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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中文教育政策嬗变动因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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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中华文化传承与全球传播数字融合实验室，成都

摘  要｜泰国的中文教育政策始终服务和服从于泰国的国家构建。综观泰国中文教育政

策的嬗变历史，政治取向、政治立场、国家认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以及文化

交流需求等因素，是左右泰国中文教育政策变迁的主要动因。然而，在不同发

展阶段，这些因素的具体作用和表现形式存在着差异性。“无为而治”时期主

要以政治和经济因素为主导；“限制和打压”时期以国家认同、政治取向及政

治立场等因素为主导；“放开和大力提倡”时期则以经济因素为主导。在泰国

中文教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泰国的中文教育政策都扮演着“风向标”和“指

挥棒”的角色，对中文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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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回顾泰国数百年来的中文教育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泰国中文教育的开展与

中泰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泰国官方对中

文教育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这些政策对中文教育在泰国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深刻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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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发展特点，可将泰国中文教育划分为早期的“从私塾到学堂的中文教

育孕育及自主发展期”，中期的“从被限制到被打压的艰难时期”，现代的

“由放开到大力提倡中文教育的繁荣发展期”三个时期。无论在哪一个时期，

泰国的中文教育政策始终服务和服从于泰国的国家构建，且受各类不同因素的

影响。

本文旨在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的梳理和回顾，总结泰国中文教育政策的嬗

变历史，探讨左右泰国中文教育政策嬗变的核心因素。在此基础上，探寻泰国

中文教育政策的历史嬗变给予我们的启示，以便为当代国际中文教育的推广和

繁荣发展提供可资借鉴和参考的经验。

1  “无为而治”“从限制到打压”与“由开放到
大力提倡”：泰国中文教育政策嬗变三部曲

综观泰国中文教育政策的嬗变历史，不难看出政治取向、政治立场、国

家认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以及文化交流需求等因素是左右泰国中文教育政

策变迁的主要动因。但是在不同阶段，这些因素的具体作用和表现形式存在

着差异性。

在泰国中文教育发展的孕育及自主发展期，中泰两国在政治上互为友好邻

邦。大量华人的到来为泰国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推动了泰国社会经济的繁荣

发展。这使得当时的泰国统治阶级对华人及中文保持着开放且欢迎的态度，为

泰国私塾式中文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宽松、自由的环境。在官方“无为而治”的

中文教育政策下，私塾式中文教育在泰国得以迅速发展，并在长期的积淀后建

立起了中文学堂。到了19世纪20年代，受当时西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思想

的影响，泰国统治当局加紧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开始限制并打压中文教育的发

展。在二战及二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受到国际上东西方两大阵营

对立的冷战环境影响，泰国统治当局站在亲西方的立场上，对中文教育采取了

进一步打压的政策，当然期间也出现了短暂的缓和期。这种因国家认同构建和

政治取向而导致的“由限制到打压”的中文教育政策，给泰国中文教育的发展

带来了沉重打击，严重阻碍了泰国中文教育的发展。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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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再次实现邦交正常化，建立起大使级的外交关系，这为泰国中文教育的发

展带来了新的希望。泰国执政当局对中文教育实施了开放政策，允许中文教育

正常开展，中文教育再次进入各级各类学校。

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泰两国的贸易额不断扩

大。“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泰国

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助力。近些年来，中泰两国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与

