表 14“我的学生跟我学习之后，汉语水平提高很快”题项调查数据统计 

教师性质 
我的学生跟我学习之后，汉语水平提高很快 

合计 
1 2 3 4 5 

本土教师 3 12 33 1 0 49 

非本土教师 1 15 23 6 0 45 

合计 4 27 56 7 0 94 
 
 

第三节、泰国本土化汉语教师的突出问题 

 

在描述“我的业务能力”这一题项时，58%的泰国本土教师和 60%的中国外

派教师都选择了“业务水平有欠缺”。这也说明大部分汉语教师对自己的专业水

平的自信程度不足。这可能与目前泰国的汉语教师整体年龄水平偏低有关。整体

而言，泰国本土汉语教师与非本土汉语教师在专业能力题项上的回答并没有太大

的差别。 

在前面题项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了业务能力题项的分析，通过这个分析我们

可以发现与前面题目所呈现的状态基本一致，关于自身能力的题项普遍会选择相

对偏差，但是与前面的分析思路一样，我们并不能单纯通过调研所反映出的被调

研者主观认为他自己能力很差就得出确认的结论，在分析过程中，我们需要考虑

更多的影响因素。 

在题项收回后，我们进行了跟进的访谈。结果发现，虽然从结果上泰国本土

教师和非本土教师都选择了自己的专业能力不强，但是这两类答案的本质有所不

同，非本土汉语汉语教师在回答我的专业能力同时普遍描述的主要是自己的教学

技巧方法方面，他们认为在日常教学中与泰国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并没有十分通

畅，他们活跃课堂气氛的能力也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状态。 

而与之相对的，泰国本土汉语教师所选择的答案往往描述的是自身的汉语知

识，汉语专业能力方面的偏差，而非与泰国学生之间的交流。但是经过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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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发现很多泰国本土汉语教师在具体的教学技巧方面，也存在一些短板。这主要

是由于泰国的汉语教师大部分人并非学习汉语和汉语相关专业，其中一些人没有

经过系统的教育类专业学习。事实上一些泰国本土的汉语教师并不了解教学的基

本规律，他们对教学活动设计的基本技巧、具体的教学方法方面也同样存在一定

的困惑。在这方面，泰国本土汉语教师与非本土汉语教师面对的困惑非常类似，

在中国外派志愿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非学习教育专业，他们同样缺乏专业的教

学技巧方面的培训。 

那么泰国汉语教师为什么在进行这一题项作答时更多思考的是知识层面而

非教学技巧方面呢？从访谈了解的情况来看，更多的泰国汉语教师认为，虽然教

学设计和教学活动本身存在一定的挑战，但是相对而言，他们目前的专业挑战主

要体现在汉语专业知识的方面。由于汉语知识储备不足，他们不能够很好的展开

教学活动，甚至对于教材的理解、基本语法知识的一些内容也不能完全达到融会

贯通的程度。因此在现阶段他们还没有能力去更深入的研究如何有效的开展教学

活动。这与前面在进行教学效果调研方面获得的结论一致，在国际汉语教师不能

很好的掌握和运用汉语知识时，他们就没办法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教学活动

和课堂设计上，虽然他们拥有得天独厚的与泰国学生之间的交流通能力，但是这

些能力没有转化成他们实际的教学产出。 

因此，我们在分析泰国汉语教师对于专业能力的题项后，也可以发现一些泰

国汉语教师除了在具体的教学能力方面存在缺失专业的辅导。由于泰国汉语教师

的语言能力不足，泰国本土汉语教师需要投入更多精力在课程的准备上，也就是

说，泰国的汉语教师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在教学实践中，这导致了他们没有

足够的时间与精力进行学习。这进一步的影响了泰国本土汉语教师的语言教学效

果。因此，虽然非本土汉语教师和泰国本土汉语教师同样都在“我的专业能力”

这一题项上选择了能力不足的描述，但是这两者之间依然存在不同。相比较而言，

外国汉语教师具体的专业能力等方面的挑战更大。 

 

表15教师业务能力题项调查数据统计 

教师性质 
我的业务能力 

合计 
能力较高 能力一般 能力有欠缺 

本土教师 1 20 28 49 

非本土教师 2 15 28 45 

合计 3 35 56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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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泰国本土汉语教师的能力提升项目进行调查的题项汇总，针对语法、发音、书

写、教学法和知识体系五个项目进行调研，大部分泰国本土教师在这些方面都选

择了“能力一般”，说明泰国本土教师在这些方面都有一定的积累，但是同时也

对自己的专业能力并没有足够的自信。而在所有这些项目当中，泰国本土汉语教

师在语法项目上选择自己能力较强及以上的人达到了 17%，是所有项目中最多的，

相对来说，在这一项目上选择自己的水平不足的人仅有 15%，是所有项目中最低

的，这也说明很多汉语教师在这一方面相对比较自信。但是总体来说，汉语教师

对自己的能力提升方面还是有比较多的要求的。 

与之相对，在知识体系（水平不足达到 35%）、发音（水平不足达到 30%）、

教学法（水平不足达到 31%）方面认为自己需要提升的人数最多。这说明，在整

个汉语能力方面，汉语教师们语法能力是相对比较好的，这可能也从一个侧面反

映出语法学习是语言学习中相对容易和简单的部分，对汉语教师而言这也是他们

较容易突破的部分，在其他方面则更加困难。 

在所有这些方面，知识体系发音和教学法认为自己需要提升的人都超过了

1/3，在书写方面认为自己需要提升的人数也达到了 1/3 左右。仔细分析不难发

现，相对而言越是需要直接应用的语言技能方面，需要提升的比例越高，而知识

学习的部分需要提成的比例则相对较低。这给我们的提示是我们在进行汉语教学

者能力提升的相关培训设计过程中需要重视实操性学习知识的学习，而不能过于

强调理论性知识的学习，我们不能过于强调汉语语句中的基本的语言结构必须同

时结合发音、语言应用等方面的知识，综合应用来提高学习者的综合能力，除了

这些基本的汉语言知识之外再增加教学方法方面的能力，以在汉语学习的过程中

直接能够实现课堂的无缝对接，帮助学习者更好的掌握汉语知识和汉语教学方法。 

在所有这些项目中，最需要提及的是知识体系的内容。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

目前相当一部分的汉语教师在进行汉语学习过程时，一般是以学校的辅导班快速

学习或部分之间的专业学习为主，学习过程中比较重视基本语言知识词汇等方面

的教学，而对于整个汉语背后的知识体系，框架性内容的学习其实并不熟悉。 

以成语典故教学为例，泰国本土汉语教师并不了解汉字的基本来源，也不了

解其与整个的中华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样也不能很好的理解各种各样丰富复杂的

汉语典故背后的故事成语教学先后与教学或词汇教学方面。很多泰国本土汉语老

师只能针对语言的基本知识进行教学，而对于背后丰富的语言知识体系他们并不

了解，这也造成了泰国本土汉语教师的一些课堂实践没有办法像中国外派的汉语

教师或志愿者那样活灵活现在课堂上充满乐趣和较为轻松的进行教学。 

在课堂实践当中，泰国本土的教师们更多注重的是对语义理解的精准，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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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教学方法能够有效的传授知识，但是其实并不利于学生兴趣的开发。而想要

做好这方面的教学，所需要投入的可能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汉语知识的学习，想要

做到这一点，更需要丰富的语言知识的学习，这些学习甚至会超越基本的语言范

畴，而更广泛的涵盖到中国的历史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只有在充分学习了中国

文化的深厚知识之后，才能构建一个有效的文化背景，这更加能够帮助汉语教师

将自己的语言知识融会贯通，只有在这样更好地理解的基础上，泰国本土的汉语

教师才能更好的实施教学活动，让学生们更加理解语言汉字汉语背后的故事，帮

助学生们更好的学习。 

但是现实中，泰国本土汉语教师所能接触到的培训非常有限，他们并不能获

得如此系统和全面的语言知识，在有限的培训过程中，他们所获得的主要都是语

言句法方面的内容，这些其实还不能很好的帮助他们真正理解汉语语言背后的含

义。而且在泰国的汉语教师培训体系当中，在语言文化背景知识方面的学习学习，

目前的设置并不不合理，并且并不充足。因此在后续的汉语教师的专业培训中应

该更加注意泰国本土汉语教师的语言背景培训，在参训教师充分理解汉语词汇、

汉语书写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后，深刻理解这些内容背后的汉语知识，这样才能真

正帮助汉语教师更好的教学，更好的成长，真正帮助提高汉语教师的综合能力。 

 

表16“泰国汉语教师能力提升项目”题项调查数据统计 

泰国本土教师 
泰国汉语教师能力提升项目 

合计 
1 2 3 4 5 

语法 1 8 32 6 2 49 

发音 0 4 31 12 2 49 

书写 1 5 30 12 1 49 

教学法 0 1 33 10 5 49 

知识体系 0 3 29 10 7 49 

 

汉语语言文化背景知识，是汉语教学者必须学好的基础，而在这个基础上，

调查中还发现了几个具体的汉语教师需要提高的技能，主要包括发音、教学法和

典故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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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音不标准 

发音问题是所有语言学习者必经的挑战，也是泰国本土汉语教师必须面对的

挑战。相比其他语言而言，汉语的发音挑战更为复杂。汉语的整体语言体系——

包括文字体系——为表意体系，而世界上大部分语言作为表音体系。例如英语直

接以国际音标为载体，日语以片假名为基本的语言书写规范，泰文也以语音为基

本语言书写规范，而汉语则与这些表音文字几乎完全不同，这种情况给习惯使用

表音文字的汉语学习者带来了非常巨大的挑战。简单的学习语言词汇并不能真正

的掌握汉语的发音要领，这也是很多汉语学习者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汉语教学

者而言，这方面的难题则更加严重。教师们不仅需要学习语言的正确写法，正确

发音，同时还需要想办法让其他学生也能够掌握正确的读写发音。 

此外，汉语学习与其他语言学习相比而言还有一个巨大的难题就是各种方言

复杂。相比较而言，不论是使用范围广泛的英语还是覆盖人口众多的日语等语言，

虽然他们也有个别的方言体系，但基本发音非常类似，通过学习某一种发音模式

也能够基本了解和掌握其他的同类语言使用模式，而汉语则处于完全不同的状态，

不同地区不仅发音千差万别，甚至一些发音完全与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汉语普通话

完全不同，即使在中国国内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为了统一语言形式，也经历了非

常长的一段时间。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的电脑输入法推广。中国目前主流的语言输入法是以

汉语拼音为基础的输入法，但是在推广过程中，一些人很容易的使用拼音输入法，

但是同样有一部分人以五笔为主要的学习内容，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汉语的方言部

分发音与普通话之间的发音存在比较大的差别。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来说，

发音都具有如此之大的挑战，对于语言学习者来说，其难度可想而知。一方面是

因为不同语言体系，不同发音体系本身存在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各种学习

资料，可能存在的发音不准、发音不同的问题，例如在中国的英语学习方法中，

观看影视作品学习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而在汉语学习过程中，由于不同演员

不同配音的方言体系不同，他们可能在处理同一个词汇过程中存在着细微的差别，

这种差别虽然对于中国国内的观众而言，没有什么严重的影响，但是对于一个教

授和学习汉语的外国教师而言，这种差别的影响则十分巨大和致命。这实际上相

当于在事实上增加了汉语教师学习汉语发音的难度。 

除了汉语发音学习本身存在难度之外，汉语发音学习还存在着另一种难度，

我么可以将汉语发音学习这件事本身作为一个真实的语言学习挑战，那么与之相

对的另一个挑战则是因为在泰国缺乏语言环境与交流机会所造成的心理上的不

自信。由于长期缺乏使用汉语的机会，泰国国籍的一些汉语教师对自己的发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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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并没有准确的认知。 

因此，解决发音问题一方面需要依靠更加专业的学习，另一方面也需要泰国

本土汉语教师自身寻找更多的使用汉语的机会，矫正语音，建立自信，这可能也

是解决泰国本土汉语教师解决发音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中国的语音体系，本身就有比较大的地域差异，例如南方与北方，东部与西

部，各有不同的语言特点。而从实际来看，中国南方的部分方言，与泰语发音有

相似之处，整体而言，对于很多泰国的教师来说，汉语的一些词汇发音不仅与泰

语本身存在较大的差异，甚至在汉语体系内，也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因此学

习汉语的过程中，需要投入极多的资源和时间才能够有效的学习汉语发音，这在

事实上增加了汉语教师学习和使用汉语的难度。 

其实，泰国本土使用汉语的华人并不在少数，而这些华人也是后来学习和使

用汉语的主力。他们中的一部分，构成了泰国基础的汉语教学的重要力量，而他

们中的很多人就来自于中国的南方地区，他们的汉语发音也与目前中国所推广的

普通话存在着一定的不同这种情况下。但是由于他们在汉语向泰国传播过程中所

起到的独特作用，导致泰国的汉语体系本身就并不十分标准。历史的原因加上现

实的障碍，让泰国的汉语教师学习汉语发音存在的种种困难。 

要想解决这种困难就必须依靠中国大陆提供的标准汉语教材，标准汉语发音

有泰国的教师，完整的按照这样的发音和要求去学习，才能真正解决去发现问题。

否则有些发音则可能随着教学的时间越来越长，学习的时间越来越长，影响越突

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泰国本土的汉语教师在改正汉语发音已经面临了比较大

的困难。 

 

二、汉语教学法知识相对匮乏 

教学法是教学的基本构成要素，也是教师培养的重要内容。从第二章中的分

析我们能够看出，泰国本土汉语教师的专业情况并不完全由具备汉语教育专业培

训专业知识的专业训练而来，而是综合了多种不同专业，这也可能是造成泰国本

土汉语教师对于教学法方面缺乏自信并且认为需要提升的核心原因。而教学法的

学习一方面是在实际的工作中学习，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大学中进行系统的学习。

在这方面，政府需要提供一座桥梁，以支持泰国本土汉语教师的继续学习和深造。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能够看出泰国汉语教师对于自己的学法和缺陷这方面

的认识，他并不十分的充分，但是我们通过各种访谈已经验证过我们的猜想，泰

国汉语教师自身在教学法方面也需要提高，而通过我们的客观数据调研泰国的一

些老师认为自己的课堂其实还不够有趣儿，这就是反应了泰国汉语教师教学法方



45 
 

面所需要投入的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要解决教学法方面的困惑，泰国汉语教师首先必须做到这一点：正确的认识

自身教学法方面的不足，尤其是在教学法方面的缺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泰国

教师汉语教学法方面的缺陷正是由于汉语教师并非从教师专业毕业，而从相似甚

至完全无关的专业毕业进入教学领域里面所带来的影响。 

汉语教学是一个比较专业的教学门类，从事汉语教学工作本身就需要遵循语

言学习的基本规律。汉语学习的特殊的学习规律也要求，面对不同类型的学生，

汉语教师还要选择不同的教学方式方法，这样才能有效的帮助给他们更好的理解

汉语学习汉语 

但是在现实当中，很多教师并没有把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发挥出来，他们甚至

无法做到有效的调动学生的注意力，不能够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这正是教学法方

面能力不足的基本表现。者必须呀引起泰国本土汉语教师的重视，很有可能他们

学习了很多汉语知识，但最终无法达到自己期望的教学效果。这将会进一步的挫

伤泰国汉语教师的自尊心，甚至影响到后续教学的开展，这是我们所不想看到的。

因此在我们强调汉语教学基本知识的同时也应该更好的帮助汉语教师学习和掌

握读汉语教学中所独有的，需要单独学习或者花费更多时间精力去学习汉语教学

知识，例如汉语拼音的拼写规则，汉字书写规则，或者是汉语固有的一些与其他

语言学习存在一定的不同的教学方法。 

汉字所表达的丰富文化内涵和语言内涵，是学习汉语的一个特点。与熟记字

母组合学习语言的方式不同，汉语的学习是一个更加系统和复杂的体系性学习过

程。语音、语义等都在同一个汉字中可能有所混合体现。这也决定了人们在学习

汉字的过程中必须通过不断的摹写仿写听写才能真正学习到有效的汉语知识。对

于一些我们其他语言学习过程中，能够基本听会、掌握专业的拼写方式的语言学

习情况有所不同，虽然汉语本身也有偏旁部首，表音部分和表意部分。但是由于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已经将其中的部分语义进行了改进。这种变化也造成

了现在我们有一些汉语依托读音来进行识别的时候并不完全准确。更有甚者也有

很多汉语拼写基本的拼写模式已经脱离了汉语发音状态而变成了完全不同的字。 

同样汉语字义本身由于有丰富的历史内涵，所以单纯学会汉语拼写就已经非

常困难，这些都是在教学实际应用当中，需要考虑的汉语独特的特征，从我们实

际调研的情况来看学生们普遍认为自己学习汉语确实存在一定的瓶颈，如果将这

样的一种反馈用在教师身上，那么就是教师的语言学习项目设计可能还有待改进

的部分，当所有的语言知识和方法都能有效的有机配合起来的时候，那么语言学

习和教学的效果一定会比目前的教学效果好上很多，这也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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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通过更好的教学效果又可以反推汉语教师更多的投入到教学的研究，知识的学

习当中，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开展汉语言教学。 

 

三、语言文化背景知识相对匮乏 

语言文化背景知识的相对匮乏，也既汉语知识体系的欠缺是泰国汉语教师的

另一大挑战。语言是承载信息的工具，语言的学习无法脱离其背后的文化环境、

社会环境，而在泰国的汉语教学中，很难深入理解汉语背后的文化知识。甚至对

于很多中国外派汉语教师来说，这也是非常困难的。与教学法的学习类似，补全

这方面知识的方法，也可以通过与中国的大学合作，寻找更为系统全面的学习途

径，以提高泰国汉语教师的语言教学水平。 

与其他语言文字相比，汉字背后所表达的复杂含义要更为多样化。这种多样

化并不仅仅体现在文字变化方面，更体现在结构丰富的历史内涵上，与世界其他

国家相比，汉字的变化是较少的，汉字是很少有的从几千年前一直传递到今天的

语言文字。而如果想要深刻的了解这些汉字背后的历史文化故事，不仅对于泰国

的汉语教师，甚至对于中国本土的汉语教师而言，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为

了能够更好的帮助汉语教师们学习这个语言背后的文化知识，泰国本土的汉语教

师要付出艰辛的学习，而在中国本土有相当多的学习材料和语言文字材料帮助汉

语教师们学习文字背后的故事，海量和优质的资源对泰国汉语教师来说是很难接

触到的，即使他们获得了一些相关的文字材料，鉴于汉语教师本身的汉语能力水

平的影响，也使他们获得了中国本土还有教师相关的学习材料和辅助材料，他们

阅读这些材料和理解其背后深刻的内涵也存在一定的困难。 

而且由于汉字经过漫长的历史时间周期的演化，其文字形态也有一定的变化，

虽然相比世界其他国家而言，汉字的稳定性要高出很多，现在还能找到数千年前

汉字初始状态下的基本原则，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不断的演进过程中，汉字的字

形字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即使进行汉字语义的学习和语言知识体系

的学习其实也很难完整的了解汉字背后的故事。面对这样的困境支持让我们的外

派汉语教师在进行汉语教学过程中，适当的穿插语言文化知识，同时运用系统的

教学方法帮助泰国本土汉语教师更好的理解中国文化了解汉语是背后所传递的

文化内容，提高教学水平，提高教学效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除了汉字之外，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汉语词汇、汉语语法等内容的学习过程中，

例如随着中国流行文化对于泰国的不断输出，以及各种商贸经营活动和文化交往

活动的联系，越来越多的泰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会使用一些中国的流行元素，而这

些流行元素与我们日常学习到的各种标准的汉语语法词汇都存在一定的差异，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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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与中国人学习英语非常类似。中国人在学习英语过程中，虽然学习了标准

