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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是国家大政：疗针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竞争日趋激烈的21世纪，世界各国都认识到外语教育的重要性，把外语教育规划与政策的制定摆在
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
中国中学普遍开设外语课始于1904年，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在这一个多世纪里，中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外语教育发展迅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同时也存在有许多
不足。
《中国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研究》以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相关理论为指导，结合公共政策学、教
育政策学以及语占政策理论分析框架，以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为历史背景，首次以人的发展规律
、语言发展规律和外语教学规律为维度，建构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分析框架，探究中国的基础外语教
育政策发展在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国家安全等多因素影响下，是否遵循人的发展、语言发展和外
语教学规律，并对新时期的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评估进行实证研究，籍以提出构建具有中国
特色的基础教育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的方略。

《中国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研究》由李娅玲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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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娅玲，湖南涟源人，管理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区外语系副主任、副教授。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会员、广东教育学会教育现代化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长期从事高校外语教学及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外语教育、教师教育与教育管理，主攻外语教育
政策与战略研究。
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省级课题十余项。
主编和参编《小学综合英语》系列教材多部。
在《外语教学与研究》、《教育研究》、《比较教育研究》和《中国高教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
论文2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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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一时期晚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的外语教育政策，有以下几大特点：　　1.招生对象明确　　无论
是晚清的同文馆，还是民国政府时期颁布的学制，都对课程对象有明确要求。
晚清的四大同文馆都对外语学习者有年龄、智力、学习能力方面的要求。
天资聪慧、学习能力是所有同文馆的共同要求。
除了广州同文馆外，其他三个同文馆都对汉文（或华文）的掌握有要求，上海广方言馆入学考试要考
华文，湖北自强学堂提出“华文不精通者，断不录取”。
在年龄上，所有同文馆的招生年龄都在13-24岁之间，从人的发展规律来看，这是青年人学习知识、陶
冶情感的最佳时期。
虽然20世纪新式教育实施以来颁布的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和壬戌学制，都只提出中学以上学堂必
须学习外语，但三个学制都提出地处通商口岸的高等小学堂可以开设外语。
因此，在上海、广州等通商大埠，很多初级小学三年级就开设了外语课，部分省区高级小学一年级也
开设了外语课。
小学外语课程的开设实是经济利益的强大驱动力所致，当时的政策制定者并没有意识到遵循儿童语言
发展规律、及早开设外语的重要性。
　　2.师资短缺因外语普及而凸现，教学质量令人担忧　　晚清同文馆时期的外语教学比较遵循外语
教学规律，引进外国教师，努力为学生提供地道的外语和外国文化、科技的学习。
其师资最初主要是西洋教习，后来回国的留学人员和京师同文馆的优秀生毕业充实了中国人教外语的
师资储备，确保了这一时期的外语教育质量。
新学制颁布后，外语学习在中学开始普及，各地学校积极开设外语课，但师资严重缺乏，政府财力紧
张，办学投入不够，外语教学设备落后、教学资源贫乏，致使外语教学质量令人担忧。
一些学堂根据本地实际，聘请留学回归人员担任外语教学，以解燃眉之急。
《学务纲要》亦提出急设各师范学堂，培养师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政府采取了主办暑期讲习班、师资训练班、短期师资训练班等措施，为中学
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外语教师，但师资质量仍然难以保证。
在师资无法保证的条件下，外语教育全面铺开，部分地区外语教育政策的实施大打折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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