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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高中汉语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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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中是日本汉语教育的重镇，调查和研究其发展状况，有利于从全局上把握日本汉语
教育的发展脉络，有效实施汉语推广策略，同时也为汉语教材、教学法和测试评估的国别化研究提

供基础。本文将对日本高中的汉语政策、课程开设情况、师资队伍、汉语大纲、使用的教材等进行

考察，力图呈现日本高中汉语教育发展的全貌，并揭示其发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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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日本汉语教育发轫于江户时代（１６０３—１８６７），之后不绝如缕，历史悠久，具有深厚的学术传
统，无论从地缘关系、历史传统、经济文化往来，还是从汉语国际教育推广的角度来看，对日本汉语

教育的考察都具有重要意义。日本汉语教育发展的重镇是高中和大学，学界对日本汉语教育研究

的成果目前主要集中在对大学公共汉语选修课的探讨方面，高中汉语教育仅有以下三篇论文有所

涉及：杉江聪子（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分析了如何利用网络开展日本高中汉语教学，朱瑞平（２００６）主要以日
本石川县立金泽市辰巳丘高中为个案，介绍了该校的汉语教学情况，以上研究均未涉及日本高中汉

语教育的全貌，本文将对日本高中的汉语政策、开设汉语课的学校、师资队伍、汉语大纲、使用的教

材等进行考察，旨在提供日本高中汉语教育的发展动态，反映其最新成果。

二、日本高中汉语教育概况

（一）日本高中汉语教育的发展背景

二战后，日本高中一直推崇英语教育。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日本实行国际化发展战略，为了提
高国际竞争力，英语被进一步强化，在文部省制定并多次修订的《高中学习指导要领》（高等学校学

习指导要领）中，一般只对英语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详细规定，而汉语则一直被

列为“英语以外的外语”，教育标准要求参照英语执行。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英语一直占据日本

高中第一外语甚至是唯一外语的地位。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半叶，随着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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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往来不断增多，为了配合多元外交战略，文部省提出外语教育多样化政策，并对高中外语教学

进行调整，于１９９１年指定了日本高中外语教育多样化试点学校，之后又发行报告强调开展英语以
外的外语教育，尤其是亚洲邻国语言教育的重要性，这些举措为汉语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１９９７年汉语被文部省列为大学入学考试的五种外语科目之一（五种外语科目是：英语、汉语、
德语、法语和韩语）。目前，在日本，汉语课无论从开设的高中学校数还是从选修人数上看，都已成

为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外语。

（二）日本高中汉语教育的特点

１．２０世纪９０年以来，开设汉语课的学校显著增加
１９８６年开设汉语课的高中为４６所，２０１１年为５４２所，２０多年间增长十几倍，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以后，中日交往日益频繁，开设汉语课的学校迅速增加（文部省，２０１３）。
２．选修汉语课的学生人数少，占高中生总人数的比例低（表１）；从大学入学考试情况来看，把

汉语作为外语科目参加考试的学生人数还相当少（表２）。

表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日本高中学习汉语的人数［１］

年度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学习汉语人数（单位：人） １７８４９ １９０４５ ２２１６１ ２１２６４ １９７５１ ２２０６１
高中生总人数（单位：万） ４２５ ４００ ３７９ ３５９ ３５３ ３３５

学习汉语人数占高中生总人数的比例（％） ０．４２ ０．４８ ０．６１ ０．５９ ０．５１ ０．６６

表２　２０１３年日本大学入学考试中外语考试情况［２］

语种 英语 汉语 韩语 法语 德语

参加考试人数（单位：人） ５３５，８３５ ４４５ １８０ １５１ １２３

从表１可以看出，从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１１年的十年间，高中学习汉语的人数一直低于学生总人数的
１％，并无显著增长。