的英语语法，但是会发现很多流行语言已经逐渐渗透到我们的生活过程中，而同

样学习了基本的英语，但是当你真正来到英语语言环境当中，你会发现一些表达

形式出现的不同，而且要随时跟上这种变化，对于语言学习者来说，其实是非常

困难的，对于泰国的汉语学习者来说，这同样也是一个非常难以完成的任务，但

是如果不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的运用和涵盖这些新鲜的语言知识，那么汉语教学

也可能就会变得空洞而无从使用，也就很难激起汉语学习者在课堂之外使用和应

用汉语的愿望。 

虽然系统的学习汉语背后的文化知识存在极大的挑战，但是对于汉语教师而

言就是必须跨越的难题，且结合泰国当地的实际汉语教学情况，还需要开发一些

因地制宜，适用于泰国当地的汉语文化学习模式和方法，开发针对性的课程，将

汉语背后的与泰国文化有关的知识进行整合，更好的帮助汉语教师能够学以致用，

把学到的语言知识完全的运用到课堂当中。 

 

第四节、调查呈现的汉语教师希望获得的支持 

 

为了更好的了解泰国汉语教师对于汉语学习和提高自己能力的态度和想法，

我们在整体调研过程中专门设置了三道主观问题，通过收集这三个主观问题来获

取相关的答案，以支持研究的进行，综合反应泰国汉语教师对于目前的汉语学习

现状、自身能力等方面的问题。这三道问题主要包括泰国汉语教师认知中的提升

教学水平的方法、泰国汉语教师认知中的提高学生学习汉语的效果的方法、泰国

汉语教师认知中的泰国的汉语学习状态的方法三方面的问题。 

为保证整体调查的有效性，并且尽可能的避免因为语言不通所造成的调查结

果的影响，我们在进行问卷设计时，设计了中泰两种文字的问卷。同时在发放过

程中，对应的语言文字进行发放，在最终收回各种问卷后，对问卷的主观答题部

分，进行了语言的统一，最终选用汉语的表述方式为问卷答案的呈现模式，将所

有的泰文问卷翻译为中文问卷，并整合答案，最终支持汉语教师希望获得支持的

研究内容。 

本次与主观问卷发放与客观文件发放为相同分数，但主观问卷的整体收回比

例低于客观问卷，三道主观题目的收回情况也不尽相同，其中关于提升教学水平

的方法的主观题目收回有效问卷 71 份，关于泰国汉语教师认知中的提高学生学

习汉语的效果的方法收回有效问卷 72 份，关于泰国汉语教师认知中的泰国的汉

语学习状态的方法收回有效问卷 8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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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泰国汉语教师认知中提升教学水平的方法 

在回答提升教学方法的有效方法的这道问题时，我收集到了 71份有效作答，

这 71 份作答当中，几乎所有的答案都提到了，需要参加培训，也说明了在泰国

的汉语教师群体当中认为参加培训是一种有效的提高自己汉语教学能力和方法

的手段。在这些答案之中也有近 1/3的人提到了赴华参加培训和中国参加培训的，

这也说明泰国的汉语教师认为到中国参加培训是提高汉语教学的一种有效的方

法和手段，这个数据上我们也能看出，泰国汉语教师的学习意愿和动力相对比较

强，他们希望通过有效的学习手段和方法，提高自己的汉语教学水平。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能看出，全部选择了培训这种手段的情况下，这也

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汉语教师培养过程中有效的培训其实供给是不足的，对于大

部分泰国本土汉语教师而言，能够赴华参加培训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

都说明了泰国汉语教师要得到更多的培训机会和学习机会。 

培训对于提高汉语教师的教学水平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此之多的汉

语教师都认为自己所获得的培训机会并不充足，其实也反映了请关注基本的要是

培养而不关注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的持续培养的现状，对于实现汉语教师的本土化

并不有利。 

培训对于一个职业而言是持续一种有效手段和方式，通过持续的有效的学习，

能够提高一个人在这个专业领域中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这也决定了未来即是否能

够长期从事这一职业的重要因素。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调查却反映出泰国的汉语

教师获得专业的汉语培训依然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这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在未来

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帮助泰国的汉语教师能够有效的进行学习有更多的一

些机会，掌握更多的技巧。 

在这些答案之中，我们也能看到其他的一些答案，例如通过向他人学习、观

磨他人课程、多读书、与他人互动等。而这些答案的内容，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也与参加学习有一定的相似性，这进一步说明了，培训对于当前泰国汉语教师持

续成长的重要性，提供优质的培训资源，帮助汉语教师们成长，可以最有效的实

现汉语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而且结合前面分析中的客观题结果来看，教师们目

前所接受的培训时间，或次数完全不足，也印证了我们的结论，泰国汉语教师所

能接触到的却客观上来说是不足的。 

 

具体答案情况如下： 

份数 答案 

第 1份 1、要努力钻研。2、向别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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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份 多看书学习，教学内容及时更新，增加培训，多与学生沟通。 

第 3份 

先认识和判出学生的水平，再写出比较适合他们的性格与水平

的教案。我会不停的提高自己的教案，每次上完课会记录好与

不好的教学方式，然后用最好的教学方式上课。目前是用游戏

法，问答法和偶尔用翻译法。 

第 4份 
多在能够使用汉语的环境中练习，从各方面提高学习新的教学

方法，如：网络，观摩其他教师的教学法，新的科学技术等。 

第 5份 教学教具使用培训，设置学生感兴趣的活动。 

第 6份 阅读相关书籍，参加专业培训，观摩现场教学或者视频教学。 

第 7份 培训，观看成功教学观摩课视频，实践总结，教学反思。 

第 8份 
教师队伍之间多交流，学习优秀教师的经验；网上学习；认真

备课；多种教学手法并用。 

第 9份 学习泰语，便于与学生交流。 

第 10份 
参加相关培训，观摩教学等等；多看专业书籍，教学视频；向

有经验的同事请教。 

第 11份 多观看相关教学视频，向其他老师学习。 

第 12份 
听课，多去观摩能力较强有经验教师的课堂，能有效提高本人

的教学水平。 

第 13份 课堂活动，活动教具，精讲多练。 

第 14份 
学习优秀教师的上课经验；实践多与学生互动交流；将课堂表

现的丰富有趣。 

第 15份 针对学龄段的身心特点而设计；与其他汉语教师交流；培训。 

第 16份 
多听课，挺优秀的汉语教学课程，从而多向有经验的老师学习，

结合自身，多反思自身课程的不足，加以改进。 

第 17份 教师培训；实践机会。 

第 18份 
阅读专业性书籍，如：《汉际汉语教学案例分析》朱男；《对

外汉语教学语法释疑 201例》彭子川。 

第 19份 
通过观摩优质的汉语教学示范课，学习有趣的教学方法，适用

的教学理念以提高我的汉语教学水平。 

第 20份 优秀教师现场观摩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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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份 听优质课，借鉴教学方法与经验。 

第 22份 
想办法吸引孩子的兴趣，如：多制作教具；播放视频，直观且

有趣；老是应多看优秀对外教学视频，提高自己。 

第 23份 实战操练，总结经验，创新。 

第 24份 
教师自身必须具备过硬的汉语知识水平，教师操守；认真研究

和了解学生的特点，选择适合学生水平的教学方法。 

第 25份 
增加针对各年龄层汉语学习者教学法的培训，教师之间多交流

经验和问题。 

第 26份 增加教师培训频率。 

第 27份 
系统学习汉语知识；参加一线教师及专家的培训；阅读相关书

籍。 

第 28份 

听其他的汉语课或看相关视频，借鉴其他老师的教学方法；参

加对外汉语教学的培训；多加练习自己将要上的每堂课；多阅

读中国文化方面的书籍，把中华文化带入课堂。 

第 29份 
汉语培训；观摩优秀对外汉语教师的教学；降低工作量强度，

提高汉语教学水平；阅读相关书籍。 

第 30份 听；说；读；写；总结。 

第 31份 系统知识的培训以及学习。 

第 32份 参加培训，补充知识。 

第 33份 
参加培训，学习教学法，教学技巧；学习如何在教学中使用辅

助教具。 

第 34份 不断学习。 

第 35份 多读书，多学习其他老师的教学方法。 

第 36份 
独立教授一个班；培训；观看对外汉语教学视频；增加对泰国

学生的了解；学习泰语。 

第 37份 

多余汉语母语者交流，可以是我在讲解知识，传授知识时更加

有效果，如利用周末时间认真学习汉语，因为我没有机会和奖

学金赴华学习，就需要自己多多努力，否则会影响工作，影响

教学。 

第 38份 通过多读书练习；参加培训，补充新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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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份 不断学习。 

第 40份 
增加汉语知识培训；多观摩其他教师的教学方法，不断调整或

适用于自己的课堂。 

第 41份 多观摩其他有经验教师的课堂情况； 

第 42份 培训，观摩，看教学视频。 

第 43份 技能培养；教学技能观摩；阅读相关专业书籍。 

第 44份 
运用多种教具，更换不同的游戏，丰富的教学方法，不重复，

让学习者在学习中感到有兴趣，教学者要不断充电学习。 

第 45份 得到泰国教育部的支持，以及学生家长的认可。 

第 46份 
寓教于乐，多听，多读，多唱，多写；学习优秀教师的教学方

法；上课课后发丝，终身学习。 

第 47份 培训，多听取吸收他人经验。 

第 48份 提高教学自由度。 

第 49份 创造语言环境，多听多说；教材吸引学生学习认字；看动画片。 

第 50份 学习培训。 

第 51份 
观摩教学视频或者旁听；备课过程中不断积累专业知识，乐于

探索。 

第 52份 
直专业培训，大量阅读专业书籍，理论结合实际，及时做教学

反馈。 

第 53份 增加汉语教学专家培训，多观摩学习有经验的教师课堂。 

第 54份 增加与时俱进的教材，教具，丰富多样。 

第 55份 韩语培训以及多去不同的学校学习交流不同的教学方法。 

第 56份 教学过程应与时俱进，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到乐趣。 

第 57份 
需要赴华进行汉语教学法培训，以及汉语教学技巧，教材编写

方面的培训。 

第 58份 

汉语教学水平的提高，首先要先对中文有个好的态度，特别是

要看到汉语的重要性，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发展，以及在东盟

国家中的发展十分迅速，在教学中要特别强调打好基础，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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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够在将来使用的时候不忘记。 

第 59份 多听示范课，多看对外汉语有关的教材。 

第 60份 
学习更多更加丰富多彩的学习，教学方法；提高自身的教学水

平；不断学习新的教学方法。 

第 61份 基础培训；教学方法多样。 

第 62份 
多听示范课；听其他老师上课；多看汉语教学知识书籍；汉语

教学培训。 

第 63份 教学技能技巧培训。 

第 64份 专业培训；经验积累；交流反思。 

第 65份 集体培训，名师传授经验讲堂，汉语教师交流。 

第 66份 培训 

第 67份 多参加有关教学的培训。 

第 68份 通过培训。 

第 69份 提高自身专业能力，通过听课，老师间互评来取长补短。 

第 70份 了解学生心理，制定符合学生的教学方式。 

第 71份 通过培训。 

 

二、泰国汉语教师认知中提高学生学习汉语效果的方法 

在回答“如何提高学生学习汉语的效果”这一题目时，相较“如何提升自己

的汉语能力”题目的答案更加丰富，不同的汉语教师在回答如何提高学生学习汉

语的效果时，都提出了自己的认识。通过这些答案我们也能发现不同的汉语教师

对于相同的内容有不同的理解，每名汉语教师都能通过自己的教学实践，提炼出

适合于自己的人生的有效方法，而这些方法，与我们前面的客观题目相对照能够

发现，通过教师个人努力来实现对于学生成绩的影响比较直接。 

但是在这些不同的答案背后我们也能发现一些共同的规律，这种规律就是对

于汉语教学不能只关注于知识的传授，有更重要的在于汉语文化，汉语环境，整

体兴趣的传递，一个汉语教师能够更好的激发学生的兴趣，也就意味着这名汉语

教师能够更好的带动自己的学生，其中取得比较好的教学效果。 

但是在这些答案的背后，我们也发现，虽然不同的汉语教师选择不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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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共同面对的，可能都是关于标准教学内容的缺乏。具体而言，在所有的

主观题答案中，没有一名教师提到使用相关的练习册，某些具体的科学教案，这

种角度来看，也能证明，现在的汉泰国汉语教师的教学中缺乏有效的教学材料和

教学辅助资源， 

同时，在所有调研提取到的答案中，更多的答案还停留在观念和制度的层面。

比如我应该让学生对汉学文化产生兴趣，或者我应该让学生对汉语产生兴趣第一

层面，具体教学方法的教师少之又少，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我们的问卷调查的形式，

限制了大家答案的丰富性。但是另一方面有可能印证了我们的猜想，也就是，泰

国汉语教师的整体教学能力，还有待提高，她们还不能够游刃有余的控制课堂，

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比如我们在客观调查中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 

 

具体主观题答案如下： 

第 1份 1、教学方法要丰富精彩。2、教学方法要多具体。 

第 2份 
与时俱进，贴近生活，教学内容可以适时调整，离学生生活太远，

对学生没有吸引力。 

第 3份 
我个人觉得学生在课堂上和生活中多说汉语，因为通过对话学习

是语言最重要的学法。多说多练是能巩固和温习。 

第 4份 

增加教育在课堂中的使用，尤其是新式的教学用具，可使学生提

高学习效果，除此之外，多媒体也是吸引学生的好方法，而且可

以将游戏带入到课堂中。 

第 5份 
让学生真心喜爱汉语，让学生对待中国，中国文化，中国人有个

好的观念。 

第 6份 
培养，引导学生学习汉语的重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

游戏活动让学生学习汉语。 

第 7份 
情境创设，让学生身临其境，通过文化视频介绍中国，学习汉语

首先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 8份 课堂有戏，激发学生兴趣；小组比赛，实行优胜奖励制度。 

第 9份 加强听说读写训练。 

第 10份 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多鼓励。 

第 11份 通过更多的情景对话，让学生开口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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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份 多训练口语，听力相结合。 

第 13份 
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经常观摩学习优秀汉语教师（包括本土汉

语教师）的教学方法。 

第 14份 教学时多注意学生动态，及时缓解课堂尴尬。 

第 15份 融合中泰文化要素，沉侵式教学。 

第 16份 
加大汉语宣传，让学生和家长重视汉语作用，增加学生的汉语学

习动机和兴趣。 

第 17份 增加趣味性；化难为简；多开展相关活动，提高开口率。 

第 18份 确定学生对汉语的兴趣，从而挑选出真正想学汉语的学生。 

第 19份 
通过增强课堂的趣味性，降低课本的难度，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

学习汉语的效果。 

第 20份 游戏化课堂教学，但在有秩序的课堂常规前提下。 

第 21份 教学与游戏相结合，形式多样。 

第 22份 
教授古诗（注：以歌曲的方式去教）；通过歌曲让学生来了解我

们国家的文化；联系肢体，吸引学生的注意。 

第 23份 因材施教。 

第 24份 
给学生关注度，让学生意识到课堂上的主人翁地位；多让学生参

与，激发学生主动学习；使用切实有效地教学方法。 

第 25份 
增加课堂活动，提升课堂学习氛围，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使用

汉语。 

第 26份 
让学生共同参与更多的中文活动，做游戏，唱歌等，让学生能够

在自己喜欢的活动中提高汉语学习。 

第 27份 
使用学生容易接受的教学方式；课下也用汉语跟学生交流；增加

学生使用汉语的机会。 

第 28份 

每堂课正式上课前，引导学生进行复习上节课所学；讲授内容要

丰富多彩而系统；趣味性的练习，游戏必不可少；奖惩机制的操

作要及时。 

第 29份 更多丰富的汉语活动，提高学生兴趣；增加课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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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份 
用听歌曲的方式让学生多练习听汉语发音；用多媒体进行教学；

用图片作为汉语的教具进行教学。 

第 31份 日常的谈论对话。 

第 32份 多练习书写，多学新生次，改进教学法，使教学更有意思。 

第 33份 寻找丰富多彩的教学方法，并且让学生容易理解的方式。 

第 34份 多练习书写和背诵。 

第 35份 多与学生对话。 

第 36份 增加汉语相关的活动；多布置点作业。 

第 37份 活动。 

第 38份 开设不同的教学活动，激发学生。 

第 39份 游戏。 

第 40份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汉语，看到学习汉语的重要性，必要性。 

第 41份 课堂游戏的使用，设计完整，趣味性强，参与率高的游戏； 

第 42份 经常对话，观看视频。 

第 43份 
迎合学生特点，因地制宜；根据当地学生特点改变或者编写教材；

设置特殊的汉语水平评级方案，尽可能与专业评级靠拢。 

第 44份 让学习不无聊，学习者在学习中感到有兴趣。 

第 45份 让学生有机会能够赴华学习。 

第 46份 多多开展有效的教学活动。 

第 47份 激发兴趣，竞争机制。 

第 48份 沉浸式教学。 

第 49份 多认词汇；让学生在对话课表对话。 

第 50份 教学的多样化。 

第 51份 学习方式多样化，教师教学的趣味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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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2份 为学生创造教学环境，举办中文活动。 

第 53份 让学生主动多说；通过游戏掌握汉语。 

第 54份 汉语教材具有趣味性，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方法。 

第 55份 让学生多参加汉语教学。 

第 56份 提高汉语教学技巧。 

第 57份 多练习与教材内容相符的内容。 

第 58份 

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要给学生打好基础，学生应该知道如何使

用拼音拼读，书写应该知道正确的笔顺笔画，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正确的词语。 

第 59份 活动，游戏。 

第 60份 寻找丰富多彩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多使用汉语对话，多运用汉语。 

第 61份 学生对汉语感兴趣，游戏，课堂氛围比较轻松。 

第 62份 
活跃课堂气氛：做游戏；带学生多读多写；放中文语音，中文字

幕的电影，或者卡通片。 

第 63份 让学生真正喜爱汉语。 

第 64份 奖惩机制；根据汉语程度不同，开设不同班级（分班制度）。 

第 65份 降低学习难度，减少学习任务。 

第 66份 —— 

第 67份 常常说汉语。 

第 68份 多提供教学教法，让学生对汉语感兴趣。 

第 69份 课堂形式多样，增强师生间的互动（老师主导，学生主体）。 

第 70份 培养学生学习兴趣。 

第 71份 通过给学生看短视频。 

第 72份 通过做游戏，活动等方式来提高学生学习，提高学习汉语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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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泰国汉语教师认知中提高泰国汉语学习状态的方法 

在“通过什么方式提高泰国的汉语学习状态”这一主观题的调研当中，大部

分的本土汉语教师都选择了非教学因素的答案，这些答案包括提供整体的学习社

会氛围或者是相关的政策支持社会交流。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泰国的汉语教师

们目前并没有将与教学相关的活动作为提高学生状态的主要因素，他们更希望泰

国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提供更多的支持，帮助学生们更好的融入汉语学习，营造一

种学习汉语的热潮。 

具体来说，针对这一题目的答案既包括针对社会层面的，也包括针对教学体

系设计的，同时也有一些教师提到了教材的设计等，例如第二份问卷中得到的答

案为将汉语纳入泰国的升学考试系统，及时更新教材，学生可以及时获取最新的

知识，而第三十份答案则表示中泰政府支持短期或长期的奖学金，如暑期营等；

中国政府支持教师奖学金，赴华培训。这些答案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老师的观点。 

 

具体主观题答案如下： 

第 1份 
支持每所学校从底班开始教汉语，把汉语当为学生必须要学的第

二语言。 

第 2份 
将汉语纳入泰国的升学考试系统，及时更新教材，学生可以及时

获取最新的知识。 

第 3份 
我认为泰国政府应该做出关于泰国的生活中的汉语书，是能在生

活中利用的生词词汇和句子的教材。 

第 4份 
增加教学教具，并且增加教具的多样性，增加汉语教师培训，能

够满足各学校的需求，从而提高汉语教学效果。 

第 5份 应该设有测试汉语水平的考核。 

第 6份 教材内容进行调整。 

第 7份 

培养本土教师，对汉语教学制定严格考试标准。大力支持开设汉

语教学的学校，保证教材选择多样化，符合不同学生学习需求。

培养全民学习汉语意识。 

第 8份 
把汉语纳入国家升学考试范围；增加教师数量；把汉语教师在泰

国教学的时间增加，稳定师资力量。 

第 9份 —— 

第 10份 换教材，当前教材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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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份 
增加汉语教师的数量，讲汉语考试编入国家考试，避免教师流动

