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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中文学校协会日前发布
《2022 美 国 华 文 教 育 行 业 调 查 报
告》（以下简称 《报告》），通过数
据分析和深度访谈，探索美国华文
教育行业的发展趋势。美国中文学
校的发展现状如何？又该如何转
型？就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全美中
文学校协会会长倪小鹏。

如何应对挑战实现转型

记者：《报告》 显示，美国的
中文学校正从受疫情影响的挑战中
稳步恢复。在您看来，美国中文学
校的发展现状如何，未来面临哪些
挑战？

倪小鹏：根 据 《报 告》， 资
金、生源、师资问题是很多受访学
校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同时优
秀中文教师需求大，很多学校急
需系统的教师培训。这跟我之前
走访多所中文学校了解到的情况
基本一致。

对美国华文教育来说，2022 年
是极具历史性的一年。虽然众多中
文学校克服重重挑战，回归实体教
学，但仍面临多重挑战。具体表现
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 先 ， 学 校 注 册 人 数 下 降 。
随着网络资源日渐丰富和商业网
络教学竞争到来，各地中文学校
出现生源分流、人均选课数量下
降等情况。

其次，课程形式众口难调。不
少学生和家长要求回归疫情前的教
学模式，但也有一部分师生要求保
留网课教学。同一门课程既有线上
教学也有线下教学，如何保证教学
效果是考验。

此外，受复杂国际局势影响，
个别中文学校在租用场地、开展活
动方面遇到困难。比如，一些由中
文学校举办的节庆与文化活动因前
述困难，举办效果和义工参与积极
性都大打折扣。

一些老师、家长和学生希望学
校更多关心华裔身份认同、心理健
康、华裔历史等，但学校在这方面
的课程和教学还处于尝试阶段。

记者：疫情和复杂的国际形势
给美国中文学校带来了挑战，但
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和转型的
可能。中文学校该如何转型应对
挑战？

倪小鹏：首先，要实现资源共
建共享。疫情期间，各中文学校面
临收入下降、来自商业中文网络教
学机构的竞争等问题。恢复线下
教学后，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在
于增强自身竞争力，而提升竞争
力、降低学校运营成本的一个有
效途径便是中文学校之间实现资

源共建共享。
例如，前几年，全美中文学校

协会开发的易趣识字软件，就吸引
了世界各地逾数百所华文学校用
户，获得了低成本、高收益的项目
效果，是一次成功尝试。如果今后
各中文学校在教案、课件、课程等
方面共建共享，教师就会有更多时
间因材施教，设计教学方案，教学
也将变得更加生动、立体，形成更
大的共赢效应。

其次，师资技能需重新定义和
培训。随着线下教学的回归，教师
从网络教学中获得的教学技能需要
继续提升，并和线下教学互补、兼
容，这就需要对中文教师的师资技
能进行重新定义，并组织相关培
训，给予相应支持，发挥线上、线
下教学的长处。

最后，教育目标需要扩充。对
中文学校来说，教育目标不能仅仅
局限于开设中文语言技能课程，还
应拓展多元文化、身份认同、心
理健康等方面的课程。语言教学
目标也要从灌输和记忆转向学以
致用、促进思考、促进语言创造
性的输出。

如何实现教学理念转变

记者：疫情期间，不少中文学
校转变教学模式，开设了线上教学
课程。如今回归线下教学，如何实
现二者的有效结合？

倪小鹏：华文教育最关键的还
是面对面的互动和教学的设计，包
括目标、内容、任务和评估。但
是，我们也需要看到，线上教学有
其特有的价值，而且很多师生都在
疫情期间有所尝试。无论从教学手
段还是教材形式，未来的教育模式
都会受数字化技术影响。好的教学
设计能助力学生实现学习的个性化
和情境化。例如，中文课如果和

“元宇宙”结合起来，就可以拓展
教学内容。以清明上河图的讲授为
例，借助新技术可以设计出让学生
身临其境的课件，甚至能实现学生
和画中的人物互动。

值得关注的是，教材和数字技
术结合实现的互动并非只是物理
上的互动——点击屏幕上的按钮
获得点击者希望了解的知识，还
要实现心理上的互动，就像我们
看电影，并不需要点击按钮，但
可以沉浸到剧情中。好的教材也
一样，会实现和学生心理层面的
互动，能让学生沉浸其中，激发
学习兴趣。

