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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华裔新生代中华文化认同与华文教育研究

刘玉红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中国 广州 ５１０６１０）

摘　要：以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在印尼的培训点学员以及该校华文教育专业的印尼留学生为调

查对象，对印尼华裔新生代的文化认同情况、文化认同与华文学习的相互影响及华文教育的实施

情况进行了研究。文化认同在华文教育方面有积极作用，应加强华文教育中的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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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关于华文教育、对外汉语等面向外国人的语言教育中是否需要强调文化教育，一直是学界有争

议的话题。强调文化者力主语言教育的同时要加强文化教育，而反对者则以为语言教育已经包含

了文化教育。我们认为，中华文化的丰富、复杂，华文（汉语）的教育不能涵盖文化传播（这里的传

播包括但并不限于课堂上的文化教育），也不能代替文化传播。为此，我们进行了面向印尼华裔新

生代的中华文化与华文教育的关系研究，可以支持并丰富这一观点。而我们之所以进行这项研究，

主要是出于下面两个原因：

其一，从理论上来说，华文教育必须与中华文化的传播相结合。印尼华裔新生代是指生活在印

尼的新生代华人，主要是指上世纪八十年代及之后出生的华人。对印尼华裔新生代的文化与华文

教育进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植根

于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传统文化，所体现出来的不仅仅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同时也

是文化自信。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开展华文教育工作，增强全

世界华人的凝聚力，推广中华文化，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其二，从实践上来说，华文教育的对象、手段与社会功能都需要强调中华文化的传播。另一方

面，印尼华裔新生代是华文教育的对象，也将是华文教育的实施者。所谓华文教育，是指为掌握华

文而兴办的教育。根据中国华文教育网的阐述，华文教育在具体语境中，其涵义可能有如下变化：

其一，着眼于办学主体，将它理解为华侨华人在居住国与入籍国兴办的教育，略近于华侨教育、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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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其二，着眼于教育对象，将它理解为面向海外华侨华人子女的教育，与华人华侨青少年教育相

通；其三，着眼于教学手段，将它解释为运用华文进行的教育，其科目不限于语言文字；其四，强调教

育的社会功能，将掌握华文视为学习、继承与发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的途径，由此将华文教育的外

延由语言文字领域扩展到文化领域。（中国华文教育网）本文主要指第二、三、四点。

对面向某一特定人群的中华文化的传播研究，首先要研究其文化认同，在此基础上才能做下一

步工作，所以我们对面向印尼华裔新生代的文化认同与华文教育的关系作了研究。

二、研究现状

关于印尼华裔新生代的文化认同与华文教育研究，迄今尚无综合且系统的研究，目前所见学界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一）关于印尼华人的文化认同研究

我们这里采用比较宽泛的“文化”定义，有利于进行华文教学研究。文化认同，是指个体通过

所属文化的归属感与内心的承诺而获得保持与提升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林国立

１９９７：１７）关于东南亚华人的文化认同的研究成果很多，但专门针对印尼华人的文化认同的研究则

较少，主要有陈衍德《论当代东南亚华人文化与当地主流文化的双向互动》（《东南亚研究》２００１年

第４期）、谭天星《战后东南亚华人文化的保持与族群关系的演进》（《世界历史》１９９２年第３期）、

谭天星《东南亚华人文化发展大趋势及其思考》（《中国文化研究》１９９５．１）、曹云华《宗教信仰对东

南亚华人文化适应的影响》（《华侨华人历史研究》２００２．１）、莫嘉丽《印尼华人信仰的多教混合与华

人文化认同》（《东南亚研究》２００４．６）、颜春龙《海外华文传媒与华人文化认同研究》（四川大学

２００６博士论文）、许怡《华侨华人的民族文化认同》（《群言》２００６．９）、韩震《全球化时代的华侨华人

文化认同问题研究》（《华侨大学学报》２００７．３）、韩震《全球化时代的华侨华人文化认同的特点》

（《学术界》２００９．２）、姜广元《现当代东南亚华人对中国的认同》（云南大学２０１０硕士论文）、谢剑

《试论全球化背景下的国族认同：以东南亚华人为例》（《浙江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８）。可以看出专门对

印尼华人的文化认同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少，而对“印尼华裔新生代”研究则完全没有。

（二）关于印尼华文教育研究

关于东南亚华文教育研究的成果也有一些，例如周聿峨《全球化对海外华文教育的影响》（《暨

南学报》２００１．３），严奉强《东南亚华文教育：现状、问题与对策》（《深圳大学学报》２００６．４），李铁范

《海外华文教育的现状、趋势和对策思考》（《中国高教研究》２００６．５），李军、刘峰《东南亚地区华文

教育的模式与性质分析》（《东南亚研究》２００６．３），陈真《东南亚华文教育的发展趋势、问题及对策

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版）》２００７．４），王焕芝《新时期东南亚华文教育的特点研究》

