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09学中文责编：赵晓霞 邮箱：xiaoxiapeople@126.com责编：赵晓霞 邮箱：xiaoxiapeople@126.com

2017年5月12日 星期五2017年5月12日 星期五

中国有很悠久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历史
中，充满了无数的梦想。

我常常在想，梦想到底是什么？梦想是深
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最深切的渴望，是你成就
事业的原动力，梦想能激发你生命中的全部潜
能。梦想不是理性的计算，梦想是一种情绪状
态，这种情绪状态是以热情的方式展现的。这
种热情可以让你创造出无法想象的奇迹。

我的父亲是中国人。小时候我总听父亲说
“丝绸之路”，它带动了吉尔吉斯斯坦经济的发
展，使两国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从这句话，
我能看出父亲对中国的思念和对中华文化的自
豪。父亲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培养我学习中国文
化，一直坚持用汉语和我对话。我说着中国
话、写着方块字、吃着中国菜、学着中国历史
…… 我抚摸着中国的气息成长着。

我爱中国的文化，也有自己的“中国梦”。
我的梦想就是成为最优秀的中吉语言翻译者。
把中国的历史、文化都翻译成我的母语——吉
尔吉斯语，然后传达给我们国家的民众，让他
们能更加了解中国的文化与历史。 2014年获得
孔子学院的奖学金后，我来到了中国。对孔子
学院给予我这么难得的机会，表示深切诚挚的
谢意！因此，我更加努力地学习汉语，提升自
己的汉语水平。

来到北京语言大学我感到十分荣幸，这让
我有更多的机会得到锻炼，我也很珍惜每一次
锻炼的机会。李白曾说过：“天生我材必有
用”。我也想一展风采，于是初来乍到的我便报
名参加了国家汉办举办的诗歌朗诵表演。我酷
爱中国诗歌，它教会了我“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迈；“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坚持；“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热血。通过这次朗诵，我
更加能理解中华诗词的魅力。

除此之外，我也参加了许多学校举办的活
动，譬如：世界文化节、街舞比赛、汉语演讲
比赛…… 从这些活动中，我不仅了解了更多
或是古代或是现代的中华文化，也将吉尔吉斯
斯坦的文化告诉了我的朋友们，这也和“一带
一路”的宗旨相同，那就是，使两国的文化交
融。

我知道，梦想不是一说就能实现的。首
先，要认识自己，这是实现梦想的第一步。其
次，规划实现梦想的步骤。为自己的梦想设定
目标，朝着既定的目标一步一步地走去。再长
的路，一步步也能走完。再短的路，不迈开双
脚也无法到达。最后，要坚持不懈，让梦想成
为现实。

“一带一路”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
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
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
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为此，我的梦就是“中国梦”，“中国梦”
也是我的梦。让我们一起为梦想的实现而奋斗！

要互动不要单纯介绍

如何看待课堂教学过程中的一些典型
问题是本次讲座的重头戏。白乐桑认为，
对欧洲人的汉语教学应深入浅出，其中的
语法教学，内容应是教学语法，而不是专
家语法；制作图文并茂的课件，特别是使
用 PPT，能有效增强视觉刺激效果，帮助
学生领悟，提高理解能力；课堂教学的互
动环节很有必要，也非常重要。

此外，白乐桑还专门提出学科教学论
的本性，即“教学论从学术性知识出发，
将其转化为教师要教授的知识，进而到已
传授的知识，再到学生获取到的知识，最
后归属于学生自己的运用知识。”“转化”
是关键，不可能是机械复制。

他介绍说，在法国有专门的教师培训，

其中的一个专项内容就是让教师们列出在
课堂上激发学生开口的机会。他再次说明，
要多互动，不要只是教师单纯地讲。

汉语教学应该兼容并蓄

作为汉学家，白乐桑首先是欧洲的汉
语学习者和使用者。由于欧洲人的第一语
言和汉语关系较为疏远，分属不同的语系
语族，笔者深切地感觉到欧洲人对汉字的
敏感程度非常高。白乐桑坚定地持有汉语

“字本位”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国文字
是拼义文字，汉字也是一门知识”，并多
次提到汉语教学及使用的汉语教材中应加
入字表，而他本人也自制汉字字表，教法
国学生学习汉语。

深谙中国语言文化精髓的白乐桑，在
汉语教学中，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他认

为，问题不在于“字本位”是什么，对欧
洲人的汉语教学应遵守字词兼顾的原则。
他发现现行的HSK （汉语水平考试） 各级
考纲里只有词汇表，而没有汉字表。他认为
这可能并不完全适合欧洲学习者。在白乐
桑的建议下，由欧洲高级专家教师团组通
过“欧洲汉语能力标准项目”给《欧洲共同
语言参考框架：学习、教学、评估》中的“汉
语能力描述A1 →A2+级别”都配备了相应
的字词表，以方便学习者制订学习计划，并
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学习进程。