表２显示，２０１３年把汉语作为大学入学考试外语科目的学生只有 ４４９人，仅占应试总人数
（５３６，７３４人）的０．０８３％，即每一万考生中参加汉语考试的不到９人。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有两个原
因：一是８０％的学校高中三年期间汉语只有２—４学分，而同样作为高中外语科目的英语三年的学
分为１２—１４学分，相比之下，汉语授课时间很短（舆水优２００５：１４—１５）。二是汉语作为大学入学
考试科目，至今还未出台相应的测试等级标准，无论对老师还是对学生来说，都缺少明确的易于理

解的评价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习汉语的人数和参加汉语考试的人数。

３．各地区汉语教育发展不平衡
据日本国际文化交流财团（公益财

!

法人国际文化フォ"

ラム，以下简称“文化财团”）的统

计，位于南部的冲绳县开设汉语课的学校比例为３２．３％，居全国第一，而东北地区的秋田县、北海
道、宫城县均低于５％，青森县则没有一所学校开设汉语课（文化财团，２００６）。各地区的汉语教育
发展和当地的历史传统、国际交流情况联系紧密，呈现出不平衡态势。

４．汉语学科地位不稳定
在开设汉语课的学校中，７５．４％是以选修课形式开设的，以选修和必选形式开设的学校总计约

占９０％。开设汉语课的总学时数一般为６０—１２０学时（每学时５０分钟），超过５０％的学校只有２
学分（文化财团，２００６）。部分学校的汉语课由于选修人数不足而时断时续。

三、日本高中汉语教育现状

１９９１年文部省提出了外语教育多样化方针，为了配合这一政策，日本中学教育局出台了以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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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语言（主要是汉语和韩语）为中心充实中学国际理解教育和外语教育的文件。这一举措为日本

高中的汉语教育提供了发展契机。

（一）高中汉语教育目标

文部省颁布的《高中学习指导要领》规定：外语教育的目标是“加深对语言和文化的理解，积极

培养获取信息能力、与他人沟通能力”（文部省，２００９ａ），高中汉语教育目标就是在这一框架下确立
的。２０１３年，高中汉语推广组织———文化财团发行了《高中汉语和韩语学习指南》（外国语学习の
めやす———高等学校の中国语と韩国语からの提言），确立的汉语教育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学习邻

国语言和文化，加深对人类社会的认知，培养２１世纪的生存能力；具体目标是“３领域×３能力＋３
联系”，即在语言、文化和全球化社会三个领域培养语言知识、语言技能、语言运用三种能力，并使

汉语课和学习兴趣、其他学科、课堂内外的学习三方面建立起联系（文化财团，２０１３：４—２２）。
（二）师资队伍

１．师资及培训
由于高中汉语课时有限，一般只有２—４学分，所以很少有学校设专职教师，汉语课大多由兼职

教师授课，或者由担任国语课、英语课、社会课等科目的教师兼任。汉语教师流动性大，师资队伍不

稳定，教学水平参差不齐。从教师进修情况来看，自２００４起，文部省、中国教育部、中国国家汉办和
文化财团联合组织部分高中汉语教师赴中国短期进修，目前已有１５７名教师参与了这个项目。另
外，自２００９年起，文化财团还组织部分教师在日本国内进修，形式包括：专家讲座、学术研讨、经验
交流和多元文化的理解活动等。这些国内外进修活动对于教师掌握前沿理论、提高语言和文化素

质、改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２．汉语教师资格证
文部省规定，中学专职教师必须具有相关专业的教师资格证书。要获得汉语教师资格证书的

话，首先要在具备培训资格的机构修满规定的学分，然后才可以参加各都道府县举办的汉语教师资

格考试，考试合格方能取得资格证。文部省中学教育局２００９年公布了具备中学（初中和高中）汉
语教师培训资格的６８所大学（适用于具有大学文官 崇认沟 、 高

大学术 外用 教有 语化财 学沟 教 省二部省有这崇、本）崇和三子）崇教有，语育日推赴队。大崇证认教，二高汉教教崇，：时内方育学师文学汉高 或项专标术这了认语汉教教语教师的目定目的
文目平起 另琪

