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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日前，《快乐汉语》（亚美尼亚语
版） 第一册学生用书由当地出版社正式出版。
在此前，该教材已被亚美尼亚教育科学部批准
作为中小学指定中文教材。下月初，该教材将
走进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市135公立中学等多所
开设中文课程的校园中。

据介绍，该教材由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指导，是首套亚美尼亚语版中文教材。布留索
夫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韩明杰表示，《快
乐汉语》 亚美尼亚语版本土教材的出版，标志
着亚美尼亚中文教育将进入更高阶段、迈入更
高水平。

据介绍，2015 年，亚美尼亚教育科学部分
别签发了《<亚美尼亚初级中文教学大纲>批准
令》 和 《亚美尼亚中小学中文教学许可证书》，
标志着中文课正式纳入亚美尼亚基础教育课程
体系。目前，亚美尼亚有5所初中、1所高中将
中文列入教学大纲，共计 2100余名学生正在学
习中文。其中，埃里温市135公立中学将中文列
为必修课，学习人数达700余人。

相关专家表示，一直以来，由于亚美尼亚
没有适合当地中小学的本土中文教材，大部分
学校和机构一直选用以俄语或英语为注释语言
的教材进行教学。为解决这一问题，满足亚美
尼亚中小学对本土中文教材的迫切需求，中外
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组织团队对亚美尼亚中文教
学及教材使用情况多方调研，最后决定以 《快
乐汉语》 系列教材最新版本为蓝本，组织中国
和亚美尼亚的专家共同进行创新性改编和本土
化翻译。

《快乐汉语》亚美尼亚语版系列教材在保留
《快乐汉语》寓教于乐的核心理念以及尊重原教
材结构和课文内容的基础上，结合亚美尼亚中
文教学大纲以及中国教育部 2021年颁布的 《国
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对 《快乐汉
语》 系列教材进行创新性改编和创造性转化，
形成了系统化、科学化、专业化、本土化的全
新教材。

亚美尼亚 135公立中学教师认为，“该教材
内容设计符合亚美尼亚学生学习规律，图文并
茂、生动有趣”。

（刘根芹 施 歌）

据相关数据统计，目前海外各
类华文学校约 2 万所，华文教师有
数 十 万 人 ， 在 校 学 生 达 数 百 万
人。从影响因素看，海外华文教
育直接相关方有学生、家长、教
师、华文学校。那么，如何从上
述几方面突破海外华裔青少年中
文学习瓶颈呢？

首先，从学生层面来看，坚定
文化自信是中文学习的前提。大部
分海外华裔青少年是在居住国当地
出生、成长的，只有认识到父母和
祖辈的华侨华人身份，对中国产生
亲近感，才有可能真正接纳中文学
习。可以说，中文学习的前提就是
以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为核心的文
化自信。

在树立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的
过程中，应因材施教，因势利导。
比如，想跟国内的爷爷奶奶视频通
话，想了解为什么春节吃饺子，想
看懂中文动画片等。有了初步的动
机，就有了学习中文的入口。

形成长久兴趣是决定中文水平
的根本，因为兴趣是学习中文的内
驱力。中文学习不应拘泥于在哪个
阶段一定要掌握多少字词句，而是
应时刻保持学习兴趣。中文水平能
否持续提高，成年后能否继续坚持
学习也是重要因素。

其次，从家长层面来说，父母
是构成家庭语言环境的主要因素，

家长的语言策略和文化意识很大程
度决定了海外华裔青少年对学习中
文的态度。

在笔者看来，家长可以从 4 个
方面推动孩子的中文学习。第一，
坚持在家说中文，哪怕孩子不用中
文回答，家长也要坚持说中文；第
二，带孩子多回中国实地体验，到
各地看看名山大川、名胜古迹并感
受了解当代中国；第三，有意识地
创造条件让学生体验和感受中华文
化，参加有中华文化特色的活动；
第四，让孩子吃最地道的中国美
食，因为通过味觉记忆，可以让孩
子与中国更加亲近。

第三，从教师层面来说，除了
教学技能、任职经验等基本因素，
海外华文教师的使命感、职业忠诚
度也对华裔学生的中文学习起到重
要作用。值得关注的是，需关照海
外华文教师队伍发展持续性，以培
养出华文教育本土接班人，完成代
际传承。

第四，从海外华文学校层面
来 说 ， 需 要 营 造 校 园 中 文 环 境 。
作为连接华裔学生、家长、教师
的平台和纽带，学校应有意识将
中文作为校园交际语言。在具体
操作层面上，比如可以通过中华
文化活动推动语言生活，因为学
习中文不仅仅是在课堂上学习语
言知识、获得语言技能，更重要

的是在文化活动中使用中文，体
验学习中文的乐趣，激发学习中
文的内驱力。以我所在的横滨山
手中华学校为例，多年来，学校连
续 举 办 中 文 演 讲 会 ，学 生 在 舞 台
上 面 对 数 百 名 观 众 用 中 文 演 讲 ，
实 际 上 将 语 言 学 习 与 自 我 认 知 、
挑战自我、战胜自我结合了起来，
也 收 获 了 经 由 中 文 带 来 的 自 信 。
此 外 ，为 了 庆 祝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立 70 周年，学校还举行了醒狮
点睛活动，全体学生参与，并在横

