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52016年6月25日 星期六

责编：刘 菲 邮箱：haiwaibanliu@163.com

学中文

难忘 2015 年春节，我在印尼参加雅加达山东同
乡会，和 700 多个山东老乡一起欢度春节。山东同乡
会秘书高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高先生自我介绍：我
姓高，名尼华。尼表示印尼出生；华代表中华。我是在印
尼出生的中国人。他热情大方的介绍，颇具山东人的爽
朗。他对我这个初次见面的老乡也格外热情。

在高尼华先生的引荐下，我结识了雅加达山东同
乡会顾问委员会主席高春林老先生。老先生虽杖朝之
年，但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对我们嘘寒问暖。我连
忙走进跟前说：“老先生，过年希好 （很好）！”高老
先生高兴地回答：“希好 （很好）。我仿佛又听到了我
的家乡方言了。”接着就兴致勃勃地与我聊起了他山

东老家的方言。这时，服务生端上了一盘西红
柿炒鸡蛋，他指着那盘菜说：“我们家乡管这
道菜叫洋柿子炒鸡子。”听着老先生地道的山
东方言，让我仿佛回到了故乡。高老先生告诉
我，他 1942 年来印尼的时候，生活非常艰苦。
现如今82岁了，耳不聋，眼不花，但是，胳了
捭子 （膝盖） 疼，是当年年轻时在印尼干活累
的。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条件好，我经常在人家
的厦檐 （屋檐） 地下睡觉，吃的是在山东拿的
齁咸 （很咸） 的咸菜，喝的是冰闸凉 （很凉）
的水。有时候厦檐底下都住不上，就在人家的
当天经 （院子） 住上一夜。我寻思 （思考） 着
什么时候能过上好日子呀！如今，条件好了，
山东同乡还成立了雅加达山东同乡会，每个人
都在自个 （自己） 的工作岗位上为印尼发展做
出了很多贡献，也给咱们山东同乡脸上增光。

晚会开始了，高老先生站起来，蹒跚着走
到舞台上说了一段山东方言：“及门清起来

（今天早晨起来），困醒了觉 （睡醒了觉），麻

里着发发牙 （立即刷刷牙），掌水胡了胡
了脸 （用水洗洗脸），去门市部买点吃地

（去商店买吃的）。呗提了 （别说了），我
骑洋车子 （自行车） 的时候，猛一柴下
去 （猛地踩下去），把脚搭子柴些了 （把
脚踏板踩坏了）。遇到一个收破烂地，他
问我这个洋车子卖吧？他也不睁开那个
眼航航看看 （仔细地看看），这个车子崭
新。我不希罗罗他 （我不愿意搭理他）。
到了施威 （修理） 洋车子的摊子，你佛

佛 （说说），施威 （修理） 洋车的干么去了？我坐在
马扎子上等，一霎，修车的回来了。我问他：你揍麻
气 （做什么去了） 了？他佛 （说）：喝飞 （喝水） 去
了。我佛 （说），你给我施威施威 （修理修理） 洋
车。他佛 （说） 我的车子除了铃铛不响，各处里都
响，得大修。我佛 （说），你别弄别的 （只修理脚
踏板，其他不要修），施威施威 （修理修理） 就行。”
听着这番地道的山东方言，台下观众被逗得大笑不
止。在雅加达能听到这么地道的山东方言，可以看得
出高老先生对于自己的故乡是多么眷恋。

少小离家终未回，乡音不改终不悔。身居印尼心
已归，梦回故乡几时回。虽然现在我已经离开印尼，
来到泰国执教汉语，但那次与雅加达山东同乡同庆新
春佳节的场景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远离家乡的高老
先生那浓郁的乡音回荡在耳畔，爽朗的笑声时时在眼
前浮现。 （寄自泰国）

与山东老乡过春节
李传鹏

很感谢父母教导我不忘中国。6岁的时候，我曾回
过中国，而且非常喜欢那里。我知道中国是我的根，
美妙的中文是我的基础语言，我应该把中英文都学
好，将来可以做传播中美文化的使者。

更感谢中文老师的悉心指导。我从5岁开始学习汉
语拼音，慢慢地掌握了中文的发音。6岁起，妈妈教我
认字练字，我每天都坚持写100多个汉字。除此之外，
我坚持每星期学习一首古诗，现在已经累计会背100多
首古诗了。从近千字的 《三字经》 里，我懂得了很多
做人做事的道理，逐渐体会到我们的中华文化是那么
博大精深。8岁时，教我中文的陈老师开始指导我写日
记和短文，我可喜欢写了。我有时写高兴的事，比如