巧借课堂用语激发学生输出

作为汉语教师，我从中得到了两点启
发：其一，互动环节体现了教学活动对学习
者的充分尊重，强调学习者需要参与进来，
才能内化活的语言。其二，互动让教师得到

及时反馈，能及时检验教学效果，进而及时
调整并改善教学，使教学更讲究效率。

具体操作中，巧借课堂用语能有效激
发学生自然输出汉语。通过刺激，再强化，
然后达到自动化巧熟，而这也得到心理学
关于输入输出假说相关理论的支持。学生
反复模仿、练习课堂用语，还能避免一些偏
误的出现。如教师问“今天谁没有来？”“我
不知道”等，学生容易区分、习得“没有”和

“不”的用法。教师课前自言自语地点名到
教室里的学生人数——“一个”“两个”“三
个”……也可使学生熟悉和习惯量词的用
法，减少遗漏量词的偏误。巧用课堂用语，
有助于沉浸式教学，为学生创设良好的汉
语环境。注重细节，将学习和习得相结合，

“润物细无声”。
（本文作者系意大利那不勒斯孔子学

院汉语教师）

美国的一项社区调查显示，5岁至 19
岁的美国人中，超过 1/5的人在家使用的
语言不是英语。“我在家说粤语，小时候
上过两年的中文非正式培训班，老师是广
东人。”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读大一
的华裔女生琳达说，“我不是‘ABC’，但
讲汉语有口音，不能将每个音都发正确。”

美国用“ABC”代指完全不会说汉语的
华裔，这样的形容会激励华裔在日后的生
活中再次学习汉语。据该校主管全球事务
和国际学术交流合作的副校长刘骏教授介
绍，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国际
地位的不断提高，海外汉语学习日益升温，
不仅华裔，更多美国人也加入学中文的大
军。目前全美约40万学生学习汉语，标准的
普通话成为广大汉语学习者和汉语教师的
重要需求。

“现在有些学校的中文老师语音语调

尚欠准确，如湖南老师教的美国学生讲汉
语带湖南腔，四川老师教的有四川口
音。”刘骏表示，为促进海外汉语教学的
规范化，普通话水平测试成为一项迫切需
求。为此，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携手中
国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和中国传媒
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日前在该校成立
美洲首家、全球第二家“中国国家普通话
水平测试海外培训测试中心”。

揭牌仪式上，中国教育部语言文字应
用管理司司长姚喜双介绍，该中心由国家
语委普通话与文字应用培训测试中心与中
外高校合作，丰富了汉语国际教育的服务
内涵，增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语言学术
研究和语言文化交流合作。通过普通话水
平测试，海外汉语普通话学习者将拿到一
份中国国家语委颁发的普通话等级证书，
它不仅可以拓宽持有者的工作领域，也助

力中国文化、中国声音在世界的传播。
“普通话是汉语的标准语，准确的语

音语调可以提高语言的学习、教学和交流
水平。”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院长鲁景超教授结合自己30多年的教学经
验，畅谈了学习和教授语言的体会。

“人机对话也要求讲标准的普通话。”
姚喜双一行带来了中国的一项科技突破

“晓译翻译机”，这个外形如同一只录音笔
的翻译机为宾主对话进行现场互译，速
度、准确度令中方和美方都感到满意。

“以海外普通话水平测试培训中心为
平台，我们将进一步开发‘晓译’的同声
翻译功能，使其能够覆盖科技、医学等各
专业领域。”刘骏说，由中国教育部语言
文字应用管理司指导成立的该中心具有权
威性，石溪大学将以此为桥梁，联合美国
所有高校和中小学，在国际汉语教师资格
证书评定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全球化时代，语言是一把钥匙。”刘
骏说，作为石溪大学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战
略，该校正在建设中国中心，旨在把石溪
大学带入中国，同时把中国优美的语言和
专家学者带入石溪大学，设立在中国中心
下的海外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将为美洲各
国大中小学汉语教师和汉语学习者提供培
训和测试，积极推广普通话，研究开发普
通话课程教材，开展中外语言文化交流和
学术研究活动，提高国际汉语教师水平。
同时，联合中国国内力量，对赴美汉语教
师进行岗前和落地培训，促进中国汉语教
学走出国门。

杨振宁教授执教37年的纽约州立大学
石溪分校，是美国大学协会邀请入会的 62
所最佳研究型大学之一，现有来自100个国
家的5600余名国际学生，其中，中国留学生
有 2500 人。目前，该校已与中国 27 所大学
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

离开生养的故土，走进一个完全陌生
的国度生活，乡音萦绕是最大的慰藉，是乡
音的陪伴驱走我在异国他乡的孤寂。

记得刚移民到加拿大，还辨不清身边
的“南北西东”，找不准新的人生坐标时，梦
里常常映现出儿时依偎在父母怀里牙牙学
语的画面，伴着两行清泪，会情不自禁地吟
诵着“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
月，低头思故乡”。

