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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报8月6日在头版刊登《送孩子回国读书，走起》一文，引发了海外华侨华人的热烈讨论。孩

子的教育问题，可谓切中了海外华人父母的兴奋点。此次参与讨论的海外华人来自世界各地：亚

洲、欧洲、美洲、大洋洲和非洲都有许多人发声。讨论形式更是体现了新媒体时代的多彩多

样：电子邮箱中收到许多邮件，都是海外华人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或是身边人的

故事；在海外华文媒体圈中，针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一波接一波；在微博的

跟帖中，网友各抒己见；在海外华人自发形成的微信群中，更是掀

起讨论热潮。比如，拥有 200多名成员的“侨联之友”微信

群就针对是否该送孩子回中国读书这一话题进行

了主题讨论。

本报已于 20 日和 25 日刊发

了两组讨论文章和感想

感言，今天刊发

第三组。

我觉得，如果父母希望孩子有一个良好
的学习习惯和坚实的学习基础，那么把孩子
送回中国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如果父母希望
孩子能够自由发展或者注重孩子素质能力的
培养，那么在国外读书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回中国后，会感
受到各种压力。如果孩子能自我减压，把压
力变成动力，那么回中国就是好事。毕竟，
我觉得中华文化有其巨大的魅力，而对于流
着中华民族血液的我们而言，回中国学习也
是一次别样的经历。

当然，回国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太
多的以分数论英雄，不利于孩子创造力的培

养；过多地纠结在分数上，会忽略孩子身心
的发展和能力的培养。孩子的童年也会变得
苍白。

我在国内接受教育10多年，从小学、初
中到高中，考试成了学习的代名词，担心分
数，担心名次，以为分数越高就代表学得越
多。

其实大错特错。在加拿大学习的日子
里，我知道了真正理解知识点，把知识经过
自己的消化，提炼其中的营养，然后充分吸
收。

不过，我对那十多年国内学习的时光很感
激。我忘了当时考前的焦虑和不安，忘了题目不
会做的痛苦和无奈。我很清楚，那些日子给了我
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让我更有计划，更踏实地
学习和生活。这些潜移默化的方式方法，让我的
学习张弛有度。

随着中国吸引力的不断增加，会不会有
越来越多的其他国家的侨胞选择送孩子回中
国读书？我看，很有可能。这样做，既是为了中
华文化的传承，也是为了子女更好的前程。

大温哥华地区，是加拿大华人人口最集
中的地方。有些城市华裔人口的比例甚至超
过了一半。在这里，学习中文的条件应该是
海外较好的。首先，中文学校历史悠久，规
模较大。据介绍，早在30年前，黄氏宗亲会
便设立了文疆学校，培养了不少当地社区知
名政界人士，他们的中文就是在该学校学成
的。另外，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李树坤中
文学校目前拥有4000名学生，分校遍布大温
地区；不少公立中小学都引入了中文课程，

有的更是设立全中文的教学试验计划；部分
私立学校不仅在常规课程里加入中文内容，
在课后的下午班，更设立一周五天的中文课
程……

不过，虽然大温地区的中文学习条件不
错，近年来仍有越来越多的华裔父母将在加
拿大出生的下一代送回中国读书。我认为原
因有几个方面：第一，中国是中华文化的发
祥地，在那里可以学习到正宗的中国语言文
化；第二，相对于西方式的放养式教育，中
国的传统教育确实能令孩子学习到更多知
识，利于下一代打下扎实的基础；第三，也
是最重要的，是因为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
元素已经深入到国际的每一个层面，了解中
国、熟悉中国、学会与中国打交道，已经是
华人在海外生存和发展的先天优势。

■ 萧 白（加拿大）

感激国内学习的时光

■ 南庚戌（博茨瓦纳）

让海外华校规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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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海外华校规模化

