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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十字路口的国际课程中文教育：以法国为例

白乐桑

摘要

目前，无论是基础教育学校国际部和外语国际班课程的成立、外语

多元化教学，还是外语能力标准的普及和国际性语言的定义，都是

二十一世纪自全球人才流动的产物。学习两门外语以上，以及外语能

各方面如何达到自主能力已成为国际社会需求。外语国际课程显然是

教育界最关注的渠道之一。法国的汉语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以其

独特性和领先性著称，双语教学作为汉语教学的形式之一尤其凸显教

学方法的重要。现今法国汉语双语教学存在着两种模式：官方模式和

协会模式。本文旨在探讨第一种模式下的双语班创办的背景、现状、

教学内容和特点，以及所带来的教学思考。本文专门探讨 2008年创办

的法国中文国际班，及其教学模式、教学法特点和策略。这一课程的

重要特色之一在于把中国语言文学和用汉语教授非语言课目（数学）。

非语言课目融入外语教学是 20世纪九十年代在西欧成型的教学模式已

得到教育界广泛的好评，在学习者当中很受欢迎。这一模式与汉语的

特性如何相兼容，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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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关于双语教育数多界定中有广义的双语教育及狭义的双语教育

两大类，而两千年以来，双语教育的内涵倾向于其广义。这个趋向与

国际学校的发展是分不开。双语教学指的是用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

语，通过学习学科知识（例如地理、数学、文学、历史等）来达到掌

握第二语言的目的。因此，“双语教学”不是简单的母语加第二语言，

而是促使学生在整体学识、两种语言能力以及这两种语言所代表的文

化学习及成长上，均能达到流利而自然的水平。简言之，“双语”和

“双语教学”的界定是：将学生的外语或第二语言，通过教学和环境，

经过若干阶段的训练，使之能代替或接近母语的表达水平。

法国汉语双语教学指的是使用汉语教授部分或全部学科，例如

历史地理、数学、文学、体育等，最终达到掌握汉语语言及文化的目

的。同其他国家相比， 法国汉语双语教学处于相对领先成熟的阶段。

1993年成立的欧洲及东方语言班汉语方向标志着法国国民教育中的汉

语双语教学模式的诞生。2008年创办成立的中文国际班促进了官方模

式双语教学的进一步发展。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官方模式的汉语双语

教学，法国华人社团创办的协会模式的汉语课程对中国语言、传统文

化、历史的传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旨在介绍第一种模式下

的汉语双语教学创办的背景、现状、教学特点以及教学思考。

二、背景：古老独特的法国汉语教学
法国的汉语教学以其独特性和领先性著称。事实上在西方国

家中，关于汉语的讲解第一次出现在法国 ：马若瑟神父（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5）在作品《汉语札记》Notitiae Linguae Sinicae里