一个靠耍笔杆子吃饭的文科生，远离
了融在血脉里的母语文化氛围，心生的空
落无法用语言形容。那时候，我要求家人在
家里只能讲中文，强行让孩子每天要诵读
一篇中文小故事，哪怕只是画也要画出一
句话的中文字。就这样，在家的小天地里让
乡音萦绕，孤寂的心灵得到些许的温暖。

在海外，方块字的中文被视为最难学
的语言之一。早期的移民常常感叹，在海外
土生土长的孩子们不会“老祖宗”文化，而

成为“黄香蕉”，断了族裔文化的传承，这是
心底言不尽的痛。

那些带着小孩子移民的家长们，抵埠
后就敦促孩子们讲英文，让他们吃汉堡包、
喝冰水，尽快西化，生怕孩子融不进当地社
会被人歧视。没过几年，孩子们很快融入当
地文化，家长却发现和孩子在中西文化上
的碰撞越来越大。孩子们不再乖了，他们讲
英语流利了，而从小就说的中文丢了。这时
家长再设法鼓励孩子们去学习中文，孩子
们却说“太难了”。

“不懂中华文化，等于忘了自己的根。”
怎么才能让孩子们学好中文，成为海外华
人家长颇为头痛之事。

令人欣喜的是，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
巨大变化，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令世界
越来越瞩目。难学的中文亦受热捧，中华文
化的内蕴与精华，已被世界各地有识之士
所重视。资料显示，目前世界各地学习中文

的人数剧增。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希望通过
学习中文，更深入地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
文化。

在加拿大，随着新移民、留学生数量增
多，华人社区不断壮大，中文已成为仅次于
英语、法语的第三大语言，在安大略省，中
文名列第二。中文报刊、中文电视广播、中
文路标、大型商店里的中文商品指示牌
……随处可见，在一些华人主办的活动中，
应邀出席的政府官员争先秀几句中文，以
拉近和华人的感情，方块字的中文已不再
寂寞。

中国热拉动了学中文热，各种形式的
中文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中文已成为
一些华人比例较高的学校的日制课程。政
府还资助公立学校办周末中文班，将中文
成绩纳入学分。除了学分课，还有多种多样
的中文学校和研习班，有收费的，也有政府
和民间组织赞助的。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

到学习中文的紧迫性，重视投资孩子学习
中文。不仅华人家长争相送孩子去中文学
校，其他族裔的孩子学中文的也越来越
多。我在每年举办一次的青少年中华学艺
比赛中担任评委，看到不同肤色的孩子们
用中文流利地展示自己的技能和才智时，
感到特别欣慰。

特别要提的是，有学生将撰写的作文
向 《人民日报海外版》 投稿，看到“学中
文”专版刊登了自己的文章，我会把报纸
免费寄送给他们。海外版能够成为孩子们
学习中文的平台，这对他们是最好的鼓
励。

说中文已成为加拿大一道靓丽的风
景，许多新移民调侃道，在加拿大不说英
文也可以走四方，各种方言的乡音就飘荡
在身边的街头巷尾，你不再感到孤寂，乡
音萦绕不总在梦里.。

(寄自加拿大)

我现在问妈妈我小时候的故事，她每次都
讲一样的趣事。我听后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
妈妈觉得很有趣。

妈妈讲到，有一次我上完课，在妈妈带我
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位我们认识的阿姨，她给
我了两颗口香糖。我对妈妈说：“我先吃一颗，
另一颗留给我的弟弟。”妈妈听了后说：“真是
个好姐姐，还想着弟弟！”。

一路上我含着口香糖，快到家时已经一点
甜味都没有了。这时候，我非常想把留给弟弟
的口香糖从口袋里拿出来，自己吃了。我想吃
口香糖，但又想把它留给弟弟。突然间，我想
出了一个好主意。

我飞快地上楼回家，找到弟弟，把口中的
口香糖给他，然后把另一颗吃了。我当了一个

“好姐姐”，自己也吃到了口香糖。我多聪明呀！
妈妈讲完后我觉得很羞愧，但是妈妈觉得

很好笑，说小孩子就是可爱！
(寄自加拿大)

让梦想
成为现实

毋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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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姐姐"
苏晓洋 （14岁）

毋梅近影

日前，法国国民教育部汉语总督学、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副会长、欧
洲著名汉学家白乐桑教授在意大利汉语教师培训课上做《课堂教学的基
本功》讲座，笔者有幸参加。这场讲座给笔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白乐桑
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极富哲学性的思维方式以及他对汉语教学的独
到见解。

讲座一开始，白乐桑援引了 20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
在《科学精神的形成》一文中的一句话——“必须从障碍的角度提出科
学认识的问题”，他提出要赋予汉语教学一定的哲学高度。

汉学家白乐桑：

汉语教学不是机械复制
彭 莺

汉学家白乐桑：

汉语教学不是机械复制
彭 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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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音萦绕不总在梦里
王燕云

美洲首家、全球第二家“中国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海外培训测试中心”在纽
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举行揭牌仪式。

白乐桑在做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