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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吉 莉） 第
21 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
赛和第 15 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
中文比赛卢旺达赛区日前以在线形式
举行闭幕式。

本次比赛由中国驻卢旺达大使馆
主办、卢旺达大学孔子学院承办，分
为笔试、中文演讲和中华才艺展示3
部分。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卢旺达大
学孔子学院的伊拉科·萨宾获得大学
生组冠军，她将代表卢旺达大学生参
加“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总
决赛。来自基加利职业技术中学的古

米里扎·基尼获得中学生组比赛第一
名。

中国驻卢旺达大使馆参赞邢玉春
致辞说，中文是了解中国的金钥匙，
也是联系两国人民的重要纽带。希望

“汉语桥”的每一位参与者都能发现
中文之美，成为促进中卢两国人民交
流与合作的友好使者。

卢旺达大学教育学院代理院长弗
洛里安·恩桑甘维马纳说，“汉语桥”
比赛应该成为学生通往更广阔天地的
桥梁，获奖学生积攒的经验和技能将
为他们带来更多机会。

位列六经的《春秋》，北宋政治
家王安石看不上，斥之为“断烂朝
报”——残缺不全的文件。拗相公为
何如此轻视此书？让我们从头说起。

“春秋”本来是先秦时期各国国
史的通名。《墨子》里提到过“周之

《春秋》 ”“燕之 《春秋》 ”“宋之
《春秋》”“齐之《春秋》”，就是指
周朝、燕国、宋国、齐国都有自己的
史书，都叫春秋。

为什么史书喜欢叫春秋？大概从
西周开始，有太史专门负责记载国家
大事，而古人又比较重视春季和秋
季，就把国史叫做“春秋”。

同 样 ， 鲁 国 史 书 也 叫 做 《春
秋》。现存《春秋》，从鲁隐公记述到
鲁哀公，共12位君主，240多年。该
书可贵之处在于，先秦之前，除了鲁
国《春秋》还比较完整地存在外，其
他国史都没了。西晋时期发现的晋
国、魏国史书——被称为“竹书纪
年”的，今天也只存在一个拼凑起来
的版本。

为啥只有鲁国《春秋》流传下来？
一要拜秦始皇焚书坑儒所赐，把其他
国家的史书给烧了，二要感谢孔子。

以前人认为孔子要么是《春秋》
的作者，要么修改过《春秋》，还说
孔子在《春秋》的字里行间埋伏有微
言大义，可谓一字寓褒贬，都是没有
根据的臆断之辞。

比如《春秋·僖公十六年》有一
句话说“陨石于宋五”，意思是某天
宋国有陨星，落下5块石头。后人就
开始放飞思绪、妄加解读了。比如董
仲舒认为，这就是孔子说的“君子对
于自己的言行，从不马马虎虎对待”
的意思，完全是借解经抒发己意。

其实，看《竹书纪年》的记载，
也说“陨石于宋五”。可见这只是宋
国记录下了某一天的天象，通报给其
他国家，各国史官记了下来，何来孔
子寓有深意？

《春秋》 一书，孔子可能整理
过，但更有可能只是孔子教学生使用
的教材，开的是“近现代史”课。后
来孔子被抬上圣坛，他看重的 《春
秋》也成为国家学术，西汉时期立了
学官。

问题是，《春秋》 全书 1.6 万多
字，记载240多年历史，平均一年才
60 来个字，怎么可能详细？只能是
粗线条的笔墨，大概勾勒一下。

比如《春秋·宣公二年》有这么
一句：“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
夷皋。”翻译过来就是：9 月 26 日，
晋国的赵盾杀了国君夷皋。这话说得
很明白不是吗？其实，杀夷皋的不是
赵盾，而是赵穿。赵盾可能是幕后指
使者。其中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还有，其他年份有这样的记载：
“曹杀其大夫”“宋杀其大夫”。杀人
者是君还是臣？被杀者又是谁？为什
么被杀？怎么被杀的？就这几个字，

