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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老师：您好！
还记得我吗？我叫王奕骁。

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联系您了。刘
老师，您还好吗？时间过得很快
呀，年底快到了。在这里，我向
您汇报一下我的 8 年级和 9 年级
第一学期的学习情况。

上 8 年级的时候，我参加了
小乐队和爵士乐队。我们进行了

很多次表演，乐队老师还带我们
去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进行
校际交流，我学到了很多新知
识，收获很大。8 年级最后一学
期，我参加了学校田径队。我参
加的4×400米接力队在锦标赛上
获得第二名，我和小伙伴们可高
兴了！今年 6 月底，学年结束，
我以优异的成绩初中毕业了。9
月，高中学习开始了。高中比初
中忙了很多。我有 8 门功课，其
中有 5 门必修课，3 门选修课。
我的选修课是烹饪课、小乐队和
法语课。在小乐队里，我仍然是
吹小号。在乐队老师指导下，我
不断练习，进步很快。我也参加
了 9 年级爵士乐队。其实我更喜
欢爵士乐，因为爵士乐有点像摇
滚乐。刘老师，我告诉您，今年
我爸爸过生日的时候，我用在烹
饪课上学会的菜谱给他做了几道
菜庆祝他的生日。能吃到我做的
饭菜，爸爸很高兴。

12 月 16 日，9 年级第一学期
结束了。虽然我的8年级功课全部
是 A，但是我知道，有一两门功课
我还要加倍用功。爸爸妈妈为我
高兴，他们不断地鼓励我。

刘老师，我还在继续学中文，
每天都和妈妈一起读微信上的文
章。里约奥运会时，我学习了很多
体育项目的相关知识，还用中文
抄写了这些体育项目的解释。我
最喜欢看中国运动员的比赛。通
过看奥运学中文，我收获不小。随
着我中文水平的进步，现在在家
里，我跟爸爸妈妈谈论的话题更
广泛、更深入。接下来，我要学会
用长句子聊天，练习口语表达，还
要学会在作文里使用不同的形容
词和副词。多年来，爸爸妈妈始终
非常耐心地辅导我学习中文。

2016年就要过去，2017年即
将到来。祝刘老师在新的一年里
工作顺利，身体健康！我的新年
目标是：努力学习，争取获得更
好成绩，中文水平不断提高。

王奕骁于加拿大维多利亚
2016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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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教师：在海外体验新的教学方法

2016年6月，福建姑娘陈雪梅作为汉语教师志愿者来
到了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孔子学院。随着海外汉语学习者日
趋低龄化，对成人学生效果很好的传统汉语教学模式在海
外有点“水土不服”。2016年，陈雪梅最大的收获就是接
受了全新的“中文沉浸式”教学方法带来的挑战。陈雪梅
解释说，沉浸式教学是用中文教授所有科目，为学生营造
一种纯粹的目的语学习氛围。她说：“这对我来说是一种
学习。由于没有固定的教材，我需要花大量的时间设计课
堂、组织活动，亲自制作可爱的教具、带着学生做好玩的
游戏，让他们玩着学中文。”

展望新的一年，陈雪梅表示，希望在2017年进一步调
动自己的创造力，更好地激发学生们对中文的兴趣。明年
6月，陈雪梅将结束在美国的教学，回国后她将继续从事
汉语教学。“希望在美国的教学经验能给我今后的工作带

来帮助。”陈雪梅说。

孔院学员：学中文让我们与中国更亲近

在美国阿尔弗莱德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沉浸式课堂
上，贴着汉字卡片、剪纸、十二生肖、中国国旗和地图的

“中文墙”是每一个教室的“标配”。原来，这是中文老师
把中国小学的教室布置“搬”到了这里。除了中文墙，学
生在教室里都有写着各自中文名字的“专属座位”。这样
的教室能让当地的小朋友沉浸在纯中文的环境中，让他们
从小亲近中文。课堂上，孩子们唱着中文儿歌、读出中文
的数学算式、准确说出中国的名胜古迹……在这样的课堂
中成长，难怪不少小朋友都表示长大后想到中国看一看。

学习中文不仅是海外儿童的新乐趣，还成为不少海外
成年人的新潮流。随着中西交往的领域的扩大，为了更好地
工作，越来越多的新西兰公务员开始学习汉语。2016年，新
西兰外交与贸易部、国防部、内阁办公室和商业、创新与就