■ 黄运荣（加拿大）

用好华人天然优势

读 8月 6日人民日报海外
版的头版报道，我觉得很欣
慰 。 巴 拿 马 等 地 的 华 人 父
母，越来越多地把孩子送回

中国读书，从小培养爱乡爱国心，从小扎下中华根、传承中华好传
统，这是顺应时势发展、值得欢迎和赞许的举措。

我自小从新加坡回国，年已 85 岁。离休后 28 年来，与夫人一
起，多次到美国探亲旅游，也帮助女儿女婿带过两个外孙女，因此
在海外华人培养子女方面有不少体会。

我有个老同学，退休后与老伴移民美国十多年，帮助3个儿女（有
个洋女婿）带了6个孙子辈，其中4个不懂中文，两个稍懂一点。日前来
电话聊及此事，他们倍感后悔，说已上大学的孩子埋怨他们当年没教

他们学中文，现在困难多多。而且，由于孙子辈已西化，在家里各做各
的，感情越来越淡薄，更谈不上什么孝道。

与其相反，另一个家在大纽约的朋友，从小在孩子的教育上中
西并重。除送孩子进中文学校外，还坚持每年暑 （寒） 假都把孩子
送回中国，让她接触社会、广交朋友，参加旅游或做志愿者。如
今，孩子的中文英语水平都很出众，而且，对中国了解不少，喜爱
中国文化，很有竞争力，家庭和谐，深得各方赞赏。

应该说，我与夫人在美国的日子，与女儿女婿一起做培育后代的
工作，不亚于大纽约的朋友。两个外孙女让我们很欣慰：19岁的外孙
女去年和今年都志愿跟随美国的国际医疗公益团队当中文翻译，到南
宁、柳州以及山东聊城等地给当地医院解答问题；另一个14岁，今年
参加了美国《侨报》小记者团，到北京和武汉参访。参访期间，她每天
都写中文稿，发回《侨报》发表。小记者团成员20人，是通过多次中
文作文比赛等，从2000多人中挑选出来的，可谓百里挑一。

当今世界，中国的崛起和对世界的贡献广受世界瞩目。在全球
有上亿外国人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看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潮流
里，作为华人的后代，如果不懂中国话，对家乡、祖 （籍） 国毫无
感情和印象，对中华文化和传统不感兴趣，即使外语学得不错，也
有专长，在竞争激烈的世界舞台上，也难以让人敬佩。而重要的
是，一个连自己的民族都不热爱、连本民族的文化精髓都不珍惜的
人，在任何国家和族群里，都不可能得到尊重。

遗憾的是，放眼今日的海外华人子女，还有不少由于远离祖
（籍） 国，由于家庭教育或社会教育的缺失，不懂中文、不了解中
国、不明白中华文化。某些父母盲目地认为孩子在海外，学好外语
就OK，学不学中文、了不了解中国和中华文化都无所谓，甚至还有
些家长崇洋媚外、蓄意离弃祖 （籍） 国，给了孩子不少误导或偏
见，也给这些后代带来意想不到的困惑和遗憾。

巴拿马等地华人父母送孩子回中国读书的做法很值得海内外同胞
思考。无疑，由于种种原因，不是人人都愿意或有可能把孩子送回国就
读。时下风行的做法是，许多家长利用暑假寒假让孩子们回中国游学，
包括参加夏（冬）令营等，又游又学，只要名副其实，规划得当，也不
失为一种辅助办法。不过，这种做法的缺点是时间短暂，效果有限。

不管怎样，我认为，作为海外的华人父母，要认识到，不仅要
从小培养孩子学好中文，还要培养孩子具有爱家爱乡爱国心、扎下
中国根，这样才能为孩子的发展打好基础。这也是对祖 （籍） 国的
回报和贡献！

■ 何振宇（美国）

海外中文教育应改变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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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文教育应改变思维
北美由大陆新移民进行的华文业余教育至今已轰轰烈烈进行了