又没有其他史料可资印证，谁都得看
得一头雾水。如此残缺不全，难怪王
安石才会那样吐槽。

针对这个问题，很多人给 《春
秋》进行了解读，其中最好的一本是

《春秋左氏传》，即《左传》。
《左传》成于战国时期，对《春

秋》里语焉不详的记述进行了详实的
补充，并增加了一些新内容，从而让
这段历史更加丰满。上面提到的赵盾
杀君的事儿，也是《左传》给讲清楚
的。《左传》小20万字，绝大部分是
叙述史实，行文简练含蓄，流畅活
泼；描写人物，千姿百态，如闻其
声，如见其人，既是较为可信的史
料，又可作为文学作品欣赏。

作者，一般认为是左丘明，经学
者考证，已经证明是不可能的。

《左传》和《春秋》的关系，除了繁
简的不同，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
言“莫简于《春秋》，莫详于《左传》”之
外，东汉学者桓谭说得好：“二者好像
衣服的表里，相辅相成。如果只有《春
秋》没有《左传》，就算圣人闭门思考十
年，也不能明白。”

桓谭没有夸张。
《古文观止》第一篇收录的文章

就是来自《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
鄢”。《春秋》里就一句话：“夏，五
月，郑伯克段于鄢。”这不是正文，
简直就是一个标题啊。只有通过《左
传》的解说才知道，这是郑国国君和
弟弟共叔段争位的事。没有《左传》
几百字的叙述，圣人就算想上 30
年，也明白不了。

这么好的一本史书，在很长一段
时间，不被主流学界重视。没想到最
懂它的不是文人，而是一位武将。西
晋时期镇南大将军杜预，非常喜欢

《左传》。同朝官员中，有人爱马成
癖，有人爱钱成癖。一天，晋武帝问
杜预：“爱卿，你有什么癖好？”他回
答说：“臣有《左传》癖。”

十三经注疏里选用的 《左传》
注，就是杜预写的《春秋左氏经传集
解》。之前《春秋》和《左传》各自
单行，是杜预把二者合在一起再加以
注释。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评价公允：“杜预的书用心周密，后
人无以复加，体例也很得体。《春
秋》以《左传》为根本，《左传》以
杜预的注解为门径。”所以，怎么读

《春秋》，说得很清楚了不是吗？

本报电 为支持中拉农业交流合
作，培养熟悉中文、精通农业的拉美
国家青年人才，日前，全球首批中
墨、中巴“中文+农业科教发展中
心”项目签约仪式在线举行。

中国驻墨西哥大使祝青桥指出，
“中文＋农业科教发展中心”项目落
户墨西哥是对中墨建交 50 周年的献
礼，将为提升中墨人文交流与农业合
作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驻巴西大使馆文化公参舒建
平认为，该中心的设立既能促进中巴

在农业科技领域的深入合作，又能填
补巴西中部地区中文教学的空白，势
必成为中巴合作的新亮点。

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任马箭
飞指出，语合中心支持设立该项目顺
应拉美国家实际需求，将为多国中文
学员提供职业发展机会。下一步，语
合中心将继续发挥中文教育专业机构
优势，切实加强与拉美各界的对话交
流，推进中拉高水平语言人才联合培
养和语言文化双向交流，共同筑牢中
拉友好的基础。 （于 荷）

线上中文学习并非是新鲜事物，但在新
冠肺炎疫情之前，社会机构的远程中文教
育，特别是少儿中文市场较为火爆。在高
校，除个别短期项目，中文教学一般不会
采用线上方式，因为纯粹的线上方式与实
际的现场体验和沉浸式学习有较多不同。
以笔者所在的山东大学威海校区为例，开
设线上中文学习主要还是疫情倒逼教学方
式做出调整。

