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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二十国集团 （G20） 峰会将在杭州举
行。为了当好东道主，杭州推出了《英语100句快速
学习小册子》，用与英文单词谐音的汉字标注英文句
子 ， 来 教 市 民 简 单 的 英 语 ， 如 ：“Welcome to
Hangzhou”被标成“歪看土木杭州”，由此引发网友
热议。其实，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为了迅速掌握
中文，有些外国汉语学习者也会尝试用自己的母语
或者其他语言来标注汉字的读音，“膝盖”被标注为

“she guy”，“海洋”被标注为“hi young”等。这种
标注谐音的中文学习法虽然简单而易于掌握，但是
在学习过程中效果如何？又有哪些弊端？

有利：“学习入门”和便于“救命”

这种“快餐式”的中文学习法看起来让人忍俊
不禁，遭人调侃，但是为什么还是有很多外国汉语
学习者愿意使用呢？

正在北京语言大学进修汉语的埃及留学生莫北
说，刚开始学习一门语言的时候是可以采取这种方
式的。他以自己为例说，他的母语是阿拉伯语，刚
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脑海中首先浮现的读音来自
阿拉伯语。通过用阿拉伯语注音的方式可以让自己
快速转换语言，从而顺畅地进行交流。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副教授闻亭根据学习目
的不同，将汉语学习者分为两类：长期学习者和短
期学习者。长期学习者以掌握标准汉语，甚至成为
汉学家为目的；而短期学习者只是为了简单了解中
国文化和风土人情，在中国旅游。“从短期效果来
看，刚接触汉语的时候，可以学一些‘救命’汉
语，但这种‘救命’汉语绝不是学习的全部。所以

在最初的阶段，我是同意用母语给汉语做一些标注
的，以达到用最短时间完成交际的目的。”

有弊：发音不准和声调缺失

谐音注音的方式将自己熟悉的语言与汉语结合
起来，形成一个语言过渡的桥梁，可以使学习者在
没有深入了解和学习汉语的情况下，也能正常用汉
语进行简单交际。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一些弊端。

北京语言大学泰国留学生杜坤康说，她在学习
汉语的时候，有时也会运用这种方法进行学习，比
如汉语的“麦当劳”的发音与泰语中“没有钱”的
发音相似。通过这种方式，学习趣味变浓。但是她
又补充说，谐音注音对中文学习的负面影响也很
大。因为各种语言有着不同的发音，简单地谐音注
音会导致学习者汉语发音不准确。

山东大学留学生马崇理也是泰国人，上汉语学
习课程已经有两三年了。他介绍说，泰语中没有类
似于汉语翘舌音的音节，比如汉语拼音中的“z”和

“zh”在泰语中只有一个可以代替的音。刚开始学习
汉语的时候，他和同学们都不知道平舌音和翘舌音
的区别在哪里，如果盲目用泰语来给汉字注音的
话，会对自己产生一定的误导。

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副教授陈默则
认为，用自己的母语或者其他语言给汉字注音的方
式不利于中文学习，其原因有二：一是由于每一种
语言都有其独特的语音系统，谐音注音的学习方法
使得学习者不能建立关于汉语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系
统的准确认识，从而不能准确发音；二是由于汉语
是声调语言，对于一些无声调语言作为母语 （比如

英语、德语等） 的学习者来说，用母语为中文注
音，将导致学习者无法习得汉语的声调。

北京语言大学教师王丽娟也认为，这种注音的
方式不利于汉语学习，最大的弊端就在于学习者无
法掌握准确的发音，发音不准就可能造成交际障碍。

使用汉语拼音更高效

如果谐音注音不是特别理想的学习汉语的方
法，尤其对于长期学习者来说，那么是否有更好、
更高效的方法来帮助汉语学习者呢？

闻亭老师建议，可以采用汉语拼音注音的方
法，“汉语拼音其实就是帮助汉语非母语者学习语言
的工具，因为它是一种以拼音文字为母语的人都容
易接受和掌握的方法。”

陈默老师说，所谓“洋腔洋调”指的就是外国人说
汉语时的口音，而导致口音的最大原因就是外国人说
汉语时受到母语语音系统的影响。“要想掌握中文的
正确发音，需要通过大量的听辨和朗读训练，体会母
语语音系统跟汉语语音系统的异同，从而掌握中文正
确的发音方式和发音部位。”她告诫道。

北京语言大学留学生李美恩来自巴西，也是中
国文化爱好者。他认为，运用其他语言给汉语注音
只能作为一种自我提醒的方法。“学好汉语拼音以后
就不需要再用这种方法了。”她说。

其实，若想学好一门语言，最重要的还是多听
多练习、创造良好的语言环境。用母语给汉语注音
只是一种入门的、应急的方法。对于广大的中文爱
好者来说，汉语拼音是打开汉语之门的“金钥匙”。
至于用谐音注音而闹出的小误会，权当是笑谈吧。

