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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美国，学好中文是爸爸妈妈对我的要求，因为我
的根在中国！

在学习中文这些年中，我感受到了快乐，也对中华文化产
生了浓厚兴趣。在课堂上，我学习杜甫的《春夜喜雨》、杨万里
的《小池》、张籍的《秋思》以及柳宗元的《江雪》； 在中国传
统节日春节时，我说相声、跳红绸舞、打快板儿；在参加暑假
夏令营时，我学写毛笔字、画国画、捏面人。

我最喜欢的古诗之一是
张籍写的 《秋思》。“洛阳城
里 见 秋 风 ， 欲 作 家 书 意 万
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
临发又开封。”在这首诗中，
我感受到了作者对家乡亲人
的思念。每当读到这首诗，
我都会想到自己的故乡和远
在中国的亲人。期待早日见
到家乡的亲人。

（寄自美国）

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友谊源远流
长、跨越山海。近年来，随着中国
同太平洋岛国相互尊重、共同发展
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当
地的中文学习需求日益旺盛。值得
一提的是，2021 年，中国与瓦努阿
图签署 《关于合作开展瓦努阿图中
小学中文教育项目谅解备忘录》，标
志着中文教育正式纳入瓦努阿图国
民教育体系。

中文教育机构是太平洋岛国中
文教育的主力军。目前，斐济、萨
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均开设
了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自 2018 年
萨摩亚首所孔子学院成立后，我国
已派出 3批援助教师，到当地中小学
从事中文教学等活动。他们在当地
社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中文教学项
目 ， 比 如 特 殊 教 育 中 文 班 等 。 同
时，赴太平洋岛国的援助教师，在
当地积极开展中文+职业项目培训，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他们教给当地
民众菌草种植技术；在汤加，他们
教给当地民众农学理论。在上述过
程中，中文教育给当地民众提供了
包括语言学习在内的诸多便利，受
到了当地民众的好评。

华侨华人是太平洋岛国中文教
育的重要参与者。以斐济为例，斐
济华人社团建了逸仙学校，该校的
小 学 部 与 中 学 部 均 开 设 了 中 文 课
程。华侨华人让中文更好地融入了
社区、融入了当地民众生活，也推
动 了 太 平 洋 岛 国 中 文 教 育 的 本 土
化，为太平洋岛国人民与中国人民
之间的理解搭建了心灵沟通的语言
之桥。

报刊书籍是太平洋岛国中文教
育的隐形载体。以斐济为例，华文
报纸 《斐济日报》 是全国性报纸，
同 时 该 国 还 建 有 “ 斐 济 华 人 新 闻
网”等。此外，近年来，中国向萨
摩亚捐赠了大批中文经典书籍，援
建 了 斐 济 图 书 馆 中 国 图 书 阅 览 区
等。这些报刊书籍深受当地民众喜
爱，成为他们了解中国发展和中华文化的重要渠道，加深了太
平洋岛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

在线教育是太平洋岛国中文教育的新趋势。疫情期间，在
线中文教育乘势而上，互联网平台成为太平洋岛国民众学习中
文的重要渠道。根据太平洋岛国区域特点，中文教育有针对性
地开展中文学习、人员培训等多元化探索，从而满足了太平洋
岛国个性化、差异化、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增进了中国与太平
洋岛国的理解与交流。

中文教育的蓬勃发展，为太平洋岛国的农业、贸易、民
航、旅游等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助力。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
下，中文教育将成为助力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
重要路径。

（作者系山东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汉语国际教育系主任）

成为一名中文教师

成为一名中文教师，是陈丽萍年少时便定下的
目标。

从初中开始，陈丽萍就在校外从事一些和中文教
学相关的志愿服务，让她印象最深的是教老人们学中
文。“我很珍惜这个机会，一群六七十岁的爷爷、奶
奶愿意信任一个读初中的小姑娘，听我为他们讲中
文，让我很是感动。”每当看到老人们一笔一画练习
汉字，并像孩子一样向自己展示学习成果，陈丽萍都
难掩内心的喜悦之情，更坚定了在未来成为一名中文
教师的信心。

本科毕业后，陈丽萍开始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汉
语国际教育博士学位。由于疫情，博士阶段的课程目
前还是线上学习。

更让陈丽萍感到欣慰的是，多年梦想终于成真，
她被推荐进入泰国宋卡王子大学普吉孔子学院当一名
本土中文教师，教授中文写作以及基础中文课。陈丽

萍将中文形容成一门“有温度”的语言，“不管是在
中文学习还是在中文教学的过程中，我都常常感到温
暖喜悦”。

在“教”与“学”中成长

对陈丽萍来说，一边是线上学习，一边是线下教
学，二者互相促进，形成了良性循环。

作为一名“新手”教师，遇到挑战在所难免。在
讲到“把”字句时，陈丽萍犯了难。为了达到教学效
果，她观看了北京语言大学在线学习平台上的视频公
开课，决定在课堂上通过动作来辅助“把”字句的讲
解。“我提前准备了教学道具——一个苹果，在讲到

