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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广东省中山市一所小学宣布，禁止学
生使用如“尼玛”、“屌丝”这类带有污蔑性的网
络用语，并同时推出了校园文明规范必用语，如

“您好”、“请”、“谢谢”、“没关系”、“再见”
等。可能有人觉得，这些话谁不会说呀，用得着
硬性规定吗？还有人认为，该学校有点小题大
做，毕竟在网络时代的包围下，孩子会从小接触
网络语言，对网络上的不文明语言进行屏蔽并不
容易。那么，从小培养和训练孩子礼貌用语是否
必要？养成良好的语言习惯有多重要呢？

网络语言渗透中小学

少年儿童具有是非分辨能力不强、善于模仿
等特点。在学校生活中，孩子大多数都有着从众
心理，爱模仿成人，模仿同伴。上网对于现在的
小学生早已不是新鲜事，所以也会不可避免地接
触到网络语言。网络语言环境复杂，良莠不齐，
孩子缺乏甄别能力，有人说了一个网络新词，其
他人觉得新鲜，在并不了解该词语境和背景的情
况下，也会群起而仿之。

一个家长反映，有一天在家里突然听到上小
学二年级的儿子蹦出了一个网络不文明词语，吓
了一跳，忙问他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儿子回答是
和同学学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初三学生牛某说，在
自己所在的班里确实有人使用不文明的网络用
语。一些带脏字的词语听起来很是刺耳，大多数
同学并不认同。老师在这方面的管理比较严格，
如果发现，会找这个同学单独谈话，进行训诫。

学校在孩子语言习惯养成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很大，家长大多支持学校倡导的文明用语。家有

三年级孩子的王女士说，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极
易接受新鲜事物，所以不论是家庭还是学校都应
该担负起相应责任，监督孩子不说粗话、脏话，
养成文明用语的习惯。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苗笑武老师认为，帮助
儿童养成文明的语言习惯非常重要。一个人如果
在成长阶段过多地接受不良语言刺激，会在潜意
识里积累负面语言信息，长大后养成使用负面语
言的习惯，从而对身心健康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文明用语体现文化修养

在中华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礼节性用语十
分具体而丰富，社交中也崇尚彬彬有礼。学校是
礼仪培养和训练的场所，礼貌用语则是礼貌传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近百年前的1917年版《国语教
科书》第117课题目是《请问尊姓》：永儿的爸爸
对永儿说：“如果有客人来，先要问他尊姓。”明
天，对门的徐先生来看永儿的爸爸，永儿说：

“请问尊姓？”礼貌用语就这样像春雨般无声地润
入孩子的心。

苗老师认为，重视儿童的良好语言习惯养
成，从小处说是儿童个体身心健康发展的问题，
从大处说是一个群体文化意识、文明程度培养的
大课题，涉及中华民族未来
文化传承。如果不能以美好
文明的语言代替网络不良用
语对孩子的影响，不能为儿
童塑造正确的文化价值观，
那么我们未来文明进化的前
景就不容乐观。

举止得体、言语谦和优
雅 是 一 个 人 文 化 修 养 的 外
化。而这一切都在于从小的
训练、培养和熏陶。在文明
语言习惯养成上，家庭、学
校、社会需要密切配合。家
长是第一责任人，负有直接
责 任 和 义 务 ， 务 必 身 体 力
行，以身作则，自己首先做
到不使用低级粗俗的语言，
给孩子以正确引导。学校可
以利用集体上课的优势，开
展语言专题讨论，引导学生
辨 别 高 雅 和 低 俗 ， 以 正 视

听。新闻媒体是最广泛的社会信息集散地，肩负
着弘扬正能量的语言引导作用。受青少年青睐的
新媒体和网络社交平台，在呼吁其自律的同时，
有关方面也要负起监管责任，为广大网民，尤其
是青少年、儿童创造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

礼貌用语是社会的润滑剂

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人们
生活水平提高较快。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不时
出现不和谐音，一些因小事引发的恶性案件时有
耳闻，有时就是为了一句话而引发冲突。有的人