（《惠州学院学报》２００８．４），廖新玲《东南亚华文教育发展现状及趋势研究》（《八桂侨刊》２００９．１）。

这些成果多为宏观性研究，针对印尼华裔新生代的极少。

（三）关于文化认同与华文教育研究

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少。主要有阮越湘《新加坡华语运动和华人文化认同》（《广西社会

科学》２００５．６），朱晓文《华文教育中的文化教学》（《理论界》２００６．１），田伟、宋星川《战后印尼华文

教育发展的潜在动力》（《浙江万里学院学报》２０１２．６），陈小荣《从华文教育的角度看海外华人的文

化追寻》（暨南大学２０１２硕士论文），郭晓川《文化认同视域下的跨文化交际研究》（上海外国语大

学２０１２博士论文）。此方面宏观研究多而微观的研究（课程设置、教材、教法等）几为空白。

总之，学界关于印尼华人的文化认同研究、印尼华文教育研究、文化认同与华文教育研究，都有

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已有的研究都没有关注“印尼华裔新生代”。因为新生代承担着华文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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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如果我们不关注印尼华人中有一定华文基础并且有能力承担未来的华文教育的新生代，也

就不能保证印尼未来的华文教育一直正常健康地发展下去。印尼华裔新生代出身于华人家庭，对

中华文化应当会有更多的认同感，对华文教育也应当会有更强的能力与更大责任感。但是，“应

当”云云，只是猜想而已。较真来说，究竟印尼华裔新生代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及在华文教育方面

的水平、能力如何，是需要我们认真调查研究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已往的研究成果中，没有

专门针对印尼华裔新生代的文化认同研究、文化认同与华文学习的相互影响研究、印尼华裔新生代

的华文教育研究。本文拟对此进行研究。

三、印尼华裔新生代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研究

我们以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在印尼的培训点学员以及该院华文教育系的印尼华裔留学生为对象

展开调查研究。东南亚华裔总体上对于中华文化有深厚感情，新生代的文化认同情况如何呢？我

们进行了相关调查与分析，具体工作包括两个步骤：

（一）抽样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辅以个别访谈，得出的结论是：暨大华文学院在印尼的培训点学员平均认同值

为９３％，而华文教育系的留学生为８５％。也就是说培训点的学员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普遍高于留

学生。从年龄来说，培训点学员平均年龄５２岁，其中最大的７０岁，最小的１９岁，多数年龄集中于

４５至６０岁，以中老年为主。而华文教育系的留学生平均年龄１９岁，是不折不扣的新生代。不同

年龄层的人对中华文化认同感都比较高，因为他们大多数是华人，有文化认同的家庭传统与社区传

统。

（二）新生代文化认同的差异方面的分析

我们研究的重点是不同年龄层的印尼华人对中华文化认同感的差异。印尼华裔新生代的文化

认同从主流方面是积极的，然而其非主流方面也是值得注意的。新生代与老年人对中华文化认同

的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成长的环境不同。以求生存求发展为目的印尼华侨一百多年前就在印尼

各地建立了华校，用华语进行教学，其目的之一就是保留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化。华文教育在印尼开

了一个好头，但是在苏哈托统治的三十多年间，印尼政府强行关闭了华校，全面禁止了华文教育。

一直到瓦希德和梅加瓦蒂两届政府时期，才主张多元文化社会，华文教育政策得到了调整，印尼的

华文教育由此才见到曙光并缓慢复兴。在此历中背景之下，印尼的老一辈华人因其早年上过华校，

加上家庭生活中一般使用华语，因此在听说、阅读方面都没有大问题，但是年轻一代是在华文教育

被全面禁止的几十年中成长起来的，往往只能听说简单的华文，在阅读方面，就完全不能跟祖父辈、

父辈相比。所幸在印尼的华文政策再开放之后，印尼华裔新生代能够接受到的华文教育是多方面

的。从印尼国内方面来看，印尼政府的国民教育中很多学校已设置了华文课程，华人自办的华文补

习学校虽不能说是雨后春笋，但每个省不止两三间，多者一个城市就有十余间，这对于提高印尼华

裔新生代的华语水平有很大的作用。从中国方面来看，相关的举措也很多。比较有力的措施至少

有以下四个方面：中国政府（国务院侨办、国家汉办）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从事华文教育教学的志

