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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天要出家去”“北京人特别友谊”“顾客
是老天爷”……这些让人忍俊不禁的表达方式可
不是相声段子，而是出自众多学习汉语的外国学
生之口。《一个对外汉语教师的手记》一书中收集
了大量这类新鲜语料，真实再现了对外汉语的教
学场景，令读者在开怀大笑的同时，也能体会到
外国人学汉语的不易与坚持。纵观全书不难发
现，幽默段子的背后，是多层次的互动为学生创
造了语言实践的空间。

有心记录奇闻趣事

记录有助于回顾，反思有助于提高。汉语教
师随手记录的教学课堂中的一些奇闻趣事，不仅
是一份温情满满的课堂回忆录，还会在日后带来
意想不到的收获。谈及随手记录课堂教学的初
衷，《一个对外汉语教师的手记》 一书作者刘志
刚说，书中的一些小故事都是我在教学中遇到的
真实案例，大多数具有共性，也是许多对外汉语
教师都会遇到的问题。对这些案例的记录恰恰可
以给其他对外汉语教师，尤其是那些还没有实践
经验的新手教师提供一组丰富而又真实的语料。
通过这些语料，教师可以分析案例中学生出错的
原因，反思自己的教学，从而提高教学意识和水
平。

“从学习汉语的角度来说，这些有趣的案例表
面上看只是有趣而已，而仔细分析这些案例中错
误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学习方法不正确，也可能
是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或者是中外的文化差异
所导致。外国汉语学习者通过这些故事，也可以
反思自己学习的方法、习惯以及文化上的认知，
这不仅对中文学习、也对中华文化学习有所帮

助。”刘志刚补充道。
来自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进修学院的教师韩阳，

曾通过拍照和录像的方式辅助留学生汉语学习。
她讲述道：“今年春季，我辅导的汉语进修班中的大
部分同学都参加了学校的运动会和‘世界文化
节’。学生们在活动中都玩得很开心，我也用相机
给他们拍了不少照片和视频。在接下来几天备课
时，我就适当地选取了一些活动照片和视频作为素
材，结合相关语法点和语言点展开教学，效果很
好。课堂上，当学生看到照片回忆起当时运动和表
演的情景，新学的语法点也就不觉得难了。”

幽默背后充满艰辛

对于外国人来说，在汉语学习过程中遇到困
难、闹出笑话是常有的事情。例如，在 《一个对
外汉语教师的手记》 中，有位叫侯一兰的学生，
一次因没有分清“调查”和“打听”的用法，把

“联邦调查局”说成“联邦打听局”，惹得全班哄
堂大笑；另一位叫鹤彬的学生，因为分不清“苹
果”和“菜单”两个词的写法，经常把“苹果公
司”错念成“菜单公司”，让老师哭笑不得。

对于外国学生来说，汉语学习的范围广、容
量大，学习出现盲区很正常。除了词汇和书写，
汉语的语音、句法和语境等多个方面都有可能成
为学习的“绊脚石”。在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采
访时，笔者发现，大多数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过
程中，都存在一至两年的“混乱期”，即在语音、
语法、词汇等一个或多个方面产生混淆和误解，
导致学习进度缓慢。有留学生表示：一些中外文
化差异而导致的汉语错误用法，自己要花上一两
年才能完全纠正，也曾因此闹出笑话。

互动创造良性教学

课堂教学互动是一种通过师生互相交流、共
同探讨问题，从而达到理解知识点、实现师生互
相促进的教学形式。汉语课堂的互动教学到底有
多重要？来自对外经贸大学中文学院的杨宏老师
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由于汉语语言的复杂性，相
比其他语言来说，课堂上的互动教学显得更加必
要。面对广大从事汉语国际教育的教师，他分享
了自己的教学经验：“老师讲授得相对少些，把时
间和机会更多地留给学生进行语言实践，应该是
我们对外汉语教学的原则和方向。可以沿着这个
思路开动脑筋，利用不同的方法、设置各类典型
语境给学生充分练习的机会，使得他们在听力、
会话 （包括独白）、阅读、写作各方面的能力不断
提高。成年人学习汉语，课堂练习要具备一定的
趣味性和难度，才能调动他们的兴趣和已有的知
识。对练习中出现的错误，老师要敏感、细心、
及时纠正。”

文化层面上的互动也是必不可少的。对外汉
语教师作为汉语言的讲授者和传播者，不仅需要
在课堂上采用丰富多彩的教学形式，更应该注重
和学生进行心灵上的沟通，帮助他们更深刻地理
解汉语现象背后的中国文化。如何通过“变化的
汉语”来让学生感受“变化的中国”，是对外汉语
教师值得探索的课题。

