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语热的几种原因 

1 民间积极参与 

从华文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华文教育的发展主要起始于民间。民间对华文教育的重视主要由于华人不断外迁，希

望后裔能继承中华优秀文明。这种现象无论是在东南亚、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或是在两岸四地都能看到。同时由

于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很多人发迹之后以办学修路来回报社会，华校最开始就这样不断发展起来。 

2 政府重视 

政府重视首先是中国政府的重视。在唐朝，我国政府已经有意识开始对外传播中国语言和文化，清朝晚期、民国时

期政府也较为重视，虽然政府有时重视是非自愿的，但在清朝末年到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政府都通

过驻外使（领）馆对当地的华侨学校进行管理和指导。而新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应该起源于 1950 年，政府十分

重视汉语在世界的传播，对外汉语教学已走过 54 年征程。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投入大量资金、组织

优秀专家，积极编写出世界主要语种国使用的汉语教材，在国外建立孔子学院。 

3 中国在世界的地位 

中国在世界科技、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文明在 16 世纪中叶之前，一直占据世界主要的地位，中国不断向外传播各

种文明，各国也乐于借鉴中华文明。20 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等方面取得举世瞩

目的成就，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迅速发展，正是由于中

国国际大环境的变化和发展，一度陷入低谷的华侨华文教育重现生机，并逐步发展，不仅国内华侨华文教育出现了

新局面，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出现“汉语热”。无论是华侨华人还是当地人都跃跃欲试，学习汉语。 

4 其他国家对本民族语言的重视 

当今世界向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进程中，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

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国与国相互影响越来越大，了解世界和为世界所了解是每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要了解

一个国家，语言沟通是重要的切入点，因此，世界上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向世界推广本民族语言，

以增进与其他国家的相互了解和各方面的交流，这对提高中国政府对汉语教育的重视，也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5 现代信息技术发展 

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加快了华文教育在全世界的普及。近年来，由于汉字被成功地输入了电脑，并开始通过互联

网在信息高速公路上传播。同时，华文电视、华文电子媒介不断涌现，更加方便华文的学习、推广，并加快华文在

全世界普及的速度。 

6 汉字自身的特性 

汉字是中华民族伟大创造，是中华民族贡献给全人类的第五大发明，在全人类几乎普通是清一色的拼音文字海洋

中，象形会意的汉字成了一座伟大的孤岛，汉字因形置声，先形后声；西方拼音文字是因声而记形(符号)，先声后

形，声音很容易在人的接触使用过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创造性的体验而发生流变，如果文字是因声而形成，不同方

言就易形成不同的文字，象形字变化率远比拼音文字的变化率小，因此，今天的中国人还能读懂甲骨文的含义，而

英国人却看不懂 600 年前的文字。这说明汉字是保留过去文化是最佳文字［10］。汉字具有超越方言和时代的功

能，不论古代当代，不论讲何方言母语，汉字全通。中华文明连绵五千年，是汉字记载的，这种文字、语言，是与

中华民族的质与核紧密相连的，其本身就包含着传统汉文化的底蕴。汉字在所有的文字信息功能远较其他语言集

约。汉字有美感及其书法艺术。汉字的发生规律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相一致等。英国《新科技》杂志原主编麦克，

汉字是最具有独立章节的汉语最适当用于声控电子计算机，总有一天全世界将必修汉语［10］。汉字的自身特性注

定华文教育具有强大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