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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意交往有着良好的传统根基，这个
传统根基一直延续。近年来，意大利有越
来越多民众学习汉语的背景是：中国在不
断发展壮大，中意两国在各方面的交往和
合作也在不断拓展。这个背景决定了意大
利的汉语学习格局。

大致说来，意大利的汉语学习包括4个
层面：

第一层面是大学的汉语学习，也可称
为“专业型”汉语学习。在该层面下，一
是把汉语作为专业来学习和研究的中文系
的汉语教学。比如，那不勒斯东方大学、
罗马大学、威尼斯大学、都灵大学等都有
中文系，师资力量较强，学生人数也相当
可观。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中文系有逾 600
名学生；威尼斯大学中文系有约 1200 名学
生。培养体制也是从专业本科生 （3 年）
培养到硕士生 （2 年） 培养，再到博士生

（3 年左右） 培养，各个阶段都有。二是把
汉语作为公共性质的大学课程学习。所谓

“公共型”汉语学习，即指在意大利不少
综合性和文科性质的大学里，汉语被作为
公共课程。以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为例，除
了中文系学生学习汉语之外，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历史、比较文学和考古等专业
方向的学生也在学习汉语。外语系的学生
还把汉语当成第二或者第三外语来学习。
其他理科大学如帕多瓦大学、比萨大学等
也把汉语作为公共选修课程。三是中国孔
子学院开设的大学汉语课程学习。孔子学
院 在 意 大 利 大 学 开 办 已 有 10 余 年 的 历
史，主要服务于大学，又不局限于大学。
开设的课程多是对大学汉语课程学习的强
化和补充，《商务汉语》 等课程受到学生
的欢迎。

第二个层面是意大利中小学的汉语学
习。这其中包括：一是把汉语作为必修课
程、且纳入到常规国民教育体系之内来学
习。在意大利的很多国立高中，有把汉语
作为学分制的必修课程学习两年的 （主要
针对科学方向的高中生），也有学习 5 年
的 （主要针对语言方向的高中生）。意大
利的汉语老师按照意大利教育部指定的汉
语教学大纲进行授课，学生毕业前进行汉
语考试。二是有些中小学把汉语作为选修
课程。三是孔子学院面向中小学生的孔子
课堂和教学点的汉语学习。四是在意大利
小学开设的的汉语兴趣班学习，学习周期
短。

第三个层面是意大利华侨华人子女的
汉语学习。意大利有不少华侨华人开办了
中文学校。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类型的学
校学生人数众多，目前国务院侨办正在加
大投入，尽力使类似的华文学校的汉语教
学更加规范。

第四个层面是意大利人创办的汉语辅
导和培训学校提供的汉语学习。这些语言
学校，除了提供英语、德语等外语培训之
外，还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各类汉语课程培
训，如 《航空汉语》《旅游汉语》《银行汉
语》 等专业汉语学习；还有专门针对汉语
水平考试如 HSK、HSKK 等“考试型”的
辅导课程。

汉语学习在意大利当然是一种外语学
习，近年来也呈现出新的变化。由于中国
的发展和外国民众对中国未来的看好，汉
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此外，中国政府设
立了面向外国留学生的各类奖学金，每年
有约 4500 名的意大利学生或其他行业人士
到中国学习汉语及其他各类专业课程，体
验中国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教育部、中国
国家汉办以及中国驻意大使馆教育处通力
合作，制定了意大利高中汉语学习的国家
级标准教学大纲。这被视为一个里程碑式
的事件，它标志着汉语不仅进入了意大利
的国民教育体系，而且有了相对规范的学
习标准或衡量教学质量的标尺。

（作者系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孔子
学院院长）

日前，2017中国 （安阳） 国际
汉字大会在河南省安阳市召开，来
自五湖四海的汉学家、汉字学者、
留学生代表等齐聚一堂，共同探讨
汉字的发展。

汉字
历史的“活化石”

众所周知，汉字的本质属性是
表意性，这是汉字区别于其他文
字，尤其是印欧语系文字的重要特
点。汉字记录了中国的历史、社
会、民俗等，是记录中华文明的

“活化石”；同时，汉字也反映了中
国人的思维认知和价值取向，既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内容。

“在世界文明的发展史上，汉
字作为形、音、义三位一体的文
字符号系统，具有丰富文化内涵
和广泛影响力，是传承和弘扬中
华文化的主要载体。”安徽大学教
授、中国文字学会会长黄德宽说，
汉字系统沿革有序，经历了持续的
演进发展，从未停歇其内在的运动
和变更。

