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考察) 
 

 

 

 

 

 

 

 

 

 

教育部邁向華語文教育產業 

輸出大國八年計畫 
 

 

 

 

 

 

 

 

 

 

服務機關：國立臺北大學 

姓名職稱：劉小梅教授 

馬寶蓮副教授 

派赴國家：越南 

出國期間：2014 年 11 月 8 日至 2014 年 11 月 15 日 

報告日期：2015 年 2 月 23 日 
 

 



 
 

摘       要 

 

    教育部推動華語文教育產業輸出大國八年計畫，帶領臺北大學團隊至越南瞭

解華語文教學產業推動現況，並對推動之對象與教學領域進行實地勘查與資料收

集，期許回臺後可結合越南當地需求以及我們對於華語文教學推廣之期望，修改

計畫內容以達到推動華語文教學目標。 

    此次至越南做華語教學參訪，共計8天。參訪的學校有頂尖級的研究型大學，

頂尖級的華語教學大學，另外還有華語教學中心，以及技職專科學校，高中及高

職等。考察市場主要需求為華語文教材及華語文能力測驗等，如何把臺灣教材推

出越南是我們共同重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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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為推動教育部華語文教育產業輸出大國八年計畫，此次由臺北大學結合民間

企業、基金會，組成產官教學拜訪團，對越南瞭解目前華語文市場現況。而此計

畫之一為推動一線駐點計畫一級輸送、機構計畫原先計劃規劃為：與馥華海外合

作夥伴進行合作在 

 

1. 開設各類華語文專班、與胡志明市大學推廣建教合作、開設 TOEFL 專班，提

供預測、試測平台、網站媒體連結推廣，並開發各企業委託專班在職進修。 

2. 承接經濟部、資策會、僑委會等合作計畫推廣數位學習、並與合作夥伴中推

會宣導、指導數位產品輸出使用。推動 e-Learning 點數卡學習計劃等。 

3. 協助建置馥華與本校留學臺灣招生推廣、推薦、審核越南高校資優學生來臺

升學。 

4. 在外勞教育訓練列入華語學習與外配 72 小時華語學習基本面需求上，考察研

究後與勞委會、移民署、華測會等相關單位研商使用華測會試題作為華語測

驗評量機制之配套措施。 

5. 就現有教材研發針對外配、外勞更具客製化設計簡易紙本或數位教材，以其

協助各類外勞如營造類、運輸業、3C 業等儘快進入職場需求，確保高效能與

安全性之工作效益。 

 

而主要目標為： 

 

1. 預計和越南高校簽立至少一項合作計畫。 

2. 完成半結構式訪談問卷，藉以了解當地華語文教學現況，學生學習需求，老

師教學進修課程等，特別針對幼兒教育之現況做一調查。 

3. 考察越南二城市市場，評估華語文相關文創比賽可行性，以期讓當地社區民

眾踴躍參與，激勵多元華語文學習。 

4. 第一年擬採「試點實驗」方式，輸出及研發教材、教案試用版本，讓當地學

校可以更進一步了解臺灣華語文教材，進而提出具體修改的建議。 

 

二、 過程 

    此次至越南做華語教學參訪，共計8天。參訪的學校有頂尖級的研究型大學，

頂尖級的華語教學大學，另外還有華語教學中心，以及技職專科學校，高中及高

職等。  

    首先於抵達河內後，先了解馥華授藝暨外語中心的招生情況與華語師資狀況，

並於隔日做內部檢討。隔日起開始參訪行程，陸續參訪越南教育培訓部、河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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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社會科學大學、河內高科技職業大學等多個地方，去了解越南國際學校概況，

含：中文授課時數、使用教材、師資設備等，華測會負責說明華語文能力測驗以

電腦進行測驗駐點合作；至河內外國語大學附設專語高中，洽談中越翻譯人才、

師資培訓之可行性，並洽談當地出版華語文書籍及行銷據點之事宜；另外也有參

訪駐胡志明市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洽談臺灣當前數位教材輸出之可行性，華測

會負責說明華語文能力測驗以電腦進行測驗駐點合作事宜；並至 SULECO 職業

專科學校進行校園觀摩，華語教師團養成合作事宜。 

 

三、 心得與建議 

    越南的華語教學，就已有的習性來說，比較是慣用中國大陸的那一套，即：

簡體字、漢語拼音系統等；但是各學校對於大陸提供的教材，卻又都不滿意；主

要的原因是，大陸的華語教學教材，在內容上較老舊、死板。所以，所有受訪的

學校，都表達共同的意見或要求，那就是，欠缺華語教學的教材，或急需華語教

學的教材。 

    若我們提供臺灣現有的華語教學教材給越南，他們也難於接受；主要的原因

是，臺灣的對外華語教學教材，為歐美人士所設計，講解都為英語，而越南要學

華語者，不見得會英語。其次，臺灣的華語教學教材，也不使用漢語拼音系統，

再者，我們還堅持繁體字。這樣的華語教材，原封進入越南，是不能為其華語教

學市場所接受的。 

    再者，越南的很多學生，想來臺灣，他們都想通過華語測驗，拿到獎學金來

臺灣念書。 

    所以，如何將臺灣已有的教材，配合越南的市場需求而稍加改變，確實是想

把臺灣的華語教學，輸入越南市場的第一步；再者，如何能將華測與教學做搭配，

亦該是教學上應該有的設計考量。 

 

四、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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