业部的公务员陆陆续续参加了维多利亚大学孔子学院组织
的汉语培训。据了解，新西兰警察局的警官们即将参加2017
年的汉语课程。新西兰惠灵顿市长西莉娅·韦德-布朗是其
中备受瞩目的一位。她说：“如果能和中国人进行简单的
交流，这会让对方觉得很亲切。”尽管今年夏天西莉亚市
长通过了汉语水平考试 （二级），但她却并不满足于这个
水平，还想“更上一层楼”，开始为汉语水平考试 （三
级） 做准备。

来华留学生：
旅游“阅读”中国

来自巴基斯坦的留学生阿巴斯更愿意大家用他的中文
名字——小贝来称呼他。在北京语言大学一年的中文学习
给了小贝很多收获，尤其是让他能够到中国各地旅行，体会
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2016年，小贝的足迹留在了广东、河
南、天津、宁夏、新疆等地。

在河南旅行时，小贝对河南的方言印象最深。“那是
我第一次听到当地人说方言，觉得方言很有意思。但是对
于我来说，方言太难了，当我听不懂时，当地的人会耐心
地为我解释。”小贝笑着说，“比如‘中不中’就是普通话里

‘好不好’。”今年，小贝还尝试了独自旅行。途中，他经常与
陌生的当地人聊天接触。“我感受到了中国人的热情好客，
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还夸我中文说得好呢，但我还应该更
努力地学中文。”小贝边展示旅游时请当地人帮他拍摄的照
片边说。2017年，小贝打算再到上海、杭州等地看一看。

中国地质大学柬埔寨留学生吴天也通过丰富的实践活
动和广泛的交友，阅读着“中国”这本大书。2016 年 7
月，吴天参加“重走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夏令营，访问了
宁波、厦门、福州、泉州、广州和深圳6个城市，参观了
当地的博物馆和企业，亲眼见识了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中
国城市的发展现状。吴天说：“到中国学习，不仅要把课本读
好，还要‘行万里路’。所以，我要通过旅行和实践更多地了
解中国，更要继续努力学中文。”到现在为止，吴天已经走过
了中国的18个省和地区，在每一个地方都留下了难忘的记
忆、结交了中国朋友。吴天喜欢在旅途中拍照，还爱把照片
配上中文解说发布在微信“朋友圈”里。他表示，希望自己能
在 2017 年完成硕士论文、顺利毕业，通过汉语水平考试

（HSK）六级，再到哈尔滨、澳门等地转一转。
2016年，汉语教师们增长了新的教学经验，海外汉语

学习者和来华留学生们在中文学习上取得了可喜进步。度
过了拥抱中文的2016，祝所有教授汉语的老师和学习汉语
的朋友在2017年里更上一层楼，取得新的成绩和进步。

拥抱中文的拥抱中文的
凌凌 石石 马思琦马思琦

回顾十几年异国他乡的生活，时刻心系家人家
乡：“绵绵乡音系相思”。儿子出生在荷兰，遨游在荷
兰的风土人情中，而我常常发愁：自己的中华文化脉
络如何延续呢？

“Daniel（大牛），关于北京话，你知道什么？”
“不日道啊，北京人儿？我最爱北京的煎饼摊儿，

烤鸭。” 这是我们母子的对话。唉，只知道吃，吃货
一枚啊！

我是北京人，自从怀上儿子起，每年都会回国探
亲，回到北京的怀抱，把自己浸泡在北京的街道、气
味、声音当中，心里那个踏实劲儿就甭提了。

一次，天高云淡，三环路的过街天桥上，抬头直
望西山，哇，感觉瞬间回到了童年！“Daniel，快看，
西山！”我带着儿子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让他亲
身体验着真实的北京。

“您好，多谢您了！”即使用微信，我至今也还是
习惯用这
样 的 话 。
在外碰到
国 人 时 ，
第一句就
是“您是
哪儿的人
啊？北京

的？哪个区？……我回国，有事儿要办吗？”现在，在
海外工作、学习、居住的中国人越来越多，碰到同乡
时，往往会聊起家乡话，我由此也在不经意间学到了
天南地北的各地方言。

