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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論文名稱 

南非華語教育發展探討 

 二、 論文摘要 

  非洲地區華語文教育以南部非洲為重點，南部非洲華語文教育則以南非共和

國為重點，綜觀南非共和國華語文教育，歷史悠久,其起源地是約翰尼斯堡，約

翰尼斯堡第一所華語文學校「約堡華僑小學」是在 1928年時成立的。近百年來，

南非華語教學延續了中華語言與文化的傳承，使無數在南非的華人子弟受惠。

特別是在 2015年，南非基礎教育部實施了一項新的語言政策，就是將中文當作

第二外國語言。這對於南非華語教育發展來說是一個新的挑戰，南非華語教育

更是值得關注的研究課題。 

    本研究的重點是專注在南非華語教育，旨在探討南非華語教學的歷史與華

語教學教材的使用等相關問題。期盼藉者分析近二十年來南非華語教學研究與

華語教材研究的現況，進而歸納出南非未來華語教育與教材發展的重要趨勢與

方向。 

  

關鍵字：南非華人社會、華語教育與學校、華語教學教材 

 

三、南非華人社會 

     17 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末期南非華人數量較少而且分散，多為罪犯和奴

隸；1870 年南非金礦的開採，導致第一批華人移民高峰。真正構成早期南非華

人社群主體的是自由移民，二十世紀上半期，南非經歷了兩次大規模的華人自

由移民，一次是從民國初年持續到 20 世紀初因中國內亂所導致的難民潮，一次

是 20 世紀初 30 年代後期到 40 年代，由於日本侵華導致的難民外流，1936 年

南非華人人數達 2944 人，到 1946 年南非華人已達 4340 人，種族隔離政策在南

非由來已久，華人最初被劃分為有色人，接著在 1948 年南非政府制定的種族隔

離法中，被劃分為亞洲人，處於白人與黑人的夾縫中間艱難生存，對華人的種

族歧視法令，更是隨著華人人數的增加而增多，華人在入境、經商、居住區

域、教育等方面均受限制，同一時期的中國一直處於內憂外患之中，南非華人

不可倖免淪為種族歧視的犧牲品。華人社團在南非華人社會生活中發揮著重要

的作用，過去的華人社團是基於血源與地緣聯繫紐帶建立起來，在社團內發生

守望相助、平衡利益、共謀發展的作用，可是各個社團之間有語言、文化等差

異，往往各自為政，對外很難形成一個團體去發揮一致的力量。現在的華人社

團已經發展成跨緣的華人共同體，為了在南非生存和發展，華人社團積極與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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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溝通，保障華人的合法利權益，華人社區教育也因此而

興起。 

四、南非華語教育 

(一) 早期階段 (1990年以前) 

 

    南非的華語教育歷史悠久，約翰尼斯堡第一所華語文學校是 1928年成立的

約堡華僑小學，繼之在 1940年國定學校成立，1951年兩校協議合併為華僑國

定中小學。1934年在普托利亞城市成立斐京華僑公學，當時有一群的華人從中

國大陸移民到南非，他們為了維護中國文化和提供後代子的優質的教育，並且

在南非反對種族主義的政府政策的背景下而建立。在南非種族隔離時代的末

期，隨著公立學校對華人社區的開放，也使得華僑學校的華人學生人數逐漸下

降，以至於斐京華僑公學決定在 1991年擴大學校規模與學生招收對象，並且在

當地政府立案，成為首都斐京市一所的私立英文中小學，於是吸引許多在南非

出生的當地學生，還吸引了從波蘭俄羅斯韓國台灣香港和中國來的學生。1979

年成立伊莉莎白港坡阜華僑中學，這是南非政府專為華僑設立文之政府學校。

當時，約堡華僑國定中小學、斐京華僑公學、坡埠中華學校三校是鼎足而立的

小學直升中學一貫制的三所主流學校。因政局改變，約堡華僑國定中小學不復

存在，坡埠中華學校已轉型為伊麗莎白港中文學校，今天斐京華僑公學是非洲

南部地區最碩老的僑校，也是唯一的主流學校。 

 

(二) 中期階段 (1990至 2000年) 

 

