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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序言 

笔者原来热衷于研究中国学校制度，特别对严格的制度和现实存在的多样化

深感兴趣。然而,要在中国本土日新月异的发展中追寻中国教育的本质是件难事。

当笔者感到力不从心之时，有幸得知海外华人的存在。从中国漂洋过海的人们，

不管是到世界的哪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的意识，那就是对教育非常重视。不

光如此，海外华人在移居地所办的学校和制度，总是让人感到其中国元素的存在。

为了探讨海外华人教育中含蕴的中国元素的究竟，笔者最初从东南亚的华人圈子

着手研究，进而开展到现在的英语系国家。 

   早在全球化之词还没开始被使用之前，中国的人们就已经开始移居世界各地

了。移居海外各地的华人有非常巩固的网路圈,在移居地追求成功的华人大多非常

重视自己的中华民族的身分和认同感。华人大都热心教育，觉得子孙在新天地的

成功，教育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如此，华人也顺应当地的风土，弹性的

应变教育内容。例如,在当地的公立教育课程当中设臵中文课，办中华学校，又如

马来西亚华人在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外，独自创设的教育机构的例子等
1
。 

海外华人如移居已发展国家，大都在当地的教育机构接受教育。孩子们从小

上当地学校，和当地的孩子一起受教育。如想探讨华人移民从教育所寻求的东西，

掌握其想让孩子们学什么，唯一的方法是从关注孩子们的学前教育的阶段着手。

一般来说，学前教育阶段的幼儿园和小学相比之下，规模较小，也不会有太多当

地教育行政方面的束缚。所以，华人移民有办法在自己的社区内设臵，并实施跟

自己理想相近的幼儿教育。 

    在加拿大，每年约有二十五万人获加拿大政府的永久居留许可，其中大约有

三万人来自中国、台湾、港、澳和东南亚的华人，也就是说加拿大的移民当中，

华人移民的百分比率相当高。目前，移民加拿大的华人约有一百万人，特别是多

伦多和温哥华的华人移民占了全人口的百分之十左右
2
。 

   本论文的目的是，关注加拿大华人移民的教育，把重点放在加拿大中最多华

人移民的多伦多的中文幼儿园，透过分析在那里学习的孩子们的多样化及其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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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变化，并探讨其如何教导中文和中华文化
3
。 

2．华人移民的多样化 

    加拿大华人移民的历史是从 1859 年在英属哥伦比亚省的菲沙河流域所开展

的淘金热而开始的。当时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的金矿山中国工人因而移民到此

而开始的。之后，华人移民的存在，因被认为威胁到白人的工作机会和其他因素

而渐渐遭受到不平等待遇和排斥。第 2次世界大战后，华人移民的市民权得以回

复，再加上勤奋工作和热心教育的背景之下华人移民在加拿大国内的地位大大提

升
4
。 

    然而，多伦多的华人社会的形成却比西海岸城市慢了许多，大约在迈入二十

世纪才开始。1910年左右，多伦多的唐人街才逐渐形成，自此之后从中国来加拿

大的移民也逐渐的增加，但多伦多的华人并没有急剧的增长，直到多伦多从中等

城市发展到加拿大第一产业城市为止。其中，1967年的移民法修改之后，来自香

港的移民急速增长而扩大了城市的发展。1970 年代末，进而超越温哥华，成为加

拿大中拥有最多华人移民人口的城市，而唐人街也因而扩展成观光名胜。1980年

代以后，来自香港的移民不断增加，而后从中国大陆来的移民也逐渐的增长
5
。 

    森山把加拿大华人移民分成 4种类型: (1)大多数来自香港的中、或中上层社

会的移民。此类型的移民不仅适应能力强且经济能力高。(2)来自台湾的富裕移民

和一部分的大陆杰出人物。(3)以往唐人街主要成员，大多来自中国大陆和印度支

那的难民，适应力不高。(4)华人移民的二，三世们，明显的被加拿大当地社会同

化
6
。 

    如上，华人的多样化，不仅在加拿大全体中，在华人移民人口最多的多伦多

也有着许多的特征，而其多样化的特征还在不断的增长中。 

 

