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学期伊始，我决定加强对学生的口语练习，于是
在上课时加入了一项口语练习———主题演讲。我所教的
学生大多是中学生，在荷兰学校经常也有演讲活动。所
以我想，制作演讲课件和上台宣讲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难
事，最大的障碍应该还是语言。我班学生的中文已有一
定水平，但在听、说、读、写 ! 个环节中，仍以“说”
为最弱，至少从课堂表现上看是如此。针对这一点，我
希望通过演讲活动增加口语锻炼机会，同时也希望借此
活动达到活跃课堂气氛的目的。

结合教材内容，确定的第一个演讲主题是人物介绍。
我给出了包括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在内的一批中
国唐宋著名诗词大家的名单，让他们自己挑选一名合作
伙伴，并通过抽签决定各小组的演讲内容和演讲顺序。
在演讲内容方面，定了一个基本框架，规定必须至少介
绍以下几点：诗人的身世背景、作品、作品特色，再介
绍一首最喜欢的该诗词大家的作品。我决定把演讲当成
一场赛事，让学生相互评，并制定了一份包括演讲状况、
整体结构、时间等内容的评分标准，擅长电脑的金健尧
同学自告奋勇地制作了演讲分数登记表。为提高学生的
参赛热情，我为比赛优胜者准备了奖品———一幅经过装
裱的书法。经过这一系列准备之后，一场既漫长又有趣

的演讲比赛拉开了序幕。
按照“每周一讲”的安排，比赛从 " 月一直持续到

了 #$月。一开始，学生的积极性并没有表露出来，但是

随着“赛事”的推进，我发现学生们越来越严肃，无论
是准备演讲内容还是打分，都越来越认真。因为是两人
合作，演讲者能够一起演练的机会不多，所以每次上课
前或课间，经常可以看到当日有演讲任务的同学在紧张
分工，或口中念念有词。陈逸翔同学原本口语底子不是
很好，但他在演讲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努力和认真，赢得
了同学们的掌声。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那些排在前面演讲的
同学无疑为后来者提供了不少经验，同学们的演讲内容
由起初的散乱到后来越来越条理分明。作为老师，我也
从学生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在多媒体课件的制作
上、在人物资料的寻找上，学生们不断地给我一个个惊
喜。如，安晟和王若萌同学寻找的杜甫资料，就非常具
有现代感和喜感。而戴蓥皓和白嘉豪两位同学所作的演
讲《苏轼》，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演讲条理清
晰、内容充实合理，%%& 制作精良，尤其是在解释两首
尚未学过的苏轼诗词《水调歌头》和《饮湖上初晴后雨》
时，戴蓥皓同学没有照本宣科，而是运用自己的语言，
说出了对诗句非常到位的理解。而这也正是这次演讲比
赛所希望达到的主要目的。 （寄自荷兰）

（作文作者系荷兰丹华文化教育中心高级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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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课】

息息相关
殷 旵

汉 语 教 室

中国古人把上对囟门，外对肚脐的地方叫做腰
眼、命门，又叫做小心。小心与心脏的“心”有什
么区别？人们常说“用心”，要用哪个“心”？

如果用心脏的“心”，则血液上涌，面红耳赤，
头脑发胀，感情冲动，脾气暴躁，甚至失去理智，
那叫急火攻心，或叫粗心大意。

所以，人们常常提醒：要小心，小心谨慎。意思是
说，在行动时要注意保护好小心，防止扭伤。这个小
心为什么能够发力，又容易扭伤呢？请看“息”字。

息，“自”字下部是一“心”字。这个“心”
也是指小心。“自”又是指什么呢？人们称自己时
习惯用手指自己的鼻子。“自”字甲骨文写作 ，
像鼻子。 《说文解字》 曰：“自，鼻也。”鼻子的
功能是呼吸，与小心有什么关系呢？