“好话不会好说”，明明心存善意，但说出口的话
句句不顺耳。有的服务行业从业者由于从小没有
养成文明用语的习惯，虽然经过培训后上岗，但
短时的培训很难改变其用语习惯，往往因用词不
当或生硬而得罪顾客。这是教育的缺失。

对于网络上不文明的低俗新词，专家一致认
为其无关语言多元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学院
教师杨宏认为，语言多元性是指语言风格、语体
的多元并存，词汇随着社会生活内容的变化而不
断更新，低俗的语言没有生命力，迟早会被不断
发展的大潮所淘汰。需要警惕的是，虽然不文明
的网络词汇从诞生到消亡的时间并不会太长，但

儿童和青少年好奇心强，模
仿力强，价值观还未成型，极
容易被包裹着时尚外衣的这
类语言所裹挟，跟风形成不
良语言习惯，受到毒害而不
自知。所以，学校重视学生
语言习惯的养成，并制定具
体可操作的规则很有必要。

礼仪教化是人类告别野
蛮的转折点，是为人立世的
文明坐标。礼貌用语是润滑
剂，在当今社会生活节奏不
断加快的背景下，建设和谐
社会需要文明礼貌的语言，
人与人之间友好相处需要文
明礼貌的语言。从小学生开
始，从“您好”、“请”、“谢
谢”、“没关系”说起，让礼貌
用语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语言
习惯，成为提高全民族素质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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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谢谢不客气 礼貌语言暖人心

训练礼貌用语从何时开始？
本报记者 刘 菲

沈厦润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语言文学
学院外籍专家。他先是在贸大学习汉语，2012
年 7月至 2015年 6月攻读国际贸易学博士课程。
他的大女儿沈喜软 2014 年也来到这所学校留
学，成为商务英语专业的一名本科生。

身着西装的学生

中年男性、身着亚麻色西装、头发打理得一丝不
乱，手拿公文包，这一标准职场人士的自信形象恐怕
很难让人将其与“在校学生”这一身份联系到一起。
然而一开口，“您好！我是韩国留学生沈厦润”便会因
为使用汉语交流的紧张而露出些许腼腆的笑容。

在过去的 10年里，沈厦润一直在韩国的汉语学院
从事教学管理工作，任中韩国际教育文化院有限公
司总经理。随着中韩贸易不断发展，对中韩教育文化
产业专家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他选择来到中国学习
汉语，攻读博士学位，钻研中韩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与
经济增长问题。

回忆起自己的留学生涯，沈厦润对于导师王林生
充满敬佩。王林生教授当时已经 86岁高龄。冬天的北
京非常冷，寒假期间学校空空荡荡，办公室也会锁
门，但王林生教授仍然坚持每周为他审阅一次论文，
有时甚至不得不在走廊里随便找个位置坐下。动辄 50
页上下的论文，王林生教授总是仔细地逐句阅读，然
后提出修改意见。“感谢王教授选择了年过40的、有各

种不足的我作为他的学生。”说到恩师，他格外激动，
“王老师在教我做学问的同时，也教给了我谦逊、关
怀、奉献这些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人生智慧，这些将
成为我今后的人生目标与指南针。”

与女儿同校学习

在沈厦润的影响下，他的大女儿沈喜软也来到贸
大留学。“大一的学生太忙了。”沈厦润无奈地苦笑
道，尽管同样住在留学生宿舍里，他和女儿见面机会
却很少。“有的时候碰到了，就高兴地挥手说‘嗨，好久不
见’！”除此之外，在周末和考试时期，父女两人常会相约
在咖啡厅里一起学习，同样面临着作业和考试压力的沈
厦润无疑十分理解女儿，课余时间总独自在图书馆里自
习的他，也不忘尽可能地抽出时间给予女儿携手并肩的
陪伴。

