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人社會與文化         第二篇小論文 

華裔移民結構變化對大學華語課程開設趨向影響之研究-以

UBC 為例 

劉殿敏 

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 

dianeshijr@yahoo.com.tw 

摘要 

 

 加拿大溫哥華地區近十年移民結構有了重大改變，各大學的學生結構亦隨 

之產生巨大的變化。以溫哥華地區學生人數最多的 UBC 為例，根據《THE 

VANCOUVER SUN》之報導，在二戰期間，UBC校園盡是「白人男學生」，如今

白人卻只佔了校園學生總數的 35%，其中男性更只佔 16%，其餘皆是所謂「少

數族裔」學生，像是南亞裔、韓裔以及日裔等。進一步從 2011年溫哥華地區人

口統計觀察，該地華人約為 42萬，佔當地人口百分之二十，華裔人口增加可稱

冠於其他各族群。而華裔子女在 UBC 所佔比例將近百分之四十，尤其來自中國

大陸地區學生人數暴增。此一移民趨勢，對北美地區課程開設會帶來什麼樣的

影響?筆者擬從 2021 年溫哥華地區卑詩大學(UBC)的最新課程，以及該校最新

的華語教學輔導形式進行觀察，探究華裔移民人口結構對華語課程開設趨向的

影響。以提供我國華語外派教師教學能力與專長培養之方向。 

 

 

關鍵字：華裔、移民結構、開課計畫 

 

一、前言 

 

(一)研究動機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是加拿大前三名大學，在 QS 500 大大學排行

榜上 2021 年、2022 年分列第 45、46 名。是極為優秀的大學，但其學生結構則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白人男性居多的情形，發展至今，在種族和性別上均產生了極

大的翻轉現象。2012年該校白人只佔學生總人數的 35%，男生人數更下降至 16%，

反觀華裔學生卻佔學生總人數約百分之四十。此依據大轉變跟中國地區華人大量

移民有很大的關係，因此一轉變，我們發現到溫哥華地區各大學公布的 2021 華

語課程不論內容或形式，均產生了微妙的改變。此一現象對於我國外派北美地區

華語教師的專長培養及競爭力增強，值得做為參考風向。 

 

表一 

加拿大大學在 QS 500 大大學排行榜(僅列 8所進入前 200大排名學校) 

2022 排名 2021排名 學校 

26 25 University of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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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31 McGill University 

46 45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111 118 University of Montreal 

126 119 University of Alberta 

140 144 McMaster University 

149 166 University of Waterloo 

170 203 Westerin University 

 

 

 

 

 

二、研究方法 

 

 

    1.以文獻分析，即蒐集 UBC 開設課程，加以分析以及該地區華人結構異動

現象為研究對象。2.訪問任教教師對課程安排的規劃。3 文獻資料對比分析 

4 觀察，就 UBC 在組織結構的改變、課程內容及比重的改變、教師專長的分佈

進行觀察。 

  

 

三、UBC對選修華語課程學生結構改變的應對策略 

    

 UBC 在加拿大西部是一所規模龐大的學校，一學年近兩千名的華語修讀人

數，讓其華語教學不只在西溫地區動見觀瞻，對北美的華語教學亦有其一定的影

響力。現在就近十年的改變作一對比，以其發展軌跡探討華語教育在加拿大的轉

變，為計畫赴北美進行國際教學的教師提供一些參考。 

UBC 國際學生主要來自中、美、韓三國，2020 年新收國際學生仍以中國學生最

多，其次依序為美、韓。來自中國的國際學生為 3300 人，比 2019年增加了 2成。

該校表示，中國學生增加，與中國經濟發展及人口結構有關。 

UBC 今年大學部的國際學生總人數為 8095 人，中國學生佔 3369人，較去年 2785

人增加了兩成多，相較於 2006 年的 729 人，則增加了將近 4 倍。回顧歷史紀錄

2010 年以來，當時兩國的國際學生人數只相差 70 多人，至 2021 年，兩者的差

距已近 2500人。學校在華語的課方面策略被動性的必須加以調整。 

3.語種及組織、管理調整 

3.1 增開兩種語種 

2013年開八種語種，2013~2021 逐漸增開二種語種:原八種語言外，新增波斯語、

廣東話(計入第二外語)。 

廣東話語種原於中文組下開廣東班，但由於來自中國大陸地區之移民及外籍學生

大量增加，廣東班一至二班，已明顯不能滿足實際修讀學生需求，故增設為新語

種，其實選讀者多為移民子弟與國際學生(大部分來自中國)。 

 



