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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娱乐行业的发
展，综艺节目、影视作品和音乐作品的
受众越来越广，其中不少受众是外国汉
语学习者。外国汉语学习者在课堂之外
采用观看中国电视节目、学唱中文歌曲
等方式辅助汉语学习的现象也越来越常
见。这种类似“娱乐”的方式能否真正
给他们的汉语学习提供帮助？

锻炼听力和口语的“捷径”

今年19岁的娅娜是中俄混血。10年
前，她跟随父亲从莫斯科回到西安生
活。进入当地的普通小学后，从一个一
句汉语都不会说的“洋娃娃”，娅娜花了
不长的时间就成长为一个地地道道的
“中国女孩”。从发音上，别人完全听不
出来她的母语是俄语。说到学习汉语的
进步，娅娜充满感激地说：“那要感谢我
的爷爷。爷爷每天带着我一起看电视节
目，除了新闻之外，还会看动画片，比
如《西游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等。爷爷还会让我用汉语把动画片里的
故事复述一遍。”除了电视节目，娅娜还
喜欢听中文歌曲。对于表演欲强、有音
乐天赋的她来说，很多歌听上几遍就会
唱了。初中时，她参加了学校的校园歌
手比赛，她那纯正的发音和准确的音调
博得一片喝彩。“我认为看电视节目和唱
中文歌曲从听力和口语两方面给我带来
了学汉语的进步。”娅娜说。

北京语言大学韩国留学生金多慧则
从中国的电影和综艺节目中学到了很多

地道的表达。她说：“我在《爸爸回来
了》这样的节目中观察到了中国家庭的
情况，学到了中国人和家人的相处方
式。”此外，金多慧表示，节目中的主持
人和参演者说话语速较快，她听起来有
些困难，不过这对她来说也是一种挑
战。“有时节目中的人物还会说方言，我
觉得很有意思，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学学
汉语方言。”

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新西兰留学生孔
林和科摩罗留学生阿卜杜汉也认为，应
该采用各种学习方式来提高汉语能力，
尤其是看中国电视节目和听中文歌曲对
提高听力水平有很大的帮助，它们是很
好的听力材料。“节目主持人、参演者和
歌手在表演的时候用的都是很标准的词
汇和发音，但节目中和歌曲中的汉语有
时又比教材上面学到的表达更灵活、更
口语化，我们觉得那里面的汉语很地
道。”

中国电视节目和中文歌曲给外国汉
语学习者营造了一种良好的语言氛围，
从听和说两方面给予他们锻炼的机会，
是提高听力和口语水平的“捷径”。

了解文化和历史的窗口

孔林也喜欢听中文歌。在课余时
间，他常和同学们一起去KTV聚会，会
点很多自己喜欢的中文歌曲，特别是带
有中国民族音乐特点的歌。《万物生》是
一首具有强烈西藏佛教风情的歌，调子
和词汇对中国人来说都比较难，但孔林

却非常爱听，渐渐也会唱了。而阿卜杜
汉则更喜欢看中国的电视综艺节目，比
如《非诚勿扰》《奔跑吧，兄弟》《欢乐
喜剧人》等。阿卜杜汉说：“有些综艺节
目向我们展示了很多中国真实的社会生
活的情景，让我们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
解。”阿卜杜汉在哈尔滨上学，也接触到
了东北的喜剧表演艺术，他说：“东北的
小品真是太搞笑了，东北人在生活中就
是这么幽默！”

目前在清华大学读研的柬埔寨留学
生张于峰也曾在哈尔滨读书。除了东北
那些让大家喜闻乐见、捧腹大笑的喜剧
节目之外，他还爱看中国的历史古装
剧。“我喜欢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论
语》这种厚重、高深的书。而历史题材
的电视剧里有很多现代汉语里不太常用
的表达，那是体现中国悠久的文化、历
史的东西。”通过观看历史古装剧，他开
始阅读中国的史书，一边读一边学古
文，获取到了不少中国的历史、文化知
识。如今，他已经对中国历史上的各个
朝代了如指掌。

蕴含中华文化气息的中文歌曲、展
现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综艺节目和表现
中国历史文化的电视剧为外国汉语学习
者打开了一扇多彩的窗口，帮助他们直
接、有效地认识和了解中国。