25年多了 （芝加哥希林中文学校于1989年夏正式注册成立，是有记
录以来最早的）。在初期，我们常戏称中文学校是社区的“干部学
校”，因为家长们在办学过程中锻炼了才干，继而走向华人社区中成
立各种社团，使得华人社区发展壮大，成为北美主流社会中蓬勃的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时至今日，放眼望去，其领导层和社团
骨干还是所谓的“第一代移民”。究其缘由，不得不问：为什么千军
万马的业余华文教育大军不能培养出热心传承、弘扬中华文化，也
同样是千军万马的“第二代”呢？

当然，把孩子们送回国内学习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并不是大
多数的家长都有时间、有精力、有条件送孩子们回国去学习，因此
这不是可持续的解决方法。

学会中文，实际上是首先学习、掌握2500常用字的问题。国内
小学六年全时学习《语文》就是要学会2500常用字，外加识认1000
个常用字 （据教育部于2012年制定的教学大纲）。但是，在我们的业
余教育中，没有充足的课时、场地。绝大部分周末中文学校的学生
在 6 年的业余学习中，充其量也只学习了不足 1000 个常用字。此
时，孩子们进入了所谓“麻烦制造者”的年龄，有了独立思考的能
力。但是，他们无法突破识认2500常用字的瓶颈口，其中文水平远

远 不 能 满 足 其 此 时 “ 学 知
识”的阅读需求。由于看不

到成就而只是体会到学习中文的艰难，很多孩子心理上受挫，不愿
再继续学习。再加上人文环境的因素，在学习中忘的比学会的多，
很多人最终选择了放弃。我们总是说，文字是文化的载体，在学习
文字上败下阵来，还谈什么热爱、弘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呢？

解决现实的北美华文业余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是改变教
育思维的问题。

一种思路是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后兴起、实施的，我们
几代人最熟悉的“随课文识字”教学思路。其缺点是学习生字的速
度远远不能跟上孩子们的生长速度。这一点在北美的业余华文教育
中尤为突出，成为孩子们学习的主要障碍。

另一种是在“新文化运动”以前千百年一贯实施的“先识字
（阅读） 后读书”的教学思路，即三 （字经）、百 （家姓）、千 （字
文） 在先，四书、五经其后的教学思路。

对于我们来讲，先重点集中相对少的时间突破2500常用字的识
认 （听说读先行，把不适合孩子们此时生理条件的“写”及“理
解”的教学滞后到其突破“扫盲”水平之后），成就孩子们自主阅读
能力，其后再进行系统、深入的听说读写全面推进的教学。

只有解决了我们的华文业余教育中的“学不会”问题，使得千
千万万业余华校培养出真正懂中文、热爱中华文化的年轻一代，才
能像滚滚的密西西比河一样后浪推前浪，使北美华人社区新人辈
出，永葆青春。

■ 朱华钧（归侨）

顺应时势 值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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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时势 值得欢迎

子女教育一直都是备受关注的话题。父
母对孩子的爱是无止境的，竭尽心力皆为子
女。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身不由己。

海外华人，在海外成就属于自己的事
业，非常不易。我们多计划留在海外，扎根
于当地社会，融入当地社会。而要更好地融
入当地社会，则必须做好落地生根的准备。
这也与中国政府对海外侨胞的鼓励政策相符
合。

在这种情况下，海外华人是否将其子女
送回中国上学成了一个两难的问题。若将子
女送回中国上学，在教育问题上，隔代寄养
存在的隐患、不同教育理念等问题不容忽
视。子女从小与父母长期两地分隔形式的

“跨国抚养”造成亲子关系、孩子行为、情
绪、人际关系、学习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将

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我建议，应从加强海外华文学校的建设

着手，推动相关建设，使海外华文学校规模
化、正规化，让海外华人子女在其居住国也
能学习到国内的汉语以及各种理论知识。当
然，可以采取海外和国内同步的教学模式。
这样，父母若因各种不定因素需回国或休
假，孩子仍可以同步跟上国内的教育课程，
不会造成孩子学习规律、生活方式的改变和
脱节。

在我看来，中国政府鼓励华侨华人融入
当地社会，也需鼓励其子女选择在父母的陪
伴下健康成长。

讨论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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