3.2亞洲學系中文組擴編行政組織: 

2013年前，華語課程修讀學生以第二外語生為主，華裔學生班為小眾課程，每級

僅約 2 班，但因溫哥華地區移民大量湧入，尤以中、印兩國大幅成長，而中國留

學生入學年齡介於 17~19，在其本國均已接受將近 10 年以上的中文母語教育，

中高級華語課程尚與學習者需求不符，更遑論原為華語課程金字塔底部最大宗的

學習人數，現已顛覆了原金字塔的穩定形狀，成為金字塔頂部快速成長的新結構，

僱行政組織須加以擴編，以因應優異級學生修讀專業華語級文學類課程的需求。

2013 年李端端教授完成階段發展任務交棒，年輕的王教授開啟了另一波新的改

變。行政結構異動如下: 

組長 Director Qian Wang 副教授: 綜理中文組各項業務。原在亞洲語言學系下中

文組僅設組長一人，但 2013年後另於組長下設:  

a. 語言群組:非華裔組 QianWang教授負責、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coordinator 

           語言群組(華裔):王祥寧助理教授負責。 

b.文學群組 Chinese Literature program coordinator: Xiaowen Xu 助理教授 

c.中文系組長增設助教(TA可批改作業)，助理(work- leaner 僅為行政助理，不可

批改作業 )。 

 

3.3.專任全職華語教師共計 13 位。(不含以英語授課的中文課程教師，及獨立為

一門第二外語的廣東課教師) 

 

3.4.非編制內教學組織: 

  由本系母語者及修讀高階華語的母語者，協助第二外語的學習者。徵募母語學

生為輔助人力。母語學生與教師合作華語口語操練課程，形成正式體制外的一種

輔助教學人力組織。 

 

4.課程內容與形式的調整 

 

4.1 2010~2012 開課及分班狀況   

一年級課程 Basic Chinese I & Basic Chinese II, 分華裔班和非華裔班，各設普通

班和密集班。語言課程雖然在進度上有快慢之分, 但是同一課程選用的教材是

一致的。以 Basic Chinese I非華裔班為例,共開設六個普通班,上學期 Chinese 

101和下學期 Chinese103 以及一個密集班(Chinese 104)。每班的人數上限是 25

個學生。普通班所使用的教材是中文聽說讀寫Ｉ(Integrated Chinese Level One 

Part I ), 密集班所使用的教材則是中文聽說讀寫 (Integrated Chinese Level One 

Part I & Part II) 。選修普通班的學生需要兩年時間學完一年級的課程，如果學

生想把中文作為主修專業，他們一般都得上密集課程．華裔班用的教材則是李

端端老師和哥倫比亞大學的同事一起專為華裔學生編寫的教科書《變化中的中

國》上下兩冊，以中國文化傳說及節慶為藍本, 也頗生動有趣。這兩本書是給

一年級的華裔學生用的。 

 