3．多伦多的中文幼儿园 

    T中文学校
7
是安大略省认可的学校，其总部设臵于多伦多，提供华人、华人

的子女、对学习中文有兴趣以及关心中华文化的人们(当中有的是领养了中国孩子

的加拿大父母)学习简体字，中国普通话和汉语拼音的服务。其所招收的对象，从

幼儿至成人，范围广阔。目前旗下有中文和英语的双语幼儿园，放学后的补习班，

周末上的中文班，以及暑期办的中文夏令营，另外还有专为成人和幼儿而办的中

文班和中文启蒙教室等课。 

    T中文学校是于 2001年末，由几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所办的学校。在以繁

体字和广东话为主流的多伦多华人社会来说，其所提供的普通话、简体字和使用

汉语拼音的系统是相当引人注目。其所雇用的教师(包含兼职教师)共有 40 人以

上，主要分布于华人较多的多伦多市中心和北部等 4个地区，学生人数将近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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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1) 应各地区的多样化而制的幼儿园课程 

此学校目前经营 4所幼儿园，各所幼儿园基本上的教育方针相同，然而，因

各所在地的幼儿园的孩子有不同的倾向和特征，最终的结果还是得配合各地的孩

子的特征而实施教育。例如:位于多伦多北部的幼儿园，居住在此的华人移民以新

移民居多，刚从中国过来或是移民到加拿大还不是很长的时间，所以园儿的父母

都是中国人的比率相当高，而家庭内的语言也是中文，甚至有曾经在中国大陆受

过教育的幼儿。因为这样，此区的幼儿园主要是以维持和发展幼儿的中文能力为

主，幼儿园的气氛也营造得很类似中国大陆的幼儿园。 

  另一方面，位于市中心唐人街幼儿园的情况，则相当不一样。所有的园儿几

乎都是当地出生，而园儿的父母也都是移民二世或是三世。在这种情况下，约有

95%的园儿会听中文，但并不一定会说，或是完全不会说。除此之外，幼儿当中还

有混血儿，父母有一方是不懂中文，或是幼儿的父母都不是华人的情况。由于早

期双语教育的盛行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中文在国际上的地位逐渐提升，在这种情

况下，除了英语和法语以外，想让自己的孩子学习中文的加拿大人父母明显增加。

为了配合此区特有的情况，园方采取跟北区不太一样的教法和进度。一般中国的

幼儿园很热心教习汉字，通常会把园儿的作品贴在教室内，然而此区的幼儿园所

教习的汉字还很基础，教室里挂的作品是练习写字之前的‚一横、一竖、一撇‛。 

    如上所述，加拿大的华人移民原来多样化，而 T中文学校所经营的幼儿园是

反映加拿大华人移民的最好例子。同样是位于多伦多市内，虽是同一学校所经营

的幼儿园，但为了因材施教只好应不同地区的孩子们的特点而改变教育内容。再

加上华人以外的园儿加入时，对园儿和幼儿园的课程内容的多样化带来的相当大

的影响。 

 

(2) 中文幼儿园的日常生活 

以下是多伦多市内的华人幼儿园:此幼儿园是借用座落于唐人街一角的公立

学校的一部分校舍。该学校面向公园，每天早晨，公园的棒球场聚集了一些华裔

老人打太极拳，看起来就像中国国内常有的风景。虽然是借用公立学校的校舍，

幼儿园还是有属于自己的庭院，不仅有游戏用的道具，还有在加拿大常见的枫树

和松鼠作伴。 

此幼儿园是安大略省所认可的托儿中心。笔者到访时，该幼儿园有从 31个月

大到 5岁大的孩子，融合了托儿和幼儿园，共有 48名孩子。此幼儿园的主要有 4

岁的小班(托儿)和 5岁的大班(幼儿园)两班。因为是利用小学的空教室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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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教室的空间相当大，所以分成好几个角落来使用。例如小班的教室主要分成