纪参沿或专语理の修中大教教要领担师赴动证或 汉加学语话和学方另琪传琪才推、分体各或公办和术话汉学道从分中学校の学教师局 ７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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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中汉语教材

文部省颁布的《高中学习指导要领》没有规定汉语课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应该采用的教

材。由于日本学习汉语的“大众”是大学里把汉语作为公共选修课学习的学生，所以日本出版的汉

语教材大多是为这部分群体开发的，而针对高中生的汉语教材很少，直到１９８７年才出现了第一本
面向高中生的汉语教材———“高中研”编写的《高中汉语》。目前高中使用的教材主要有（表３）：

表３　日本高中目前主要使用的初级汉语教材［３］

教材名称 编者 出版时间（年） 出版社

高中生汉语

（高校生からの中国语）
小

#

教材研究チ
"

ム ２００２ 白帝社

标准高中汉语

（标准高校中国语）（第２版）
铃木律子

２００２（初版）
２００７（２版）

白帝社

高中汉语（高校中国语）

（改订新版）
高等学校中国语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２ 白帝社

新高中版 汉语初步

（新·高校版 中国语はじめの一
$

）
尹景春、竹岛毅 ２０１３ 白水社

以上教材均为日本出版的初级口语教材，是专门为高中每周２—４课时、学习时间１—２年编写
的，针对性强。这四套教材旨在培养用汉语普通话进行日常交际的能力，注重在真实、自然的场景

下，通过轻松快乐的学习，培养基本的日常交际和跨文化理解能力。每一套教材采用的学校均超过

了５０所，四本教材累计采用学校为２９２所，占开展汉语教育学校数的５３％（文化财团，２００６）。
（五）和高中汉语教育有关的学术组织

“高中研”成立于１９８２年，是专门研究高中汉语教育的学术组织，会员大部分是来自高中汉语
教学一线的教师。“高中研”主要从事高中汉语教育调查、研究及教师进修，具体活动包括：举办一

年一度的高中汉语教育全国大会；组织各地区的支部例会；制定教学大纲；开发教材；协助文化财团

选拔高中生赴中国研修；以地区支部为单位组织高中汉语演讲比赛等（高中研，２０１４）。除“高中
研”以外，还有部分高中汉语教师参加了中国语教育学会和日本中国语学会等学术机构，这些机构

组织教师进修，进行经验交流和汉语教育研究，推动了高中汉语教学水平的提高，积累了学术成果。

（六）高中汉语教育推广机构———文化财团

日本现代文化外交的特点是多元性，其国际文化交流经常是以政府为主导，由民间组织来运

作，日本高中汉语教育的推广活动也沿用了这一模式，由民间机构———文化财团进行宣传和普及。

文化财团是以讲谈社为核心的６家公司组成的民间国际交流组织，宗旨是向海外推广日语、日本文
化并促进日本高中生学习邻国语言（以汉语和韩语为主）和邻国文化，通过对邻国语言和文化的接

触加深对日语和日本文化的认识，提高国际文化理解力和国际素养。文化财团的汉语教育推广活

动始于１９９４年，在短短２０年的时间里，文化财团通过主办、合办、协办、提供赞助等形式组织高中
汉语教师培训、开展高中汉语教育状况调查、制定和实施汉语大纲、组织和参与各类汉语竞赛、通过

网络交流和座谈会等形式为汉语教师和汉语学习者搭建沟通的平台，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充实了

高中汉语教育的内容，推动了汉语在日本高中的普及。此外，文化财团还利用自身优势，和文部省、

日本各级教育部门建立起了流畅的沟通渠道。从２００５年至今，中国国家汉办在日本已创办了１３
所孔子学院和７所孔子课堂，这些机构在开展汉语教学和推广中国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
文化财团作为日本本土的汉语推广组织，熟悉本土的国情、民情，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创建了颇具特