     二年級的分班方式除了增設為廣東方言者開的國語口語班以外, 其他與一

年級相同, 分為 Intermediate Chinese I & Intermediate Chinese II, 華裔班和非華裔

班之下各設普通班和密集班。舉 Intermediate Chinese I 非華裔班 Chinese 201, 

Chinese 203 為例, 教材採用中文聽說讀寫 (Integrated Chinese Level Two Part I ), 



除了讀說聽寫各面向的作業之外, 同時加入數次文化活動, 而期中期末不同類型

的口試測驗, 更是學生期待展現學習成果的平臺; 華裔班用的則是中國大陸出版

的教材《橋樑》（上下兩冊）． 

    三年級仍分華裔班和非華裔班, 開設 Advanced Chinese Reading and Writing 

I, II ; Advanced Chinese Speaking and Writing I,II, 與商業中文。 

    四年級開始進入文學類課程, 除現代中國文學依難易度分為華裔與非華裔

班, 古文，古典中國文學為華裔班外, 早期古詩(漢)和晚期古詩(唐)則為合班。 

 

    每學期ＵＢＣ平均開設 17門中文語言課, 大約 2000多名學生選修, 在北美

是修讀人數最多的學校之一。交換老師主要是負責一、二年級的課程, 所以中

高年級課程的詳細內容, 由於筆者並未擔任教學所以不十分清楚, 仍待瞭解, 只

知涉獵頗廣， 像呂明珠老師所設計的一門商業中文課程就極具特色，在每一課

的專題之下,都與產業界做實務的配合, 聘請相關的專家學者到課堂中以中文與

學生進行討論,在真實生動的情境中, 進行語言的交流。 

 

因係多元的課程設計,所有學生都按照語言背景及相應程度分班。每年中文組會

提供十次分班面試，有背景的學生不能上非華裔班的課程，而且學生選讀也必

須很小心,若選過文學類的課程後，就不得再回頭選修語言類的課程,學生若不慎

選了，學分是不被採計的。所以老師們在上課之初必須提醒學生，盡可能幫助

學生避免這種狀況發生。尤其是高年級的課程，學生縱使想修四字頭的課程， 

但如果可能，一定要考慮先修三字頭的課程, 因為一旦修了四字頭的課是不被

允許回頭再修低一級的課程的。 

 

2010年ＵＢＣ第一次聘用台灣老師，訪問教師為筆者與陳雪妮老師。兩位老師

擔任的都是語言類的普通班課程，在此教授中文課的老師除了筆者和本校華研

所的陳雪妮老師是來自台灣師大之外，前中文組主任陳杉木教授也是來自台

灣，其他的十一位老師大多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全職優秀老師，所以在教學上我

們更是戰戰兢兢，不過此地的老師都很和善，也非常願意分享，尤其擔任我們

共同級別課程的領導老師吳欣欣，每學期都有非常愉快的共同命題的合作經

驗。 

 

     在此地,教師都有自己的網頁, 老師們把教材和相關資訊上網, 透過平臺, 

教師可利用做為正規課程的延伸與輔助。另一個教師服務中心的網頁, 則讓老

師隨時掌握學生的資訊與選課動態，能充分並適時的與學生溝通，達到良好的

互動。 

 

2011 年 9月新學期開始，中文分班將採用剛建置並測試完成的網路系統，每個

學生在選課的同時必須先經過電腦的分班作業，這與以往的人工分班比較，不

但省時省力，而且將使學生參加分班測驗的比率大幅提升。分班測驗測試階段

完成後，學校再一次將分班結果以人工作業檢視。結果, 準確度高達百分之九

十五以上，幾個特殊的不相符案例中, 包含了有些是因為學生想要挑戰更高層

級的課程，所以未依背景選填適當分班路徑的結果, 因此整體說來, 網路分班的

準確度應該更高, 是滿值得學習的一種分班方式。 



 

4.2 2013~迄今開課及分班的轉變   

1.開課在原來基礎上更細分為語言教學課程及文學教學兩大類核心課程。 

2.因人力增加且聘得文學專長教師，組長原來的華語教學工作，進一步分為華裔

語言類群、非華裔語言類群、文學類群三部分，語言及文學部分課程均更細致。 

3.文學教學部分選取教材更多元，漸漸採專書與選讀篇章並行，擴大內容面。 

4.分班從 2011 開始網上分班，至金國際學生與移民大量增加，以致於網上不可

避免有無法確認或特別背景者，需增加面談，以確認分班的信度。 

5.2010 為母語為廣東話者增開的口語班，因生員不斷增加，兩班已不敷容納修讀

者，經系上會議通過，停開，改列為第二外語。 

6.2010 所列課號已全面調整。 

7.正常學期不再開設密集班，除語言類課群，密集班增加開課科目，僅於暑期班

開設。 

4.3.課程內容修訂前後對比 

UBC 的中文課基本上分為 1.偏重語言教學的課程和 2.偏重文學的兩大類課程 , 

另外還有以英文授課的語言學、語言概論、中國電影賞析--等等，既豐富又多樣; 