辅助教学和学习的工具

现在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孔子学院
教小学生的汉语教师志愿者陈雪梅在教

学中也时常会教一些中文的儿歌。在今
年9月举办的孔子学院日活动中，陈雪梅
就带着学生们表演了中文歌《我爱我的
家》。她说：“我之所以选择这首歌，是
因为歌词以开口呼的字词为主，对孩子
们来说比较简单。虽然我不会特别强调
发音的准确性，只要孩子们能掌握停顿
和节奏就可以，但他们唱得都很好，出
乎我的意料。”除了教中文歌，陈雪梅还
给学生们播放过动画片《宝莲灯》等。
“对于年幼的汉语初学者来说，观看中国
影片和学唱中文歌并不会带来太明显的
汉语运用上的进步，但却能够潜移默化
地让他们感受汉语的韵律和节奏，掌握
一些简单的语法，增长对中国文化和语
言的兴趣。”陈雪梅如是说。

北京语言大学冯惟钢教授早在20年
前就曾指出，视听说教学时将图像信息
和声音信息作用于感官，使各感官获得
的信息在大脑中综合融汇，进而使目标
语水平得到提高。可见，采用观看中国
电视节目、学唱中文歌曲等方式辅助汉
语学习是符合语言学习规律的。

看中文电视 唱中文歌曲

在娱乐中学汉语
凌 石

兴趣与所学内容相吻

合是学习的高妙境界，多数

人都达不到。拿学中文这件

事来说，海外华裔子弟对此

有兴趣的就不多。他们认

为，学中文是个苦差事，要

放弃休息和玩耍的时间，去

上中文学校，既费时费力，

也没什么用，因而提不起兴

趣。

针对这种情况，可以

从教与学两方面入手，帮

助学生发现兴趣，培养兴

趣，达到让兴趣引领学习

的目的。

从教的方面来说，学生

对所学内容是否感兴趣与

老师有很大关系。许多人上

学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因

为喜欢某个老师而喜欢上

老师教的这门功课，此所谓

爱屋及乌。反之，也会因为

不喜欢某个老师，连带着也

放弃了这个老师教的那门

课。在海外，华裔子弟进入中文学校时大多年幼，

感受事物往往流于表面。所以，海外中文教师尤

其是启蒙班的老师首先要做的就是让学生喜欢

自己。在此基础上，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中文水

平、文化背景、理解能力等开展教学，始终把培养

和引导兴趣作为关键。兴趣是个纲，纲举目张。

从学的方面来说，对于低年龄段的学生，

发现和培养兴趣需要家长介入。比如，动画

片、儿童电视节目、中文童话故事；比如定期

或不定期地带孩子回中国探亲、旅游，让他亲

身体验中文的用途。随着年龄增长，可以引导

他们自己去发现兴趣。比如，了解中国的名胜

古迹、自然风光、文化习俗等；还可以帮孩子

牵线搭桥，在国内找一个或几个同龄人做笔

友，并鼓励他们保持联系。

歌德说：“哪里没有兴趣，哪里就

没有记忆”，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

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总之，培

养兴趣，发现兴趣，

让兴趣引领学习是教

师、家长、学生需要

共同努力的方向。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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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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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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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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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小华：你好！