首次细致讲解了汉语语言；法国第一个汉文教授席位是 1814年由雷

慕沙（Abel Rémusat）在法兰西学院获得的；1958年开始在蒙日隆中

学（Montgeron）开设的第一堂汉语课标志着汉语在法国教学机构的启

动；1966年首次设立了汉语教师资格考试（CAPES）；1968年首次设

立了高考汉语考试。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出现了中等教育汉语教学大

纲，本世纪初又出现了完整的官方教学大纲；2006年设立了国家教育

部首任汉语总督学职务；中学学习汉语的学生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

一百多人发展到今年的 50000多人，这还不包括大学汉语学生人数、

大量在华人团体开办的中文学校学习汉语的学生，以及国外法语学校

的学生。现今在法国以各种方式学习汉语的学生人数已超过了 100000

人。如此生机勃勃的发展使法国在世界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处于领军

地位。

法国是欧洲拥有最多中国移民的国家，同其他极少使用和教授的

外语不同，汉语作为二语教学主要针对没有汉语语言或文化底蕴的学

生，上个世纪 90年代，由于汉语的价值和使用率的凸显，大量的第二

代中国移民开始在高等教育阶段学习汉语。

在法国，基础教育（小学、初中、高中）和高等教育是两个互相

独立的体系。汉语作为规定学科融入到了法国基础教育中，这是汉语

作为学科，从教学法领域进行构建的决定性条件，基础教育阶段的汉

语教学拥有合理的教学步骤、教学目标及大纲，这正是拥有两百多年

汉语教学历史的法国高等教育所缺乏的。

同其他外语相比，汉语作为学科还拥有两项成果：

一方面，将汉语作为第二文字语言的教学法出现了（第二文字语

言指的是与母语文字不同的文字体系，比如法国学生习得西班牙语和

汉语，所涉及到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字语言）。基于这种认识，由

白乐桑先生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角度提出了享誉全球的‘字本

位’理念（王若江，2000；陆俭明，2011）。该理念认为汉语是二元

性，旨在强调‘字’和‘词’两个教学单位的缺一不可，字词兼顾，

例如，在‘国家’这个词中，‘国家’在口语中是自然而然的一个整

体，但是由‘国’和‘家’两个不同的汉字构成，其书写和意思也大

不相同。于是，词汇意义和字形本身的意义融为一体，现代汉语中的

大多数词都是合成词，一个合成词的使用频率必将与一个汉字的使用

频率相挂钩。能自主阅读意味着能习得足够的汉字和由它们组合构成

的词。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的汉语教学法，依据字的使用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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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构词能力，制定出了‘汉字门槛’（seuils de caractères），由此产生

了一门学科，它采用科学的方法针对第二文字语言进行教、学和评估。

另一方面，汉语融入了法国国民基础教育外语教学体系。从上

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就设立了国家教育部兼职总督学这一职务，直到

2006年首个汉语总督学职务的正式设立，十几年来汉语在督学的指导

监督下逐渐成为了外语教学变革以及外语高考制度改革中生力军，在

各学区年度计划中拥有了自己的汉语教师继续培训力量。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法国通常教授的外语中，汉语是唯一的声

调语言，由此更增添了它在教学领域中的特殊性。普通话中的四个声

调对绝大多数的中学或者大学学生来说是个真正的难点，旋律般的声

调是越早学习这门语言越好的重要原因，而双语教学正好能保证给学

生提供足够的时间来接受汉语的熏陶。 

三、官方模式双语教学
汉语的双语教学从广义上讲分为官方模式和协会模式。官方模式

下包括欧洲及东方语言班汉语方向和中文国际班。在此我们先探讨官

方模式的出现、形式、教学特色和内容以及所面临的问题，并对法国

海外省──留尼旺岛的双语教学进行简单介绍。

3.1. 欧洲及东方语言班汉语方向

汉语在国民教育中的双语教学模式自 1993年成立欧洲及东方语

言班以来便诞生了。1992年 8月 19日的通告明确规定，在中等教育

即初中和高中成立欧洲班。通告还指出，这些欧洲班中的语言可根

据家庭需求拓展到其它非欧洲语言，比如阿拉伯语和日语， 届时将命

名为东方语言班。欧洲班的教学在成立之初的头两年以语言强化为

基础，即除了规定的时间以外，所选语言至少保证每周两个小时的课

时。如今汉语专业的东方语言班数量最多。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诞生了一门全部或者部分学科内容使用外