不過本文僅就中文組語言課程部分做一介紹和比較。 

a.偏重語言教學的課程 

2010~2012 

依

學

習

者

背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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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 

課程 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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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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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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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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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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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一、

二、

四、

五. 

4h(1hX4) 中文聽

說讀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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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5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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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021 語言類、文學類核心課程: 

2021最新課程 

 

課程代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教材 

CHIN131/133/134 Basic Chinese I: Part 1 and 2(Non-Heritage) 

      基礎華語(非華裔班) 

3/3/6/ 中文聽說讀寫 I Pt.1  Integrated Chinese Level 1 / Pt 1 

Textbook Simplified Characters 3/E 

CHIN231/233/234 Basic Chinese II: Part 1 and 2(Non-Heritage) 

非華裔班 

3/3/6/ 中文聽說讀寫 I Pt.2  Integrated Chinese Level 1 / Pt 2 

Textbook Simplified Characters 3/E 

CHIN331/333/334 Intermediate Chinese I: Part 1 and 2 (Non-

Heritage) 

3/3/6/ 中文聽說讀寫 II Pt.1  Integrated Chinese Level 2 / Pt 1 

Textbook Simplified Characters 3/E  

CHIN335/337/338 Intermediate Chinese II: Part 1 and 2 (Non-

Heritage) 

3/3/6/ 中文聽說讀寫 II Pt.2  Integrated Chinese Level 2 / Pt 2 

Textbook Simplified Characters 3/E 

CHIN401/403 Advanced Chinese: Reading and Writing I 

and II 

3/3 Reading Into a New China  

《變化中的中國》 Volume 1 & 2 

CHIN405/407 Advanced Chinese: Conversations and 

Compositions I and II 

3/3 樂在溝通 

 

CHIN141/143/144 Basic Chinese I: Part 1 and 2 3/3/6/ 從哈佛大學系列教材中節錄文本 

（ACTFL novice-mid~Intermediate-mid) 

CHIN241/243/244 Basic Chinese II: Part 1 and 2 3/3/6/ 1.大學語文 2、中國啊中國、哈佛系列教材中節錄文本、 

自編教材  

（ACTFL intermediate-mid~high level） 

CHIN341/343/344 Intermediate Chinese I: Part 1 and 2 3/3/6/ 華夏聚焦 L1, L3, L6; 寰宇縱橫 L1, L2, L10 (ACTFL 

intermediate-high ~ Advanced-low level) 

CHIN345/347/348 Intermediate Chinese II: Part 1 and 2 3/3/6/ 文言行遠 L1, L3, L6, L7, L9; 焦點中國 Topic 9  



(ACTFL Advanced-low~mid level) 

CHIN441/443 Advanced Chinese Reading and Writing 3/3 《現代漢語高級教程》上/中 

 

CHIN415 Media Chinese 3 Today's World I & II 《今日世介面面觀》上冊/下冊 

 

CHIN445/447 Advanced Chinese Speaking and Writing 3/3 China's Development and Dilemmas 

《中國的發展與困境》 

CHIN435/437 Business Chinese 3/3 Close the Deal 《在商言商》 

 

 

 

b偏重文學教學的課程 

 

課程代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教材 

461/463/464 Early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 and II 

3-3-6 

上下學期共

六學分 

《詩經》《楚辭》《漢樂府》《古詩十九首》《捍衛詩選精讀》(核心詩選

180-200 首) 

