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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 well as the deepening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Nepal, Nepal's demand for Chinese education is developing rapidly. This article first examines and 

analyze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ies in Nepal, and then examines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current state of Chinese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that country. Therefore, these findings raise the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that Chinese education is facing in Nepal. The first case is that the continuous changes 

in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Nepal have caused a change in the approaches of universities and language 

education centers in that country. Second, there is insufficient training of loc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From this approach, China's special projects for South Asian countries such as Nepal should be increased 

immediately. Local teaching materials and other educational resources are relatively scarce.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in order to contribute to the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Nepal, this paper 

makes countermeasures and relevant suggestions in the field of strengthening education and teacher training, 

emphasizing the training of Chinese talents in Nepal, the expansion of multi-purpose educational platforms,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Develops localized educational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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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尼合作领域日益深化，尼泊尔对中文教育的需求发展迅速。本

文首先对尼泊尔语言教育政策与教育环境、中文教育发展现状进行梳理与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

当下尼泊尔中文教育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一是政府与政策的多变性对尼泊尔政府、高校等教育机

构语言政策制定与执行带来挑战，二是本土中文师资培训力度与规模不足，中文教师之间的协作

性需要调整，三是面向尼泊尔等南亚国家的中文专项项目亟待增加，四是本土化教材等教学资源

较为缺乏等。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从加强师资培养与培训、重视尼泊尔中文人才培养、拓展多渠

道教学平台以及加快本土化教材研发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对策与建议，以助力尼泊尔中文教育高质

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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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尼泊尔东侧与中国西藏接壤，其余三面与

