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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了印尼中文课程大纲与本土教材《梅花》的结合对中小学中文教学的影响。自

2004 年中文纳入印尼教育体系以来，中文教育取得显著发展。印尼教育部发布的《2013 年中文课程

大纲》（简称“13 大纲”）为中文教学提供了统一的目标和内容框架，特别强调交际功能和话题导向的教

学设计。然而，由于课程大纲的灵活性，印尼学校在实施时存在差异，有些学校简化或完全不使用大

纲。教材设计方面，《梅花》系列教材通过循序渐进的结构适应印尼学生的需求，强调基础语言能力的

培养，并融入趣味性和实用性，反映了寓教于乐及备考导向的特点。然而，教材存在听力练习不足、

汉字书写重复等问题。本文因此提出改进建议，旨在提升印尼中文教学的质量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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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5年中印尼建交 75周年, 双方将通过奖学金等措施扩大双向留学规模，加强语言教学、数字教

育等，推动高校智库交流与师生互访2。自 2004年印尼教育部将中文正式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以来，中

文教育发展迅速，教学大纲和资源逐步完善3。截至 2020年，已有 144,112名考生参加汉语水平考试

（HSK）4，仅 2024年 3月与 11月的考生人数就达 10,517人5。然而，截至 2023年，印尼全国有 21.9

万所中小学和 5314万名学生6,表明中小学中文教育在印尼仍有巨大发展空间。 

中小学中文教育的成功离不开大纲的引导与教材的支撑。印尼政府在 2004至 2022期间颁布了 5

个高中阶段的中文课程大纲7，其中《2013年中文课程大纲》（以下简称“13大纲”）因使用时间最长

且影响力最为深远，在一定程度上为中文教学确立了统一的目标与内容框架。教材是教学的核心，科

学设计与本土化策略能提升海外中文教育的质量，充分考虑学习者文化背景和语言特点至关重要（周

小兵，2018）。印尼中小学中文教材五花八门，关于印尼中小学中文教材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聚焦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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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尼版本的对比、改编方式、本土化特征以及实际使用现状。（Cin，2020；徐新，2018；王凯，

2015；田慧玲，2012；廖清瀚，2021等）。然而，对大纲和教材结合的研究欠缺。事实上，有必要探

讨印尼中文课程大纲如何引导中文教学及其与教材的配合使用，以更全面了解印尼中小学中文教学的

实际情况。 

基于以上观点，本文首先分析《13大纲》，概括其出台意义，明确其教学重点，并随机抽取 10所

学校调查大纲的实际使用情况。随后，选取使用广泛且较早出版的典型本土系列教材《梅花》，系统考

察其结构设置、课文内容以及题量与题型分布，探讨该教材在反映印尼中小学教学特点方面的表现及

不足之处。本研究通过分析《13大纲》与《梅花》教材，探讨印尼中文课程大纲与实际教材的结合，

为了解印尼中小学中文教学特点、优化教材设计和提升教学效果提供有益参考。 

 

二、印尼中文课程大纲对中小学中文课的影响 
（一）出台的意义 

印尼中文课程大纲的出台对中文教育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沈凤芸，2024）。首先，大纲推动了