语授课的科目，这种科目被称作‘非语言科目’：这种模式以 CLIL教

学法著称（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是一种科学的

将内容和语言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语言和学科将共同

发挥作用。该教学法在法国被叫做 EMILE (Enseignement d’une Matière 

Intégrée à la Langue Etrangère)，意思是使用外语教授部分其他科目。

EMILE所呈现的问题在于是否这些科目之间都等量使用外语。这些科

目在同外语的穿插中存在如下几种形式：

 •  内涵型科目：该类型科目所涉及的领域丰富，且交错关联，由

不同的文化层面穿插组成。内涵型科目最具代表性的课程就是

历史地理课。

 •  外延型科目：这些科目重点在于详细讲解关联和定义，主要涉

及理科科目，如数学、物理化学、科学和地球生物。 

 •  任务型科目：主要涉及到自然活动，它们的精髓在于在行动中

使用外语发号施令或者进行解释，体育 、运动课以及造型艺术

都是例子。

原则上，这些欧洲及东方语言班主要针对第一或者第二外语，在

初中阶段每周的课时量最大，目的在于扩展语言教学的多样性。从高

中开始开展了一门或几门学科部分或者全部使用外语教授的模式，与

之配套的高考特别评估体系也已建立。 第一个欧洲东方语言班汉语方

向是在南特的 Jules Verne中学建立的，学校选择了历史地理作为非语

言科目。随后，其他东方语言班汉语方向相继成立，大多数都选择了

历史地理作为非语言科目，但也有一些选择了理科，比如数学作为非

语言科目（例如巴黎的路易大帝中学和詹森萨伊中学），最近波尔多

的玛让蒂中学则选择了体育作为非语言科目。 

使用汉语教授非语言科目， 其教学方法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在课

堂上，一个汉语新词的学习带来的是说和写的双重任务，历史地理课

作为欧洲及东方语言班的王牌科目，以大量的词汇著称，这对汉语方

向的学生而言意味着更多的汉字书写。以“凡尔赛条约”的学习为例，

仅五个汉字就出现了两个新词（一个条约，一个凡尔赛），和四个是

生字，它们在交流中出现的频率并不高，因此书写任务的增加不容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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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再如， ‘毛泽东’名字中的 ‘泽’字，只有在涉及到这个特定人名

时才被使用，‘东’字意思是东方，则是一个使用和组合频率都很高

的汉字。 与内涵型科目不同的是，任务型科目比如体育，对汉字的书

写要求大大降低，主要通过口头语言表达进行，由于汉语没有时态和

动词变位，也无需考虑阴阳性和数量的变化，口头语言表达也相对容

易得多。 最后，类似数学这样的外延型科目，除了书写任务降低外，

借助于共同的数学符号，可使学生更容易理解数学术语，比如术语

‘algorithme’，中文意思为‘算法’，意思是计算和方法。

针对非语言科目，尤其是历史地理，给教师的教学建议是尽可能

减少阅读理解中出现的汉字负担，为此可通过选择文章，改编某些章

节以优先使用学生已经认识的常用汉字。根据事实借助图片可有效减

少文章的难度，包括汉字的学习难度。

3.2. 中文国际班

中文国际班和欧洲东方语言班的教学理念相同，但是师资不同。

国际班被视为精英课程，是现有外语课程中唯一强化的外语课程。东

方班可以选择非语言科目，比如历史地理、数学或者体育，而汉语国

际班国家统一为数学。国际班的数学老师由中国官方派遣， 而东方班

的数学老师则是法国本土的、通过国民教育部认证的数学老师。国际

班教程旨在培养汉语精英人才，使就读学生不仅达到掌握汉语阅读的

水平，并拥有深入的中国语言和文化知识。

3.2.1. 成立背景

法国中文国际班创立的主要推动力，源于法国华人中的杰出人

物，陈克光（陈氏兄弟创始人）, 他希望能为华人社团的子女成立一个

汉语强化课程。随着这一要求的提出以及汉语逐渐进入教育体制，在

汉语督学的推动下，于 2008年在中法之间签订了创立中文国际班的行

政协议。中文和其他十三门外语一样成为国际班外语。该协议一方面

将数学作为非语言科目，这与其他将历史地理作为非语言科目的国际

班不同，另一方面，中国教育部不仅提供汉语语言和文学教师，还前

所未有地提供数学教师。 在 2016年开学之际，有近 2000名学生分散

在十个学区的 33个中文国际班里，这十个学区分别是法国本土十个学

区，法国海外省留尼旺圣丹尼（St-Denis de la Réunion），以及北京和

上海的法国学校。2008年签订的中法行政协议于 2013年续签，并增

加了于 2014年开学之际在中国也成立相应的法语国际班。 

3.2.2. 教学大纲

中文国际班的双语教学大纲是在汉语总督学的直接带领下起草完

成的，由中方确认的官方大纲于 2008年公布。这些大纲是针对小学和

中学的双语教学制定的。大纲根据欧洲语言框架中的水平标准来确定

在某一水平完成时所应达到的语言能力，适时引入文化主题。一些意

义深远的举措被列入大纲，其中包括中国电影和 1555个基本汉字的识

别，大纲规定双语教学的阅读理解能力应该达到自如的水平。

根据中文国际班大纲要求，进入小学的汉语国际班并不需要学生

提前会讲汉语，这样可促进学生的语言和文化融合，大纲指出在小学

毕业之际，学生的听力理解和口语表达能力只要求达到欧洲框架 A2

的水平，而阅读理解和书写能力只需要达到 A1 的水平即可。针对小

学国际班的听力理解和口语表达，汉语的教学目标同其他外语相同，

即能介绍日常生活话题（如介绍自己、家庭、学校、购物），能理解

简短的词语和句子，能抓住信息的主要意思，能使用简单的句子进行

自我介绍（如介绍家人、朋友、喜好等）。同时，汉语书写因其在初

级水平的特殊性给教学方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汉语中，一个简

短信息对学生而言未必简单，主要信息可能依赖一个低频使用汉字， 

比如姓名。事实上，教学目标的确定是建立在常用汉字和高频率组合

的词汇基础上的，确切地说，在小学毕业时，会拼读和理解 255个基

础汉字中的 80% （参考 2008年九月四日的教育部官方简报 ‘BO’），理

解 104个偏旁部首中的 80%，会认读课堂上学习过的词语，能理解并

执行简单指令，比如说、听、读、抄写、写、回答等，能理解一段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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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过的短文，或者理解一段以家庭为主题的文章，其中某些只需口头

