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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外 教
学 工 作 有 苦

有 甜 ， 有 笑 有
泪，每一位被派到海

外任教的汉语老师，心中
都会有许多故事。当我独自

拖着重重的行李箱踏上前往意大
利布雷西亚的火车时，送行的米兰

孔子学院同事们的身影渐渐远去，孤
独开始像一颗打开的烟雾弹，弥漫着我

的心。
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

有5个校区，布雷西亚校区即是其中之一。学
生大多来自教养严格的天主教家庭。我教授的

汉语课是学校开设的众多选修课中的一门。虽然
是选修课，但课时量很大，经常要一次连着上好

几个小时。我担心这么长的上课时间很难让学生一
直保持兴奋和注意力集中，所以就尽量把综合文化

课和语文课穿插安排。如果头三节课是语法和练习
课，那么后两节我们就讲中华文化，跟他们一起写写

汉字，讲几
个成语故事，或者
播放一段中华历史
文化的短片，学生
们兴趣盎然。

对 于 外 国 汉 语
学习者来说，在日
常生活中几乎没有
用 到 汉 字 的 机 会 ，
所以汉字一直是最
难的一个环节。我
调动之前学过的汉
字知识，在备课时
争取把每一个汉字
的起源和部首结构
了然于心，再在课
堂上深入浅出地像
讲故事一样讲给学生。比如强盗的盗，上次下皿，像
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人对着煮肉的锅，想把肉锅抢走；
羡慕的羡，上羊下次，像人对着烤熟的羊肉流口水，
很想吃那块羊肉。学生们听了哈哈大笑，印象深刻。
每节课后，我会把新学的汉字做一次部首归类或者形
近字归类，帮助他们温故知新。渐渐地，学生对汉字
的兴趣越来越浓。要把枯燥的汉字知识讲得生动有
趣，要求老师具备扎实的汉字基本功，对此我深有同
感。每天汉语课结束前的 20分钟，是固定的写汉字时
间。在淡淡的午后阳光下，教室里一片静谧，金发碧
眼的洋学生们在悠扬的中国扬琴声中一笔一划认真练
习，那场面真令人感动。

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我慢慢摸索出一些更加符
合意大利学生学习习惯的教学方法，比如意大利人性
格热情外向，爱聊天，爱表达，学生们非常喜欢回答

问题，常常出现一个问题全班抢着回
答的场面。因此我常常采用提问式教
学法，多提问，多给学生开口的机
会。比如，周一要学习“隐私问题不
能问”这节课，一上课我就问大家：
你们周末过得怎么样？出去玩了吗？
跟谁去的？哦，跟男朋友去的。男朋

友工作了吗？他挣多少工资？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
答：“这是隐私！”在一片争先恐后的回答声中，我们
顺利地引入了当天的主题。在生词讲授环节，这种提
问式教学就更有用了。在讲解完“算 （是） ”的用法
后，我开始询问学生：你这次考了多少分，你觉得怎
么样？今天冷不冷？你的衣服多少钱？你觉得便宜
吗？布雷西亚哪家饭馆的菜最好吃？学生们踊跃回
答，有的说：“我考了80分，算是不错。”有的说：“我
的衣服100元，不算便宜。”

渐渐地，我和学生越来越熟悉，我们的合作也越
来越默契，学生们越来越爱跟我聊天。有一次，几个
学生问我：“刘老师，为什么你总是那么高兴？”我回
答：“因为我见到你们就开心啊！”学生们认真地想了
想说：“我们觉得你真的爱你的工作。”

是啊，作为一名教师，能够在海外教授汉语，传
播中华文化，我有着庄严地使命感和崇高的自豪感。
而支持着我在异国他乡奋斗的动力，就是故土和亲
人。鸿雁飞得再高，低头就能望见草原；鱼儿游得再
远，托着它的是浪涛。祖国是强大后盾，它托着我们
飞得更高，游得更远。

（本文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进修学院教师）
压题照片：意大利布雷西亚 本报记者 刘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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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本文
作者 （中） 和
学生们在一起