中文成为合法学科，尤其是通过《2003年第 20号国家教育体系法》和《2009年第 24号》法律，明确

了中文在印尼教育体系中的“外语”地位8。其次，大纲为中文教育提供了统一的教学规范和标准，确保

了全国范围内的中文教学内容更加全面和一致。例如，《13大纲》）设定了明确的教学目标，在 10年

级基本能力标准 4.1指出“按上下文、语言要素、文本结构和文化元素、学生能编写简单的口头和文

本语言材料来回应他人的自我介绍、问候、道别、致谢、道歉、许可和指令”9。这种明确的目标有助

于教师遵循规范，避免教学内容的随意性。最后，大纲提供了可具体参考的教学内容。如《13大纲》

提供的教学内容包括语言要素、交际技能词语和文化知识，帮助教师设计教学活动和评估方法。印尼

中文课程大纲的出台不仅为中文教育提供了统一的教学目标和内容框架，还注重语言要素与交际技能

的培养，推动了中文教育的合法化、规范化和实效化（沈凤芸、李瑞，2024）。 

（二）教学重点 

通过对《13大纲》的分析，可以发现印尼中小学中文教学的两大核心特点：高度重视交际功能和

话题为核心的教学设计。 

1. 高度重视交际功能。《13大纲》明确将听说读写四项语言技能的培养贯穿整个教学目标。听力

教学侧重信息获取与理解，要求学生能够准确辨识发音和声调，理解汉语的基本语音结构。如：11年

级基本能力标准 3.1听力（观察部分）指出“聆听汉语口头语文本（词、短语、句子）的语音，老师

可用口头阐述或录音展示简单语段，学生辨别语音、理解意思”10。口语教学注重实用性，学生需具

备基本的对话能力，能够在不同情境中表达自己的需求与想法。阅读教学强调信息提取与内容分析，

要求学生能够理解文本的主题，分析文章内容并回答相关问题。书写教学则注重规范性，要求学生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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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Kementerian Pendidikan dan Kebudayaan. Kurikulum 2013 Sekolah Menengah Atas/Madrasah Aliyah[EB/OL]. [2024-01-01]. 
https://jdih.kemdikbud.go.id/detail_peraturan?main=1700 
10 同上。 



握汉字的书写规则（如笔顺、部首及标点符号等），并能够进行基本的造句与组段练习。如《13 大纲》

所示，学生应能够根据上下文、语言要素、文本结构和文化元素，编写简单的口头和书面语言材料11。 

2. 以交际话题为核心。《13大纲》采用了以交际话题为核心的教学设计，强调话题导向的语言学

习，提升中文学习的实用性和趣味性，同时跟其他外语课保持统一标准。例如，十年级的主题包括个

人信息和学校生活，十一年级涉及家庭生活和日常生活，十二年级则探讨休闲生活（爱好）和旅游话

题。此类话题紧密贴合学生的实际生活，便于学生理解和应用，符合中小学学习者的语言需求。 

（三）自主课程的现象 

根据 2024年第 12号《幼儿、小学和中学教育课程》的规定，印尼教育机构被允许自主制定和实

施课程大纲，强调“自主”而非“强制”，使得各教育机构在课程设计上享有更大的灵活性。在中文未

成为必修科目的背景下，学校中文教学的安排存在显著差异：有些学校完全不开设中文课，部分学校

每周安排 2 课时，少数学校则有 4 至 6 课时的中文课程。此外，由于教育资源（师资、设备、教材等）

差异，中文课程大纲的灵活性成为必要条件。 

通过对十所私立学校的初步考察，本文发现不同学校在应用大纲时主要有以下特点： 

1. 简化大纲，减少内容。如：“彼得拉基督教学校”由于学时和师资有限，仅教授基础汉语内容。

十、十一年级学生每学年学 4个主题，每课生词量为 5-15个，且只进行听、说、读的练习，不教授汉

字书写。十二年级因其他课程压力过大便取消中文课程。 

2. 优化大纲，增加内容。如：泗水“新中三语学校”注重外语教学，中文课程从幼儿园开始，逐

步提升至高中阶段，能达到 HSK4-5的水平。该校使用中国编写的《标准教程》和《商务中文》，结合

剑桥课程12，并与中国高校合作，增加师资力量。课程内容丰富，每课生词量达到 35-45个，涵盖听说

读写各项技能。 

3. 不使用大纲。部分学校的中文课程仅为提升学校的形象，作为“锦上添花”的内容，课程安排

随意，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如：雅加达“Cita Buana”高中校的中文教学内容零散，教学使用教师自

编的 PPT，十至十二年级的主题有些重复，词汇量和难度也不规律。 

总之，尽管印尼中文课程大纲在实施中面临挑战，但其灵活性和自主性为各类教育机构提供了调

整课程内容的空间，体现了中文教育的多样化与逐步发展。这有助于推动中文教育在印尼的普及与提

升。 

三、印尼本土教材的设计特点——以《梅花》系列教材为例13 
为确保教学效果，教材和大纲的相结合至关重要，教材需符合当地学习者需求。印尼本土系列教

材《梅花》作为较早出现的教材之一，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广泛适用范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印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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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梅花》系列教材由周晖燕和周国华编写，2016年由 PT. ASTA Ilmu Sukses出版社出版。该系列包括课本、练习册、教师用书和 CD
音频，适用于小学 1-6年级，共六册，每册十课，每年可完成一册，课程安排为每周 2-3课时（70-105分钟）。 