6 个部分，有一部分可以让小班的孩子们围着老师坐的比较大的空间。另外还有

利用书架隔开的科学角落，劳作角落，游戏角落，自由角落(臵有室内沙池)和老

师角落(臵有电脑)。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出老师们很努力经营各个角落的气氛，

墙壁上挂了园儿的作品，地板铺上了相关题材的地毯，不仅如此，为了增加园儿

的中文曝光率，教室内处处可看到用汉字和拼音写的中文歌歌词,简单的指示。显

然，园方有意配合园儿的程度，跟中国国内的幼儿园相比之下明显的简单多了，

但在没有中文环境的公立学校内，老师可说是费尽精心。教室内图书角落的中、

英文图书比率各半。 

    

(3) 幼儿园中的中国 

此幼儿园中非常‛中国的‛东西是指透过教导中文时所教导的中华文化。幼

儿园的所有课程内容都是以中文来进行，使用英语的时间仅限于小班每周一次的

英语歌的时间，和大班每周两次的 30分钟英语练习写字的时间，以及由园儿家长

自愿提供的 30分钟读图书给孩子听的时间。另外，幼儿园并没有强调教习汉语拼

音，但由于园儿们身处英语系国家，日常生活当中的英文字母和汉语拼音有部分

相似，孩子们在阅读图书的同时，对注有汉语拼音的部分自然而然的开始联想字

母和其发音。 

   对教导中华文化之事，园方也下了不少功夫。因为园儿当中不完全是来自中

国大陆，也有来自台湾的孩子，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不简单，两地的教育内容

有很多异处。而来自香港的孩子，不仅说广东话也使用繁体字。另一方面，中文

学校虽然强调中文，学校经营者也是来自中国大陆，但不管是老师还是园儿皆居

住在加拿大，一昧只有大陆文化色彩，唯恐被认为失去对现居国家的认同。另外

还有宗教、信仰等的差异问题，令园方有诸多顾虑。虽然如此，从幼儿园所实施

的教育内容来看,课程内容既不涉及政治也不触及宗教问题，老师很努力教导中华

传统文化的美德，例如尊敬长辈，遵守规则，也经常讲解和举办中华传统节日，

例如中秋节，农历新年等。 

 

(4) 中文幼儿园中的加拿大 

如上所述，中文幼儿园的教育内容虽是以中文为主，但由于身处加拿大，受

到省政府的认可，园中的‚加拿大的‛因素也理所当然的包含在内。以下是从省

教育部的视察和园内伙食方面的观点来看其加拿大的因素。 

每一所受到省政府认可的幼儿园，基于维护孩子们的健康，安全和成长的关

系，幼儿园每一年都得接受省政府的视察。视察结果会公布于学校走廊的公布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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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如果想知道详情可以到省政府的网页上询查。2013年 2月该幼儿园所实施的