合作日益广泛且深入，为泰国中文教育创造了蓬勃发展的机遇。如今，中文已

成为泰国的第二大外语。自2006年孔敬大学建立第一所孔子学院以来，泰国共

设立了17所孔子学院和11所孔子课堂；开设中文课程的中小学达2000多所，学

习中文的在校学生达100多万人。自2003年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

室派出第一批赴泰中文教师志愿者以来，中国累计向泰国派遣了20000多人次的

中文教师志愿者，这些中文教师志愿者先后任教于泰国1000多所大中小学。a经

济发展与中泰交往的需求使得泰国执政当局大力提倡中文教育，为泰国中文教

育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

1.1  “无为而治”：基于政治和经济主导的泰国中文教育政

策（13 世纪—1918）

泰国与中国自古以来交往频繁，从中国汉朝开始便有了两国间的使节往

来。中国古籍文献中关于泰国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汉书》中。

据《汉书》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

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

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

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其中的都元国、邑卢没

国、谌离国皆为古代泰国境内的小国。（黎道纲，2007：4；黄重言，2016：

1）在古代，中泰两国除了国家间的使节往来外，民间交往与文化交流也非常密

切。古代中国作为文明大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泰国都产生了较为

a　相关数据来源于“泰国孔子学院（课堂）发展联盟”。



·316·
泰国中文教育政策嬗变动因及启示 2024 年 12 月

第 6 卷第 4 期

https://doi.org/10.35534/lin.0604024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lin

深远的影响（戚盛中，1990）。

随着中泰两国频繁而深入的往来，大量华人开始移居泰国。众多学者认

为，华人早在13世纪前后就已经定居暹罗湾沿岸，并逐渐形成了华人社区。

（陈晖、熊韬、聂雯，2014：21；William Skinner，1957：135-137）随着华人

社区的形成，中文教育逐渐兴起。泰国早期的中文教育主要以“蒙学”教育为

主，所使用的教材也多是国内常用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

在素可泰王朝、大城王朝及吞武里王朝的数百年间，泰国的中文教育主

要以家庭教育、私塾教育和寺庙教育为主。直至1782年，泰国才出现了第一所

中文学堂。根据泰国教育部一份名为《教授中文的民校》的档案记载，大约

在1782年，定居于泰国大城府的华人将诸多私塾整合后，在一座岛上建立了

一所专门教授中文的学堂，并命名为“鼓莲（เกาะเรียน）”a，学堂大约有200名

学子。由于目前没有找到其他文献记载，该校的其他信息无从知晓。“鼓莲

（เกาะเรียน）”的建立标志着泰国中文教育脱离了私塾教育，是泰国华人尝试建

立中文学校的开端，也是泰国最早的正规中文教育的萌芽。（周南京，1995：

277）

“鼓莲（เกาะเรียน）”的建立未受到泰国统治当局的任何限制，这使得泰国的

中文教育在孕育和起步期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契机。这一阶段泰国统治当局对中

文教育的开展秉持着一种“无为而治”的开放态度，任由中文教育自由发展。

这一时期的泰国统治当局之所以对中文教育秉持“无为而治”的开放态

度，主要是受政治和经济因素的主导。这一时期，中泰两国在政治上一直是友

好邻邦，双方经常互派使团。据《明实录》等相关史料记载，1370年至1482年

间，明朝先后二十多次派遣使团出访暹罗（泰国旧称），泰国则先后一百多次

派遣使团访问中国。两国政治上的互访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交往。大批中国沿

海居民前往泰国谋生，为泰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政治交往和经济

发展的需要，使得泰国统治当局对华人的到来持欢迎姿态，对随之出现的中文

a　“鼓莲（เกาะเรียน）”：泰语“เกาะ”意为“岛”，“เรียน”意为“学习”，二者连在一起即为“学习之岛”，

“鼓莲”是泰国语“เกาะเรียน”的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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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自然也是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

此外，泰国虽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人口较少，缺乏劳动力。加之

在大城王朝及吞武里王朝时期，泰国对外战争不断，尤其是在经历了十多次泰

缅战争后，泰国劳动力人口锐减。劳动力匮乏严重影响了泰国经济的发展。华

人的到来，一方面缓解了泰国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则为泰国带去了先

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极大地促进了泰国社会的繁荣发展。

但到了曼谷王朝初期，大量底层官吏及思想保守的民众从自身利益出发，

开始排挤华人，这严重违背了拉玛一世利用华人开发土地、发展经济文化以促

进社会繁荣、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政策。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拉玛一世加强了

同中国的友好往来，同时采取诸多政策以缓解华人与当地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

盾。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华人在泰国社会中的地位，促进了华人社区的发

展，中文教育也随之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契机。在泰国统治当局“无为而治”

