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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课】

五 常（之二）
殷 旵

汉 语 教 室

点 点

滴 滴

教育要取得良好效果，讲究因材施教。由于中外

社会环境的不同，生长在海外的华裔子弟对于事物的

认知与国内孩子有很大差别。若照搬国内语文教材，

不但教学效果不好，而且还很有可能扼杀他们学习中

文的积极性和自信心。

对于七八岁、十来岁的孩子来说，谁最了解他们？

恐怕除了家长，就属老师了。老师了解学生的认知水

平，了解他们的中文程度，了解他们感兴趣的话题，也了

解他们的困惑。所以，老师是因材施教的关键。商慧明老

师为学生写诗（见本版），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得到了学

生和家长的一致认可，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目前中文学校使用的教材，大都是有关部门组织

专家学者，专门为海外华裔子弟编写的。但即便如此，

也还是会有一些与海外实际情况不相适应的地方。在

教学过程中，老师若能根据自身教学经验和对学生的

了解，过滤掉这些不适合的成分，则能取得较好的教

学效果。

若能开动脑筋，下功夫琢磨，补充一些适合自己

学生的教学方式和内容，则教学效果会更好。据我了

解，大凡中文教育开展得不错的海外中文学校，都在尝

试着探索更加适合学生的教学方式和内容。比如，几年

来，荷兰丹华文化教育中心在学生中推广《中华字经》诵

读活动，就取得了意外的成功。学生们既掌握了大量的

汉字，又同时了解到汉字所承载的中华文化。

还有一位老师，在新学期一开学，就布置下一项

作业———让每个学生编写一本中文教材，学期末上交。

同时说明，篇幅长短不限，可以求得家长的支援，可

以互相讨论，可以上网查阅，还可以自配图画和照片。

一下子就引起了学生们的兴趣。学期末，交上来的

“教材”五花八门，有手写的，有计算机打印的，有专

门介绍动物的，有介绍中国风光的，还有介绍家乡饮

食的。之后，全班同学互相传阅。在他人的赞扬声中，

孩子们学习中文的成就感油然而生。而在动手制作教

材的过程中，孩子们也在进行

着不知不觉的学习。

可见，因材施教，说起来

容易，做起来也不太难，只要

有心。商慧明老师给参加朗诵

比赛的学生专门创作诗歌，为

我们提供了一种

思路，开了个好

头。

义，繁体写作義，从羊，从我。义者，宜也。
义，宜也。意思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仁） 要适宜、得体，既要保持一定距离，又
不能疏离；既要亲亲热热，相互关心，又不能
过分热情，热情太过了就成了虚情假意；既要
兼顾到自我利益不受损害，又要照顾到对方利
益，这样才能互惠互利，这才叫适宜。如果不
适宜了会怎样呢？人际关系 （仁） 不适宜时，
往往会产生误解、矛盾，乃至利害冲突。这
样，双方会相互指责、怨恨，甚至反目为仇。
相互之间亲热不起来了，这叫不仁、不义。

如何才能做到适宜呢？《礼记》曰：“仁
以爱之，义以正之。”爱，即爱人，爱对方；
正，正人还是正己呢？古人说得很清楚：仁用
以爱人，不在爱我；义用以正我，不在正人。

孔子说：没有朋友不如我的；三人行，必有
我师；自己不想做的，也不要求他人做；不忧虑
他人不理解我，就怕我不理解他人。又说：“君子
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君子和而不同”，“以
德报怨”，“以德报德”，“不怨天，不尤人”，“君子
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孔子的意思是说，二人之间的关系 （仁）
不适宜时，只要以仁爱之心，以德报怨，以德报
德，首先检讨自己。退一步，天宽地阔。二人之间
的空间放大了，就不会相互摩擦、相互矛盾，就
会相互谅解、理解———这就叫义以正我。

认一认，比一比

羊、我，义、義，宜，谅解、理解，互惠
互利。

仁者，爱人；义者，正我。严以责己，宽
以待人。

自我批评，自我反思，自我检讨。

“!"#$ 年 % 月 #& 日，我们一行来到北京；逛
故宫，吃烤鸭，我们幸运又激动；感谢汉办，我们
亲爱的母亲；北京，就是第二个母亲；我爱你中
国！我爱你北京！”伴着西安外国语大学 % 名“洋
学生”的原创说唱节目和吉他弹唱“北京之心”，
!"'$ 孔子学院奖学金留学生“文化体验春令营”
活动近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闭幕。

文化之旅不亦乐乎

西北师范大学等京外 ( 所高校的 )& 位师生参
加了本次活动，学生营员来自 '( 个国家，均为攻读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的孔子学院奖学金留学生。

逛故宫，唱京剧，舞太极扇，欣赏中国功夫
……为期 $天的活动让留学生们玩得不亦乐乎。

“很喜欢中国民歌的曲风，尤其那一句‘得为咿
呀喂’特别有中国味！”来自西北大学的茱丽娅，在闭
幕结业典礼上深情演唱的山东民歌《谁不说俺家乡
好》获得现场阵阵掌声。她感觉民歌比京剧学起来容
易得多，“京剧的眼神和手势好难啊！”

