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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背景 消除理解障碍

今年 5 月，来自老挝的王禹顺利完
成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进修学院的学业。4
个月后，他成为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
的一名大一本科生。谈起中国古诗词，
他脱口而出：“灵秀。”他进一步解释
说：“中国古诗词韵律优美、朗朗上口，
越读越有味道。”但在学习中国古诗词的
过程中，一些生僻的字词和诗人含蓄的
情感表达却常常让他在理解时犯难。在
王禹看来，如果没有老师的讲解点拨，
仅靠自己揣摩，往往会“读不懂”中国
古诗词。

王禹在中国古诗词学习中遇到的问
题正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赵晓
晖一直关注的教学难点。在赵晓晖看
来，面向汉语非母语的中文学习者的古
诗词教学有两大难点。

首先，从语言教学的角度，学生理
解字面含义有一定难度。中国古诗词讲
求韵律、语言凝练，与汉语非母语者
日常所使用的中文口语相差较大。对
他 们 来 说 ， 在 记 忆 和 理 解 上 都 是 挑
战。比如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
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中的“老
骥伏枥、烈士暮年”就是教学难点，
不少学习者表示不容易理解，这就需要
老师一一加以讲解。

其次，从文化教学的角度，学生对
其中蕴含的文化信息不易把握。“在中国
古诗词中，作者常借人、借事、借物抒
发自己的感情，理解意象背后所蕴含的
情感是学生学习的难点。”赵晓晖举例
说，《长歌行》中“百川东到海，何时复
西归”一句，只有引导学生领悟诗词所
蕴含的时光流逝之意，才能让学生体味
中国古诗词之美。

洪桐怀在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为
本科四年级的学生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名
著选读课程已近 6 个学期。他指出，中
国古诗词记录着古人对自然、人生、社
会等的观察与思考，要想深入理解古诗
词，需要学生对中国古代的社会、历
史、文化都有一定的了解。洪桐怀强
调，记忆和背诵只是汉语非母语的中文
学习者学习中国古诗词的第一步，随着
学习深入，帮助他们理解诗词背后的意
蕴和诗性思维正是教学难点。

“诗词学习不能仅仅理解其表面意
义，但想探究内涵，必须对历史和文化
有所了解。比如学习杜甫的诗歌，学生
要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历史背景，才
能更好地理解杜甫的忧国忧民情怀。但
在教学中，我发现许多学生不够了解中
国 历 史 ， 以 至 制 约 了 他 们 的 诗 词 学
习。”洪桐怀说。

反复吟咏 领略诗词意蕴

“中国古诗词中蕴藏着中国人对自
然、社会、人生的思考与感悟，是国际
中文教学中值得关注的学习资源。”正如
洪桐怀所言，古诗词虽难，却是了解中
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因如此，
实用有效的古诗词教学方法与学习妙招
就显得尤为重要。

洪桐怀认为选择体现人类共同情感
的古诗词进行讲解，有助于学生接受和理
解。“比如《诗经》中的《关雎》，在讲解其主
题时，我会引导学生去思考雎鸠和有情人
之间的联系，并引导学生去思考自己国家
的文化中代表爱情的意象又是什么样的。
通过跨文化比较，学生不仅可以了解爱情
主题在中国古诗词中的表达，还提高了学
习兴趣。”洪桐怀说。

2018 年，赵晓晖在论文 《互联网背
景下汉语言专业留学生语言课与文学课
的互动互补》 中提出使用翻转课堂的方
式 开 展 文 化 教 学 ， 并 将 文 化 课 程 的

“教”与“学”分为“信息传递”和“吸
收内化”两部分。赵晓晖指出，对高年

级中文学习者来说，学习中国古诗词应
转向对其深层意蕴的理解与领会，建议
教师在课前让学生依托互联网上的海量
资源进行预习，再在课堂上通过引导与
提问的方式，让学生讨论并解决古诗词
理解中的难点，教师则从中加以指导。

“比如学到诗人白居易时，我会让学生提
前从 《琵琶行》 和 《长恨歌》 中任选一
首进行抄录并谈谈自己的感想。在抄录
的过程中，学生完成诗歌的泛读；在书
写感想时，完成诗歌的精读。”赵晓晖表

示，这样的课前预习方式，不仅弥补了
课堂时间的不足，还培养了学生独立思
考的能力和主动学习的精神。

2022 年 4 月，在北京语言大学“德
行言语六十载”中华经典诵读大赛中，
王禹凭借诵读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
时有》 获一等奖。谈起中国古诗词学习
的经验，他笑着说：“中国朋友总是跟
我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我觉得
诵读是最好的学习方式。”

在课下，王禹常看一些专家的朗诵
视频，模仿他们的语气跟读中国古诗
词。“在诵读的过程中，我不知不觉就
记住了内容，进而感受到古诗词的韵律
之美和其所蕴含的深厚情感。”王禹说。

穿越时光 感悟中华经典

在王禹看来，学习中国古诗词为他
了解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打开了一扇
窗。比如，通过李白的 《将进酒》、苏

