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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相：百里异习

瑞典华侨禾兜是乌普萨拉大学的科研
人员，她在接受采访时介绍道：“瑞典的课
外班以培养文体兴趣为主，文化课程类较
少，很多华人小孩都会参加各种课外班。”
禾兜的大儿子今年 7 岁，在瑞典长大。她
分享道：“大儿子参加过花滑班、游泳班、
中文班、钢琴班、网球班和绘画班，占用
了很多课外时间。最贵的是钢琴班，平均
每小时花费200元人民币。”

法国华侨吴雪婷育有一儿一女。据她
了解，当地华人少儿参加课外班的现象很
普遍。她的女儿从 4 岁起陆续上了舞蹈
课、攀岩课、中文课和绘画课。平均每门
课的年费用在350至400欧元之间，对于多
子女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美国华侨高小松说：“我身边很多孩子
从小开始学习语言、乐器、运动，父母在
督促孩子上也花了很多精力。一个典型例
子是 《虎妈战歌》 中的蔡美儿，他们旅行
时，一定要找有钢琴的酒店下榻，以保证
女儿每天练习。”

加拿大籍华人蒋加昌就读于中国人民
大学。他没有参加过文化课程类的补习，
但学过打冰球。“有些大学的校冰球队根据
打球成绩分为一队、二队，小时候在课外
参加的冰球训练就会起作用。”他说，“华
人参加的课外班比本地人略多，因为华人
很注重教育对于未来发展的重要性。”

日籍华人寺垣冴美是蒋加昌的同学，
她说自己参加的课外班比较少，仅学过舞
蹈，补过数学。“我的母亲很尊重我的意

愿，不希望我因为补课而过度劳累，让我
在激烈的竞争中稍微松了口气。”她说。

曾在意大利马切拉塔大学孔子学院任
教的祁雪丹表示，当地华人家长的教育焦
虑情况较轻。受当地氛围影响，他们并未
在课外班方面给孩子太多压力。她说：“也
有孩子来参加孔子学院的儿童汉语课，但
是比较少见。”

有所得：旦种暮成

无论身处何方，一旦为人父母，都会
对教育问题小心谨慎。

禾兜很重视对孩子的文体教育。花滑
班、游泳班和中文班是她主动给大儿子报
的班，前两者是出于强身健体的目的，中
文班则是希望大儿子的中文水平能赶上国
内的进度。

“孩子也有想放弃的时候，面对这种情
况，我会给他鼓励。比如游泳课表现好，
就奖励一个冰淇淋。”禾兜说，“当新鲜感
被日复一日的练习消磨时，我会按时督促
他，到目前为止还算顺利。”

吴雪婷的女儿今年提出不上中文课的
请求，因为挑战性较大。“我答应了。我希
望再次开始学习中文是她主动要求，而不
是源于我的推动。青春期的孩子要求独
立，那就让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成长中
慢慢体会选择的对错。”她说。

关于课外班是否真正有价值，高小松
回忆道：“儿时学的一些东西持续影响着我
的生活，比如那时背过的几百首古诗。我
现在看到月亮还会想到‘春江潮水连海
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加拿大籍华人张佳恩表示：“课外班是
对未来的投资，不一定能获得很多回报，
但是行为本身还是很有价值的。”蒋加昌补
充道：“‘鸡娃’在某种意义上也有好的一
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除阶级固化，让
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上一个好大学。”

适度的压力可以激发孩子的挑战欲，
获得成就感，但过多的压力就会适得其
反。寺垣冴美说：“过多的补习会损害健
康。现在有些青少年的体质其实在下降，
其中就有学业繁重导致没有时间锻炼身
体，或者熬夜学习把身体拖坏的原因。”

瑞典人魏明瑞来中国5年了，他第一次
知道补习班时，感到非常惊讶：“这些补习
班可能对于考试有用，但是在生活中不一定
有用。我觉得就算我没参加补习班，我和身
边的同龄人也没有什么智力上的差别。”

何处去：静待花开

“鸡娃”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反映了当
下的经济文化环境。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张伟副教授表
示：“‘鸡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
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仍是不完全不平衡不充
分的。家长们会不自觉地诉诸并放大校外
教育的代偿作用。在从众心理和剧场效应的
加持下，多数家长认为，宁可多打‘鸡血’，
也比以后孩子‘技’不如人再来懊悔强。”

5 月 26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
会法室主任郭林茂介绍，完善未成年人保
护法修订草案时，在监护人的职责中，明
确规定“保障未成年人休息、娱乐和体育
锻炼的时间”。

“过度报班挤占了孩子们本就有限的自
我成长时间，若长期过度地用校外机构学
习替代必要的休息与玩耍，不仅无益于孩
子们的健康成长，也会过早消耗他们的求
知欲。”张伟回应。