掌握的词语可借助拼音或者图片理解其意。对于书写表达，会写 255

个基础汉字中的最基本汉字（约 100个左右），遵守书写顺序，能听

写出学过的词，会将个人信息填入表格，比如姓名、性别、年龄、居

住城市、国籍，能自如地写出关于自身的几个句子，比如提供个人简

单信息（30-40 汉字），根据例子抄写句子等。 

初中和高中国际班的主要目标在于显著提高学生的书写和阅读能

力，深入了解中国文化，根据欧洲框架对听力理解和口头表达能力达

到 C1 的水平，阅读理解和书写表达达到 B2 的水平，学生必须掌握

1555个汉字，这些汉字是学生自如地阅读日常书写的保障。笔者从某

高中国际班了解到，该国际班每周共有 9个小时的中文课，其中 4个

小时的中国文学，三个小时的数学和两个小时的汉语综合课，中国文

学和数学课都由国内派来的老师教授。

巴黎某高中国际班中文课时表：

科目 每周课时

中国文学课 4 小时

中文数学课 3 小时

汉语综合课 2 小时

3.2.3. 中文数学课

数学课的内容是法国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内容，而中文数学课的内

容是用中文讲解正常法文数学课堂上已经学过的概念或者练习，其宗

旨在于数学学习服务于汉语学习，汉语学习同样也服务于数学学习。

中文数学课与普通（用法语教授的）数学课的两个任课教师协作设计

共同的教学进度，以利于学生掌握知识与技能。如果说数学课首先建

立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那么用中文教授数学课的目标之一在于发挥

学生用中文表达的能力，引导学生口头或者书面表达，梳理逻辑思

维，解释步骤，并促使学生主动阅读信息、讲评、处理信息，配合软

件或者计算器的使用，通过这些方式，对一些概念或者数学方法的理

解和掌握才能更加深入，学生思考和研究的能力也才能得以提高。

在中文数学课堂上，中国老师用特有的方法讲解数学概念可以使

学生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解。安立明（Rémi Anicotte）

老师（2012）曾撰文介绍中文数学课堂经验，他举例说，中国人表示

有理数经常使用带分数，比如把三分之七（7/3）化成二又三分之一， 

从而揭示整数部分；中国人读小数时，小数部分的数字是单个地读，

3.14三点一四，而不是像法国人那样读成三点十四，这些新鲜的讲解

方式能使学生更深入地理解有关数学概念。

另外，用中文教授数学也涉及到重要的文化领域，比如用算盘进

行计算，也涉及到介绍一些中国数学史上的经典文籍以及重要人物及

成就，教授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心算技巧和珠算口诀，甚至是中国传统

的经典数学问题，比如中国古代著名的数学趣题‘鸡兔同笼’。

3.2.4. 中文国际班的文化大纲

除了整体教学目标，大纲中的文化内容也能使出生于中国家庭的

学生寻回自己的文化根基，唤起他们的共鸣。

中国文学的学习除了抒情散文，如朱自清的《背影》和 《匆匆》，

以及当代散文家余秋雨的一些文章，还可以通过学习《论语》或者古

代寓言来对古汉语进行启蒙。文化导入主要通过以下方式：

 •  通过报刊学习华侨话题，根据华侨的分布状况来了解华侨的历

史和现状，比如留尼旺和巴黎的华人区、文化游行、移居方式

和数量、分布状况、移民原因、移民的职业状况、生活条件、

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的状况以及在法华侨的融入等话题。

 •  城市主题可以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大城市的历史背景和变

迁，比如北京和它的历史；上海，如今的特大型城市，在二十

世纪上半叶被打造成国际性都市时是如何设计其前景的？以及

对包括北京在内的其他大城市所出现的城市发展和历史传承所

带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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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过的短文，或者理解一段以家庭为主题的文章，其中某些只需口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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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电影话题需要使用录像教学，选择最优时段分析电影内容