的开放、包容政策下，华人建立了大量的中文学校，诸如华益学堂、中华学

堂、同文学堂、新民学校、进徳学校、明德学校、培元学校、育民学校等等。

在1918年《暹罗民办学校法》（也称“民校条例”）颁布之前，泰国中文

教育在政治和经济的主导下一直拥有着自主发展的空间，未受到官方的任何限

制，中文学校的教育课程全为中文授课。这一时期的泰国中文教育从性质上来

说是一种完全的母语教育。

1.2  “从限制到打压”：国家认同与政治取向主导下的中文

教育政策（1918—1975）

泰国统治当局长期“无为而治”的中文教育政策使得中文教育获得了极大

发展，教育层次从最初的启蒙教育发展到了初高中教育。泰国中文教育的这种

强劲发展势头引发了统治当局的担忧。统治者认为中文教育的过度发展和大量

中文社团的活动危及到了泰国的国家认同、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团结，

同时也违背了泰国统治当局正在推行的民族同化政策。出于国家认同和政治取

向构建的需要，泰国统治当局开始对中文教育进行限制和打压。

泰国政府于1918年颁布了《暹罗民办学校法》（也称“民校条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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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限制中文教育发展政策的序幕。该法律旨在规范民办学校的教育课程设

置，以使其符合政府为构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而推行的民族同化政策。该法律

规定所有学校必须设置泰文课程，中文学校等私立学校每周至少开设三课时的

泰语课以培养学生的泰语运用能力，并要求这些学校要在三到五年内逐渐实现

非语言类科目使用泰语教学的目标。到了1921年，泰国政府又颁布了《暹罗强

制教育实施条例》，该条例规定泰国学龄儿童每学年至少需要接受800课时的泰

语学习，各学校必须统一使用教育部门制定的课程大纲，授课及考试语言必须

为泰语，其他语言课程的开设必须向教育部申请并获得许可后方可实施。该条

例进一步限制了泰国中文教育的开展，大有取消学校中文教育的趋势。这引起

了华人群体的抗议。几经博弈后，泰国政府调整了对中文教育的政策，取消了

中文的母语教育地位，允许中文教育作为外语教育在学校继续开展。这表明，

此时的泰国政府虽然在政策上打压中文教育的发展，但是态度并不强硬。此时

的泰国政府所要打压的主要是作为母语教育的中文教育，对于作为外语教育的

中文教育还是给予了一定的发展空间。

1932年泰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后，执政者奉行西方的民族国家理念，加紧了

对民族同化政策的推行。执政者的同化政策在语言领域体现为推行语言同化政

策，强调泰语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性，要求“中文学校必须以泰语及与泰国相

关的内容作为主要课程”，并将中文进一步明确为一种外语，每周授课时数不

能超过6课时，否则不予发放政府教育津贴。a1936年的《新民校条例》进一步

对中文教育进行了限制。该条例将中文列为“会危及泰国国家安全的语言”。

新条例规定“中文学校实行董事会负责制”，由董事会统一制定课程，且课程

必须包括泰国公民认同、泰国历史、泰国地理等相关课程，必须使用泰语授课

以保证学生能流利地进行泰语听、说、读、写，采用其他语言（中文）授课的

课程需向教育部申报，由教育部审批和管理。该政策的实施进一步挤压了中文

教育在泰国学校教育中的生存空间。

a　详见泰国教育部于 1932 年颁布的《教育部教育条例》《国家教育计划》以及 1933 年以泰国中

央政府名义颁布的《教育部条例》（注：类似国家教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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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泰国华人华侨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这与当