她建议家长们无需过度依赖课外班。
“培养孩子的学习自主性和爱思考的品质才
是根本途径。”张伟回忆道，“我们读书时
没有校外机构。我是靠主动学习摸索出的
方法。虽然时代在变，但是，好的学习能
力是不容易发生质的变化的。”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翟小宁教授指
出：“适当学习技能是必要的，但是教育更
要注重健全人格的培养。家长要关注孩子
的健康成长与身心和谐。父母的教导、陪
伴和关爱比课外班更重要。”

“春天打羽毛球，夏天游泳，秋天打乒
乓球，冬天跑步，能有机会实践自己的兴
趣。”这是张佳恩畅想的课外生活画面。

“有艺术细胞就当艺术家，有运动细胞
就去打球。”可以做适合自己的事情是蒋加
昌向往的样子。

寺垣冴美期盼：“学习只是因为我想学
习，不用考虑它是否对我的未来有用，我
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可见，快乐与学习从来不是一个非此即
彼的选择。禾兜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天，
儿子放学回家，他兴高采烈地画出了太阳
系的行星，还有我都不知道的小行星带。那
一刻，我释然了。我能为他的好奇心提供支
持，能在他想放弃的时候鼓励他坚持，能
在他取得成绩时赞扬他，这就足够了。”

少年的肩上是风，风上是闪烁的星
群。让孩子自由探索，发挥想象力和创造
力，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

“现在我们有4万多册图书，其中1/4是以华侨为主题
的书籍资料。”江苏南通赤子情华侨图书馆的创始人镇翔
骄傲地介绍。

作为国内首家以华侨为主题的公共图书馆，赤子情华
侨图书馆已经走过了两个春秋，在收藏华侨历史的同时也
成为侨胞们的精神家园。

赤子力量共建馆

华侨图书馆的建立源于一次偶然。2018年，刚从江苏
省侨联退休的镇翔在收拾办公室时遇到了难题：近 30 年
的侨务工作中，他积累了大量的涉侨书籍。

“这些书扔掉太可惜，但又没有合适的地方放。”他回
忆说，“我想，我退休了有书，那其他从侨联退休的老同
志也有书呀。”

这条思路让镇翔有了个新主意，不如将这些书收集起
来，建立一个以华侨为主题的公共图书馆，这样就能为日
后的侨务工作提供更多的宝贵资料了。而在当时，国内还
几乎没有专门收藏涉侨资料的公共图书馆。

说干就干，镇翔把自己几十年来收藏的涉侨书籍全部
拉到了南通。“光凭我们几个退休老同志的书也不够。”他
说，“我就向认识的侨胞朋友们广泛征集图书和图书馆的
筹备资金。”

很快，他的倡议受到了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来自
50多个国家的华侨参与到图书馆的建设中来。原定的100
个书柜，不到几天就被侨胞们认捐一空。

经过 8 个月的筹备，华侨图书馆从一位退休侨联工
作者的个人想法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公共服务项目。

2019 年 4 月 29 日，赤子情华侨图书馆在南通正式开
馆，从全球多地收集的近 4 万册图书资料在这里汇集，
成为侨胞们赤子情的凝聚。

侨胞之心永扎根

每项捐赠的背后都有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2018 年
国庆期间，图书馆志愿者协会会长王翔正忙着在俄罗斯
莫斯科收集图书资料，为来年的开馆做初期筹备。

哪知天公不作美，当地飘起了漫天的鹅毛大雪。本以
为那天的征集工作可能难以进行，但让王翔没有想到的

是，一位 80 多岁的老华侨竟冒着大雪背了几十本书专程
来找他捐书。

王翔直到现在还记得，看到一路冒雪赶来的老侨胞，
自己的眼泪一下子就盈满了眼眶。那天屋外漫天飞雪，屋
内两个人却情不自禁地高唱起国歌。

侨界的爱心促成了图书馆的建成，图书馆也让侨胞们
的心在这里扎根。走进图书馆可以发现，馆中的每一个书
柜乃至每一册图书上都标有捐赠人的姓名。这是侨胞们爱
心的见证，也是侨胞们留在这里的精神牵挂。

前不久，有位莫斯科华侨到图书馆参观，看到自己
两年前捐赠的图书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书柜中供读者阅
览。自己的礼物能够发挥作用，回馈祖国，这让他倍感
兴奋与欣慰。

很多海外侨胞来到南通时，都想亲眼看一看自己捐赠
的图书和配套设施。通过这种形式，侨胞成为了华侨图书
馆的建设者，图书馆也成为了海外侨胞的精神家园。

华侨故事长流传

“现在图书馆才建两年，可能还看不出多大的作用。
但我想，如果坚持下去，征集更多的海内外涉侨资料，十
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个图书馆的意义会更大。”镇翔说。

除图书外，华侨图书馆还收集整理历史上与华侨有关
的期刊、报纸、照片、书信以及其他一切反映华侨工作生
活的见证物。

用镇翔的话来说，“我们在收藏华侨的历史”。
图书馆的展柜中有一条特殊的被子。它由多条五颜六

色的小布块整齐地缝制在一起，这叫作百纳被。
据镇翔介绍，几十年前，身在海外的华侨把年幼的孩

子送回国时，就会缝制一条这样的被子。父母向身边的
100位亲朋好友要 100块布料，把它们缝在一起，让归国
的孩子带在身边。馆中的这条百纳被已经有 60 多年的历
史。小小百纳被记录着华侨曾经的故事，讲述着华侨对祖
国的热爱。

