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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中国网络上颇有人气的英国男孩威廉，在
网络平台上直播用英语教中文，吸引了不少网友围观。
在中国，还有不少来自国外的年轻人，他们通过制作视
频、直播、运营微信公众号等方式介绍自己国家的文化，
讲出自己学中文时的故事和遇到的问题。来华留学生也
会利用网络公开课、直播等资源来了解中国、学习中文。

在以共享为核心的互联网时代，如果利用好网络，
可以让外国人的中文学习更便捷、更有趣，中国人也能
通过网络看到外国人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和文化差异，
并施以援手，增进彼此的理解。

展现中文能力展现中文能力

外国人通过制作、上传中文内容，可以展现自己
的汉语水平，尤其是和中国年轻网友沟通的能力。这
是一个练习中文、利用汉语表现自我的绝佳途径。

韩国留学生崔智秀最近在新浪微博上看到了一个
有趣的视频，视频中来自德国的阿福讲出许多学习中
文时遇到的困难，以及使用中文时闹出的笑话。这段
有趣的视频获得了2000多网友的转发和7000多网友的

“点赞”，包括像崔智秀这样的外国人在内，很多网友
都不禁感叹“阿福的中文实在太好了”。

崔智秀在网上了解到，阿福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
学生，在新浪微博上已经拥有 32万粉丝的关注。他不
仅普通话说得好，上海话也说得不错，层出不穷的网
络用语他也可以恰当地使用。看了阿福上传到微博上
的视频，崔智秀很是钦佩阿福的中文表达能力。回想
起自己的经历，她说到：“我有一个中国同学运营了一
个关于韩国文化和生活的微信公众号，她曾邀请我写
一篇文章来介绍我的家乡釜山，我写了很久，最后还
是写不好，没能发到公众号上。看到阿福，我觉得自
己在中文上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将来我也想像他一
样得到这么多中国人的喜欢和肯定。”

辅助汉语学习辅助汉语学习

通过观看阿福的视频，崔智秀也发现了自己中文

学习当中的问题。“阿福在视频里说到中文
单词没有规律，不好记忆。他说为什么中
文里有‘桌子’‘椅子’‘柜子’，但是却没
有‘灯子’‘笔子’‘床子’。刚看到时觉得
很好笑，但是我回忆起来才发现，这些单
词我也是死记硬背才学会的，我也不知道

‘桌子’的‘子’有什么意义。阿福真的说
出了很多我们外国人学中文时普遍遇到的问题。”崔智
秀说。

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陈默指出，利用网络资源可
以促进外国人学习汉语，她说：“留学生将自己学习汉
语的经历现身说法，可以直观地让来自相同母语背景
的汉语学习者感同身受，从而增强留学生对汉语、对
中国的认同感。还能发现汉语学习中的问题，并了解
一些实用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不仅学生可以获得提高，从事汉语国际教育的老
师也可以通过网络看到外国汉语学习者遇到的问题，
从而更有针对性地为他们提供帮助。陈默说：“前几年
在网上有一首留学生自己创作的中文歌曲的视频广为
流传，叫做《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里面有一个有
趣的小例子：留学生把‘我要水饺’说成‘我要睡
觉’，导致交际的失败。留学生以这种非常幽默的方
式，把汉语声调学习问题创作成歌曲，让人印象深
刻，也表明声调问题确实是导致语言交际失败的重要
原因之一。这也提醒我们教师在教学中不能轻视声调
教学。”

网络对汉语学习者的辅助作用还体现在，他们可
以通过网络上的公开课、线上学校等生动有趣的形式
自主地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上海交通大学的新西兰
留学生利亚姆发现在“网络孔子学院”网站中，有许
多有趣的内容可以帮助他学中文。利亚姆向笔者介绍
说：“我最喜欢的是‘网络孔子学院’的‘看电影学单
词’，比如看电影《精武英雄》的片段来学习单词‘对
手’‘进攻’‘防守’，这样学起来很有趣，也容易记
住。”

据了解，目前国内一些大学已经开发了一批基于
网络的教学形式，如慕课等，为留学生提供了更多优

质的学习资源。

增进文化了解增进文化了解

外国人在网络上发布的内容，主题除了学习中文
以外，更多的是关于他们在中国的生活以及介绍他们
自己的国家。通过在网络上互动，中外网友可以更好
地了解国家间的差异，增进友谊。

目前在中国网络上拥有较多粉丝的外国“网红”，
大多是通过展现中外差异而获得网友关注的。例如清
华大学的日本留学生新野公介，他出于对美食的喜
爱，拍摄了大量试吃中国街头美食、零食、传统名菜
的视频，还拍摄了如何制作日本家常菜的视频。来自
中国天津的学生李静曾看到新野公介介绍“天津饭”，
她却没听说过家乡有这道菜。通过介绍她了解到，原
来，以前很多中国商品是从天津港出口到日本的，所
以日本人会在给这些商品取名时加上“天津”。“通过
新野公介的视频，我了解到外国人对中国人、中国美
食、中国文化的看法，也了解到日本文化，还学会了
几句简单的日语。将来我到外国留学时，也想拍摄这
样的视频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李静笑着说。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讲中国故事是时代命题和
时代使命。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留学生输出大国，在世
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也可以利用多元网络资源，介绍
中国，介绍家乡，向世界展现中国形象。这也是来华
留学生网红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陈默认为：“利用好网络平台，可以更好地促进汉
语的传播，并增强来华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
增强汉语学习的实用性和趣味性，给中国文化国际传
播和中外文化交流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