时銮披汶·颂堪内阁极力推行的大泰民族主义（即“泰人的泰国”）、“泰日

通商友好”政策以及保持战争中立的政策相违背，打破了泰国与外界的原有关

系格局。在这种情况下，泰国社会爆发了多起反华活动，一些反华分子甚至公

开鼓吹“可以拿希特勒对付犹太人的方法对付华人”。这无疑加剧了“泰—

华”两族关系的恶化。銮披汶·颂堪内阁为了继续推行“泰人的泰国”的极端

民族主义，采取了一系列排华政策，取消了中文报刊的发行，并于1939年颁布

了《华文教育新规定》，要求中文学校的中文教师必须通过由教育部举行的泰

语资格考试后方可上岗授课，中文学校的中文课程由先前的每周不超过6课时进

一步缩减为每周不超过2课时，中文学校的有关管理章程、课程及课本等必须符

合执政当局发布的有关规定，如有违背即行封校。同时还限制中文在学校中的

运用，除了中文课，其他场合不得使用中文。泰国政府的这一中文教育政策一

直延续到二战结束。在此期间，由于政府对中文教育的各种限制以及战争因素

的影响，许多中文学校被迫关闭，泰国华文教育发展陷入低谷。

二战结束后，自由泰领导人社尼·巴莫接任泰国内阁总理，开始推行对华

友好政策，并宣布自1945年9月起，允许之前被关闭的中文报刊和中文学校复

办，并准许华人华侨新办中文学校。1946年1月23日，中国政府外交谈判代表团

团长与泰国内阁总理社尼·巴莫签署了《中暹友好条约》。此条约规定华人华

侨享有在泰国境内合法开办中文学校的权利和自由。之后，中国驻泰国大使馆

一等秘书欧阳纯于1947年5月与泰国教育部代表经过多轮商谈后达成了有利于泰

国中文教育开展的三点协议：①强制教育阶段（即小学1至4年级）中文授课时

数分别为一年级10.5课时，二年级11.5课时，三、四年级12.5课时；②中文授课

教师无需参加泰文考试，但应有相应的授课资质证书；③学生可以实行男女同

校。（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59：94）以上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对泰国中

文教育发展的限制，使得泰国中文教育在二战后出现了短暂的复苏。这一时期

的泰国之所以会采取对华友好政策，放松对中文教育的限制，主要在于：一方

面，二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成为战胜国，而泰国虽然未受

到制裁，但却是事实上的战败国，处境艰难；另一方面，泰国需要借助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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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以顺利加入联合国。

然而好景不长，1948年通过政变再次上台执政的銮披汶·颂堪又采取了严

厉打压中文教育的政策，颁布了关于中文教育的苛刻政令。这些政令主要包

括：凡是未遵照《民校条例》注册的中文学校一律关闭；只允许一至四年级

开设中文课，且每周授课时数不超过10课时；中文学校法人及校长必须是泰国

人；统一使用教育部编写的中文教材，不许教授中国历史、文化等内容；不允

许设立新的中文学校，且中文学校数量严格控制在153所，多余的一律关闭。

（朱敬先，1986：160-162）此外，銮披汶·颂堪内阁还通过征收沉重的中文招

牌税以减少中文学校使用含有中文标示的牌照，以降低中文的使用和影响力。

（沈英名，1988：53）

为了进一步打压中文教育，銮披汶·颂堪还亲手制造了“6.15事件”，以

非法从事政治活动为借口出动警察包围了华侨教育协会及南洋中学，并抓捕了

53人。（黎道纲，2006：639）此后，銮披汶·颂堪内阁借助“进行非法政治

活动”及违反1937年《统制募捐条例》a这两条理由严厉打压中文教学。这一

时期，泰国的中文中学全部被关停，中文小学因无法正常募捐导致经费短缺而

被迫关停，被取缔或关停的学校多达近百所。（王绵长，1998；洪林，2006：

459）在这一系列严苛的政策打压下，泰国中文教育发展再度走向低谷。

二战后，作为泰国资产阶级右派代表的銮披汶·颂堪内阁在政治上选择了

追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产阶级阵营，极力推行反共政策。一方面，对内严厉

打压泰国共产党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极力消除周边国家共产主义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进一步刺激了銮披汶·颂堪内阁的反共神

经。加之后来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为代表的东西方阵营的冷战

对立，使得泰国军政府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新政权的猜疑。这种政治上的猜疑

严重影响着銮披汶·颂堪内阁对中文教育政策的制定。他们偏执地将中文认定

为“社会主义的语文”，罔顾事实地将一切中文教材认作宣传共产主义的书

a　泰国 1937 年的《统制募捐条例》规定：各学校在向社会募捐资金前，必须单独向政府提出募捐申请，

在申请获得政府批准后方可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未获批准而实施的募捐属于违法。为此，很多华校因“在