儿子年年回国，一回去就往外跑，穿梭在北京的
地面上，打车要自己指点出租司机的“迷津”：“师
傅，这儿左拐，请！”有一次，半年未回北京，儿子忽
然对我说：“我要暑假回北京。我想念中国的文化，我
有两种文化：荷兰的和北京的。我想北京中餐的味儿
了，我想姥姥和姥爷了……”北京的夏天酷暑难耐，
但每次回国儿子都要去长城，爬了那么多次，还是爬
不够啊！“你到底喜欢北京什么？”我问儿子。“北京的
东西都是新的；机场、‘鸟巢’、‘水立方’，对了，还
有广场舞……”儿子的口语还行，在北京时，自己上
个溜冰课，和朋友们一起出去玩耍，看个话剧什么的
完全没问题。他就在这些过程中，点点滴滴地积累着
北京话。我喜欢陈升的《北京一夜》，时不时地翻出来
听，唱上几句。我也把这首歌教给了儿子：“不敢在午
夜问路怕走到了天安门……走在天安门外没有人不动
真情……”，其中有段京剧唱腔，儿子早已经熟悉了。
他知道这首歌是妈妈喜欢的乡音，饱含着妈妈的乡情。
我不禁心中暗喜，在荷兰出生长大的儿子，竟在我的引
导下，学会了我的乡音——北京话。

（寄自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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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的北京话儿子的北京话
李李 梅梅

在即将过去的 2016 年，
汉语热在全球持续升温。孔
子学院在世界更多的地方开
班授课；外国汉语学习者数
量再创新高；越来越多的外
国 大 学 开 设 了 中 文 选 修 课
程；来华学习汉语的留学生
人数在增加；执教海外的汉
语教师数量也在增加，虽然
仍供不应求。

在海外中文学校，家长
们把新一批适龄儿童送进课
堂，接受中文启蒙教育。而
更多的华裔子弟在已经开始
的中文学习道路上继续前行。

有的人在今年的中文学
习中遭遇“瓶颈”，遇到了困
难 ， 甚 至 产 生 了 放 弃 的 念
头；有的海外汉语教师在教
学中碰到了棘手的新问题。
教和学的过程都不会一帆风
顺，碰到困难，出现问题是
正常的，不必气馁，找到正
确方法加以解决就是了。

对 于 学 习 一 门 语 言 而
言，一年时间不算长，取得
的进展也有限。而且学习语
言和学习其他技能不同，有
其 特 殊 性 。 语 言 联 系 着 文
化，而对于中华文化的了解
和体会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情，需要伴随着语言学习的
深入逐渐推进。学习中文当
然有利于了解中国文化，而对
于中国文化的了解又会反过
来促进汉语学习。俗话说，“不怕慢，就怕站。”
只要坚持学习下去，就会通过积累，达到从量
变到质变的飞跃，产生跨越式发展的效果。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祝愿所有
学 习 中 文 的 朋 友
们，在即将到来的
2017 年 取 得 令 人
满意的成绩。今年
一小步，明年一大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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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即将过去，《学中文》版伴随全球汉语教师、海外汉语学习

者和来华留学生度过了精彩的一年。在辞旧迎新之际，让我们一起分享

他们这一年来拥抱中文的珍贵记忆，为2016年画上一个圆满句号。

安静的“竹耕堂”内，挂满了一幅幅笔力遒劲的书
法作品，特别的是，每幅作品中的中文书法下面，还有
毛笔写成的英文翻译。这是 69岁的罗美富坚持每天练习
书法四五个小时的结果，也是他从多年外交工作、汉语
国际教育中形成的书法特色。

可贵的是，身为著名书法家的罗美富不仅写得一手
好字，还将自己对中国书法和中国文化的理解以生动的
方式讲解给外国学生。

从 2013年开始，罗美富先生受邀为商务部国际商务
官员研修学院的外国学员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类课程。翻
开教过的学员在课上写的汉字，罗先生颇为得意地说：

“这些学生上课前从未接触过中文，更不会写汉字。但通
过学习，他们可以写出自己的中文名字，有些学生甚至
能达到中国小学生的书写水平。”

对文化的深刻认识和生动有趣的教学方式是罗美富
教学成功的秘诀。

首先，他会让学员感受中文。罗美富介绍说：“我把
每一个外国学生的名字翻译成中文，用一张纸打印出楷
体、宋体的中文名字和英文名，再用毛笔写上他们的名
字，盖上印章。这一张纸就能给他们留下对中国的印
象，并对汉字和中国文化产生亲切感。”