疫情不仅倒逼了授课方式的革新，而且
推动了线上教学信息技术的发展。关于在线
中文教育的利弊，目前教学界和学术界多有

讨论、研究。笔者认为，随着更高速网络的
普及，线上教学所能提供的多模态授课方
式、海量资源和课堂回放等优势能够得到进
一步优化，不少高校还开设了语言文化云体
验，比常态下开课频次和受众更多。但是其
不足也十分明显，无论线上形式多么不受空
间限制，其互动有效性、语言技能操练、学
习者自我监控、成绩测试真实性、中国社会
体验等都无法与现场目的语环境相媲美。值
得注意的是，一些地区的网络通畅度难以保
障以及因各国时差不同导致的授课时间安排
也较困难，甚至可能出现师生之间、生生之

间的矛盾，也是线上教学的不足之处。
如必须采用线上教学方式，可尝试采取

多种方式提升教学效率：比如，上课期间师
生可全程开启摄像头，一方面便于课堂管
理，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身体副语言捕捉双
方反馈信息，调整上课内容和节奏；提高互
动有效性，学习者的有效互动记入平时成
绩，加大平时成绩比重；利用虚拟现实技
术，增强中国语言文化、日常生活等的体验
真实性等。

在笔者看来，未来，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将成为新趋势。

线上教学成为有力补充

为满足受疫情影响的全球中文
学习者的在线教学需求，中外语言
交流合作中心于 2020 年 3 月推出

“中文联盟”云服务教学平台，面
向全球免费开放在线中文教学资
源。数据显示，目前“中文联盟”
累计开设 1.6 万多节网络课程，注
册用户680万人，访问量达1503万
人次，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地区）。
同时，支持和资助中外教育机构开
设3000多个线上学习项目。

面向国际中文学习者、教育者
的全球中文学习平台由科大讯飞
开发，截至目前，已覆盖了全球
182 个国家，服务国内外用户 621
万。平台利用语音合成、口语评
测、机器翻译等人工智能技术，
为学生提供了个性化课程和针对
性练习。在过去一年，海外使用
者在全球中文学习平台进行自主
学习达379695次。

创办10年的哈兔中文，到目前
为止，在线注册学生超过11万人，
学院自主研发的在线教学系统在全
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推广。

此外，国内高校也为身在海外
的国际学生开设了线上中文课。以
山东大学为例，疫情期间，山东大
学本部及威海校区的海外学生均以
线上形式学习中文课程。在保证中
文教学活动有条不紊开展的同时，
学院加强数字教学资源研发，为学
生提供内容充实、形式多样的线上
学习资源，为其营造线上自主学习
环境。

线上也能感受文化之美

对母语非中文的中文学习者来
说，学习中文并不仅仅局限于语
言 ， 还 希 望 了 解 、 学 习 中 国 文
化。就此，不少机构和学校等开
设了线上中国文化课，旨在让海
外学生能够跨越地理距离感知中
国语言文化之美，了解全面、立
体、真实的中国。

为帮助学生了解中国，山东大
学国际教育学院策划了系列文化类
课 程 ， 并 设 立 了 “ 中 文 学 习 之
家”主题网站。在课程内容上，根
据海外中文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和学
习条件，形成了多模块的课程矩
阵。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面向
海外青少年的中国语言文化一体化
课程模块，涉及当代中国家庭与社
区、科技与中国当代生活等多个主
题；面向来华留学医学类预科生的
强化中文+专业先导课程模块，全
面提升预科生中文听说读写技能，
有效衔接其专业学习；面向海外中
国语言文化爱好者的“百微中国，
文化山东”实境直播体验课程模

块，挖掘齐鲁自然与人文资源，形
成“云游齐鲁”和“山东手造”等
系列课程；面向专业学习者的“中
文+”特色课程，邀请山东大学多
个专业的专家学者加入教学团队，
引导学习者在中文学习过程中从不
同专业视角了解中国和理解中国。