未获得政府的募捐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向社会募捐资金”而被政府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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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并偏执地认为开放中文教育会导致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会使国内社会思

想混乱，存在颠覆政府统治的危险，严重威胁着国家的安全。在这种错误的政

治偏见影响下，銮披汶·颂堪内阁于1952年11月13日颁布了《防共条例》，条

例明确指出中文学校会传播红色共产主义思想，必须严厉管控。在这种极端偏

执的政治取向下，大量中文学校被统治当局查封，使得中文教育遭受了更为严

厉的打压。1954年政府又颁布了《民校修改条例》，明确指出禁止新办中文学

校，已有中文学校不许扩招，并规定中文学校校长必须由第三代泰籍华裔或本

土泰国人担任，中文教师必须持有泰国教育部颁发的泰文初四及以上等级资质

证书方可授课。这些规定严重挤压了中文教育的生存空间。

1957年沙立及其副手他侬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执政，由于国内和国际政治形

势的变化，新内阁放松了对中文学校的打压，也默许了泰国家庭中文教育班

的存在；但并没有完全放开中文教育，并于1960年颁布了《发展国家教育方

案》。该方案将泰文强制教育由之前的四年延长到了七年，同时只允许中文学

校开办四年制小学，中文学校每周中文授课不超过10课时，且中文学校不准开

设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等课程。

他侬1963年再次上台执政后，再一次放松了对中文教育的打压，颁布了

多项关于中文学校的政令，内容涵盖：（1）不干涉家庭中文补习班的开设；

（2）允许六所中文学校将中文课开设至高中阶段，但中文授课时间必须在每天

正式授课结束以后（即下午四点以后）a；（3）允许中文学校开设成人中文夜

校补习班，每晚7点至9点授课。（王绵长，1998）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放松

了对中文教育的打压，并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1972年，他侬内

阁批准了朱拉隆功大学开设中文课程的请求，他侬还表示“中文应该列入大学

文学系，将其作为一门外语来教授”。（史青，1973；卓南生，1998）

这一时期泰国中文教育政策的显著特点在于服从和服务于国家认同和统治

阶级的政治取向。无论采取限制还是打压举措，统治阶级颁布和实施的中文教

a　按照当时泰国教育部规定，部颁教学大纲规定的课程为“正课”，授课时间在每天的上午八点

至下午四点之间，“正课”一律使用泰语授课；中文学校的中文课程熟语补修课，授课时间在四点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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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政策都是在服务和服从统治阶级推行民族同化政策，以构建民众对泰国的国

家认同以及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取向。而对语言政策具有较大影响

力的经济、文化、外交等因素，在这一阶段的泰国中文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中显得无关紧要。

1.3  “由放开到大力提倡”：经济主导下的中文教育政策（1975

至今）

1975年中泰两国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双方在经

贸、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交流不断加强。这一改变也影响了泰国政府对国

内中文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泰国政府开始摒弃部分打压中文教育的政策，

放开了对中文教育的限制。1978年，泰国政府颁布了一项关于中文教育的重要

政策，即不再限制中文教育的内容，同时允许所有商业类院校开设中文课程。

这成为了泰国政府公开放开中文教育的标志。此时的泰国政府已经将中文定义

为了商业通用语言。自此，泰国的中文教育也从原来的家庭教育和学历教育扩

展到了职业教育领域。

到了20世纪80年代，泰国政府进一步放开了中文教育，其举措主要包括：

放宽中文教师任教资格，允许第二代华人担任中文学校校长，并允许学校自主

聘任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的外籍教师讲授中文；允许中文学校搬迁和自主决定

招生规模；中文学校的中文课程由原来的一至四年级延至六年级；非中文学校

可从五年级开始开设中文选修课程；大学可设立中文系（或中文组）等等a。这

些政策的实施为冷战后泰国中文教育的繁荣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东西方冷战结束，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泰经贸往来