愿者被派出至印尼的多所学校（当然也包括全世界其他地区，后不一一括注）；国家汉办在印尼开

办孔子学院以推广华语，影响很大；国务院侨办每年组织的“中国文化之旅”将中华文化的考察与

华文学习相结合，吸引了大批对中华文化有兴趣的新生代；中国国内数所大学在印尼开办的远程华

文教育函授教学等（包括普通培训、本科生函授教育、研究生函授教育），每年都定期派出教师进行

各门课程的面授教学。这些举措都成为印尼华裔新生代学习华文的重要手段，也是增强其文化认

同的重要方式。（刘玉红２０１３）虽然如此，由于师资不足、教材教法等方面针对性不强，这些举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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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只是渐进的，在华文教育与文化认同方面不能一蹴而就。

总的来说，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上，印尼华裔新生代由于曾经无法接触华文或接触较少，

在文化认同方面也就与老年人有一定的差距；但在印尼国内的华文教育政策逐步得到调整、中国政

府与高校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他们的华文水平与中华文化认同情况又开始有较大的发

展。通过对新生代与老年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的差异进行分析，我们认识到，若要在海外推广中华

文化，应该对华裔新生代有更多的关注。

四、印尼华裔新生代的文化认同与华文学习的相互影响研究

结合上述调查结果，我们对印尼华裔新生代的文化认同与华文学习的相互影响之关系作了探

讨：

（一）文化认同与华文学习的相关度研究

根据二语获得理论以及社会学中关于文化认同的理论，我们对暨大华文学院华文教育系的印

尼留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方法、学习态度以及最近两年学习成绩等相关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学

习动机、方法、态度以问卷调查的结果为依据，学习成绩以期末考试登记在册的分数为依据。研究

发现，印尼华裔新生代的文化认同与华文学习成正比，即印尼华裔新生代对于中华文化认同度越

高，其华文学习成绩也就越好。否则反之。ＳＰＳＳ统计显示，二者高度相关（｜ｒ｜＝０．９）。更多的具体

数据分析我们将另行撰文讨论。调查结果显示印尼华裔新生代的文化认同与华文学习是相互影

响、互相促进的。

（二）文化认同与华文学习相互影响的理论探讨

语言和文化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美国语言学家、人类学家萨丕尔曾经指出：“语言也不

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萨

丕尔１９８５：１８６）语言教育与文化教育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没有文化的语言教育，成功的可能

性要大大小于蕴含丰富的文化信息的语言教育。例如，波兰籍犹太人柴门霍夫１８８７年在印欧语系

的基础上创立的一种国际辅助语———世界语，旨在消除国际交往的语言障碍，被誉为“国际普通

话”，虽然它的传播者不遗余力，但作为一种人工语言，其使用的广泛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据华

盛顿大学的ＳｉｄｎｅｙＳ．Ｃｕｌｂｅｒｔ博士的研究，有１，６００，０００人使用世界语的人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只

限于那些“专业精通”的世界语者人群）。这一数字意味着世界人口中的大约０．０３％人使用着这种

语言，迄今远未达到成为世界通用语的目标。（百度百科）其原因之一当与其缺少足够的文化有

关。汉语与中华文化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学习汉语不可能脱离中华文化。

华文教育的特点之一就是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华文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学习、继承与发扬

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并由此将华文教育的外延由语言文字领域扩展到文化领域。（刘玉红２０１１）基

于文化认同而产生的学习动机、方法、态度对于学习成绩有明显的影响，这一研究结果提醒我们，

“华文教育专业”在语言教育的同时需要进行文化教育，使其互相促进，良性循环。

五、针对印尼华裔新生代的华文教育研究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暨大华文学院华文教育系的印尼留学生在课程设置、教材、教法

等方面进行了研究。限于篇幅，关于教材、教法等方面的研究这里不赘述。

（一）提升文化认同感的培养要求与课程设置研究

暨大华文教育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培养要求是：掌握教育学科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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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教育发展史，华文教育史；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为深刻的认识，熟悉当代中国国情；掌握汉语言

文化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具有良好的汉语口语和书面语表达能力；具备运用教育学、心理学基本

原理和现代教育技术从事华文教学和教育管理工作的能力；具有创新能力，具备一定的华文教育及

汉语研究的能力。其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为深刻的认识，熟悉当代中国国情”，强调文化教育。

暨大华文教育专业主干学科是中国语言文学、教育学、心理学。主要课程是：现代汉语语音、现

代汉语词汇、现代汉语语法、现代汉语修辞、汉字理论与应用、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写作、教育学

原理、华文教育学、普通心理学、教育管理学、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华文教材教法、华文教学法、教育

测量与评价、中国哲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主要课程中的文化类课程有

“中国哲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其他课程中，该专业学科基础必修课

包括语言类课程和教育学类课程，专业必修课有教育学类课程、教学法类课程、文学文化类课程。

其中，文学文化类课程包括：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语言与文化、中国历史、中

国哲学史、中国书法。专业选修课分幼儿华文教育方向模块和中小学华文教育方向模块，两个模块

分别有多种不同的选修课。前一模块有儿童心理学、儿童文学、学前教育学、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