轼的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等诗词
的学习，可以了解意象背后的丰富内
涵。“透过这些古诗词，我仿佛能穿越
时光，看到历史中的中国，那些诵读
诗词时带来的情感震撼是很难忘的感
受。”王禹动情地说。

赵晓晖表示，对汉语非母语的中文
学习者来说，学习中国古诗词，可以
领略中华文化的魅力。他建议学生可
以阅读一些与诗词鉴赏有关的书籍。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新技术的发展，

出现了一些关于中国古诗词鉴赏的在
线软件，学生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应
用软件进行学习。

结合自身教学经验，洪桐怀强调，
在国际中文教学中，文化教学是非常重
要的组成部分。在文化教学中，中国古
诗词不仅是典雅的教学资源，还让学习
者对其传达的人生态度及对世界的认
识，有了更深入的认知和体悟，也为汉
语非母语的中文学习者理解世界提供了
不同的文化视角。

“在面向汉语非母语的中文学习者的
中国古诗词‘教’和‘学’的过程中，
中国古诗词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成为
文化交流的纽带，从而助力更多的人了
解中国和中华文化。”洪桐怀说。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声调是汉字语音的有机组成部分。
对于国际中文课堂教学来说，让学生感
受、掌握中国古典诗词的声调，会帮助
他们感受声律的美妙。

课堂上，老师对学生作普通话“四
声”的示范，然后在黑板上标出相关线
条，告诉学生按照声调的实际相对音
高，可以采用五度标记法来理解；或者
是一边语音示范，一边伸出手，将声调
行进的方向转化成手势，“一声平，二
声扬，三声拐个弯，四声直接降”。这两
种方法，很显然，第二种更容易理解，
也表现了声调动态的线条美。

那么，汉语非母语的中文学习者想
要读好中国古诗词的声调，在笔者看
来，除了读准单个字的声调，还可以借
鉴诗词吟唱的办法。

诗词吟唱，简单地说，就是延长平

声，缩短仄声，并且有停有连。在实际
中，可以先后开展 3 个层次的教学：首
先，节奏要分明。延长声调，是一种对
声调调性的“夸张”，但不能忽视诗词的
节奏美。比如，在中文教学过程中，老
师让学生读朱熹的《春日》，只有注意到
节奏，才能顺利读下去。假如没有节奏
和仄声的停顿，就会上气不接下气，听
起来也毫无美感。在中文课堂上，作为
教学延伸，老师还可以向学生解释，为
什么“识得”二字明明是普通话的阳平
声，却要读得和仄声一样短促，让学生
在了解古入声字的同时，也体会到汉语
声律满满的历史感。

其次，平声低、仄声高。在诗词
中，读出声调的高低，才能展现声音上
高低错落的美感。一般来说，拖长的平
声，声音就相对低一点，也悠长一点；

短促的仄声，声音略高昂和响亮。
举一个例子，杨万里 《晓出净慈寺

送林子方》。作为示范，老师将诗中的一
些字加点标注，这些字的声调需读得短
而高，再将其他的平声字读得低沉而悠
长，于是诗中的音乐就被奏响了，学生
会情不自禁地跟着老师“唱”起来。

之后，老师可以进而介绍词作，因
为其长短句的设置，声调就呈现更多组
合，音乐性也更强了。老师可以请学生
运用前面的规律，自己尝试着跟随声调
来“歌唱”。

这时，老师可以向学生提问，通过
吟唱，所唱诗词的声调音乐风格是欢快
的、温婉的，还是忧伤的？这种感觉和
诗词传递的感情是相似的吗？音乐是无
国界的语言，当学生顺着这样的思路找
到答案，一定会惊叹于诗词的声音美，

由此激发起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
兴趣。

最后，吟唱声调注重个体感受，不
是表演。作为中文学习的一个环节和组
成部分，最重要的还是要体会到声调的
吟唱和作品本身的联系。建议学生在熟
悉声调以后，利用吟唱的方法，不妨多
接触一些中国古诗词，独立地和诗词进
行“声音”的交流，感受它们不同的风
貌和情感特征。

综上所述，在国际中文教学的诗词
课堂上，运用吟唱的方式教声调，不仅
可以让学生体会从“字正”到“腔圆”
的变化，而且能帮助他们更深刻地感受
中文尤其是诗词的声律美，激发他们学
习中文的兴趣。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
专业博士生）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
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
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正在太
空执行任务的意大利女宇航员
萨曼莎·克里斯托福雷蒂日前
在社交媒体引用中国东晋时期
书法家王羲之《兰亭序》的名
句，表达在太空的所见与所想，
并配有从太空中拍摄的中国风
景照片，引来不少网友赞叹。