性过大。 

第 12份 培训机会相对再多一些。 

第 13份 

把汉语列入必修科目；与汉语相关的工作都要求过 HSK；鼓励与

中国学校的“汉语桥”冬夏令营等交换项目；大力培养泰国本土

汉语教师。 

第 14份 
多组织活动，该孩子展现自我，在教师行业中应适当调整教师工

资差异，多慰问体恤老师。 

第 15份 政策性鼓励。 

第 16份 
加强汉语宣传，增加中泰学习的项目，让学生感受到汉语的国际

化，全球化。 

第 17份 
增加宣传汉语的重要性；提高学校汉语课的地位；多给教师培训，

经验交流的机会，提高汉语课堂的趣味性。 

第 18份 从意识上提倡，普及学习汉语的重要性。 

第 19份 —— 

第 20份 
生活实践或应用中体验汉语的实用性，以及增加泰国学生赴中国

游学的机会，体验中国文化。 

第 21份 教材选取适宜，多引进人才。 

第 22份 目前没有想到。 

第 23份 加强汉语学习奖学金制度，增添汉语就业机会。 

第 24份 制定统一的教学标准及教材；讲汉语纳入必修科目。 

第 25份 —— 

第 26份 
支持汉语学习，使用汉语，有关汉语的宣传内容，多使用汉语来

进行宣传。 

第 27份 
从教师角度：增加汉语教师的培训机会，教师与教师之间沟通教

学方式方法。 

第 28份 
开展汉语交流活动，汉语母语者和汉语学习者的交流；提高新媒

体对“汉语学习”的宣传。 



59 
 

第 29份 
让大众了解到汉语的重要性；加强对汉语老师的培训，培养，提

高汉语教师质量。 

第 30份 
中泰政府支持短期或长期的奖学金，如暑期营等；中国政府支持

教师奖学金，赴华培训。 

第 31份 
通过提高线上媒介让学生多了解汉语，推广汉语，让更多的学生

热爱汉语，自发的学习汉语。 

第 32份 
使泰国的汉语教学更加系统，规范，设计领域更广，可以覆盖整

个泰国的每个府每个学校。 

第 33份 开设更多的中文活动，让学生敢于想象，敢于表现。 

第 34份 支持每个学校开设汉语课程。 

第 35份 
增加泰国小学，中学对汉语的重视，以及在考试中把汉语作为必

考科目。 

第 36份 
将汉语作为升学考试成绩的附加成绩；增加对汉语教学的资金支

持。 

第 37份 
让更多的中国籍教师来泰国教学；让孔子学院送中-泰教师一同

来工作，更加方便。 

第 38份 —— 

第 39份 资金支持。 

第 40份 

在课堂上使用辅助教具；更加重视汉语教学；让学生看到很多职

业都需要使用中文；推进和提升教职工水平，不管是知识储备，

还是科技，包括教学技巧。 

第 41份 
整改教材，据我所知，目前泰国学校使用的汉语教材大多缺乏生

动性，而且内用过时，过难，可以更换更为适合的教材。 

第 42份 设备投入（电脑），经济投入（购买教具）。 

第 43份 奖励机制，设置泰国特有的中文比赛以及汉语水平评级。 

第 44份 使用丰富多彩的教具。 

第 45份 从幼儿园开始就开设汉语课程，直到大学。 

第 46份 发放补贴；奖学金。 



60 
 

第 47份 把汉语变成必修科目，即从小到大考试要考的那种。 

第 48份 开展中泰文化交流活动。 

第 49份 提高本土老师的水平，培训教学技巧。 

第 50份 更多汉语相关活动，丰富教材教具。 

第 51份 
重视考试，将汉语作为必修课而非选修课，鼓励学生去中国学习

并资助学生。 

第 52份 中泰两个之间多进行文化交流，举办夏令营之类的活动。 

第 53份 中文营，短期学期或者成为交换生学习。 

第 54份 支持汉语教学，为学生增设各种赴华留学奖学金项目。 

第 55份 支持汉语教学教具，设备，以及支持培训奖学金。 

第 56份 多支持汉语教学设备，教具。 

第 57份 支持建设中文图书室，以及增加汉语教具，教学设备的资金支持。 

第 58份 

政府应编写有趣味性的教材，教材内容与泰国生活相关，生词难

度不应超出学生的接受能力范围，应由简到难，应根据学习者的

年龄增长，学习词语有一个增加至多个。 

第 59份 奖励制度。 

第 60份 

应该让教师有更多的时间在课堂上，不是让教师去培训太久（长

达一个月），让学生不能连续学习。让中和小学教师，开设中文

课和不开设中文课的学校教师一同培训，是否有效果？应该多支

持真正有水平，有能力的教师去赴华培训，是否更好。用假期时

间去培训，老师不用备课吗？有些学校还没有对汉语有足够重

视，应让学校领导层更加重视中文。 

第 61份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教材，对汉语有成绩的学生给与鼓励。 

第 62份 

增加对华校的重视；多宣传汉语；地区间可以有汉语交流活动；

可以分类为不同需求的人提供不同的汉语学习内容，如：商务汉

语，旅游汉语。 

第 63份 政府应大力支持泰国本土汉语教师出国学习，或赴华进行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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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教学学习，获得教师资格证书，再返回泰国进行汉语教学，

如果教师没有在中国进行深入学习，知识储备量不足以满足学习

者的需求。 

第 64份 政策鼓励，合作院校优惠政策。 

第 65份 通过奖励机制激发学生学习汉语的热情。 

第 66份 —— 

第 67份 申请中国老师来教学。 

第 68份 组织一些对汉语感兴趣的学生到中国留学。 

第 69份 增加对汉语的重视程度，加强汉语宣传推广活动。 

第 70份 将汉语考试的成绩作为升学的必须一项。 

第 71份 大力宣传汉语。 

第 72份 让学生尽可能参加汉语水平考试。 

第 73份 参加实用性强的培训，听取经验人士的教学经验。 

第 74份 多去真是的课堂中时间，尝试各种教学法。 

第 75份 
使课堂的展示呈现多样化，使用具有中国元素的实物来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等。 

第 76份 与本土老师合作。 

第 77份 
从政策上支持，为各种汉语学习项目提供财政，政策实施上的支

持。 

第 78份 
从实施上重视，在与各大汉语合作机构时，如：汉办，侨办，要

尊重且重视其工作，使合作顺利进行。 

第 79份 
从学生角度：课余增加汉语活动，如：汉语朗诵大赛，汉语歌曲

大赛。 

第 80份 在课堂多增加和设计一些学生感兴趣的课堂游戏； 

第 81份 
因为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有时候交流有障碍，教师自身多学泰语，

可使用中介语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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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2份 汉语培训。 

第 83份 
对于学生的良好表现，可多进行表扬和鼓励，以表扬为主，不打

击他们的积极性； 

第 84份 
当地学校如果能鼓励学生参加 HSK或者 YCT考试，会更加增加学

生学习汉语的动力。 

第 85份 加重汉语在入学考试中的分值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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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泰国本土化汉语教师的培养需求 

 
第一节、泰国本土化汉语教师的大学培养需求 

 

一、泰国大学本土汉语教师培养现状 

目前泰国公立、私立及师范类大学约有 156余所，其中已有 134所学校开设

了汉语专业，也就是说高达 85%以上的泰国大学，正在为各类汉语人才的培养服

务。朱拉隆功大学、法政大学以及华侨崇圣大学是成立汉语专业较早、培训体系

较为成熟的大学，是泰国大学当中，汉语教育的领先者。这些学校一方面非常重

视汉语教育教学的开展，强化汉语学习的重要性，如华侨崇圣大学将汉语作为全

校学生必修课进行学习，另一方面这些学校也在发展中积累了强大的科研和师资

力量，例如法政大学在 1984 年就成立了泰国最早的中国学问研究中心，而朱拉

隆功大学则于 1997 年也成立了中国学问研究中心。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些中

国学问研究中心不仅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 

在泰国开设了汉语专业的 80 余所大学，近几年持续扩大汉语学生的招生规

模，他们不断的向社会输出各种专业汉语人才。但是从这些日益增加的汉语专业

学生最终的就业去向来看，他们之中从事汉语教育的人并不占多数，大量专业的

汉语专业毕业生与缺乏专业的汉语教师之间的矛盾形成了对比，甚至在所有的汉

语专业毕业生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从事与汉语相关的工作，这也是一种

人才浪费。而这种现象与我们调查中所发现的泰国汉语教师的比例情况可以相互

印证。泰国当地的社区学校有大量的汉语教师需求，这些汉语教师的需求一部分

由本土化的汉语教师担任，但是同时还有大量的汉语教师志愿者担任当地的汉语

教师。同时，调查中也有一些学校反映自身的汉语教师数量不足，尤其是有专业

汉语教育背景的教师不足。但有如此之大汉语教师缺口的情况下，依然有大量的

毕业生没有从事汉语相关的工作，这可能也是某种程度上的一种人才浪费。而出

现这种情况的深刻社会原因可能依然还是在于汉语教师本身的经济收入和社会

地位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这导致了一些人虽然经历了专业的汉语学习与训练，

掌握汉语知识和汉语教育技能，但是依然选择转换职业而不从事汉语教学工作。 

华侨崇圣大学、法政大学和朱拉隆功大学是泰国汉语教学排名前 3的专业院

校，这三所学校无论是从汉语教学的师资力量、外派研究生的规模还是整体的科

研实力上都是泰国汉语教育的顶尖的专业机构。然而即使在汉语教育排名靠前的

这三所学校，在培养本土化汉语教师方面也面临着诸多问题。这些学校在汉语专

业课程设置科学性方面、汉语教材的实用性方面、汉语教学方法的完善方面，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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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进一步调整。科学合理配置课程及学分、在教材中融合中泰两国的元素、增

强课堂教学方法的综合性及趣味性、加强对学生汉语听说能力的锻炼等等，是解

决以上问题的途径。这些方面的不足，导致了汉语专业学生在求职时选择从事汉

语相关专业的几率变小。 

随着汉语教育在泰国当地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尤其是泰国顶级大学陆续开

始开设中国学问研究中心，社会上的各种汉语培训机构也越来越多，整个泰国社

会对汉语高端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汉语专业人才从事非汉语工作的情况正在相

对减少。2017 年，泰国的汉语专业毕业生毕业后从事汉语相关工作一年以上的

人数大约占到所有汉语专业毕业生的 60%
[24]

。这说明在泰国，汉语专业人才的就

业渠道越来越广泛。但是这种现象的背后，则是汉语专业毕业生在市场上的表现

并不尽如人意。实际上，泰国当地的汉语学习路径很多，大学的培养人数只占全

部汉语人才中比较小的部分，这说明汉语专业人才的需求其实一直不小，但是汉

语专业毕业生并不能完全投入到汉语相关工作中，这可能也从侧面反映出汉语专

业人才的培养与实际的市场需求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从实践上来讲，泰国目前主要的汉语人才培养机构还是开设汉语专业的高校，

而这些高校都与中国的相关国际合作机构，通过这种联系和相互支持，泰国本土

大学的汉语教学和科研能力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相对而言，泰国大学在汉语

国际交流方面所做的努力，依然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从近几年来看，虽然中国

和泰国共同举办的语言文化交流讨论的学术会议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但是泰国

本土的科研人员走出国门来到中国来感受中国的专业汉语研究和汉语教学的机

会依然比较少。甚至一些常年从事汉语研究的专家，都少有机会到中国专业的汉

语言研究机构进行学习走访，这也造成了汉语学习和交流过程中的一些遗憾。 

另外，虽然泰国的顶级学府中对于汉语教育的研究和学习越来越重视，相关

成果也越来越多，但是这些成果转化为实用的汉语学习模式和方法的，并不多见。

大学向学校老师开放学习的机会也很少，这也进一步限制了汉语科研成果在泰国

当地的传播。 

 

二、增加汉语教学专业设置 

解决本土化汉语教师培养，根本性途径在于增强汉语教学的专业设置。可以

说，专业设置是本土化汉语教师培养的根基，根基不牢，也就无法获得长足及实

际的进步。泰国汉语专业的设置，目前以汉语研究方法和汉语本身为主，而专门

                                                        
[24] 泰国汉语教师专业发展的现状及对策研究以曼松德昭帕亚皇家师范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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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汉语教育所设置的专业在泰国目前的大学专业设置中并不多见。同时，泰国

顶级的汉语研究机构也普遍以研究汉语文化、汉语知识为主，而专门的研究与教

学的机构同样较少。从近几年对于泰国汉语教学的研究成果来看，会发现这些研

究成果大部分来源于中国。而泰国本土的研究者，在汉语教学方面的研究反而相

对较为少见。其实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泰国整体汉语教学专业设置相对较

弱的现状。由此可以发现，泰国大学和科研机构目前所开设的汉语教育专业情况

来看，很难达成有效供应本土化的汉语教师的需求。因此，在泰国大学当中，虽

然汉语专业设置比较普遍，但是下一步还应该继续加强汉语教学研究。这其中的

重要举措就是应该建立一批有鲜明的教学特色的汉语教育专业，培养专门从事汉

语教育的人才，这样才能够有效的帮助汉语学习者获得更好的学习体验和优质的

教学质量。 

在专业设置的实践当中，特别需要注意到汉语教学专业不是单纯的中文专业。

汉语教学专业的培养的根本目标是能够让学生掌握汉语和教育的复合知识，日后

真正做到教书育人。他们需要能够将汉语作为一门语言的基本技能和知识教授给

学生，让学生能够有效的掌握汉语知识、熟练运用汉语。因此汉语教学专业的学

生不仅要牢牢掌握汉语理论的基础知识，还需要能够理解汉语运用的精髓。即他

们不仅仅知道怎么运用，还必须掌握为什么这样用及为什么不能这样用，深刻理

解汉语的各种使用规则，这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汉语教师。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汉语教学人员的专业功底甚至要比其他汉语相关专业的

人的专业功底更为全面和深厚，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解决教学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汉语。但目前直接从事汉语教学的人员的专业能力并不能达

到这个要求。在基层的汉语教师甚至缺乏系统的汉语知识体系的认识，这也说明

目前在泰国的汉语专业学习中，教学型的人才培养相对短缺。这也与我们调查得

出的结论基本保持一致，我们发现在实际一线的泰国汉语教师中，专业学习汉语

的人并不多，而交叉专业的汉语教师所占的比例则更高。而这些老师往往在汉语

基础知识、教学法、语言发音等方面存在比较大的困难。 

因此在汉语教学专业的设置中，教学重点应当是语言运用的基本规律，包括

语音、语法、词汇、句型的理论知识，这样汉语教学专业才更具专业性和针对性。

教育的基础是准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汉语教学专业的准确程度要求甚至要比一

些应用型的汉语专业还要更为全面，必须让学习相关教学的专业的人能够全面系

统的掌握汉语的语法语言等专业知识才能够在后续的教学实践中有效的指导和

帮助学生，这也是汉语教学专业设计的基本原则。 

同时专业设置中应注意到“教”的特点，即在讲授知识的同时，也应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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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教育的方法和理论。通过设置汉语教学方法的课程，让学生在掌握汉语知识

的同时，了解汉语学习容易存在的误区，了解汉语教学方法和技巧，掌握不同类

型的课程教学，从而提升其未来的教学能力。 

总而言之，汉语教学型人才应该是一类专门的人才，他们与一般的汉语人才

相比有不同的特点。其人才的培养应该遵循特有的人才培养规律，按照专业的模

式进行系统的培养，而非现在这种，缺乏专业思考和系统教学体系的常规汉语人

才的培养模式。 

 

三、加强非学历教育机会 

汉语教学专业其重点在于应用性，而非理论性或学术性，其课程设置也应紧

紧围绕这一点开展。在掌握了基本的汉语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汉语专业学生就应

当重视自己在实践中应用汉语的能力的提升，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只用汉语应用

汉语的机会帮助自己，掌握汉语知识。而与其他汉语专业人才的工作环境相比，

实际从事汉语教学的各种汉语教学的教师们其实则是另外一种状况。 

虽然在每天的工作中，汉语教师们都在不断的应用汉语知识进行教学，但是

相对而言，他们使用汉语的方式更加片面。相比系统学习过汉语的人来说，泰国

的汉语教师中还有相当比例的人群是缺乏系统知识的。他们可能仅掌握基本的汉

语知识，他们的很多汉语知识是随着教学实践而逐渐补充上的。对于这些汉语教

师而言，直接接触各种汉语学习理论的机会比较少，因此他们在教学中可能会长

期存在错误而无法纠正。因此，在大学中，应该重视向这些汉语教师提供专业理

论知识学习的机会，只有实现专业人才学习的实践化和实践人才学习的专业化，

才能够有效的帮助汉语教学人才的成长，才能更好的从根本上提高泰国的汉语教

学质量。因此，专业的汉语学历人才的培养和非学历人才的培养，两者必须兼顾。 

因此，在重视汉语专业学生的培养的同时，增强非学历教育机会也同样重要。

大学应安排更多学生实习或教学实践的机会，通过实地教学体验、参加志愿者活

动等等，在实践中增强本土化汉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也同时可以提升他们

的纠错能力和视野范围，反过来对汉语理论及教学方法的学习提供助力。 

具体而言，大学应该提供丰富多彩的系统的学习知识的机会，从汉语的基本

知识框架到语法结构等基础性的内容开始，系统的向社会上实际从事汉语教学工

作的一线工作者提供学习机会和知识输出，而同时开设了专业的汉语教学课程的

学校应该更加广泛向汉语专业人才提供应用和学习汉语的机会，给他们提供进入

学校教学实践，提供使用汉语帮助学生的机会。通过两方面共同的努力，让汉语

学习形成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有效的学习模式，避免理论不足的汉语教学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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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践不足的汉语教学学习者，而出现而实现既会学又会用的，综合汉语实践人

才的大量供给。 

在教学环节的设置上，大学的课堂应该注重实践性内容的引入。随着泰国大

学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的出现，泰国的汉语教学也有了更多接触鲜活一线的应

用实例的机会应该更加有效的利用起这些留学生资源，帮助泰国建立起实用的汉

语教学体系，以供更多学生在课堂上学习汉语应用汉语的机会，真正做到学以致

用、有效学习。 

而对于长期在一线从事汉语教学工作的人员，大学都可以让他们进入到专业

的研究机构，与专业的研究者共同探讨汉语教学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并且寻求专

业的解答。同时也能够将汉语教学一线所面对的实际情况，反馈给研究者，让研

究者通过研究这些个例，逐渐的了解整个汉语教学的实际情况。让研究机构也能

够从研究的高度，从系统的高度提出实际有效的解决方案，帮助包括政府社区学

校在内的，与汉语教学相关的人员进行有效的研究，制定有效政策，直线教学质

量的提高。 

在目前大学整体教学资源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应该有重点有侧重的面向部分，

有典型代表性的学校，向其汉语教师提供专业培训，并且尽可能的提供一些能够

支持一些老师开展日常教学的系统化的产品与工具，甚至在有可能的条件下这些

学校变成专业汉语教学的进一步延伸的分支机构让他们帮助推荐关于教学的展

开，帮助系统提高汉语教师的综合水平。 

非学历教育，对于大学本身看似与研究或相关系统的学术工作没有关联，但

实际上却是开展研究工作的非常好的支持和补充，只有做好非学历教育，才能保

持大学与一线鲜活的实践的有效接口，保证大学研究的内容不脱离实践，保证研

究的质量。同时与实际教学工作有效结合，也能帮助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获得

更多的实际一线的、帮助人才培养活动的展开，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这是一个双

赢的结果。也是从根本上提高汉语教学人才水平的有效途径。大学应该加强投入，

与学校的教师、各种实际一线工作人员实现一种良性互动，那才能最大限度的充

分利用资源，得到较好的学术成果和社会效益。 

 