视察结果是 9 个项目当中的 8 个项目皆获评满分，只有课程内容的项目获评 95

分。虽然只有一个项目没有拿到满分的评价并不会影响省政府对其认可的结果，

但园方很遗憾的表示，因为一小部分的资料无法即时以英语呈现，导致视察者无

法完全掌握所有的课程内容是最大的影响因素。 

    有关园内伙食方面，和一般的加拿大幼儿园一样，该幼儿园每天提供午餐和

点心给小班和大班的孩子们。对于有食物过敏、饮食习惯的不同和因宗教上的理

由等特殊情况则依照当局的指示来处理，管理相当严格。园内的伙食委托园外的

伙食包办中心，虽然从其所提供的菜单上看不出来有‚中国味‛的菜，但对于有

特殊需要的园儿则会提供特别的菜单。例如星期一的菜单上所提供伙食是意大利

面和肉丸。同样一道菜，还有不使用面粉而做的意大利面，另外，还有为素食、

纯素食主义者，以及伊斯兰教徒而准备的菜单。除此之外，如果当天的菜中有乳

酪制品或含蛋类食物时，也会另外准备不含此两种成份的食物。幼儿园当中，有

不少的小孩习惯在家使用筷子用餐，而该园则从大班开始让孩子练习使用筷子用

餐。 

    如上所述，虽然该幼儿园主要是以教习中文为主，但因身处加拿大的关系，

有某些部分不得不迎合当地的需求而调整。然而，在实际教学场面上的差异是什

么？具体来说，在中国的幼儿园内不曾被强调必要培养的能力，在加拿大却变得

不得不教的课，答案是‛独立‛。比如说在中国国内，常见爷爷和奶奶一口一口的

给孙子喂饭，在加拿大不仅不喂饭还得鼓励或是想方法让孩子自己吃饭。另外，

和当地的学校教育不一样的是中国老师的形象比较严肃，而加拿大老师为了孩子

在漫长的学习路上能够独立学习、发展，则不管成果如何，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会

表扬孩子，让孩子培养自信心。像这样的场面，也不难在该幼儿园当中看到。 

 

4．位于北美的日本人学校和补习授业学校的差异 

日本人也在海外办学校，并且用日语教学。其所办的学校分两种类型:(1)日

本人学校，跟日本国内一样，孩子们每天上学，老师是从日本派遣过来，所用的

教材和所教的内容跟日本国内一摸一样。(2)补习授业学校，在北美，日本人学校

相当少，孩子们平日在当地学校上学，只利用星期六来补习授业学校学习。因为

要在一天内教授平日使用一周学习的内容，所以，补习授业学校的教学非常的局

限和浓缩。此类型的学校只有两名从日本派遣过来的老师。通常是任职校长和教

头(类似中国的副校长，教务主任)，另外，负责教学的老师通常是在当地招聘。

以上所述的两种类型学校大部分都设有幼儿部，但跟位于北美的中文幼儿园相比

有一个明显的差别，那就是，华人所办的幼儿园不但重视中文，强调中华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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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也注重如何能培养孩子在当地生活必备条件。然而，日本的日本人学校和补

习授业学校并非如此，当然，此两种类型的办校目的和中文幼儿园不一样，刚开

始以日语教学仅为了对将来回日本的孩子能在回到日本后顺利的接上轨道。但是，

以北美的补习学校为例，持美国绿卡或是没有计划回日本受教育的孩子人数逐渐

增多，有的学校甚至有超过全校人数的一半。在这种情况之下，到补习授业学校

上课的孩子逐渐减少，而学校当局常有听到应该因材施教，需要改变课程内容的

声音。但是，不管是任何类型的学校都仰赖文部科学省(相当于中国的教育部)派

遣老师，再加上补习授业学校的办校目的原来就是为了要让回日本的孩子作准备

的关系，很难为了永久居留美国的孩子们而更改目前的教育内容。 

 

5．结语 

本论文把焦点放在加拿大华人幼儿园的教育课程内容上，首先透过确认课程

当中的‚中国的‛元素和‚加拿大的‛元素的存在，进而分析华人移民在加拿大

成功的背后所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不管是移民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华人都有

办法融入当地社会，建设强而有力的社区，并利用此强而有力的背景，在教育上

自由变通。 

加拿大华人，不管是在国家全体当中或是多伦多，其多样化的特征无法一语

道尽。最能真诚的反映此现象的是拥有最多华人人口的多伦多中文幼儿园，首先，

华人本身的多样化已促使各园的教育趋向多样化。再加上，华人以外的多伦多居

民也让自己的孩子上中文幼儿园的情况之下，对园儿和中文幼儿园的课程来说，

其所带来的影响相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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