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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follow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to develop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and “Two Corridors and One Circle” projects, Chinese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popular language in Vietnam.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in Vietnamese universities is also highly valued. Currently, Chinese teaching in Vietnam is 

carried out in primary schools, secondary schools, high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of which Chinese teaching is mainly 

promin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regarding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Vietnam,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eaching in Vietnam,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eaching in 

Vietna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teachers and Chinese learners in Vietnamese universities, and the training 

programs of Chinese majors in Vietnamese universities.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teaching in Vietnam are more 

outstanding compared with other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eaching in Vietnam, especially in terms of teachers and teaching materials. In addition, 

insufficient funding to run schools, backward teaching facilities, lack of HSK test sites and uneven distribution of HSK 

test sites are also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ne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Teaching languages is not only an issue of teachers/ lecturers and schools/ universities, but an issue of the country as 

well. We are suggested to consider the issue of teaching languages of a country from a general and wholly perspective, 

and base on the aspect of language strategies in order to think about issues relating to teaching 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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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几年来，随着中越双边推进“一带一路”、“两廊一圈”的发展与合作，汉语已经成为一种热门外

语，汉语教学也日渐受到重视。目前，越南汉语教学已被纳入小学、初中、高中、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的教育

中，其中，汉语本科专业的发展最为突出。我们基于前人对越南汉语教学的研究成果, 着眼于越南汉语教学

史，对当下越南高校汉语教学情况进行深入的考察研究，探讨越南高校汉语教师师资状况、越南高校汉语学习

者情况及越南高校汉语专业培养方案、汉语教材等内容。越南高校汉语教学所取得的成效在世界各国中都是较

为突出的，不过越南高校汉语教学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师资和教材方面。此外，办学经费不足、教学

设施落后、 HSK 考点缺乏且分布不均等也是影响汉语教学发展的因素，都有待进一步提升。语言教育，不仅

仅是学校和老师的事情，更是一个国家的事情。我们应该从整体、全面的角度来看待一个国家的语言教育问

题，并站在语言战略的层面，来思考一些同外语教育相关的问题。 

 

关键词：越南；高校；汉语教学；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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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越中两国政治制度相同，文化相近，语言相关，且同属“汉字文化圈”。吴应辉根据汉语国际

传播中不同汉语区的状况，提出了＂汉语国际传播圈状论＂，并在《汉语国际传播研巧理论与方

法》将汉语国际传播圈分为：核心圈、边缘圈、外围圈和薄弱圈共 4 类，其中，越南被归为“外围

圈”（吴应辉，2013）。 

从语言交流历史而言，早在先秦时期，越南语和汉语已开始频繁接触。越南历史上曾经有较长

的一段时间以汉语作为一种官方语言，汉字曾是越南人的一种文字，甚至由土生土长的越南人创造

喃字的字形跟汉字的字形也非常相似。张西平在《世界汉语教育史》认为：汉字在西汉时期就已传

入越南，并在此后的 2000 多年时间里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直到 20 世纪才被拉丁字母拼写而成的国

语字完全代替。在这 2000 多年里，大量汉文经典伴随着汉字一并传入了越南，并在越南得到了广

泛的传播，而各种学校也把汉文经典作为教授的课本（张西平，2009）。  

从越南语历史表明，汉语一直见证着越南语的存在与演变而发展。陈灵芝将越南语分为六个阶

段其中，头两个阶段（自８至 12 世纪），汉字是唯一的正统文字；第三、四、五阶段（自 13 至 20

世纪初），越南处于多语体状态，汉字跟其他语言文字（喃字、国语字、法文）并存；第六阶段

（自 1945 至今），国语字成为了越南唯一的正统文字，汉字才成为越南的普通外语之一（陈灵

芝，2016）。 

随着越南汉语的发展历史，越南的汉语教学历史也起起落落，与越南社会、地理、历史、文化

有着密切的关系。陈灵芝将越南的汉语教学历程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从中国秦汉时期至 20

世纪 50 年代中叶；第二阶段：从 1945 年至今（陈灵芝，2016）。阮黄英经过多年对越南汉语教学

深入研究，却将越南汉语教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第二阶段：20 世纪

50-90 年代；第三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阮黄英，2017）。我们就是基于前人对越南汉语教