四、加强本土化汉语教师培养中的中泰互动 

当前，泰国汉语教师队伍往往存在这样一个矛盾的问题：以中文为母语的教

师，多数没有经过系统性的本科教育学习，教学理论和方法不足，对教学中出现

的问题预估不足；而本土化汉语教师，其汉语基础理论水平不足，同时对汉语文

化、中国文化的了解有限，容易起到只学“皮毛”的后果。这两类人都并非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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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汉语教学从业者，不过相对而言，本土化的汉语教师因为其投入度更高，因

此可能是更好的汉语教学实践者。但是即使如此，由于泰国本土汉语教师存在天

然的缺点，因此也不能有效的，解决泰国汉语教学中的这种挑战和问题。那么为

了要解决这些问题，你要找到另外一种途径，能够有效的解决泰国本土汉语教师

能力问题进而实现教学水平提高，更好的实现汉语教学的目标，而这种有效的解

决方式之一就是在汉语教师的培养过程中加强互动，实现汉语教师真正的中泰共

同培养。 

现在中泰之间的汉语教师合作主要表现形式是中国提供大量的汉语教学志

愿者来到泰国从事教学工作。但是这不能长久执行，汉语志愿者的长期性和稳定

性不足，这是制度上的根本缺陷。要想更有效的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另辟蹊径，

改变以志愿者输出为主的合作模式，从中国向泰国输出汉语教学志愿者到泰国向

中国派遣汉语教学从业者，能提高泰国的汉语教学从业者的专业水平为入手，根

本上解决泰国汉语教师水平不足的问题。 

任何语言的学习最好的方式能够实现深入语境的浸入式学习的模式，而在泰

国无论如何进行模拟，都不可能完全模拟出中国环境中的汉语使用情况。不能达

到这样的一种理想状态，那么泰国的汉语教师也就无从实现学生的浸入式教育的

设计。如果想实现这一点，泰国的汉语教师必须来到中国，感受到真正的汉语使

用环境。因此，培养本土化汉语教师，务必应加强中泰互动。 

这种互动必须是全方位的互动，学术研究和志愿者互派到学生培养模式、教

材考试的同步，通过所有的同步最终实现泰国汉语教学和中国本土关于教育的标

准、流程、方法的相对统一，最终甚至能够实现以中国的汉语教学要求进行学生

培养，真正让学生通过培养就能实现汉语的灵活运用。 

要想实现这种教学目标，就必须突破现有的以单一的汉语知识教学为目标的

互动模式，改变单纯的知识提问形式，而以包括但不限于聘请专业的中国对外汉

语教师、开展汉语教学集中培训、促进中泰志愿活动的发展、赴华进行教学学习

等形式的汉语互动活动来最终支持汉语教学方面的互动。这些手段都能够起到切

实提升本土化汉语教师对中国、对汉语文化的理解，从而提升汉语理解能力及教

学水平的作用。而综合运用好这些手段，泰国本土的汉语教学质量的提升才会有

更好的提高。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紧密的注意泰国汉语教师的具体需求，不能脱离

汉语教师的实际需求和培训需求，所有手段的选择必须是基于提高泰国汉语教师

水平的初衷，而不能单纯的以短期提高汉语教学水平为目标。虽然通过志愿者的

引入聘请中国汉语教师等模式，可以快速的提高泰国汉语教学的水平，但是这些



69 
 

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汉语泰国的汉语教学水平。真正有效的提高方法依然是

培养稳定的汉语教师的普通话的队伍很教学人才的供给。而要实现这一点，必须

要在引入中国人才的同时，提高泰国本土汉语教师培养的造血能力，将各种来自

中国的短期执行的项目最终转化为泰国当地能够长期执行的项目，以最终实现汉

语教学能力的提高。而不能因为引进中国的汉语人才而放弃本土教学人才的培养，

必须牢牢的认识的来自中国的汉语人才，只能作为泰国汉语教学人才体系中的补

充，而不能作为其主体，而所有的来自中国的必须最终转化成泰国本土的教学方

法和教学形式才能真正的长期持久的支持泰国汉语普通话教学的开展。 

因此应该重视中国人才引入的同时更加重视让汉语教师的走出去，让大量的

泰国的汉语教师来到中国影响学习，才是根本性提高泰国汉语教师水平和本土化

的根本措施。 

 

第二节、泰国本土化汉语教师的政府政策需求 

 

一、泰国本土化汉语教师政策现状 

汉语教育在泰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由于中泰两国共同属于同一个文化圈，因

此从历史上两国就有这远远的友好往来的历史，包括语言文字的交流也比较频繁。

而随着中国的部分移民进入泰国，泰国境内也有了一些以汉语为主要语言的民族

群体，这些群体对于汉语在泰国的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随着汉语在泰国的

影响力逐步扩大，泰国政府也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汉语进行了官方或非官方的推广。

在当代，随着中泰贸易的蓬勃发展，泰国政府也愈加重视汉语教育及本土化教师

的发展。 

1992 年，汉语被泰国政府纳入中小学外语的教育范畴；1998 年，泰国高校

将汉语列为入学考试外语项目之一，以上政策标志着汉语正式成为泰国国民教育

体系的一部分，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和认可。 

近年来，泰国政府及学校更是全力推动汉语教育的传播，泰国政府在全国

46 个府均建立了汉语中心，以协调促进本府汉语教育工作的发展；明确本土化

汉语教师标准、教材标准、课程标准、考核标准，建立汉语教师网络平台；制定

本土化汉语教师培养长期规划及短期计划，选拔本土汉语教师赴中国进行深造学

习等等，一系列政策，为本土化汉语教师队伍的发展壮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特别是本土化汉语教师发展策略，与中国政府进行深度合作，政府成立专项

奖学金，选送优秀本土化汉语教师到中国开展为期一年的汉语教育学习，学成回

国后直接派送至各中小学充实汉语教师队伍，可以说从顶层设计上做了充足的政



70 
 

策支持。 

当然，泰国本土化汉语教师政策虽可以说走在各国前列，但也存在系统性不

强、高级人才缺乏、自身造血能力不足等缺陷，需进一步投入精力。现在从事汉

语教育的高级专业人才在泰国是凤毛麟角，数量严重不足，由于这些人员的缺乏

造成泰国的汉语政策制定及汉语政策研究工作的开展水平和能力仍然有一定提

高的空间。是泰国政府也已经看到了这些问题，几年不断扩大汉语相关专业方面

的博士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工作，广泛的从包括中国等国在内的从引进和选拔兼职

教授不做教授专业人才帮助推荐外国的汉语研究和教学工作，但是这些人难道看

外国后更多的从事的依然是汉语的实际应用方面的研究对于科学研究方面投入

仍然偏少。而随着泰国政府与中国语言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大学进行的合作越

来越深入，越来越多的专业汉语科学人才开始进入泰国，帮助泰国进行相关的研

究和实践方法的提炼，这对于泰国整体的汉语教学水平和汉语教学实施起到了非

常重大的推进作用。 

近年来，泰国政府的汉语教育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投入到了汉语教

学的研究当中，但是汉语教师群体本身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前面我们

的调研中得到了比较集中和系统的反映，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进

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泰国政府目前做了几个主要的努力，首先是大规模的引进中国的志愿者和专

业汉语教师队伍，在泰国当地的各类学校中开设相关课程。对于雇佣中国教师开

设汉语课程的学校，泰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会给予一定的补贴，这些补贴有的提

供给学校，有的则直接提供给教师。这些政策有效的帮助了泰国政府更好的招聘、

培养和保留了人才。 

另一方面泰国也大力的发展大学中的专业汉语，向社会供给大量人才，同时

泰国政府也尝试开展更多的对外合作，通过将中国的教材教学体系引入来推动泰

国本土汉语教学水平的提高。而在汉语教师待遇方面，泰国政府也提供了大量的

支持，包括将汉语教师广泛的纳入到了泰国的教师保障体系当中、对于社会上举

办的各类汉语培训机构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帮助办理相关登记手续等。 

在政府的不断努力之下，泰国外国全社会的汉语学习热情都不断提高。在一

些地区由泰国政府或泰国政府与中国相关机构联合举办的汉语水平等级考试报

名都会提前爆满。而泰国政府对汉语教师考取专业汉语资格证书采取了支持与开

放的态度，与中国实行资源互补，学习中国的专业考试制度和考试政策，并以中

国的汉语考试标准为基础行，开展泰国的汉语考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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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泰国本土化汉语教师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困境 

泰国的汉语教师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均处于较高水平，这一方面是由于汉

语在泰国当地广受欢迎，另一方面也与泰国当地的社会文化有关。泰国整个国家

尊师重道，对教师十分推崇，所以从学生到家长都对教师彬彬有礼，而整体社会

方面，泰国教师的收入属于社会的等偏上水平，尤其在一些相对偏远地区，教师

收入稳定，收入水平较高，成为一名教师，是当地人们就业的优先选择之一。 

汉语教师同样属于教师范畴体系之内，对于很多学习汉语相关专业的人士来

说，成为一名还有教师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职业选择。正是由于教师职业的吸引

力，在一段时间内很多有专业汉语性的人来到了各个学校，成为了专门的汉语教

师，而这些教师在不同地区的收入水平也各有高低。不过随着泰国经济水平的提

高，教师职业的薪酬吸引力也正在下降，在泰国的一些重点地区，汉语教师的收

入已经相对而言不如从前。 

以泰国的曼谷地区为例，在当地从事汉语教师职业的人，根据任职学校的差

异，实习期工资约为 4000-7000 泰铢不等，正式任职后工资约为 15000-35000

泰铢不等。2017 年泰国人均工资水平为 13900 泰铢，曼谷汉语教师工资看似远

远超过平均工资水平，但考虑到曼谷仅市内租房费用就在 10000-15000泰铢左右，

消费及收入远远超过平均水平，故综合比较来看曼谷汉语教师工资只能称得上中

等收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曼谷地区居民的整体收入都在不断上升，而泰国

汉语教师的整体薪资水平在这个区内已经算不得多么的出众，甚至部分教师还承

受着比较大的经济压力。虽然相对其他经济欠发达地区，泰国的汉语教师整体收

入水平还处于相对较高的之间，在包括曼谷在内的各个主要的经济发达地区，泰

国的汉语教师经济水平已经不能够与其社会地位相一致，这也造成了一些优秀的

汉语教师从汉语教学岗位中退出加入到其他行业。 

另一个让泰国教师感受到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开始下降的重要的原因是，

泰国和中国的经济往来越来越密切，泰国各行各业对于汉语人才的需求都愈发的

旺盛，特别是政界、经济界、工商界、旅游界目前正在大量吸纳汉语人才，其收

入及社会地位远远高于汉语教师，使得汉语教师不再成为汉语人才的最优选择。 

这样的现状一方面影响了新进入社会的汉语专业人才的职业选择，另一方面

也影响着现有的汉语教师的职业选择。看到其他行业大量的招聘汉语人才，一些

泰国本土的汉语教师选择离开教学工作。这种现象在曼谷等经济发达地区尤为突

出。但是与此同时，偏远地区的汉语教师的绝对薪酬也不高，对于人才的吸引力

有限，优秀人才难以流入，流入后也难以留住。由于这些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泰国的汉语教师本土化也遇到了一些挑战。一方面是专业人才拒绝加入，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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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偏远地区难以提供更好更优质的经济资源，在这双重作用下造成了泰国国内

的汉语教师需求虽然在持续增长，但本土汉语教师的培养和产出却一直不足。 

从官方的渠道来看，目前泰国主要的汉语教学工作开展人员中有约一半的人

是来自中国的志愿者。这也与我们的调查结果相吻合。虽然志愿者轮换周期比较

短，但是他们依然是泰国目前汉语教学的主力军，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

为汉语志愿者本身是以一种熟悉社会的心态加入到汉语教学工作中，同时他们也

获得了包括泰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共同的经济支柱。因此对于他们而言，在泰国教

授汉语是一段非常惬意和舒适的经历，而不会有过多的经济压力。但是对于泰国

本土的教师而言，成为一名汉语教师则是终生的职业，如果不能一直保持相对较

高的收入，较好的社会地位，那么他们很有可能会流失，这也是虽然泰国本土汉

语教师职业稳定性更强，但其离职率依然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三、泰国本土化汉语教师的职业发展瓶颈 

除了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与其他行业汉语人才有较大差距外，本土化汉语教

师的职业发展瓶颈，是困扰汉语教师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是一个人长期从事某项工作的基本保障，而对于泰国从

事汉语教学的相关人员来说，其发展道路却并不清晰。作为一名教师，泰国的汉

语老师也遵从基本的教师晋升路径，但是由于汉语本身为非主要学习科目发展，

从事汉语教学的教师的真实发展路径和发展速度要低于其他科目的老师。甚至一

些汉语教师在年纪尚轻的时候就会很快速的迎来职业发展的瓶颈，这对于很多人

来说是很难以接受的。在泰国，目前基本上没有对泰国本土化汉语教师的职业生

涯规划，汉语教师行业也不甚规范，没有明确的资格晋升标准和途径，这导致本

土化汉语教师未来发展的前景不够明确，也进一步限制了人才的涌入。对于很多

人来说，加入汉语教师行列，就意味着从事一份缺乏挑战和变化的行业，随着年

龄的增长，汉语教师的工资待遇都有所提升，但是也很难有所突破内衣寻求快速

发展的年轻人来说是非常缺乏吸引力的，而且与其他的行业与汉语人才的使用和

培养来看汉语教师的专业化培训和整体的发展规划都比较欠缺，汉语教师虽然从

事着专业的汉语教学工作，大家很难接触到专业的汉语教学培训。相反和其他行

业从事汉语工作的人员汉语学习机会，而且其他行业的汉语专业人才有更多的机

会在正式和非正式环境下真正的接触汉语应用，比如在商务领域还有教案，就有

比较多的使用汉语的机会，这与汉语教师目前所处的环境有着非常大的不同。这

也成为一些人选择离开汉语教师行业而进入其它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我们也不

得不承认相较于其他行业，汉语教学行业对于汉语人才的成长，其实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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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脱离真实的汉语环境能从基础的语言知识语法语句出发进行教学，这对于一

个人长期的职业技能是有所欠缺的。 

综合上面的这些因素，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选择从事汉语教育工作，他整体

的人生规划缺乏足够的发展机会，他只能从事一份固定的汉语教学工作，在不断

的重复过程中学习知识和掌握知识，但是与此同时，他也失去了真正的接触汉语

实践的机会，他没有办法把最新的汉语知识引入到自己的生活中来，他也不能时

时的提高自己。最后，汉语教师就变成了一个虽然从事专业的汉语工作，但是缺

乏最新的汉语知识的汉语辅助人才，而这一类人才又缺乏清晰明确的发展路径，

这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因此，尽快出台专门针对本土化汉语教师的分级政策，从政府角度为各类学

校提供指导，进一步规范汉语教师行业及队伍，是泰国政府的当务之急。只有清

晰了泰国汉语教学人才的成长路径，才能稳定泰国汉语教师队伍，让他们更加专

注于自己的教学技能的提升，而不是在看到其他行业有更好的机会时就选择离开。

同时配合汉语教师的职业生涯发展路径，我们应该规划更为清晰的汉语教师能力

与成长路径，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专业培训，持续的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

让他在学习中，在实践中不断有所成长，一方面获得政府的以及学校的专业技能

等级的认可，提高自己的薪酬水平，另一方面也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度，成为社

会和市场持续需求的人才，避免其因自身职业选择而产生了动摇。通过这样的手

段可以让更多专业人才加入到汉语教学队伍中来让从事汉语工作的人返回到汉

语教学岗位中，进一步的扩大汉语教师的队伍规模，稳定汉语教师队伍基础。 

 

四、泰国本土化汉语教师的人才虹吸现象 

随着中泰贸易的蓬勃发展，泰国各界需要汉语人才越来越多，政界、经济界、

工商界甚至是旅游界，都对本土化汉语教师产生了人才虹吸影响。这种虹吸现象

不仅仅是影响了汉语人才在最初的职业选择行为影响了汉语教学人才的未来职

业选择行为，还从根本上削减了汉语教师队伍的规模减少了汉语教师的人才供给，

最终带来了汉语教师队伍的人才供给压力，这种现象长期发展下去，它会对整个

汉语教师队伍来非常大的不稳定因素，那如何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对于汉语教

师的本土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经济发展对人才的吸引是有巨大作用的，快速发展的行业利润率较高，这些

行业一定会从社会上吸引相关的优秀人才逐渐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而其他与这

个行业产生人才竞争的行业就是处于相对的弱势。中国和泰国之间的经贸关系没

有如此密切之前，泰国的汉语人才主要的流向是汉语教学，由于泰国当地的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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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有学习汉语的传统，因此汉语教师在泰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行业。在过

去，由于泰国尊师重道的文化环境和教师独特的历史定位，因此成为汉语教师具

有较强的人才吸引作用，早期泰国培养的汉语人才也不多，这些人所能接触到的

社会机会也并不多，各行各业对汉语人才的需求都不旺盛，因此大量人才进入了

汉语教师的行列。但是随着中泰经济关系的逐步密切，越来越多的经济领域开始

汉语人才提出了迫切的需求。例如，正在向泰国转移的中国传统制造业。随着中

泰经济合作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项目在泰国展开工作，其中仅泰中

罗勇工业园 2018年就需要 3000名能够熟练使用汉语的人才。而泰国当年的汉语

人才供给规模也与此基本相当，只是一个经济合作园区的项目。随着经济合作项

目越来越多，泰国本土对于汉语人才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如旅游业、零售业等一

些行业当中，汉语人才的需求正在迎来一波小高潮。越来越多的汉语教师在旅游

业和其他服务行业中从事兼职也证明了泰国对汉语人才的需求正在快速增加。，

但是在这些行业中，人才越来越聚集也就意味着汉语教师行业中可能吸引到的人

才会变得越来越少，甚至一些汉语教师能选择开原有的行业到新的行业当中去发

展，这对于汉语教师的本土化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虽然从根本上，汉语人才的需求旺盛，对汉语教师的本土化具有积极的作用，

但是在短时期内在一定的人才供给总量之下，其他各行业的快速发展对于汉语教

师的整体培养和人才输送还会造成巨大的冲击，很多人将不再选择进入汉语教师

行业而进入其他行业就加剧了泰国汉语教师供给的不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

的汉语教师在汉语教学方面占据了泰国的半壁江山。而这种现象如果进一步发展，

会带来整个泰国汉语教师本土化进程的停滞，甚至从根本上会影响泰国汉语人才

的供给，这一定不符合泰国汉语教学政策开展的目标。 

在现有阶段，工业制造领域、旅游业、零售业是对汉语人才需求最为旺盛的

行业。这些领域中，工作机会多、工资水平高、发展前景好、职业生涯规划明确，

在积累一定经验后，汉语人才有机会成为更高层管理者，可以说各方面对汉语教

师职业形成了强有力的竞争趋势。可以预见，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发展、

中国企业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如果本土化汉语教师无法改变其职业发展的瓶颈

和不对等的经济水平、社会地位，未来人才虹吸效果会愈加明显。 

这就要求泰国政府，未雨绸缪，提前规划好整体的汉语人才的供给与需求平

衡适当的对从事汉语教师的汉语人才与更多的政府关注和补贴帮助汉语教师快

速成长，实现人才的持续输出，同时也帮助他们获取更好的工资收入和把好的社

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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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泰国本土化汉语教师与当地学校间的合作障碍 

 

一、泰国本土化汉语教师的当地教学实践情况 

从泰国本土汉语教师所教授的年级来看，覆盖了从幼儿园直至高中的各个年

级，这也说明了泰国的汉语课程的普及已经相对的成体系化，能够提供比较系统

的汉语教育。而泰国汉语教师也基本上能够从事从幼儿园直到高中的各个年级的

教育教学工作。尤其在本次调查中，出现了 5名从事幼儿园教学的汉语教师，这

说明泰国的汉语教师所从事的教学活动已经从原有的以中小学开始向更加低龄

化的方向发展，这可能也是由于 2010年泰国政府将汉语作为第一外语进行推广，

在泰国 2000多所学校中要求开设相关课程。
[25]

