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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速递资讯速递

40 多年前，我买了一座
中国挂钟。那时，圣多美和
普林西比从中国进口了首批
货物，这钟由此而来。

只 需 时 不 时 上 上 发 条 ，
挂钟就走得很准。一次，我
儿子不小心把它从3米多高的
墙上碰下来，玻璃表盘摔坏
了，挂钟却没“罢工”。我还
曾有将近 7 年时间在国外居
住，回家之后把发条上足，
它就又开始准点报时了，从
来没坏过。

就在前不久，这中国挂
钟开始出现异样，吸引了一
家人的注意。最先发现的是
我 6 岁的小孙子卢卡斯，他全
靠这个钟的提醒才能在午饭
后准时去上学，虽然学校离家
仅几十米远。

“ 爷 爷 ， 中 国 钟 不 动
了。”卢卡斯的声音有些悲
伤。他很清楚目前的情况一
点也不正常，毕竟昨天看着
我给钟上了发条。

“那我以后怎么准时去上
学呢？”卢卡斯问。

“别担心，我们会想办法
的。”我只能先这样安慰他。

不只是卢卡斯，全家人
都为此感到难过。这挂钟对
我们之所以不可或缺，除了
有使用价值，还因为它那悦
耳的钟点声，在院子里、在
家的任何地方，无论多远都
能听见。

我很快就带着它去见了

一位老朋友——钟表匠米格
尔。米格尔初步检查的结论让
我安了心，“可能还能修好”。

隔天，我怀着忐忑的心
情去取挂钟，等待我的是个
好消息。“西蒙先生，您的
钟 已 经 修 好 了 。” 钟 表 匠
说 ，“ 并 没 有 什 么 大 故 障 ，
只需要清洁一下，它还能用
很多年……”

我喜笑颜开。家人知道
能继续依靠它，也都感到非
常开心。毕竟这个特别的挂
钟已作为家庭一员般存在多
年，甚至比我所有的孩子年
纪都大。正因如此，大家看
到它坏了，才那么沮丧和舍
不得。

这 则 小 故 事 告 诉 我 们 ，
除了身边的亲人，那些相伴
许久的宠物或物件，因为某
些原因离我们而去时，我们
会感到忧伤和难过。此外，有
人说“中国制造”不经用，我
讲的这个关于挂钟的小故事
足以终结这一谣言。

（寄自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本报电 日前，北京语言大学语
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通过线上学
术发布会的形式，正式推出世界语
言和文字基本知识库、世界语言文
字名称中文译写规则 （简称“两库
一蓝本”） 以及“汉语语音点查询
系统”。

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设立
“语言识别理论及语言数量统计的方
法论研究”重大项目，构建“世界
语言基本知识库”和“世界文字基
本知识库”，重点展现世界上 7000
多种已知语言的存在状况和使用状
况，具体内容包括：世界诸语言的
国际标准语言代码、语言名称、使
用人口、地理分布、语言地位和活
力、语言系属、语言类型、方言情

况、文字情况等。
此外，项目组还基于我国已有国

家标准和全球主流翻译软件的翻译结
果，以英语音节和汉字对照的方式，
研制了“世界语言文字名称中文译写
规则”，为世界语言文字名称的中文
翻译和文献检索提供了学术蓝本。

现场同时发布“汉语语音点查询
系统”，该系统主要面向海内外汉语
教师、普通话培训人员及相关研究
人 员 等 专 业 人 士 ， 可 用 于 汉 语 教
学、教材编写、汉语语音研究以及
普 通 话 测 试 练 习 等 领 域 的 辅 助 教
研。目前该系统提供以语音点为检
索条件的词汇查询，同时提供词表
来源及等级的限定。

（晓 文）

评价是国际中文课堂教学的有
机组成部分，其作用在于发现教学
中的问题和激励学生学习。

在课堂上，常会听到老师对学
生做出“很好、你很棒、你最近进
步很大”这样的评价。有时也会听
到“你最近的发音好了很多，你的
努力有效果了，加油吧”。这两种
评价，哪一种好呢？当然是第二
种。第一种评价语言单一，意义模
糊，学生不知道自己哪方面进步
大，是无效的评价；而第二种评价
不但表明老师注意到了学生在语音
方面的进步，还引导学生认识到进
步是努力的成果，很好地起到了发
现问题和激励学生学习的目的。