给 予 外 国 汉 语 学 习 者 充 分 的 口 语 练 习 机
会，不仅能够帮助他们有效掌握课堂学习内
容，还可以增进他们对中国国情和文化的理
解。那些课堂内外发生的有趣故事，都是汉语
学习中的宝贵资料。

互动教学让汉语更精彩互动教学让汉语更精彩
仇子兴仇子兴 罗兰烁罗兰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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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见到大伟本人，就已
经满耳都是他“孜孜不倦”的故
事了。如果你曾经有机会收听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滨海广播12
点的《老外视线》，一定对他的声
音不陌生。闭眼听着他的声音，
你只会努力分辨这到底是哪个
省份的方言，而根本想不到说话
的是个外国人。大伟是今年中
埃校长论坛上唯一一个做同声
传译的在校大学生。他还作为
非洲汉语学习者代表在孔子学
院总部发言，那顺溜的“贯口”表
演，惊呆了在场听众。

而这些成绩的取得不是一蹴而就的。大伟的学汉语之旅可谓
“一波四折”。他在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学习，本着证明自
己、开拓视野的目的，大一时就用蹩脚的中文去报名参加汉语桥比
赛，结果被狠狠打击：“你说的是什么话？听不懂呀。这怎么参加比
赛？”努力了一年，大二时他又去报名，老师表示：“可以听懂了，
但还是很难听。”又一次被拒绝，并建议他回去多学习。后来有人推
荐大伟去孔子学院。经过在孔子学院的一段学习，大伟的中文水平
提高很快。 2014年暑假，他参加一个国际志愿者项目，第一次来到
中国，在天津、北京当英语老师。就是这次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生
活，不但中文突飞猛进，还收获了一堆中国好哥们以及一个四川辣

妹子。“找一个中国女朋友”不但使大伟对生活更有信心，也特别愿
意做中国姑娘眼中“一个靠谱的男朋友”。那段时间，练习汉字的纸
堆满了房间，汉语课本不知翻了多少遍，看过的中国电影数不胜数。
大三时，大伟回到埃及，选择与中国朋友合住，练就了各地方言，也得
以获得汉语桥埃及赛区第一名的好成绩，获得了观摩汉语桥总决赛的
机会。大四，作为阿拉伯国家汉语专业的优秀学生代表，大伟对北京
和上海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他的中国梦一直很坚定，那就是去中
国传媒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进中央电视台或者新华社工作。大伟的
思想很“中式”，计划等两年后女友一毕业就结婚，他相信自己能够找
到一个使两个人感情更稳定的工作去处。

与大伟的“情路助推汉语梦”相比，厉珂的求学路更加坎坷。
这位喀麦隆小伙一直想上当地的师范大学，当一名英文老师。理想
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他竟然连续5年都没有考上。“我当时和我爸
爸说我放弃英语了，我想考汉语。我爸爸说我疯了，说，‘汉语是那
么奇怪的语言，’要想学汉语，你就自己出钱考试。”厉珂很倔强，认定
了与汉语的缘分后就开始打工。令人称奇的是，他没有在任何正规的
中文学校上过课，仅凭上网课自学，就从当时录取率40∶1的激烈竞争
中脱颖而出，一次考取。今年，厉珂在师范大学学了3年汉语就登上了
汉语桥——这座“实现梦想的桥”。有机会一睹中国的美，他兴奋极
了。在长沙参加汉语桥比赛的每一天、每一刻，他都跟一只“蹦跳的
虾”一样，没有一刻闲着，也因为热心肠和多才多艺而成了暖场大王。
来自喀麦隆这个热情的国度，厉珂最钟爱歌舞，美声的嘹亮、动感的身
姿，让这个露着白牙的非洲小伙子展示
出健康阳光的个性。

“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不足，我还要
多学诗歌。我喜欢李白和戴望舒。”厉珂
说：“我们当地的中餐火锅不好吃，来长
沙后我第一次吃茄子，还有馒头，特别好
吃！”厉珂专门在自己手机里的记事本上
记下自己第一次吃的这个那个，
准备回去和亲朋好友炫耀。“原来
家里没人支持我学中文，现在他
们都围着我转。”厉珂不无得意地
说。“我毕业以后想在我们当地的
中学教汉语。现在喀麦隆有不少
孩子从小学中文。我跟汉语这么
有缘分，相信一定能教好！” 厉珂近影厉珂近影

大伟近影大伟近影

教授外国学生中文，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耐心
和技巧的工作，而在海外教授中文，对于教师来
说，更是一个挑战。