学习语言的形式多种多样，参加汉
语辩论赛、学唱中国歌曲、背诵唐诗宋
词、学习曲艺……不论采取何种形式，
效果是最重要的。这就要求从事汉语国
际教育的老师开拓思路，大胆尝试，找
出适合不同学生的不同方法，因材施教。

在美国休斯顿某中文学校，曾经有
一位李老师，她从汉语拼音开始，带领
学生一路走来。几年后，学生的识字量
不断增加，而且随着年龄增长，学生的
理解力也不断提高，对于内容浅显的中
文课文渐渐失去兴趣。发现了这个苗头
后，李老师很着急。她左思右想，最后
想到了一个好方法——让学生当小翻
译。即在正常的课本教学之外，每周让
学生自由选取一篇英语文章进行英译
汉，内容、题材不限，不会的字可以写
汉语拼音或查字典，每次上课都留出一
段时间，让学生上台展示自己的翻译成
果。这个方法实施后，效果很好。因为
既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变被动学习为
主动学习，又使他们学以致用，产生了
成就感。

不论海外中文学校还是汉语国际教
育，教学对象都与国内语文教学对象不
同，或没有汉语大环境，或母语非汉
语。用常规方法教学固然学得扎实，但
也容易令学生产生“疲劳”。围绕兴趣设
计教学形式，选取教学内容，是使这些学生能够坚持学习汉
语的有效方法。正如北京外国语大学留学生辩论队指导孟老
师所说 （文章见本版），语言承载的是文化，而文化则影响着

人们的思维。中国学生觉得理所应当的结
果和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外国学生眼中则
有着不同的理解。既教汉语，又要跳出汉
语，广泛涉猎和传授中华文化，是汉语老
师的基本功。

形式合适不合适，当以学
习效果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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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底，第七届北京留学生汉语辩
论邀请赛落下帷幕。经过3个月的角逐，北京
地区的两强——北京语言大学和北京外国语
大学，与天津河北地区的两强——河北大学
和天津大学，分别进行了两两对决。在评委
嘉宾及来自京津冀地区100余名高校师生现场
观众的见证下，北京语言大学、河北大学和
北京外国语大学分获冠亚季军。

作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留学生辩论队的指
导教师，今年是我第二次参与这个比赛。
2014 年，我曾带队参赛，最终仅获得北京地
区第三名而无缘决赛。那次参赛经验
告诉我，与一般汉语辩论赛不同，留
学生汉语辩论赛的参赛选手非华裔，
母语非汉语，所以指导留学生参加汉
语辩论赛，不能完全照搬指导中国学
生的方式。

为准备比赛，我们首先组织了以
中国学生为主体的模拟对辩队伍，目
的在于进行较为真实的操演，将比赛
过程中的诸多可能性尽量全面细致地
加以准备；其次，我们为留学生辩论
队配备了汉语指导教师，根据参赛留
学生各自不同的语言风格，逐一指
导、纠正和打磨其语言表述；最后，
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回答对方辩友的问
题，在进行赛前辩题准备的时候，我
们要求留学生辩论队员和中国学生对
辩队伍轮流站在“正方”和“反方”
的立场上，进行模拟棋盘推演试辩。

通过这次带队参加留学生汉语辩论赛，
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语言所承载的文化的
力量。比如，在准备“份子钱到底过没过
时”这样的辩论题时，不同国家的留学生的
认识呈现出鲜明的文化差异：来自韩国、日
本和马来西亚的留学生看法与中国学生相
似；但来自西班牙、美国和法国等国的同学
看法则完全相反。有时刚拿到一个辩论题，
留学生之间、留学生和中国学生之间就已经
辩论得不亦乐乎了。

语言承载着文化，而文化影响着思维。

在准备“人工智能能不能战胜人脑”这个辩
题时，中外思维的差异性就体现得非常明
显。中国学生认为，“人工智能”的核心是

“人工”，离开了“人”的因素，根本就不可
能出现“人工智能”；而留学生则认为，人工
智能不能作这样“中国化”的理解，必须回
到它的英文词汇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加以理
解。但是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留学生汉语
辩论赛，是以汉语为语言媒介的辩论，怎么
可以用英文进行解释呢？两种不同语言的背
后，其实是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差异；两种

不同思维方式的差异，必然会带来对
同一现象、同一问题的不同理解。所
以，贯穿在 3个月的辩论赛过程中的，
其实也是留学生母语思维和汉语思维
之间的冲突与调和。

第二语言的学习，既是一个语言
知识和语言技能不断得到提高的过
程，也是一个对目的语的文化和思维
的认识不断加深的过程。我认为，留
学生汉语辩论赛，其实是汉语第二语
言课堂教学的课外延伸，也是第二语
言教学中的文化问题的具体呈现，更是
跨文化交际教学的实际应用。因此，汉
语辩论、汉语演讲、汉语歌曲大赛等，既
是外国汉语学习者喜闻乐见的汉语应
用方式，也应该成为一种被引入汉语国
际教育课堂的语言教学与学习方式。