在过去的7年中，我去过中国很多次。我在中国
的学校跟中国的孩子们上过课，也到过政府机关和
那里的叔叔阿姨聊过天儿，还去过江西省的一个孤
儿院教孩子们英语。妈妈、妹妹和我还曾经带着我
们的美国朋友到中国去旅游。我在中国看到和接触
到的许多事情改变了我对生活的看法。其中给我印
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学习用手洗衣服。

去年我和妹妹来到河南省一个名叫长葛的小
镇，在天龙学校上七年级。这是一所私立学校，也
是一所离农村很近的寄宿学校。我和妹妹跟中国孩
子一样住宿舍，跟中国孩子一起上课。冬天学校的
水龙头里没有热水，一台很旧的洗衣机只有老师才
能用，学生只能用手洗自己的衣服。小时候我学过一
首“洗衣歌”，这是一首教小朋友怎样用手洗衣服的
歌，歌曲欢快有趣。但当我第一次真正用手洗衣服的
时候， 那感受却不像歌中唱的那样美妙。

记得那天我拿着一盆
脏衣服到水房去洗，我那
笨拙的动作引起了一位在
那儿工作的老太太的注
意。 她走过来，手把手
地教我怎么把衣服洗干
净。我按照她的话，先把
一些洗衣粉倒在脏衣服
上，使劲地用手搓。搓了
一会儿才发现洗衣粉放得
不够多， 就又倒了很多

洗衣粉在衣服上。一件衣服洗完了，我把衣服放入老太太借给我
的塑料桶里，放上清水清洗，一遍，两遍，终于洗完了第一件。

这时我的手被冰冷的水冻得通红，我好怀念美国家里的舒适生活：
洗衣房里有洗衣机、烘干机，打开水龙头就有温暖的清水流出……

回头看看身后，排在我后面的几个学生见我洗得太慢，都换到其他队
里去了。洗完衣服的同学陆续回到教室准备数学考试，而我接着又洗

了第二件、第三件……我用最快的速度将其余几件衣服洗完，挂在宿舍
前的晾衣绳上，然后匆匆奔向教室。

下课后，我和我的朋友去看刚才洗的衣服。结果因为我放了太多的洗衣
粉，又没有用清水洗干净，衣服上留下了好多白色的斑点。被我“洗完”的衣

服看上去很糟糕。
这次洗衣服的经历让我懂得了很多很多。我第一次尝到了在艰苦的条件下独立

生活的艰难，让我对所拥有的一切心存感激。 （寄自美国）

手 洗 衣 服
杜凯杰（16岁）

每年 12 月 5 日荷兰都过圣尼古拉儿童节，那一天
是孩子们最快乐幸福的一天。也许你认为孩子是最容
易满足的，不需要为之做太多的准备，你错了……其
实荷兰人非常重视这个节日，大人们在11月就开始准
备礼物和糖果之类的东西。在11月底，一艘蒸汽船会
到达荷兰，那里面乘坐者孩子们的朋友——黑皮特和
圣尼古拉老人。街上到处可以看见黑皮特在发饼干和
糖果，学校的气氛在那时也会变得热热闹闹的。在 12
月5日，小孩子们都会收到圣尼古拉的礼物，他们相信
那是黑皮特透过烟囱给他们送来的。

12月25日和26日是圣诞节，在那一天，每个人都

会给亲戚、朋友、父母、爱人买最合适他们的礼物，
包好后放在圣诞树旁边。 我觉得买礼物的过程是最特
别、最温暖的，光是想想收到你礼物的人拆开后那惊
喜和兴高采烈的表情，就令人充满了满足感。我最期
待能过一个白色圣诞，可惜因为天气变暖，荷兰圣诞
节时不常下雪。

说到新年，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五颜六色的烟花、
香喷喷的油炸球和热热闹闹的大街。元旦前夜我们会
聚在家里吃团圆饭，有中国菜，也有油炸球。油炸球
是一种荷兰小吃。年龄小的孩子放鞭炮，年龄大一点
的就放烟花。午夜12点整，家家户户的烟花把整个天
空打扮得如梦如幻，向我们宣告一个美好的新年正式
到来。 （寄自荷兰）