“今天春游了”“又交新朋友啦”；有时也会写难过的
事，比如上次我们家养的鱼死了，我伤心了好多天
呢；有时我也喜欢写一些描写景物的短文来表达我的
感受。

现在你们知道我有多么喜欢中文了吧！我是龙的
传人，所以会一直努力，坚持学好中文。

（寄自美国）

在德国教了一段时间的汉语，一直对一个问题感
到困惑：我的学生们学业都很优秀，但看上去却很悠
闲，似乎和我们印象中的“学霸”形象不相符。

因为我从事汉语教学，所以对德国学生掌握语言
的情况比较留意。他们所学的语言种类之多，着实让
人惊讶。对很多来上汉语课的学生来说，汉语并不是
他们除了母语和英语外的第三语言，而是第四语言，
甚至是第五语言。比如：德国学生肖恩，母语德语，
用英语交流无障碍，日语一级，另外还略懂西班牙
语，现在备考汉语水平考试 （HSK） 的最高级——6
级。另一个学生罗斯卡的家乡在克罗地亚附近，母语
克罗地亚语，精通德语、英语，懂一点俄语，现在又
学上了汉语。德国籍越南裔学生 Nhi，10 岁随父母来
到德国，德语和越南语都不在话下，英语也能够交
流，因为要作为交换生去中国，也来到汉语班。日本
女孩奈美，除了母语日语外，还懂英语和德语，让我
意外的是，她的德语不过是初级水平，尚在学习中，
又来上汉语初级班，等于同时学习两种语言。汉语班
的学生都不是语言专业的学生，有的是历史、哲学等
专业的本科生，有的是法学硕士生，还有的是计算机
专业的博士生。针对这种情况，我特意在课堂上设置
了“我会几种语言”的口语表达环节，结果发现，学
生们全都会3种以上语言。当然，这与德国中学阶段就
要求学生辅修英语之外的第三外语有关。在这些学霸
面前，如果你只精通母语和英语，都不好意思说出口。

欧洲人普遍恋家、爱玩、懂享受。我的学生也不
例外。天气好的时候，草坪上、台阶上随处可见晒太
阳的学生；一到周末就看到许多学生拖着大行李箱往
火车站赶，据说行李箱里不是要拿回家洗的脏衣服，
就是去海边玩的沙滩装束。德国假期多，每到假期出
门度假是学生们的生活常态。另外，他们对于平时的
社交活动也十分热心。

那么，德国学生如何实现学与玩两不误呢？我认
为主要是因为他们学习目标明确，对于所学内容有发
自内心的兴趣，所以善于自主学习。我执教的汉语班
上年纪最大的学生沃尔夫冈出生于 1949年，来自当地
老年大学。他也是我学生中最认真的一个，经常自己
去图书馆借汉语书籍听写抄录，课后拿着自己额外做
的练习向我请教。无奈哈勒大学本没有汉语专业，所
以中文藏书有限，太高深的书籍他又无法理解，所以
只能借些基础的书籍看。当这位有着化学博士头衔的
鹤发老人拿着“小燕子，喳喳喳，春天来啦花开啦”
的儿歌来找我，说他查不到“喳”字的意思时，那场
景让我觉得又有趣又敬佩。我问他为什么要学习汉
语，他说，学习一门东方语言是在挑战自己，同时他
幽默地说，也为了防止老年痴呆呀。我最小的“学
生”只有6个月大。原来，她那正在读硕士的父母打算
参加一个交流项目去中国学习，双双来到汉语班，索
性把孩子也抱来了。上课时，这个小“学生”不哭不
闹，后来竟在朗朗的汉语读书声中睡着了。不知她梦
里的语言模式是汉语还是德语？

我曾经问学生：“你们喜欢学习汉语吗？”他们用
还没掌握好的发音真诚地说：“西环！西环！”

（寄自德国）
（本文作者系国家汉办赴德国马丁路德·哈勒维腾

贝格大学汉语教师）

日前，第 13 届全英汉语教学年会在
伦敦大学教育研究院举行。来自全英各
地孔子课堂的汉语教师、伦敦大学教育
研究院研究生及相关领域人员参加了此
次会议，并围绕本届年会“创新与合
作：迎接未来挑战”的主题，展开了深
入交流和讨论。

伦敦大学教育研究院孔子学院外方
院长杜可歆介绍了由英国教育部拨款
1000 万英镑、伦敦大学教育研究院孔子
学院领导推行的英国汉语教学项目，该
项目计划到 2020年，培养至少 5000名流
利汉语学习者。今年 9 月，将有 14 所英
国学校率先实施该项目。

大会还邀请到了英国流行乐队“前进
乐团”进行表演，乐团成员介绍了他们将
中文学习与音乐结合的故事，别开生面。

来自海杰公立小学、金斯福德社区
学校和诺丁山伊令中学3所学校的同学表
演了自编的《西游记》《新白蛇传》等节
目。他们惟妙惟肖的表演、流利的汉语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林芳华 李尚楠 雷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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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左） 与高春林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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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班的德国学生

汉语水平考试难在哪儿
谢 丹

6 月中下旬，许多中国在校大学生在参加英语四六
级考试。与此同时，很多学中文的外国人正在为参加汉
语水平考试 （HSK） 做准备。汉语水平考试是一项权威
性的汉语能力标准化考试，为测试母语非汉语者的汉语
水平而设立，大多数非母语的汉语学习者都需要参加这
项考试，以获得到中国学习的资格和中文水平的证明。
而时间紧、词义难懂、语法复杂是参加考试学生遇到的
主要问题。

