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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北美

• 大學語言中心及私營語言機構

• 大學華語系所、學位及學分學程

• 國際學校(鍾鎮城，2011)

• G1-G12公私立學校(跨國銜轉生)  
(鍾鎮城，2017)

• 社區大學等機構所推動之移民
(新住民)華語(鍾鎮城，2012)

• 宗教團體

• 大學東亞系、世界語言學系、現代
語言學系、中文系、東方語言學系

• 中文學校

• 國際學校

• K-12公私立學校

• 幼兒園

鍾鎮城 (2011)。國際學校之華語習得個案比較研究成果報告。NSC 99-2410-H-017 -024 –，國科會，台灣。
鍾鎮城 (2012)。移民華語教學:全球在地化的語言民族誌研究。台北：新學林。
鍾鎮城 (2017)。跨國銜轉孩子之系統建置研究與評估計畫。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7.08.01- 2020.07.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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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華教 》北美華教

• 語言中心華語生

• 大學華語學位生

• 成人移民(新住民)

• 國際學校學生

• 跨國銜轉生

• 信眾

• 大學裡的學習者

• 中文學校傳承語生

• K-12國際學校/公私立學校/幼兒園
中文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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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理
年齡階段

vs 
華語

• 嬰幼兒華語

• 兒童華語

• 少年華語

• 青年華語

• 壯年華語

• 中年華語

• 高齡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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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方針 (Ruiz, 1984) 臺灣華教 北美華教

Language as a Problem

Language as a Right

Language as a Resource

V

V V

Ruiz, R. (1984). Orientations in language planning. NABE Journal, 8, 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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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中/仇中 》親中/友中

• 華師的政治與價值正確
性

• 華教所驅動的區隔性
自我與他者

• 華師社群的單/雙/多邊
主義

• 華師的族群與文化正
確性

• 華教所驅動的區隔性
- 中心與邊陲

• 華師社群單/雙/多邊
主義

抗拒 妥協 接納 遺忘 忽視

≠

二選一



》 華教是第二語言或外語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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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華語是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 Foreign Language”，那麼華
教起於何時呢? 該上溯到何時呢? 我們為何傾向起於國民政府時期而非日本、明
鄭、荷西甚或是宋、唐等等呢?

• 經歷長時期語言消退(attrition)的華語使用者，可稱作華語二語或是外語者嗎?
或是如何看待漢字作為書寫系統與多樣口語系統之間的對應關係呢?

》華教是學習需求史嗎？

• 需要學習華語的人，都可以稱作華語學習者嗎?

• 華語學習需求是跨越各年齡階段的嗎?

• 華教能包容學習需求的多樣性嗎? 



》認同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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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釐清我是誰是個非常深刻且值得終生追尋的議題。

• 搞不清楚我是誰，就無法知道台灣華師該做什麼? 能做什麼?
可以為這世界創造什麼樣的專業價值?

「教育部補助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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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派之前
的你 /妳

》華師外派三階段

外派於當地
的你 /妳

外派結束回臺之後
的你 /妳

》華師外派是外交工作嗎? 不然，為何在台灣以外工作呢?

》多年來，華師外派生態系真的在乎 “華師”是誰嗎?
華師外派生態系又為納稅人創造出什麼樣的信任或肯定價值?
大學及政府機構所創造的華師外派生態系回應了民主社會的當責性(accountability)
嗎?

》職前師培 》在職師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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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諮
(counseling)

• 華師之短期、中期與長期生涯
輔導

• 華師之學習及生活適應輔導

• 華師教學工作中的跨文化衝擊、
調適與諮商 (如:文化基因中的家國
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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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學生 + 載具
》華師 + 載具

• 半導體製程的進步，使得手機重量減輕，成為第二顆大腦，整合了官能中的視
覺(眼睛)、聽覺(耳朵)與觸覺(皮膚)訊息。

》人類使用器物(載具)以增加存活率及效率。

》大腦的重量(1.4 kg) VS 手機的重量 (200g)

》人類和載具(人機)互動的過程中，也逐漸的官能化所使用的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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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全時/鐘點制/專長制師資

• 行政人資及財務管理的彈性

• 華師生活品質及自由

》全職師資

• 行政管理的穩定

• 華師生活的安全感及專業歸屬感

》教與學的驅動，來自於不同載具所帶出的多模態文本(訊息)之間的
共構

• 多文本材料

• 教科書所扮演的華師專業心理支持及合法(legitimate)知識管理作用將遠大於
學習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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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文教學其實不是單純的在教目標語，它是在教華語文在使用者
社群裡面的生態位置、功能跟角色，這樣的概念，其實在華語教學
裡面，我幾乎不曾聽人提過。” 

• 21世紀華語文教學的SD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所應追求並創造的是: 

華語文和其他語言之間--共好且互為依存的語言典範。

胡依嘉(2021)。新世代華文教育先行者-專訪鍾鎮城教授。華文世界。127, 89-93。

鍾鎮城(2021，7月) 。華語文教學之語言倫理與社會公義: 我的跨國銜轉學生
教育志業。發表於第六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高雄師範大學，台灣。



15

• 大數據的假設是: 已知可預測未知

• 若已知足跡可決策未知，則 “未知=已知”

• 教學大數據有助於了解我們是誰，但是，我們會更需要思考“我們或是我”
未來或明天想成為什麼樣子的華師? 

》因應生態系的變化，不斷更新與重製的華教標準體系

》教學大數據(big data)的預判及偏見(bias)處理

》華教師培

• 師資養成—可從追求自我成就或是服膺政策需求，逐漸走向創造更好工作環境
與機會

• 從 “被聘用” 到 “開創價值”

• 更重視領導知能(leadership)的形塑及持續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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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雙/多語價值的精緻
化追求

• 捨棄單語: 華教不應再信
奉二語/外語教學中的單
語主義概念

• 雙/多語及雙/多元文化的
精緻化教育治理架構(如:
臺美教育倡議、2030雙語國家

願景、優華語計畫)

1. 臺美互為華語教學市場及華人
文化之核心

• 接納彼此華教市場運作機制及背景的合理性

• 尊重並肯定彼此的華人文化理解的差異性

2.臺美應排除核心 vs 邊陲的殖民
概念

• 用華教生態(ecology)多樣性取代不足觀
(deficit)(如: 離散diaspora與華人性Chineseness)

• 互為華教生態依存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