接到我的来信一定很惊讶吧？前几天我妈妈回中国的时

候特意去你家问了你的新地址呢。光阴似箭，一转眼我已经

来西班牙6年了，而你也已经在韩国生活了5年多，听说你考

上了著名的首尔大学，恭喜你呀！

你爸妈身体怎么样？记得我们还在中国的时候，我就经

常厚着脸皮去你家蹭饭，因为你妈妈的饭做得可真是一绝，

直到现在每次回味起来我都还忍不住流口水呢。

由于我小时候不喜欢洋娃娃那类女孩子玩的东西，所以

每次你爸爸给你买玩具车时都会顺便也给我带一辆，现在想

来我当初可是占了你不少便宜呢！

记得小时候，我每天下课回家吃完饭，都跟你们去村里

的树林里上蹿下跳地爬树、捅马蜂窝，你是不是以为我现在

还跟小时候一样像个汉子似的？才不是呢，来到西班牙我才

发现，这里的女孩子要么练习舞蹈或乐器，要么练习某项运

动，所以我就学了舞蹈和钢琴，据说这样可以改变人的气

质。现在算来，我练钢琴和舞蹈快有6年了。

尤其幸运的是，我在这里找到了一所很好的中文学校，

用的课本跟国内小学一样。本来我爸妈还担心我来了西班牙

学不到中文，以后会变成一个不会讲中文的中国人，但是现

在，我已经学到了国内的语文初中一年级水平了，要知道，

我们可是一周只有周六才上一次中文课。我所在的爱华中文

学校跟国内上课不一样，老师除了教我们语文课本外，还会

穿插很多中华文化知识、时事新闻等，而且每年还有各种各

样的演讲比赛、唱歌比赛、郊游、夏令营和冬令营等活动。

去年，我还代表学校参加了全西班牙华裔青少年的中文演讲

比赛，还得了名次呢。

你呢？这些年学了哪些本领？说到这里我想起来，当年

有一个合唱团曾经来我们小区表演，你去听过之后就立志要

做一名歌手，现在，你有没有实现当初的理想？

我原本以为，来到西班牙后一定会很孤单、很寂寞，一

定会很想念家乡的美食，但没想到这里什么都有。离我家不

远就有一个中国城，那里各种中国的商品应有尽有。这几

年，我们华人在传统的春节期间还组织了好几场庙会、文艺

汇演，我感觉就像在中国一样。

我原本以为，来到西班牙后，从此就与中文无关了，可是没

想到我依然能继续在中文学校学习中文，并在学中文的过程中

找到快乐。我们中文学校的同学们很团结，经常在假日的时候

一起结伴出去郊游、划船、野餐、运动，特别开心。

这里的西班牙学校我也很喜欢，老师和同学都十分和

蔼，对我照顾有加。朋友

们都对中国很好奇，所以

我经常跟他们讲我们那里

的风景、美食和各种趣

事，他们听了都嚷嚷着要

来中国呢。

总之，我在西班牙一

切都好。希望知道你在首

尔的情况。

祝学业有成，身体健

康！

许多 （14 岁） 于西
班牙马德里

你在他乡还好吗？
——给远方朋友的一封信

� 图为许多参加西

班牙华裔学生演讲比赛。

近日，因综艺节目《爸爸去哪
儿》而走红的加拿大籍主持人夏克
立，在微博上发布的一则视频引发
了网友热议。视频中他的中国妻子
黄嘉千正在指导他们7岁的女儿夏
天背诵一首古诗。夏天面露难色，
屡屡犯错，在父亲眼里她“头脑快
要爆炸了”。许多网友认为，学汉语
对夏天已经很难了，不必再苛求她
学古诗。

在海外，有许多生长在非汉语
环境中的华裔子弟，他们遇到了和
夏天一样的困难。但古诗词在中国
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学习中
文的内容之一。那么，我们应该怎
样帮助孩子们学古诗呢？几位华人
家长和教育者向笔者说出了他们在
实际情况中遇到的困难与矛盾，也
提供了一些解决办法。

海外家长们的困惑

华人家长普遍对中文有着很深
的感情，比较重视子女的中文教
育，但往往没有时间、也找不到合
适的方法。

45岁的张玫，现定居于加拿大
温哥华，毕业于土木工程专业，是
一个标准的“工科女”。她的儿子今
年9岁，在温哥华出生长大，是当
地中文学校二年级的学生。谈到对
儿子学古诗的看法时，张玫说：“现
在儿子的课本里没有古诗词。我希
望他能背诵一些古诗，因为那是中
文最精华的部分。但是，现在我自
己都背不下来几首了，也不会讲解
古诗，真不知道该怎么去教他。”

最近，张玫第一次教儿子古诗

的尝试失败了。她选择了李白的
《静夜思》，这是国内小学一年级语
文教材里的课文，也是课标要求小
学生们能背诵默写的第一首古诗。
当她给儿子念到“床前明月光，疑
是地上霜”时，孩子疑惑地问她：
“月亮会发光吗？”接着，张玫就和
他讨论起了“月亮不会发光，只能
反射太阳光来照亮地球”等天文知
识，而把《静夜思》忘到了一边。

专业教学中的矛盾

家长们教起孩子来不得要领，
那专业的教学者们能不能教好古诗
呢？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
禄兴表示：“母语为非汉语的学习
者，其学习汉语的首要目的是使用
现代汉语进行语言交际，所以在基
础阶段，教育者应该以教学日常口
语为主，可以古诗为辅助，来训练
汉语的音节节奏，培养对古文化意
境的欣赏。到了中高级学习阶段再