记者：您多次提到，教学观念
不变，技术推动中文教学的作用就
会大打折扣，学生的学习体验也不

会变。如何推动教学观念的转变？
倪小鹏：首先，要尊重孩子的

年龄和心理特征。有些老师习惯于
照本宣科，即使引进技术也多用在

“ 教 ” 的 方 面 ， 例 如 用 PPT 做 板
书。如果转变教学观念，PPT 则可
以用作学生学的工具，比如让学生
用 PPT来编写他们的故事等。全美
中文学校协会也在尽力促进这方面
的转变，比如增加相关培训，将翻
转课堂、任务式教学、情景教学等
用于教学，也鼓励在课堂时间的分
配上，留出时间让学生表达，这也
有利于学生和当地学校教学模式的
接轨。

其次，教材的编写和选用要从

学生出发，通过教材的转型来带动
教师的教学观念转变。如今的中文
教材正在向数字化、多媒体化发
展，在教材编写过程中，要注重和
学生的互动以及个性定制，甚至可
以和虚拟现实技术结合起来。

如何搭建交流桥梁

记者：《报告》 提出，美国中
文学校正在由中文授课机构转向为
华裔家庭提供支持的文化中心与社
区中心。您如何看待这种转变？

倪小鹏：中文学校以社区为基
础，既帮助华裔青少年与祖籍国文
化相关联，又与美国本土学校和社
区建立联系，是连接华人社区和多
元社会的桥梁。

过去，建立中文学校是为了给
孩子们提供一个语言传承、文化体
验和社区凝聚的机会，现在这些功
能已基本实现。在新阶段，中文学
校要着重帮助他们提升在多元社会
的适应力和影响力。

从教育目标上看，中文学校要
从过去教授中文的目标转向提高文
化身份的认同和华裔影响力。比如
很多学校开设的领导力课程和华裔
历史教育，就是为了让学生把中华
文化作为优势，在多元文化中展现
出独特风采。

从教学活动上来说，中文学校

需要让孩子走出学校，到社区中做
调研，或设计、规划服务社区的项
目和活动。中文学校会在春节、中
秋节组织孩子去社区中心布展，展
览包括语言、习俗、食物、剪纸
等。其他族裔可以一起参与，了解
中文和中华文化。比如，俄亥俄州
现代中文学校每年开展的“中国
节”就很有特色，还在去年和当地
高中的学生联合创建亚裔学生俱乐
部，提升了师生和家长的归属感。

记者：您曾强调，中文学校的
社区功能还表现在凝聚华裔学生家
长情感。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倪小鹏：家长在把孩子送到中
文学校后，会在一起交流信息、联

络感情、开展各种文体活动，推动
了中文学校社区功能的发挥。由于
扎根社区，中文学校在文化传承上
的作用主要依靠家长齐心协力举办
春节、中秋等活动，促进文化多
元。而在这些活动的开展过程中，
凝聚了华裔家长的情感，同时提升
了自豪感。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倪小鹏：全美中文学校协会会
长，主要从事教育领导力、在线
教学和教育质量评估等研究。热
心于社区服务，积极促进中文教
学和中国文化传播，组织各类社
区活动如“中国节”、中秋文化之
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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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北 朝 时 ， 义 阳 （今 河 南 信
阳） 人朱詹，勤奋好学，但家中贫
穷无钱，有时连续几天都不能生火
煮饭，经常靠吃纸充饥。天冷没有
被子盖，就抱着狗睡觉。狗也十分
饥饿，就跑到外面去偷东西吃，朱
詹大声呼唤也不见它回家，悲哀的
叫声惊动四邻。

尽管如此，朱詹依旧没有荒废
学业，经过苦学成为学士，官至镇
南录事参军，后来成为梁元帝所尊
重的人。

上 面 这 个 故 事 来 自 《颜 氏 家
训》，作者颜之推。

颜之推讲这个故事，是为了教育
颜家后人，要勉力求学，才能自立于
世。自己肚里有学问，到哪儿都能吃
得开，绝对不能依靠祖上的荫庇。更
不能学那些不学无术的贵族子弟，天
天涂脂抹粉，讲究吃讲究穿，没啥本
事，却能靠父辈的特权当官，有谚语
讽刺他们：“上车不摔跤，可当著作
郎；会说身体好，能做秘书长。”咱
们颜家人可不能如此啊。

此类拳拳教诲之辞，《颜氏家
训》中比比皆是。这是一部百科全书
式的家庭教育书，分为7卷20篇，包
括作者关于立身、治家、处事、为学
的经验总结，在中国传统教育史上影
响巨大，有“古今家训，以此为祖”
的赞誉。