古人认为，人吸气不是用肺，而是用两肾之间的
小心。所以行动时要小心翼翼。人吸气时鼓小腹，外
气从鼻孔吸入气管，下沉丹田，又上行进入小心。在
这里，吸转换为呼，转换时的时间差叫作一息。

所以，“息”字上为自 （鼻），下为心 （小
心）。小心是五脏六腑相互协调的代谢空间，所以
叫息息相关。一吸、一息、一呼，生生不息，息息
相通。人的活动、运动、劳动，叫做自强不息；每
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叫做按时作息。疲劳
了要休息；健身叫养息；坐禅叫守息；胎儿连着母
体，靠肚脐带呼吸，叫胎息；钱生钱，叫生息、利
息；一消一长（息），叫消息。

读一读、写一写：

作息、休息、养息、守息、胎息、生息、利
息、消息

息息相关、生生不息、自强不息

点 点

滴 滴

有空儿的时候，我和
妈妈会一起包馄饨。

先把馄饨皮从冰箱冷
冻室里拿出来，在上面盖
上一块潮湿的毛巾，让它
慢慢解冻。再准备半磅到
一磅的肉、两到三根葱和
一小块姜。

我先把肉上的肥肉剔
掉，切成小块，然后剁成肉馅。把葱、姜切成碎末，放到肉
里再剁一两分钟。这样。肉和葱、姜就混合好了。把它们
舀到一个碗里，妈妈在碗里打一个鸡蛋，放一点盐、酱油
和胡椒粉，我负责搅拌均匀。馄饨馅就做好了。

现在要开始包馄饨了。把一点儿馅放在馄饨皮中间
（如果皮有点干，在皮上沾一点水），然后把馄饨皮对折，
用水把边粘在一起。再向下折叠，往后打一个圈圈，把两
个对角粘起来。一个圆鼓鼓的馄饨就包好了。这样一个接
一个地包，我越来越熟练，直到馄饨皮和馅用完了。

妈妈把锅里盛上水，放在火上煮开后，把 '(到 !(

个馄饨放到锅里，水开后，放一点冷水，再煮开。
馄饨熟了，终于可以吃了。因为这馄饨是妈妈和我

一个一个地包的，所以我觉得比餐馆里的更好吃。
（寄自美国）

我和妈妈包馄饨
叶 佳（)*岁）

今年 +月底，爸爸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去上海旅游。
妈妈和老朋友逛街去了，爸爸决定带我和弟弟去上海野
生动物园。

我们坐了 ',多分钟汽车，终于来到了动物园。买
了票，走进大门。沿着一条很宽的石头路，向左是火烈
鸟的栖息地。成群的火烈鸟生活在小岛上，远看小岛似
乎变成一片粉红色的海洋。

据说如果来野生动物园不坐动物大巴，就不算真正
来过。于是我们买了票，坐上了一辆动物大巴。大巴没
有窗户，两边是用金属栅栏隔成的三四厘米见方的小小
窗口。大巴将开到动物的栖息地，让我们近距离地观看
一些凶猛动物，比如狮子、豹子等等。

大巴出发了。穿过非洲草食动物栖息地，我们看到
了斑马、长颈鹿。在金钱豹栖息地，金钱豹似乎对我们
的到来熟视无睹，看了我们一眼就转身走了。来到狮子
栖息地，狮子看到我们就跑了过来。在大巴车旁，它一
下子跃起来，前腿靠在大巴上面，近得我可以碰到它的
腿。狮子体形巨大，一双漆黑的眼睛瞪着我们，还真挺吓
人的。离开狮子栖息地，大巴带我们来到了黑熊栖息地，
爸爸给黑熊喂了胡萝卜。只见黑熊大口大口地吃着，一副
很贪心的样子。最后，我们还参观了雪虎栖息地。

在野生动物园，我们还看到了其它很多动物，也看
了马戏团的动物表演。因为野生动物园很大，我们连它
的一半都没走完。尽管如此，野生动物园还是给我留下
了难忘的印象。 （寄自美国）