西北大学的玛莎喜爱拍照和旅游，“第一天的
故宫之旅，让我对每个宫殿建筑的用途和特色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新疆师范大学的帅小伙维塔利则
对全聚德烤鸭念念不忘，“真好吃，下次来北京想
再去一次！”

除才艺展示，闭幕结业典礼现场还模拟展示 *

组汉语课堂教学情景。“'!$*%+&，我的朋友在哪
里”，河南大学的刘原（音） 边唱儿歌，边教小朋
友“数字 ','"”，“我教授的对象是小学二年级的
小朋友，所以用儿歌、小游戏这样的方式可能会更
让他们喜爱。”随后，她和小朋友一起玩起数糖果
的游戏，并把糖果奖励给速度最快的一组。

回国继续推广汉语

在北师大敬文讲堂安排的“北师大名师讲堂”
环节，让很多留学生印象深刻。$位来自北师大的
“名师”与近百名优秀留学生面对面交流。北京师
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执行院长张和生教授首先为营
员开讲，他认为国际汉语教师应具备以下 *点基本
素质，即扎实的汉语基础知识、较好的中华文化素
养、娴熟的语言教学技巧和较强的课堂控制能力，
以及掌握一定的现代化教育手段。
“汉语很精辟，一个汉字可以有如此深远的寓

意，这让我真正体会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内
蒙古师范大学的乌仁高姑娘在听完王学松教授的
《中华文化精要》后如是感慨。

春令营虽短，但“希望他们能珍惜这份荣誉，
回国后继续致力于国际汉语教育的推广工作，为孔
子学院的本土化教学搭好桥梁、奉献才智。”国家
汉办奖学金处处长袁礼对活动的近百位奖学金生热
烈祝贺并寄予厚望。

“洋硕士”感受
中国范儿

马 翀

笔体书写是人第二张脸 键入打印却成千篇一面

网络时代写字的尴尬
杜勃飞 董 超

老师写诗学生读
刘 菲

我
为
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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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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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零点指标数据近日针对北京、上海、广州、
淮安、金华、盐城等 '! 城市进行的“中国人书法”系
列最新调查显示：几乎所有受访者 （)*-#.） 都曾遇到
提笔忘字的情形，其中 !+-(.经常出现提笔忘字的情况。

“笔真是久违的家伙”

由于人们依赖电脑打字和使用手机拼音发短信以及
现代人阅读方式的变化，让许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常有
这样一些汉字，读起来没有问题，可是需要下笔书写
时，往往写不出来，这种情况就是通常所谓的提笔忘
字。
“笔？真是久违的家伙啊。大学老师上课全是 //0，

下课直接拷课件就可以了，平时交的作业也是电子版或
打印版。而且我们许多科目的考试也都是机考，所以提
笔忘字这种现象太正常了。”大学生小韩感慨地说。

古人云：书为心画，字如其人。曾几何时，写一手
好字会让人佩服、羡慕。如今，提笔忘字已成为人们经
常遭遇的尴尬一幕。“我有一个同事姓梁，有一次写他
的名字，我怎么都想不起来梁字怎么写，后来还是打开
手写输入拼音才看到。”岳女士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某公司张主管则表示，一天的工作只有签字时会用
一下笔，其余都在电脑上完成。

调查显示，女性更容易出现提笔忘字的状况。另
外，出于年龄原因，年龄越大越容易提笔忘字。同期调
查还显示，居民最常使用的是圆珠笔1水笔1中性笔，使
用钢笔、铅笔的均不足 '".。

为何“忘了怎么写”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提笔忘字”？北京师范大学文
学院教授、现代汉语研究所所长刁晏斌认为，主要有 $

个原因导致。
一是汉字本身的问题。出现提笔忘字现象的汉字往

往都是一些次常用字或者生僻字，如：“璀璨”的
“璨”，“狭隘”的“隘”，“斑驳”的“斑”，“色彩斑
斓”的“斓”。这些字本来在口语中就不太常用，只是
书面语中用得较多，出现频率较低，自然容易遗忘。再
有就是一些易混易错的形近字。如“已经”的“已”，
“自己”的“己”，“辰巳午未”的“巳”，就很容易混

淆搞错。一般说来，真正的常用字很少出现提笔忘字的
情形。

二是现代科技发达，办公自动化水平提高，使得人
们写汉字的机会越来越少。从普通的信函到各类表格，
以至于电子邮件、手机短信，无不用各种拼音输入法代
替完成，再有就是打印技术和复印技术的日益普及，这
些输入方法和印刷技术都大大降低了汉字字形对于人的
视觉和大脑的刺激和记忆。

三是人们的阅读量越来越小。现代社会正在不断改
变人们的阅读方式，人们工作学习的任务繁重，压力很
大。完成每天的工作之后，剩余时间较少，人们在业余
时间接收信息的方式主要依靠电视或者网络。各类音
频、音像资料或文档对人的影响和刺激时间在逐渐增
多，受其影响，人们阅读纸质书刊的时间越来越少。

向“提笔忘字”说“不”