这也解释了泰国国内对于汉语教

师的需求量持续旺盛的原因。 

从本次调查的情况来看，这些教师分布在泰国全境内的各个区域，包括泰国

的西部、北部、中部、东北部，这也说明了泰国境内的本土汉语教师分布比较广

泛，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泰国的汉语教育的普及范围相对较广。在泰国，本土化教

师是区别于志愿者的长期从事汉语教育的教师。这些教师出生在泰国，也在泰国

接受教育，拥有泰国国籍，这也说明了泰国整体教师队伍构成向着更稳定的方向

发展。 

在汉语教师分布广阔的同时，我们也能发现，整体而言高年级的汉语教师的

教学时长要多于低年级的汉语教师。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高年级的汉语课堂教学

课时要成为低年级的汉语教学课时，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高年级的汉语教学实

践机会要多于低年级的。也就意味着，低年级的汉语教师教授的人数，可能在略

低于高年级的人数。那一个侧面反映了泰国汉语教师的实践机会都不均等，而这

种不均等也并不是贯穿着泰国汉语教师的全部年级。 

从调查了解的情况来看，而小学与初中相比，汉语教师就相对集中在小学的

高年级阶段，也是目前泰国汉语教师主要集中的需求区域。调查也反映出，汉语

教师志愿者群体集中的教学年纪基本相仿，从这些数据上来看，我们能够发现泰

国的汉语教师无论从集中程度还是相对质量而言都是相对集中的年龄区间。从这

样的情况来看，按教师的主要培养和使用，依然还集中在小学阶段，而这个阶段

的教学对汉语教师的专业能力的提高相对程度有限，汉语教师通过这些教学实践

实现的语言提升也比较有限，那么如何能够真正的提高汉语教师的语言水平？提

高其职业满意度？这是需要通过以前的系统设计而完成的，在教学实践中通过师

                                                        
[25] 杨源，《东南亚汉语教育发展现状、趋势及原因》，沙洋示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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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相长的模式，来实现汉语教师水平的提高，可能并不适用于泰国的汉语教师群

体，他们需要更加系统的知识能力提升的相关计划和设计，以实现汉语教师水平

的提升。 

而在这个过程中，依靠汉语教师自身的力量，是不足以实现这个目标的，必

须通过更加强大的社会综合力量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而这也就需要通过综合调动，

社会力量，大学的力量，不服的力量，实现汉语教师能力的提高。 

在实际调研中我们也发现，还有教师在实际从事汉语教学工作之前，很难找

到合适的实习机会，他们实际上只是带着空洞的知识走上了教学岗位，这对于汉

语教师的培养非常不利。但是他们自身又没有能力去寻找到合适的实践岗位和机

会，也成为了汉语教师培养的一个难题，那虽然一些学校在大学当中会给学生提

供一定的实践机会，而这些机会并不能满足所有的学生群体，这种不满包括两个

方面，一方面是提供的绝对的实践岗位相对有限，另一方面是教学的实践机会并

不充足。这些学生反映他们虽然有实习的单元计划，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又没有充

足的时间能够进行完善的教学体验，而另一些学生则反应他们实际上在教学当中

难得到专业人员的有效指导，对于基层教学人员的专业能力有限，这些时间对于

一些学生来说，没有发挥到足够的现实作用。 

 

二、基层学校泰国本土化汉语教师的持续培养 

在每年接受的汉语专业培训方面，泰国籍汉语教师大部分人每年接受的培训

数量在1-5次之间，这一部分群体占所有被调查人员的71%。这一比例基本与母语

为中文的中国籍志愿者相当。而还有11%的人表示自己从来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汉

语培训。这也说明了泰国籍汉语教师接受汉语培训的机会不足，在这方面需要加

强投入。 

在持续培养方面，以专业培训为代表的社会供给明显不足，是所有人的一个

基本共识，这集中表现在专业的汉语培养基本没有的调查结果，11%的人表示自

己从来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汉语培训，我们对这部分人也进行了一定的访谈跟踪，

发现这些人具备继续学习的意愿。其实现实当中他们就缺乏学习的机会，要学习

的机会分成两个方面，便是整个社会提供给在职汉语教师的专业培训机会本身比

较少。另一方面也是在工作当中学校相应的学习机构没有给还有教师们提供足够

的时间进行学习，汉语教师们没有相应的一会去出头汉语培训。 

继续深入了解这些汉语教师对汉语培训的观点是，普遍认为地区的汉语专业

培训对于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稳定，提升自己的教学意愿都有非常好的帮助作用，

他们也非常渴望能够获得这些培训学习的机会，可是现实当中他们既接触不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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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信息，也没有稳定的渠道。 

接触汉语专业培训的机会少只是汉语教师在职场中的一个烦恼，另一个重要

的烦恼是即使获得了宝贵的培训机会，高质量的培训也非常难得，大部分的汉语

专业培训的时间都不长。将汉语专题的培训甚至只有几个小时，而大部分的汉语

培训都在2~3天之间，对于很多在教室的培训并不能满足他们学习汉语系统。从

这个调研结果上来看，我们印证了对于汉语教师的社会培养的困惑之一，就是这

会的专业培训力量与汉语教师的帮助和支持并不多，能够提得到的提高的机会并

不多，这对于汉语教师的长期稳定，带着一些负面的影响，且而且从我们的进一

步了解来看，让社会持续培训的缺失，对于汉语教师的整体的从业意愿影响比较

大，一些汉语教师认为，不能保证自己持续提高在汉语教学方面的专业能力，非

常不利于自己的职业稳定性，他们非常担心自己在未来的教学活动当中逐渐被社

会所淘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供高质量的，持续性的，有效的专业汉语培训

将会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可是从我们对于泰国的汉语整体培养体系和教育资源分布情况来看，能够给

予汉语教师相关的培训的机构和资源非常有限，难以支持系统的汉语培训的展开，

一些专业的汉语研究机构，反而缺乏足够的渠道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落实到实际的

社会公众当中，也就是说事实上各种专业培训资源的掌握者，他们也有一定的需

求自己的专业课程落实到社会当中，而这事实上也就意味着供需双方缺乏一个足

够有效的合作意识和合作模式，假如能够打通专业研究机构和实际的学校之间的

关系，那么很可能就可以有效的解决现在面临的宣读，尤其是专业培训不足的一

种困境。 

 

表17泰国汉语教师每年接受培训次数统计 

教师性质 
泰国汉语教师每年接受培训次数统计 

合计 
1-10次 5-9次 3-5次 1-3次 从未接受过 

本土教师 3 6 15 20 5 49 

非本土教师 5 2 9 24 5 45 

合计 8 8 24 44 10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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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UGS 培养方法应用及其培养效果 

 

第一节、中国汉语国际教育标准与泰国当地的结合 

 

一、培养体系的引入 

汉语是中国的第一母语，是中国唯一的官方语言。而汉语教育，也作为中国

教育中的核心学科，获得了非常高的关注度和大量的教育资源投入。不论在各种

重大考试中所占的分数比例，还是在日常课程设置的比例方面，都有所倾斜。而

在具体的教学实施方面，不论是从课程的具体设计安排方面，还是从汉语教育的

专业人才的培养方面都有很多优秀的实践经验。 

1、在汉语教学资源方面，越来越多的资源被投入到汉语教学当中。 

随着中国教育改革，尤其是高考改革的推进，中国的教育体系对于汉语的关

注程度越来越高，汉语甚至已经成为了中国所有学科之中最为重要的学科。在教

学体系设计当中，汉语教育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高。而从中国民办教育市场的发

展情况来看，更能清晰的发现汉语地位的提高。从 2018 年至今，中国国内的大

型教育机构，如新东方、好未来等都发布了语文学科产品，由于这些民办机构持

有大量资金，而又将大量的资源集中在汉语类产品的开发当中，他们进入汉语市

场一方面进一步说明了汉语地位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国内的语文教育

产品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包括大语文产品、大综合产品逐渐面世，这些产品又

进一步的推动了中国整体汉语教育质量和水平的提高。虽然泰国不可能像中国一

样大力推广汉语教学，但是这些汉语教学产品都可以成为泰国在推动汉语学习过

程中所借助的资源。 

2、在学生学习体系的设计方面，语文被定义为最重要的学科。 

语文是基础学科，是所有学生必须学习的学科，在这种背景下，汉语学习也

越来越重要。在课程方面，语文学科有比较完善的教育内容和完整的知识与学习

体系。在整个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语文”课程一直贯穿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习，

系统教学共计 12年。这 12年中，包括中国实行的 9年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三年

的非义务教育阶段。在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是重点学科，被称为“主科”，在课

程设计中占据所有学习时间的四分之一。而在高中三年，语文也同样是核心学科，

占据所有学科时间的五分之一。在中国，语文被称为“主科”，与数学、英语并

列，地位高于物理、化学、历史、政治等学科。 

在高中教育当中，语文的教学特点随不同的高中性质而有部分变化。由于高

中阶段不属于义务教育阶段，从初中升入高中需要参加升学考试，这种考试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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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分为三类，其中一类可以进入普通高中学习，后续参加高考；另一类则进入职

业高中学习，主要学习技能，后续无法直接参加高考，毕业后可以选择直接工作

或进入大专学习；另一类人群则是直接放弃进一步学习，直接进入社会。因此，

高中阶段的教育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类型，分别是普通高中教育和职业高中教

育。在这个阶段，两类高中都设置了语文学科，其中普通高中的语文科目是中国

最重要的升学考试——高考——的主要考核科目，而职业高中的语文科目则是毕

业考试中的必考项目。 

但是进入大学阶段，中国的语文教育则相对偏弱。具有通识性质的“大学语

文”课程在大部分大学和专业课程设计中被作为选修课，而非必修课程。而除了

“大学语文”外，大学阶段已经很少有其他的语文教学课程了。 

3、在教师培养方面，不同阶段的汉语教师主要任务不同。 

在中国的大学前教育体系当中，汉语学科一直作为主要学科存在。结合学生

培养的实际情况，义务教育的覆盖面最广、人数最多、需求教师量最大的是义务

教育阶段，其次为高中教育阶段。而在大学阶段，由于没有必修的语文课程，从

事语文专业教学的人则相对并不多。在一些大学当中，大学语文的教师往往将更

多的精力投入到研究或专业技能课程的讲授中，而对于通识性的语文课程，投入

的精力相对不多。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培养体系也让中国的汉语教师将

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社会在职的汉语教师培训和提升，或者将精力投入到学术成

果的研究和转化当中，在事实上推动了汉语研究和教学水平的提高。 

4、中国的汉语教育体系对泰国的借鉴作用。 

中国的这种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大学教育的培养体系是建立在中国的汉语

母语基础之上，全面套用在泰国的汉语教育当中显然不合适，但是这也从另一个

角度让我们看到了，应该如何设计一个好的汉语教学体系。这种体系应该是从打

基础的低学龄年纪就进行系统专业的汉语学习，这样的教学体系可以取得更好的

教学效果。 

在教师培养角度，中国的汉语教师培养并不是一次性完成，而是通过不断的

学习交流活动，课程评比活动来让不同的汉语教师进行充分的交流与合作，学习

各种专业的前沿的汉语知识，这对于中国汉语教师保持自己的教学水平，提高教

学能力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让中国的汉语教师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相互之间的

合作关系，更好的找到自己的职业路径，找到前进的方向，实现教师的一些认同

感。而从另一个方面，中国对汉语教师的培养，也说明了即使在中国这样的以中

文为母语的国家，汉语教师的培养依然需要通过有效的方式进行培养。对于这些

老师的培训，并不简单的通过课堂学习来进行，而是通过大量的实习、持续的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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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教育等来不断扎实教师培养的结果。 

中国国内的汉语教师的培养过程，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基本的汉语教师培养

的模式。即大学提供专业培养，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的学校则提供培训的现

实环境，而这些学校的老师，再通过回到大学参加学习来掌握最新的汉语教学研

究成果。通过这种持续的循环学习，中国的汉语教师实现了持续的能力提高。这

种模式对于泰国的汉语教师培养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如果能够实现泰国汉语教

师在社区学校-大学之间的不断循环，也能提高泰国汉语教师的能力。这也与我

们前面的调研结果相一致，大量的泰国汉语教师都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汉语专业

培训。因此，假如能够对泰国的汉语教师提供更加丰富有效的学习资源，实现汉

语教师职业能力的终生提高，不仅对于汉语教师的培养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会

帮助泰国更好的实现汉语教师的本土化。 

但是也必须承认，与中国相比，泰国的汉语教育资源相对有限。但是也应该

看到，虽然泰国当地所具备的专业汉语教师培养能力可能并不足以支持汉语教师

的终生系统培训的开展，但是通过与中国汉办等相关的跨国汉语教学服务与研究

机构的合作，是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以支持汉语教学体系建设的。假如这种合作

能够更大规模的开展，我们也能够预见：在泰国政府和中国政府进一步加深汉语

教学方面合作的基础上，泰国从事汉语教学的一线工作者将会有更多机会来到中

国进汉语学习，这将帮助他们实现自己使用汉语的水平和汉语教学水平的提高，

进而促进他们长期服务于汉语教育。 

 

二、教师教学水平认证体系的引入 

在语言学习方面，统一的学习标准非常重要。统一的学习标准从根本上保证

了学习者达成这种学习标准之后，就能够实现学习开始时所需要的知识能力甚至

交流能力。而这又进一步给所有的语言学习和语言教学提供了目标和方向，确保

学习者能够有效的学习。在语言教学中，大部分的语言学习都有相应的标准，例

如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
[26]

、TOEFL
[27]

、日语等级

考试
[28]

等。这些考试都由相应语言的母语国家进行设计，目的是全面的考察学

                                                        
[26] 国际英语测试系统（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是著名的 

国际性英语标准化水平测试之一。雅思考试于 1989年设立，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 

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和澳大利亚教育国际开发署（IDP）共同管理。 

[27] TOEFL 是由美国教育测验服务社（ETS）举办的英语能力考试，全名为“检定非英语为 

     母语者的英语能力考试”。 

[28] 日语等级考试是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和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举办的国际范围的等 

     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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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者的语言使用能力、语言知识等。而在汉语学习中，也存在类似的考核标准体

系，目前得到比较广泛认可的是HSK体系。这一体系比较好的反映了汉语学习者

的学习水平，也能够对汉语学习者起到目标指导的作用，但是在泰国汉语教师水

平的测定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而与HSK能够有效指导学生学习汉语一样，

如果有一种适合于汉语教师水平的评定，就能够给予汉语教师终身发展的明确目

标，这对汉语教师的稳定性将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1、汉语水平考试与汉语教师水平 

HSK体系既汉语水平考试，由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水平考试中心设计研制，包

括基础汉语水平考试〔简写为HSK（基础）〕，初、中等汉语水平考试〔简写为HSK

（初、中等）和高等汉语水平考试〔简写为HSK（高等）〕。
[29]

这套体系的设定科

学全面，采用世界通用的语言水平评价体系，从词汇量、语法、语义理解方面有

比较全面的考核，在目前的汉语国际认证中具有较高的认可度。但是相比前文提

到的日语等级考试、TOEFL等语言考核体系而言，HSK还存在一些缺陷。一方面，

在当前阶段，汉语在国际交流中所起的作用相对英语、日语等偏弱，尤其在留学、

技术发展等方面影响相对有限，因此汉语的国际认证者往往是以日常汉语英语、

商务汉语应用等为目标的，对于学术研究中使用的汉语需求并不多，因此相比其

他语言认证，HSK更偏重于日常使用。 

更重要的是，HSK目前依然是由北京语言大学为主导进行的考试体系，缺乏

中国官方的认证和推广，与其他语言水平认证体系相比，其权威性相对受到影响。

而从泰国的汉语教师培养方面来看，HSK虽然比较适合于汉语学习者使用，但是

却没有为汉语教学者提供相应的水平测试工具。因此，虽然越来越多的汉语教学

机构和从业者看重 HSK的学业水平测试，在泰国的汉语教师群体当中，通过 HSK

认证的人群也有日益扩大的趋势，但是 HSK的认证却并不能代表一名汉语教师的

教学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希望找到一种能够更有效的反映汉语教师教学水

平的指标体系，就需要在 HSK的基础上找到一种新的评价方法。 

2、日常的汉语教师评定方法 

在实际的汉语教师教学水平的比较当中，学生的成绩是评价汉语教师教学水

平的一个重要方式。在中国的汉语教师评价当中，学生成绩是汉语教师晋升下一

级别
[30]

的选拔条件之一。教师只有培养出成绩优秀的学生，才有可能获得晋升

的资格。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学生的考试成绩确实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教师的教

学水平。学生的考试成绩最直观的描述了学生的学习质量，通过考试成绩，能够

                                                        
[29] http://www.hanban.edu.cn/tests/node_7486.htm 

[30] 这里指中国在汉语教师评价中使用的“职称评价”方法，后文将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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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一个学生整体的学习状况，例如词汇量的变化、语法知识的理解程度等。而

这些也从侧面反映着教师是否能够充分调动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是否

有效的传授了知识。 

考试成绩虽然能够起到一定的评价教师的作用，但是这种评价并不全面。就

一个教师而言，学生考试的分数能表达某一个层面的结果，但并不能全面的反映

一个教师的综合能力和水平。尤其当老师面对的学生质量不同时，学生成绩的考

核结果往往更加靠不住。例如一个教师的学生主要来自教育发达地区，这些学生

从小就能够接触到汉语知识，而另一个教师的学生则主要来自于相对落后地区，

那么这两群学生在汉语认知方面本身就存在差距，单纯比较这两个群体学生的成

绩，其实并不能完全反映出汉语教师的实际教学水平。 

3、中国的汉语教师评价方法 

中国有一套教师评价体系，这种评价体系在中国被称为教师的“职称体系”。

这一体系将教师分为初级教师、中级教师和高级教师。在高级教师级别之上，还

存在一种“特级教师”，但是“特级教师”并非一个职称等级，而是一种荣誉称

号。这体系再加上从事教师职业的准入资格“教师资格证考试”，就构成了完整

的中国教师评价体系。 

这套评价体系第一重视的是教师的基本职业能力，也就是汉语知识、教育知

识的基本素质。这体现在“教师资格证考试”和初级教师的认定当中。当一个人

准备从事教师职业时，他需要首先通过一个以考核教学知识为基础的“教师资格

证考试”，这个考试的重点是考察考生对于教育的理解认知。而“初级教师”的

认定也主要是对教师所教授的学科知识的了解程度和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估。这种

评估与泰国的汉语教师评价有相似之处，也是用知识考试+学生成绩为指标进行

的。 

但是进入到中级教师的考核就不同了，申请者除了通过考试，还需要实际的

进行“公开课”，也就是带领自己的学生在评价者的面前真正的呈现一堂课，而

评价者将会根据课程的情况对申请者进行打分，决定申请者是否有资格获得相应

的职称认证。 

而在高级职称的认证过程中，申请者还需要提供自己对于所教授学科的认识

的文章，同时也需要通过知识考核、课程打分等考核内容。 

这种考核体系在重视基本知识和教学成绩的基础上，还关注了实际的课堂表

现情况，相比单纯的考试模式，更加能够全面的反映教师的教学水平。 

4、泰国的汉语教师评价方法的建议 

在泰国的汉语教学当中，找到适合泰国的汉语教师评价标准和模式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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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在全面引入中国的标准的汉语考试基础上，适当的参考中国的教师评价体