参观上海野生动物园
李泽坤（**岁）

秋天来了，小草黄了，树叶也黄了，并落到了地
上。双脚踩在干叶上，沙沙地响，很好玩。秋天下雨也
多了，天也变冷了。幼儿园里有个大水汪，我们很喜欢
那个大水汪，穿上雨鞋在里头跑来跑去。树上也有红叶
子，果实也成熟了。我很喜欢秋天。 （寄自德国）

秋天来了
安 妮（-岁）

对网络语文错误该不该有容忍度

名家博客差错频频被“咬”
张 玉

课堂演讲比赛
赵 艳

为了让学生提高汉语口语表达能力，

赵艳老师经过周密准备，开始了“每周一

讲” （见本版 《课堂演讲比赛》 一文）。

此法对于众多在海外中文学校执教的老师

或许会有所启发。

由海外中文学校的特点所决定，每周

只有可怜的两三小时的课堂教学时间。在

这有限的时间里，既要按照教学计划和进

度开展教学，又要兼顾到学生实际汉语水

平和能力的训练，实属不易。

但课堂上同样可以有大作为，只要老

师们开动脑筋，悉心琢磨，勇于探索和实

践。

首先要精细划分时间。一位在国内小

学工作多年后，又在海外中文学校执教的

老教师曾经告诉我，她每次上课前，都会

做详细的计划。我看过她的教案，手写

的，密密麻麻记满了教学内容和以分钟为

单位的时间分配计划，这样就保证了课堂

时间的最大化利用。

其次要想方设法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中文学

校的学生每周 +天在当地

学校上学，只有周末在中

文学校上这两三小时的课。为使学生获得

扎实的中文基础，按照教材进行系统教

学是必要的，但也不排斥为了提高学生

的学习兴趣而变化一下教学手段，增加

一些课外内容。比如，有的老师在一节

课的最后 *( 分钟组织学生玩成语接龙游

戏，有的老师在下课前几分钟带着学生说

绕口令……

第三，要想高效率地用好每周的上课

时间，一定要和家长沟通，让家长尽可能

多地参与到孩子学中文这件事里来。在这

方面也有许多老师做了尝试：布置家庭作

业，让孩子和家长互相写封信，说说心里

话；让家长和孩子一起收集谜语、绕口

令，下次上课时同学之间“打擂台”，看

谁选的谜语和绕口令最难……

当然，这样做的话，老师要在课下花

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比起上课单纯讲解

课文要麻烦些。但日积月累，成效必现。

希望每一位老师都能发挥自己的聪明

才智，结合学生具体情

况，设计好宝贵的每一节

课，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

里获取最大的收获。

小课堂有大作为
刘 菲

近日，英国帕斯莫中学八年级 *((多名学生欣赏了一场精彩的中国民族艺

术表演。

来自伦敦“黄土地”剧院的邱老师向学生们介绍二胡、琵琶、葫芦丝和板

胡等中国民族乐器，并现场表演了二胡独奏《茉莉花》；林老师向大家介绍中

国民族舞蹈，如新疆舞、傣族舞和红绸舞；伦敦大学教育研究院孔子学院的戴

旭老师结合中国武术的特点，向英国师生介绍了太极阴阳的来历，以及太极动

作的攻防意义。在场的师生，特别是男孩子热情高涨，争先恐后地要求上台跟

着老师学太极扇。学生们说：“太极扇真威风，我会中国功夫了！”

帕斯莫中学开设中文课程已经 '年多了，现在校园里经常可以听到学生用

中文向老师问好呢。 （戴 旭）

威
风
八
面
太
极
扇

对于网络语言错误的容忍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文字
应用系博士生导师苏金智教授认为，对网络语言上的错误不应该过多责
备。从所挑出的错误来看，大多属于电脑输入后，选择文字时出现的差
错。网络文字与正式文件、教材和报刊有些不同，因为大家都在赶速度，
没有时间去逐字逐句地思考。网络文章与口语类似，说话不可能百无一失，
网络语言也如是。一些知识性或者逻辑性方面的错误，改过来就好，不要
抓着不放，更不应该扩大化。语言是一种载体，承载的是一种思想，只
要顺利达到交流目的，就算有些错误也是可以容忍的。