那 么, 如 何 保 证 评 价 的 有 效
性，在笔者看来，可以采用越来越
受教育界重视的形成性评价。

形成性评价是基于对学生学习
过程的持续观察、记录、反思而做
出的发展性评价。课堂上的形成性
评价可分为对学生口语和书面语产
出的即时评价和诊断性评价两种主
要形式。

有效的即时评价能够极大地调

动学生中文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但是有效的评价不能简单地等
同于肯定或者夸奖，而应内涵丰
富、形式多样，应该与中文学习者
的年龄、个性特点、教学内容、教学
目标和当时的情形有机地结合。比
如，在中文教学课堂上，老师让俄罗
斯学生读“ying”，学生读为“yin-g”。
老师A表情平淡地摇着头说“不对，
应该是‘ying’”。老师 B 面带笑容地
说：“很好，你注意到了最后的‘g’，
并且读出来了，值得表扬，不过在
汉语中‘n’和‘g’在一起的时候
读 ［ŋ］，就像手和胳膊一样，是不
能分开的。”老师 A 的评价只是让
学生知道了“ying”的正确读音，
使学生“知其然”，而老师 B 的评
价不但让学生明白了正确的读音，
还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使学生“知
其所以然”。

再举一例。老师请学生谈谈自
己最喜欢吃什么。一个学生说：

“我喜欢牛肉面，因为牛肉面又便
宜又好吃。”老师评价说：“你不但
说出了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还说出
了为什么喜欢，并且还用了刚学

的语法‘又……又……’，给你点
赞！”这样的评价与教学内容、教学
目标和当时的情形密切结合，是有
效的即时评价。

课堂上诊断性评价的主要目的
在于发现学习者在中文学习方面的
不足，建议学习者改正，并为下一
步的教学设计提供参考。诊断性评
价可以采用课堂提问、聊天、较为
正式的测验等多种方式进行，比
如，学完了声母之后，为了检验学
生对送气音 （p、t、k、q、ch、c）
和不送气音 （b、d、g、j、zh、z）
的掌握程度，可以通过课堂上让学
生朗读送气音的方式进行；也可以
采用与学生聊天，引导他们说出声
母为送气音的词或句子来检验；还
可以采用听音节填声母的方式来展
开诊断性评价。

需要强调的是，在课堂上采用
形成性评价有几点值得注意：首
先，要语言丰富准确。老师在课堂
上要鼓励学生，但是如果一节课上
所有的评价都是“不错、很棒”一
类的表扬，就会使课堂变得无趣而
且无效。老师应该勤于思考，多给

学生有效评语。
其次，要突出过程评价。教师

的评价要尽可能多说一些对过程的
鼓励，使学生有被认可的满足感和
成就感，例如：老师可以多鼓励学生

“你的发音比昨天好多了”“你现在
说得比以前更流利了”……这样的
评价才能够起到激励学生继续地、
投入地去学习的作用。

最后，要关注个体差异。在进
行课堂评价时，掌握评价的方式、
方法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个
体差异”，要给不同类别的学生布
置不同的任务，并采用不同的评价
方式，让他们在中文学习中有获得
感和成就感。同时，对成人和儿童
的评价也是有差别的，尤其是对儿
童，除了语言上的评价，还可以配
以表情、手势、实物等奖励，以吸
引其注意力。

综上所述，国际中文课堂上对
学生进行形成性评价的方式和内容
常常要因人、因时、因地、因情、因景
而有所变化，以提高教学效率。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
化交流学院教师）

“我今天想强调的是，汉语教师必须具备
下面两项最重要的素质：一是要具有高度的教
育 责 任 心 ； 二 是 肚 子 里 要 有 实 实 在 在 的

‘货’。” 在日前于浙江绍兴举办的第二届全国
“汉语＋”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高峰论坛上，北京大学教授、语言学家马真的
发言主题是从事国际中文教学的教师应该具备
的重要素质。

