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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西兰的华文教育虽然起步相对较晚，但近一二十年，该国的华文教育倍受当地华人华侨以及新西兰政府的关
心和帮助，推广力度不断加大。近些年来汉语教学与当地正规教育的接轨，为新西兰华文教育的发展迎来了新的契机。
华文教育之所以能够引起了当地政府的关注，并在新西兰开花结果，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通过对新西兰华文教育方面
资料的梳理，总结出不同历史时期新西兰华文教育的起因、发展、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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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早期早期早期早期华华华华文文文文教教教教育的育的育的育的发发发发展展展展历历历历史及特史及特史及特史及特点点点点：：：： 

 “根据历史记载，在19世纪中叶，只有很少的中国移民进入新西兰，直到1866年，第一批经由澳洲维多利亚的中国淘
金工人进入新西兰奥塔哥金矿，才是有规模移民的开始。[1]”可见，从十九世纪六七是年代，华人才开始有规模的向
新西兰进行移民活动。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侨一样，随着新西兰华侨人口的不断增加，子女的教育便成了华侨急
需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许多华人华侨都希望子女学习中文，记住自己的根，传承中华文化。于是，早期的华侨教育即华
文教育也就应运而生了。由于新西兰的华人人口增加并不算迅速，所以在当地有规模的华文教育起步较晚。新西兰的华
侨自1955年办有中文学校5所，学生达3000余人。自1968年屋侖华华侨会所正式建立了华文义校后，各式语言班、中文
学校和义校便接连兴起。1970年便创办了惠灵顿华侨中文学校，其中设有儿童班、成人班，还包括外籍人士华文班。
1977年又创办了两所华侨小学，并且还有华文补习班以及由教会华人牧师在教会中开办的华文研经班。 

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制约，新西兰华侨早期办学形成了自已的特点： 

1.新西兰早期的华文学校形成了一种业余补习性质的办学模式。分析其原因是：早期来新的华侨大都是劳工身份
（淘金华工），加之19世纪末新西兰政府不断出炉排华法案，不允许华侨携带家眷，以至于当时的在新西兰华侨人口很
少，不足以形成独立的中文学校，所以当时的华侨子女多数送往英校，但是有的父母希望让子女兼读一些华文，增加对
祖国的了解，这样才渐渐出现一些中文的补习班。华人教堂也随着兼设了中文的读经班；既然开设的原因仅仅是为了满
足华侨子女补习中文的需要，所以利用业余时间上课也就变得理所当然了；由于早期华文学校已形成一种独特办学的模
式，所以以后再出现的华文学校多数便沿袭了这种传统。随着新西兰华文教育的发展和壮大，夜校的形式渐渐减少，但
是新西兰的华文学校的业余补习模式并没有改变，直到20世纪中后期多数是利用假日上课。 

2.新西兰华文教育早期办学的目的是为了传承中华文化。由于早期新西兰的华文教育资料的缺乏，不足以说明问
题，为了论证分析其目的，笔者只能从一个相似的侧面（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同是英属殖民地，许多政策一脉相承，许多
中国移民都是经由澳大利亚进入新西兰的，早期华侨生存情况类似）去例证，那就是从华文教育比较集中，代表性有比
较强的澳大利亚为例来探讨： “20世纪初，澳大利亚的《东华报》1909年5月15日“社论”说，（创办华文学校的）目
的是要使澳大利亚出生的华童能受华文教育，准备在将来为他们的祖国做出贡献。[2]”；当时，中国驻澳大利亚的第
一任总领事梁兰勋的态度也是积极鼓励当地华侨为自己的子女创办华文学校，为的是将来它们可用自己的中文和英文学
识为中国服务；此外，悉尼中华学校的校长陆逸也告诫学生说，虽然他们是新南威尔士的好公民，但切不要忘记对祖国
和皇帝的义务。由以上几种证据可以得知，早期的华侨办学确实是为了让自己的子女通过对中华文化的学习，记住祖国
并以期可以为之服务。直到本世纪60年代，这种办学的目的仍然是澳洲华侨华人有识之士的共识，他们意识到对子女进
行华文教育的必要性，由于这种动力的存在，推动了更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华文学校的创办。 

 



 

二．二．二．二．         近一二十年新西近一二十年新西近一二十年新西近一二十年新西兰华兰华兰华兰华文文文文教教教教育的育的育的育的状况状况状况状况及特及特及特及特点点点点：：：： 