‘把’字句的处置义时，做‘我把苹果放到桌子上’
的动作，并将动作加以拆解，让学生理解‘把’对于
动词所支配的对象‘苹果’的处置义。”陈丽萍说。
通过这种教学方法，学生对“把”字句的困惑迎刃而
解，也学会了造句。

“在北京语言大学学到的中文教学方法以及学校
提供的教学资源帮了我的大忙。”陈丽萍告诉笔者，
每当遇到问题，她都会到北京语言大学的在线学习平
台以及自己的课堂笔记中“寻找答案”。

在语言教学之外，陈丽萍还给学生讲中文词汇背
后的故事。正如陈丽萍所说，“文化是语言的根脉，
只有将文化教学和语言教学相结合，才能把中文真正

教好”。
谈及未来，陈丽萍希望能在教课之余，参与一些

与中国文化相关的科研活动，丰富知识储备。“我会
在读博期间深入学习中国文化，并将所学化为课堂教
学的助力，为学生上好每一堂中文课。”

教学不止于课堂

课上，陈丽萍是一名“严师”。课下，她是学生
们的朋友。因为在她看来，身为教师，职责并不仅限
于课堂教学。

陈丽萍鼓励学生在课下多练多问，“学习一门语
言，最重要的就是要多提问，多交流”。无论学生的
问题是深还是浅，她都耐心解答。遇到自己拿不准的
问题，陈丽萍会查阅资料后答复学生。“我想让学生
明白，老师也有不会的问题。但只要愿意思考，对中
文保持好奇之心，就不难找到答案。”陈丽萍说。

学生们很喜欢陈丽萍，会带做好的小甜点和她分
享美味；在比赛和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会第一时间和
她分享喜悦；在生活中面临一些抉择时，也会和她分
享困惑。

“越来越多的泰国学生开始学习中文，也因这门
语言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我希望中文学习能
成为泰国学生看世界的一扇窗，同时成为架起中泰友
好的一座桥。”陈丽萍说。

◆整理规范伴随着汉字的
演变发展

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副主任孟
德宏表示，梳理汉字历史可以发现，整理
和规范汉字是客观需要，也一直伴随着汉
字的发展演变。

相关专家表示，由于汉字是表意体系
的文字，无论是早期以象形为主的阶段，
还是后来进入复杂的表意文字阶段，其形
体都具有很强的多变性。汉字的一字多形
现象，扰乱了字与词之间的对应关系，影
响了汉字记录汉语的有效性，也增加了人
们学习和使用汉字的负担，因而必须加以
整理和规范。

数字化背景下，汉字字体更加多元，
一些所谓的“艺术字体”，粗俗、草率地
对汉字进行夸张变形，不仅影响了规范汉
字书写意识，还背离了汉字的文化内涵和
审美趣味，对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造成了负面影响。

今年 1月，在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召开

的规范使用汉字工作座谈会上，与会人员
一致认为，加强汉字使用的规范化、标准
化、信息化势在必行。

中国文字博物馆学术委员、北京第二
外国语学院教授常耀华表示，虽然信息化
时代给汉字书写带来冲击，汉字的生态环
境也在改变，但文字是“前人所以垂后，
后人所以识古”的载体和媒介，必须得
到应有的尊重，维护汉字规范书写便是维
护文化根脉。

◆规范使用汉字需全社会
共同努力

汉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
体，无论从法律层面还是具体操作层面，
推行规范汉字都是共识。

2000 年 10 月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首次使“规范汉
字”成为一个法律概念。该法明确规定

“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
2013 年，《通用规范汉字表》 颁布，

使“规范汉字”这一法律概念落到实处，
明确告知表内列举的8105个汉字就是国家
规定的通用规范汉字。

今年 2月，中国出版协会、中国报业
协会等11家协会联合发布《关于规范使用
汉字的倡议》。《倡议》指出，汉字是传承
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文化的根，
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标识。
规范使用汉字、表现汉字之美，需要全社
会共同努力。

