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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暑期五彩缤纷的电
视节目中，几档文化类节目再次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大型填字竞
技真人秀 《我知道》 第二季开始
在四川卫视热播，2015 《中国汉
字听写大会》 也正在央视热播。
这些节目不仅吸引了放假的学生
们，也吸引了社会各个职业的
人，形成了一道“全民玩汉字”
的靓丽风景线。

以娱乐形式
行学习之实

将学习内容包装上娱乐外衣
是这类节目的看点。比如，《我知
道》 使用电视真人秀的手法，海
选每个行业内的填字游戏佼佼者
进行意想不到的对决，家庭主妇
对阵丈夫、奇葩学生对阵学术泰
斗、医生对阵律师……在小小的
填字格上营造出选秀节目紧张刺
激的现场气氛，打造出一档全民
互动、竞技的民众益智类节目。
与大多数真人秀节目不同，《我知
道》 并不想做成“尖叫型”节
目，而是“希望重建中文魅力”。

由中央电视台和国家语言文
字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办的 《中国
汉字听写大会》 从 2013 年创办以
来，早已名声在外，拥有众多

“粉丝”。各地中学生参赛，语言
文化专家担任裁判和解说，央视
著名播音员担任读词主考官，现
场台上台下互动……这些新颖的
形式吸引了不同年龄段的众多观
众，成为一年一度国家级规模最
大、水准最高、影响最广的文化
娱乐赛事之一。没有噱头和哗众
取宠，有的只是单纯汉字知识的
比拼。选手与观众一起在游戏中
学习知识、领略汉字之美。

任雪榕是首届 《中国汉字听
写大会》 参赛选手，来自甘肃省
白银市平川区种田中学。她的家
在贫困山区，家里生活并不富
裕。但作为 32 支参赛队伍中唯一

一个乡级中学代表队成员，她对
于自己能够站在央视舞台上参赛
十分自豪，她说：“我的理想就是
好好学习，将来走出大山，改变
自己的命运。”

在游戏中加固
中华文化之根

古 希 腊 哲 学 家 亚 里 士 多 德
说，游戏是劳作后的休息和消
遣，是本身不带有任何目的性的
一种行为活动。以游戏的形式传
播文化、学习知识是 《我知道》、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等电视节目
老少咸宜被热捧的原因。

填字游戏比赛因为是在两横
两纵以上的格局间展开，所以也
被称为“格子里的文字游戏”。著
名演员王刚是 《我知道》 第二季
的导师之一，他认为，知识需要
不断更新，他很愿意通过做导师
来了解当下年轻人的所思所想所
为。通过填字，串联起有关汉字
和中华文化的相关知识，人们就
能在不知不觉中加深对中华文化
的了解，达到学习的目的。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的宗旨

是：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
来。在 2014 年 《中国汉字听写大
会》 期间，一个“焐热冰封汉字
行动”开始实施，与电视上选手
角逐同时，电视机前的观众也拿
着纸笔，认真地测试着自己的汉
字知识底子。一个网友说，在众
多电视节目中，很少有一个节
目，能够让他一家三代人都感兴
趣，一期不落地跟着看下去。

汉字是由象形文字演变而来
的表意文字，它对于中华文化的
意义，除了是语言表达工具和文
化留存载体外，还蕴含着中国哲
学思想。民间对对联、猜字谜、
猜灯谜、成语接龙等文字游戏形
式和藏头诗、回环诗、宝塔诗等
文学形式无不体现着汉字的巧
妙。历史上也留下了许多趣闻和
故事。明朝大学问家徐渭游西湖
时，面对平湖秋月胜景，即席写
下了一首七绝藏头诗： 平湖一色
万顷秋，湖光渺渺水长流。秋月
圆圆世间少，月好四时最宜秋。
其中就藏头“平湖秋月”4个字。

游戏不是儿童的专利，不同
年龄的人都有游戏的需求。参与
游戏的过程是轻松快乐、自觉自
愿的。游戏是公平竞争，必须遵
从一定规则。把游戏和学习知识
联系在一起，效果必定事半功倍。

借现代手段
助推全民汉语热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
教师杨宏说，现在手机上有不少
与汉字有关的小游戏，比如挑错
别字、猜成语等，电脑上也有不
少关于汉语的游戏软件，比如藏
头诗生成器。《我知道》和《中国
汉字听写大会》 等电视节目以游
戏的形式把汉字和汉语搬到荧

