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52014年5月12日 星期一学中文

《论语》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一般解读这句话时，往往只知其浅层次
的“信”，而未解出潜层次的“信”。

文言文不同于白话文。后者是理
性语境，把事与理全都说白了；而前
者是悟性语境，事情交代了，理却说
一半藏一半。比如这一句中，“与朋友
交”是叙事，“言而有信”是说理。有
趣的是“言而有信”4 个字，句头曰

“言”，句尾曰“信”——言中有理，
理中有言。

何谓言中有理？意思是，说了话
就要算数，否则就是食言。

何谓理中有言？意思是，说出来
的理，听起来有些空洞，但理的背后
一定是实的。言之有物，言之有事，
则言之有理。相反，在朋友面前吹大
话，说空话，甚至传假话，显然，这
对于真正的良朋益友来说是不屑的。
所以，与朋友交往，不但要说话算
数，信守诺言，还要做到不造谣、不
传谣、不信谣。这才是“与朋友交，
言而有信”这句话的完整含义。

认一认，比一比：
言，诺言，言之有物，言之有理。
食言、妖言、谣言，造谣、造

孽，传谣、传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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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三课】

言而有信
殷 旵

汉 语 教 室

点 点

滴 滴

近些年，全球“汉语热”持续升温，中国的汉语教材如水
银泻地一般出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方。各国汉语粉丝对汉
语教材的需求越来越大，趣向也越来越多。在不久前落幕的英
国伦敦书展上，一套新型国际汉语试听教材《中国好人》，在全
球首发并受到好评。这部以“郭明义”这个普通中国人的平凡
故事为主要内容的教材，让更多的外国民众对真实的中国人和
中国文化有了一个更直观的了解，同时也启发我们不断开拓汉
语教材种类、创新汉语教学模式的思路。

汉语教材几经更迭

由北京大学教授邓懿主编的《汉语教科书》，作为新中国成
立后第一部以汉语拼音为基础的对外汉语教材，1958年进入市
场；上世纪60年代出现的全套12册的《当代对英汉语教材》被
奉为经典，甚至沿用至今；随后，《基础汉语》、《汉语课本》等
带有上世纪 70 年代鲜明时代特征的教材相继步入人们的视野；
如今，走进书店，种类繁多的国际汉语教材简直让人目不暇接。

以系统的语言教学体系为纲，语法和词汇知识紧密连接，
语言知识服务于课本内容，是许多国际汉语教材共同的特点。
但时移势易，任何一种语言教材，注定都会过时，其承载的语
言文化知识体系也会部分地成为边缘知识，淡出人们的视野。
这就对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的相关人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持续
更新教材编写，赶上时代新要求。

文化差异不可小觑

在今年的巴黎语言博览会上，中国国家汉办推出《国际汉语
教材编写指南》平台，希望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和宣传汉语教学标
准化资源，这让我们联想到“国别化”汉语教材的新理念。

目前国内很多教材的词汇表、语法知识，除了拥有汉语本
身的说明外，还配有英语、日语、法语等主要语种的释义，但
是翻译质量参差不齐。如今以小语种为母语的国家和地区的汉
语学习者越来越多，这些生硬粗糙的外文翻译没有原汁原味地
传递对应的汉语寓意，妨碍了外国汉语学习者的领会。中国社
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唐正大针对此情况，结合自己的
对外汉语教学经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泰国易三仓教会学校

的初中部使用的汉语教材 《跟我学汉语》，其解释、说明部分
（即所谓的‘元语言’） 是英文，这让教学的汉语老师和学习
的泰国学生都感到很不适应。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考虑在初、
中级对泰汉语教材编写中适当使用泰语作为‘元语言’。”

对外汉语教材以推广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使命，同时也
向世界展示当代中国的风采。由此思路出发，近年来，一些新
编汉语教材注重真实展现中国人的生活。在罗马尼亚孔子学院
任教的汉语教师志愿者徐秀介绍，她正在使用的教材《长城汉
语》就比较好。这些配有光盘、动画的汉语教材逐步改变了从
前刻板的课文内容，设身处地地站在外国汉语学习者的角度，
还原实际对话的情境。

