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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两个女儿，她们都是人们常说的“ABC”
（Australian Born Chinese）。顾名思义，她们都是海外
出生的华人。无论她们将来如何融入当地的社会文化
与生活，这个“根”将伴随着她们的一生。基于这种
渊源，我的两个女儿早早就开始了中文的学习。

在海外同样也能学好中文。我的两个女儿从预备班
开始便参加了本地最大的华人中文学校——新金山中
文学校的学习。大女儿已学了整整11年的中文，小女儿
也学了6年了。她们都已经能用中文写作与阅读。

我不得不提一下，孩子的中文学习和父母与家庭
是息息相关的。父母在和孩子的朝夕相处中，也能营
造一个中文的学习环境。学会和孩子用普通话交流同
样也能弥补海外学习中文环境的缺失。

多年的中文学习使我的两个女儿对中文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她们打算大学毕业后去中国专门学习一年的中文与
历史，开阔自己的知识面和丰富自己的人生经历。在东西方
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她们相信这种学习会有益于成长。

学习中文的渠道是多方面的。作为一个华夏儿女，
如何在传承中华文化遗产的同时，又不影响孩子正常
的学习生活，是我们家长们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

读了人民日报海外版 《送孩子回中国读书，走起》 一文，心中感慨
很多，想和大家共同分享。在海外出生的孩子，要不要学习中文？必须得
学！这样对孩子将来的就业和发展都会非常有利。

出国前，我在中国长期从事小学教学工作，在澳洲墨尔本的中文学校
也任教多年。我觉得，在海外出生的孩子没有必要回中国去学中文。在这
里，有一支敬业的教师团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要想学好中文，只
要坚持不懈地努力，怎会学不好呢？

还有重要的一点：从孩子们健康成长和亲子关系来讲，也不应该把孩
子送回中国学中文。虽然，在中国同样会有很好的照顾和关心，但这些都
不能替代自己父母所给予的亲情，特别是那些处于青春期的孩子。

我认为，在海外出生的孩子留在当地学好母语，了解当地的历史、文
化很重要。同时，为孩子们创造良好的学习中文的条件和环境同样重要。
我相信，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才能为中国的对外发展和建设
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读到人民日报海外版 《送孩子回中国读书，走起》 这个题目时，我就不
禁陷入了沉思。我和先生 10年前移民墨尔本。两个女儿也先后在这里出生。
在她们4岁左右时就被送到墨尔本这里的中文周末学校学习中文。随着年龄的
增长，我发现女儿平日里用英文和我们交流已经是常态。我和先生平日里偶
尔用到中文的成语或典故，她们根本听不懂。

但是，当我面临留孩子在澳洲受教育还是回中国接受教育这样的抉择
时，我却很难下定决心。作为一名母亲，我有太多的不舍和牵挂。而且，中澳
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也有不同的教育观和价值观，在差异如此大的两个
环境中成长，孩子可能无法判断和适应，不利于心态的健康发展。

可喜的是，近几年来，澳洲这里的中文学校开始举办越来越多的华裔少年
“寻根”之旅的活动，等孩子稍大一点，会鼓励她们参加。作为一名黑头发、黄皮
肤的中国人，虽然生活在海外，但是我们还是华人，希望通过参加这样的活动，
让她们晓得她们的“根”在中国，她们有责任把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传承下去。

从世界大的趋势来讲，中国在世界上迅速崛起，世界各地需要越来越多会说汉
语的人才，很多的澳洲人也在学习汉语。华裔子女没有理由把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
和古老的文字丢失掉。等孩子大一些，我和先生打算送她们回中国读一两年大学，
让她们更好地学习汉语知识和中国文化。

我们在澳大利亚工作，儿子11岁，女儿8岁。让孩子学好中文和继承中
华文化，是我们一直努力的目标。人民日报海外版8月6日登载的文章《送孩
子回中国读书，走起》 以及相关讨论，又一次引起了我们的思考。送回中
国，孩子们将放弃英文和远离父母；留在海外，又怕他们疏远了中华文化。
在这个两难的选择面前，我赞成给孩子创造一切机会，让他们拥有在两种语
言和文化环境中的生活经历，兼收并蓄。

孩子们现在澳洲上学，假期我们尽量带他们回中国生活，学习中文和了
解中国。在澳洲期间，我们也利用一切机会，让他们学习中文和接受中华文
化的熏陶。他们每周末在中文学校学习，在家收看中国卫星电视，阅读中文
书籍。中国近年来举办的中华文化海外行等活动，也是一个让海外孩子学习
中华文化的好机会，我们每年都参加。等孩子长大了，我们也会让他们参加
去中国的寻根活动。我们还希望中国能开办一些课程，让海外的孩子们阶段
性地回中国读书。也希望中国能通过网络，同步讲授中国孩子学习的课程。

