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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融入英联邦国家国民教育体系的意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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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国际中文教育由“走出去”进入“融进去”的新阶段，中文融入英联邦国家国民教育

体系展现出重要而深远的战略意义。第一，它有助于在全球英语主导的语言格局中平衡语言权力

关系，维护语言生态的多样性与公平性；第二，中文教育作为跨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推动了中

西文明的交流互鉴，增强了各国民众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认同。第三，英联邦国家将中文纳入国

民教育体系，也为国际中文教育的制度化、规范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广阔平台与政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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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陆俭明曾指出，中文能够进入众多国家的

国民教育体系，是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中里

程碑式的重要现象，也是中文走向世界的重要

标志之一（吴勇毅， 2020）。当前国际中文

教育已从“走出去”进入“融进去”的新阶段。

据统计，截至 2023 年 5 月，全球有 180 多个

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中文教育，其中 81 个国家

将中文纳入了本国国民教育体系（新华社，

2024）。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中文及中华文化

的价值，中文日益成为“促进中国融入世界、

帮助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载体。

英联邦国家多以英语和西方文化为主导，

在历史和现实中形成了独特的语言生态。英国

与其前殖民地组成的英联邦目前包括亚洲、非

洲、美洲、大洋洲的 56 个成员国。尽管英联

邦的政治影响力有所减弱，但作为教育和文化

交流的平台，其英语语言影响仍然深远。在这

一背景下，探讨中文融入英联邦国家教育体系

的意义具有重要学术和现实价值。一方面，这

有助于了解在英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推广中

文教育所带来的深层影响；另一方面，也为国

际中文教育在西方语境下的发展提供启示。本

文将从抵制英语语言霸权、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推动国际中文教育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分析

中文融入英联邦国家国民教育体系所具有的

重大意义
[1]
。

1 抵制英语语言霸权，维护语言多样

性

英语在全球范围内的主导地位由来已久。

Phillipson（1992）将这种现象概括为英语语言

帝国主义，即英语在国际政治、经济、教育、

媒体和文化等领域居支配地位，挤压其他语言

的生存空间（Phillipson，1992）。当今世界几

种主要语言（汉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

语、俄语等）一时难以与英语匹敌，英语的强

势使许多非英语母语者感受到语言霸权的压

力（史红梅，2010）。由于殖民历史遗产以及

与英国持续的联系，英联邦国家的英语霸权现

象尤为明显，许多成员国至今仍将英语定为官

方语言或主要教学语言
[2]
。

将中文融入这些英语主导的国家教育体

系，对打破单一语言垄断具有重要作用。一方

面，这有助于保护全球语言多样性，促进多语

教育的发展。儿童和青少年应掌握英语之外的

其他语言及其所承载的文化知识，以便在多语

言、多文化的世界中发挥作用（Rhodes，2014）。

在英语占优势的英联邦国家，引入汉语课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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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提供了另一种语言选择，丰富了语言生态，