（本文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
语言文学学院教师）

辩论是语言的综合学习
孟德宏

图为孟德宏 （右四） 和部分留学生辩论队成员。

日前，“我的祖国——2016年京港澳学生交流营”开营式在北京语言
大学举行，自1994年开始，这个活动已举办了21届。来自香港、澳门、
北京三地的 300余名青年学生利用暑假时间相聚北京，通过在活动中朝
夕相处，用汉语普通话交流，在增进彼此了解的同时，共同了解祖国，
增强爱国意识。

图为交流营部分营员。 罗兰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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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看他的长相，初识戴睿的人会以为他
是个北京胡同串子，那一口北京话说得特地道。

在学汉语的过程中，给戴睿印象非常深刻的
一个词是“发小儿”。“我觉得这个词特别好，说
明中国人交朋友是一个长期的行为。我觉得有中
国朋友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因为学中文入
迷，这个地地道道的美国小伙甚至因一时忘记母
语而闹过不少笑话。“我那天还问我的美国朋
友，‘环境’这词英文怎么说来着，”提起这事，
戴睿大笑不止。“这次来长沙参加汉语桥比赛，
我的室友是个法国人，他的英语，嗯，你懂的！
所以我们彼此就用中文交流沟通。”

其实这次参加汉语桥，戴睿也算是在人生的
“独木桥”上抉择了一把。在美国名校学经济的
他因为中文出色而获得了一个在上海某咨询公司
的实习机会，但实习时间正好和汉语桥比赛“撞
车”了。他当时有些矛盾，但为了实现当一个

“中国通”的梦想，来长沙参赛的机会他没有错
过。来中国之前，来自世界各国的不少选手都把
长沙之行想象成一次轻松的旅游，以为就是见见
世面，认识些新朋友，没想到这是一次认真的学

习。戴睿每天都睡得特别晚，他说，有太多背景
知识需要准备，有太多内容需要学习，也有太多
朋友需要沟通，真可谓“累并快乐着”。

虽然是个美国人，但戴睿估计比很多中国人
看过的电视剧都多，而且他是个典型的“古装剧
狂人”。《甄嬛传》《琅琊榜》《花千骨》都看得很
仔细，去长沙也要尝试一下古装造型，还在自己
朋友圈备注：靖王别怕，小殊来了！经常称自己

“老外”的戴睿却能做出咕咾肉、水煮牛肉等地
道的中国菜。他不光自己痴迷汉语和中国文化，
还带动着自己 4个弟妹和父母之间习惯了用微信
交流，两个上高中的表妹也在他的带动下开始学
习汉语。

很多人预测戴睿能作为美洲组的冠军杀入汉
语桥决赛，他却摆着手直说：“不敢当，不敢
当。”“当初我选择学习语言的时候，很多人都劝
我不要选中文，说中文太难了。可我偏要学！中
国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个广阔的市场，更是一个文
化宝藏。在这里，感觉所有人都特别真诚。我觉
得自己特别幸运，当初的选择特别正确。”戴睿
如是说。

能说地道北京话的美国小伙
蔡 靖

在日本，我的家庭成员有4位，爸
爸、妈妈和我以及一只可爱的吉娃娃
狗。可是在中国，我却拥有一个温暖
的大家族。比我年长的有爷爷、奶
奶、外公、外婆、舅公、姨婆、姨和
舅舅们；比我小的有表弟、表妹们，
他们都很可爱。因为有了这样的大家
族，我特别喜欢回国的日子，大人们
总是准备了好多我和妈妈、爸爸爱吃
而平时在日本却买不到的家乡食品。
其中我最爱吃我们福州老家的牛滑和
鱼丸。回中国的日子里，每次吃饭时
我的胃都撑得装不下了，可亲人们还
一个劲地把我爱吃的东西夹给我，让
我感觉到大家族的热情和热闹，而这
在日本是感受不到的。妈妈告诉我
说：“我们中国人特别注重亲情，尊老
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的
大家族也尤为看重亲情，你一定要记
住了。”

在一群可爱的表弟表妹里，有一
个比我小几岁的表弟，虽然我们见面
的机会不多，但每次见面他都和我特

别亲，总是跟在我身后问长问短，还
跟着我学了几句日本语，样子特别可
爱。我想这就是妈妈说的亲情的感觉
吧。

一天，外公早上出去锻炼身体，
突然晕倒而住进了医院。妈妈说，在
外公住院的那段日子，多亏了大家族
的亲人们轮流来医院照顾外公，让妈
妈能安心地在日本正常生活。我想家
族的成员有困难时，大家互帮互助应
该也是一种亲情的表现吧。

每次回国，我们大家族成员都会
欢聚一堂。平时长辈生日、表哥表姐
结婚等日子里，大家族成员也经常聚
会。虽然在日本的我们很少能亲自为
他们做点什么，可现在有手机微信，
我们也能参与互动，也能通过视频、
照片及时感受到大家族里热闹、和谐
的气氛，送上我们的祝福。

我爱我的家人，更爱我中国大家
族的亲人。 （寄自日本）

（本文获第十七届世界华人学生作
文大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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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音注音学中文，利弊何在
罗兰烁 仇子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