少年儿童有惊人的学习能力。给他们创造条件，他们就会自然地掌握多
种语言，融入多国文化。两个孩子现在能自如地运用中文和英文，同样热爱

中国和澳大利亚。他们关注中国新闻和澳洲新闻，为赛场上升起的中国国旗
和澳大利亚国旗欢呼，热爱中国书法和澳洲玻璃镶嵌画，喜欢中国的饺子和
澳洲的烧烤。见到久违的澳洲朋友，他们会飞奔过去疯狂拥抱直到都摔倒在
地上。和中国朋友重逢，他们会安静地站在一起，新鲜事儿总也说不完。他
们能谦虚地接受指导，也能自信地展现自己。对他们来说，两种语言和文化
都自然地存在于他们的生活中。

作为华夏儿女，我们深深地爱着我们的祖国，并每时每刻关注着我们
的祖国。我们为中国经济在世界舞台上的每一次腾飞而骄傲，为中华文化
走向全球的每一步脚步而自豪。父母对中国和中华文化的情感，以及中文
的家庭环境，都将感染孩子，促使中华文化在他们心中植根。孩子们虽然
没有一直生活在中国，但一直生活在崇尚中华文化的氛围中。最近，他们
在为中文学校举办的朗诵比赛做准备。当女儿深情地朗诵“我的祖国，高
山巍峨”的时候，当儿子举起手臂气势磅礴地喊出“这就是我们的中国
梦”的时候，我看到了他们的真情和责任。中国对他们来说一点也不遥
远，他们和祖国不曾分开。

最近，许多华侨把出生在国外的儿女送回中国读
书，让孩子从小体验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并在传统
的中华文化氛围中成长。这似乎已成为一种时尚。而
究竟该不该送孩子回中国读书，在孩子成长过程中，
是回到中国学习中文重要还是陪在父母身边重要，大
家各执己见，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在澳洲从事中文教育。我真切地觉得，其实在
国外一样能让自己的孩子学好中文。许多西方国家都
有中文学校，特别是在澳洲更有教育经验丰富、教师
阵容强大的中文学校。这里的华人大可不必让成长期
的孩子离开父母去中国学中文，可以创造条件让孩子
在学习当地语言的同时学好中文。

孩子回中国后，中文是学好了，但是很可能由于
缺乏学习外语的客观条件而把外语放弃了。当孩子回
到出生地后，会很难融入当地社会，也无法把当地语
言学到母语的水平了。

从孩子的健康成长及享受天伦之乐的角度讲，我
也觉得不该把孩子送回国。对于孩子来说，少年时
代，无论从心理上还是生理上都最需要父母特别的关
心和爱护，谁也替代不了父母。从小离开父母的孩子
心灵上所受的伤，是无法弥补的。

海外的中文学校一样可以培养出有着中国“根”、
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并能讲一口流利中文的海
外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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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创造一切机会
■ 陶雪红■ 陶雪红

编者按：本报 8 月 6 日在头版刊登 《送孩子回中国读书，走起》 一

文，引发了海外华侨华人的热烈讨论。本报在8月20日、25日、28日和9

月9日刊发了4组讨论文章和感想感言。今天，本报刊发一组来自澳大利

亚新金山中文学校的老师和家长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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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成长，中国寻根
■ 方 颖

我想，这个问题的主要受方是孩子，她们最有发言权，所以还是问问
我的女儿吧。我有两个女儿，一个 15岁，上 9年级；另一个 11岁，上 5年
级。我要先讲讲她们的背景。她们的父亲是新西兰人，现在我们一家住在
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在此之前，我们先后居住在广州、奥克兰、珀斯、上
海，现在定居墨尔本。

虽然在中国住过，但是她们读的是英国学校，接受的是英式教育。现在，
她们在教会学校念书，在英语环境中生活。我有和很多华人家长一样的忧虑：
她们要忘掉母语了！很多华人家长将他们的孩子送回中国去念书。我是否也
应该将她们送回国呢？我问了大女儿。她的答复是斩钉截铁的：“ No！”为了
更加民主，我征询了小女儿的意见：“你愿意我送你去中国上学吗？”她默
默地盯了我若干秒，一言不发地扭头走开了。