CHIN 465 Fantasy in Chinese Literature 3 

一學期單開 

1.中國奇幻文學作品選讀:《莊子:逍遙遊》《搜神記》(節選) 

2.唐傳奇選讀 (《任氏傳》《聶隱娘》《崑崙奴》、《唐太宗入冥記》、

《西遊記》(節選)、 

3.話本選讀(《白娘子永鎮雷峰塔》《夏宜樓》《聊齋誌異》節選、《閱

微草堂筆記》(節選)、《鏡花緣》(節選)、《新中國未來記》、《貓城

記》、《北京摺疊》、《三體》(節選)； 

4.奇幻文學理論: 《鏡與燈》(節選) 

CHIN 471/473/474 Later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 and 

II 

3-3-6 

上下學期共

六學分 

CHIN 471 詩詞選注(唐至五代詩詞選目，核心詩選 60-90 首) 

CHIN473 詩詞曲選注(宋至清詩詞曲，核心詩選 60-90 首) 

CHIN 481/483/484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 and II 3-3-6 

上下學期共

六學分 

CHIN481:1900-1949 現代文學重要作家及其代表作(魯迅、聞一多、徐

志摩、郭沫若、郁達夫、冰心、巴金、老舍、廢名、沈從文、曹禺、

林語堂、施蛰存、戴望舒、卞之琳、柔石、蕭紅、林徽音、張愛玲、

艾青、穆旦、錢鍾書)； 

CHIN483:1949-1990 年代當代文學重要作家包括港台作家的代表作(楊

沫、陳若曦、劉心武、張賢亮、汪曾祺、劉紹棠、阿城、韓少功、莫

言、陳忠實、池莉、劉震云、朦朧詩詩人、史鐵生、余秋雨、張承

志、余華、蘇童、格非、王安憶、王朔、王曉波、李碧華、白先勇) 

CHIN485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in 

Film  

3 

一學期單開 

1.21 世紀改編自小說的電影作品（莫言《白狗秋千架》、霍建起

《暖》；楊金遠《官司》、馮小剛《集結號》；方方《萬箭穿心》、王競

《萬箭穿心》；須一瓜《太陽黑子》、曹保平《烈日灼心》；劉慈欣



《鄉村教師》、甯浩《瘋狂的外星人》） 

2.電影批評理論（電影的語言與敘事；符號學與敘事結構；電影作者

論；現實主義與歷史書寫；意識形態批評；文化研究；性別批評；精

神分析與鏡像理論；讀者接受論；現代性與後現代主義；解構與新媒

體） 

CHIN491/493/494  3-3-6 

上下學期共

六學分 

1.古代漢語語法知識（選自王力《古代漢語》）以及 

2.先秦至清代的文言文作品選讀，包括《論語》、《孟子》、《老子》、

《莊子》、《荀子》、《墨子》、《左傳》、《戰國策》、《史記》中的優秀篇

章與 

3.《謝靈運傳論》、《滕王閣序》、《答李翊書》、《瀧岡阡表》、《留侯

論》、《上樞密韓太尉書》直到《觀巴黎油畫記》等著名散文。 

1. 課號加底線者表示為密集班，於每年暑假開課，語言課編課方式即正常兩

學期一年課程，暑期一次授完。例如:正常學期開設的普通班 CHIN131/ 

CHIN133，暑期合併為密集班 CHIN134，學生學習、教師備課壓力都不小。 

2. 文學類課或專書，由正常學期一周三小時，擴增為一週十二小時，即一週

上完正常學期一個月的進度和課時。 

3. 無底色者為非華裔班，淺藍底線者為華裔班。代碼中一般標示 4，

如:CHIN141;CHIN445 

 

4.4語言類、文學類核心課程變革重點: 