系，尤其是汉语教师评价体系来设计泰国的汉语教师评价模式，力求综合全面的

反映泰国的汉语教师的汉语教学水平。 

在中国的教师评价当中，除了考试以外，还会考察其在课堂教学中的真实表

现，综合考察其教学表现、学生互动、逻辑表现等，通过这种认证体系能够更加

全面的考察教师的汉语教学水平，也能更好的指导教师的成长。这种认证体系可

以适当的引入到泰国的汉语教师评价当中。这可以让泰国的汉语教师更加认可自

己的汉语教学的专业性，进而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到自己的教学活动当中，实现

教学水平的综合提高。这对于汉语教师本土化的持续进行将会有非常好的帮助。 

但是实现这种考核，需要丰富的学校教学机会和系统的考核指标。在考核指

标方面，中国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考核体系和对应的考核方法，但是在机会提供

方面，目前的泰国汉语教学领域却没有足够的支持，这也是引入认证体系的最大

阻碍。 

 

第二节、UGS 模式的基本内涵与泰国汉语教学师资面对的问题 

 

一、UGS 模式的基本内涵 

2006年，长春师范学院在论述学校建设规划时，首次提出了“UGS”的师范

生培养模式，当时这一模式主要停留在理念提出阶段，既应当充分调动政府、大

学和学校的力量共同培养优秀的师范生。2007 年，中国教育部发布《关于大力

推进师范生实习支教工作的意见》
[31]

，在这一政府文件中提出了“师范生教育

实习是中小学教师培养不可或缺的重要重要环节”。从这之后，中国的学者开始

更加广泛的关注教师培养中的“政府-大学-中小学”的示师范人才培养模式的研

究。 

从次之后，中国的学者基于教育的相关要求，开始广泛研究示范学生的实践

培养，这些研究多集中于教师培养的具体方法和路径中，其研究内容集中在示范

生的职前教育
[32]

范畴，例如靳希斌在 2009 年出版的专著《教师教育模式研究》

一书中提出：“我国教师教育也应时代要求逐渐实现由封闭到开放、由单一走向

多元，由数量走向质量的变革，逐步实现从继承到创新、从标准化到个性化、从

                                                        
[31] 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师范生实习支教工作的意见[EB/OL].（2007-7-5）[2016-3-31]. 

     http://baike.so.com/doc/7607499-7881594.html 

[32] 刘捷.专业化：挑战 21 世纪的教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137-138.职前 

教师阶段的专业化是教师角色的储备期，而教育实习是师范生实践教育理论、掌握教 

育教学实践经验，逐渐实现由学生角色转化为真正教育工作者的关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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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导向到能力导向，从终结性教育到终身教育的转型。”
[33]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教师培养的职前教育内容，一些学者也开始发

现，美国在 20世纪 80年代开始探索的融合大学与中小学资源，共同培养教师的

PDS（Professional Teacher Development School，教师职业发展学校）培养模

式是一种非常好的教师培养方式，这种培养模式后来也被英国、日本、德国等国

家广泛借鉴。
[34]

 

2011 年，中国教育部育部颁布了《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文件提出

教师教育课程理念为“育人为本、实践取向、终身学习”
[35]

，这进一步激发了

学者对示范学生培养模式研究的兴趣。2012 年，董玉琦，刘益春在研究中国教

育人才培养模式和美国的PDS教育模式的异同时发现，政府在中国教育中所承担

的角色和作用要远大于美国，因此在PDS模型基础上，增加了政府对于教师培养

的影响，提出“U-G-S”模型，既在教师培养中营充分调动大学、政府、学校三

者的力量。
[36]

 

在这一研究基础上，更多学者开始更广泛的开展三者之间在教师培养方面的

互动模式的研究。罗新祜，陈亚艳认为高校、政府和中小学校协作的教师教育共

同体兴起发展背景是：教育理论与实践统一回归的要求，教师专业发展日益凸显，

教师教育变革的呼唤，教师专业发展学校模式在中国发展面临困境。
[37]

刘益春，

李广等认为，U-G-S是“基础教育创新服务实验区”功能上的扩展以及外延，同

时还借鉴了美国PDS经验，协同发展是“U-G-S”教师教育模式运行的基本指导理

念，其目标为在协同发展中培养出具有德性、具有智慧和能力卓越的教师，该模

式有利于破解我国
[38]

教师教育改革、师范大学办学特色和农村中小学教师培训

的难题。
[39]

 

李建辉认为，所谓“三位一体”，指在培育义务教育师资队伍过程中，由地

方政府统筹，高等院校、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校三位合作，以县级教师进

                                                        
[33] 靳希斌.教师教育模式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6. 

[34] 董雅琪，UGS机制下职前教师教育实践课程的设置与实施，闽南示范大学， 

     2016-06-01：10 

[35]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解读.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152. 

[36] 董玉琦，刘益春，高夯. “U-G-S”：教师教育新模式的设计与实施，东北师范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 

[37] 罗新祜，陈亚艳.高校、地方政府和中小学协作的教师教育共同体——一种新的教师教 

     育模式.教学与管理，2013（33）：47-50. 

[38] 此处指中国。 

[39] 刘益春，李广，高夯.“U-G-S”教师教育模式实践探索——以“教师教育创新东北实 

     验区”建设为例.教育研究，2014（8）：10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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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学校为基地，建立教师教育创新实验区，辐射全县中小学和幼儿园，实施师范

生“实习支教”与在职教师“置换培训”和“校际交流”同步改革，构建教师职

前培养、入职教育与职后培训“一体化”体系。
[40]

程茹认为UGS模式即通过师范

大学（U）—地方政府（G）—中小学（S）间的伙伴合作和协同创新，充分利用

大学学府拥有高深的专业知识、专门化的专家学者以及多样的学科门类等资源，

探究关于中小学教育教学及教师专业发展所存在的各种的困境，进而同步改善教

师教育和基础教育的质量，促进各地区教育质量的提高。
[41]

 

简而言之，UGS 模式指的是在进行教师培养的过程中，综合调动大学

（Univuerse）、政府（Goverment）、学校（School）三个不同主体的资源，综合

完成教师培养。从整个教师培养的过程当中，大学、政府和学校，这三者都需要

彼此的资源支持，同时每一个主体又能帮助其他二者实现目标。这种配合如果能

够顺畅的执行，那么在三方各司其职的基础上，既能形成合力，共同完成教师的

高质量培养，同时也能解决各自所面对的主要困境和问题。具体来说，这个模式

主要解决的是教学人才培养过程中，任何单一主体都不能解决人才培养过程中所

需要面对的人才培养的多重社会需求。这些需求不能依靠任何一个单一的行为主

体来满足，而必须在充分发挥三种社会主体的作用的情况下实现的一套的教师培

养解决方案。 

这套解决方案的关键是充分调动包括大学政府社会学校的这种力量来帮助

教师进行成长，不单纯的依靠某一个具体的社会角色来完成。这一模式在中国得

到大规模推广的一个原因是， 

结合本研究中对于泰国汉语教师的调查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泰国的汉语教

师在职业认同度方面相对比较高，但是在专业能力上相对比较欠缺。这种现象与

2000 年前后的中国的教师培养面对的困境非常相似。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

由于汉语教学的专业程度要求比较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培养方式过于单一。在

培养的始终以学科知识培养为主、以大学和汉语培训机构培养为主，但是在整个

教师的生命周期中的全程培养比较缺乏。因此解决起来，可以借鉴中国的“UGS”

模式。 

 

 

                                                        
[40] 李建辉.协同创新教师教育改革，服务县域师资均衡发展.中国大学教学， 

     2014（11）：50. 

[41] 程茹.美国教师教育协同创新模式及其中国化改造.高等教育研究，2014（5）：10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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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UGS”模型 

 

“UGS”模型强调的是各种社会力量的综合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的职

责是提供系统的教学知识研究、前沿的成果、培养优秀的人才和面向职业教师的

专业培训。 

结合泰国汉语教师本土化的目标，大学通过不断的向政府输送研究成果，来

协助政府制定相关的行业指导政策，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同时也持续不

断地深入研究和探讨汉语教师本土化的各种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推进了

整个汉语教师培养体系的本土化进程，让接受了系统汉语教育的汉语教师能够更

加本土化。 

政府的职责主要解决的是准入标准和教师身份定位的问题，通过政策的调整

和影响，来提升教师的专业度。通过承接和使用大学的研究成果，来实现提升整

个汉语教师行业专业水平的目标。同时也将大学研究成果进行规则化，以指导学

校开展相关工作。 

学校在这个模型中主要指小学、初中、高中等社会基础教育的学校。这些学

校是教师最主要的工作场所，在教师的培养上，学校的作用无可替代。学校一方

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教师实践的场所，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学校教师持续学习的机

会，通过不断的教学活动、学生互动，实现自身能力的提高。而同时，小学校的

老师们也可以获得大学的支持，以接受更为系统的知识学习。 

而大学作为开放的学术交流平台，可以与以中国汉办为代表的，世界各国的

汉语推广机构广泛合作，共享最新的研究成果、教学方法与经验，接受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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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大学-政府-学校的三者良性互动关系，可以将这些新知识更好的运用到

汉语教学工作当中，更好的实现汉语教师的本土化过程，提升汉语教育水平。 

 

二、泰国本土化教师培养面对的问题 

为了更好的界定泰国汉语教师培养所面对的问题，本人对涉及到汉语教师师

资培养的主要相关机构，包括泰国教育部中基础教育委员会: Office of the 

Basic Education Commission（以下简称基础委）、泰国教育部民校教育委员会：

Office of the Private Education Commission（以下简称民校委）、泰国教育

部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Office of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Commission（以

下简称职教委）、和泰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创新部：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Science,Research and Innovation（以下简称高教部）中主管中文

的项目官员或处长进行了访谈，同时对中国国家汉办驻泰国代表进行了访谈，以

代表资源方和外脑的观点。 

1、本土汉语教师师资供给不足 

在访谈中，我们对主要的汉语教师主管部门管辖的学校及汉语教师的来源情

况进行调研，主要情况如下： 

采访对象 管理对象 教师来源 

泰国基础教

育委员会 

管理泰国公立幼儿园和中小学，

管辖范围内共计有 900 多所学校

开设汉语课程，2019 年有 400 多

所学校接收汉语教师志愿者。 

（1）本土汉语教师约 2000

名。 

（2）2019年接收中国汉语

志愿者 481人。 

（3）少量通过中介机构聘

用的汉语教师。 

泰国教育部

民校教育委

员会 

管理泰国普通全日制学校 3937所

和国际学校 207所，共计 4144所，

其中开设中文课程的学校 500 余

所。此外还有非全日制的私立学

校 10,523所，其中包括语言培训

学校。 

（1）2019年接收汉语教师

志愿者的学校约 200多所，

411人。 

（2）每年除了接收汉办的

志愿者之外，还有 200 多

名来自中国侨办的汉语教

师。 

（3）本土汉语教师数量不

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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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教育部

职业技术教

育委员会 

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管理泰国职

业技术类学校共 911 所，其中包

括公立职业技术学校 429 所，私

立职业技术学校 482 所。开设汉

语课程学校 134所。 

（1）129 所学校学校接收

汉语志愿者 145人。 

（2）本土教师 20人。 

（3）公立学校中的本土汉

语教师 5人。 

泰国高等教

育科学研究

创新部 

管理全泰国 156 所大学，其中有

134 所开设有中文专业，包括中文

师范专业（4年制）和中文师范专

业（5年制）。 

（1）公立大学中注册的本

土汉语教师约 500人。 

（2）2019年接收汉办志愿

者人数为 316 人，其中在

各孔子学院任教的志愿者

有 248 人，在普通高校任

教 58人。 

（3）其余自聘汉语教师数

量不详。 

 

通过上述泰国政府主管教育部门的汉语教师数据情况来看，在主要的开设汉

语教育的学校中，职业类院校的本土汉语教师力量最为薄弱，而在全日制学校中，

来自中国的专业汉语教师（非汉语志愿者）数量最多，外来的专业教学力量最强。

而在包括幼儿园和中小学在内的基础教育领域中，本土教师数量最多。这样我们

可以大致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在基础教育领域里中国可提供的汉语教师实践培养

机会最多。而职业教育中开设中文课程的学校数量最少，本土汉语教师数量最少，

这可能也是后续汉语教师培养的主要供给方向。但是同时，全日制学校中，开设

汉语课程的学校大约为 12%，这些学校中的本土汉语教师数量统计不详，也说明

了未来很有可能出现本土汉语教师需求的爆发式增长。泰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委员

会在访谈的过程中提到：“除了通过国家汉办申请的汉语教师志愿者之外，还有

少部分学校通过中介机构自聘中国籍汉语教师，因为通过中介机构聘用的老师在

办理签证和工作证上全部都是有中介机构协助办理，学校不必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办理这些手续，但是通过中介聘用的老师费用成本非常高，因此只有很少

一部分。”这说明汉语教师的需求已经让一些学校开始跨出现有的供应体系而寻

求资源，印证了对于汉语教师的需求。这也提醒泰国政府，泰国的汉语教师需求

正在增长，如果不能提前做好教师供给，尤其是稳定的泰国本土汉语教师的供给

准备，下一步的汉语教师供给可能出现更严重的不足，进而带来汉语教学中介服

务成本大增、汉语教师质量不可管控等问题。从高教部的汉语志愿者申请数据上



89 
 

看，即使是在培养汉语教师的大学中，汉语教师缺乏的数量也是很高的，依然需

要借助外界资源的支持。 

2、大学的培养质量有限，教师进入学校时中文技能尚不熟练 

在对基础委的访谈中，相关人员明确表示：现在泰国本土的师资力量主要还

是靠着大学当中师范类专业的学生，毕业后考取教师资格证，进入到教师队伍。

现在大部分师范类大学对于汉语本土教师的培养还是非常基础的，虽然学的是中

文专业，或者说汉语教学专业，但是诸多专业课程或者教学理论等课程还都是在

用泰语授课，只有各别课程需要用到中文，如“汉语课”会学习到和用到中文，

但是有的还会从拼音等等非常基础的汉语知识学起。关于教学法，教学技巧等等

也仅仅是学习了泰语的理论知识部分，没有很好的机会能够去实践。毕业的学生

很多都还不可以用汉语流利的交流，但是却可以做中文教师。这也是造成师资水

平不高的原因之一。 

主管民教委汉语项目的黄处长提到：培养本土的汉语老师主要是在大学，但

是现在大学的中文专业有些是汉语零基础的学生，就是在中学阶段没有学习过汉

语，进入大学之后才开始学起，而且学习的汉语都是很基础的内容，大部分都是

生活汉语，学习的内容不够深入，不能够达到可以从事汉语职业的水平。如果说

让他们来教汉语，可以教很基础的内容，但是如果让他教唐诗，就不可以了。教

师普遍水平不是很高，即使是拿到奖学金到中国攻读学位的学生大部分也都需要

先读预科，否则不能应对之后的专业课课程。” 

    3、教师的评价标准存在偏差，没有统一的评定标准 

在基础委访谈中提到：中文专业毕业的学生如果想考入公立学校做教师，是

和泰国公务员的考试制度相同，考试的科目也都是用泰文考，对于教师的汉语水

平却没有规定具体的标准。后来也有人提出要达到 HSK三级的水平，但是我认为

HSK三级对于一个汉语老师来说，水平也不够高的。但是对于汉语教师的评定没

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甚至都没有要求汉语教师必须要通过 HSK汉语水平测试。所

以才造成了很多现在在岗的汉语教师汉语水平并不高，都不可以和我们用汉语流

利的沟通。 

民教委提到：民教委的汉语教师普遍年龄要比基础委的教师年龄高一些。因

为基础教育委员会采用的是公务员制度，需要参加国家统一考试，而民校教育委

员会下面的私立学校教师岗位不需要选拔考试，学校可以自主聘用。很多华裔华

侨懂的汉语的都可以去应聘。造成了汉语教师水平层次不齐，整体水平并不是很

高。 

    高教部讲到：泰国开设汉语专业的大学有很多，其中分为汉语师范专业和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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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非师范专业。汉语师范专业是五年制，毕业后可获得教师资格证，可从事教师

职业。汉语非师范专业是四年制，毕业后没有教师资格证，如果想要从事教师职

业，需要增加学习一年师范类专业课程，然后考取教师资格证。而且对于汉语专

业的学生毕业时需要通过 HSK 汉语水平考试某个级别，或者是否需要通过 HSK

汉语水平考试，从政府层面来讲，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要求的，全部由各个大学自

主制定标准。 

4、汉语教师的考核机制和薪酬待遇存在不足，自我提升动力不足 

基础委访谈中提到：公立学校的老师在这方面的主动性相对来说差一些，因

为公立学校的在编老师是和和泰国的公务员系统一样的，按中国人的话就是说是

个“铁饭碗”，会让他们觉得很多东西学习了可能在工作中的用处不是很大，甚

至用不到，所以也就不太想去主动提高自己。在薪酬方面，按照泰国政府的规定，

本科毕业的工资水平是 15000泰铢起，其他的就是一些补贴等等。但是对于泰国

本土老师来说，他们的工作量和工资是不成正比的，工作量要远远大于工资收入，

因为除了正常的教学之外，还要担任班主任或者负责学校的其他工作。而外籍的

汉语教师最主要的还是以汉语教学为主。 

    民教委提出：工资水平普遍在 15000 泰铢，有些学校还不能够达到 15000

泰铢这个水平。由于教师的工资水平并不高，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吸引

力。少数学校对于汉语能力及水平较高的老师可以支付 20000泰铢及以上的工资。

有很多优秀的汉语人才不愿意从事汉语教师这个行业，因为工资水平不高，没有

吸引力。民校教育委员会对于汉语教师没有相关的晋升制度，教师工作的优秀与

否在于学校的评定，然后体现在工资上，有些学校会对工作突出的汉语教师提升

工资，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级别上的体现。而且随着学生数量的减少，有些学校还

会裁员，减少教师，也使得教师数量不稳定。 

    职教委提到：如果是中国籍的汉语教师一般为 15000—20000 泰铢，有些私

立职业技术学校在 20000-30000 泰铢左右。泰国籍的汉语老师一般在

15000-20000泰铢之间。工资不是很高，所以也是造成汉语教师师资缺乏的原因

之一，因为现在很多职业都需要汉语人才，比如导游，翻译等等，工资待遇都要

高于汉语教师。 

    高教部提出：汉语教师普遍工资水平不高也是造成师资缺乏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在大学人的老师工资水平会比在普通中小学高一些，但是能够进入到大学任

教的教师要有较高的学历或者相关职称要求等等，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进修和自

我提升，并不是本科刚刚毕业就可以做到的，而学生们毕业马上面临的事情就是

找工作，所以大多数学生会更倾向于高薪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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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汉语教师培训提升机会少 

    在所有的采访中，被采访者都提到中文的培训机会还是相对少的。而且所有

公立学校的的老师如果需要外出，不管是去开会还是参加培训等等，需要上报文

件，然后经过层层审批才可以，手续非常繁琐复杂，而且每个老师轮到的机会也

不太平等。基础委曾经与中国国家汉办合作了一个本土教师培养的项目，泰方每

年选派 100名大四即将毕业的学生赴华学习语言一年，学成后回泰国进入公立学

校担任汉语教师，但是也仅仅只做了三年就结束了。高教部也有相关的互换奖学

金项目，每年与中国互派交换生，泰国外派的赴华留学的学生毕业回来之后，必

须在泰国从事教育相关的工作，根据外出留学的年限，按照 1：3 的比例作为回

国后服务的年限，但是整个项目每年仅有 7个名额，这 7个名额中并不全是汉语

教学专业的学习，也有中医专业，汉语言文学等等专业。 

    6、教材与课程地位问题 

在所有的访谈中，都有将汉语课程变为必修课的意愿，但是教材不统一、教

师数量不足、学生培养质量有限，课时调整受影响较大，都进一步限制了将汉语

设计为必修课的可能，而课程缺乏必修课的地位，进一步又限制了优秀人才向汉

语教师队伍的流动，甚至造成人才的流出。 

 

三、UGS 模式主要解决的问题 

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的一些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认为教师的培养主要的

职责在于大学。大学通过高效的教学体系、科学的教学设计实现师范类学生
[42]

 