●既要有责任心，也要肚子里
有“货”

论坛结束，当记者就此话题请马真再次展
开详谈时，坐在马真旁边的陆俭明教授先接过
了话头，“这是我们共同的看法，也是一直在呼
吁的”。

陆俭明和马真同为北京大学教授，是语言
学研究领域的学术伉俪，也是教学一线的知名
教师。早在 2014 年 8 月，夫妇二人访问日本樱
美林大学，并应邀在该校举办的“中国语教师
研修演讲会”上作报告。马真的演讲题目正是

“教无定法，重要的是自己肚子里要有东西”，
演讲内容强调的便是教师的责任心和所应具备
的汉语本体知识和研究能力。陆俭明的报告题
目是“中国语教师应有的意识与基本功”，认为

“作为一名汉语教师要有世界的眼光，要有国际
视野，要正确认识汉语教学。同时，要有较好
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心理素质，要有较好
的基本功”。

正是由上述两场报告的生发，陆俭明和马
真共同撰写了 《汉语教师应有的素质与基本
功》，于 2016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出版定稿已是第22次修改稿。

距离该书的出版已近 5 年，年逾 80 的马真
坦言：“我在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中，深刻地认识
到，教好课的关键在于高度的教育责任心，就
是眼睛里要有学生，心里要有学生。有了这种
教育责任心，就会根据经验，针对不同教学内
容、针对不同教学对象，想出不同的、有针对

性的教学方法。”
她同时强调，光有教育责任心不够，还必

须具备另一个重要素质，那就是必须肚子里要
有“货”，“这个‘货’就是‘知识’‘能力’和

‘功底’”。

●体是基础，研习多长时间都
不为过

由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和浙江越秀外国
语学院联合主办的“汉语＋”汉语国际教育专
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高峰论坛举行的同时，国
际中文教育教学技能大赛也顺利进行，来自复
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 50余所高校汉语国际
教育专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生同台竞技，展现了
未来国际中文教师的风采。

距离来自云南师范大学的参赛选手许嘉杰
上台讲课还有不到 5 分钟，她拍着胸口说“紧
张、紧张”。其实，从去年开始，许嘉杰便加入
了学校的相关项目，在线上为在泰国、越南等
国的中文学习者授课，已教过不少学生。

“我选的是 《HSK 标准课程 1》 第八课 《我
想喝茶》，采取的是以学习目标为导向，以学生
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讲台上的许嘉杰很快
进入角色。

比赛结束当晚，绕着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的教学楼，脱掉颇为正式的风衣、高跟鞋的许
嘉杰，穿着一双球鞋，迎着风说着自己对国际
中文教师的理解：“当老师首先要有过硬的汉语
本体知识，对当代中国要有足够的了解，并要
具备线上教学能力以及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喜欢当老师的许嘉杰在云南师范大学汉语
国际教育专业读研二，她坦言自己的汉语本体
知识学习还需加强，“因为我本科学的是新闻，
研究生才转了专业，所以还需要在本体知识方
面多下功夫”。

加强本体知识的学习不仅仅是许嘉杰面临
的挑战，国际中文教育教学技能大赛总裁判
长、上海外国语大学吴春相教授在该大赛总

结发言中提到选手们需要改进的地方正包括
汉语本体知识的提升。“比如，在教学过程
中，‘越来越胖’与‘越来越胖了’有何区
别，有的同学的回答并不到位。在体和用的
问 题 上 ， 体 是 基 础 ， 学 习 多 长 时 间 都 不 为
过。”吴春相说。

●提升有道，不要说“这是语
言习惯”