1. 語言課號更改 

UBC 原編課號方式隨教材編號，但學生一年級學完同一 Level 系列 part1 教科

書，第二年 part 2 仍用序號 1字頭的號碼，相較於加拿大其他大學的課號編列

方式，雖然同一程度等級內容，卻低於他校一級，故現在 UBC 一年級中文聽寫 

Level 1 Pt1 的 101、103 改為 131、133，二年級 105、107，改為中文聽寫

Level Pt2 改為 231、233，其他等級課程均以順序加一級，遞增。 

2. 學期中不再開設密集班，所有密集班均只在 5-8 月暑期開設。 

3. 華裔班和非華裔班教材分流，華裔班側重中國文化的教學，非華裔班側重

口語。 

4. 編碼 1-3級的語言班人數上限提高為 30人。文學類課程不設上限，經常 50

人以上。電影及今年加開的多媒體課程以前即經常超越百人選修，筆者有幸觀

課，在 200多人的大教室上課，必須有當堂助教。 

5. 為廣東方言者所開的廣東口語課取消，另在亞洲系下增開第二外語廣東

話，並增聘教師。其修讀學生為加拿大本地生、CBC、移民者、國際學生、其

他國籍學生。其中又以國際學生佔 1/2 以上。 

6. 文學類課程內容加重，增設專人負責。 

7. 設計志願者工作，每週八小時語言課擇一小時，由中文組華裔班學生擔任

口語輔導。進入教室進行二對一、或一對一的語言操練。UBC百分之四時學生

來自亞洲，近年中國地區的學生不論移民或國際學生都大幅增長，生員充分，

具有此類課程條件。執行小果甚佳。 

8. 目前因為疫情影響，所有課程自 2020年 5月 13 改為線上授課。志願者輔



導易改為線上。目前加拿大疫情趨緩，按照校方規定 2021年 9月，全校課程回

歸校園實體授課，特殊班級則由系主任與授課教師商議後決定。 

 

4.5母語學生與教師合作華語口語操練課程 

 

本系母語者為主力，本校他系母語者則須經過面談和篩選，參與語言課的志願

者其工作，在第二外語者每週的課程時數中，由授課教師、助教提供教學材

料，志願者進入教室，進行一對一或一對二的口語操練，此因志願者與學生人

數比有時會因志願者其他課的衝堂等因素，必須增至一對二的形式。 

  

五、結論 

 1.兩岸教師、教材平衡發展 

在 UBC 此一校區中，來自華人地區學生暴增，學生接觸面廣，教材使用多

元，課程內容方向丕變，語言與文學並重由值得關注，而學生程度提升快速，儼

然在溫哥華地區形成了一股趨勢，從 2021年溫哥華各校所開課程可以明顯看出，

語言課的分類與文學課程大量增加、專書依作者時代大量選讀的發展方向，逐漸

成為風潮。 

2.從學生修讀人數分析，雖然總數與之前差不多，但受到移民及國際學生增加的

影響，因為這類學生人數佔亞洲系中文組選修人數一半以上，在國內或台灣，均

以修讀致小學甚或初高中階段，因此，華語課人數維持原本數量，但第二外語如

粵語產生了發展機會，這對於母語為廣東話的教師，不失為一個好的海外教學機

會。 

4.本篇訪談屬大型西方民主國家學校，筆者另發現歐洲地區共產制度國家正風起

雲湧學習中文的小型新興大學，目前充滿工作機會，對於兩類型學校的現況及兩

者發展方向和成熟度或能互為參考，此一對比研究方向，筆者期待未來可合併討

論。 

進一步研究: 

    因為 2004 年華語熱吹向北美，再加上 AP 的開辦，許多當年週末去上教會

中文學校或由華人父母幫助自學的孩子都已長大，他們進入大學已經不需要學初

級口語，甚至簡單的閱讀了，加上由大陸和台灣來的僑生、國際學生大量增加

(UBC ㄧ班有 40~50%)，從訪談中發現，原本的語言類課程及初級的文學類課程

對他們已不適用或不夠用，學校開課方向有了很大轉變，因此筆者初步推論加拿

大地區、及北美地區課程明顯在文學類加重、加深，與此應有所關聯，不過在此

一部分，尚需進一步調查分析研究，才能得出正確可信的結論。如何使中國地區

與台灣地區的教材、人才，能平衡地進入，共同培養未來的華語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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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關閉數量） 教育機構 終止年份 