进一步加强。两国贸易往来带来的经济利益使泰国民众（包括华裔）对中文的

功能达成了新的共识，即中文已经不再是华人、华侨实现族群和文化认同的关

键要素，而是已经成为了泰国加强与中国及世界友好交流、加速发展经济的重

要工具性语言。基于这样的共识，泰国阿南·班雅拉春内阁政府于1992年通过

a　详情参见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 2007 年整理编纂的泰文版系列调查报告《泰

国华文教学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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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关于放开中文教育政策的提议》，该提议于同年2月4日通过了国会审议，

成为了一项政府正式法令。该提议内容涵盖广泛，是对泰国历届内阁政府限制

和打压中文教育政策的一次较为全面的调整，开启了泰国中文教育发展的新篇

章。提议规定：学前教育、小学及初高中均可开设中文课程，所有开设中文课

程的学校可按照教育部学校管理的相关规定自主安排课程、自主选择教材；开

设中文课程的学校可以自主招聘外籍中文教师。这些规定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

泰国中文教育的繁荣发展。（吴晓霞，2000）之后，1998年10月，泰国教育部

高等教育委员会将中文列为高等学校外语入学考试选考科目之一。2002年，泰

国颁布新的《国家基础教育教学大纲》，将中文明确为泰国的第二外国语（第

一外国语为英语）。2005年泰国教育部颁布《促进泰国中文教育以提升国家竞

争力之战略规划》，将中文列为中学必修课程，并要求所有中学最晚于2008年

开设中文必修课程；同时在中文教育政策、教学大纲、教材教具、师资力量等

方面提出了战略性建议。该战略规划成为了泰国21世纪中文教育的纲领性指导

文件，为不同层级的学生的中文学习目标提出了具体内容，制定了适合泰国学

情的统一课程标准，提出了与中国教育部门合作修订和完善适合泰国学生使用

的中文课本，并制定了中文教师人才培养的短期和长期计划，旨在为泰国中文

教育的持续开展储备师资。这一系列的战略规划及其实施从不同层面和视角促

进了泰国中文教育的发展和繁荣。

此外，泰国教育部《促进泰国中文教育以提升国家竞争力之战略规划》的

颁布和实施，加强了中泰两国政府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深度合作。2008年，

中泰两国政府启动了联合培养泰国本土中文教师的合作项目，为泰国中文教育

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师资。

之后，泰国政府于2010年和2014年先后颁布了《促进高等教育阶段中文教

育发展的战略方案》《中文教育政策改革》《中文教学发展规划》等政策性文

件，旨在进一步促进中文教育的发展和繁荣，提升中文教育质量。为了提高人

们对中文学习的重视程度，《中文教学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中学阶段可将中文

设置为计划科目，这使得中文课获得了成为泰国中学必修课的资格。中文课程

在泰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地位的提高，为中文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更大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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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同时，这些文件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提出如何解决泰国中文教育“如

何从注重量的扩展过渡到注重质的提高”这一问题，为新时期泰国中文教育发

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综观这一时期泰国中文教育政策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因素在这一

时期的泰国中文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时，中泰

两国在政治上的互信和外交上的互动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2  泰国中文教育政策嬗变对当下国际中文教育
发展带来的启示

泰国中文教育政策的嬗变历史及其嬗变动因引发了我们诸多的思考。总体

来看，政府（或统治者）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取向、国家认同构建需求、经济发

展需求、文化交往需求等因素是影响一国中文教育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几个关键

性因素。但是在不同的国家或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和

具体呈现形式都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在探究一个国家的中文教育政策的制

定、实施及发展变化时，不能脱离特定时期的特定环境。我们要跳出政策本

身，置身于一个更为广阔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大生态环境中来进行考量。

2.1  推动国际中文教育发展应“去政治化”

语言及文化传播应该成为族群或国家间文明互鉴的内容与工具，而不应成

为政治博弈的手段或工具。语言和文化的传播虽然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甚至有时对政治风向极为敏感，但是我们不能轻易地将语言政治化。因为