对国际中文教师而言，究竟应该如何提升
必备素质？

马真举例说，1985 年，她到日本东京外国
语大学亚非语言研究所访问 1 年。访问期间，
有 一 位 日 本 教 授 问 了 她 这 样 一 个 问 题 ——

“别”修饰有的动词时，可以有带“了”、不带
“了”两种说法，如：“别吃了！别吃！”而修饰
有的动词时，却只有带“了”一种说法，如：

“小心，别呛了！”没有不带“了”的说法，不
说：“小心，别呛！”这是为什么？

“那我们怎么来回答日本朋友提出的问题
呢 ？ 首 先 ， 千 万 别 说 这 是 汉 语 的 习 惯 。 其
次，不能就事论事。也就是说，不能就所提
问的那个具体实例来思考，而要善于启动自
己的天然‘语料库’，在头脑里思索、寻找相
关 的 语 言 事 实 ， 在 此 基 础 上 寻 求 所 要 的 答
案。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作为一名称职
的汉语教师，必须要有坚实深厚的汉语言文
字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同时还得具有较强的
研究能力。”马真说。

陆俭明和马真都表示，国际中文教师一定
要培养发现问题的能力，这可以从两方面着
手，一方面是注意从书本上去发现问题，另一
方面是从实际的语言生活或者说语言实践中，
特别是从汉语教学实践中去发现问题。马真
说：“这里所说的语言生活或者语言实践，既
包括人们正常的言语交际，也包括学生，特别
是外国汉语学习者在说话、写作中出现的偏误
现象。”

世界语言文字“两库一蓝本”发布世界语言文字“两库一蓝本”发布

中文课堂评价如何更有效
赵焕改

国际中文教师炼成记
本报记者 赵晓霞

上图：来自云南师范大学的许嘉杰参加国际中文
教育教学技能大赛。图为她在讲课过程中。

本报记者 赵晓霞摄

右图：日前，第二届全国“汉语＋”汉语国际教
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高峰论坛在浙江绍兴举办。
图为论坛现场。 曹舒棋摄

我的中国挂钟钟
费尔南多·西蒙

日前，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孔子
学院 （以下简称白大孔院） 以中国
写意画为主题的绘画课开课，授课
的不是中方老师，而是一名白俄罗
斯艺术爱好者，名叫马尔季涅夫斯
卡娅。

课上，马尔季涅夫斯卡娅向学
生们简要介绍了中国画的历史，然
后教大家画竹子。一堂课下来，学
生们已经可以在宣纸上简单临摹出
不同形态的墨竹。

马尔季涅夫斯卡娅从事绘画教
学是“半路出家”，大学毕业后她从
事 的 是 与 机 械 制 造 有 关 的 工 作 。
2012 年，在参加一场东方主题文化
活动时，她被现场演示的中国气
功、中医按摩、中国画和茶道等深
深吸引。在她眼中，中国艺术充满
了“和谐之美”。

马尔季涅夫斯卡娅说，中国写
意画蕴含独特的哲理，并与中国书
法、诗词等联系紧密。“对我来说，
中国写意画的风格最深刻、最富表
现力。”

迷上中国画后，马尔季涅夫斯
卡娅专门找老师学习，还通过网络

学习不断提高绘画技巧，功底日渐
深厚。马尔季涅夫斯卡娅后来在明
斯克开设了画室，专门教当地人画
中国写意画。

教学过程中，马尔季涅夫斯卡
娅也有苦恼，她经常因为不懂中文
而无法向学生解释画作中所题汉字
的意思。2020 年，她开始到白大孔
院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中文。中方老
师在课堂上介绍的中国茶文化和所
讲解的汉字、唐诗等，都成为马尔
季 涅 夫 斯 卡 娅 艺 术 创 作 的 素 材 。

“中国的语言和艺术紧密相联，中
文学得越多，我的中国画题材也就
越广泛。”

随着中白两国各领域合作不断
深入，到白大孔院学习中文的白俄
罗斯人越来越多。当白大孔院提出
开设中国画课程时，对传播中国画
兴趣浓厚的马尔季涅夫斯卡娅欣然
应允。

她对记者说：“现在白俄罗斯有
很多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等方面的
书籍，希望中国画课程能够吸引更
多人深入了解中国文化。”

（新华社记者 魏忠杰 李 佳）

白俄罗斯艺术爱好者

的中国画情缘

白俄罗斯艺术爱好者

的中国画情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