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表２可以看出，法、德、西、意仍是四种主要外语，尽管意大利语的优势地位正面临
挑战。开设汉语课的学校占学校总数的２％，就数量而言，列第八位。如果说选择汉语的
学生人次（见表 １）与开设汉语课的学校数量具有正相关关系的话，那么可以推断，从
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５年，英国的汉语教学基本上是原地踏步。

２００４年外语课在普中证书考试中地位的变化，使得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在外语教学
上的差距加大。从２００６年开始，语言趋势调查对这两类学校的情况分别进行统计。根据
统计结果，在１０年级，所有学生都学习外语的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分别占这两类学校总
数的１７％和６１％，在１１年级，这样的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分别占１８％和５６％。２００６年
语言趋势调查范围由原来的第四关键期扩展到高中阶段，调查结果中最显著的变化是开

设汉语课的学校比例大幅增长，特别是在私立学校中。此外，在２００５年以前的语言趋势
调查中，汉语没有被列为独立的外语语种，而是归入“其它语种”之列。２００６年，汉语第一
次作为与法语、德语等并列的独立语种出现在统计结果中（见表３）。

表３　２００６年开设各外语语种的学校比例④（数据来源：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ｒｅｎｄｓ２００６）

阶　段
学校

类型

外　语　语　种

法语 德语
西班

牙语

意大

利语

乌尔

都语
汉语 俄语 日语

其它

语种

第四

关键期

公立 ９９％ ７１％ ５７％ ９％ ８％ ４％ ４％ ４％ ７％

私立 ９７％ ７８％ ７６％ １８％ ２％ １８％ １２％ ７％ ９％

高　中
公立 ９０％ ６９％ ４２％ ９％ ３％ ５％ ４％ ４％ ４％

私立 ９７％ ８２％ ７７％ ２２％ １％ ２１％ １７％ １０％ ４％

　　表３显示，在第四关键期，４％的公立中学开设了汉语课，就学校比例而论，居法语、德
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乌尔都语之后，与俄语和日语并列第六。在私立学校中，１８％的
学校开设了汉语课，居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之后，与意大利语并列第四。如果将公立、私

立学校一并考虑，在第四关键期，汉语虽落后于法、德、西、意这四种欧洲主要语言，但首次

超过了俄语和日语，较２００５年有大幅提升。在高中阶段，有５％的公立学校和２１％的私
立学校开设了汉语课，在学校比例上，仅次于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位居第五，

同样超过了俄语和日语。以上结果表明，到２００６年，在第四关键期和高中阶段，汉语是仅
次于四种欧洲主要语言的外语语种。

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年的语言趋势调查范围，除２００６年涵盖的第四关键期和高中外，还
包括了第三关键期（即１１１４岁，７９年级），也就是说，调查范围扩展到整个中学阶段。除
课堂教学外，还调查了课堂教学以外的外语学习情况⑤。根据统计结果，在 ２００７年和
２００８年，把外语作为必修课的公立学校分别为 ２３％和 ２２％，私立学校分别为 ８３％和
８２％，开设各外语语种的学校比例如表４所示。

表４显示，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年，分别有９％和１４％的公立学校开设了汉语课，汉语仍在
欧洲四种主要语言之后，居第五位；开设汉语课的私立学校分别占３３％和２８％，２００７年
超越了意大利语，居第四位，２００８年又回落至第五位。２００６至２００８年，普中阶段开设汉
语课的学校比例从图１中可以更清楚地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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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年，开设各外语语种的学校比例
（数据来源：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ｒｅｎｄｓ２００７；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ｒｅｎｄｓ２００８）

年份
学校

类型

外　语　语　种

法语
西班

牙语
德语

意大

利语
汉语 日语

乌尔

都语
俄语

阿拉

伯语

２００７
公立 ９９％ ６９％ ６７％ １５％ ９％ ７％ ６％ ６％ ３％

私立 ９８％ ８８％ ８４％ ２４％ ３３％ １８％ ４％ １９％ ８％

２００８
公立 ９９％ ７５％ ６７％ １８％ １４％ ７％ ８％ ７％ ５％

私立 ９７％ ８４％ ８３％ ３０％ ２８％ ２０％ ２％ ２０％ ７％

图１　２００６至２００８年，开设汉语课的学校比例

根据近几年语言趋势调查结果，不难看出，在２００５年以后的三、四年间，英国的汉语
教学得到了迅猛发展，汉语成为欧洲四种主要语言之外最重要的外语语种。

三　参加外语考试的人数

如前所述，英国学生在第四关键期结束时要参加普中证书考试，标志着义务教育的结

束。如果继续上高中，那么在１８岁毕业时要参加高二统考。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６年间，英格
兰地区中学参加普中证书外语考试的学生比例如表５所示。

表５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８年，参加普中证书外语考试的学生比例
（数据来源：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ｒｅｎｄｓ２００８）