文教材的需求（王天舒，2021；廖清瀚，2021；张美丽，2019）。以下将概括《梅花》在课文和习题设

置及内容如何体现印尼中小学教学特点，有何不足及建议： 

（一）设计特点 

1.适应当地教学条件限制。全系列练习册未设置语音练习，听力练习均安排在课本中，这反映了

几个教学特点。首先，学习活动主要集中在课堂内，教师是教学的核心，学习者依赖课堂教学和教师

指导，缺乏家庭语言环境和自主练习的机会。其次，由于目标语言的交流环境有限，学习者的语言环

境较为封闭，课堂设计需弥补这一不足。再者，学习者家庭中会有缺乏现代化设备的情况，教学设计

需减少对技术资源的依赖。将听力练习集中在课本中进行，既能有效利用课堂资源提升效率，又能应

对外部环境的限制。 

2.从基础开始，循序渐进。《梅花》试图帮助学生逐步建立语言知识体系，首先通过多样化的习题

类型（如：看图连线、组配汉字、涂色和词义猜测、部首偏旁练习、汉字书写等）帮助学生从最基本

的字形和拼音开始。其次，《梅花》有固定的课本结构14和练习顺序15为学生提供清晰的学习路径，增

强了规律感，使学生能够轻松跟随进度。最后，逐步引入语法、词汇和阅读理解等内容逐步积累语言

基础。 

《梅花》1-6练习册的结构根据年级的递增进行了调整。第 1-4册都有部首和偏旁练习，第 5-6册

完全没有，第 1册完全不设语法练习，第 4册才开始设计造句。这种结构设计反映了教材编排的渐进

性和针对性，旨在适应学生随着学习阶段的进展所需的不同语言技能。1-6册的练习题分布情况更明确

说明这一点，见表 1。 

表 1. 《梅花》1-6练习册平均题量统计表
16
 

《梅花》

练习册 

汉字练习 词汇练习 语法练习 阅读练习 总 

题量 比例 题量 比例 题量 比例 题量 比例 题量 比例 

第 1册 15.7 70.09 4.3 19.19 0 0 2.4 10.71 22.4 100 

第 2册 16.7 47.99 7.8 22.41 5.3 15.23 5 14.37 34.8 100 

第 3册 16.7 43.60 6.5 16.98 6.9 18.02 8.1 21.15 38.3 100 

第 4册 16.8 42.11 5 12.53 9.1 22.81 8.9 22.31 39.9 100 

第 5册 10 27.62 9.5 26.24 9.6 26.52 7 19.34 36.2 100 

第 6册 9.4 22.17 14 33.02 10.5 24.76 8.5 20.05 42.4 100 

 

                                                           
14 包括：主课文、生词、课堂活动、拼音（第一二册）或语法（第三至六册）、听力练习、笔画笔顺、写汉字及阅读。 
15 包括：汉字、词汇、语法及阅读练习。汉字练习包括写部首、看图找带有目标偏旁的汉字、看图选字、写汉字算笔顺、抄写短诗等。
词汇练习包括选词填空、选对字词、看图连词、看图写词、翻译词汇。语法练习包括改写句子、完成句子、组词成句、用目标语法点

填空或造句。阅读练习包括读短文，后回答问题、选对答案、判断正误或搭配句子。 
16 表 1.所显示的汉字、词汇、语法和阅读练习的数据指平均题量和平均比例。每册的平均题量为每册第 1至 10课的总题量÷10。每册
的平均比例指（各部分练习平均题量÷平均总题量）x 100%。 



由表可见：1）练习总数量从第 1-6册递增，从 22.4至 42.4。这说明教材编写者有意随着学习者

的年龄与升班情况逐步增加练习量，以适应学习者不断提高的学习能力和需求。练习数量的增加有助

于更好地巩固所学知识，且更有效地引导学生逐步实现各个阶段的学习目标。2）汉字练习比例递减，

从第 1册 70.09%至第 6册只剩 22.09%。随着汉字练习的减数，词汇、语法和阅读练习增加：词汇从

19.19%增到 33.02%、语法从 0%增到 24.76%、阅读从第 3册开始就都围绕在百分之二十左右。在一年

级的最初级阶段，学生需要掌握汉字的基础知识、理解汉字的构造和基本用法，因此第一册包含了大

量的汉字练习，题量 15.7，占 70.09%。随着学习的深入，重点转向于提升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如词