学史的研究成果, 进一步思考并按照越南汉语教学历史阶段的意义将其分为四大阶段，具体如下： 

第一阶段（1945 年前）：启蒙期。该阶段，汉字作为越南的一种文字，当时统治者很重视儒家

思想，推广儒家思想，想使用儒家学说中的三纲五常、君臣尊卑等思想来维护其封建统治。这一阶

段，越南汉语教学以读写为主，其主要目的是读懂本国历史文献服务于科举，巩固和发展越南封建

政权。越南史上第一所华校是闽漳学校，随后华校规模不断扩大，越南华校多是由 “帮会” 创

办。 

第二阶段（1945-1975 年）：转变期。越南语成为越南领土之内共同使用的官方语言，国语字

成为越南语唯一的文字，汉语是越南的第一外语。普通中学和高等院校均开设汉语课程，主要培养

汉语教师和汉越翻译。这一阶段，汉语教学只是语言结构的传统教法，课文都是现代著名作家的文

章，具有浓厚的文学气息，用词和行文都特别规范；还有就是报纸上的英雄榜样故事、政治评论

等。 

第三阶段（1975-1991 年）：艰难期。1975 年越南统一后，中越两国关系处于非正常化阶段，

汉语教学处于停滞阶段。越南的汉语教育开始衰落，部分华校解散，部分华校与越南普通学校合

并。由于当时越南政府的政策，华校被迫关闭，不再教授汉语。到 20 世纪 80 年代，华校数量减

少至 30 所，其特点是汉语课时少、教材观点陈旧、 政治色彩浓厚等。只有华人子弟集中的学校

允许教授汉语，每周课时约为 4 节，统一使用越南政府编写的教材。1986 年，越南实施革新政策，

大部分越南人开始学习英语。 

第四阶段（1991 年-至今）：改革与发展期。1991 年 11 月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中国大陆、

中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企业纷纷赴越投资，汉语作为交往的桥梁恢复了应有的地位并成为越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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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外语（仅次于英语）。在新的国际背景下，越南汉语教学日益发展，导致越南社会对汉语人

才的需求急需增高，汉语教学工作也得以复苏。 一些省市的普通中学、重点高中和高等院校也陆

续恢复开设汉语课程。各地高校积极开设中文专业、 汉语选修课，社会上成立华文中心并创办私

立华校，这充分表明了越南的汉语教学已经迎来复苏的迹象。到 2010 年，越南汉语学历教育覆盖

了本科课程、研究生课程和博士课程，另外，非专业性汉语教学也蓬勃发展。 

几十年来，随着中越双边推进“一带一路”、“两廊一圈”的发展与合作之后，两国的经济文

化交流越来越发展，贸易投资越来越扩大。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越南作为中国的近邻和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汉语显而易见地就成为了双方交流的必备工具。在越学习汉语的人数日益增加，汉

语教学越来越受到广大越南人的重视，汉语教学研究也被高度关注。可见，“一带一路” 战略不

仅推进中越双方的政策沟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还为越南汉语教学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 

 

2. 越南高校汉语专业发展现状调查与分析 

2.1.越南高校汉语教学的规模 

自从 1991 年汉语教学工作复苏至今，越南汉语教学已被纳入小学（国际学校）、初中、高中、

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的教育中。目前，越南的汉语教学还是以高校为主。据统计结果，截至 2018 年 6

月，全越南开设中文系、中文专业或中国学专业的高校共 38 所。越南高校汉语教学的机构主要有

以下几种类型:  

 汉语教学包括公办大学的中文系或中文专业； 

 民办或半公大学的中文系或中文专业； 

 在职教育( 成人教育) 的中文专业； 

 公办、民办大学的汉语培训中心。 

其中，公办大学的中文系或中文专业是越南汉语教学的主体（韦锦海，2004）。 

越南汉语专业研究生教育规模较小，目前，全国只有 5 个硕士点（河內国家大学下属外国语大

学；河内大学；军事大学；太原大学；胡志明市师范大学）和 1 个博士点（河內国家大学下属外国

语大学）。每年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大约 30-40 位，博士生不到 5 位。大部分汉语专业本科生毕业以