辛勤耕耘20载 华文教育结硕果
杨汉新

辛勤耕耘辛勤耕耘2020载载 华文教育结硕果华文教育结硕果
杨汉新

日前，英国曼彻斯特华夏中文学校迎来了20
岁生日。校庆典礼在学生的汇报演出中拉开帷
幕。从5岁的小朋友到60多岁的老同学，加上老
师和学生家长，近千人欢聚一堂。歌曲、合唱、
舞蹈、诗朗诵、成语故事……学生们天真活泼的
表演引来阵阵热烈的掌声。

华夏中文学校自1996年建校以来，学生人数
从三四十人发展到现在 400 多人，设 10 个年级，
22 个班级。除中文教学外，还有舞蹈班、绘画
班、合唱队，既引发了学生的兴趣，也为他们全
面了解中华文化提供了机会。

学校每年都会出版一本年刊，展
示学生的学习成果，反映老师的教学
风采。年刊以学生绘画和作文为主，

《童年》《我和我的笔友交流》《中国
—— 又 远 又 近 的 地 方》《龙 年 笔
记》 ……一篇篇作文生动地记录着孩
子们对于祖籍国的记忆和认识，也记
录着他们中文水平的进步。

在海外坚持办学20载，华夏中文学校克服了
许多困难，也取得了很多成绩。2006年，获得曼
彻斯特市政府颁发的辅助学校质量达标证书，是

曼城最早达标的两所辅助学校之一。
2009年10月，在首届世界华文教育大
会上，荣获中国国务院侨办授予的

“海外华文教育示范学校”资格，是英
国首批获此资格的3所中文学校之一。

20年来，学校理事会换了一届又
一届，学校志愿者换了一茬又一茬，
但始终不变的是认真负责的办学态度
和为传播中华文化无私奉献的精神。

现在，华夏中文学校在当地已是
小有名气。在曼彻斯特市的许多活动
中，都能看到华夏学生的身影。春节
演出、端午龙舟赛、中秋赏月、城市
盛装巡游等，在参与多元文化活动
中，让英国民众了解和亲身体验、感

受中华文化，为弘扬中华文化做出了一份贡献。
20 年中，华夏中文学校得到了曼彻斯特大

学、曼城市政府以及中文教育促进会、曼城华人
联合总会等当地华人社团的大力支持。祖国是华
夏办学的坚强后盾。历任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馆
领事及官员多次参加学校活动，赠送中文书籍，
提供多种帮助。现任总领事孙大立在致辞中鼓励
孩子们学好中文，成为中华民族的龙和凤，龙飞
凤舞、龙凤呈祥，为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英人
民的友谊做出贡献。曼彻斯特市政府辅助教育主
管杰妮·帕特森女士代表曼彻斯特教育局，热烈祝
贺华夏中文学校成立 20 年来在促进多元民族文
化、发展辅助教育、规范管理、提高质量等方面取
得的成就。她鼓励学生们更加努力，感谢老师和志
愿服务者的辛勤付出。曼彻斯特大学语言中心主
任亚荣·马特拉斯教授用中文开场，他说，自己十
分景仰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源远流长的文化，赞赏
华夏中文学校20年的坚持，并表示曼彻斯特大学
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华文教育。 （寄自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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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应用的普及，改变着人
们的生活方式，其中也包括学习方
式。现在的学生早已告别黑板、粉
笔、课本的单一学习形式，网络为
他们提供了更多、更广阔的学习空
间和学习途径。以往出现在科幻电
影中的场景早已被广泛地应用于现
实生活之中。通过互联网技术，世
界各个地方的人可以实时视频联
系，比起写信和打电话便捷了许
多。

虽然近年来汉语国际推广取得
了很大进展，但仍然不能满足在全
球汉语热潮中，越来越多的外国人
对于中文学习的需求。并不是每个
地方都有汉语老师，外国汉语学习
者也并不是都有条件来中国留学。
现在，借助互联网，他们可以网上
选择课程和教材、选择学校和老
师，联系远程上课、答疑等。网络
孔子学院、中国大学推出的慕课课
程等新的学习形式对于他们来说是
大大的利好。

来华留学生通过网络，讲述自
己国家的故事、述说自己学汉语中
的难事而成为网红，说明年轻人对
于互联网及其衍生工具的熟练运
用，其传播力不容小觑。每个留学
生，不论是来华留学生还是中国学
生留学海外，他们都是本民族文化
符号的携带者和传播者，也是民间