加拿大(5) 麥克馬斯特大學 2013 

 捨布魯克大學 2013 

 多倫多公校教育局 2014 

 新不倫瑞克省政府 2019 

 布魯克大學 2020 

美國(71) 芝加哥大學 2014 

 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 2014 

 菲佛大學 2016 

 杜蘭大學 2017 

 伊利諾伊大學厄本那香檳分校 2017 

 西佛羅里達大學 2018 

 德克薩斯農工大學 2018 

 普雷里維尤農工大學 2018 

 愛荷華大學 2018 

 北佛羅里達大學 2018 

 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 2018 

 密歇根大學 2018 

 羅德島大學 2018 

 普渡大學 2018 

 南佛羅里達大學 2018 

 奧古斯塔大學 2018 

 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 2018 

 克拉克郡學區 2019 

 布勞沃德縣公立學校 2019 

 堪薩斯州立大學 2019 

 佩斯大學 2019 

 馬薩諸塞大學波士頓分校 2019 

 田納西大學諾克斯維爾分校 2019 



 明尼蘇達大學 2019 

 德克薩斯大學聖安東尼奧分校 2019 

 印第安納大學與普渡大學印第安納波利斯聯合分校 2019 

 西肯塔基大學 2019 

 俄勒岡大學 2019 

 北方州立大學 2019 

 舊金山州立大學 2019 

 蒙大拿大學 2019 

 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 2019 

 聖地牙哥州立大學 2019 

 蒙哥馬利奧本大學 2019 

 德克薩斯大學達拉斯分校 2019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2019 

 邁阿密戴德學院 2019 

 肯尼索州立大學 2019 

 喬治梅森大學 2020 

 老道明大學 2020 

 薩凡納州立大學 2020 

 佐治亞州立大學 2020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2020 

 北卡羅來納大學夏洛特分校 2020 

 愛達荷大學 2020 

 丹佛社區學院 2020 

 中田納西州立大學 2020 

 內布拉斯加大學林肯分校 2020 

 羅格斯大學 2020 



 特拉華大學 2020 

 堪薩斯大學 2020 

 馬里蘭大學 2020 

 阿拉斯加大學安克雷奇分校 2020 

 新墨西哥州立大學 2020 

 密蘇里大學 2020 

 亞利桑那大學 2020 

 邁阿密大學（俄亥俄州） 2020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2020 

 匹茲堡大學 2020 

 加州州立大學-長灘分校 2020 

 奧克拉荷馬大學 2020 

 孟菲斯大學 2020 

 波特蘭州立大學 2021 

 塔夫茨大學 2021 

 埃默里大學 2021 

 中央康涅狄格州立大學 2021 

 西密歇根大學 2021 

 肯塔基大學 2021 

 南卡羅來納大學 2021 

 科羅拉多州立大學 2021 

 石溪大學 2021 

 新罕布什爾大學 2021 

 布萊恩特大學 2021 

澳大利亞(2) 新南威爾斯州政府 (孔子課堂) 2019 

  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 2021 

法國(4) 里昂第二大學 2013 



 

 

 

 里昂第三大學 2013 

 圖盧茲大學 2016 

 南戴爾國防大學 2018 

瑞典(4) 斯得哥爾摩大學 2014 

 卡爾斯塔德大學 2015 

 布萊金理工學院 2015 

 呂勒奧理工大學 2020 

德國(4) 斯圖加特傳媒大學 2015 

 霍恩海姆大學 2015 

 杜塞多夫大學 2020 

 漢堡大學 2020 

西班牙(1) 巴斯克大學 2019 

丹麥(1) 哥本哈根商學院 2017 

荷蘭(1) 萊登大學 2019 

比利時(1) 布魯塞爾自由大學 2019 

瑞士(1) 巴塞爾大學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