滨中华街舞动 70 头醒狮，那种油
然 而 生 的 民 族 自 豪 感 溢 于 言 表 ，
参 加 活 动 后 ，学 生 的 中 文 学 习 积
极性更高了。

值得强调的是，由于华文教育
是植根于华侨华人社会的，教授的
是祖 （籍） 国的语言文化，所以二
者也成为重要影响因素。总之，突
破海外华裔青少年中文学习的瓶颈
需要多方合力、系统规划。

（作者系日本横滨山手中华学校
校长）

曾经从事汉语国际教育的我目
前在德国杜塞尔多夫汉园中文学校
从事海外华文教育工作。在不到 3
年的教学工作中，我切实地体会到
了海外华文教育和汉语国际教育的
不同。曾有朋友对我说：“不都是教
中文吗？能有什么不同！”他只说对
了一半。确实，海外华文教育和汉
语国际教育都是中文教学，有一定
共性，但两者并不能混为一谈。

海外华文教育和汉语国际教育
最大的差异是教学目标和教学对象
的不同。简而言之，海外华文教育
的教学目标是“传承”，而汉语国际
教育的教学目标是“传播”；海外华

文教育的主要教学对象是华侨华
人子女，而汉语国际教育的主要教
学对象是非华裔的外国人。

海外华文教育相较于汉语国际
教育的最大特点是其教学对象的多
元化，这也是海外华文教育最大的
难点所在。因此，不论是班型安
排、课程设置、教材编写，还是教
学等方面都必须适合其多元的特
性，才能做到因材施教。

以汉园中文学校为例，学生为
当地的华裔青少年、因工作关系外
派到德国的中资企业工作人员的子
女等。华人父母对子女的中文学习
普遍要求较高，原因有“留根”“传

承”的期望，也有回国后孩子能继
续在国内学校上学的刚需。面对多
元的教学对象，汉园中文学校的班
级分为母语、继承语和二语 3 个班
型。我教的 3 个班级均为继承语高
年级班。

在教学工作中，我深深体会到
海外华文教育不能全盘照搬汉语国
际教育的教学内容，也不能采用和
汉语国际教育相同的教学方法。同
样，教学对象是教学工作的“落脚
点”，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选择
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教学内容上，海外华文教育
和汉语国际教育的不同主要体现在
语法、汉字、语言技能等方面。

例 如 ， 在 汉 语 国 际 教 育 教 学
中，语法教学占较大比重。然而，
在海外华文教育的教学中，很多语
法规则并不需要花费时间讲解，华
人家庭的学生一般有着较好的语
感。如“比”字句是汉语国际教育
教学中一个重要的语法点，但华人
子女可能从小就会说“他的苹果比
我的大”这样的句子。汉字教学在
汉语国际教育教学中是“难点”，但
并非重点。而在海外华文教育的教
学中，汉字教学却恰恰相反，是

“重点”，而非“难点”。华人子女的
成长环境让他们对汉字并不陌生，
学习汉字没有“畏惧感”。

另 外 ， 在 汉 语 国 际 教 育 教 学
中 ， 语 言 技 能 教 学 中 的 听 、 说 、
读、写 4 项技能的学习为“听说”
领先，“读写”跟上。然而，在海

外华文教育中，学生一般都具有良
好的听说能力，在汉园中文学校的
学生中，多数学生在家中与父母用
中文交流。但是，他们的读写能力
却远远低于听说能力。因此，在海
外华文教育中，语言技能教学的内
容是巩固、提高“听说”能力，强
化“读写”能力。

那 么 ， 如 何 强 化 读 写 能 力
呢？这就说到了海外华文教育的
教学方法。比如，若要提高写作
能力，就需大量阅读。我为自己
教授的 3 个班级选择的课外阅读
书籍中有小学版与青少版的 《西
游 记》， 因 为 书 中 精 彩 的 情 节 、
鲜活的角色以及完整的探险故事
可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在阅
读中，我并不强行要求学生逐字
逐句地细读，而是建议他们在不
影响理解故事内容的情况下快速
阅读。但是，要求学生标注出喜
欢的句子和有意思的内容，并和
其他同学分享。阅读的同时，写
作训练也必不可少。我曾要求学
生去看绿芽、红花等具有季节特
色的景色并进行描写，也曾加入
介绍德国的风土人情、体育明星
等写作内容。

除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之外，
海外华文教育在教师培训、教材编
写及测试等方面也需充分考虑其特
殊性和多元性，以实现最好的教学
效果。

（作者系德国杜塞尔多夫汉园中
文学校中高级专业中文教师）

多年来，不少华人家长和有心
投身海外华文教育的老师们在海外
华裔中文教育领域不断尝试，但也
遇到多重挑战。

北美华文教育服务中心统计数
据显示，大部分非营利周末中文学
校以汉语水平考试（HSK）四级作为
学生的毕业考核，每年都会有相当
数量的华裔学生通过考试。此外，就
职于美国学校的中文老师也会组织
学生参加汉语水平各级别考试，以
此作为教学测评。但不可否认的是，
在中文教学方面还有可改进之处。

