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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應開設中文課程 
 
比利時法語文化體議員Alain Destexhe認為中小學應該開設世界上最
重要的語文─中文課程 
 
Alain Destexhe亦為比國參議員，頃草擬一決議案，要求法語文化體
政府在學校開設中文課程。這位改革運動黨的議員希望在中等教育方

面，至少於每一省開設一中文課程（或者在布魯塞爾及瓦龍區均各有

一個以上的課程），在初等教育方面，對有意開設課程之學校，文化

體政府應予「財務上與教學上之支援」。 
這是否恰當呢？Destexhe議員在草案中指出了「中國的經濟表現、科
技方面的進步以及企業界為求中國朝世界化開放所作的改革」。他

說，「中國代表一個有 10億以上潛在消費人口的市場。中國新興階層
會說幾種語言，在與他們商務往來中，中文能力為創造商機的王牌。」

他進一步說明，「世界上有 20.4%的人說中文，以使用人口來說為第 1
語言。隨著交流全球化，這些數據顯現重要意義。為了在包含 13億
中國人的世界上發展，必須立即採取行動，使得未來社會中堅的學生

們，能迎接中國影響力日益擴大的經濟挑戰。」 
Destexhe議員觀察到已有 85個國家推展中文教育，有的主動進行，
有的與中國合作─由中國教育部支援設立「孔子學院」，提供教師與

器材設備。目前，「約有三千萬人在 2,100個機構學習中文」，在比利
時法語區之中、小學，沒有任何中文課程，在高等教育方面，設在列

日（Liège）大學的孔子學院將在 2006年 1月開課，翻譯學院 ISTI
與 Cooremans及Marie Haps兩所學院合作，於 2005學年開始教授中
文，有 60名學生上課。而布魯塞爾高等學院（Haute Ecole de Bruxelles, 
HEB）自 1989年起即開設夜間中文課程，2005年 9月有 70位新生
註冊，顯示增長熱潮。 
在法國，有 300名小學生及 6,000 – 7,000名中學生學習中文，在 10
年之間，以中文為「第 1現代語」者，增加了 75%，為「第 2現代語」
者，增加了 170%，為「第 3現代語」者，增加了 150%。 
在英國，中、小學沒有中文課，但 Destexhe議員注意到約有四十所
學校在中國有姐妹校，而正在談論的是，在 5年內，所有的大、中、
小學都與一所對應的中國學校締結姐妹關係。 
Destexhe議員最後提到美國，「學習中文熱潮之高使得一些城市供不
應求」，「在 5月間，兩位參議員提出法案，希望在今後 5年，運用
130萬美金來促進中文教學及發展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法案
提出後，已有 2,400所學校表示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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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幾個外國的例子得到的啟示是：大家正在趕搭中文列車，而比利時

已經有些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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