一旦将语言政治化，很有可能会引发政治问题。二战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

泰国出现的“华—泰”两族的紧张对立和此起彼伏的反华情绪及各类迫害华人

华侨的惨剧，正是当时的泰国统治阶级将中文教育问题政治化所导致的后果。

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语言和政治的关系。诚然，语言问题与国家认同密切

相关，但这并不会必然导致认同障碍的发生。只要政府能秉持语言多元化和文

化多样性的开放包容态度，积极进行语言规划和治理，语言必将成为推动国家

发展、构建国家认同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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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所说的去政治化并不等同于“非官方化”。国际中文教育的全

球推广必然需要国家间的官方合作来推动。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构建“政

府搭台，民间做事”的生态模式。政府负责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关系，并为

推动中文教育的发展提供政策和机制保障，而让民间机构，如学校、公益团

体、商业实体等成为参与主体来具体实施并推动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

2.2  构建和平发展共同体以推动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

为了能使国际中文教育获得更大的发展，中华文化更自信地走向世界，我

们必须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理念；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领，

不断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一方面能为国际中文教育的

发展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能增强中文与中华文

化的全球吸引力，吸引更多的国际友人来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

同时，我们还应该始终坚持“求同存异，和平友好，互助互利”的国际交

往原则，增强国家间和族群间的互信，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追求

国家利益时，也要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在共同发展中探寻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我们要努力使国际中文教育的推广和中华文化的全球传

播成为全球国家间和族群间文明互鉴的纽带和桥梁，“以语通心”，共建和

平、美好的世界家园。

2.3  积极了解和研究目的国语言政策，实施针对性的国际中

文教育推广策略

在推广国际中文教育和进行中华文化全球传播时，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和研

究目的国的语言政策历史与现状，熟悉其文化传统，了解其政府的政治取向，

掌握目的国对中文的需求情况，制定精准的国别化推广方案。在相知中求同存

异，使语言和文化的交流互鉴成为彼此的桥梁，以扩大共识。

在中文和中华文化的国际推广中，应该根据目的国的语言政策建立相应的

官方和民间合作机制，实现“官、民融通”，实现参与主体的多样化，进而达

到推广方案的多元化，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共同助力国际中文教育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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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发展。

3  结语

本文从政策嬗变及其动因视角探讨了泰国数百年来中文教育政策的演变，

意在管中窥豹，发现并提出一些对当下国际中文教育和中华文化全球传播工作

的开展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的理性观点和看法。

放眼全球，目前泰国的中文教育可以说是一枝独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泰国的中文教育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丰硕的成果，一方面是经历了长期的历

史磨炼和洗礼后的积淀，另一方面则是中泰两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参与和努力的

结果。

在泰国中文教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泰国的中文教育政策都扮演着“风向

标”和“指挥棒”的角色，对中文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

政策打压中，泰国中文教育艰难支撑，经历了一段极不平凡的艰难岁月。在中

泰邦交正常化后，泰国开始调整中文教育政策。到了20世纪90年代，泰国政府

开始大力扶持中文教育，加之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孔子学院和各类民间组织

的积极参与，再次促使泰国中文教育呈现出了繁荣发展的景象。这为当下国际

中文教育的全球推广提供了诸多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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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sons for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Policies in Thailand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Education

Han Jianghua

Digital Fusion Laboratory of Chinese Culture Inheritance and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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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ailand’s Chinese education policy has always served and obeyed 

Thailand’s state construction. Looking at the history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policy in Thail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 political position, national 

identity,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eeds, and cultural exchange needs 

a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changes in Thailand’s Chinese education 

policy. However,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specific roles and performances 

of these factors at different stages. The period of “doing nothing to rule” was 

dominated b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the period of “restriction and 

suppression” was dominated by factors such as national identity, political 

orientation and political position, and the period of “opening and vigorous 

advocacy” was dominated by economic factors. At every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Thailand, the Chinese education policy 

in Thailand plays the role of “wind vane” and “baton”, which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Key words: Thailand; Chinese education policy; Evolution and motivation; 

Enlighten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