然后，他会通过介绍，让学生体会汉字与其母语文
字的关系，拉进学生与中文的距离。“文字是为了保存记
忆，世界上不同文字的产生有共同之处。我经常给学生举
英文里的例子，英文‘mountain’里的‘m’就和汉字里的

‘山’一样，都代表山峰的形状。英文‘water’里的‘w’就和
汉字里的‘水’一样，都代表水波的形状。”，他指着自己的
脸庞说，“我们每个人脸上都有一个象形字‘eye’，‘y’就是
眉毛和鼻子，两个‘e’就是两只眼睛。英文造词也同样利用
指事和会意，例如英文‘yes’，把‘eye’里的一只眼睛闭起
来，‘s’就是低头的动作，一眨眼一低头，‘点头称是’就是

‘yes’。”
课程开始，罗美富总是先设法打消学生的畏难情

绪。“我告诉他们，中文没有字母，只用横、竖、撇、
捺、勾、点、折 7 个基本笔画就能代替字母的功用。所
以，汉字其实很简单。只要5分钟就可以教会他们这7个
笔画怎么写。”罗美富说。

罗美富还会为学生讲解每一个笔画背后的意思，使
汉字教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汉字的 7个笔画就像
一个和谐的家庭，体现出一种中国智慧。一个家庭就像
一所房子，所以中国俗语讲‘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

‘横’和‘竖’就代表‘男人’。中国书法讲究‘横平竖
直’，这两个笔画要写得结实，指男人要光明正大、办事
公平、强壮结实。”罗美富介绍说，“而‘撇’和‘捺’
就像‘女人’，书法要求写这两个笔画时要富于变化，指
的是女人的温柔善良、婀娜多姿。‘点’就像孩子，它是
生动活泼的，在书法中具有最多的变化形式。‘勾’像老
人，承天接地，写‘勾’的时候一定要缓慢沉稳。‘折’
则是中国人的智慧，‘拐个弯’就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
合。”

讲完基本笔画，罗美富再将笔画相组合，以“十”
“人”“木”等汉字为例，使学生们进一步了解汉字书写
和意义间的关系。然后再让学生临摹自己中文名字的汉
字，往往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多年从事外交工作的经历使罗美富深知，许多外国
人对中国文化有着很大的兴趣。他说：“他们认为中国是
最有智慧的国家，但同时也因为不了解而认为中文很
难、中国文化很神秘。通过讲解汉字的构成、汉字的意
义、书法要求等，可以使他们感受到中国的智慧，体会
到中国文化的趣味和审美。”

“文化是全人类共有的财富。汉字‘文’里的撇捺交
叉，代表八卦中的爻卦，是交流的意思。从相互交流到
产生共识就是文化形成的过程，所以我们要积极开展文
化交流，推进中国文化传播。把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教
给外国人是我的责任，也是我为中国和世界交流所作的
一点贡献。”罗美富笑着说。

用中国用中国书法传播中国智慧书法传播中国智慧
马思琦

奕骁：你好！
收到你的来信我很高兴。得知你的成长和进步

我更高兴。还清晰地记得多年前你第一次来稿时附
的那张照片，照片上的你手举着自己抄写的一首唐
诗，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同时露出了小豁牙，当
时正在换乳牙吧。

转眼间，你已经长成翩翩少年。更加令人高兴
的是，在长高、长大的同时，你也在长本领。在远
离中国、没有中文学校的环境中，能够坚持学中文
的确很不容易，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坚持下来的。你
很棒！

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荀子在 2000 多年前就曾写

下名篇《劝学》，其中所表达的哲理至今仍是我们学
习上的行为准则：“……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
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
舍，金石可镂。……”你可以找出这篇文章，让爸
爸妈妈讲解给你听。难能可贵的是，你的父母重视
你的中文学习，多年如一日地辅导你、鼓励你。所
以，你在中文学习上取得的进步既有自己的付出，
也有父母的功劳，是你和父母共同坚持的结果。

希望明年年末时，仍然可以
收到你进步的喜讯。也希望能够
看到，在你的来信中使用更多的
形容词和复杂句式，表达更加丰
富的内容。

刘老师

坚持就有成效我在继续学中文

图为罗美富 （前排中） 和部分学生合影。图为罗美富 （前排中） 和部分学生合影。

王奕骁正在烹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