也许是受了自我要求严格的父亲的感染，沈喜软
也十分努力上进。来到中国仅一年时间，汉语水平考
试就已成功考过六级，达到高级水准。同时，她也在

多位老师的推荐下，受任班长职位。谈及优秀
的女儿，一直表现得十分谦逊的沈厦润忍不住
流露出了自豪的神情。

“20 岁了，是成年人了。”有时小女儿从韩国
来到中国，姐妹两人就会商量着去旅行。只要她
们能够交出细致周密的计划书，沈厦润就不会阻
拦。谈及对女儿未来的期望，他说，希望她们能

够多走走看看，到不同的国家，感受不一样的生活，然
后独立地做出对人生的选择和决定。而作为父亲，他
能给予她们最好的礼物就是尊重与自由。

“我和女儿是同学”
赵彤彤

图为沈厦润获得博士学位时和女儿合影

近日，美国华美协进社孔子学院与华美教育部在华美协进社
曼哈顿下城新址共同举办了精彩纷呈的“秋天家庭同乐日”活动，
吸引了上百个家庭参加。

热闹的锣鼓和精彩的武术表演吸引了许多参观者，为家庭
精心准备的体验中文和中国文化的节目，既有汉语和太极拳的
学习环节，也有动手学做饺子、练习书法和制作中国传统手工
艺品等动手节目，还有在禅乐声中进行的中国山水画现场演
示。现场家长和孩子都表现出极大的参与热情，对中文和中国
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孔 萱）

全家同乐学汉语全家同乐学汉语

练习书法练习书法

全家参与全家参与

今年春假期间，我和家人去旅行了。
我们从寒冷的蒙特利尔来到温暖的

佛罗里达，尽情地享受着阳光和蓝天，身
心得到无比的放松。而后，我们登上一艘
大游轮，开始了为期4天的海上观光。

起初，我担心晕船会带来不适，后来
才发现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大船船体稳
定，使人根本感觉不到它在移动。这是我
平生第一次乘观光游轮，令我感到新鲜好
奇的东西很多，有点目不暇接。最令我兴
奋的不是在大海上航行观光，也不是大游
轮上的各种娱乐活动，而是那些船员们。
游轮上的船员很有趣，他们来自不同的国
家，有着不同的肤色和不同的文化背景，
但却组成了一个令人称赞的、和谐的团
队：船长来自挪威，领班来自葡萄牙，厨师
来自德国，钢琴手来自乌克兰，歌手来自
英国，女服务生来自菲律宾。游轮上的客
人同样来自不同的国度。我们在游轮上
享受着这个特殊团队的服务，仿佛置身在

一个缩小的地球上，又像在一个大家庭里，其乐融融。我也
深深感受到，不同国度的人虽然长相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但
如果和平共处，广泛沟通，就会让生活变得精彩而美好。

美好的旅行结束了，但游轮上的“多国部队”依然在
工作。他们在给游客带来便利和欢乐的同时，也给游客留
下了深刻印象。阳光因为他们而更加灿烂，大海也因为他
们而更加蔚蓝。 （寄自加拿大）

当我第一次看到中国地图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座位于祖国东南的
岛屿台湾。我虽然出国多年，游览过祖国大江南北的不少地方。可对这
个只有一水之隔的岛屿，我却完全没有概念。以前听人说，台湾是一个
新颖、彩色的世界，那里的城市就像科幻片的场景一样美轮美奂；那里
山清水秀，世外桃源；那里气候温暖……让我越听越入迷，我一直等待
着机会。今年，我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台湾岛。

我们旅途的第一站是彰化县的鹿港小镇。明清时期，这里曾是福建
漳州最著名的木雕工匠聚集地。初到鹿港，我感觉这座小镇没有中国南
方小镇的古朴典雅，所有的建筑都是一模一样的白瓷砖墙小二楼，街道
很窄，显得有些小气。但小镇的古迹却让我大开眼界，我们先后参观了
龙山寺和天后宫。这些传统闽式建筑飞檐斗拱，上刻有繁复的青龙木
雕，而这些精美的木雕都出自漳州建筑工匠之手，可见他们的高超技艺。