年份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 ７８ ７６ ７３ ６８ ５９ ５１ ４６ ４４

　　参加普中证书外语考试的学生人数在２００１至２００４的四年间下降了１０个百分点，但
从２００４到２００５的一年间就下降了９个百分点。考虑到２００４年９月以后外语不再是必
考科目，这种变化反映了政策对学校教学的影响。到２００８年，参加外语考试的学生只占
４４％，较２００１年下降了３４个百分点，比２００４年下降了２４个百分点。２００１至２００８年，参
加普中证书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其它语种考试的学生人数见图２。

从图２可以看出，参加法语和德语考试的学生人数虽然在２００４年之后出现了明显的
下滑趋势，但仍占有很大优势，特别是法语占据绝对优势。选择西班牙语的学生人数虽在

不同年份有增减，但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在考试中选择其它外语（包括汉语）的学生人

·８４·



数在八年间增加了两千余人，但总体人数与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还有很大距离。从考试

人数来看，意大利语已经丧失了主流外语的地位，因此未被单独列出，而是被列入“其它

语言”。

图２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８年参加普中证书外语考试的学生人数（数据来源：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ｒｅｎｄｓ２００８）

２００７年，国家语言中心对汉语教学现状做了一次专门调查并发布了调查报告。报告
对普中证书汉语考试和高二汉语统考的考生人数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见图３。

图３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６年参加普中证书汉语考试和高二汉语统考的学生人数
（数据来源：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ｔｕｄｙ）

从图３可以看出，参加普中汉语考试的人数从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６年不仅没有增长，反而
有所下降，参加高二汉语统考的人数在这一时期有较稳定的增长，人数从１１０２人升至
１９９６人，增幅超过８０％⑥。如果将图１和图２中的数据综合起来比较，不难发现，就参加
考试的人数而言，汉语在“其它语言”中的比例，２００１年为１０．５％，２００６年为８％，不仅没
有增长，还有所下降。与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法语相比，汉语参考人数２００１年为法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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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２００６年为法语的０．９％。
开设汉语课的学校数量与参加考试的学生人数之间的巨大反差，表明汉语正受到越

来越多的重视，但与此同时，汉语教学也面临许多问题。作为外语，汉语与法语这样的优

势语言还有很大距离。

四　中学汉语教学的制约因素

在２００７年汉语教学调查中，已经开设汉语课的学校和未开设汉语课的学校（随机取
样）对制约中学汉语教学的因素（多选项）表达了各自的看法，结果如图４所示。

图４　中学开展汉语教学的制约因素（数据来源：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ｔｕｄｙ）

开设汉语课的中学认为最大的制约因素是课程时间（有近６０％的学校选择此项），其
次是学习难度，然后依次是教学资源、教学人员、资质认证、费用开支、学生兴趣和他人态

度。未开设汉语课的中学认为最大的制约因素是教学人员（几乎１００％的学校都选择了
此项），其次是课程时间，然后依次是费用开支、教学资源、学习难度、学生兴趣、资质认证

和他人态度。综合这两类学校的反馈结果，不难发现，课程时间、学习难度和教学人员是

制约汉语教学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如前所述，在开设汉语课的学校中，一部分学校是通过午间语言班和课后语言班进行

教学的，汉语教学还没有被列入这些学校的正式课程。２００４年的政策调整，使中学外语
课空间受到挤压，因此学校在增设一门外语课的时候要考虑很多因素，如学生态度、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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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增长，但是把汉语作为普中证书考试科目的学生数量不升反降，原因或许就在于此。

制约汉语教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教学人员。根据汉语教学调查结果（见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ｔｕｄｙ），在开设汉语课的中学中，目前只有３１％的学校有获得
教师资格（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ａｔｕｓ，简称ＱＴＳ）的汉语教师，而且其中一部分教师的资格证
书是其它外语或其它科目的，拥有汉语教师资格的教师很少。缺少合格的汉语教师严重

影响汉语教学的开展和普及。

五　结　语

本文根据英国国家语言中心语言趋势报告和汉语教学调查结果，揭示了汉语教学近

年来快速发展的趋势以及面临的挑战。把汉语教学放在整个外语教学的背景下考察，也

使我们对其现状有更清晰的认识，并能有的放矢地解决面临的问题。考虑到制约汉语教

学的诸多因素，笔者认为，发展汉语教学，必须加强以下三方面的工作：（１）加深学生和家
长对中国和汉语的了解，激发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增大学习汉语的学生群体的基数，

让汉语成为越来越多学校的教学科目；（２）对汉语考试进行改革，降低学生对汉语学习和
汉语考试的畏惧感，使汉语成为主流外语，吸引越来越多的学生参加汉语考试；（３）建立
权威的汉语教师认证制度，加强师资培训，培养合格的汉语教师，满足汉语教学的需求。

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汉语教学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在英国的四个行政区中，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实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苏格兰与之对应的
考试称为标准级考试（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Ｇｒａｄｅ）。

②根据英国国家资质框架（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简称ＮＱＦ），学术资质由低到高分为准入级
到八级共九个级别。其中，最低的准入级相当于小学教育后达到的水平，最高的八级是博士达到的水

平。与中学阶段相对应的资质级别为一级和二级。这个框架在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个行政

区内执行。详见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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