交流的使者。尝试
新技术带来的新的
学习和交流形式，
会为自己打开一片
新天地，也会收获
一份新体验。

图为部分年刊

图为建校二十周年庆典文艺演出现场图为建校二十周年庆典文艺演出现场

今年 10 月 1 日是个星期六，刚好是中国的国庆
节，我应好朋友柯睿娜之邀去了德国慕尼黑啤酒节。

一年一度的啤酒节是德国民间的传统节日，起源
于 1810年 10月 12日，这个节日最主要的饮料是啤酒，
所以也被人们称为“啤酒节”。每年 9 月的第 3 个周
末，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聚集到慕尼黑举行各种活
动。街道两旁张灯结彩，到处喜气洋洋，据说今年大
约有600万人参加。

我和朋友们身着德国民族服装，参加了两天的活
动。人山人海的场景让我非常震撼。我们先去游乐园
玩了各种游戏，然后品尝了五花八门的食物，当然少
不了饮啤酒。因为觉得一般的啤酒比较苦，所以我品
尝了啤酒加饮料的混合酒。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虽然只有短短两
天，但能和朋友一起度过快乐的时光，尤其是了解了
异国文化，让我非常兴奋，也十分难忘。

希望明年我可以再来。 （寄自英国）

啤 酒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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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曾凯茵 （左） 和朋友在一起

2015年夏天，张赟在即将赴罗马尼亚开展汉语志愿教学之前，特意到瑞
蚨祥做了两件旗袍。“我要穿上旗袍，向学生展示和讲解中国的服饰文化。”
张赟想。

到罗马尼亚锡比乌大学孔子学院不久，张赟和同行的志愿者们就参与组
织了“孔子学院日”活动，主题是中国文化，张赟负责其中的剪纸展位。活
动一开始，她就被当地人对中国文化的喜爱程度惊呆了。“罗马尼亚人对中国
文化非常感兴趣，在各个展台前观看的人很多，看到精彩之处，还会情不自
禁地献上阵阵掌声。”张赟说。参与“孔子学院日”活动的经历，也使她更加
下定决心：做展示中国文化的最佳名片。

经过在锡比乌大学孔子学院的简单培训，张赟来到罗马尼亚南部城市皮
特什蒂，在新建的汉语课堂进行教学。由于这是汉语课程首次走进皮特什
蒂，张赟也成为皮特什蒂的第一位汉语老师。在开班前夕的宣介会上，只知
道熊猫和华为手机的当地人对汉语表现出空前的热情，现场报名的学生就有
四五百人之多。看着台下一双双热切的眼睛，张赟不禁感叹：“这就是中国的
魅力、汉语的魅力！”

虽然每周要在6个不同的学校教学点之间奔波，但张赟始终觉得，在皮特
什蒂工作的8个月是她在国外度过的最快乐的时光。张赟的学生以10岁到18
岁的青少年为主。面向这些学生，她把汉语课设计得趣味盎然，在基本语言
知识中穿插了大量有关中国文化的内容，比如在教各个颜色的说法时，她教
学生用五颜六色的彩纸剪纸；教数字时，她把漂亮的鸡毛毽子带到课堂上，
一边踢毽子一边教他们用汉语数数……

为了更好地展示、传播中国文化，2016年春节，张赟组织了皮特什蒂汉

语课堂的“春晚”。她担任总导演，设计了具有浓厚中国文化特色的节目，还
利用周末时间带领学生排练。张赟从中国带来的旗袍这时受到了女生们的极
度艳羡，看到这个情景，张赟和志愿者们想方设法“征集”了多件旗袍，特
意为女生们编排了旗袍秀和扇子舞。看着学生们合唱中文歌曲、齐打五步
拳、穿旗袍走秀，张赟的心里别提多自豪了。

就这样，学生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在一天天地加深，对汉语的兴趣也在
一天天地提高。在一天天的相处中，张赟和学生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我教过他们用汉语说‘我爱你’，然后学生们就一个接一个地对我说‘我爱
你’！”张赟说，“当我要离开的时候，学生们依依不舍的样子深深印在我的脑
海中。”

虽然张赟的执教任期结束了，但她的学生的汉语学习却没有结束。在张
赟的带领下，他们走进了汉语之门，并逐渐从初级走向更高的水平。有一位
学生还来到北京参加了今年的“汉语桥”世界中学生汉语大赛。为了给学生
加油打气，张赟在赛前还特意约他见面，给予指导和鼓励。

“把中国文化展示给罗马尼亚人，看到他们因为喜爱中国文化进而学习汉
语、了解中国，我很高兴。”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张赟笑着说。

旗袍派上大用场
凌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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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泰国陶华教育慈善中学举办了新中小学生汉语水平考试 （YCT）。为了方便考生，在
国光中学孔子课堂的安排下，陶华学校内分别设立了一级和二级的考点，分5个考场，共有150多
名中小学生参加考试。

为了吸引更多的泰国中小学生学习汉语、参加汉语水平考试，陶华教育慈善中学有关人员经常
走访附近的中、小学校，向泰国本土教师讲解中小学生汉语水平考试的重要性和实用性，还赠送了相
关考试大纲和考试习题集，鼓励老师引导学生参加考试。图为考试现场。 （李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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