挑战英语“一统天下”的局面。通过在中小学

同时开设中文和英文课程，这些国家为年轻一

代创造了传承自身文化和语言遗产的机会，有

助于构建更加包容、公平的社会
[3]
。

另一方面，中文进入主流教育也为英联邦

国家与中国之间搭建起新的沟通桥梁。随着中

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世界各地

对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华文化的兴趣日益浓厚。

英联邦国家推广汉语教育，有利于加强其与中

国的联系，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和人文交流。

这在削弱英语作为唯一交流媒介垄断地位的

同时，也让各国能够以中文为媒介参与更广泛

的国际对话。语言教育研究表明，在全球化时

代学习多种语言将提升跨文化沟通能力，使个

人 能 够 在 国际 事 务 中 更 好 地 发 挥作 用

（Rhodes,2014）。可见，中文融入英联邦国

家教育体系，不仅是对英语霸权的有力回应，

也为这些国家的民众提供了更多元的语言技

能，拓宽了其参与全球事务的渠道
[4]
。

2 促进中西文明交流互鉴

语言是文明交流的纽带。正如习近平主席

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所强调的：“交流互鉴

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

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

（谢清果,2019）这一论述回应了西方的“文

明冲突论”，提出了文明共生互鉴的中国主张。

英联邦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为学生

提供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华文化的机会，大大推

动了中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通过汉语学习，

学生可以直接接触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丰

富的文化遗产，提高对中国价值观、社会习俗

和思维方式的认识。在多元文化交融的时代，

了解并尊重不同文明的价值观是和平共处的

基础。中文教育在英联邦国家的开展，有利于

培养青年一代的全球视野和跨文化理解力，促

进不同民族间的相互尊重与信任
[5]
。

此外，将汉语融入国民教育体系有利于中

华文化符号和价值观在全球范围的传播。学生

通过学习中文，可以熟悉中国的哲学思想、文

学艺术和社会习俗，从而深化对中华文明的认

知和认同。这不仅丰富了学生自身的文化素养，

也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打开了新的窗口。阮静

指出，语言承载着文化符号，汉语的传播实质

上是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阮静，2023）。

通过教育体系传播汉语，可以使中华文化精髓

更加深入人心，为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文化影

响力奠定基础。更重要的是，不同文明的交流

互鉴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在世

界格局剧烈变化、国家竞争愈发激烈的背景下，

各种语言和文明之间的对话对于全球合作至

关重要（崔希亮，2022）。中文教育在英联邦

国家的推进，为不同文明间搭建起理解与沟通

的桥梁，有助于减少偏见与隔阂，推动形成更

加包容的国际关系。

进一步来看，学生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桥

梁角色”也日益凸显。 当他们在教育体系中

系统学习汉语并深入了解中华文化后，便具备

了双语交际和文化解码的能力。这种文化理解

不仅局限于课堂或考试之中，更体现在他们参

与国际交流、处理多元文化关系、甚至未来从

事国际事务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因此，中文

教育不仅是一种语言教学的延伸，更是培养全

球公民素养的教育策略。同时，汉语教学的制

度化推进，也有助于推动中英联邦国家间在教

师培训、教材合作与学术研究等领域的深层次

教育合作，从而在更广阔的教育生态中实现共

建共享，为中西文明的持续对话奠定更为坚实

的基础。

3 推动国际中文教育的全球化可持续

发展

中文被纳入英联邦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

标志着国际中文教育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新的

突破。汉语正逐渐成为全球使用人口众多的重

要语言之一，其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这为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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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坚实基础，也为

中文进一步普及创造了新机遇。可以说，英联

邦国家的实践加速了国际中文教育的全球布

局。从课程设置到师资培训，这些国家通过正

式教育渠道教授中文，使汉语教学更加系统化、

规范化。学生得以在校内接受连续性的汉语教

育，不再局限于课外或兴趣班，从而极大提高

了学习效率和覆盖面。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教

育政策的调整上，更反映出全球文化交流与合

作的深入发展
[6]
。

值得注意的是，中文进入英联邦国家的国

民教育体系还带来了示范效应，将激励更多国

家重视并投入中文教育。当一个国家在公立学

校正式开设汉语课程，往往需要投入大量资源，

包括培训本土汉语教师、研发本土化教材、完

善考试评估体系等。这些投入有助于提升全球

中文教育的整体质量与水平，为中文国际传播

提供坚实保障。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将中文纳入

教育体系，国际中文教育将呈现更加均衡和可

持续的发展态势。中国政府也在积极支持这一

进程
[7]
。2020 年，中国教育部等八个部门联合

发布《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

意见》，强调“建立中国特色国际课程开发推

广体系，优化汉语国际传播，支持更多国家开

展汉语教学”等（王春辉，2021）。这表明在

国家战略层面，中文融入他国教育体系被视为

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服务共建“一带一路”

等外交大局的重要举措
[8]
。

展望未来，中文在英联邦国家教育体系中

的深入普及，将进一步提高各国对中华文化的

认知与重视。汉语将不仅是一种沟通工具，更

将成为连接不同文化、促进合作与和平的桥梁。

可以预见，在多方共同努力下，国际中文教育

将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培养更多

懂中文、友中华的国际人才
[9]
。中文融入英联

邦国家教育体系的进程，正为构建更加包容、

互联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

结语

中文融入英联邦国家国民教育体系的意

义是多层面的。它既是国际中文教育从“走出

去”迈向“融进去”的里程碑式表现，也是对

当今世界英语语言霸权的一种平衡和补充。从

语言多样性的维护，到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化，

再到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拓展，汉语在英联邦

国家教育中的传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现

象体现出世界格局下语言文化互动的新趋势：

更多国家愿意将东方语言纳入其主流教育，为

本国学生打开通往另一种伟大文明的大门。

当然，中文融入英联邦国家教育体系的进

程也面临诸多挑战，各国推进的深度和力度不

尽相同。要充分发挥其积极意义，还需要持续

的努力。例如，相关国家需完善汉语教学的课

程体系和评估机制，加强本土师资培养和教材

研发，使汉语教育更好地本土化、可持续。只

有在政策、资源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形成合力，

才能确保中文教育在英语世界中真正扎根，并

结出丰硕成果。展望未来，随着交流的不断深

化，中文在英联邦乃至全球的传播发展有望更

加均衡，成为促进不同文明对话与理解的重要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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