◆汉字书写需兼顾规范性
和审美性

规范汉字使用并不等于拒绝个性化的
汉字书写，但汉字书写需兼顾规范性和审
美性。

孟德宏认为，新闻出版、影视媒体、
展览广告等公共领域，应使用规范汉字。
但汉字书写带有个性色彩，在非公共应用
领域，在规范性的前提下，应对个性书写
予以尊重。

说到个性书写，常被提及的是汉字书
写艺术对字形产生的影响。就此，常耀华
表示，日常用字和艺术创作不同。书法创
作允许“繁则减除”“疏当补续”，书家追
求的是创造出“有意味的形式”，而不仅
仅是为了交际。“但这是变例，不是常
例。即使为变例，也是约定俗成，书家创
作并不会一时性起、随兴所遣、任意涂
抹。”常耀华说。

值得关注的是，进入信息化、网络化
时代，计算机汉字字体广泛应用于出版、
影视、网络等面向公众的领域，较好地满
足了单位和个人多样化、个性化的用字需
求，但也存在字体运用场合不当、书写不
规范等问题，有的字体甚至忽视了文字的
书写规范、书写技法和文化内涵、审美特
征。就此，相关专家呼吁，对字库设计者
和相关企业来说，需要强化把关意识，提
升审美水平。

◆从规范书写中感悟中华
文化

在国际中文教学中，汉字规范书写尤
为重要。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汉语教师彭莺有多年国际中文教学经
验。在她看来，教授外国学生中文离不
开汉字教学，汉字教学的首要前提是规
范书写。“首先，在我教授的不少外国学
生中，他们之所以对中文感兴趣，正是
基于对汉字的好奇和热爱。因此，教授
外国学生规范书写是展示汉字之美的首
要途径。只有做到规范书写，学生才能
体会到汉字的结构之美、布局之美、笔
画之美。其次，汉字是中华民族文化和
智慧的结晶，只有掌握规范书写，外国
学生才能理解汉字承载的文化信息。”彭
莺说。

“横平竖直皆风骨，撇捺飞扬是血
脉。”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汉字作为
形、音、义三位一体的文字符号系统，具
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广泛的影响力。如何
让外国学生从规范书写中感受汉字所承载
的中华文化，是国际中文教师面临的挑战
之一。

彭莺从具体教学层面出发建议，在科
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让外国学生实现汉
字的规范书写除了老师展示外，还可在教
学过程中运用汉字书写软件，以便向学生
立体展示汉字的字形、笔画和笔顺，让学
生更直观地了解汉字的结构、书写规则
等，进而了解汉字的文化积淀，感受中国
人的思维与观念。

本报电（记者赵晓霞） 日前，北京语言大学面向全球正式
发布“国际中文智慧教育工程”核心成果“国际中文智慧教学
平台 1.0 版”。据介绍，通过该平台，可以精准构建学习者画
像，智能定制个性化的学习方案和教学资源。

“国际中文智慧教育工程”由北京语言大学于 2021 年 11 月
正式实施，旨在通过全面改革提升传统国际中文教育模式，集
成研发人工智能等先进信息技术，构建面向全球的国际中文智
慧教育体系，为全世界中文学习者和教师提供不受时空限制的
全周期、全流程、智能化的语言教育平台、产品和服务。

“国际中文智慧教学平台”将互动性提升和 AI 赋能作为重
要着力点，以融课件为承载教学行为的主要载体，融入教学过
程环节，打破时间、空间对国际中文教学的限制，在最大程度解
放教师的基础上，最终实现泛在学习和因材施教。目前北京语
言大学已经基于智慧教学平台开展了两个学期的实验课，覆盖
了来自 55 个国家的高、中、低各学段的国际学生。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任马箭飞表示，语合中心
将同北京语言大学、其他院校、社会各界，按照应用为王、示
范引领等工作要求，建立健全国际中文在线教育标准，持续大
力支持国际中文教育智慧教室教学建设，实现国际中文在线教
学的资源共享。

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刘利表示，需要综合语言学、教育学、
认知科学、信息科学等不同领域的相关理论，深入开展跨学科
的交叉研究，为中文智慧教育奠定理论基础。

泰国本土中文教师陈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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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文智慧教学平台发布

“从学习中文到教授中文，我与中文已结缘16年。1 6年来，中文已经成为我生
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希望把学习中文的快乐传递给更多人。”来自泰国的陈丽
萍，从7岁起在华校学习中文，今年23岁的她已经是泰国宋卡王子大学普吉孔子学院
的一名本土中文教师，同时还是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一名博士生。

2022年2月，陈丽萍在东盟普吉泰华学校汉语水
平考试分考场监考。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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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产古装
剧 《梦 华 录 》 热
播。其片头与海报
上的“录”字上部
因多了一横引发热
议，焦点在于该写
法 是 否 是 错 别 字 。
相关讨论也引发了
大家对汉字规范书
写的关注。

◀4月8日，肯尼亚国家图
书馆举办中国文化体验活动。
图为人们在练习写汉字。

新华社记者 龙 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