汉字
讲述中国文化

汉字是活的，这一点需要从事
国际汉语教学和国际汉字教学的人
谨记在心。有一些学者讲起汉字就
会讲“甲骨卜辞”“历史悠久”。这
些内容当然需要，但是，汉字是被
十几亿人用着的活着的文字。

新加坡环球中文中心秘书长乌
卓妍说：“这次大会让更多热爱中文
的人士了解到汉字的伟大。我也希
望今后能多举办类似活动，让更多
的人能够参与到介绍生动活泼的汉
字的活动中来。”

圭亚那驻华大使贝尼·卡伦说：
“这次国际汉字大会上，各路专家学
者欢聚一堂，这对于中国汉字的发
展和传播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除此之外，这次大会举办的一些活

动，如留学生演讲比赛等，也会促
进中国汉字的进一步发展。”

汉字
与我结缘的故事

我们在对汉字介绍与传播的同
时，需要重视汉字传播的形式。这
次国际汉字大会的收官之作是来自
2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围绕“我与汉
字的故事”这个主题进行演讲。通
过生动活泼、易于接受的形式，让
汉语非母语的汉字学习者展现自身
学习汉字的体会与收获，这是对汉
字课堂学习的有益补充。

在演讲比赛中，选手们从不同
侧面分享了自己学习汉字的体会，
尤其是通过汉字来了解中国文化的
奇妙经验。

“我曾去过美国、澳大利亚等
30 多个国家，但最终选择留在中
国，因为我喜爱中国源远流长的历
史文化。”来自瑞典的参赛选手魏明
瑞说，他最初学习汉字是通过看饭
馆菜单上面的菜名，从这些菜名文
字的偏旁部首学到了很多汉字的精
华。魏明瑞说最爱的国家是中国，
最爱的语言是汉语，最爱的文字是
汉字。

来自喀麦隆的参赛选手罗密与
汉字结缘则是因为一部电影。罗密
认为汉字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
成因子，也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智慧
与思想，从古代的甲骨文演变为金
文，又从金文演变为篆书……纵使
删繁就简，汉字仍充满活力。

来自意大利的参赛选手来熙则
通过一个“福”字展开演讲。“学习汉
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我愿意坚持不
懈地学习汉语，成为一个地道的‘中
国通’。”来熙说。

来自韩国的孙贞恩则表示，自
己去“爨底下”旅游时对“爨”字
有了兴趣，并进一步了解这个字的
历史及发展，通过这个过程激发出
自己学习中国民俗、历史和文化的
浓厚兴趣。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汉
语教师）

用汉字讲述中国故事
孟德宏

国际汉字大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国际”二字。要想讲好中国故事，就一定要用聆听中
国故事的人能听得懂的语言，容易接受的方式，能理解并接纳的思维去叙述、去传递。这就要
求我们从事汉字传播的人，要认真研究世界范围内的思维方式与文化传统。如果说站在中国的
视角讲述汉字是各美其美；那么，能够站在他者的角度去讲述汉字历史、传递汉字文化、传播
汉字观念，那就是美美与共。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这个工作。也就是说，
我们要站在世界的角度，通过比较分析的办法，把我们的汉字理解好、表达好、传播好。这样
才能够真正把汉字的故事讲好，把汉字所记录的中国人的故事讲好，把汉字所记录的中国人的
思维、价值、观念等这些相关的文化性因素表达好。

虽然汉字从历史走来，但是仍然历久弥新，充满了活力。认识汉字、理解汉字、感悟汉
字、传播汉字，不但是汉字的教学者和研究者的任务，也需要民众参与。从这一点上讲，传播
汉字文化、用汉字讲好中国故事，我们都在路上。

意大利的

汉语热
徐海铭

9月20日，作为2017中国 （安阳） 国际汉字大会的重要内容之一“汉学家进校园”活动在
河南省安阳市实验中学举行。图为史玉静同学正在手把手地教来自马来西亚的“姐姐”铅笔绘
画。 毕兴世/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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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 11 日至 27 日，来自英国、法
国、美国、越南、柬埔寨等13个国家的30名华
文教师齐聚广西师范大学华文教育基地，参加
华文教师暑期培训班的学习。10 多天的学习结
束后，学员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展开华文教学，
临行前他们问我：“快开学了，我们想带些华文
教材回国，怎样挑选华文教材呢？” 教材是课
堂教学最基础的依据，对课堂教学质量的好坏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此，我觉得有几点可
以参考：

第一，教材的选择要适合本地区的特点。
近年来，华文教材在数量上有所增多，在质量
上有所提升。华文教师可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合
自己所在国、所在地区的文化特点，适合当地
人对汉语及中华文化的认知程度的国别化或区
域性教材，比如 《当代中文》《泰国人学汉
语》《意大利人学汉语》 等。