与指导、华文趣味教学法、中国民俗、跨文化交际、华侨华人研究、多媒体华文教学资源开发与利用、

教师口语、心理咨询与辅导、教育统计、华文教育史。后一模块有汉语虚词、古典文学鉴赏、阅读与

欣赏、外国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中国影视、影视文学、中国民俗、中国旅游地理、跨文化交际、华文趣

味教学法、多媒体华文教学资源开发与利用、教师口语、学习论、心理咨询与辅导、教育统计、华文教

育史、中外教育思想史。另外还有汉语言（Ｂ）（面向海外留学生的非师范方向）与华文教育专业公

共选修课１２门及实践性教学环节。

可见，华文教育专业的教学目的非常明确，课程设置也很有特色，文学文化类课程及专业选修

课的幼儿华文教育方向模块和中小学华文教育方向模块的选修课也都包含相当多的文化课程。如

果这些课程中的绝大部分能够切实开设出来，是确实能起到“学习、继承与发扬中华文化优良传

统，并由此将华文教育的外延由语言文字领域扩展到文化领域”的作用的。

（二）语言课程与文化课程的关系问题探讨

暨大“华文教育专业”专业必修课中的文学文化类课程有７门，专业选修课的幼儿华文教育方

向模块和中小学华文教育方向模块分别有１３门和１８门不同的选修课，其中分别有４门和９门文

化类课程。文化教育课程与语言课程是什么关系？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课程设置都会碰到一个语言

课与文化课孰多孰少的问题：总课时不变，语言课多了，文化课必然减少；文化课多了，语言课必然

减少。强调语言教育的可能会认为：留学生来自他国，汉语基础薄弱，作为华文师资培养的对象，当

然要以提高汉语程度及培养汉语教学水平为主要工作。所谓解决问题要抓主要矛盾，“华文教育

专业”确需以解决汉语及汉语教学水平问题为第一要务。因此，实际执行的课程设置与前期的培

养方案之间存在较大的距离，主要表现就是文化课程在专业选修课中所占学分比较较小。

但是，如果强调语言教育而忽视文化教育，就会走上一个极端。如上所述，华文教育专业如无

文化类课程不但有违培养方案，就无法培养出方案中所谓的“复合型”人才；同时下面三个方面的

原因也提醒我们不能忽视文化教育：

首先，语言与文化相互之间的关系决定了语言教育与文化教育紧密结合的逻辑合理性。事实

上，文化类课程与华文教育专业的特点、培养目标一致，且语言与文化类知识可以互相促进，文化类

课程不是语言类课程的绊脚石，而是其合作者与同盟军。语言教学中语言与文化并重的现象反映

出近年来对外汉语教学中呈现出越来越重视文化教育的趋势；同时也说明文化和语言密不可分，不

可能脱离文化去教语言，也不可能脱离语言去教文化。

再者，若将华文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局限于汉语学习与教学能力的培养，是未深入认识华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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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意义的表现。潘懋元、张应强（１９９８）指出：“教育具有传承与弘扬民族文化的功能”，“华文教育

的兴盛，首先是得力于华语的经济价值日益上升。华语经济价值的上升，是依托于华人经济圈经济

的迅速发展，而华人经济圈经济之所以能迅速发展，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来看，主要是得益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华文教育兴盛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精神特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对外汉语教学秉承传播中华文化的重任，在语言教学中

传播中华文化是当仁不让的。

第三，印尼华文教育的特殊性也要求我们必须注重文化教育。由于印尼曾经存在过数十年的

华文教育全面禁止的时代，政府曾经的高压手段与民族之间的矛盾这些社会现象，给印尼华裔新生

代在中华文化的认同与华文学习的积极性方面留下了一定的心理阴影。相对而言，在其他国家

（例如泰国）推广华文教育就不存在这种情况。所以，现在在较为开明的印尼政府与基本正常的印

尼社会环境之下推广华文教育，就须注重文化认同，在此基础上（或与此同时）进行华文教育才会

有良好的效果。

六、结　语

我们以暨大华文学院在印尼的培训点学员以及该校华文教育系的留学生为对象，对印尼华裔

新生代的文化认同情况、文化认同与华文学习的相互影响及华文教育的实施情况进行了研究。这

是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研究表明：中华文化的认同有助华文教育，华文教育反过来又有助中

华文化的认同。因此，我们应当重视中华文化认同在华文教育方面的积极作用，加强华文教育中的

中华文化传播。正因为语言教育不能代替文化传播，所以我们在华文教育的课程设置、教材、教法

等方面都需要注意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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