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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文

“我要做什么呀，老师？”课
代表阿林走过来问我。他因为中
文水平“超群”而被我收为小助
教，不需要参与同学的小组活
动。“哦，那你去各个小组看看，
有什么问题告诉我。”我说。不一
会儿，他转了回来，汇报说大家
在各自组长带领下学习进行得很
顺 利 ：“ 老 师 有 没 有 题 目 给 我
做？”我翻出一张初三的小测验试
卷给了阿林。两分钟后，他交上
来了——满分。阿林今年初一。

“老师，这个我在中国三年级
就学过了。”初三的小东指着课本
上的课文 《和时间赛跑》 对我
说。在我开展的关于中文课的调
查中，关于“中文课的好处”，小
东写的是：“保持我的中文水平不
会退步。”

于龙是福建人，话语中常会
冒出“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之
类的中国最新流行语，在考试中
他也总是“一骑绝尘”，但汉语拼
音是他的短板，他在发音中，z、
c、s和zh、ch、sh分不清。于龙并非个例，福建家
庭背景的学生已经占到了我们学校学生总数的
27%，由于家乡方言的影响，他们的汉语发音多少
都有些问题。我一直琢磨着如何针对这种情况进行
正音练习。

每每想到这些学生，我深感愧疚，他们在中文
课上常“吃不饱”，或是课文难度在他们的水平之
下；或是没有针对他们短板的训练方法。由此带来
的问题是，他们对中文课的兴趣减退。

整体而言，我们的中文教学效果是显著的。根
据我对5-8年级学生做的教学效果调查，学习前后
平均分从 36分提升至 74分，但是有过在中国受教
育经历的学生成绩提高很小，多在 10 分以下。这
说明，基础越好，提升越慢。而有过在中国受教育
经历的学生为数不少，占到总数的 20.9%。如何针
对这些学生进行教学，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通信技术的不
断进步，新华侨子弟虽然身处海外，但与国内联系
紧密。如果把他们培养成有较高汉语言文化修养的
人，将是促进中外交流的强大的民间力量。所谓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在当今汉语国际教育在世
界各地推进的背景下，对这些“种子”学生的教育
愈发显得意义重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对待。

路漫漫其修远兮。做出成绩，形成效果，不是简
单地说句“因材施教”和“分层教学”就能解决的。诸
多现实困难摆在中文教师和海外华校面前：划分不
同学习群体的依据是什么？教学内容是否已经设计
好？教师人手和水平够吗？校舍有保障吗？这些课题
的突破与资金难题的解决需要各方长期共同的努
力。目前中文教师能做的，就是在繁忙的工作中尽可
能多地设计一些针对性的教学内容，在大班授课时
对汉语水平相对较高的学生另设任务，在日常交流

中，多加鼓励，以保护和激发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热
情。

一天，初二的男生阿丘问我：“老师，你知道
不知道 Beyond？”（香港著名摇滚乐队——编者
注）“当然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我问。“我老
爸超爱他们，我也觉得很好听。可是介龙他们都不
知道。”他指着身边的伙伴，一脸骄傲地说。对这
样的学生，从中文歌曲入手似乎能打开他对中文和
中华文化的新天地。于是我问：“那你最喜欢 Be-
yond的什么歌？”“光辉……”“停！如果你说的是

《海阔天空》《光辉岁月》这种众人皆知的歌，那在
我们 Beyond 迷看来是最不入流的，你还是多听听
其他的吧。”阿丘有些意外地看着我，也一下子来
了兴趣，说：“好的，老师。我明天告诉您。”

（寄自日本）
（本文作者系日本横滨山手中华学校教师）

“吃不饱”的学生

怎 样 教
韦九报

地道北京话日渐式微 方言保护势在必行

留住皇城根下的京腔京韵
谢 丹

近日，《北京市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在京发布，这
是我国第一部地方和城市版的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报
告显示，北京市中学生对北京话认知情况日渐式微。

北京市语委正探索通过开设校本课程、有方言特
色的校园文化活动等方式带动青少年保护和传承北京
话。北京话是我国方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却
受到越来越严重的侵蚀，能说地道北京话的人越来越
少。保护京腔京韵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北京话意义重大

作为我国方言中的一种，北京话不仅拥有所有方
言的共性，还有其特殊性，对我国现代生活具有特殊
意义。首先，它是我们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的标准
音。普通话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基础
音，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语
标准。普通话之所以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不仅仅是
因为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还
因为北京语音使用人数多，分布范围广，语调规律严
整，音节悦耳动听。在现代生活中，除了为普通话提
供标准以外，北京话还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张世方说：“北京
话作为普通话的标准音，其演变过程基本代表了汉
语，尤其是官话方言的发展路径，其发展方向也在一
定程度上引领着现代汉语的发展方向。”

其次，从历史文化层面来看，北京话也具有重要
意义。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黄晓东说：