屏，扩大了受众面，丰富了电视
节目种类，引导人们关注日常生
活中常常熟视无睹的汉字，探究
和学习汉字形、音、义知识，这
对于提高全民文化素质肯定是件
好事。

其实只要形式得当，年轻人
是乐于参与和学习的。有网友看
了填字游戏比赛后说，想起了小
时候玩的一个游戏。规则很简
单，先选出一个字，在不改变原
字字形结构的基础上，添加笔画
将 其 变 成 另 外 一 个 字 ， 例 如 ，

“人”字加一笔可以变成“大”，
“ 大 ” 加 一 笔 可 以 变 成 “ 犬 ”，
“犬”加两笔可以变成“厌”……
这样一直加下去，直到有人加不
上来，变不出新字为止。

《我知道》节目为了吸引更多
年轻人的参与，设计了一款专属
手游，在 App内提供单机/联机对
战模式，让用户在电视直播实时
互动之外，还有机会和全球填字
高手进行指尖上的巅峰对决。

填字游戏本是个舶来品，它
在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后被发扬光
大，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
的悠久文化历史和汉字的独特魅
力。比如，成语、古诗词、人
名、地名中各类知识无所不包，
特别适合开展猜谜、脑筋急转
弯、联想、比喻等游戏。填字是
智慧者的游戏，人们可以在填字
的过程中巩固已有知识，发现知
识欠缺，从参与中收获快乐，真
正实现“娱乐中学习，玩耍中记
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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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玩汉字 激活大智慧

娱乐娱乐节目借节目借““汉语牌汉语牌””走红走红
本报记者 刘 菲

安睿来自南美洲的“赤道之
国”厄瓜多尔，名叫帕布洛·安德
烈斯，“安睿”是他的中文名字。
他现在在其家乡昆卡市的一家汉
语培训机构任教。他的梦想是在
家乡创办一家汉语学校，成为一名
优秀的汉语教师，让更多的厄瓜多
尔人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

被汉语之美迷住

安睿小时候的生活条件很艰
苦，父亲常年在外，几乎是由母
亲一人把他抚养成人。为了增加
家庭收入，他12岁就开始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工作补贴家用。

19岁时，他得到了一份为期
两年的志愿者工作机会：为贫困
家庭提供服务和帮助。工作期

间，他很快跟英国志愿者
学会了英语。这段经
历促使他产生了再
学 一 门 外 语 的 想
法。他对中国经
济的快速发展和
日益扩大的国际
影 响 力 早 有 耳
闻，上大学后，安
睿毫不犹豫地将汉
语选为自己的必修课。

安睿说，第一次接触
汉语就被汉字之美迷住了。虽
然汉语并不好学，但是在巨大的
学习热情的推动下，他的进步非
常快，成绩在学校名列前茅。然
而当学校里唯一的汉语老师离开
昆卡后，他的汉语学习被迫中断
了。为了继续学习汉语，他选择
在社交网站上用汉语跟中国人交
流，还搜索到“网上北语”的在
线汉语课程。

在中国学习汉语

2012 年，在国际互惠生组织
的帮助下，安睿来到中国苏州市
一个小镇——盛泽，在那里一边
教英语，一边学汉语。

在盛泽的一年里，安睿每周
有两天要坐两个小时
的公交车，到邻近的
一所大学上汉语课。
除了上课，他也抓住
一切机会跟中国人练
习说汉语。但是，在
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里用汉语与人交流，

要比安睿想象的困难得多。正如
他自己后来说的，“当我看着‘好
容易’和‘好不容易’ 这样的短
语时，要弄明白它们的意思很不
容易。” 那时，因为语言交流困
难，安睿也曾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大哭一场。可是，他并没有向困
难妥协，反而给自己定下了更高
的目标。当一年的学习结束时，
安睿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了。

追梦路上不停步

学汉语，为安睿的人生打开
了一扇新的窗户；教汉语，让安
睿有机会帮助更多的人打开汉语
和中国文化之窗。回到昆卡，安
睿在一家培训学校担任汉语教
师。安睿说，眼前他要做的是坚