和影视风格，介绍电影的知识和历史背景。电影《卧虎藏龙》

可以让学生欣赏辨析传奇性的书写和电影性的描写，另一方面

可以导入中国武术话题。因此，通过简单的介绍，可以让学生

了解中国电影的几个飞跃阶段，尤其是近二十年来中国新电影

的出现和它在世界电影中的地位，以及西方电影对中国新一代

电影制片人的影响。可以向学生展示三十年代上海制片厂的作

品，五十年代以后北京长春制片厂的电影，以及当代和台湾以

及香港联合制作的电影，比如《小城之春》，这是一部具有代

表性的电影作品，语言清晰易懂，以及《变脸》《北京单车》《洗

澡》《黄土地》《大红灯笼高高挂》《回家的路上》《卧虎藏龙》，

等等。

 •  通过学习张艺谋根据余华的小说《活着》改编的电影，学生们

可以重温几经变迁的中国近代史，通过学生对小说和电影的学

习，可以提高学生讲述和辩论的能力，也能提取所学作品所蕴

含的更深层的意义。

 •  唐诗宋词有助于提高出生在中国家庭的学生的文化底蕴，这些

诗词的主题能使其产生共鸣，比如故乡、分别、理想等。

 •  关于哲学，可以通过学习《论语》节选引入关于人类美德、正

义感、习俗和学习等儒家价值观。道教则通过园林艺术、对自

身的修养或者武术展开。佛教的作用以及同大众信仰的其他精

神和宗教学派的混合所产生的诸说混合，都可通过海外华人所

熟悉的环境来展现：比如道观和佛教的亭宇。

3.3 官方中法双语教学构建：实施及问题

2008 年开学之际运行的中文国际班在创建几年之后，其发展势头

远远超过了当初的预想。今年中文国际班总数为 53个，分别为小学

20个，初中 18个，高中 15个。

中文班创建的最初动力源于华人聚居地自然而然的需求和意愿，

比如巴黎的十三区、巴黎东郊或者法国海外省留尼旺岛（St-Denis de 

la Réunion），甚至上海的法语学校。由于随后各学区相继开设国际

班，甚至在中国学生很少或者没有中国学生的情况下也开设了国际

班，这使得 2014年国际班分布广泛。如此迅猛的发展折射出这个优秀

科目的教学吸引力，也反映出家长对国际化语言比如汉语的重视。但

是过快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问题， 比如现今的机构组成参

差不齐，出现了盲目上马和创建后跟踪不到位的情况。

另一个问题在于从中国派来的老师所面对的教育和教学文化差

异，最大的差异莫过于不讲法语的数学老师必须适应跟中国截然不同

的教学制度和文化背景，必须想到用 ‘汉语作为外语教授数学’这个

前所未有的模式，这同传统教学的差别显而易见。尽管数学具有 ‘世

界性’，但由于教学理念和教学法的不同，在教授过程中仍会出现差

异。它可能更注重中西两种教学传统的融合  , 一方面强调写作、演示

和借助于计算器或者数学软件，另一方面又强调灵活运算和使用算盘。

3.4 时间均等的双语课程

直至今日，我们只有一例严格意义上的时间均等的双语课程，这

就是 2010年成立的北京法国国际学校幼儿园。如果说在幼儿园口语习

得令人满意的话，那么汉语的说和写固有的划分随后却带来了困难，

因为这个双语班在成立四年后，学生们进入小学之际，和一个普通的

中国学校相比，双语班的汉字习得水平就表现出了差距。由此我们在

思考在双语学校开展两种文字完全平行学习的可能性。

3.5 留尼旺岛双语教学 1

法国首例中法双语教学课程应该追溯到十九世纪马斯克林群岛的

留尼旺。第一批中国人因为制糖业的需求以及 1848年奴隶制的废除，

于十九世纪中叶来到留尼旺岛。当时的合同制中国工人都来自广东、

1 資料來源：Live, 2003; Picquart, 2004; Roulleau-Berger, 2007; Wong-Hee-Kam,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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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或澳门，不过今天大多数留在留尼旺的中国人却是 1962年以后自