增加古诗词内容。”但在实际的专业
教学中，这往往难以实现。

高畅（化名）曾在美国的幼儿
园里教华裔儿童中文。她告诉笔
者，海外儿童的学习中基本是不会
有古诗词内容的。虽然古诗词可以
帮助培养语言的韵律感，但使用现
代儿歌也可以达到这一目的，而且
更便于孩子理解。所以，海外的中
文学校也大都不会教古诗词。并

且，在海外用中文沟通交流的机会
较少，孩子对学中文本就缺乏兴
趣，再教古诗词，容易让孩子产生
畏难情绪而退缩。况且，大多数家
长送孩子学中文，也仅是希望孩子
能达到用中文日常交流的水平就可
以了。

成功例子里的启发

虽然海外儿童学习古诗词很困
难，但也不乏成功的事例。

吴笛（化名）今年19岁，是西
班牙的一名大学生。她6岁时就随

父母去了意大利，但现在她的汉语
依然说得很好，对中国传统文化也
有一定的了解，这与吴笛母亲的教
育方法密不可分。“我小时候曾随着
课本系统地学习中文，也背诵了一
些经典古诗词。这些课本是妈妈为
了不让我落下中文而专门从中国带
出国的。每天妈妈都会照着课本，
逐字逐句地教我，并且很耐心地和
我用中文沟通。”吴笛说。因为母亲
的努力，吴笛一直保持着对中国文
化的热爱。

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传庆
建议海外家长和老师，可以结合身
边能够直观感受到的环境来指导孩
子，“在教孩子古诗的时候，灵活联
系生活中的具体情境展开教学非常
重要。例如，可联系孩子吃饭洒落
的米粒，与他一起学习《悯农》，让
孩子明白‘粒粒皆辛苦’的含义；
可以在春游时，远望近观春日的垂
柳，学习贺知章的《咏柳》；可以在
夏日荷塘边学习《小池》；可以在冬
日寒雪之时学习《梅花》。”杨传庆
如是说。

诗歌是中国古人丰沛情感的高
度浓缩。学习一些经典的古诗词，
既可以培养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
体会汉语韵律美，还能引导孩子运
用想象去欣赏诗中的优美意境，陶
冶积极向上的情感。家长和教育者
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学习诗词不仅
是为了语言的习得，更是为了培养
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和热爱。唯有将
古诗词教育与儿童的日常生活相结
合，用孩子便于理解的方式进行讲
解，才能让他们体会到古诗词之
美，也才能让孩子爱上中华文化。

海外儿童
应该怎么学古诗

马思琦

日前，美国东南部汉语协会第六届年会在特洛伊大
学蒙哥马利校区召开。本届年会由特洛伊大学孔子学院
承办，来自15所孔子学院的院长及教师代表，24所大、
中、小学的教师，汉语教授，孔子课堂所在学校校长和
主管领导逾百人参会。年会围绕国际汉语教学理论与技
巧、新教师入职准备与汉语教师专业发展、孔子学院决
策管理及协同发展等中心议题展开交流。

美国东南部孔子学院于2011年创立了美国东南部汉
语协会，迄今已召开6届年会，参加协会的15所孔子学
院覆盖美国东南部的阿拉巴马、佐治亚等8个州。

作为大会的东道主，特洛伊大学孔子学院代表和与
会者分享了办学经验。该院自2007年建立以来，已在阿
拉巴马州开设9个孔子课堂，推出多门学分和非学分中国
语言文化课程，并多次组织中国文化活动走进校园、走
进社区，在阿拉巴马州掀起一股持续的中国文化热。目
前阿拉巴马州学习汉语的人数已达6000余人。为了更好
地推动孔子学院的发展，特洛伊大学还自筹资金修建了
孔子学院大楼。大楼外矗立着孔子塑像，大楼内设中国
文化体验中心等。

与会者纷纷表示，在会议中收获颇丰，期待在今后
的工作中加强交流，携手共进。

同行致远 共同发展
唐 庆

“中国孩子的书香世界”亮相法兰克福

日前，孔子学院总部组织策划的“中国孩子的书香世界”儿童绘本专题展在2016年法兰克福

书展儿童馆开幕，展示了国内外获奖精品绘本、水墨剪纸“中国气派”系列、中国早期绘本连

环画/小人书等197种原创作品。展台还同时推出“中文真好玩儿”创意中文教学产品主题展。

图为参观者在展台前仔细翻阅绘本。 孔 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