后都去中国大陆或台湾继续深造。 

近几年来，越南非专业性的汉语教学也有所发展，一些高等院校开设了非专业性的汉语课程，

各大城市的民办外语中心也开设了汉语辅导班，各种各样的汉语速成短期培训班也随之而来。据越

南新报电子网 2018 年 6 月 3 日新闻，自 2018 年 6 月 2日至 2018 年 11 月 24 日，庆和省旅游局与

庆和大学合作，为该省的 35 名干部和公务员举办了一个汉语培训班，共 300 课时，其培养汉语的

目的是培训公职人员和公务员基本的汉语沟通技巧，以便更好地完成相关任务。

（https://baomoi.com/s/c/26273232.epi） 

可见，越南汉语教学整体规模不均衡，本科数量偏多，硕博偏少，急缺高层次和研究型的汉语

专业人才。为了推动中越两国教育文化交流，2014 年 12 月 27 日，广西师大与越南河内大学合作共

建的孔子学院已在河内大学挂牌成立。目前，全越就只有一所孔子学院，孔院数量和规模同越南整

个国家的汉语教学实际情况，是很不相匹配的。我们需要大量的汉语教学专业人才和汉语研究专

家，越南的汉语专业建设和汉语教学，急需中国老师的帮助和指导。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可以作

为第二课堂，辅助越南高校的汉语专业教学。同时，孔院的教师也可以作为外籍教师，参与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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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程建设和教学。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更多地从学科专业角度出发来看待，适时摒弃一切

不合时宜的政治思维。 

 

2.2. 越南高校汉语教师 

现在越南高校汉语教师队伍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为 1979 年之前参加过汉语教学工作的教

师，他们年龄都在 50 岁以上；另一类为 1991 年以后参加工作的教师。目前，大部分在越南开设汉

语专业或者汉语课的高校都是第二类教师。 

越南高教汉语教师学历都是硕士、博士，至少也是硕士研究生。近几年来，随着越南高校汉语

教学的发展趋势，博士数量也越来越多。 

越南高校教师系列的职称分为高级职称( 教授、副教授)、中级职称( 正讲师、讲师) 和初级

职称( 助教) 共 3 级 。因为越南高职称评定条件非常严格，所以越南高校汉语教师主要为讲师，

正讲师数量少，缺乏高职称的汉语教师。连河內国家大学下属外国语大学的汉语专业是越南行内最

权威的也只有 3 位副教授。 

表 1 考察 2018 年越南河内 5所高校的汉语教师情况 

        

 

教师年龄 教师学历 

25-30 岁 31-35 岁 36-40 岁 41-45 岁 46-50 岁 >50 岁 博士 硕士+博研 

外贸大学  3 

21,43% 

8 

57,14% 

3 

21,43% 

  4 

28,57% 

10 

71,43% 

升龙大学   10 

71,43% 

4 

28,57% 

  8 

57,14% 

6 

42,86% 

河内首都大学 5 

55,56% 

 4 

44,44% 

   2 

22,22% 

7 

77,78% 

河内国家大学

下属外语大学 

2 

3,7% 

14 

25,93% 

20 

37,04% 

14 

25,93% 

2 

3,7% 

2 

3,7% 

31 

57,41% 

23 

42,59% 

第二师范大学 4 

44,44% 

4 

44,44% 

1 

11,12% 

   3 

33,33% 

6 

66,67% 

（来源：外贸大学、升龙大学、河内首都大学、河内国家大学下属外国语大学、第二师范大学共五所高校师资队伍的调查数据） 

目前越南汉语教师短缺，大部分越南高校还是缺乏高职称、高学历的汉语教师。有经验的前一

辈老师大概都已退休或临近退休，年轻教师所占的比例过高，年轻一代还不成熟，教学效果不理

想。再加上教师待遇较外企低，新任汉语高校教师的工资只有 1000 多块人民币，高校也留不住人

才。这一些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汉语教学的质量，越南高校汉语教师亟待专业和职业上的大发展。 

2.3. 越南高校汉语学习者 

我们自 2018 年 3 月至 2018 年 4 月对越南河内首都大学和河內国家大学下属外国语大学的 200

名汉语学习者进行访谈、调查。从访谈与调查问卷结果可以看出，越南高校汉语学习者主要为女生

年轻人。他们的汉语水平大部分为零起点。在汉语学习的初级阶段，有 90%以上的越南高校汉语学

习者都认为写作是汉语四项基本语言技能中最难掌握的，其次为听力、口语、阅读等技能。 

大多数越南高校汉语学习者的学习目的及动机是对汉语感兴趣、想了解中国语言与文化、为学

习专业做语言准备、出国深造、为掌握语言交流工具或为工作，只有一部分是处于被动情况下（家

长要求或学校外语选课要求）或不明确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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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越南高校汉语学习者的学习目的和动机  