听力难跟上

听力考验的往往是学生快速准确获取信息的能力和
对语言的熟悉程度，与英语四六级考试一样，汉语水平
考试的第一项也是难度系数不小的听力。

已经通过了汉语水平考试 5 级考试的英国留学生查
尔斯说：“听力后半部分很多题目特别难听懂，考生需要
先听一段很长的录音，然后再对多个问题进行回答。这
时听力录音的语速很快，中间又夹带着生词，所以很多
人往往只能将注意力集中在第一个问题上，而第二个、
第三个问题就只能连蒙带猜了。”

听力难，一方面原因在于题目本身。对外经贸大学
中文学院教师杨宏认为，汉语音节少、词语多，且存在
大量的同音词和近音词。考试中气氛紧张，所给语言材
料又有限，一些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上下文能够辨别出的
词语含义，在考试中未必听得懂，当然就会觉得难了。

另一方面，考生对语言的运用不够也是一大原因。
有丰富的汉语水平考试教学经验的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进
修学院刘冰老师说：“很多学生都认为听力难是因为生词
多而听不懂。其实，除了生词多以外，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们并不能将平时背下来的生词和考试时听到的生
词联系起来。这主要是因为背下来的生词在生活中运用
得太少，考试时即使听到也不敏感，也就听不懂了。”

中文的声调对于大部分外国汉语学习者来说也是一
个难点，同一个音加上不同的声调会变成不同的字，有
些字还是多音字，音调不同，意思就不一样。

所以，要想提高汉语听力水平，就必须在现实生活
中多加运用，多听多练。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
禄兴支招说：“要想获得良好的听力技能，一定要进行大

量的输入训练，广泛地听各种各样的语言材料，不仅课
堂上要听课文、听老师讲、听同学说，课后还要听现实
生活中的语言，如听广播、相声、话剧、演讲、电视，
甚至还包括带有方言味儿的普通话。总之，一切可以听
到的材料和机会都不要错过。”

词义难辨析

由于汉语中的近义词和一词多义特别多，所以相似
字词间的细微差别和同一词语的不同意思，常常让外国
汉语学习者摸不着头脑。已经通过汉语水平考试 5级考
试的波兰留学生何宇音说：“汉语中有很多近义词，我们
常常不清楚它们的具体区别在哪里，感觉都差不多。汉
语水平考试中有一种题型就是在多个近义词中选择正确
的一个放在句子中，这类题对我们来说往往很难。”

一词多义在汉语中也很常见，同样的字词放在不同
的语境中意思完全不同。这就需要汉语教师在日常教学
中多进行针对性训练，通过更直观易懂的方法让学生明
白同一词语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意思。例如讲故事、用
同一词语的不同意思造句等。“比如‘意外’这个词是汉
语水平考试 5级中的生词，我在课堂上通过两幅图片向
学生展示这个词语的不同意思：一幅图片是车祸现场，
一幅图片是一个女孩意外地收到了男朋友的求婚戒指。
使用图片教学相对直接，学生能迅速明白该词作为名词

和形容词的区别和用法。”刘冰如是说。
有网友制作了不少幽默搞笑的汉语试题，有一道题

是“冬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夏天：能穿多少穿多少。”
问：这句话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其实，这类包含着语气
和经验的句子对于外国汉语学习者来说也是难点之一。

语法难把握

由于汉语和英语语法习惯不同，所以即使汉语水平
较高的学生也很容易将汉语和英语的语法混淆，用英语
的习惯进行中文阅读和写作。例如，汉语水平考试 6级
阅读部分的一个典型病句“很高兴服务为您”，这是英语
语序，而许多留学生由于习惯于英语语法而辨别不出其
中的错误。

何宇音也说：“汉语和英语的语法结构有很大不同，
比如英文里常用被动语态，但是如果想用中文表达同样
的意思，一般就要完全改变句子结构，改为主动语态。
在练习写作时，我要么不知道怎么表达想要表达的意
思，要么写得不正确，句子结构像英语。”

对此，杨宏认为：“要想掌握中文句子结构，就要重
视语法学习，不能只满足于知道‘汉语应该这样说’，还
要知道‘汉语为什么这样说’。学习汉语的构词法和句法
是必要的，语法练习加交际语练习，才能把汉语学得更
扎实。”

为了解决语法问题，在教学中刘冰会先教学生学习
句子的基本成分，分清楚“主、谓、宾、定、状、补”；
再让学生从简到繁背诵一些经典句子和文章片段，培养
学生的母语式思维；最后用量化的数据来训练学生快速
阅读和精读的能力。据悉，汉语水平考试 6级的阅读速
度为149字/分钟。在写作方面，刘冰则会按照语言学习
的规律，从连词成句、扩写缩写句子，到看图说话，再
到命题作文，逐步递进地带领学生练习。

与其他语言的标准化考试一样，汉语水平考试考查
的不仅仅是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更是考察学生
对汉语的理解、运用、思维能力。对于外国汉语学习者
来说，汉语水平考试难点多多，但只要掌握正确的学习
方法，抓住难点，对症下药，就一定能在汉语水平考试
中取得佳绩。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