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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中 国 的 印 象
张丽晴

人们来中国会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某些人为了解文
化，某些人为学习经贸，某些人为亲眼看看风景……
我选择来中国则是因为中国本身，中国就是我的梦
想！从小到大，我的梦想就是会听说读写汉语，每次
听别人流利地说汉语，我都会有一种羡慕之感。
去年秋天，我来到中国，开始在北京语言大学学系

统地学习汉语。初到北京，我不但觉得汉语好难，而且
对生活也不适应，饮食、气候都不习惯，我的自行车还
被小偷偷走了两次。那段日子里，我想念家人，想回国，
常偷偷地哭。一天，我学到成语“难能可贵”，知道了它
的意思是“不容易做到的事而去做到了，所以特别可贵”，
我豁然开朗，立志坚持下去。我认真听课，向中国人学习，
常去图书馆读书。慢慢地，我适应了北京的生活，学习成绩
也提高了，还认识了很多中外朋友。

我来中国除了学习汉语，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见见在中
国的亲戚———我外婆的哥哥。我有外婆哥哥的中国地址，所以先

试着写了一封信。不久，广东亲戚给我打来电话，
终于联系上了。我想，要是能让外婆见一次她的哥
哥，那该多好呀！春节时，我去广东亲戚家，跟他
们一起过年。我发现，他们跟泰国华人的过年方式
有很多不同。

现在，我在北京生活得很开心，有了很多朋友，
其中有服务员、卖蒸饺的老板、卖蔬菜和水果的老
板。我以他们为我的汉语老师，常常“老师”、“老
师”地叫他们。觉得孤独时，跟他们聊聊天，就开心
了；有事需要帮忙，他们都会来帮我，他们好像我的家
人一样。
我打算在中国留学 " 年，学习之余我要在中国旅游，

我最喜欢中国的名胜古迹。中国有很长的历史，如果能了
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就可以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
方式，因为人、历史、文化有着深刻的关系。

（本文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泰国留学生）张丽晴近影

#$ 月 %& 日，北京市教育考试院公布中、高考改革方
案。根据此方案，从 %$&" 年起，北京市高考英语科目分
值由 &'$ 分减为 &$$ 分，语文科目分值由 &'$ 分增加至
&($ 分。中考英语科目分值由 &%$ 分减少为 &$$ 分，语
文科目分值由 &%$ 分增加至 &'$ 分。此前，山东、江
苏、浙江等地也对高考英语考试进行调整，取消了听
力考试，放在平时考。

这些举措的出台，一时间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讨论。

改革方案一出台，就有不少人表示认同：“英
语早就该降降温了”。的确，相对于语文，目前国
内英语教育几乎被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从小学一年级就开设英语课，中考、高考，英
语是必考科目，考研、考博，不论是什么专
业，英语也是必考科目。很多学生表示，
受了这么多年英语的折磨，这回总算
是减轻些负担了。

对于语文分值的增加，许多
人表示拥护。他们认为，面
对提笔忘字，连最常用的
汉字都写不利索；不了
解中国重阳节的文化
习俗，却对外国
节日如数家
珍等种种

现

象，其实早就应该加大对语文的重视程度了。要让中小学
生了解并重视中国文化和传统，语文教育有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很多人的语文水平、会背诵的古诗词、古文永远停
留在了高中毕业时，由此可见中小学语文教育对一个人一
生的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考、高考是“指挥棒”，
这次语文分数比重的增加无疑具有极大的导向作用。

当然，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在国际化程度不断提
高的今天，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其在高考中分数比重的
降低势必会影响学生学习英语的热情。提高对语文的重视
程度固然可行，但不应该建立在降低对英语的重视之上。

语文扬眉吐气 英语不应忽视

笔者电话采访了北京某教育培训机构的招生部门负责
人马老师。她表示，“目前英语辅导班的报名人数并没有
减少，预计也不会发生太明显的变化”。

孙女士家中有一个正在读初二的孩子，她表示，虽然
现在英语分数减少了，但毕竟学好英语对孩子将来的发展
大有益处，所以还是会给孩子报英语补习班。至于语文学
习，会在平日里加强对孩子的督促，让孩子课余多看些书
籍充实自己。