第二天我们去了南投和台中，我有些失望，因为和我想象中的城市
完全不一样。然而茫茫灰色之中显现出一道金光，那就是中台禅寺，虽
然是一座佛教寺院，但整体建筑风格迥异，颇有波斯风格。中台禅寺整
体建筑为大理石结构，上有金色波斯式穹顶，寺内供奉着1000座千姿百
态的大理石佛像。我曾经去过很多佛教寺院，但像中台禅寺这样有异域
风情的佛寺，还是第一次见到。

第三天，我们登上了曾经在歌曲 《阿里山的姑娘》 里听到过的阿里
山。我们哼着这支歌曲，参观了山顶上的邹族文化部落，它是台湾高山
族最古老的一支部落，仍保留着原始社会的风貌。部落里遍布着热带风
情的草屋，每座草屋都展卖着不同的阿里山特产，有茶叶、咖啡、民族
首饰和檀香木工艺品。部落周围是一片绿色的茶园，阿里山最好的茶叶
都产自这里，走在部落的任何一条小路上，都可以闻到茶叶的清香。在
台湾，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阿里山了，这里是体会宝岛风情的胜地，满
园春色，茶香飘逸，阿里山的姑娘也像歌里唱的一样，“美如水啊”！

我们在台湾的最后几天是在台北市度过的。我们参观了红毛城和渔
人码头，还参观了许多知名的景点，如台北101大楼、台北故宫和忠烈祠。

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些忠告：去台湾，不要把目光停留在城市的
表面，要善于发现表面背后的文化。虽然台湾城市建筑并不豪华，但中
华传统文化非常丰富，一些传统习俗也保留完好。在信息化和经济高度
发展的今天保护好传统文化，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学习。 （寄自智利）

人的一生总会遇到很多次选择，而在做这些选择时总会有犹豫的时
候，选择的结果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我一直相信，我决定来中国学习的
选择是对的。不管别人怎么说和怎么想，我都不在乎，因为这是我给自
己的挑战，这是我的志向，我会对自己负责。

刚来中国时，我的目标是学好中文，能用流利的汉语跟中国人沟
通，多接触中国老师、同学，多交朋友，了解中国的文化、地理、历
史。这些目标都是我感兴趣的。

第一次看到中国的汉字，我觉得好像是图画，复杂极了。要从上到
下，从左到右，横、竖、撇、捺地慢慢学，慢慢练。我听说这些汉字是
古时候流传下来的，那时候的人按照所看到的东西的样子，一点一点记
录在龟甲和竹简上。中国的古人真是太聪明了，他们能造出这么多漂亮
的文字，而且保留至今，使用至今，简直不可思议。

在中国生活，我尝到了酸甜苦辣的滋味。一个人留学在外，常常会遇
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让人难过，让人困惑。除了要克服饮食方面的不
适应外，还要学着跟别人打交道、交朋友等日常学习和生活的问题。留学
就是一个全方位地不停学习的过程。最让我难过的就是想念父母和亲人，
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跟父母离开过那么远，也没离开过那么长时间。

留学生活就像坐过山车，每当感到快乐的时候，自己就好像一只蝴
蝶在花园里飞来飞去，这一天的时间过得很快；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好像听到打雷声、龙卷风、地震来了，自己感觉四周黑乎乎的，很痛
苦。每到这时，我就会抬起头仰望天空，不让眼泪流下来。

时间慢慢地过去，现在，我渐渐习惯了中国的天气、饮食，交到了
不少朋友。在中国的留学生活使我改变了很多，变得成熟了。现在的
我，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做错任何事情，都会重新开始，并
且坚持到最后。总之，我对选择来中国学习一点都不后悔，因为我就是
想这样挑战自己。

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如果没有遇到过痛苦，也就不知道什么是快
乐。我希望在中国上大学的这4年能让我得到很多收获，能让我学到更多
的知识。我不去想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也不去想是否应该去追求
什么。珍惜在中国学习和生活的每一天就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本文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老挝留学生）

台 湾 行台 湾 行
关伟龙关伟龙（（1616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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