关于写作目的，颜之推说了，是
要将自己一生的经验、心得系统整理
出来，传给子孙后世，希望可以整顿
门风，对后人有所帮助。

颜之推是山东临沂人，祖、父两
代传习《周礼》《左传》 之学。他受
家学熏陶，博览群书，长大后先在
南朝梁做官，后来到北齐做官；北
齐被北周灭掉后，又在北周做官。
隋朝统一天下后，接着在隋做官，
最后卒于隋。

能以一身仕四朝，保持家业不
坠，很不容易。因此，颜之推总结的
立身行事各方面经验，对后人确实有
一定的借鉴意义。清代学者王钺认为
该书“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
子弟者，当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
独颜氏”。此言不虚。

例如谈教育，《颜氏家训》 从胎
教讲起，怀孕时要听适合的音乐，
饮食也要注意；在幼儿能看懂大人
脸色、知道大人喜怒的时候，对他
进行教育，做到令行禁止，这样等
孩子长到几岁大时就不必施以体罚
了；在求学阶段，不要自己亲自教
孩 子 学 习 —— 这 对 今 天 一 些 家 庭

“不辅导时母慈子孝，一辅导就鸡飞
狗跳”的情况，很有启发。

谈学习，颜之推认为是一辈子
的事。小时候学习，精神专注，长
大了思想容易分散，所以打小就要
用功，不可坐失良机。他拿自己举
例，7 岁时背的一篇赋，到老都没
忘 。 当 然 ， 中 老 年 也 不 应 放 弃 学
习，他举了曹操老年勤学、公孙弘
40 多岁才开始读 《春秋》 等例子。

借此，他劝诫子孙，从小就学习，
好比日出之光；到老还学，好比秉
烛夜行，总比闭着眼什么都看不见
的人强。

谈交友，颜之推教导子孙要追慕
贤人君子，只要比自己强，就要敬重
人家，多向人家学习。这里他指出了
一种现象，就是有的人对传闻中的
人、远方的事很感兴趣，对亲眼所见
的东西、对身边的人事则不放在心
上；从小一起长大的人，如果谁成了
贤达之士，往往不屑一顾；而处在他
乡别县的人，哪怕只有些小名声，就
伸长脖子渴望一见。其实，远处的可
能还不如身边的优秀，外来的和尚不
一定更会念经。

谈养生，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炼
石服药以求长生的时尚做法，颜之
推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若能保养
精 神 ， 起 居 有 规 律 ， 穿 衣 冷 暖 适
当，饮食有所禁忌，就可以了。不
要瞎吃补药。他举例说最近有个叫
王爱州的人，学人服用松脂，没有
节制，结果因肠子堵塞而死。颜之
推还讲了自己的一个养生方法：每
天早起叩齿 300 次。今天讲牙齿保
健，此法仍会被推荐。

谈家庭，颜之推反对重男轻女。
他说一般人大都不愿意抚养女儿，生
下的亲骨肉也要加以残害，难道这样
干，老天还会赐福给你吗？天生众
民，都是先辈传下的骨肉啊。

综上可知，虽然《颜氏家训》是
颜之推写给颜家后人看的，但后世学
者、读者都非常推重此书，尤其是今
天为人父母的，更值得一看。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作为身历南
北二朝的学者，颜之推洞悉南方和北
方学术的优劣之处，在当时南方浮
华、北方粗疏的学风气氛中，写出的
这部《颜氏家训》立论平实，记录下
佛教流行、玄风再起、俗文字兴盛等
情况，展示出一幅幅南北朝社会生活
的画卷，可补正史之不足。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评说该
书：“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
谬，以训世人。”从治家，到正俗，
再到醒世，一部家训全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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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匈友人共度“家庭日”
范立云文/图

日前，匈牙利米什科尔茨大学孔子学院受邀参加当地企业
举办的“家庭日”活动。活动吸引众多中外友人参加，来自米
什科尔茨大学孔院的老师们展现了书法、筷子夹豆子、踢毽子
等中国特色活动，受到了匈牙利朋友的喜爱。

海外华文学校是华裔青少年学习
中文、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受
疫情、科技发展等因素影响，其发展
面临多重挑战。面对未来，如何实现
提升和转型？如何建立起标准化、正
规化、专业化的教育体系？本版从今
日起推出“聚焦海外华文教育”系列
报道，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美国俄亥俄州现代中文
学校中文班的孩子展示写好的
书法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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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中文学校协会成立

于1994年，是美国全国性非

营利性教育组织，旨在加强

全美中文学校之间的交流与

合作，推动中美两国间的文

化交流与合作。协会目前有

会员学校400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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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俄亥俄州都柏林社区春节宣传布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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