北京第十五中高二语文教师王老师介绍说，他们学校的
高二学生每周都有'节英语课、'节语文课，暂时不会进行调
整。但是高考改革方案的出台，的确对语文教师是一种鼓励。
以往在高考时，许多学生和家长甚至老师都认为，只有“数学
和英语才能拉开分数”，因而对于语文的重视程度不够高，投
入的练习时间也少于其他学科。如今语文分值的提高，是对
语文重视程度的提高，是对我们的母语———中文重视程度的
提高。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读研究生马博认为：“汉语
作为母语，连带着中华文化，

理应受到格外的重视。英语虽然在当今社会十分重要，但终
归只是一门语言技能，分值和语文之外的其他科目相当才
是比较合理的设置。”

日前，一些主打文化牌的节目如《中国汉字听写大
会》、《中华好诗词》等在各大卫视热播，也在社会上引
起了广泛关注。人们开始关注汉字书写，关注古典诗
词背诵，关注那些似乎被忽略的中国文字、文学以及
文化。“汉语热”、“国学热”在当前渐成风尚，人们对
中文的自信心日益增强，对中小学乃至全民的语
文教育日渐关注，这些都反映出人们对本民族
语言文字和文化的再次审视，这是一个可喜的
现象，希望它能持续下去。

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在谈到此
次中、高考改革时表示，要使英语回归
到语言工具的学科地位。语文和英语
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学不是两条平
行线，而是相交线，共同作用在
学生身上体现其综合素养。希
望培养出的学生既具有深厚
的母语素养和传统文化积
淀，又能通过国际交
流把中华民族最美
好、最鲜亮的
东西传递
出去。

改革方案出台 各方观点不一

国学渐成风尚 英语回归工具

在美国华人商会举办
的第一届中国历史常识比
赛的颁奖大会上，主持人用充满
惊喜的声音宣布：“我们的第一
名是梅花，她以 &&$分的总成绩获得了
冠军。”梅花是大我一分钟的双胞胎姐
姐，而我却落到了第十三名。我为梅花赢得第一
名而感到高兴，也为自己的失利而感到失望沮丧。这是我有
生以来第一次在心底里出现的非常复杂的感觉。

我们同时报名参加比赛，同时非常努力地复习了半年
多。经过两轮的淘汰赛后，在 &$$$多名参赛者中，我们两
人同时晋级前 %$名之列。但最后的比赛结果却是这样让我
伤心。我不想参加颁奖后的庆祝活动，一个人躲到外面的树
荫下。

每当我陷入梅花的阴影时，就会想起妈妈对我说的话
“要记住自己的长处”。我的 )*分数比她高；我目前的 +,-

成绩比她高；我的中文写作和翻译水平也比她的高；我还荣
获过南加州英译中高级组翻译的第三名。想到这些，我心里
的难过和不安逐渐消失了。

在学校体育课上，每周有一次 &英里跑步的考试，每次
梅花都比我快。记得有一次上体育课时，我下决心要拼一
把。结果我真的超过了梅花 (秒钟，当我跑到终点刚刚坐下
的那一刻，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片灰色，还有无数的黑色斑
点。等我醒来的时候，发现体育老师和同学环绕在我周围。
闻讯而来的妈妈带我去了医院，经过检查，医生诊断我有贫
血，不能剧烈运动。

这次昏倒好像把我摔醒了。我不想再跟梅花较劲了，我
要走出她的阴影，走自己的路。%$&% 年初，梅花没有选上
西班牙语课，但我选上了。正好有一个加州西班牙语艺术写

作大赛，我就报名参加了。这是我第一次在没有梅花的情况下参加一个比赛。
记得比赛那天，早上出门之前，我进到梅花的房间，看到她正在熟睡，有一只胳膊

还露在外面。我拿起她的手放在我的脸上贴了一会儿，又亲了一下，然后把她的手放进
被子里，悄悄地离开了。有趣的是当我晚上回来的时候，梅花说，她一天都在想念着
我。她还告诉我，早晨她做了一个梦，说我在梦中亲了她的手，我们还互相拥抱着，好
像我们之间要分离很久。我心中暗笑：哪里是什么梦呀，我真的来过你的房间呢。

在西班牙语艺术写作大赛中，我获得了前七名的好成绩，而且我是大洛杉矶地区唯
一获奖的中学生。

阵阵凉风吹在脸
上，让我清醒了许
多。我从柳树阴下走
出来，走进比赛大
厅，找到梅花后，我
们搂在一起肩并肩地
走出了大厅。顿时，
我觉得心里暖乎乎
的，看着梅花脸上的
灿烂笑容和她手里捧
着的冠军奖杯，我觉
得能做梅花的双胞胎
妹妹真的很荣幸。

