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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缅甸华人语言研究》是一部值得称赞的科研著作。书稿对缅甸华人的语言及其使用现状进行调查，
对其形成的社会动因进行深入分析及探索，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语言本体，语言与同化，语言与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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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由中国委派前往缅甸教授汉语的鲜丽霞老师和当地的华人学者曼德勒福庆孔子课堂校长李祖清先生合
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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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居住环境
第五节 谋生方式
第六节 所受教育
第七节 思维方式
第八节小结
第五章 缅甸华文教育情况调查
第一节 缅甸华文教育的分类
一、根据地理条件的分类
二、根据学习对象的分类
三、根据社会状况的分类
四、根据教材不同的分类
五、根据不同时代的分类
第二节 各类教学方式形成的缘由
一、历史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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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话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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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人速成班(初级班)
五、中级班(初中)
六、高级班
七、汉语言文学大专函授班
八、计算机班
第六节 瓦城福庆学校简介
一、历史
二、宗旨
第七节 小结
第六章 缅甸华文学校办学模式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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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小结
附录一 曼德勒华人语言调查表
附录二 汉语学习调查表
附录三 汉语学习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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