持学汉语、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汉
语教学能力。

2014 年 7 月的一天，北京语
言大学的古老师在脸谱网上告诉
他，北京语言大学面向会说汉语
的外国人推出了远程国际汉语教
师培训项目，课程学习和考试都
在网上进行。安睿觉得这个项目
简直就是为他定制的，马上注册
加入。入学后，安睿在这个学习
平台上用汉语充满自信和感情地
写道，“我想将中国文化和汉语传
播给我的国家的朋友，我的梦想就
是创办自己的汉语学校。这是我
的‘中国梦’”。在学习过程中，他
总是非常认真，并在平台上与中外
同学主动交流、积极讨论，以期尽
快实现他的“中国梦”。

今年 4 月，安睿的学生参加
了一级和二级汉语水平考试，且
都以高分通过。这也是昆卡第一
次有学生通过汉语水平考试，这
使他对自己的工作充满自豪，说
这是他远程国际汉语教师培训项
目学习成果的最好证明。

一个南美小伙的
“中国梦”

陈维嘉

本报电 “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师培养论坛”近日在北京
举行。来自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以及英
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
等海内外教育机构的100余名学者共聚一堂，探究国际汉语
教师培养课题。

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师培养论坛延续教师培养的核心主
题，以“精细化培养”为核心词，更深入探讨国际汉语教
师培养中的一系列问题，以适应国际汉语教学多样化对师
资的不同需求，促进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该
论坛也从汉语教师培养这个侧面，反映出当今全球汉语国
际教育发展的几个趋势：一是汉语国际教育正在稳固根
基、扎实推进，向纵深发展；二是国际汉语教师培养正在
朝着“精细化培养”方向发展；三是对于国际汉语教师培
养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和具体。

与会者一致认为，在孔子学院发展的第二个十年，探
讨汉语国际教育如何做到“精细化培养”非常有必要，国
际汉语教师培养和培训的各个环节都需要精细化。

（马殊婷）

图为安睿 （中） 和他的学生们图为安睿图为安睿 （（中中）） 和他的学生们和他的学生们

各国学者研讨国际汉语教师培养

在我8岁的时候有了弟弟。在医院第一
眼看见弟弟的时候，我觉得他有点傻乎乎
的，但是很可爱。

现在弟弟7个月了，长得很可爱。他的
头圆圆的，鼻子很小，眼睛亮亮的。弟弟
现在都可以陪我玩乐高了，但他不会像我
那样搭乐高，而是玩我已经搭好了的。我
把乐高放在一个小盒子里，然后弟弟就把
它们全部倒出来；我再把乐高放进盒子
里，弟弟再把它们倒出来……

弟弟在我们逛街的时候经常哼哼或者
小声地叫，似乎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喜欢逛
街。弟弟的这一点我可不喜欢。有一次逛
街的时候，他拉了一点大便之后就不停地
哭，害得我和妈妈在大街上给弟弟换尿
片，特别尴尬。

但是总的来说我还是非常高兴有了弟
弟，并且盼着他快点长大，和我一起玩。

（寄自德国）

可爱的弟弟
汪 源（8岁）

可爱的弟弟
汪 源（8岁）

你吃过杨梅吗？杨梅是我很
喜欢吃的一种水果。爸爸妈妈告
诉我，杨梅是他们的老家苏州的
特产，只在江南梅雨季节才有。

两年前的一个暑假，正是杨
梅收获的季节，我回到了中国。
一天，舅舅和舅妈告诉我，要带
我去苏州的东山采杨梅，我很兴
奋。天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
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来到了一
座山下。

我们找了一个当地人带我们
上山采杨梅。一路上，我看到了
各种果树，有橘子树、枇杷树和
许多我叫不上名字的树。到了山
顶，杨梅树出现在我们眼前。虽
然我吃过杨梅，可从没见过杨梅
树长什么样。我原以为杨梅树很

高，其实它们大概只有一人高，
一伸手就能采到杨梅。杨梅树的
树枝很长，长着椭圆形的小绿
叶，结出的杨梅像紫红色的小高
尔夫球，很美丽。我跑过去顺手
采了一颗鲜红的杨梅塞到嘴里，
哎呀，好酸啊！我赶紧把杨梅吐
了出来。舅舅告诉我，杨梅应该
采紫色的，因为紫色的甜一点，
鲜红的会酸得让你掉牙。我又采
了一颗紫红色的杨梅，果然很
甜。我采呀采呀，最后采了满满
一筐杨梅。