越南高校汉语学习者的学习目的和动机 

为了了解中国

语言与文化 

为学习专业做

语言准备  

深造 为了掌握语

言交流工具 

为了工作  在被动情

况下 

 

对汉语感兴

趣 

 

不明确目的  

 

98 

（49%） 

120 

（60%） 

150 

（75%） 

119 

（59,5%） 

199 

（99,5%） 

10 

（5,65%） 

132 

（66%） 

32 

（16%） 

（来源：自 2018年 3 月至 2018 年 4 月于河内的调查数据） 

处于被动情况下或不明确目的同学一般都缺乏长远的专业和职业生涯规划。对于已明确学习的

目的及动机的同学，有 99.5%是为了工作，而选择的工作行业主要是翻译工作、旅游工作和外贸工作。 

表 3 越南高校汉语学习者选择的的工作行业 

越南高校汉语学习者选择的的工作行业 

从事翻译 

工作 

从事外贸 

工作 

从事外交 

工作 

从事教学 

工作 

从事研究 

工作 

从事旅游 

工作 

从事其他工

作 

115 

（57,5%） 

70 

（35%） 

33 

（16,5%） 

45 

（22,5%） 

15 

（7,5%） 

109 

（54,5%） 

5 

（2,5%） 

（来源：自 2018年 3 月至 2018 年 4 月于河内的调查数据） 

管理部门、教学单位以及教师应考虑目前越南高校汉语学习者的学习情况、学习目的及动机而

提出更好的汉语教学策略。 

2.4 越南高校汉语专业的教学内容 

越南高校汉语专业主要分为师范和非师范共两个专业方向。其中，非师范专业方向又可以分为

翻译、旅游、经贸和中国学等专业方向。近 5 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趋势，越南高校汉语专业的招

生规模有很大的变化，师范专业方向的汉语专业学生越来越少，而非师范专业方向的汉语专业学生

却越来越多。例如河內国家大学下属外国语大学 2018级汉语专业新生共 217 名，其中的 189 名为

非师范专业方向，占 87.1%；只有 28 名为师范专业方向，占 12.9%。河內国家大学下属外国语大学

2018-2019 学年，全校的汉语专业学生一共有 824 名，其中只有 122 名为师范专业方向，占

14.8%，其他 702 名都是非师范专业方向。 

越南普通中学及非专业性的汉语教学由于课时有限，教学内容相对单一。越南高校汉语专业的

教学内容比较丰富，专业性汉语教学内容普遍由以语言知识为主转向语言与其他专业相结合，并加

上跨文化交际等知识。越南高校汉语专业的培养方案里，除了公共课程，其余的汉语专业课程总学

分大概 80-100 学分。以河内国家大学下属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汉语专业的培养方案为例，

培养方案共计 131 学分，其中的 41 学分为公共课程和第二外语，其余 90 学分均为汉语专业课程。

语言技能课集中在一年级和二年级，或者延长到三年级的第一个学期；不同专业方向的强化训练和

实习一般都在三四年级安排。毕业论文都要求用汉语完成，不写毕业论文的同学，可以选修学分相

当的其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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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河内国家大学下属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的培养方案 