印度紧邻，特殊的地理位置，影响着三国的

语言乃至贸易往来。追溯历史可以发现，中

国和尼泊尔自古以来就是友好邻邦，两国的

文化关系保持至今已经有1600余年（强巴央

金，2022）。新中国成立后，中尼双方在教

育、医疗、卫生、旅游、贸易等方面均有着

密切交往和合作（刘星君和赵家红，2023）

。2017年5月，伴随着尼泊尔正式加入“一带

一路”倡议，中尼两国在经济、旅游等各领

域合作的深化与拓展，学习中文的人数迅速

增加，中文需求日益多元化，尼泊尔的中文

教育迅速发展，从非学历教育升级为学历与

非学历教育并立，高等教育与中小学教育双

翼齐飞的新趋势（郭兵云和卓旭春，2022）

。纵观现有研究，可以发现有关中国语言政

策（青觉和姜杰，2023）和尼泊尔语言政策

（姜峰和赵娜，2013）的研究成果比较多，

也有人将自己国家的语言政策与正在进行的

语言教学结合进行研究（张天伟，2023），

但是目前却很少有学者将尼泊尔语言教育政

策与中文教育结合起来，也没有学者将历史

上尼泊尔语言政策和教育环境进行综合性归

纳。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以中文教育为切入

点，关注尼泊尔语言政策与教育环境，尝试

将尼泊尔语言教育与中文教育相结合，找出

尼泊尔中文教育的发展瓶颈，并且有针对性

地提出改进措施。 

二、尼泊尔语言政策与教育环境 

尼泊尔地处南亚，是一个民族多样、宗教

多元、语言复杂的国家。截至2020年尼泊尔

境内有多达125个民族，全国有123种不同语

言，尼泊尔语被确定为国家官方语言，而国

内上层社会普遍使用英语(Johnson,2013) 。

正是由于民族结构的多样性，尼泊尔的政体

在过去三十年中持续更迭，国家动荡不平（

唐鑫和张树彬，2022）。2008年开始，尼泊

尔由君主制转向民主化，直到2015年，尼泊

尔宣布成为联邦民主共和国，长期以来由于

多党派系的纷争，尼泊尔国内政局不稳，目

前全国政党总数已突破100个，政党合纵分裂

成为常态。这些客观国情和现实因素构成了

尼泊尔国内复杂的环境，对其国家政策产生

着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尼泊尔的外国语言

政策以及中文教育在尼泊尔的发展影响显著

。 

在民族主义影响下，早期教育政策只允许

尼泊尔语作为教学语言而禁止学校使用其他

语言，同时尼泊尔全国教育规划委员会为政

府提供了很多重要的、系统性的教育发展建

议，这些建议为尼泊尔的教育体系、课程结

构及教学材料开发打下了发展基础，但有关

教学语言的内容却违背了少数族裔的诉求，

同时也忽视了尼泊尔的多语现实。随着潘查

亚特体制的终结，教育中的语言问题再次成

为关注的焦点。不同族群组织得以建立并向

新政府施加压力以便确保自身的语言权利。

在此背景下，尼泊尔1990年宪法明确表示要

建立一个多语言多文化的王国。宪法中的第

18款和26款明确了不同族群享有平等的保护

本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并平等享有用本族

语向本族儿童提供初等教育的权利。1992年

基于宪法条款及全国教育委员会报告，尼泊

尔教育部发布通知允许非尼泊尔语儿童在小

学教育中接受母语教育，并将少数族裔的母

语教学作为学校选择科目。尼泊尔课程发展

中心已经储备了22种不同的少数族裔母语教

科书供学校选择使用。1993年5月27日，政府

成立了国家语言政策建设委员会，次年，委

员会建议学校为母语非尼泊尔语的儿童提供

母语教育，为双语环境下的学生提供母语和

尼泊尔语的双语教育，多语环境下的学生则

提倡教学语言使用尼泊尔语，此外，还提出

尼泊尔语或母语应作为一门学科纳入学校教

育。尼泊尔教育部给予学校管理委员会自由

选择权，不同学校可以根据当地实际选择本

地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作为母语选修课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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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政策的实施，大大提升了少数族裔儿童受

教育的机会，降低了儿童的辍学率，提升了

非尼泊尔语儿童的学习参与热情。尼泊尔从

单语制到多语制语言政策的调整，以及教育

制度的更迭，成为中文教育尼泊尔得以迅速

的发展的重要原因。 

尼泊尔最早接触的外语主要有三种：英语

、印度语、汉语。首先，尼泊尔的主要外语

是英语，并且就目前而言，在尼泊尔教育体

制影响下，大部分学校学生从小接受英语教

育，导致英语在尼泊尔外语使用和学习中依

旧稳居第一。其次，不容忽视的关键外语为

印度语。因为尼泊尔语本就属于印度语族，

外加尼泊尔境内至今仍有至少80%的人信仰印

度教，早在释迦摩尼时代，尼泊尔就与印度

建立了邦交关系。印尼两国在文化、节日、

习俗等多方面具有相似性，两国的频繁交往

，导致即使没有专门政策引导，部分尼泊尔

人也能顺畅的使用印度语。但是自中国改革

开放以来，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特别是中国

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多所孔子学院以后，尼

泊尔的中文教育开始渐渐活跃了起来，形成

了英语主要，印度语关键，汉语必要，其他

语言齐头并进的发展态势。 

三、尼泊尔的中文教育现状与挑战 

尼泊尔基础教育阶段中文课程的开设具有

较强的灵活性，学校能否开设中文课程主要

取决于中文师资、教材、生源等多种要素（

Phyak,2011）。目前在尼泊尔开设中文课程

的学校约72所，其中66所是中小学，大部分

为私立学校，已开设中文课程的中小学大多

将其作为兴趣课。加德满都大学孔子学院成

立于2007年，是尼泊尔第一所孔子学院，下

设4所孔子课堂和26个教学点，26个教学点之

中，有6所大学。除了这些教学点之外，还有

加德满都大学孔子学院本部常年开设的社会

汉语班、政府部门的外交部、教育部、海关

总署等官员汉语班、军队总部学员班、社区

班以及媒体记者班等。尼泊尔加德满都大学

教育学院于2016年8月与河北经贸大学合作，

首次开设了CLT：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汉语师范）专业本科项目，为尼

泊尔中文教学培养了一批专门化的优秀中文

人才，该专业的培养模式是中外联合培养模

式中的“1+2+1”模式，学制为四年，目前76

名2016-18级学生已毕业。 

以尼泊尔加德满都大学孔子学院为例，加

德满都大学孔子学院常驻职员为1位中方院长

、4位尼泊尔本地员工。4位员工负责协调文

化、教学、中文教师、志愿者后勤工作等相

关事务。在教学上，有2—3名公派教师，10

多名本土中文教师，若干名中文教师志愿者

。2014年—2020年，加德满都大学孔子学院

中方教师人数从12位上升到26位，2019—

2020年度，教师队伍中共有3位公派教师，2

位本土教师，26位中文教师志愿者，（在读

研究生15人、硕士毕业生2人、本科毕业生9

人）。2022年以来，加德满都大学孔子学院

聘用本土中文教师总数达到12人。公派教师

来自加德满都大学的合作单位——河北经贸

大学；本土教师为获得中国奖学金从中国进

修回国、具有硕士或者博士学位的尼泊尔人

；中文教师志愿者则是从国内高校选拔出来

的中文教育、外语、新闻专业的本科、硕士

生。目前来看，尼泊尔中文教学事业的主力

军主要是外派中文教师中的志愿者教师和本

土教师。 

为顺应尼泊尔“中文热”大潮，在尼泊尔

各行各业工资低是普遍现象，据目前资料看

，在加德满都首都地区普通中学教师正常薪

资约为3万卢比（约合人民币1600元），因为

中文教育并没有纳入尼泊尔国民教育体系，

很多学校不会主动专门聘请中文教师教授学

生中文，因此，孔子学院每年都会派本土教

师或中文教师志愿者到各个教学点进行教学

工作，再加之学校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私立

学校，比起汉语为非母语的本土中文教师，

当地校方更欢迎中方志愿者教师，也都以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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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方老师为自豪。在CLT专业学生的就业去