新西兰的华文教育相较与世界其他国家起步算是较晚的，但是，近些年来随着整个国际大环境的转变和中国综合
国力日益的增强，新西兰的华文教育也随之出现了茁壮成长的大好局面。当代华人华侨十分重视子女的传统教育，不少
有识之士也为了华文教育的推广，与有关部门不断磋商，付出了很多努力。华文教育在新西兰才得以不断推广。新西兰
教育部早在80年就已经把“中六的华文证书”作为学生的校内评估，但当时采用此项评估的学校却寥寥无几。直到九十
年代末20世纪初，新西兰各大中小学除了开设英语、毛利语外，还开设了外语选修课程。其中就包括汉语学习，而且人
数不断增加，新西兰政府教育部1992年考试考虑正式为华裔学生开设华文课程，1994年中、小学把中文课列为选修课。
在此之前，大学已把中文列入计算机学分的课程了，新西兰的华文教育已经与当地正规教育接轨，客观上为该国的华文
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机会。虽然，1995年在校学习华文的中小学生不过244人，但华文教育的多年推广已
经初显成效，到1996年，这个数字就上升为1325人，中学生有1046，全国有60所中小学，6所大学和7所理工学院开设华
文课程。1998年，新西兰教育部又正式宣布将华文课程列为全国大学入学考试的外语科目之一，首届华文考试在1999年
已实行。2000年新西兰教育部又将华文作为外语考试科目正式列为新西兰中学会考，这无论对于华文教育还是对于新西
兰的教育来说都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这也标志着华文同其它外语一样取得了同等的重视，赢得了更大的发展空
间。另外，新西兰的国家广播电台也为提倡学习中国语文做了积极的贡献，为了培养精通华文的人才， “新西兰政府
还派遣一些官员到大学里学习中国语文，打好基础后再把他们送往中国去深造。[3]”可以看出新西兰政府对华文教育
的重视。 

新西兰当代华文教育的特点： 

1. 传承中华文化仍是当代华文教育的目的。直到现在，传承中华文化的这种办学的目的还在新西兰华侨华人中延
续。1994年，在中国广州召开的“海外华文教育交流会”上，新西兰华文教师王瑞彬仍然说：“海外华文教育的目的应
该是在中国文化的陶冶下，把“龙的传人”培养成为具有民族意识与民族优良品质的后续力量。使他们更好地融入多元
化的主流社会，为促进居住国的经济繁荣与文化交流发展，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各项和平友好合作而做出贡献。”这是新
西兰华侨华人努力创办华文教育的原因，也是他们不忘祖国，积极弘扬和传承祖国文化的体现。 

2.华文教育与当地正规教育接轨。汉语教学在新西兰的中小课堂以及高等教育中不断推广。其原因是：新西兰是多
元化民族的国家，实行多元化文化政策，各种政策的推行，都可看出新西兰积极鼓励各民族继承和发扬原有的文化传
统，这种宽松的外部环境也为新西兰华文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来，中国政府积极推行改革开
放的基本国策，整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国际地位也迅速攀升，在这种大背景的情势下，华文的社会价值和经济
价值也明显提高；1972年，建交以来，中国与新西兰的关系稳步发展，特别是近一二十年，中国与新西兰的关系日益发
展，更为密切，双边贸易逐年加强贸易额逐年攀升，因而迫切的需要大批熟悉中国情况且通识中英文的专门人才，这样
才能满足当前中国与新西兰在经济、政治、文化及其各领域的交流和沟通。这也是促使新西兰政府积极采取一系列措施
支持并推广华文教育的因素之一。 

 

三．三．三．三．         结结结结束束束束语语语语:::: 

综观华文教育在新西兰的发展历程，虽然起步较迟，但在整个华人群体的共同努力下形成，经历了初期的艰难而独
立的成长，后经一代又一代华人努力的浇灌，终于成就了今天茁壮成长的局面。这不但是华文教育工作者所乐见的，也
是旅居新西兰华人的光荣与骄傲。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目前，新西兰政府非常重视同中国在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那么汉语势必逐渐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地政府
推行奉行多元化文化，允许不同文化共同存在和发展，认识到了解异族的同时，必须更清楚的认识自身，这才是民族融
合的原动力。允许和尊重华人华侨了解和学习汉语，也为尊重和欣赏中华文明的异国人民打开了学习汉语的方便之门。
相信在广大华人华侨的不断努力下，在当地政府的大力关注和支持下，新西兰的华文教育一定有着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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