“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北京方言中积淀了深厚的历史
人文内涵。”北京话植根于北京城的胡同和四合院中，

发展于元明清的兴衰历史中，代
表了北京独有的的胡同文化和皇
家文化。现在，北京话中依然保
留着部分满语词和蒙语词，其背

后蕴含的则是我国自元朝以来的移民史和民族交融
史。此外，北京方言还有一定文学价值。近代以来，
以老舍为代表的文化名人创作了大量反映北京民俗生
活的优秀文学作品，如《茶馆》《骆驼祥子》等，这些
文学作品如果不是用北京方言来写，就会失去字里行
间那股浓浓的北京味儿和市井味儿，也就达不到原本
的文学效果了。所以，保护北京方言，是防止历史文
化名城内涵缺失的一道保障。

北京话受损严重

《北京市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显示，北京中学生对
于北京话的认知程度日渐式微。其实不仅是中学生，
如今大部分年轻人对北京话的认知都十分有限，日常
生活中也多以普通话、而非北京话交流。西城区炭儿
胡同小学教师谷斌说：“现在的北京小孩儿说话，只是
在普通话中带着点北京味儿，根本谈不上京腔，可能
好几届学生中才有一两个能说地道北京话的。”作为老
北京的贾大妈对此也深有体会，“在北京话中我们对平
辈或长辈都称呼‘您’，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说话习
惯，但我孙女和她周围的老师同学互相称呼就都用

‘你’，这在我听来是很不礼貌的，可你即使一时纠正
了，她回过头在外面跟人打交道还是会说普通话的

‘你’而不是北京话的‘您’，因为别人都这么说”。
北京话为何受损严重，究其原因，张世方认为：

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人口流动的频繁，对北京话起到
了很强的稀释作用。随着北京城墙的倒塌，胡同、大
杂院的拆迁，城区中心地带的老北京人被分散到了城
内外各个地方。环境的变化对北京话造成了很大的冲
击，北京话正在失去长期存在的土壤，很多特征逐渐
淹没在大北京、新北京之中。在菜市口铁门胡同住了
大半辈子的高老先生说；“我们原来住的四合院里几乎
全是老北京，平时彼此交流都用北京话。后来随着旧

城改造，好多人陆续搬走了，现在院子里住的人来自
天南海北，说着带有各地口音的普通话。以前的邻居
几乎都碰不着了，地道的北京话也很难听到了”。

保护方式花样多

针对北京话的受损情况，相关部门已经开始采取
行动打响“京片子”保卫战。在 2012年，北京市语委
就已经启动北京话有声资源数据库建设项目，并将在
近期开通全国首个北京语言文化数字博物馆。此外，
目前计划中的保护措施还有开设校本课程、开展有方
言特色的校园文化活动等。

其实，对于方言的保护方式，全国各地都有成功
案例。黄晓东提到，上海、浙江的部分小学甚至幼儿
园早在数年前就开设了方言课程，编写了相关教材，
教授学生方言；今年4月，由湖南经视等6个省的地方
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全国首档大型方言综艺秀 《多彩中
国话》 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许多地方的本土音
乐人还创作了大量方言歌曲，在雅俗共赏的同时，也
使本地方言更加深入人心。

北京话的保护，应在借鉴其他地区经验的同时结
合自身特点，选择更加适合北京的保护方式。北京语
言大学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晓海建议，结合北京丰
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开展保护行动，比如开发方言文化
旅游，将方言内容融入到景区景点中，通过旅游业进
行展示、传播；开发方言文化创意产品，在文化产品
中添加方言元素，通过产业化方式进行推广。

北京话作为一种口口相传的语言文化资源是不可
再生的，一旦消失，则无法复现。所以，保护包括北
京话在内的各地方言，弘扬中华民
族优秀文化，为后人留下宝贵的语
言文化遗产，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

点 点

滴 滴

目前海外中文学校的学生大致可以分为两大
类，一类出生在国外，除了从父母口中听到的，
几乎没有接触过其他中国文化；另一类出生在国
内，然后随父母移民海外。在第二类学生中，普
遍具有一定的中文基础，有的在国内已经接受启
蒙教育，有的甚至已经上到中学。

对待第二类学生，目前海外中文学校没有专
门的教材，老师也缺乏有效的方法和经验。但随
着这类学生数量的增加，对于他们的教育培养变
得重要起来。这部分学生启蒙于中国，从而打下
了较好的汉语和中国文化底子，对中国存有深厚
感情，和国内同学朋友的联系也比较密切。但毕
竟是孩子，如果不加以继续学习，在国内时打下
的底子很快就会荒废和被遗忘。

如何帮助这些新移民子弟，在保持已有中文
水平的基础上，加以提高，是海外中文教师的责
任，也是一个较新的课题。显然，对于两类学生
的教学应该有所区别，这不只因为他们的中文水
平不同，还因为他们对中国社会、中华文化的认
知和理解程度不同。