教育部在今年年初发布了《识字教学用通用键盘汉

字字形输入系统评测规则》 （以下简称《规则》），对识
字教学阶段学生使用的汉字字形输入系统进行了规范，
该《规则》已于今年 %月 '日起开始实施。

对于提笔忘字以及书写能力下降，刁晏斌教授建
议，首先要多读，“多读一些纸质书刊。阅读报纸和期
刊，会增加汉字对视觉和大脑刺激的频次，对于巩固大
脑对汉字字形的记忆非常重要。”

其次，尽可能多动笔写字。“时下，写字的人越来
越少，人们写字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工作学习中，我们
不能一味依赖电脑打印，必要的书写是应该坚持的。电
脑‘敲’字和手写汉字对于人脑记忆汉字所产生的作用
是完全不同的。”刁晏斌教授说，“电脑‘敲’字巩固
强化的是人脑对于汉字读音的记忆，而手写汉字则更有
助于加深并巩固人脑对汉字字形和间架结构的记忆。”

汉字书写是人的第二张脸，我们在享受互联网带来
的便捷同时，也不要忘记汉字书写。即便在电脑时代，
用笔书写淡出了生活，我们也有必要提起笔来写写字，
因为汉字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更是我们文化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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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商老师（右）和朗诵比赛的获奖学生合影。

留学生跟着老师学京剧 王 龙摄

爸爸告诉我：

你的脸上布满了岁月的皱纹，

无论是青铜器的古朴典雅，

还是瓷玉般的细润柔软；

无论是写意的淡墨轻岚，

还是狂草的癫狂奔放，

都是历史老人留下的痕迹：

时而悲凉、沧桑，

时而长啸、咏叹———

当学生刘芷舜在今年中文学校举办的朗诵比
赛中声情并茂地朗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台下所有的
评委和听众都被吸引了。比赛结束后，很多家长说，
开始听到这首诗歌的题目“你是不是我最亲爱的”，
还以为是学生写给父母的诗歌，也有人以为是一首
情诗。

其实，这首诗歌是我特意为学生参加朗诵比赛
所写，但真正促使我提笔创作的动力来源于我的学
生———这些海外生长的华裔孩子。我所教的孩子大
多生长在美国，对其父辈魂牵梦萦的祖国没有很明
确的感觉，再美丽的山水和文化对他们“只能让我
增添诚惶诚恐的尊敬和疏远”，“让我难以产生相见
亲人的冲动和温暖”。孩子们在回答“你是中国人还
是美国人”这样的问题时经常会有莫言的困惑。

但祖国这样的话题对于他们来说又“实在是那
么的近，就像树根和土壤一样：你厚实地拥抱着我，
我紧紧地抓住你”。在与亲人们的对话中，故乡和祖
国的概念天天会出现；在他们与美国同学的谈吐
中，在社交活动中，种族和国家这样的话题也会经
常被触及。黄皮肤和出生在美国的现实让他们较难
找到自己的位置。

他们已经不像自己的父辈，即使在学业和事业
上很成功，总还会觉得和主流社会有些许距离。他们
已经融入当地，代表学校参加各项活动。尽管他们会
笑着说“回中国我就是中国人，在美国我就是美国
人”，但他们还是以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因为中国
悠久的历史和现实的辉煌给了他们无尽的底气。

作为海外中文教师，在传授语文知识的同时，
也应该把自己对故乡的爱传达给学生。“无论年轻，
还是苍老；无论你富足，还是贫寒；无论你美丽，还
是丑陋；无论你快乐，还是悲伤”，只要你的心属于

她，你就
应该包容她的一
切。如果学生能从其中有所
收获和思考，就是老师的莫大欣慰。

所以，是我的学生使我产生了创作的
热情和冲动，与其说这首诗歌是我写的，不如说是
学生们和我共同酝酿的。所以，“你是不是我最亲爱
的”这样的题目，就像流行歌曲那样，自然而然地得
到了学生们的共鸣。

在朗诵比赛前的练习时，学生曾经笑着对我
说：“老师，我觉得你写的诗好像在写一个人。”听完
这话，我也笑了。是啊，尽管“祖国”二字没有出现在
诗中，但祖国不就是你我心中珍藏的那个最亲爱的
人么？中文诗歌讲究含蓄，以拟人化的手法写祖国，
拉近了祖（籍）国和孩子们的距离，他们理解起来就
容易多了。

我没有刻意辅导参赛学生，倒是孩子的婶婶陪
着他一遍一遍地练习，直到背得滚瓜烂熟！我心生
感动：在海外生活多年的华人，无论大人还是孩子，
那共同的心愿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的，用诗歌
的语言就是“心在哪里，根就在哪里！”

朗诵这首诗的学生因为背诵娴熟，表演充满感
情，在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许多家长告诉我，自己
和孩子都有一种对家乡、对祖国想爱又不知如何表
达的心情。这首诗充满深情，又通俗上口，深得学生
的喜爱，也赢得了华裔家长的强烈认同。

今后如果有机会，我还要为我的学生们写诗，
写贴近他们生活，便于他们理解的诗歌，让学生们
通过诗歌了解祖（籍）国的方方面面。

（寄自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