专用教材前景更广

“大一统”的教材编写思路早已不适用于当今这个飞速发展
的时代。诸多新编国际汉语教材都打破了“教材就是一本用故
事讲语法和词汇的书”的传统概念，如俄罗斯推出的《你好，中
国》多媒体读物，孟加拉国推出的首本中、孟、英三语汉语本土教
材等。对外经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唐兴全认为，未来的国际汉
语教材发展方向应该是通用型教材和专用型教材编写并行，并
且更重视专用型教材的开发。一方面要开发专门针对具体国家
和地区的汉语教材，比如面向北美地区的《中文听说读写》、面向
波兰的《高等学校基础教程》、面向意大利的《汉语》等，另一方面
对学习者群体也要进行细分，以适用于专门用
途，比如商务汉语教材、中医汉语教材等。

伴随着中国国际交往的不断扩大，
中文的国际化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
势。内容贴合生活、释义接近本土、
形式趋于多样、分类更加细化，是未
来国际汉语教材编写的方向。结合
在对外汉语教学第一线工作的教
师的体会和建议，加上国内汉语专
家、百科知识专家和精通目标国家
语言的专家的通力合作，国际汉语
教材一定能不断推陈出新，形成百
花齐放的局面。

汉语教材显露国际范儿
兰莲超

汉语教材显露国际范儿
兰莲超

4年多前，一群4至6岁、天真烂漫的孩子
牵着父母的手，走进了德国波恩华侨中文学
校《中华字经》2009 年实验班课堂，用稚嫩的
童音诵读起“乾坤有序 宇宙无疆”、“远古洪
荒 海田沧桑”、“父母爹娘 没齿难忘”……
一篇篇字不重复、韵语连篇的课文汇集了天
文地理、历史文化、科学、伦理等丰富知识；一
幅幅美轮美奂的常用字配图生动地接上了日
常生活的“地气”；一遍遍清脆响亮的诵读使
孩子们音形对应，直读成诵；一个个紧张有
趣的游戏和比赛让孩子们达到识字、组词、习
韵、正音、学知于一体的目的。

每周 4 到 6 句的 《中华字经》 教学，令
孩子们的识字量飞速增长，300 字，500 字
…… 但是学得快也忘得快，如何巩固所学汉
字并促进学习兴趣？识字的目的是为了阅
读，于是，老师根据孩子的特点编制了《亲子
练习册》和《启蒙阅读》等配套教材，以大量生
动有趣的练习以及儿歌、小故事等，起到了反
刍、迁移、整合的作用。就这样，识字与阅读

相得益彰，孩子们的学习热情越发高
涨。每课认字测试成绩显示，不少孩
子保持认字率90%以上。

在孩子们学了约 1000 多个汉字
时，家长肖君给老师讲了一件事：她
让女儿文嘉读一个网上配图中文故
事，内容是一家人和一棵大树。大树

夏天让孩子们乘凉、荡秋千，秋天让他们饱尝
鲜美的果子；当孩子们长大后，大树献出了
树干给他们盖房子；到孩子们变老后，大树
对他们说：我再也帮不了你们了，只能请你们
坐在我的树桩上休息。6 岁的孩子读完这个
故事后竟然哭了起来。肖君兴奋地说，文嘉
真的读懂了，她在为大树的遭遇感到难过呢！

家长赵英告诉老师：“莫南在《中华字经》
实验班学习一年半，效果之好简直是奇迹。
他从原来基本上是文盲，到现在认识几百个
汉字，可以慢慢地读下一篇小故事。”莫南本
来对阅读有畏惧感，但由于中文学校的测试
内容包括阅读，他不得不去硬“啃”。一次，他
拿起根据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动画片《三
个和尚》制作的绘画本，居然自己读了下来，
因而信心大增。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班里
一次朗诵比赛中，莫南声情并茂，荣获第一
名，在大家的掌声中雀跃不已。在家长们的
积极配合下，09 年《中华字经》实验班每年都
组织两三次亲子阅读竞赛。起初阅读的是