当然，正如韦九报老师在文章 （见本版） 中
所提出的，分层教学面临着许多实际困难，也会
无形中增加老师的工作量。但提出问题，是为了
解决问题。只有直面困难，不回避问题，才能进
一步研究出解决办法。今天，我
们提出中文学校不同学生群体的
分层教学问题，就是为了获得广
大教师的宝贵经验和想法，大家
群策群力，达到解决问题的目
的。办法总比问题多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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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国文化要身体力行，参
与进来。”这名来自多哥的留学生有
个好听的中文名字——希望，现在就
读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一年
级。他小时候看李小龙的电影，觉得
中国功夫非常厉害，来到中国没多
久，就与太极文化结缘。2016年4月
8 日，希望与来自贝宁、哥斯达黎
加、伊朗、加拿大和莫桑比克的６名
留学生一起，组成留学生太极拳代表
队，参加首届世界太极文化节，一举
拿下“集体比赛项目二等奖”和“最
佳团队奖”。当留学生们满怀激情地
喊 出 了 “ 中 国 太 极 ， all over the
world！”台下 2000 多名观众报以热
烈掌声。

“每次练完太极都让我收获了很
多能量，感到身心愉悦。”来自贝宁的高唱对中国太极文化渐渐着
迷。

从事中国武术教学20多年的张旭光，将前人的成果和自己多
年教授太极的实践经验相结合，自创了“九式太极操”，并教给留
学生们。他说：“太极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内核，中华民族精神
是源头活水。”“每个留学生都像是蒲公英的种子，太极文化会随
着种子飞向世界各地。” （乔雪竹文/图）

一 个 年 仅 3 岁 的
小男孩伏尸海滩的图
片一出现，即刻震惊
了整个世界。这起由
叙利亚战乱掀起的难
民潮所引发的人间悲
剧，至今还在冲击着
人们。

去年 11 月底的一
天，我所在的阿尔弗
林克中学举办了一个
关于难民的活动，主
题是“逃难并非简单的事情”。学校请来分别来自于
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两位难民。 瑞达女士17年前以难
民身份来到荷兰，迪巴先生则是在两个月前刚到荷
兰， 现在还住在北部的一个难民营里。迪巴先生
说，他来这里并不是为了抢夺工作机会，而是因为
家乡的环境让他没有其他选择。离开家乡时，除了
几件衣服，他几乎没带任何东西。瑞达女士的女儿
目前已经在荷兰学习建筑设计，一家人在荷兰过着
远离战争的和平生活。在迪巴先生的眼中，荷兰是
一个自由而没有歧视的国家，社会充满包容，到处
都能感受到爱。虽然现在还无法想象自己今后的生
活会怎样，但他觉得荷兰就是他新的家。他说：“爱
是一种通用的语言”。

我和学校乐队的几位伙伴为这次活动精心准备
了一些曲目，我担任小提琴独奏，与弹钢琴的同学
一起，配合另一位高中二年级女生的故事讲述，音
乐、故事、加上荧屏画面，营造出爱的氛围，给老
师、同学和到访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作为一个中学生，能力很小，不能给难民提
供多少帮助，但我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并为他
们祈祷，也为这个世界祈祷。 我祈祷世界和平！祈
祷人们不再生活于战火之中！祈祷像3岁小难民那样
的悲剧不再发生！ （寄自荷兰）

我从遥远的埃及来到中国这个美丽的国家。很
多人以为我来到中国只是为了学中文，其实，这只
是部分原因。我来中国还为了了解中国人的文化，
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传统。

在埃及的时候，我读了很多关于中国历史的书，
我意识到，中国人为了更好的未来尽了最大的努力。
我对自己说：现在是一个合适的时间点，一定要去那
里，去发现更多、更好的事物。当我向家人提出这个想
法时，他们问：“你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不害怕吗？”
我坚定地告诉家人：“我一定要去中国。”

降落北京后，我在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学院开始
了新生活。在这里，我度过了最快乐的时光。

有一天上课时，老师问我们一个问题：“生活中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
个问题，但是下课后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我在北
京街头散步时，发现很多孩子与他们的祖母一起
玩、一起唱歌。这样的场景让我有一种快乐和幸福
的感觉。我意识到，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亲
情，家人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在中国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接触到很多新事
物，学习到很多新知识，使我改变了对生活的一些
想法。我感受到生命的美丽和生活的美好。

未来的我会结婚生子，我会告诉我的孩子，我
在中国的故事；我会告诉他们，读了关于中国历史
的书后，我的快乐日子就开始了；我会详细地向他
们讲述我在中国快乐日子的点点滴滴。

（本文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埃及留学生）

爱是一种通用的语言
周乐毅（15岁）

快乐日子在中国开始
韩 娜

快乐日子在中国开始
韩 娜

▲张旭光老师
（中） 和洋弟子们

▲张旭光老师
（中） 和洋弟子们

▲九式太极操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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