愿移居的移民后代，而非最初合同制劳工的后人。

首批中国文化协会在广东人的倡导下于 1877年出现于圣丹尼。

1927 年在圣丹尼创办了一所中文学校，中国商人聘请了祖籍为中国

或者来自毛里求斯的教师教授他们通用语，即客家话或广东话。第二

次世界大战前后，殖民地当局认为这些学校是地方主义文化而大大减

少甚至将其关闭。面对这些阻碍，华人群体朝着开设中法双语学校的

方向努力，第一所双语学校于 1942年创办于圣丹尼，随后在圣安德

烈创办了另一所双语学校，在南部圣皮埃尔创办的规模较大，集中了

主要的客家裔子女。1948 年留尼旺岛成为法国的海外省，义务教育

的实施使得中国家庭在法国教育机构为自己的孩子报名注册。上个

世纪五十年代起，另一所学校在当地教堂和国民党的支持下在圣保罗

得以发展，小学的主要课程都用普通话教授。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

代，由于同工作市场需求相冲突以及公务员身份的诱惑，中法双语学

校陆陆续续被关闭。留尼旺多语言多文化的背景促使祖籍为中国的留

尼旺人逐渐地并最终掌握了法语，以及通常成为他们母语的克里奥耳

語（créole）。法国留尼旺背景下的中国移民后代被完全同化，汉语的

使用仅仅限于老人之间。正是在这个时候汉语教学在法国的大城市兴

起，留尼旺学区效仿着在 Juliette Dodu初中和 Leconte de Lisle高中开

设了中文课，80年代初在大学也设置了中文课。汉语学科的兴起，从

一开始的缓慢局部到 21世纪初全面飞速的发展，让祖籍为中国的留尼

旺人开始了寻根之旅（从辨认记忆中的地址，到庆祝中国传统节日如

春节或者道教神灵中的关帝节），很多年轻的留尼旺人意识到中文的

使用价值，都前往中国进行语言学习，如此生机勃勃的发展促使留尼

旺学区的汉语教学更上一层楼，2013-2014年，已有 1500名汉语学生

分散在 28个教学机构以及东方班和汉语国际班。 

四、结论
法国中文双语教学的学科建设同其他国家相比处于相对成熟的阶

段。融入到基础教育体系的汉语教学能得到各种形式的扶持和帮助，

这更加强了法国在汉语教学领域的领军地位。但是，同其他形式汉语

教学的发展历程一样，双语教学现今正处在初露头角阶段，需要从教

学理念和教学法方面加以引导，而双语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本身也正在

构建中。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个学科应该把重点转移到基础教学及国

际学校，充分认可中文是二元性，也是第二语言和第二文字，以正确

应付解决各个国家高考的中文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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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t a crossroads:  
the case of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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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question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national classes in foreign 

languages or of international section of basic education schools, the diversific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the spread of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standards, 

or even the definition of what constitute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arise from 

the global mobility of people as one of the major features of 21st century society. 

Learning more than two foreign languages and how to achieve autonomy in 

all aspects of foreign language skills has become a demand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courses in foreign languages are clearly one of the channels 

of greatest interest to the educational community.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France is known for its uniqueness and leadership in the field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Bilingual teaching, as one of the forms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particularly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teaching methods. There are two 

models of bilingual teaching in France today: the official model and the association 

model.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background, current status,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rst model of bilingual classes, as well as the pedagogical 

reflections that they bring upon. This article is dedicated to the French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Class created in 2008, its teaching model, pedagogical features 

and strategie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this course is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d the teaching of non-verbal subjects (mathematics) in 

Chinese. The integration of non-linguistic subjects into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s a model of teaching that was developed in Western Europe in the 1990s, which 

has been widely acknowledge by the educational community and is very popular 

among learners. How compatible this model i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also an issue to be explor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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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ping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s of teaching  
Mandarin Chinese in England

LAM, Sin Manw, Sophia

Abstract

Mandarin is a fast-growing language in England in the last decade.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nguage is still at its initial stage, the establishment as one of the 

mainstream foreign languages promotes the learning of Mandarin, in particular in 

secondary schools. This paper is part of a wider research project about motivational 

strategies in Mandarin classrooms in England and presents the education policy in 

England since the 1990s, including changes of foreign language policies in the last 

three decades. It aims to provide a concrete foundation for the discussion of how the 

language policies have an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Mandarin Chinese 

in England. It also addresses the challenges of teaching Mandarin Chinese in the 

context of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s. Lastly, it concludes with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Mandarin Chinese in the next decade in Eng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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