向上，2020年毕业的22名学生中仅有8名学生

全职或兼职成为中文教师，其他都在中资企

业或与中国有关的当地企业中就职。可以说

，在一定程度上中文教育为尼泊尔当地输送

了一些专门人才，培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培养目标定位的是培养合格的本土中文

教师，最终目的是让学生能够从事中文教学

，推动当地中文教学。从学生的从业情况来

看，从教比例仅仅占到了40%，目前就业对口

率低的结果难以满足预期。 

虽然尼泊尔目前中文教育发展迅速，但是

依然面临着多方挑战：一是政府与政策的多

变性。处于多民族、多语化社会现实背景下

的尼泊尔政府，也逐渐意识到语言政策对维

护政权统治、构建联邦体系、推动社会稳定

的重要作用。因此尼泊尔政府从官方语言政

策和教育、媒体语言使用的视角，采取了相

关举措来保护并促进地方语言、区域语言、

国家语言和世界语言的发展，这些都将对尼

泊尔政府、高校等教育机构语言政策制定与

执行带来挑战；二是本土中文师资培训力度

与规模不足。近年来，尼泊尔中文学习者大

规模增加，师资培养速度、规模远远低于学

习者的增速和数量，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师生

比例失衡的困境。此外，中文教师之间的协

作整体需要调整，目前各类机构之间的中文

教师联系较松散，彼此缺乏有效的沟通联动

机制，不利于中文教师团队的成长发展；三

是面向尼泊尔等南亚国家的中文专项项目亟

待增加。近年来，受疫情等多方面影响，“

南亚师资奖学金项目”“中文师资专业建设

”等既有专项项目支持政策调整或中断，本

土中文教师培训基本上是一过形，缺乏成体

系的、持续化培训，学生短期研修或中外联

合培养的渠道与项目也亟待扩充；四是本土

化教材等教学资源较为缺乏。目前尼泊尔流

行的中文教材很多都不是针对尼泊尔学生设

计的,相对滞后且不够本土化，缺乏用尼泊尔

语作为媒介语编写的教材，融入与尼泊尔文

化相关的内容的教材亟待研发。 

四、尼泊尔的中文教育发展对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建议着力于以下几方

面，来助力尼泊尔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加强师资培养与培训。要以增强本

土师资队伍造血功能建设为目标，借助来华

与线上相融合的方式，在中尼教育主管部门

支持下，建立中尼国际中文教师常态化沟通

交流机制，有针对性地派出赴尼任教的公派

教师和志愿者，尽可能满足尼泊尔对中文教

育师资的需求，完善本土中文教师与中方外

派教师岗前培训、岗中培训以及教师职业发

展规划等全套培训机制。发挥孔子学院、中

文系、中文教师协会及当地中文教育教学机

构优势，创建国际中文教育教师发展中心，

加快培训一支适合尼泊尔本土化需要的高素

质教师队伍，为尼泊尔中文教育可持续发展

提供条件。 

（二）以专项计划推进尼泊尔中文人才培

养。实施尼泊尔国际中文教育师资专项培养

计划、专业/复合型人才计划，为尼泊尔本土

汉语教师和有志于从事国际中文教育的志愿

者提供专业、系统的培训，培养高层次、复

合型的国际中文教育人才；促进中尼学生在

语言和学术上的交流，包括通过多种平台支

持中尼学校间“2+2”“3+1”等联合培养项

目，加大针对南亚的专项奖学金支持，为尼

泊尔师生提供更多赴中国高校获得国际中文

教育本硕博等学位的机会，加强中尼中文相

关专业学生间的交流。 

（三）加强跨国团队合作，打造多渠道教

学平台。现代教育技术在汉语教学中的运用

不仅能够改善传统保守的教学方法，提高学

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以节省因距离较远、交

通不便所耗费的时间成本，大大提高中文教

学效率。针对尼泊尔各地区中文教育整体较

薄弱以及多媒体应用率较低的情况，引导尼

泊尔高校加大与中国高校、企业的合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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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网络条件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开发

利用并探索研发适合当地的网络中文教学平

台，如，网络课程、移动 ＡＰＰ 等。此外

，电视学习频道、空中广播等媒介也可发挥

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全球新冠疫情背景下，

线下课堂受阻，线上授课优势凸显，为学习

者高效完成学习任务提供一种新思路。  

（四）编写适用的系列本土化教材。编写

具有针对性、实用性、科学性、系统性的本

土教材，使得中文学习符合循序渐进的过程

。中尼有关部门可以聘请中国专家与尼方专

家合作，共同编写适应尼泊尔大、中小学教

育体系，并且适合各级学生认知特点的本土

化教材。专用汉语方面的课程需按照市场需

求导向来设计合理的教学体系，设计有效的

教学方案，编写适用的教材，使学生真正实

现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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