来自青岛大学的盖翠杰是全球
中文学习平台的一名老师。“我们
的课程在语言课之外，也安排了中
国文化课等，并通过线上VR教学
或者小游戏的方式让学生进行沉浸
式的中文学习。比如，在春分时，
组织学生一起立蛋，让学生在家尝
试能不能让蛋‘站’起来，并在鸡
蛋上画上自己喜欢的图案。通过这
种小型的文化活动让学生感觉到，
离中文老师并没有那么远。”盖翠
杰说。

既提供方便也有挑战

同线下教学相比，线上国际中
教学有优势，比如跨越时空距离，
课程呈现方式多样化等，但也面临
挑战。

“与线下教学相比，在线中文
教学为师生节约了不少时间。”在
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负责语
言类课程的宋琦老师在每节课后
都会通过听写的方式来检查学生
的学习情况。“在线下课堂进行听
写练习时，我通常让学生把汉字
写到纸上，但每次都要耗费较长
时间，这对于我和学生而言，确
实耗时耗力。但在线上课堂，我
会 让 学 生 用 打 字 的 方 式 完 成 听
写 。 这 样 一 来 ， 不 仅 节 省 了 时
间，还会减轻学生的压力，同时
消减了海外中文学习者对汉字的
畏难情绪。”宋琦说。

来自青岛大学的马达加斯加留
学生韩德丽遇到的挑战来自时差。
为了听学校的中文直播课，她需要
在凌晨上线。“这对我来说，确实
是挑战。”

在盖翠杰看来，线上中文教学

确实更加灵活，但对教师的教学水
平和学生学习的内驱力都提出了更
高要求。“另外，值得关注的是，
线上课堂中，学生间的互动有限，
因此，在课上尽可能创造好的语言
交流环境就变得格外重要，这对老
师来说，也是一大考验。在未来，
希望探索更加有利于教师教学、学
生学习的网络教学模式，让在线中
文教育惠及更多中文学子。”

线上中文教学的未来之路

随着线下教学的逐步恢复，线
上国际中文教学会朝着什么样的趋
势发展？

就此，哈兔中文总经理王小燕
告诉笔者，在哈兔中文的注册学员
中，有希望了解祖（籍）国文化的
华裔学员，有对中国充满好奇的
外国青少年，还有因工作需要对
中 文 能 力 有 要 求 的 学 习 者 。 为
此，哈兔中文开设了中文基础、
文化兴趣、技能训练等多样化课
程，以满足不同学员的个性化需
要。“从这个角度看，互联网科技
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在线
教 学 模 式 弥 补 了 线 下 教 学 的 不
足，未来仍扮演重要角色。”

来自澳大利亚的左左在哈兔中
文学习两年中文，如今还是选择继
续线上学习中文。“孩子已经适应
了线上教学模式，如果换成线下授
课再不适应，会影响孩子的学习兴
趣，那无疑是一大损失。”左左的
母亲说。

全球中文学习平台国际中文产
品总监告诉笔者，线上中文教学在
未来的发展走向是更加具有针对性
和个性化。“我们希望配套开发更
多个性化学习内容，做到因材施
教，激发用户自主学习。”

胡阳同时表示，因通常情况
下，不同国家所用的中文教材不
同，对开发课程来说也是一大挑
战，“希望将来的教材配套能进一
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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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将成新趋势
尹海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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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近两年来，线上国际中文教
学发展迅速。如何使其扬长
避短，成为中文教学的有力
补充？线上中文教学未来
的发展趋势会是怎样？一
线中文教师、相关线上中
文教学平台、母语非中文
的中文学习者通过实践不
断探寻答案。

图为山东大学“中文学习之家”微课录制现场。 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供图图为山东大学“中文学习之家”微课录制现场。 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供图

青岛大学通过全球中文学习平台开展线上课。 科大讯飞供图青岛大学通过全球中文学习平台开展线上课。 科大讯飞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