的高质量培养。在这一阶段，政府和学校都认为，只要大学能够提供出合格

的师范毕业生，就可以是帮助学校应对教师培养挑战。 

但是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并不能真正的解决所有的教学需求问题。当时的中

国政府向师范类大学提供了大量的资源倾斜，这些倾斜包括资金的支持、学生福

利的支持等，而最关键的是，在大学选拔生源的过程中，允许师范类院校的部分

专业优先于其他院校进行招生
[43]

 

。这样的制度设计事实上给予了师范类大学选择更多优秀学生的权利。在这

种政策的主导下，虽然大学确实向学校提供了更多优秀的毕业生，但是后来的教

师离职等现象也时有发生，而且也并没有实现向全社会提供更多的优质教师。相

                                                        
[42] 中国将未来可能从事教育工作的学生统称为师范生。 

[43]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小学、初中教师并不通过大学进行培养，而是通过“职 

业示范院校”进行培养，这些学校从初中毕业生中选择学生，将最优秀的学生提前录 

取。这种招生模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保证了优秀学生进入教师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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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这一政策事实上进一步让中国的教育不平衡加剧。
[44]

这一政策运行了将近

10 年
[45]

，但是越来越多的学校发现，师范类院校的学生质量开始下降。虽然大

学的教学内容更加完善和科学，但是学生经过培养后，真正的教学技能并不能满

足教学需要，与 10 年前相比，师范类学生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成长为合格的教

师。而在教师进入职业稳定期后，其职业能力的持续提高也并不如过去的教师那

么明显。通过对 10 年的政策反思，中国的教育界开始认识到，政府提供的政策

导向、学校提供的实习资源、教师的持续成长空间、社会在政府引导下对教师这

一职业的认识，都是影响教师成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如果想要更好更有效的帮助

教师成长，就需要更叫充分的调动大学、政府和学校的资源，围绕培养教师这一

目标，设计各自的角色和任务，最终实现教师的培养，而不能将这一任务简单的

交给大学去完成。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教师培养开始重新使用“UGS”模式，

在培养教师方面不再单纯的依靠大学，而是综合依靠政府、学校和大学的三方面

力量，共同解决教师培养的痛点。
[46]

三、泰国汉语教师本土化的UGS培养模型 

 

第三节、泰国汉语教师本土化的 UGS 培养模型 

 

一、针对泰国本土化教师培养的建议 

1、对于开设汉语的中小学，制定统一的汉语水平考核标准。现在泰国各学

校教学教材不统一，课时设置不等量，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教学缺乏系统连贯性，

考核标准不统一，而很难统一汉语教材和教学大纲的问题，可以先制定统一的汉

语水平考核标准。即使各个学校使用不同的教材，每周的课时量也不同，但是根

据学生的年级和课时的比例，制定一套水平考核标准，可以整体上统一泰国汉语

学习者的大致汉语水平。如：按照学校的课时量来划分，每周开设 3-5节汉语课

的学校，小学 3年级时需要通过 YCT二级考试，6年级通过 YCT四级考试，初中

通过 HSK 一级，高中通过 HSK 二级。每周开设 5-10 节汉语课的学校，小学 3 年

级时需要通过 YCT三级考试，6年级通过 HSK一级考试，初中通过 HSK二级，高

中通过 HSK 三级。即使各学校选择的汉语教材不同，基于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

也能够规范学生的汉语水平。 

                                                        
[44] 政策实施过程中，当时的优质学校可以更容易的从大学获得优秀的毕业生，而相对落 

     后地区则更难获得优秀的毕业生，这事实上加剧了学校间的教学差距。 

[45] 此处指在 2000年前后。 

[46] 在 2000 年左右，中国的教师培养思路发生了变化，更加重视教师的实践机会和教学 

能力的培养，但是直到 2006年左右，长春师范学院才第一次对这一阶段的教师培养 

政策进行系统总结，提炼出“UGS”培养模式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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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统一大学中文专业的汉语评估标准。针对这个问题，大学应该对师范类

中文专业和非师范类中文专业分别制定考核标准。将通过 HSK汉语水平考试成为

学生毕业的必要条件。有高教部统一制定标准，如：师范类中文专业毕业生必须

通过 HSK五级，非师范类中文专业毕业生必须通过 HSK四级等。从整体上提高汉

语专业学生的水平，从而促进汉语教师水平的整体上升。 

3、中文课变成必修外语科目之一。虽然各个教委都希望将汉语变成必修课，

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又会有很多问题，那么先将汉语课先变成必修的外语课程之一。

让汉语课和英语都是必修的外语课程，但是学校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选择开设哪

一门必修外语课，或者说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开设两门外语必修课。这样就会增加

汉语教师的岗位，尤其是在公立学校中，增加编制内的教师岗位，有相对稳定的

保障，对于汉语人才也是一种吸引力。 

从未来的发展而言，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和中心国家体系的变化，汉语的应

用和未来需求越来越多。从泰国社会中国汉语职位需求的增加和汉语职位工资水

平的提高能够看出中文的潜力，那么学生在实际学习过程中，也应当有选择学习

语言的机会。 

4、规范教师的晋升制度。系统的晋升制度是对这个行业规范发展的重要保

障，泰国的公立学校对于教师有一定的晋升制度，而私立学校中却完全没有，这

很大程度影响了汉语教师自我提升的积极性，对于职业的稳定性，教学质量都会

带来负面的影响，从而影响汉语教学的质量。政府应从高层面制定统一系统的教

师晋升制度，可以看出清晰的职业规划，上升空间。会激发教师自我提升的积极

性，从而可以提高整体的汉语教师水平。 

5、根据教师工龄提升教师薪资水平。薪资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师行业

的稳定性和发展，在不能够普遍提升教师工资的前提下，可以根据汉语教师的工

龄来提升，泰国政府应考虑增加一部分财政拨款用于增加教师的薪资待遇，稳定

本土教师的队伍，刺激新鲜血液的注入。同时泰国社会中致力于教育发展的企业

家大有人在，也可向社会募集资金，成立汉语教育基金，用于培养和提升泰国的

汉语教学师资队伍。特别是泰国的华人华侨，他们对于汉语的热爱和支持是发自

于内心来自血缘的，他们非常愿意为泰国的汉语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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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泰国汉语教师本土化培养的 UGS分工 

 

 

针对上面提出的具体解决方案，其实与中国当时面临的教师培养的问题很相

似，但是在今天，泰国在汉语教师本土化的过程中，还不能有效的解决这三者的

合作问题。通过访谈可以了解到，现在这三者都是各自做各自的工作，相对独立，

各自只在自身工作范围内开展众多项目，而没有联合在一起。而且原来的高等教

育委员会现在又从教育部当中分出去，科技部合并一起，成立了高等教育科技研

究创新部。使得大学和中小学，以及现在的教育部之间可能更加疏远，而大学或

者说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创新部的独立自主性更强，如果从教育部的层面制定出相

关的政策需要去执行，那么就需要和高教部进行协商，达成一致才可以推行。访

谈中各个教委和高教部都提出了希望增加教师岗位的想法，职教委表示：目前的

职业教育学校如果需要汉语教师职位，需要先申请开设汉语学科，经过审批后获

得编制，而在学科设置上，又不太可能将汉语定位为必修课，这样进一步降低了

获得编制的可能性，这造成了职业教育学校中汉语教师数量的不足，又反过来影

响汉语教学质量，进一步降低汉语学科的重要性。民教委提到：政府应该增加更

多的汉语教师编制，才能有国家的财政拨款支持，编制内的教师在福利待遇方面

都有很大的保障，如果能够增加编制内的教师岗位，对于汉语人才也是一种吸引，

让汉语教师稳定性更强。而且要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否则优秀的汉语人才都会

流入高薪行业。高教部的项目官员也提到：每年公开招聘的编制内岗位非常有限，

例如：很多汉语人才想要从事汉语教师这个职业，但是招聘的岗位是在泰国清迈

或者其他地区，而报考的人是在曼谷，很多人想要在自己生活的城市或者地区工

作，但是该地区又没有相应的岗位，有岗位的地方没有人去，缺乏师资，这就造

成了人才浪费。还有一些获得奖学金的人员学成后，必须要回到自己出生所在地

的学校去工作，而在该地区没有汉语教师的岗位，即使学成也无用武之地，这也

是一种人才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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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 UGS循环当中，大学、政府、学校，都有各自的角色与任务，他们必

须有效的完成自身的任务，在这个基础上，整个 UGS系统才能有效的运转起来。 

在整个体系中，大学是整个循环的起点。大学通过研究科学系统的汉语学习

体系，输出有效的教学内容，提供更加全面深刻的社会研究成果来推动其他两者。 

从前面我们的调研情况来看，泰国的汉语教师本土化的一个重要的阻碍是专

业知识和专业培训的缺乏。而这正应该是大学努力发力的地方。泰国的大学通过

与世界各国的广泛交流，与中国汉办及专业汉语院校的有效合作，能够快速的提

升泰国的汉语教育研究的水平，而这些研究又会推动政府的政策调整和学校提高

教学质量。同时，泰国的大学还可以进一步广泛的开展汉语本科、硕士及博士教

育，向社会大量供给汉语人才，提高汉语教师的整体水平。 

而对于存量的汉语教师，泰国的大学则可以提供广泛的专业学习机会，提供

更多的专业汉语教育课程和培训班，通过这些手段来实现汉语教师水平的提高。 

而在政策研究方面，泰国开设汉语教育的大学在研究汉语知识的同时，可以

针对性的开展社会调查，并且依托自身的研究优势，充分结合各国的政策经验，

配合与指导泰国政府的汉语政策制定，以形成全社会的汉语氛围。 

而在汉语教师的待遇、晋升这些汉语教师本土化的关键因素中，泰国大学能

够在充分了解世界各国汉语教师发展和待遇情况的基础上，提供更加全面系统的

研究结论。同时也能通过横向的不同学科的教师成长路径和纵向的世界各国的汉

语教师成长情况来指导泰国汉语教师的激励政策的制定工作，而这种研究能力是

政府和学校都不具备的。 

政府在整个 UGS体系中，是核心环节。在汉语教师本土化的过程中，政府是

资源与支持的协调者，是重要的资源保障。 

政府通过制定汉语教师政策，可以有效的影响社会资源的投向，提高汉语教

师的归属感。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汉语教师的绝对薪酬在泰国当地并不处于相

对较高的水平，而泰国的汉语教师中也有大量人员从事兼职工作。从好的方面来

看，这说明了汉语在泰国当地的广泛应用和巨大的商业潜力，但是另一方面也说

明了泰国的汉语教师可能存在收入压力，并进一步导致其并没有在汉语教学方面

全情投入。长期发展下去，这很可能进一步带来汉语教师的跨流失，进一步影响

汉语教师的稳定性和本土化进程。更为严重的是，在部分访谈中，一些教师甚至

提到其兼职工作与汉语的关系并不大，这可能在后续会造成汉语教师的跨专业流

失，造成本就不充足的泰国汉语教师资源的进一步流失。 

而通过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引导，可以实现社会各方面对汉语教学的进一步的

资源投入，这极有可能对汉语教师会产生更多的牵引作用。如果泰国政府能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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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效的汉语教师政策，避免曾经出现的汉语教师政策的反复，对于未来的汉语

教师本土化将起到非常重要的稳定作用，甚至会加速泰国当地的汉语教师本土化

的进程。 

同时，作为整个 UGS体系的核心环节，政府可以起到联系大学与学校之间的

纽带作用。一方面，政府有能力把零散的社会需求和社区学校的需求整合，向高

校系统的反馈他们的需求，加强社区学校与高校的配合。同时，政府也能提供高

校了解社区学校的窗口，提高高校与社区学校之间的沟通效率，提高大学提供系

统的汉语教育服务的使用效率，获得如泰国汉语教师知识水平的提高、大学培训

资源利用率的提高等具体的好处。 

社区学校在整个 UGS体系中是真正的学习与教育的实施者，是一线教育的实

战者。通过他们的实践，汉语教学才有可能在泰国当地扎根落地。无论是大学的

研究，还是政府的政策最终都需要社区学校的真正运行和落地，如果在整个 UGS

体系当中，社区学校不能有效的参与，汉语教师的本土化将无法实现。具体来说，

社区学校需要在三个方面提供有效的支持。 

首先，在中国的教师培训体系当中，社区学校充当了重要的专业教学人才培

养的最后一环的角色，社区学校提供的广泛的实习机会，保证了经历了系统教育

的大学毕业生能够真正的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教育教学水平，而这也是中国的

UGS模式最为核心与强调的内容。泰国的汉语教师培训中，也可以借鉴这一经验，

实现汉语教师培养的本土化水平提高。 

其次，社区学校需要成为政府政策的坚定的执行者，他们需要完整有效的落

地各种政策，保证政策落地的结果与政策预期相符。 

最后，社区学校是所有泰国汉语教师真正工作的场所，必须体统有效培训机

会，完善的晋升体系。虽然培训机会的提供更多的依靠大学、政府，晋升体系也

并不完全是泰国社区学校所能提供的，但是毋庸置疑，社区学校在这方面所起到

的作用，将会决定整个 UGS体系是否能够真正有效的最后一环。 

 

三、泰国汉语教师本土化培养的 UGS循环 

UGS模式的核心是大学、政府与学校之间的充分合作。在整个链条上起作用

的并不是单纯的一种影响关系，真正起作用的是这三者之间不断相互影响、相互

促进的关系。从这方面来说，UGS模式本身的循环过程可能比单纯的一个模型引

入更为重要。 

结合泰国的实际情况，目前泰国当地的大学广泛开展了汉语专业的招生和人

才培养工作，同时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大学层面与中国的孔子学院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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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中国与泰国大学合作的孔子学院数量也越来越多。 

而同样，泰国的社区学校也与中国的孔子学院合作，开办了一些孔子课堂。

但是相对而言，其规模和数量都还相对较少。这样规模和数量的孔子学院和孔子

课堂，不能完全的支撑起泰国的汉语教师的学习需求，在我们的调研中，部分汉

语教师的专业培训机会为零，这说明，在泰国存在汉语教师培训机会供给不足的

情况。在这种背景下，充分调动各种社会资源，提供全方位的培训，为汉语教师

创造各种各样的学习机会是非常重要的。 

而在政府层面，一方面泰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进行了大量合作，而随着两

国之间的经贸、政治合作越来越广泛，泰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汉语教育的开展，

从政府层面进行了汉语课程的设置与推广，这为泰国的汉语教师本土化提供了良

好的基础。 

但是与此同时，泰国的汉语教师培养过程中的“UGS”三者之间的合作循环

关系还没有完全打通，大学的研究成果还不能完全作用于社区学校和政府。从汉

语规划的整体角度，政府还没有制定出打通全部汉语教学活动的政策。 

这种情况，对于汉语教师的长期职业发展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没有明确的

汉语教师职业发展晋升路径，也就无法吸引足够数量和质量的人才加入到汉语教

学活动。同时，由于大学的培训力量、社区学校的教学机会还没有能够有效的发

挥，泰国汉语教师的培养还没有达到投入产出最优的状态，无论从资源投入的绝

对量上还是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上来看，都没有达到最好的状态。在这个循环体

系当中，政府、学校、大学如果能够形成更加紧密的关系，是非常可能形成投入

最优的效果。 

UGS 模式的循环，是整个“UGS”模式是否能够成功的核心关键因素，在充

分分工的基础上，大学政府和社区学校必须充分的承担自己的责任，同时认真完

成自身的工作要求，并与另外两个角色形成更广泛的探讨。从实践情况来看，UGS

三者之间的探讨是促进产生新的解决方案方案的有效路径。通过探讨找到问题解

决思路，是让汉语教师的培养脱离过去单一因素培养所带来的问题实现终生培养

的一条捷径。 

大学培养出合格的汉语教师，而政府也能提供对应的汉语教师发展的支持政

策，同时社区学校还能提供完善的职业发展体系和实习机会。这样，UGS模式中

的三个角色就基本完成了自己的主要职责。而在这同时，大学也不断推动政府变

革政策，而政府的变革政策又推动着社区学校改变自身的政策，社区学校的变化

也推动了大学内部深入的研究面对的新鲜问题，大学发现这些问题后，又进一步

的推动政府进行政策变革，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 UGS 的循环模式。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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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循环，如果能够持续的发展下去，将可以给整个的泰国汉语培训体系带来

持续不断的发展动力，对未来的汉语教师培养起到持续稳定的作用。这一循环如

果能够良性持续，其结果将是能够进一步实现教师培养的持续化与终身化，有效

帮助泰国找到汉语教师本土胡的持续有效的道路。 

但是如果 UGS体系的循环不能有效的进行，有可能让整个的汉语教师培养体

系变成一潭死水，最终政府、学校和大学之间的信息和需求都不能互通，汉语教

师培养又恢复到了过往单一模式进行培养的情况。因此必须促动 UGS体系的循环，

持续的提供优质的汉语培训资源，才能真正实现 UGS体系的价值，最终实现泰国

汉语教师的全面本土化。 

 

四、泰国汉语教师本土化培养的 UGS延续 

 

 

图 3 UGS体系的延续模型 

 

汉语教师作为汉语教学推广的重要载体，其整体的稳定性非常重要。通过调

研能够发现，泰国的汉语教师整体职业满意度较高，对于从事汉语教师工作较为

认可，但是同时也能发现，目前泰国的汉语教师收入水平与其在社会上所能获得

实际回报相比并不高。同时泰国的汉语教师队伍中，泰国籍教师数量偏少，而来

自于中国的汉语教学志愿者又缺乏长期在泰国从事汉语教学的意愿。这也意味着，

目前泰国汉语教师的整体结构，可能不能完全满足泰国整体的汉语教学的需求，

需要更多的政府、社会力量投入到相关的人才培养、待遇提升等方面。而这也是

在泰国汉语教师培养体系中，需要贯彻“UGS”体系的根本原因。 

UGS体系是一套完整的教师培养体系，通过有效的调动大学、社区学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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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三者力量，可以有效的提供高质量的教师培养方案，培养出高质量的教师队伍。

而在这三者的有效配合的基础之上，其还有超出循环本身的延伸部分。 

UGS体系的延伸，可以充分的实现社会、企业和外脑等不同资源的整合。这

些资源整合在一起又会形成一个新的闭环，通过这些因素全面的发挥作用，可以

解决很多在汉语教师本土化过程中原本无法解决的问题。当整个社会都形成了一

个完整的综合的支持汉语教师发展的社会环境时，教师的本土化而不再是问题。 

从学校的角度来看，学校并不仅仅影响教师和学生，学校还影响着家庭对于

汉语教师这个职业的看法。而大量社区学校对家庭所施加的这种影响，将会成为

汉语教师社会地位高低的重要影响因素。 

而政府可以有效的影响企业。通过对企业的影响，政府就可以进一步的影响

社会资源的走向，让全社会更加尊重汉语教师，提高汉语教学从业者的职业认同

感。 

大学则可以通过与更多外脑的合作，让更多先进的理念、世界各国的有效做

法被泰国当地所引进，为政府调整政策提供丰富、扎实的研究依据。 

而大学与政府还可以直接影响社会舆论，通过构建社会舆论尊重汉语教师、

重视汉语教师的舆论氛围，进一步提高汉语教师的职业认同感。 

结合我们的调研情况，在 UGS体系的延伸方面，应该做好以下这几方面的工

作： 

首先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人人都尊重汉语教师的社会氛围，这种社会氛围的形

成一方面要基于泰国本土尊师重道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也基于泰国当地人民对

于汉语传播和汉语文化的积极学习的热情。在这个基础上，政府进行适当而有效

的引导，最终让汉语教师成为一个人人都羡慕的职业。 

其次我们应该非常重视家庭的作用。通过学校教育影响家庭，让家庭重视汉

语教育的质量，重视汉语教育的结果，最终形成更好的全社会的综合重视的氛围。 

再次我们应该关注企业和外脑的作用。企业作为汉语人才的最终使用方，他

们在根本上决定着泰国汉语教育开展的实用性和针对性。企业愿意支持汉语人才

的培养，汉语教育就不会缺乏市场，汉语教师的社会地位就不会过低。而外脑的

作用则更为直接，他们可以提供丰富的研究内容、教学方法、政策实践，通过对

这些外脑研究的传播，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汉语的巨大价值，可以为各种社会氛

围的营造、家庭氛围的营造，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资源和研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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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泰国汉语教师本土化对中国教育服务机构 