（寄自美国）

本报电 （记者刘菲） 由北京语言大学发起并承办，北京语言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联合主办的
“%$&. 年全国高校汉语国际教育/对外汉语本科专业建设研讨会”
日前召开。来自全国 0%所高校的近 %$$名老师代表与会，就新
形势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定位与发展、课程体系与教材建设、
师资培养与师资队伍建设等问题展开研究和探讨。

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设立于 &0('年，最初只有北京语
言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 1所高校招收本科生。近年来，随着
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作为体现国家软实力有效途径的
汉语国际教育得到迅猛发展。目前，全国共有 .$$多所大学
开设了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每年招生人数达到 &2'万人
以上。

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科的快速发展中，出现了课程设
置不合理、教学实践少、毕业生就业“出口”窄等问题。本
次研讨会针对问题展开研讨，目的是找出解决办法，保证该
学科的健康发展。

高校专家汇聚
共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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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双胞胎姐妹梅花、兰花

日前，参加了在京召开的

%$&.全国高校汉语国际教育/对外

汉语本科专业建设研讨会，群贤毕

至，讨论热烈。

与高校其他学科相比，汉语国

际教育/对外汉语本科专业是一个

新兴学科，只有不到 .$年的历史，

但它的发展速度十分惊人。伴随着中国

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扩大，全球掀起“汉

语热”，对外汉语教学的需求量大增，

全国开设该专业的学校从 &0(' 年的 1

所，增加到目前的 .$$多所，培养的学

生人数也大幅度增加。来华留学生人数

逐年增长，孔子学院、孔子课堂遍布世

界各地，使得国内汉语教学与海外汉语

教学并驾齐驱地发展。

在新形势下，汉语学习者在学习群

体、学习目标、学习环境等方面呈现出

多元化趋势。作为为汉语国际教育事业

培养师资的基础平台，及时捕捉这些变

化，采取应对措施，关系到

该专业健康发展的大局，也关系到提升

国家软实力战略部署的落实。其中教师、

教材、教法是中心问题。

近年来，汉语国际教育/对外汉语

教学专业已经成为高中毕业生报考的热

门专业，有的学校该专业录取分数甚至

高过了过去热门的一些小语种专业。但

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显现出一些问

题。如，有的学校在专业设置时定位不

准，大批扩招后学生的毕业出路过窄，

导致毕业即改行的情况增多。我就听到

过相关学生和家长的抱怨，当初以高分

争得进入该专业学习的机会，1年后毕

业时却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造成资

源的浪费。还有的学校课程设置不实

际，学生所学的许多知识无用或基本无

用，导致时间的浪费。

汉语国际教育/对外汉语教学专业

是一门社会科学学科，既然是科学，就有

其规律性，就要遵循规律。通过研讨，针

对问题，找出解决办法，合理布局，整合

资源，才能保证该学科健康、有序地发

展。学科建设不能光求名，也不能光求

数量，要“好”字当头，“一窝蜂”式做法害

处很大。

学科建设要“好”字当头
刘 菲

和合二字，字音相同，字
义相近。

和，本义是古人用禾秸吹
奏音乐，原本写作龢。龠 34!

（音乐的乐），“乐之竹管，三
孔，以和众声也”。可以想象：
古人在收割时，随手取一禾秸
即兴吹奏，后又发展为竹管吹
奏的笛、箫、笙、簧等。今日
仍有禾、叶等原生态乐器吹奏
的表演。

合，甲骨文写作 。其
实，亼也是一个倒写的口（ ）
字，字形规范后 演变为亼。
《说文解字》：“合，合口也。”
二口相合，也代表众口相合、
相和。众人吹奏，音声相和
5!。“和，调也。”意思是众
人 吹 奏 （弹 奏） 的 音 调
（67"8），调（97#8） 和、协调、
和谐、和合。
《易经》 是中国传统的群

经之首。《易经》说：“保合
大和。”“大和”要读作“太
和”。大和，是有形、有限的，
是具体的合；太和，是无形、
无限的，是抽象道义上的合。
北京故宫有太和殿，表明中华
民族的核心理念是太和。

认一认，比一比：

和、合，龢、龠，和合，
大和、太和，调和、协调、和
谐，保合太和。

汉 语 教 室

语文高考比重占定头把交椅
于国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