    當年在德班、東倫敦、金伯利、開普敦等地也各有老僑開設的中華學校。例

如東倫敦中華學校歷史也相當悠久，今天仍然存在。約堡聯衛會所中文班近年發

展相當蓬勃。中華語文協會原係老僑組織，今由台僑主導。 

    1990年代台僑開設的學校有：史瓦濟蘭中華學校、象牙海岸中華學校［因戰

亂失聯］、賴索托賴斐台商學校、約堡華心中文學校、德班台灣文教中心、自由

省中華學校、開普敦中華學校、東倫敦中華學校、新堡中文學校、模里西斯中中

校友會中文班、斐京中文班與斐京華僑公學等。宗教團體則有：佛光山南華寺佛

學院、馬拉威關懷中心中文班、賴索托關懷中心中文班等。南部非洲來自台灣的

華語文教育機構更於2000年8月25日成立『非洲中華語文學校聯合會』，聯合會成

立的目的是在推廣中華語文和傳統優良文化教育、提升非洲地區中華語文教學品

質、維護中華語文教育團體和教師的權益和形象。 

(三) 近期階段 (2000年以後) 

   自1998年中國與南非建交以來，中國大陸移民南非人數逐漸加增，自從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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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開始陸續在各地設立孔子學堂、孔子學院，並在大學設置課程，目前已有3個

孔子學堂、5個孔子學院，以及4所大學專業課程，在未來的五年到10年，中國

還會繼續在南非設立更多的華語課堂，來推動更多的當地人來學華語，也幫助

訓練當地的老師，並且舉辦各種華語語言比賽和發展適合當地的語言教材。 

    2015年3月，南非政府正式宣布新的國家課程聲明，發布以中文為第二外語

的語言課程，公布了以華語為第二外語的課程大綱(註一：CAP Mandarin in 

SAL)，允許以華語為第二外語的課程在南非的學校實施，並且宣布南非於2018

年開始舉行第一次的中文會考。2018年所舉辦以中文為第二外語的中文會考，

負責單位是由當地的一所南非獨立評估機構『The Independent Examinations 

Board』，簡稱 IEB ，是南非『獨立考試委員會（IEB）』，為各私立學校提供考

試。這項新聞發布，可算是在南非華語教文教學發展的歷史上的一個新的里程

碑。 

    在中國和南非雙邊關係下，Mandarin SAL 在2016年1月正式開始在南非試

點學校實施，至2018年，中國派駐南非的漢語教師和志願者平均每年54.5人

次，在南非48所中小學開設漢語課程，註冊學生人數為5460人，另有大學生

1120人和社會人士520人。中國孔子學院在南非政府未投入經費政策下，其所派

駐的漢語老師和志願者成為南非漢語教學推動的主力軍。在此背景下，中國和

南非在2018年簽署了相互承認高等教育資格的協議，希望進一步促進兩國之間

的學者和學生交流。2018年，自南非去中國留學的學生人數，大約在3000人左

右，相信這個數字還會再繼續的增長。 

五、華語教材的使用 

(一) 南非中文教材來源 

• 中華民國台灣僑務委員會提供 

• 中國國家漢語國際推廣辦公室提供 

• 當地自編教材 

• 其他來源 

(二) 南非中文教材整編 

• 南非基礎教育部 2014年“四年級至六年級”華語為第二外語的課程和

評量政策聲明 

• 南非基礎教育部 2014年“七年級至九年級”華語為第二外語的課程和

評量政策聲明 

• 南非基礎教育部 2014年“十年級至十二年級”華語為第二外語的課程

和評量政策聲明 

• 南非中文課程教綱延伸發展與教材整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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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南非中文教材整編的籌備 

    目前我們所使用的教材都是由中華民國台灣僑務委員會提供，教材多元

化，但內容單元沒顧到南非本土色彩與文化風俗，因此，設計一套配合南

非教育部所制定的華語課綱的教材是當前急需著手進行的工作。 

 

六、結論 

     南非華語教育隨著時代的變遷，也隨著南非政府在各方面的政策改變而產

生了重大的影響，華人社團的力量逐漸增長，華語社區教育也在不斷的延伸與

擴大。南非的華人所肩負的是社會責任、經濟生存與文化傳承的責任。隨著中

國和南非之間更緊密的經濟聯繫，相信『華語教育』的發展會更快速的往前，

學習華語的學生也將隨之增加。因此，身為在南非的華語教師，如何在當地提

供適當的華語文教學以面對南非基礎教育部的中文教育要求，並且開發一個支

持南非現有華語課綱的教材，是值得我們深思和探討的一個重要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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