以我所在的童心中华文化学校
为例，学校于2015年成立，从2016
年起，学生开始参加HSK考试，当
时以学生年龄小、学制短而引起同
行关注。我们的中文教学衡量标准
是以国内同年龄学生的汉字认字量
为参照，另外增加国学课、文言
文、书法等课程，这些做法获得了
家长的认可。此外，童心中华文化
学校自编教材、编写统一教案、按
时考核学生的学习效果等做法，也
吸引了不少美国学生，这也是学校
教学理念在当地得到认可的体现。
总结其中的经验，是我们坚持高质
量的中文教学。

在海外教华裔青少年中文，到
底要教什么？这是一个常说常新的
话题，也是笔者常思考的问题。是

让学生能把简单中文对话写下来并
能用普通话进行交流吗？我们看
到，随着科技的发展，海外华裔青
少年达到上述中文水平，相关中文
APP 就能实现，所以，仅仅达到上
述目标是不够的。

根据童心的教学实践，学中文
要早、多、快。原因之一是，从思
维发展阶段来看，儿童期是识记汉
字比较好的阶段；原因之二是，英
文的听说读写和中文的听说读写不
同，海外华裔青少年最好在英文阅
读思维占主导前，将中文水平提升
到能自主阅读的程度。

具体而言，首先，要提高学生
识读汉字的数量并注重培养学生中
文写作的能力。其中，讲述汉字演
变过程、认识甲骨文等都是有效的
教学方式；第二，要把中文阅读和
写作结合起来；第三，要开展文化
教学。

但再好的教学理念只有得到学
生和家长的认可，才能发挥效用。如
果家长不积极，孩子的中文学习积
极性也会受影响。以美国为例，不少
学校开展“国际夜”等展示不同国家
文化和饮食的活动，这正是中文学
校展示自己的机会。笔者还记得当
童心中华文化学校的国学艺术团出
现在活动现场时，学生家长很是自
豪，这也反过来让其更支持孩子的

中文学习。此外，越来越多的美国人
开始对中文感兴趣，如果能把这部
分学生吸引过来，让他们爱中文、爱
中华文化，也会增强华裔青少年学
习中文的认同感。

就 提 升 中 文 教 学 效 果 而 言 ，
良 好 的 师 资是首要前提。教学实
践证明，吸引中国国内高校相关
专业的学生到海外的华文学校实
习是有效方式。这样一来，就可
以运用海外华文学校一线教师和

中国国内相关专业学生两种人才
资源，从而达到提升教学质量的目
标。童心中华文化学校便是中国高
校和美国当地大学国际中文教育
相关专业学生的实习单位，学校从
中受益良多。

总之，华裔青少年学好中文既
离不开家长的支持和推动，也离不
开海外华文学校的高质量教学。

（作者系美国亚特兰大童心中
华文化学校校长）

本报电 日前，由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
司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
地承办的“2022年海外中文教师中华经典诵写
讲线上研修活动”结业仪式在线上举行。

本次研修共有来自 65 个国家和地区的 266
名中文教师参加。自8月8日正式开课以来，来
自国内高校、教育部语用所及中小学的13位专
家、教师以直播或录播课的形式，围绕经典写
作、经典阅读、诗词朗诵、正音发声、汉字起
源等主题展开教学与讨论交流。

美国北弗吉尼亚社区学院中文教师谭大立
博士作为研修学员代表，把这次活动形象地比
喻成“补中华经典之课的加油站”。她计划将诵
读中华经典纳入自己的中文课程。

（刘旭璐）

本报电 在日前于安徽合肥召开的全球中文
学习联盟2022年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全球
中文学习平台”自上线以来，已累计发展用户
676万，覆盖全球 182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
各国了解、学习中国语言文字，感受中文之美
的重要窗口。

据悉，“全球中文学习平台”充分利用智能
语音和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广泛汇聚整合各
类中文学习及中华文化资源，面向海外中文学
习者等用户群体，提供多样化的中文学习资源
和应用。2019 年 10 月 25 日，该平台发布上线，
2020年12月3日落户青岛。

全球中文学习联盟于 2019 年 10 月 24 日成
立。联盟以服务全球中文学习需求为宗旨，开
展以服务中文学习者为目标的多方面合作。

（钟 文）

首套亚美尼亚语版
中文教材《快乐汉语》出版

逾260名海外中文教师
参加中华经典诵写讲研修

“全球中文学习平台”
用户达676万

“全球中文学习平台”
用户达676万

华裔青少年学中文：

如何打破学习瓶颈（下）

图为 《快乐汉语》（亚美尼亚语版）
教材封面。

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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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杜塞尔多夫汉园中文学校小班课的学生在上课。

日本横滨山手中华学校小学一年级学生在学习汉语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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