作 为 国 际 中 文 教 育 从 业
者，我们从中想到了什么呢？
笔者认为，国际中文教学的迭
代与升级已经开始。

首先，国际中文教学的学
习对象已经迭代升级。我们知
道，国际中文教学的前身是对
外汉语教学，其学习群体是对
中国语言和文化感兴趣的外国
人。但如今，对中文感兴趣的
群体正在产生变化，除了对中
国语言及文化感兴趣的学习者
之外，对中文学习有需求的人
越来越多，海外中文学习者群
体逐渐向更多的领域拓展。与
之相应，“中文+”的国际中文
教学模式开始受到更多关注。

其次，克里斯托福雷蒂引
用 《兰亭序》 的名句，表明国
际中文教学的学习内容需要迭
代升级。我们应该看到，越来
越 多 的 中 文 水 平 较 高 的 学 习
者，对中国古代典籍表现出越
来越浓厚的兴趣。这说明，我
们的国际中文教学也需要在教
学内容上做出相应的呼应。

再次，克里斯托福雷蒂引
用 《兰亭序》 的名句引热议，
对从事国际中文教师培养的单
位、机构等提出了进一步的要
求。近年来，在国际中文教师
培养过程中，培养适合各种中
文水平的学习者的师资力量是
业界共识，但还需要进一步细
化培养方案和模式。

最后，国际中文教学的教学理念也开始面对迭
代升级的挑战。从对外汉语教学到国际中文教学，
名称变化背后体现的是业界对于学科认识的逐步深
化。事实上，学习群体的背景、目标等发生了变
化，学习内容等也发生了变化。由此，国际中文教
学应该涵盖中文系统课程、短期强化课程等各个方
面，教学方式也应以多形式、多层次开展。虽然在
国际中文教学领域，已经就此做了不少尝试，但还
可以进一步进行探索。

随着中国的发展，国际中文教学面貌也在不断
变化。笔者相信，世界范围内中文学习者不仅在数
量上会增多，在学习动机上，也呈现多样化趋势，
从而助推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传播。对国际中文教育
从业者来说，需要做好准备、应对挑战，跟上国际
中文教学发展的步伐。

（作者系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副主任）

“中国展台我每年必逛，这些丰富精美的书籍
总能帮助我更好了解中国的不同方面。”在2022年德
国法兰克福书展上，在中国展台前流连挑书、来自
比利时的年轻文化工作者夏洛特如是说。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出版行业展会，本届法兰
克福书展吸引了来自95个国家和地区的4000多家参
展商参展。

中国外文局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中国图书进
出口 （集团）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图集团”）
等组织国内上百家出版单位，携千余种精品图书、
期刊等参展，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历史、
科技、中文教育、童书等不同领域，吸引了大量出
版界专业人士和普通读者。

来自慕尼黑的退休教师斯特凡说：“自从在社区
学校上过几堂中国专题课后，我对历史悠久的中华
文明和快速发展的现代中国充满好奇。我觉得仅从
报纸、电视上了解中国是不够的，所以这次逛书
展，我专门安排了时间参观中国展台。”

施奈德在法兰克福从事咨询工作，与中国企业
和机构合作了 20余年。此次书展，他专程寻找和中
国相关的政治经济读物，希望了解中国的最新发
展，“我对‘一带一路’相关内容最感兴趣，希望通
过有关读物获取一些业务上的灵感。”

阿塞拜疆东-西出版机构负责人谢维尔·伊斯梅
洛娃表示，她所在机构曾经把阿塞拜疆著名诗人的
诗歌翻译介绍到中国，目前正准备出版中国时政类
书籍，“我们希望能让更多阿塞拜疆读者了解中国
的改革和取得的成就，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出版界的
合作。”

德国读者罗克萨阅读过很多与中国相关的书
籍，尤其对中国哲学思想感兴趣。她说，期待未来
能有更多中英双语书籍，方便外国读者更深入地理
解中国文化。

中图集团德国代表处首席代表任蕾说，近几
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书籍走出国门，其中童书、知
名作家小说、中国传统哲学、中医药等题材在欧洲
尤其受到欢迎。“书籍架起了中外沟通的桥梁。我感
觉尤其明显的是，如今我们的版权经理对外交往渠
道越来越多元化，专业水平越来越高，这一市场正
变得越来越活跃、成熟。”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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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在法兰
克福书展受关注

张毅荣 何丽丽

中文诗词课堂如何教声调
方 新

洋学子品读中国古诗词
薄圣仪

中国古诗词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深厚积淀的
表现，也是探知中华传
统文化的一把钥匙，深
受 海 外 中 文 学 习 者 喜
爱。对他们来说，古诗
词 韵 味 十 足 、 内 涵 丰
富，但在学习过程中，
也遇到意义难理解、对
其中用到的典故不熟悉
等挑战。应对这些挑战
的过程，正是从事国际
中文教学的教师和汉语
非母语的中文学习者不
断探索的过程。

王禹正在录制北京语言大学“德行言语六十载”
中华经典诵读大赛的参赛视频。

对汉语非母语的中文学习者来说，学习中国古诗词，可以领略中华文化的魅力。图为今年4月，北
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学院的来华留学生在校园中排练诗歌吟唱。

洪桐怀 （左四） 在北京语言
大学的教室中和来华留学生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