色的汉语教育推广模式，拓宽了国际汉语教育的传播渠道，充实了国际汉语教育的内容，为我国发

挥海外本土力量进行汉语教育推广提供了思路。

·１２６·



海外华文教育 ２０１６年

四、日本高中汉语教育的特色

总体上看，日本高中汉语教育属于外语入门教育、文化教养教育，教学原则是以会话为主，侧重

情景教学、任务教学，重视在有限的课时内培养汉语实用能力；在文化教养教育方面，强调通过汉语

学习，扩大视野，对自己和他人、对本国文化和异国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具体来说，日本高中汉语教

育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系统的、科学的大纲，教学目标明确，教材和教学以大

纲为依据，汉语教育整体上是统一的、规范的。从 １９９９年“高中研”制定第一部高中汉语大纲以
来，高中汉语大纲几经修订，逐渐贴近教学实际，特别是２０１３年推出的新大纲，吸收和借鉴国际上
外语教育的前沿成果，体现了科学性和实用性，是日本高中汉语教育近３０年经验的总结，反映了日
本高中汉语教育的最新成果。第二，尽管日本本土出版的高中汉语教材数量不多，但是教材针对

性、实用性和趣味性强，编写质量很高，对我国开发对日汉语教材具有启发性。第三，日本高中汉语

教育重视汉语学习的连续性，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培养继续学习的兴趣，为高中以后的进一

步学习打下基础。日本高中汉语大纲是结构性和功能性相结合的大纲，侧重功能性，而日本大学公

共汉语选修课大纲———《汉语初级阶段学习指南》（中国语初级段阶学习指导ガイドライン）是结

构性大纲，两部大纲各有分工，体现了高中和大学两个阶段汉语学习的整体性。另外，日本高中使

用较为广泛的教材之一———《汉语初步》（中国语はじめの一
$

）不仅有高中版还有相应的大学版，

这一点也体现了日本汉语教育连贯性的思路。第四，有成熟的汉语教育推广组织。日本高中是在

文部省和初中等教育局等行政部门的管理体制下开展汉语教育活动的。除此以外，在日本多元文

化外交战略下，作为民间组织的文化财团，在政府的支持下，在促进高中汉语教育发展方面，发挥了

独特作用，创建了较为成熟的推广模式。

五、结　语

中日两国９０年代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往日益频繁，在这个大背景下，汉语在日本
高中取得了一席之地，成为外语选修课之一，并被列为大学入学考试科目。一方面，从整体上看，日

本高中的汉语教育属于教养语学而非实用语学，开设的学时有限，师资队伍尚不稳定，无论是学习

人数还是把汉语作为大学入学考试科目的人数都很少；但另一方面，日本高中开设汉语课的学校比

较多，而且日本汉语教育历史悠久，学术理论基础雄厚，高中汉语教育秉承了这一学术传统，遵循了

第二语言教学的规律，开发的大纲和教材理论创新方面具有前瞻性，能较好地适应日本高中的汉语

教学，因此，日本高中的汉语教育总体上看是规范的、系统的，具有良好的基础和很大的拓展空间。

由于日本高中各学科的发展都要遵循文部省颁布的学习指导要领，所以高中汉语学科建设的大发

展还有待于文部省的官方支持，可以预见，一旦汉语课被列入文部省的高中学习指导要领，日本高

中的汉语教育一定会取得全面的发展。

注释：

［１］根据日本国际文化交流财团（公益财
!

法人国际文化フォ"

ラム）《高等学校における中国语と韩国朝鲜语の

目标·内容·方法に
%

する研究平成１７年度报告书》和文部省２００７—２０１１《高等学校等における国际交流等
の状癋について》整理而得。

［２］资料来源：大学入试センタ
"

：《平成２５年度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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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表３参照日本国际文化交流财团２００６年《高等学校における中国语と韩国朝鲜语の目标·内容·方法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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