郭玫姿：困境与欢乐并存

郭玫姿是印尼华裔，从雅加达的慈育大学人
文学院中文系本科毕业后，现在在艾孚语言中心
教汉语和印尼语。

在教授中文的过程中，郭玫姿遇到不少困难。
与汉语不同，印尼语是没有声调的，并且发音也有
所不同，因此在教授学生们汉语的过程中，有时候
一个简单的词或者句子，她都需要花很长时间来给
他们念，好让他们掌握正确的声调和发音。除了发
音和声调，学生们大多对汉字也不敏感，记忆中文
的时候更多记忆的是汉语拼音。郭玫姿说，有一
次，她将一个词写在黑板上，问学生这个词是什么
意思，他们都摇头说不知道，后来她将这个词的汉
语拼音标注上，他们就说出了这个词的意思。郭玫
姿所遇到的困难远不止于教学方面。她教的大多
是成人学生，许多是由公司安排来进行内部培训
的，因此许多时候，学生会以工作太忙为借口，逃避
她布置的作业。“后来，有一天在上课的时候，我想
给他们做一个测试：在 15 分钟之内用中文和我聊
天。没曾想他们根本不能完成，这让我很无奈。”郭

玫姿说，不过后来，他们的态度逐渐变得认真了，这
又让我感到很欣慰。

现在，郭玫姿教中文已经六七年了。从高中
时期，她就开始教中文，只不过那时教的是小学
生。除了碰到的困难，教中文也带给郭玫姿很多
欢乐。“我第一次当中文老师的时候，教的是小孩
子们。有一次，他们学校进行中文考试，成绩出
来之后，他们把成绩单拿给我看，一个是 90 多
分，一个考了 100分。我真的很惊讶，也很欣慰。
觉得自己的努力和对他们的期望没有白费。”

张亚东：简单，充实，苦中带乐

张亚东现在在苏丹喀土穆大学中文系教中
文，这已是他在这里教书的第二个年头。张亚东
说，自己本科学的是对外汉语专业，对汉语传播
抱有热情。第一年通过申请来到
这里做志愿者教师，觉得很有意
义，也舍不得学生们，所以又申
请延长了1年。

早上 8 时，张亚东来到中文系
教室上课。此前，他已在中文系的
办公室批阅了学生的作业，归纳出
易错点，也熟悉了一遍教案。

上完课，他常常会在办公室和
学生聊天，纠正他们的发音，紧接
着批改作业。有活动的时候，他还
得变身“全能”教师，既做得了晚会
编导，又当得了辩论指导。的确，
繁重的教学任务，加上课下的功课
辅导以及排练文化活动，张亚东的
一天几乎都被占满了。

苏丹首都喀土穆有世界火炉之称，每年都有六
七个月平均气温在40摄氏度左右。张亚东说，那个
时候只要在室外，汗水就不会停。自然环境的恶
劣，加上硬件设施的落后，让张亚东的教学开展得
异常艰难。但是所有外在的“苦”，都敌不过内心的
充实与快乐。“在这里，学生们特别单纯，很懂事，也
很重感情。”张亚东说。无论课堂上还是课堂下，他
和学生建立起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正是这份情谊
以及作为一名汉语教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促使着
张亚东不断地完善自己的教学方法，不畏艰苦地站
在汉语国际教育的第一线。随着中苏关系日益密
切，现在，汉语在苏丹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欢迎，学
习汉语的人数逐年增加。张亚东用“简单，充实，苦
中带乐”来总结自己在苏丹的生活，他是千千万万
投身于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教师中的一员，在世界
各地传播着中文知识、传递着中华文明。

海外教中文 品尝苦与乐
罗兰烁 文 雅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中国教师节。在这个特殊
的日子里，向工作在世界各地的汉语教师致以节
日的问候，道一声“节日快乐！”

伴随着世界上学习中文的人数不断攀升，对
汉语教师的需求在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外国大
学、中学，甚至小学开设汉语课；孔子学院的数
量不断增加，地域分布越来越广；海外中文学校
办得红红火火，不仅华裔子弟前来求学，一些热
爱中华文化的外国友人也把孩子送到中文学校接
受启蒙教育。而这一切的实施都离不开汉语教
师。许多汉语教师离开熟悉的环境、离开家里的
亲人，为了心中的事业，走向异国他乡；许多汉
语教师志愿者刚刚走出校门，就辞别爸爸妈妈，
开始独自面对异国陌生环境，克服着生活条件艰
苦、环境气候条件严峻、教学资源缺乏等从未遇
到过的困难。