《中华字经》教学组选编的绕口令、谜语、
儿歌，后来逐渐扩展到小故事。几次竞
赛后，孩子们已不满足于短小的诗歌、故
事，在父母的鼓励和辅导下，读起了《大
闹天宫》、《成语故事》，还有《皮皮鲁总动
员》、《笑猫日记》等中文儿童读物。大量

的阅读使孩子们受益匪浅，中文思维能力持
续提升。

2000个识字量，再加上丰富的诵读和阅
读内容，造就了大量的语言输入，而大量的
语言输入则孕育了语言输出。班里有好几个
孩子来自国际家庭，入学时有的仅能听懂中
文而不善于表达。一年半载过后，教师和家

长欣喜地察觉到他们的词汇量不断丰
富，口语能力逐渐增强，几个孩子都开
始自觉地用中文和家长及老师交流了。

顺利完成《中华字经》2000 字教学
后，实验班转入常规中文教材教学，用
一年多的时间学完了《中文》一至三册，

同时阅读了人教版《语文》的一年级配套《同
步阅读》。然而这些短小简易的课文已远远
无法满足孩子们的胃口，于是老师和家长们
又试用人教版《语文》第二册，孩子们照样能
够顺利掌握。

去年暑假后，老师布置了作文“我的暑
假”，孩子们纷纷摩拳擦掌。短短几天，一
篇篇处女作就飞入老师的邮箱。作文虽显稚
嫩，但语言流畅，结构分明，标点符号正
确，字里行间洋溢着喜悦和欢乐。这些小作
文令老师和家长振奋不已。4 年多的耕耘已
开始结出幼嫩的果实，我们在希望的田野上
迎来了灿烂的曙光。 （寄自德国）

在在《《中华字经中华字经》》实验班实验班
收获希望收获希望

白白 云云

去年暑假，我和我
的哥哥、爸爸、妈妈去
了法国。

第一天我们到
了巴黎，我们很累，
因为一口气开了 9
个小时的车。

第二天我们去了
埃菲尔铁塔。塔很高，我
们爬上去后都累坏了。然后我们坐火车去
参观凯旋门，凯旋门也很高，当然没有埃菲
尔铁塔那么高。

第三天我们去了迪斯尼乐园，迪斯尼乐
园很好玩，其中我最喜欢坐过山车！

我们还骑着自行车去海边游泳，海水很
咸。爸爸游得很快，他和哥哥比赛游泳，结
果爸爸赢了。

最后两天，我们参观了巨石阵和诺曼
底美军纪念馆。在纪念馆里，我看到了很
多大炮！

我的暑假真好玩儿！ （寄自德国）

法国之旅
多乐豪（8岁）

海外中文学校的生存和发展
目前面临着创新的课题。因为时
代在变，学生的知识结构在变，
若总拿旧时的内容和照搬若干年
前的形式，难免让学生厌倦。

德国波恩华侨中文学校开展
《中华字经》 的教学实验已经有
几年了。实践证明，教学效果良
好，这从学生的习作水平上可见
一斑 （见本版），获得了学生家
长及学生的广泛认可。

据我所知，为了开展《中华
字经》的教学实验，波恩华侨中
文学校做了充分的准备：首先，
从领导到老师统一认识。其次，
成立了专门的课题小组。在学期
伊始，课题小组专门为家长讲解
该套教材的思路和特点，以取得
家长的理解与配合；同时，他们
还与同样开展《中华字经》教学
的荷兰丹华中文学校建立联系，
组织授课老师前往听课，交流教
学经验。