第二，教材的选择要符合学习者的需要。
教材的选择不仅要符合学习者的汉语水平，还
要能满足学习者的学习需求。比如 《汉语教
程》 适合大学生，《汉语乐园》 适合小学生，

《说说唱唱学汉语》 适合学龄前儿童等。选择
教材之前应当了解学习者的年龄、认知水平、
心理水平，不仅从语言知识、课程内容来考
量，还要从版面设计、插图、功能性等多方面
考量。

第三，教材的选择要符合外语教与学的特
点。首先，在海外，学习者是把汉语作为第二
语言来学习的，所以教材语言的规范性是首要
的。其次，教材应当涉及汉语和学习者母语之
间的语言比较。对语言知识的注释应配有学习
者母语翻译，译文应简明准确。再次，每课新
知识的输入量不能太多，教材的等级设置要合
理，知识点的衔接要连贯，以螺旋上升的方式
逐步引入新的语言知识。《阶梯汉语》、《发展汉
语》等系列教材具备了这些特点。

第四，教材要有足够的语言技能训练。一
部好的语言教材应当能够提供充足的运用语言
技能的实践活动，提供尽可能多的听、说、
读、写的教学任务，让学习者有足够多的机会
运用语言技能进行汉语交流。教材的设计不但
能激活学习者原有的语言知识和经验，还能激
发学习者使用新学的语言知识的热情。比如

《新实用汉语课本》《体验汉语》 等系列教材就
属于这一类。

第五，一切可以用来增长学习者知识和发
展学习者技能的文字、图片、磁带、音像、广
播电视节目、网络资源等都可以当作教材。所
以，值得注意的是，你所选择的教材应当是容
易获取或者能够买到的。这一点对于海外华文
教师来说也是很现实的问题。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外派汉语教师）

小贝和我，用老北京的话说就叫“发小”。我们是在四五岁时，在北
京一所幼儿园认识的。我们两家住得很近，于是我们在一起玩的时间多
了起来。渐渐地，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

上幼儿园那会儿，小贝就是一个小美女。她长发乌黑，眼睛明亮，
标准的鹅蛋脸加上白里透红的皮肤，走到哪儿都很吸引人。小贝点子
多，总能琢磨出一些新玩法儿，幼儿园的小伙伴们都喜欢和她一起玩，
是个不折不扣的“孩子王”。我俩关系最好，在一起玩得最多，不过有时
也会闹别扭。记得有一次我们因为翅膀玩具吵了起来。我说我的白色

“翅膀 ”最好看，她说她的蓝色“翅膀”更好看，争得面红耳赤。现在
想来，真是又幼稚又好笑。

可惜，再好的朋友也有分别的时候。5 年前，在我上完小学 1 年级
后，我们一家搬到了遥远的瑞典。可我和小贝的友谊并没有因为距离远
了、见面机会少了而减弱，反而更牢固了。

一有时间，我们就通过微信聊天儿，交流各自的生活。一个在瑞
典，一个在中国，小学的学习差别相当大。我在瑞典学校的作业比国内
少很多，也没有课外班、补习班要上。小贝就比我忙多了。从 3 年级
起，她每个星期天上午要上英语课，回家后还要继续背英语课文和单
词，很快地，她就能用英文写文章了。现在她上了人大附中，学习压力
巨大。尽管这样，她每星期都要坚持运动五六个小时，长跑、网球加游
泳，一样不少。今年暑假，她还独自坐飞机去美国参加中学生生物夏令
营。我觉得她简直太勇敢了！

把快乐和朋友分享，快乐就会倍增；忧愁有朋友分担，就会减半。
我遇到伤心和委屈的事，总会向小贝诉苦，她总在第一时间回短信，像
个大姐姐一样给我安慰和鼓励，直到我重新开心和振作起来。小贝有时
候也会向我发牢骚，觉得太辛苦，羡慕我轻松自在的日子。但她还是认
为，自己的生活很充实，也很快乐。有她这个好榜样，我也不能落后。

每次回国，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小贝，久别重逢的感觉激动又亲
切，彼此总有说不完的话。真正的朋友，是可以诉说心事和生活中酸甜
苦辣的伙伴，是不管发生了好事坏事你第一个想要告诉的人。对我来
说，小贝就是这样的朋友。

也许，这就是“发小”的感情吧。
（寄自瑞典）

意大利高中的中国书法课意大利高中的中国书法课

我的“发小”

小贝
何伊菲

怎样挑选华文教材
刘香君

（本文获第十八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特等奖）（本文获第十八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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