到家后，我迫不及待地让爷
爷奶奶品尝我亲手采的杨梅，他
们直夸好吃。我听了很高兴。这
个经历令我难忘，希望下次回老
家再去东山采杨梅。（寄自美国）

采

杨

梅

姚
小
舟
（
十
三
岁
）

这个暑假，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一档大型互
动节目 《2015“汉语桥”我与中国第一次亲密接触》
再次助推了荧屏上的“汉语热”。节目中那个笑容温
暖、待人真诚的“黑人哥哥”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
象。他就是来自多哥的东方褀。

3年前，东方褀初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中
文。2013 年，他来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习工商管
理。通过学习，他掌握了许多与专业相关的中文，但
对于社会和生活领域的词汇则知之不多。

一次偶然的机会，东方褀报名参加了今年央视
“汉语桥”节目。经过面试、访谈、爬长城比赛等层层
选拔，他最终脱颖而出，成为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唯
一进入决赛的留学生选手。为了鼓励他走出校园，更
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接触语言和文化，老师们纷纷为
他“开绿灯”。“我特别想感谢我的学校、老师和朋友们，
是他们一路的支持才让我走到现在。”东方褀说。

不同于以往“汉语桥”比赛舞台答题的形式，此
次节目更强调体验与互动，希望留学生
选手们以陌生的视角，到当代中国的现
场，到中国基层民众当中，了解最真实
的中国。第一期节目就给东方褀带来了

极大的触动。在中国贵州的大山深处，他们与茅草坪
小学的孩子们度过了“亲密接触”的一段时光。与他
结伴的孩子叫侯佳友，是个有些内敛害羞的小男孩。
初次见面，孩子躲闪、哭泣、不愿交谈。通过一段时
间的朝夕相处，东方褀用真诚获得了孩子的信任。在
离开时，侯佳友主动问他：“那你什么时候再来？”

东方褀认为，对于外国人来说，会说汉语和会认
汉字、写汉字是两码事，而且说汉语也要看是什么领
域的汉语。因此，在学校里的系统学习和在社会活动
中的交流学习二者缺一不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
此事要躬行。”参加《2015“汉语桥”我与中国第一次
亲密接触》 电视节目，给了东方褀一个感受社会脉搏
跳动，感受社会真实温度的机会。他说，这一路上

“与中国亲密接触”收获的知识与经验，将是他一生的
宝贵财富。

东方褀与中国的
第一次亲密接触

陈笑雪

我是一个学中文孩子的妈妈。在
此，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和女儿美冰
在家学习 《中华字经》 的方法，并希望
和其他海外学中文的华裔儿童家长交流
一些在家帮助孩子学好中文的经验。

按照老师的要求，《中华字经》班的
学生每周要学习32个新生字，这样才能
达到快速识字的目的。可是对我们来
讲，要认读这些字并不轻松。我尝试了
以下几种方式：

在家里把这 32 个字去掉汉语拼音、
按照书本格式抄写在白纸上。然后把它
们贴在墙上，让孩子逐一认读，因为这
样一来，孩子就不会只读汉语拼音而不

认识汉字了。每一周写过的字就保存在
文件夹里，可以重复使用，隔一段时
间，就拿出来让孩子复习一下。

虽然孩子的求知欲很强，可学习有
时又是一件很枯燥的事。因此我们就想
方设法使学习变得趣味。比如，把一些
常用字打在搜索引擎上，寻找相应的图
案。这样一来，不仅明白了字的意思，
孩子也容易记得牢。这个方式是女儿最
喜欢的，常常一玩起来就忘了时间。

同时，把 《中华字经》 中标出的最
重要的一级、二级红字复印后分别剪下
来，放在盒子里。复习时要求孩子把每
一个汉字都读出来，碰到不会的字，就

先放到一边，等复习完一遍后，再回过
头来重点学习这些不会的字。

刚开始上中文学校时，女儿一个汉
字都不认识，也不会读。两年后，她已
经会自己阅读中文小故事了。而作为家
长，我在帮助孩子学中文的过程中，也
感受到了不少学习的乐趣。

（寄自荷兰）

在辅导中感受乐趣
何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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