从总的情况来看，一方面，现在海外中文教师
地位空前提高，知名度也越来越大，在有些地方，甚
至成为“香饽饽”，可以说获得了极大的尊重；另一
方面，不少海外汉语学习者已从最初的好奇、猎奇
转变为真的对中文和中华文化产生兴趣，开始摒弃
哗众取宠的心理，踏踏实实地投入学习，这种局面
对海外汉语教师更提出了新的要求。

每一个中文教师都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者。要
想称职地担起这副重担，就要求汉语教师不断学
习，从教材、教法、心理学等各方面完善自己，充实
自己；同时下功夫了解学生，了解当地社会具体需
求和实际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案。

从数量增加、区域覆盖到质量跟上，海外中
文教育在推进和实施中能否完成这个转变，海外
中文教师是关键一环。只有提升海外中文教师整

体的素质和水平，才能适应新
形式下的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发
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外中
文教师们任重而道远。

海外中文教师，向你们致
敬！为你们加油！

致
敬
—
—
海
外
中
文
教
师

刘

菲

旧时故乡年味浓，我的故乡在中
国瑞安。记忆中的年味，是酱油肉、
年年糕；是挂灯笼、贴对联；是忙忙
碌碌、热热闹闹、团团圆圆。

光阴流转，我渐渐长大，离开瑞
安，漂洋过海，来到佛罗伦萨。

刚来意大利时，我住在阿姨家。
那一年，是我第一次离开父母在异国
他乡过年。叔叔阿姨待我很好，但是
年根底下，心里总有些许孤独和思念
挥之不去。那时我很爱读台湾作家绮
君的 《春酒》，因为它总牵扯出故乡
新年绵长而温暖的记忆。

农历三十下午，暮色向晚，我一
个人呆坐在房间里，思绪凌乱地飘荡
着，不由得问自己：今天就是除夕
了，如果在家乡，大伙儿应该提着大
包小包的东西赶回家吃团圆饭了。可
是我的年味，你在哪里？

正在那时，叔叔推门进来，一脸
欣喜，兴奋地说：“走，咱们过年
去，吃年夜饭去咯！”

我一时没缓过神来，带着一丝迷
惑：不就是叔叔、阿姨、我，3人一
起吃吗？平时不也是这样吗？

叔叔阿姨不等我想明白就带着我
出了门，来到一位朋友家。一进门，
一屋子人，大家很亲切，乐乐呵呵，
洋溢的热情让我顿感温暖。叔叔说：

“小家伙，别失落咯，我们都是好几

家人一起过年的，热闹着呢。”
是呀，都是漂泊在外的华侨，有

着同样的渴求，彼此是邻居更似亲
人。谈笑间，大家开始里里外外地忙
开了，和面、擀皮、包饺子、做鱼丸
……叔叔阿姨们还特地把孩子们也喊
了过来，给他们一些面团，让他们自
己随便捏，奇形怪状的饺子让人忍俊
不禁。有个古灵精怪的小弟弟，把几
张小纸片揉成团，塞进饺子里，还不让
我们看写了什么、画了什么，大家都被
他逗乐了。有几个年龄大一点的哥哥
姐姐，干脆跑进雪地放起了鞭炮，霹雳
啪啦，那个热闹，自不必多说。老人们
换上了唐装，年轻的阿姨身着旗袍
……终于张罗完毕，大家围坐在圆桌
旁，觥筹交错，干杯的声音仿若一曲清
脆欢愉的交响乐，轻叩心头。融入血
脉的年味，在这一刻得到了最完满的
诠释；而幸福的味道早已弥漫在空气
里，暖流再一次涌上我的心头。

生活有时候就像一盒巧克力，你
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尝到什么味道。
在这座陌生的城市，在第一次别样的
年味中，我觅得了一种久违的感动，
感受着异国他乡的亲情和友情。我将
带着这些美好，更加感恩地面对生
活。 （寄自意大利）

（本文获第十七届世界华人学生
作文大赛一等奖）

第一次，感受别样的年味
周琪琪（13岁）

郭玫姿 （左二） 和成人班学生郭玫姿 （左二） 和成人班学生

张亚东 （前左） 和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一级班学员

“2016年泰国中小学汉语技能大赛”总决赛日前在曼松德昭帕亚皇家
师范大学孔子学院落幕。今年大赛首次加入泰国小学生报名参赛，为他们
提供了展示汉语学习成果和汉语技能的舞台。

全泰共有42所中小学的1500余名学生选手报名参赛，比赛项目包括汉
语故事表演、汉语演讲和中文歌曲三项技能。经过初赛和复赛，最终小学
组8名选手、中学组12名选手进入中文歌曲总决赛。

图为进入决赛的小学生选手现场抽签决定比赛顺序。 （昭帕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