我为自己而骄傲！因为我完成
了一次自我挑战，凭借勇敢和自
信，我第一次做了主持人。

当听说“现代汉语学校”的春
晚在征集主持人的时候，喜欢朗诵
和演讲的我非常心动，很想报名，
但因为从来没有做过主持人，心中
充满了紧张、犹豫，担心自己不能
胜任，甚至一想到要站在台上面对
那么多观众，就想打退堂鼓。但家
人和老师都鼓励和支持我去大胆尝
试，我也想挑战一下自己，于是，
鼓起勇气去学校毛遂自荐。在得到
同意的那天，我非常高兴，暗下决
心，一定要完成好这一次主持。

于是，在接下来的整整一个星
期，每天晚上我都反复地大声朗
读、背诵台词，还不断地给自己打

气，告诉自己“我能应对这个挑战”。
晚会那天，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胸有成竹地走上

台，一气呵成地背出了准备好的台词。虽然这是我第一
次面对着宽敞的舞台和许多观众，有一点紧张，但因为
勇敢和自信，我顺利圆满地完成了这次主持人的工作。

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经历很多“第一
次”，从蹒跚学步到牙牙学语，再到渐渐独立，每个“第一
次”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有紧张、欢乐、成功，当然也会有
失败和泪水，这些经历会促使我们成长。（寄自美国）

近日，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孔子学院
“中国星”夏令营在图森中国文化中心开
营，吸引了90名中小学生参加。

此 次 夏 令 营 围 绕 “ 爱 ”、“ 敬 ”、
“ 学 ”、“ 善 ”、“ 信 ”、“ 和 ”、“ 谦 ”、
“德”、“俭”、“礼”等10个中国传统价值
观主题展开活动。为促进美国中小学生
学习汉语，夏令营采用汉语“半浸入
式”教学，学生每天有一半时间在全汉
语环境中学习和活动。

夏令营活动设计丰富多彩，有汉语
教学，中国音乐欣赏，二胡、古筝、阮
等中国乐器学习，还有中国武术、舞龙
舞狮、中国食品制作与品尝，等等。

小营员们学习热情很高，争先恐后地
参与其中。不少孩子操着不太熟练的汉语
表示，明年还要来参加“中国星”夏令营。学
生家长迈克尔·瓦兹说，他和妻子非常喜
欢中国。为了让孩子体验勤学、谦让、
节俭等中国传统文化美德，这次把
两个儿子都送到了“中国星”夏
令营。希望这次活动能让孩
子从小对中国产生兴趣，
也希望中国文化的熏
陶有利于他们的成
长。

（孔 萱）

▼作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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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知名小说、歌曲等被改编成电影且取得不俗
的票房后，近日有消息称，我们最熟悉的工具书 《新华
字典》 也已经被互联网公司注册，将被改编成电影搬上
银幕。这是一次新形式的文化传播？抑或仅仅是一次娱
乐炒作的噱头？

《新华字典》拥有世界之最

《新华字典》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以汉语拼
音音序排列、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字典，也是迄今
最有影响、最具权威的一部小型汉语字典。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出版，历经几代、上百名专家学者 10余次大规
模的修订，重印200多次，成为迄今为止世界出版史上发
行量最大的字典，迄今已经发行了 4.5 亿册。《新华字
典》 不是说文解字，不是论文专著，也不是学术研究用
书，它只是供初学汉字者使用的简易识字工具书。但就
是在这本小小的 《新华字典》 编辑名单中，有一大批著
名语言学家位列其中：魏建功、叶圣陶、陈原、吕叔
湘、金克木、丁声树……《新华字典》 第 11版已于 2011
年7月出版发行。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江蓝生表示，《新华
字典》第11版发行之日，就是开始修订第12版之时。

东汉许慎在 《说文解字序》 中有“盖文字者，经艺
之本，王政之始”的表述，认为语言文字是治国理政的
基础。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李明洁说，《新华字
典》 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一直在不断修订中。所
以，它反映和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发展变化，在
消除文盲、推动广大民众文化水平提高方面发挥了巨大
作用，它那庞大的人群覆盖面和极高的使用率是其他任
何一本书籍所无法比拟的。