毋庸讳言，按照老方法教授
旧内容比较保险，也省力。采用
新的教学形式教授新内容，将冒
一定风险，也需要老师投入更多
的精力。海外华裔子弟学习中文
不容易，面临着许多困难。有不
少家长反映，每个周末送孩子去
中文学校，搭时间、搭精力、搭
金钱不说，孩子的中文水平停滞
不前，“狗熊掰棒子”，边学边扔
的现象普遍。几年下来，家长和
孩子都感到疲惫和厌倦，不少孩
子就这样中断了中文学习，十分
可惜。虽然半途而废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但教学内容和方法的老
旧确是原因之一。

学习效果，即学生汉语的进
步程度是检验教学水平的唯一标
准。我们鼓励中文学校开阔思
路，大胆实验，引进新的教学内
容，采用新的教学形式，以吸引
学生，留住学生。本报

《学中文》 版为世界各地
的中文学校老师提供了交
流平台，欢迎老师们把好

的做法拿
出来，大
家交流分
享，以使
更多的学
生受益。

创新才能
留住学生

刘 菲

创新才能
留住学生

刘 菲

放暑假时，我和妈妈
回了中国。我们先去
了深圳，因为我妈妈的
家在深圳，我的外公、
外婆、舅舅、姨妈都住
在深圳。

我最喜欢去姨妈家，姨
妈做的饭菜很美味，姨妈家还有我最喜欢的
喜哥哥。在得知我回国后，他就把暑假生活
安排好了。喜哥哥很爱学习，他学习时很认
真，我就在一旁读书。喜哥哥喜欢踢足球，他
还教了我足球过人招数。晚上，我们一起去
游泳池游泳，我跟他学会了在水里翻筋斗。

我还去湖南邵阳看望了爷爷奶奶。在那
里，我第一次看见了长在地里的大西瓜。爷
爷对我很好，亲手给我做了一个陀螺，用鞭子
一抽，它就会在地上飞快地旋转，很有意思！

暑假里，我玩儿得很开心，只是觉得时间
过得太快了，真是有点舍不得离开。

（寄自德国）

回中国过暑假
蒋欣来（8岁）

暑假里，我和爸爸、
妈妈以及妹妹去意大
利游玩。我们住的地
方离海边很近，这是
我和妹妹第一次见
到海，所以几乎每天
都去海里游泳。

我们去了美丽的威
尼斯。威尼斯是个小岛，四
面环水，只有坐船才能到达。岛上的风景很
漂亮，街道很古老，有的街道很窄，最窄的只
能通过一条狗。岛上还有很多别致的小桥，
观光的游客很多。我们乘坐了威尼斯特有的
一种船，叫“贡多拉”，船身是黑色的，船中间
有红色的椅子让游客坐。我们坐着游船观看
漂亮的风景。妈妈还问了船夫很多关于威尼
斯的问题。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我和妹
妹都买了有关威尼斯的纪念品。

离开意大利之前，我到海边捡了一些
贝壳，还拿了一点细沙，为的是带回波恩留
作纪念。 （寄自德国）

喜欢威尼斯
韩雨欣（9岁）

好开心，终于放假了，我可
以和妈妈一起回中国了。妈妈
说：“这次回国，我只是陪同，
旅途中的事情要由你来解
决。”我很高兴地答应了。

7月22日，我和妈妈一起
去波恩火车站打印去法兰克福
的火车票。站在机器前，我按照
提示顺利地打出两张火车票。妈妈笑
着夸我：“真棒！”24日，爸爸送我们去锡格堡火车
站，登上了去法兰克福的火车。

到了法兰克福机场，我们赶着往验票方向走。
哇，放假出行的人可真多！离验票的地点有一段路
程，最辛苦的是要上下电梯好几次。我负责拿两个
小行李箱，妈妈用行李车推着两个大行李箱。来到
办理登机手续的窗口，我在屏幕上找到了要搭乘的
航班，换了登机牌，找好了登机口。哈哈，准时起
飞，顺利到达目的地。妈妈夸我像个小大人，说以
后可以让我自己回中国了。我也从这次出行中学
会了很多东西，感觉自己长大了。 （寄自德国）

我长大了
廖世杰（10岁）

我长大了
廖世杰（1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