汇理解、句子结构和语法规则等，词汇和语法的练习逐步增多。表中所列的第 5-6 册的数据显示，到

了第 5-6册，汉字、词汇、语法和阅读这四个部分的练习更为平衡，各占百分之二三十几左右。 

印尼小学生大多是零起点或中文基础较弱的学习者。针对这样学习者群体，《梅花》设计通过系

统性和循序渐进的安排适应了零起点或基础较弱的学习者需求。 

3.寓教于乐，在趣味中激发学习动力。除了与课文息息相关的插图，《梅花》练习册也设计一些带

有游戏性的习题。如：第 6册的第 1课阅读理解题是有关印尼语儿歌，短文里先讲解儿歌的功能和特

色等信息，后给出五小段歌词，让学习者猜歌词出于哪首印尼儿歌。第 4册第 2课的词汇练习部分出

现一个填字游戏，学习者按相关词语的阐释线索在横竖格填写目标词汇。第 1册第 3课部首偏旁练习

要求学习者先写部首，后找出五个带有该部首的汉字并涂颜色，涂色的部分将会形成一个汉字。 

《梅花》课本每课设有“课堂活动”部分，主题贴近小学生生活，具有较强的参与性。例如，第

三册第一课“我的房间很乱”要求学生与同桌互动，互问文具的放置位置和桌面物品，以巩固方位词

的学习（如“地方+上/下/里/旁边”等）。第二课“我们的爱好”让学生通过调查四名同学的爱好并填

写表格，第四课“宠物”则引导学生根据已学过的“颜色”“个子”等内容提问并猜测同学的宠物。这

些活动结合生活场景，激发学习兴趣，促进课堂参与，提高教学效果。 

印尼学生需要娱乐，抵制枯燥乏味的学习。因此，带有趣味性和参与性的这种习题能激发学习兴

趣，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巩固知识，使学习者在游戏中潜移默化地掌握语言要点。有趣的习题不仅能

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还能增强记忆效果，培养逻辑思维和词汇运用等能力。 



4.注重实用性和多技能培养。该教材练习设计层层递进，习题之间有关联性，有助于巩固目标语

言点的学习。例如，第 3册第 6课阅读理解练习由多个环节组成：先朗读短文，后书写拼音，再搭配

文具和颜色，最后按课文回答问题。 

    图 1. 《梅花》1练习册第 6课阅读理解题 

通过这些练习，学习者能够在以下三个方面得到有效提升：一是通过书写拼音练习认字识词；二

是通过搭配文具和颜色检验对课文内容的理解；三是通过回答问题巩固课文理解，并练习目标语言点

的表达。这一设计符合印尼教学环境的实际需求。由于课时较少（通常每周两到四课时，每课时 35分

钟），教师往往难以逐一聚焦每项语言要素，需采用高效的教学方法。这种结合拼音、词汇、语法和阅

读理解的综合性练习，不仅强化了学习者的语言基础，还提升了其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更好地适应

实际交际场景的需求。 



5.备考导向。该教材插入一些 HSK和 YCT模型的习题，有助于学习者备考。如：第 3册第 4课

出现句子配对的练习，要求学习者将 A-F 组的句子与数字 1-5 的句子配对。第 4册第 9课中出现了通

过观察图片选择正确句子的练习，将左边的图片与右边的 ABC选项进行配对。 

图 2. 《梅花》3练习册第 4课句子配对题    图 3. 《梅花》4练习册第 9课看图选对句子题 

图 2与图 3展示的这种习题跟 HSK和 YCT 二级题型一样。据编写组说明，该教材适用对象为零

起点学习者，其一重点目标为“帮助学生备考汉办组织的 YCT 统一考试，在学完六级后能通过 YCT

三级考试”17。《梅花》练习册插入这些 HSK和 YCT模型的习题就此有助于学习者熟悉考试形式，提

升应试技巧，还能加深对常见题型的理解，增强解题的速度和准确性。 

（二）不足及建议 

听力练习有待完善。《梅花》配备了 CD 光盘作为教材辅助材料，供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发音，但

音频材料存在一些问题。王天舒（2021）指出，CD光盘中的语音示范和听力材料由印尼华裔录制，

其中文发音带有印尼华裔祖籍的方言口音，与现代中文标准发音存在一定差异。“学习者从一开始就学

习不准确的汉语语音知识，不利于汉语学习者掌握正确的汉语语音知识”18。此外，该教材每册每课

仅设置 10道听力练习题，数量相对较少。在语言环境不理想且自主听力练习机会有限的情况下，增加

听力练习的数量尤为重要。这将有助于为学生提供更多使用目标语的机会，从而有效提升听力理解能

力。 

                                                           
17 周晖燕,周国华.Meihua《梅花》Seri Belajar Bahasa Mandarin[M]. 雅加达:PT. ASTA Ilmu Sukses,2016:4-6. 
18 王天舒.印尼西爪哇省小学汉语教材《梅花》研究[D].燕山大学,2021. 