《新华字典》伴着温暖回忆

对于 《新华字典》，相信每一个上过学的人都不陌
生，小学一年级时人手一本。学会了查字典，就像为阅
读插上了翅膀。《新华字典》嵌入几代人的童年记忆中。

“90后”蒙古族大学生乌兰与《新华字典》有着难忘
的故事。她说，我从小接受的是蒙语教育，上小学后开
始学习汉语有些吃力。上二年级那年的“六一”

儿童节，妈妈买了一本 《新华字典》 送给我做节日礼
物。我当时激动得不行，从此字典不离手，学习汉语的
时候方便了许多。这本字典到现在我还珍藏着。

网友“面条”是一个北京人，“80后”。她回忆起自
己与 《新华字典》 的结缘。“爸爸希望我好好学习，《新
华字典》 是他送我的第一个生日礼物。我在小学学习阶
段几乎每天都会使用它，因为觉得它特别有权威性。很
有意思的是，当时同学们都觉得把 《新华字典》 翻得越
旧的学生，学习成绩越好。我到现在还记得 《新华字
典》 1998年修订本中有一句话：‘小花考上了北京大学；
小红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
都有光明的前途’。这么朴实的话，现在读起来让人感慨
万分，这大概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共同情怀吧。”

某科研单位退休工人陈爷爷回忆道，我童年时没有
条件接受很好的教育，现在认识的汉字都是后来通过自
学掌握的。孙女小学毕业后，把她的 《新华字典》 给了
我，我可宝贝它了。字典不大，带着挺方便，平时读书
读报的时候，遇到不认识的字我就查字典，简体字和繁
体字的对照也很实用。

的确，小小的 《新华字典》 伴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
几代人的学习成长足迹，给中国人留下太多的记忆。

《新华字典》上银幕 期待还是怀疑

对于 《新华字典》 将被搬上银幕一事，即使在影视
界也有两种声音。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李少红认为，

《新华字典》是惠及几辈人的工具书，如果改编得当，借
经典的名声拉动票房无可厚非，电影人应该尊重互联网
给电影产业带来的改变。而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汪
海林则表示，目前原创匮乏，很多人依赖于从互联网热
词中寻找创意源，但很多选题本身并不具备电影转码条
件，如果创作完全依赖于热点，那将是电影的悲哀。

近来，一个时髦概念“IP 电影”进入了公众视线，
其实影视行业中所谓的 IP，是指那些被广大受众熟
知、具有开发潜力的原创文艺作品，IP电影
便是根据这些作品改编而成的电
影。网络小说改

编的电影 《致青春》、青春小说改变的 《左耳》、与流行
歌曲同名的《同桌的你》，还有这次《新华字典》上银幕
均属此类。

北京语言大学新闻系郭之恩老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说，《新华字典》将被搬上银幕，乍听起来令许多人费
解。但是，细究之下，其实是对 IP 概念的一次概念消费、
概念营销。近年来，影视制作中玩弄概念，最终言之无物
的作品不少，观众的胃口被所谓的“史上最纯”、“一大突
破”之类概念吊得老高，观后却感觉平平。影视作品成功
的重要一环是需要一个好故事。《新华字典》被搬上银幕
并不值得炒作，关键是以什么内涵被搬上银幕。

《新华字典》 作为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使用过的一
本书，认知度极高，单单是“ 《新华字典》 电影”
的噱头就足以吸引很多人的眼球，从这一点来看，
电影《新华字典》绝对拥有很大优势。但如果仅仅
把 《新华字典》 当成噱头，胡编乱造，则不仅会
损害《新华字典》在观众心中的形象，也会让观
众今后对于新的艺术创作形式、新概念产生怀
疑，生出戒备。

《中国成语大会》、《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汉字英雄》等一批有关中文和中国传统文
化的电视节目热播，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
注和参与，形成了一波学习汉语、学习中
国文化的热潮。实践证明，不论是影
视剧还是电视节目，只要切入点巧
妙，形式得当，内容适合观众，
就一定会取得不俗的传播效
果。希望《新华字典》电
影不是炒作，而是再
创作。

《新华字典》上银幕

是文化传播？还是娱乐噱头？
本报记者 刘 菲

◀汉语课

▲音乐课

▲书法课

我们要当我们要当““中国星中国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