引用一位国内朋友在微信上的话：中小学教学体制应该这样改——吃
好早餐，早8∶30到校。上午3节主课 （数学、中文、英语）。午饭在学校食
堂。下午按照自己的选择，去文艺楼。参加舞蹈、声乐、烹饪、园艺、乐
器、武术、实验、科技、服装、土木等特长班。每周爬山、攀岩、游泳、
欣赏电影。暑假从6月到9月。寒假从1月到3月。假期组织旅游，到另一
个城市或者国家体验风土人情。

如果真是这样了，去，还是不去，还会是难题吗？

几天前偶然阅读了人民日报海外版8月份的文章《送孩子回国读书，
走起》，看完后感触颇深。

如果你感受过国内外的教育，你很快就能发现中外两种教育的差异和
利弊。说到中西方的结合，其实我想生活在墨尔本的华人前辈早就认识到
这个问题并开始探索。这就是为什么墨尔本的中文教育体系这么成熟和完
善的原因。如今，中文学校已经遍布墨尔本，仅新金山学校就有几十家；学
生更是成千上万。在中文学校教书这么多年，我感觉到，有些孩子中文说得
相当不错，甚至可以说不比中国的孩子逊色。我不能说每个孩子的中文水平都
可以和国内相比，但是他们的出色表现确实是可圈可点。同时，中文学校每年
还要组织澳洲孩子到中国“寻根”，国侨办也会每年派优秀教师到澳洲来传经
送宝。这里的孩子既不用离开父母、离开现有的学习环境和朋友，又能接受到
中国文化知识的教育，那么大家认为还有送孩子回去的必要吗？

要不要送孩子回国读书要根据实际情况而论，不能一概盲从。同时，还
要看看孩子将来打算生活在什么地方，工作在什么地方。毕竟，鱼和熊掌不
可兼得，一味地追求面面俱到、十全十美反而可能落得个无所适从。

看到大家有关《送孩子回中国读书，走起》的讨论，我也谈谈看法。
我认为，中文学习很重要，它可以让孩子们知道自己的“根”在哪

里，有一种归属感。但我不同意在高中以前把孩子单独送回国去学习一两
年。孩子成长过程中并不只是接受学校教育，家长的言传身教和关爱同样
重要。长时间不在一起，感情会疏远，孩子的细微变化家长无法洞察，更
无法加以引导。另外，孩子需要全面发展，除了学校的学习外，参加课外
的体育、音乐或其它兴趣小组都会是成长的一部分。这需要家长花额外的
时间安排、接送，指望把这些责任都托付给别人是不现实的。

况且，国内外的中文水平相差甚远。回中国去相应的年级学习，中文差距很
大，会听不懂。孩子们需要额外补课才能赶上国内同龄的同学。同样，几年以后再
转学回来，英文可能又需要补课了。与其让孩子们不停地补课，还不如顺其自然，
充分利用海外当地的资源。比如，墨尔本有的中文学校的规模比一般的英文日校
还大，我的孩子在这里已经上到8年级了。日积月累，进步还是显著的。

学校每年还组织“中华文化大乐园”活动，请中国有特长的孩子们
来，把戏剧、书法、剪纸、武术、音乐等介绍给在这里长大的孩子们。还
有“寻根之旅”，在假期组织学生们去中国考察文明古迹，跟中国学生交
流。我认为这些都是很好的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方式。

等孩子大些，比如高中或大学，如果有交换学习或她自己愿意去中国
学习，我会全力支持的，因为他们已经可以自己管理自己，更知道去中国
要学些什么。

送孩子回国读书，这是10年前我曾有过的念头。但是，我的想法没有得
到先生的支持，我的计划无疾而终。

10 年后的今天，女儿已是大学生，也曾独自到首尔大学读过韩语。如
今，我把 10年前的想法告诉她，然后问她，如果当时把她送回国内读中文，
对当时的她来说是否是一件更好的事情。她的回答是肯定的。我问她，离开
父母的时间多长比较合适？她的答案是6个月到两年。

在我看来，在孩子最需要父母的时候，父母不该让孩子远离自己太久。小学
阶段是亲子关系奠基时期，不该有别的事情比这更重要了。况且，如今澳洲有不
少周末中文学校可以让孩子读书，我认为不需要千里迢迢把孩子送回国。

而初中阶段的两三年时间内，可以选择性让孩子离开父母一段时间到中
国读书。这个时期的孩子已经比较有独立生活的能力，这个时候让他们远离
一段时间独自面对世界、独立处理问题，无论从个人成长和对中华文化接纳
和理解等方面，还是与父母感情增进方面考虑，都是比较好的选择。

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 赵卫红

初中送孩子回去读书好

■ 严芝萍

中文是必修课
■ 徐 卫

孩子们最有发言权
■ 祃洁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