在这一点，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提升语音示范的质量，采用标准普通话发音的录音材料，

以确保学生从一开始接触到准确的语音。其次，增加听力练习题的数量，以提供更多的语言输入和练

习机会。还可以丰富听力材料的类型，涵盖不同情境和多样化的内容，增强听力训练的实用性。 

汉字练习重复。在汉字练习部分，写汉字算笔顺的习题跟课本里的完全重复。第 1至 6册中，写

汉字算笔顺的总题量分别为 43、60、66、88、110和 93题，共计 460题；这些题目在课本中已出现，

存在重复情况。鉴于课时有限，可适当减少汉字书写练习的设计。针对这一问题，建议如下：首先，

通过设计新的题型或形式，避免重复并增加练习的多样性；其次，整合并优化练习，将笔顺练习与其

他语言技能相结合，以增强综合应用能力，从而提升教学效果。 

语法部分过于机械性。在语法练习部分，改写句子题型占最多数，第 1至 6册共有 414个语法习

题，其中的改写句子共 132题，占 31.89%。而这种题型过于机械性，学习者不用真正理解也能答对。 

图 4. 《梅花》5练习册第 1课改写句子题 

图 4显示，按给出的例子，学习者只要将句子的主语改成“虽然”，将“。”改成“，”再加“但

是”，那么“虽然…但是…”的句子就完整了，答案就对了，学习者未必能认读汉字、未必理解整句的

意思且还能轻松答对习题。这种题型占比过多可能导致学习者仅依靠形式上的操作而非真正理解句子

结构和意思来完成练习，会削弱学生对句子内容的理解和实际应用能力。 

这种题型可以采用，但应考虑与其他题型相结合。例如，对于相同的语法点“虽然⋯但是⋯”，

可以设置三道改写句子的题目，再增加两道完成句子的题目。这样的安排能使学习者在掌握该语法点

的形式结构后，尝试实际应用。此外，教师也能通过这些不同类型的题目，评估学习者对该语法点的

理解深度及其使用的准确性。随着学习者语言水平的提升，改写句字的习题亦可与翻译题相结合。例



如，可以提供印尼语句子，要求学习者用“虽然⋯但是⋯”的结构将其翻译成中文。这种设计不仅增

强了习题的复杂性，还进一步培养了学习者的实际语言运用能力。 

印尼本土特色内容量少。《梅花》整系列共含 60个题目，其中仅有 2个与印尼相关，即“巴厘岛

怎么去最好呢”与“印度尼西亚”。相比，有 6个题目涉及中国内容，分别为“你吃过烤鸭吗”“静夜

思”“三人成虎”“嫦娥奔月”“悯农”与“滥竽充数”。练习册里共出现 43个人名，其中仅有 6个是使

用印尼字母书写的印尼人名，其余则为用汉字书写的虚构人名（如“小娜”、“小强”、“小丽”等）、中

国人名（如“陈斌”、“林美燕”、“王欢”等）以及著名人物的姓名（如“郎朗”、“里奥内尔·梅西”

等）。练习册中共 30篇阅读短文，跟印尼特色相关的仅有 2篇，数量极少。 

为更好服务于印尼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建议增加印尼本土特色的内容。在练习册中适当增加与印

尼文化相关的题目和阅读材料（如印尼节日、风俗习惯、历史人物等）、增加更多印尼本地人名、增加

带有印尼本土特色的词汇（如当地特色食物名称和地名等），不仅能提高学习的亲切感，还有助于学习

者将语言技能应用到日常生活中。 

 

五、结语 
本文探讨了印尼中文课程大纲对中小学中文教育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规范教学目标、统一教

学内容以及推动中文教育的合法化与规范化发展。然而，尽管课程大纲为教学提供了基本框架，其实

际落实仍受到学校资源和教学目标差异的制约。以本土系列教材《梅花》为例，本文分析了该教材在

适应印尼教学环境、实现教学渐进性及增强趣味性方面的突出表现，同时指出其在听力材料质量、汉

字练习重复性、语法设计机械性以及本土文化融入等方面的不足。未来，印尼中文教育应在课程设计

与教材编写中实现规范性与灵活性的平衡，并加强听说能力培养和本土特色内容的融合，从而全面提

升学生的中文水平和文化认知能力，为中文教育在印尼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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