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汪立荣说，语言文字是不断演变的，现在的
网络语言文字同口语一样，是方生即死的状态。以成规为标准来评
价当今的语言文字使用情况显然不妥。我们先要承认：将错就错
也好，误用也罢，这些现象都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语言使用
中。语言学研究要尊重语言现实，也要容许他们犯错。

媒体人郭杨阳认为，名人博客出错时“贻害四方”是
“欲加之罪”。网络文字不那么契合语文规则，是因为语
文规则由来已久。新兴的网络表达与传统的语文规则
难免有摩擦。能够减少网络语言中的错误自然好，但
不应以扼杀网络文字的活泼生动，破坏传播规律为
代价。

网络语言是一把双刃剑，在带给我们交流方便、

快捷的同时，也带来了低级错误多、语法病句多和低级

错误多的 ! 大问题。我们提倡网络语言的规范，与提倡

报刊语言规范、文学语言规范一样，并不是要限制语言的

发展，而是要引导网络语言的发展。语言是保有文化温度的

“巢”。网络语言应当有益于丰富和活跃文化生活，而不是有害

于文化生态的养成。别让网话伤了文化。

正方 错误不能容忍，要保持语言的纯洁性

编 者 感 言

反方 错误可以容忍，应尊重语言发展规律

近日， 《咬文嚼字》杂志社历时 *年的“围观名家博客”活动
收官。*$位名人博客在 *$个月中，以传统媒体的错误率（传统媒
体的错误率为 *.*((((） 来对比，分别被“咬”。被“咬”的名
人当中，周国平、郎咸平、方舟子语言文字差错较少，位列差
错率“榜尾”；而收藏名家马未都与“/( 后作家”韩寒、郭
敬明则差错较多，排名差错率“榜首”。此结果一出，即引
起人们广泛关注，并引发了网上网下关于“对网络语文错
误是否应有容忍度”的热议。
《咬文嚼字》主办方认为，网络语言错误较多，主要有

三个原因。第一，网络没有差错“过滤”功能，缺乏传统
出版物所具有的编辑、校对环节。第二，网络写作缺乏“准
入门槛”，只要自己愿意，谁都可以在网络上“写文章”，许
多人缺乏基本的语文运用能力，历史文化知识更是贫匮。第三，
网络写手对语言文字缺乏敬畏之心。

知名语言文字专家郝铭鉴说，在语文应用方面，我看重网络的是活力，
看重报纸的则是定力。网络尽可奇招迭出，营造语言的狂欢；报纸当然也要
推陈出新，但必须守住规范的底线。在这次围观活动中，我们指出的只是明显
的文字差错。难道别字连篇、扞格不通能与生动活泼画等号吗？在报纸上发表
文章是穿正装，而在网络上动笔则是着休闲服，因此尽可轻松一点，随意一点。
但休闲服也有休闲服的着法。《咬文嚼字》围观博客指出的，是有人把袜子当
成了手套，甚至是把短裤当成了背心。这样的提醒难道破坏了传播规律吗？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说，名人微博的影响较大，其影
响也会产生在语言上。因此，名人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应该多加斟酌，要遵
守惯用的词语与文字规律。

郝铭鉴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应关注网络上的语文运用，并加强研究，探
寻引导网络语文规范运用的有效途径；希望活跃在网络上的名家，重视
语言文字的规范运用，以身作则，为广大网民树立榜样；呼吁广大网
络写手，端正态度，谨慎对待笔下文字，维护祖国语言文字的神圣
和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