序号 课程 学分 

1 语言文化课 18 

1.1 必修课：汉语语言学 1；汉语语言学 2；中国概况 1；跨文化交际 12 

1.2 选修课：汉语语用学；对比语言学；话语分析；古代汉语；中国概况 2；中

国文学 1；中国文学 2；中华语言与文化专题 

6/24 

2 汉语技能课：汉语 1A-B；汉语 2A-B；汉语 3A-B-C；汉语 4A-B-C 36 

3 专业课 27 

3A 翻译方向 27 

3A.1 必修课：口语翻译；书面语翻译；翻译理论；高级口语翻译；高级书面语翻

译；翻译业务技能 

18 

3A.2 选修课（深造课 + 补助课） 9/33 

3A.2.1 深造课：专业口语翻译；专业书面语翻译；翻译技术；文学翻译；翻译分析

与评估 

6/15 

3A.2.2 补助课：经贸汉语；财政-银行汉语；旅游-酒店行业汉语；商务沟通汉语；

办公室汉语；法律汉语 

3/18 

3B 旅游方向 27 

3B.1 必修课：口语翻译；书面语翻译；旅游-酒店行业汉语；旅游科学入门；经

贸旅游；交际与外交接待 

18 

3B.2 选修课（深造课 + 补助课） 9/33 

3B.2.1 深造课：商务旅行管理；商务酒店管理；高级旅游-酒店专业汉语；地理-文

化-旅游；导游 

6/15 

3B.2.2 补助课：中国民间文化；中国历史；中华才艺专题；中国台湾的经济-文化-

社会；商务沟通汉语；办公室汉语 

3/18 

3C 经贸方向 27 

3C.1 必修课: 口语翻译; 书面语翻译; 经贸汉语; 宏观经济; 微观经济; 银行货

币经贸 

18 

3C.2 选修课（深造课 + 补助课） 9/36 

3C.2.1 深造课: 高级经贸汉语; 当代中国经贸; 管制学入门; 国际贸易; 营销入

门; 会计学原理; 经贸发展 

6/21 

3C.2.2 补助课: 财政-银行汉语; 商务沟通汉语; 旅游-酒店行业汉语; 办公室汉

语; 法律汉语 

3/15 

3D 中国学方向 27 

3D.1 必修课: 口语翻译; 书面语翻译; 当代中国社会文化; 中国历史; 古代中国

哲学; 中国学入门; 

18 

3D.2 选修课（深造课 + 补助课） 9/36 

3D.2.1 深造课: 中国教育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 中国民间文化; 中国改

革开放-理论与实践; 中华才艺专题; 中国台湾的经济-文化-社会 

6/18 

3D.2.2 补助课: 当代中国经贸; 唐诗; 中国文化中的佛教; 市场经济时代的儒家思

想; 全球化与当代社会；中国对外政策； 

3/18 

4 实习与毕业 9 

4.1 实习 3 

4.2 毕业论文或毕业选修课（在选修课中选择 2 个课程，共 6 学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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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90 

（来源：河内国家大学下属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的培养方案） 

越南本科汉语专业毕业生一般要求 HSK5 级。不过越南目前还是缺乏 HSK 考点，全国只有胡志

明市师范大学、顺化大学所属外国语大学、河内国家大学下属外国语大学和太原大学共 4 所高校受

中国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会的委托开办 HSK 考点。越南 HSK 考点分布不均，考试时间间隔较长，

每年只有 2~3 次考试机会。考试时间间隔太长，学习的效果不能及时得到检测和反馈，容易打消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不利于汉语教学的持续性发展。 

除了缺乏 HSK 考点，越南高校也严重缺乏汉语教材。教材更新速度缓慢，教材内容陈旧，大部

分越南高校都使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新加坡的汉语教材，如杨寄洲主编的 《汉语教程》 、王

洪顺主编的 《中国概况》、黄伯荣主编的 《汉语语法》 、张静贤主编的 《外贸口语 30 课》 

等。目前为此，针对越南汉语学习者编写的本土教材数量较少，最典型的是越南教育部出版的课本

《汉语》，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共 8 册。有些高校的汉语教师自己编写学校内部教材，或

者自己编写教案作为内部材料使用。此外，缺乏参考书 、工具书也是目前越南高校汉语教学普遍

存在的问题。越南高校汉语参考文献稀少，越南只有惟一的一家华文报纸《西贡解放日报》，不过

这家报纸使用繁体汉字，而越南高校汉语专业教授简体字，不受汉语学习者的欢迎。 

 

3．结语 

对于越南的发展而言，外语人才不可或缺, 特别是懂得周边国家语言的外交外事人才。作为一

个发展中国家，越南需要同周边国家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开展有效沟通，获得国家持续发

展的外部条件。 

中国是越南的近邻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因此，越南汉语教学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汉语是越

南的第二大外语，仅次于英语。越南高校的汉语教学在整个越南汉语教育层次的发展是最为突出

的。换言之，当下越南的汉语教学以高校为主。 

近几年来，越南高校汉语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越来越高，根据河内国家大学下属外国语大学、

河内大学、河内首都大学、外贸大学等几家高校的中文系或中文专业就业率显示，汉语专业毕业生

的就业比例达到 90%以上。 

      从教育角度而言，越南高校汉语教学所取得的成效在世界各国中都是较为突出的，不过越南

高校汉语教学的发展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师资和教材方面是主要问题。与此同时，全越高校汉

语教学的本硕博层次规划还欠妥，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力度不够，培养面向越中紧缺人才领域的专门

用途汉语教学还有待合理规划。此外，办学经费不足、教学设施落后、 HSK 考点缺乏且分布不均

等也是影响汉语教学发展的因素，都有待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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