如今，华侨图书馆已经成为当地重要的华侨文化交流
基地。谈到未来打算，镇翔充满信心地说：“今年，我们
新建了华侨艺术馆，以后还要增加博物馆，以三馆合一的
方式完善华侨文化设施建设，更好地传承华侨的爱国爱乡
之情。”

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升级

加拿大联邦政府、安大略省政府 5 月 26 日宣
布，将出资数百万加元，以实现大多伦多中华文
化中心的设施改善、升级。

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将增加现有服务空
间，并扩大可使用的室内外活动区域。该中心还
将扩宽露天庭院，改造成新的室内外多功能空
间，改善升级前厅的视听、音响和照明系统，将
现有的图书馆空间改造成多功能资源中心，并对
拥有 626 个座位的剧院和多功能大厅进行视听和
灯光系统升级。

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于 1998年启用，是由
当地华人运营的非营利机构，也是当地以弘扬中
华传统文化、促进多元文化交流等为宗旨的重要
社区机构之一。

大芝加哥地区举办亚裔月庆典

据《芝加哥华语论坛》报道，5月以来，美国
大芝加哥地区庆祝“亚裔传统月”的热潮方兴未
艾。当地时间 5 月 23 日，来自各个亚裔社团的代
表和各级政要，欢聚在芝加哥西郊的奥罗拉市太
古广场，载歌载舞，舞龙舞狮，继续热烈欢庆全
美亚裔的节日。

庆典上，来宾们盛赞华裔和其他亚裔对于美
国社会和当地社区的积极贡献，他们表示，将全
力支持亚裔在美国的发展，在各个领域发挥更大
的作用。

驻阿使馆携华助发放防疫物资

据阿根廷华人网报道，因近期阿根廷暴发第
二波疫情，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都累创
新高，近期旅阿华人感染人数也迅速增加。

在此危机时刻，驻阿根廷使馆联合华助中
心、义工团队连续两天在华人聚集区福旺超市门
口和中国城为新冠肺炎轻症患者发放连花清瘟胶
囊，受到侨胞纷纷点赞感谢。

据阿根廷华助中心主任严祥兴介绍，这批连
花清瘟胶囊是中华海外联谊会和福建省人民政府
侨务办公室通过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捐赠给旅阿
侨胞的，用以支持同胞抗疫防疫工作。

马华人公会成立义务消毒团队

据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报道，马来西亚彭亨
州新冠肺炎疫情升温，5月24日，马来西亚华人公
会彭亨志工团正式成立以罗婉仪为首的志工团志愿
消毒团队委员会，并开始义务为校园及公众场所展
开消毒工作，保障民众的安全与健康。

罗婉仪说，马华志工团于今年 1 月展开的
防疫活动，目前进入第二阶段，将通过一系列

“保护自己，保护全民”为主题的活动，推广社
区关爱服务，包括疫苗接种登记、健康检验、
防疫用品义卖、义跑，接下来将推介“校园防
疫醒觉运动”。

她指出，马华志工团将为志工提供简单培
训，包括如何正确使用消毒设备和药水，确保志
工掌握正确消毒方式，保护好自己和他人。

（均据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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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侨心向党 献礼建党100周年”温
州大学华文教育二十年办学成果展在温州大学图书
馆隆重开幕。本次展览由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温
州大学等单位主办。

作为国务院侨办首批全国华文教育基地，温州
大学华文教育20年是全国华文教育发展的缩影。本
次展览共设寻根之旅、教师培训、云端华教、学科
发展四大板块，通过图片展和实物展相结合的方
式，系统回顾了该校华文教育20余年的办学成果，
展望华文教育的交流合作与未来发展。

展览共展出了 400 余幅照片、200 多件实物、
展览面积达500余平方米 （左图）。240余位专家学
者、华校校长、学生家长、华教学员通过多种形式
参观了展览（上图）。100块精心制作的展板，也是
温大师生为建党100周年献上的特别礼物。

本报记者 孙少锋摄

有舍有得 静待花开

华侨华人这样育娃
杨 宁 李旖妃

“分数排名圆周率，
奥数翰林金牌班”，演员
蒋欣在热播剧 《小舍
得》中扮演了一位拼命
给孩子报辅导班的母
亲，成为了中国大城市
里众多家长的缩影。

在全球化时代，海
外华侨华人的孩子既要
和当地学生竞争，又要
和国内同龄人比较。家
长也受到当地文化的浸
染，育娃方法各有特色。

“我们在收藏华侨的历史”
睿 加 陈 晨

“特别礼物”

侨 界 关 注

华 人 社 区

侨 乡 新 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