的启示与资源需求 

 

第一节、中国国家汉办驻泰国代表对泰国汉语教师本土化的观点 

 

中国国家汉办驻泰国代表王会昌处长表示：本土教师培养是泰国汉语教学下

一步最应该解决的重点问题，不是之一，是涉及到泰国汉语教学可以长足持续发

展的重要问题。而且我认为这个项目应该是有泰国教育部进行顶层设计的项目，

是自上而下的，不是由下而上的。现在泰国很多的大学都开设了汉语专业本科课

程，如艺术大学，诗纳卡琳威洛大学等，还有一些学校开设了汉语专业研究生课

程，如：朱拉隆大学，皇太后大学等；极少数的大学还开设了博士学位课程，如：

华侨崇圣大学。其中一些大学采取了与中方联合办学的模式，如：孔敬大学采取

3+2，英语汉语双学位模式。此外还有各种奖学金项目，如：政府奖学金，孔子

学院奖金，一带一路奖学金等等。但是即使做了这么多项目，做了这么多年，从

泰国本土教师的数量有多少，和质量有多高这两个维度上来看，我认为还是欠缺

的，都远远的和泰国汉语教学的市场不匹配。那么其原因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就

是泰国政府缺乏顶层设计，没有清晰的整体规划，对于汉语这门学科的发展没有

整体的设计。对于汉语课程的课时量，教材，教学大纲都没有统一的标准，对于

教学的质量没有评价体系，没有规则可循。对于本土教师的评估，如是否需要达

到 HSK的某个级别，教学方法的可实用性等都没有一个评价指标，就造成了现在

泰国汉语教学的现状是“大而不强”。 

一直依靠汉办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大学的外派师资支持，是不能够满足泰国

汉语教学的需求，也不能够保证泰国汉语教学长足稳定的发展。现在中国出现一

个新的现象，就是现在中国的年轻人愿意出国发展的越来越少，中国近些年的高

速发展，和国外的停滞不前，差距越来越大，让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看到了中国

国内的机遇、吸引力和挑战。汉办每年外派汉语教师志愿者到泰国支持汉语教学，

但是从去年开始就进行了二次补录，今年也同样如此，仅靠一次公开报名都已经

不能满足数量需求了。泰国政府应该关注到这个现象，要为自己后续的汉语教学

储备力量。 

针对于这些问题，我认为要从培养和聘任两方面来解决，仅仅培养，不能有

实际聘任也不能解决师资缺乏的问题。现在泰国的大学做的尚有欠缺，本科阶段

缺乏毕业之后汉语教师的就业途径，同时更加缺乏高端的本土教师，缺乏硕士，

更缺博士。就汉办角度而言，更加关注的是中泰联合办学进行硕士和博士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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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按照原来的给予奖学金，让泰国学生赴华攻读学位的模式。联合办学采取

可“1+1”的模式，在中国学习一年专业的汉语知识，在泰国学习针对泰国的教

学方法和理论研究，而且可以同时学习教师职业相关课程，考取教师资格证，设

置中泰双导师制共同辅导。或者效仿中国的定向培养和委托培养的方法，如高等

教育科学研究创新部和教育部合作定向培养，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创新部专门为泰

国基础委学校专门培养一批汉语教师，之后直接进入公务员系统。或者在现有的

教师队伍中开展委托培养，对现有师资队伍进行学历提升等等。泰国政府应该制

定一个“泰国本土教师培养及聘任指导意见“或者”推动泰国汉语教学的五年规

划 ”让汉语教学从国家从政府层面有一个整体的统筹。 

 

第二节、泰国汉语教师本土化对中国汉语教育服务机构的启示 

 

近年来，泰国的汉语教师本土化水平在逐年提升，从教师比例到教学水平都

有所提高。这也对中国的汉办，在推广汉语教师本土化方面有一定的启示。通过

学习泰国的汉语推广模式，尤其是在汉语教师本土化方面的一些经验和教训，能

够推而广之的帮助我们了解其他国家在汉语推广和汉语教师本土化方面所存在

的主要问题，这对于未来我们制定汉语推广策略和帮助其他国家落地汉语学习，

提升汉语教育水平有非常好的借鉴意义。 

首先，在汉语推广的有效经验方面，泰国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标杆和样板。在

短短的几年之中，泰国的汉语学习人数达到了数百万人，而在整个教育体系当中，

汉语教育也成为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泰国本身就具有汉语文化传统，但

是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近些年来泰国政府持续推动汉语政策变革带来的正面积极

的影响。 

汉语的推广背后是政治经济联系的越发密切，当一个国家与中国的经济政治

联系日益紧密之后，汉语热就变成了一个自然的过程。任何国家在推广汉语的早

期，都不会将汉语作为一个大范围普及与覆盖的专业技能。汉语更像是社会学习

中的一个小众技能，为人们就业、增加收入甚至是兴趣爱好的实现提供支持。 

而随着中国与泰国的经贸联系日益密切后，泰国国内的汉语学习人群快速增

加。当汉语学习人数超过百万人规模后，泰国的汉语教师人群数量也自然开始增

加，而且开始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 

这实际上客观反映出泰国的汉语教师队伍正在变得逐渐的合理化和年轻化，

这将会为后续的汉语教育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汉语推广的过程中，并不是马上达到最佳状态，从泰国的实际经验中，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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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发现，随着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将会给汉语的推广带来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而当这种经贸关系密切到一定程度时，汉语的推广就会出现爆发式的增长。 

如果我们将这种现象作为汉语推广的依据，那么中国汉办就应当对中国与他

国的经贸关系进行密切关注，当中国和某一个国家产生良好的经贸关系趋势时，

就应该提前启动推动汉语教育，提前储备汉语教学人才。 

教育毕竟是一个回报周期较长的事业，虽然经贸关系的发展能够推动汉语教

育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必须有良好的基础，否则汉语教育就极有可能从两国之

间交流的主推力量变为阻碍力量。 

其次，“UGS”的合作培养模式对于汉语教师的培养和成长非常有帮助。这一

模式在很多教师培养过程中都起到了非常良好的促进作用。通过“UGS”模式，

可以有效的整合各种学术资源，同时也能将这些学术资源与社会需求进行绑定，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通过“UGS”模式，可以在一个国家建立稳固的人才供应和输出模式，也会

为汉语在当地的实际发展起到非常好的推动作用，而这种教育人才的培养模式，

实际横向迁移到泰国的汉语人才的培养过程中能够解决目前泰国汉语教师本土

化的一些问题，这也说明了这一模式的强大的适应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系

统的大学教育加上社区学校提供的广泛的实践机会，可以快速的实现汉语教师的

本土培养。也将会为未来的中国汉语人才的海外培养提供一条行之有效的方案设

计的路径。 

再次，泰国的汉语教学实践也证明了，广泛的志愿者对于当地汉语教育的补

充，可以有效的维持汉语学习的人群规模，稳定汉语教师需求，提供更多的就业

岗位。在调查当中，我们发现，在一个学校中，泰国本土的汉语教师与中国籍志

愿者之间的数量关系是呈正比例的。也就是说，汉语志愿者并没有夺取泰国本土

教师的就业机会。相反，通过汉语志愿者的带动作用，更多的学校开始开设汉语

课程，这反而在刺激汉语学习的需求和对汉语教师的需求，提供的工作岗位也会

更多。 

汉语教师是一个长期而稳定的职业，但是志愿者属于短期的支持型的人力输

出模式，他们不可能为一个地区提供稳定的、长期有效的教育服务。依托志愿者

的力量，当地学校可能会在短期内开办出特色课程或者专业课程，这些课程可能

为未来的长期汉语教学课程打下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某一个学校希望维持自己

的专业特点和竞争优势就必然将这个短期学科发展成为中长期的学科。 

从这方面来看，汉语教师志愿者的作用就更加凸显。汉语教师愿者带来的并

不仅仅是一次短暂的教育学习的经历，而更应该承担着培育当地的学校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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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能力，主动承担起当地汉语学科建设的责任。假如一个汉语志愿者离开后

某个学校就失去了汉语教学能力，那么只能说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最佳的

效果。但是让汉语志愿者能够真正实现这一职责，汉办也需要给汉语志愿者提供

更多的支持和帮助，让他们有更多的资源来帮助当地学校完成汉语教学体系的建

设。 

综上所述，中国汉办在推广汉语本土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与中国整体的宏

观经济政策保持一致，向经贸热点地区持续的输送高质量的汉语教学志愿者，同

时为汉语志愿者输出地提供更多的系统学习汉语的机会，推动政府间、大学间的

汉语学习机会，让汉语从专业层面到实际操作层面都有更多的资源支撑，为未来

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汉语学习和交流活动的开展打下有效的基础，提升汉语合作的

深度。 

汉语教学的开展离不开专业化的汉语知识的输出，也离不开专业的汉语志愿

者的提供，这些都是中国汉办的基本工作内容，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将为中国汉

语在世界各地的推广打下更加良好的基础。 

泰国汉语教育推广的成功，是常年多方努力的结果，这个结果得来不易，而

同时进一步维持和巩固这个结果也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目前来看，人才本土化

将是解决汉语教育长期持续发展的根本性方案，将会成为汉办未来工作的重要方

向和突破点。借鉴和总结泰国汉语教师本土化的各种实践经验，将泰国汉语教育

这个世界汉语教育推广样板间的经验推广给世界各国希望学习汉语、接受汉语教

育的国家，也会对汉办的工作起到非常良好的推动作用。 

 

第三节、泰国汉语教师本土化对中国汉语教育服务机构的资源需求 

 

泰国汉语教师本土化根本上需要泰国政府在政策和资源上投入更多。但是同

时，泰国汉语教师本土化对中国汉办也有很多的资源需求。通过我们的调查分析

能够发现，泰国本土的汉语教学和研究资源相对不能满足泰国的汉语教学的相关

工作的所有需求，而这些也都是未来汉办可以开展工作的重点方向。从当前来看，

泰国对于中国汉办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泰国汉语教师的汉语教学

实际水平还有待提高，其次是相关的专业知识资源还需要进一步的引入，其三是

专业的汉语教师资源不足也是制约泰国汉语教学本土化的重要因素。 

在具体的汉语教学资源需求方面，主要的需求有大学的教育培训需求、教材

教案的需求和汉语志愿者的需求。这三个方面既存在一定的相互独立性，但同时

也构成一个整体，对于泰国的汉语教学开展有重要的意义。 



104 
 

一、大学教育培训需求 

在这些需求当中，大学教育的培训需求是最根本的需求，提供更多、更专业

的培训是提升既有的汉语教师水平的重要方法，通过提高这些汉语教师的专业能

力，不仅对提升汉语教学水平有帮助，而且能对提高泰国的汉语教师地位、提高

整个汉语教师队伍的稳定性提供更好的支持。而这方面的资源，泰国当地高校能

够提供的替代资源有限，需要中国汉办起到更好的协调和支持作用，沟通中国高

水平大学与泰国当地政府、学校的合作。 

这方面汉办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方面汉办作为中国政府的重要机构，可

以与中国的高校相关科研院所进行有效的联系，汉办也可以作为平台搭建起更多

的中泰之间相互交流的学术论坛机会。现实当中，中国拥有丰富的汉语专家学者

资源，而中国汉办也能接触到世界各国的汉语教学实践当中的鲜活的案例和实际

的经验，而泰国本土的很多教育机构中也有汉语教学的研究成果。这些都是泰国

和中国汉办之间的相互需求。但是由于地理的阻隔和各方面的原因，这两方面的

需求不能很好的沟通，而中国汉办恰恰能够弥补这个缺陷，帮助泰国和中国的相

关研究人员实现更有效的沟通合作，共同推进汉语教育的发展和推广。更为重要

的是以中国汉办为平台可以帮助更多泰国本土的研究者和教育者能够来到中国，

感受真正的中国汉语文化并在汉语环境中提高汉语的专业水平。 

 

二、教材的需求 

除了大学教育的培训需求之外，教材的需求在本次调研的主观题部分体现较

为全面，很多泰国当地的汉语教师提到，他们需要更加系统全面的教材来支持教

学工作开展，也希望这些教材能够有效的与中国主导的汉语考核标准相协调，提

高教材的实际使用价值。 

教材是汉语知识传递、汉语教学方法实施的重要资源。但是在泰国当地长期

以来，汉语教材并不统一，教材的来源复杂多样，甚至一些教材是教学活动实施

者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和需求自行编制。这对于汉语知识的系统传播不利，也不

利于未来泰国汉语教学标准与中国的汉语教学标准的统一。 

由于教材无法统一，一些学校所教授的汉语并不符合中国的标准汉语体系或

相关国际认证的要求，这导致一些学生在学习之后，其在各类汉语认证考试中的

成绩并没有明显的提高。这也说合适的汉语教材对于推动汉语教学在泰国的落地

非常的重要。 

而在教学编写方面，除了编写标准教材之外，泰国的汉语教学实践还要求教

材的边学需要注重汉语教材与泰国当地实际情况的结合，这样才能实现汉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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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国当地的本土化和落地化。同时，汉语教材也不能仅提供一本教材或一套教

材，还应该提供相应的教学辅助材料，相关的参考资料甚至与教材相配合的汉语

言文化经典，只有这些的全面，才能真正帮助泰国的汉语教师有效的学习汉语知

识、领悟汉语知识，进而更好的组织和实施汉语教学活动，帮助泰国的汉语教师

能够讲出有趣的课程，让学生们更有效的学习汉语。提供标准化的教材，不仅对

于学生来说，能起到促进学习的作用，对教师而言也能够帮助其教得更为专业，

对未来的教师持续本土化有非常好的帮助作用。 

 

三、汉语志愿者的需求 

泰国汉语教育对于汉语志愿者的需求是持续和长久的。泰国的汉语教学局面

的打开与推广，离不开大量中国汉语志愿者的支持，而这些志愿者的选拔与派出，

都需要中国汉办提供有效的支持。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汉语志愿者派出已经越来越具有规模，在所有的志

愿者群体当中，泰国又是汉语志愿者群体最多的国家。而随着泰国汉语教育的推

广和汉语教师本土化的进展，泰国当地对于汉语志愿者的需求也有所变化。为了

满足这些需求，中国汉办除了基本的汉语志愿者的派出之外，还需要给予汉语志

愿者更多的支持与帮助，并给予他们个更多的责任。 

例如，派往泰国的汉语志愿者不能仅仅以教授汉语或短期教学为最基本的目

标，还需要想办法让其所在的学校能够更有效、长期的开展汉语教育，在教学实

践中能够把中国最新的汉语研究成果或者专业书籍和教材引入到泰国的当地的

汉语教学当中。在提供志愿服务的基础上，还能从根本上提高泰国汉语教学的水

平，改善泰国汉语教学的现状。 

而在要求汉语志愿者保质保量的完成教学工作的同时，也应该鼓励汉语教学

志愿者在泰国期间与当地的教师广泛结交朋友，为当地的汉语老师提供支持。在

教育学生的同时，也提供一些专业的教师培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泰国当

地的汉语教育作出更多的贡献。而想要实现这一点，不仅需要泰国政府的大力支

持同时也需要中国汉办的持续努力。 

 

四、在对泰国当地汉语教师政策方面的引导 

汉语教学，本身是一件需要长期投入的工作，但同时也是一项脆弱的工作，

辛苦培养的师资体系很容易就出现问题，导致汉语教学体系不够稳定。而为了更

好的服务于汉语教学，建立一支稳定的汉语教学队伍非常重要。因此，除了上面

提到的泰国推广汉语教育的根本经验之外，泰国的汉语本土化也需要一些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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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结合本研究的调研情况，当下泰国汉语教师本土化所需要的核心支持包括

以下几个具体方面： 

    1、加大泰国本土教师的培养力度，加大人才供给。尽可能的提供合格的汉

语教师到泰国开设汉语课程的学校，为支持相关学校开展更高效的汉语教学工作

提供稳定的汉语教师队伍，持续提高汉语教学水平。 

    2、调整泰国汉语教师的分布情况，尽可能的保证每所开设汉语课程的学校

都有一名以上的泰国籍专业汉语教师。从目前的调研情况来看，泰国开设汉语课

程的学校中，约有 10%的学校没有泰国籍的专业汉语教师，这可能对未来泰国汉

语学的推广带来问题，这些学校也可能在中国的汉语教学志愿者离开后，出现教

学空白，影响教学质量。因此，应当调整泰国汉语教师的分布，尽可能的让泰国

教师参与到汉语课程中来，以保证汉语教学的连贯性。 

    3、调整泰国汉语教师的待遇水平，提高其获得感，同时调整汉语教师的薪

酬结构，让其有更多元的薪酬获得机会，保持适度的社会优越感，以保证引导优

秀人才从事汉语教学工作，保证汉语教师队伍的质量。 

    4、进一步加强与中国汉办、中国开设对外汉语专业的学校之间的合作。在

泰国现有的汉语教育人才结构在短期内不可能全面改变的情况下，尽可能的保证

汉语教学志愿者的稳定输出和供应，避免因为志愿者供应不及时导致的汉语教学

受到影响。同时开设更多的专业教学项目，给予泰国当地教师专业汉语学习的机

会。 

    5、加强政府与中国汉语志愿者培训机构之间的联系，尽可能的延长汉语志

愿者在泰国授课的时间，提高培训的系统性。同时尽可能的挖掘机会，在尊重人

才的前提下，吸引中国的汉语志愿者留在泰国，长期从事汉语教学工作。 

总之，在泰国汉语教师本土化的过程中，中国汉办需要提供更多稳定的“智

力”型资源，以真正提高泰国的汉语教师水平，提高教师的职业成就感。要做到

这一点，才能够真正的让泰国的汉语教师实现持续稳定的汉语教学，汉语教师变

成一个泰国人人羡慕和愿意从事的职业，真正做到泰国汉语教育的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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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几个核心结论： 

1、汉语本土化教师的定义应该更加全面系统的进行综合考虑，建议的定义

为：泰国本土化汉语教师的含义是：有长期在泰国从事汉语教学工作的意愿、具

备系统教授汉语知识和技能的能力、能够通过教授汉语的行为获得稳定收入、具

有泰国国籍或具有中国国籍但长期定居泰国、未来三年内不会离开泰国的汉语教

师。 

2、UGS 模式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支持汉语教师本土化培养的模式，这种方式

在中国的教师培养当中已经广泛的推广使用，而在泰国的汉语教师本土化过程中，

也非常需要这种模式的引入。 

3、中国汉语教育服务机构在泰国汉语教师本土化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

作用，在后续的泰国汉语教师本土化过程中，必须继续提供持续的资源支持，以

保证泰国的汉语教师本土化进程持续推进。 

 

二、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针对泰国汉语教师本土化的现状和未来发展，基于调查数据而展开。

在研究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数据分析的深度还有待加强。由于研究者水平所限，并没有使用复杂

的统计学方法对获得的数据进行更为系统的分析，只能基于现有的数据情况，进

行描述性的统计分析。而本次调研获得的数据，也有可能在进一步引进更加系统

的统计学研究方法后，提供更多的研究结论。 

其次，由于本研究的时间所限，不能对所有被调研者进行配套的深入访谈，

不能更加全面深刻的反映目前泰国汉语教师的实际现状，尤其在职业困惑方面，

虽然本研究证明了泰国本土化教师在职业稳定性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对

于调研发现的教师普遍存在兼职、对于薪酬满意程度有限等情况没有进一步深入

研究，这也可以作为后续研究的重要方向。 

第三，调研访谈的数量和层次还可以增加。 

本次研究中，虽然对泰国主要的汉语教师主管机构进行了访谈，但是从泰国

国家层面的研究还不足，调研对象中缺乏泰国和中国的高级官员，在研究中，顶

层视角和顶层设计的思考揭示的还不明确，后续研究中可以进一步向更高级官员

倾斜，以更清晰的揭示泰国本土教师培养中的顶层设计的实际观点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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