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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住的小区里有一群特殊的居民——流
浪猫。它们悄无声息地生活着，有着顽强的生
命力。

流浪猫不像家猫一样娇生惯养。它们平时
吃小区里一位老奶奶给的猫粮，有些脾气倔的
还得靠着吃小区垃圾堆中的剩饭、剩菜为生。
它们没有温暖舒适的家，只能在小区的树丛里
生活。不过，当天气特别好时，流浪猫会沿着
绿化带悠闲地散步，或是钻到车子底下懒洋洋
地打打滚。

我觉得这些流浪猫挺有灵性。如果它感受
到你喜欢它，当你走近甚至用手摸摸它时，它
可能不会跑开或用爪子抓你。反之，如果你带
着敌意走近它时，它会立即觉察到，并跑得远
远的。

最近，小区又新来了4只猫：一只猫妈妈带
着3只小猫。它们都有一身雪白的毛，眼睛亮如
星辰。

我看见这几个新成员时感到很好奇，就像
对小区里的其它流浪猫那样，忍不住伸出手要
去摸摸，没想到小猫们猛地一下跳开了，而猫
妈妈也立刻跃到我面前，弓起背护在小猫们前
面，一双眼睛瞪得溜圆直视着我，还冲我喵喵
叫，我赶紧缩回了手。

一个晴朗的周末，我早早起床，下楼来到
小区的院子里。猫妈妈此时正在柔和的晨光中
和小猫们一起窝着呢。它挨个儿舔着儿女们的
皮毛。两只小猫不知为了什么翻腾打闹了起
来，你拍我一下，我给你一爪，打得不亦乐乎。

我又情不自禁地慢慢靠近它们，猫妈妈又
机警地跳了起来，护在小猫们的前面，弓起
背，瞪大眼睛和我对视。我停了下来，对它
笑，猫妈妈紧紧地盯着我的一举一动。我蹲下
身，保持微笑，温柔地看着它们……渐渐地，
猫妈妈弓起的背放松了下来，不过仍旧护在小
猫们的前面。这时，一只小猫突然脱离猫妈妈
的保护范围，蹿到我身边，围着我转了一圈，
甩了甩尾巴。我轻抚了一下它那还带着清晨露
水的皮毛。也许是感觉到了我动作中的友好，
小猫用它的头蹭了蹭我的手。猫妈妈见我丝毫
没有伤害它的小宝贝的意思，便彻底放下心来。

从此，我和这个4口之家成了朋友。
从与猫儿的接触中，我感到了猫妈妈对自

己孩子们无微不至的关爱，也懂得了只要付出
爱心，就一定能和它们成为朋友。

（寄自日本）
（本文获第十八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一

等奖）

在一堂对外汉语课堂上，来自13个国家的
24名学生相互交流学习汉语的经验。一名来自
印度尼西亚的学生说，她汉语口语很好是因为
喜欢看中国影视片，电视剧 《三生三世十里
桃花》她就看了50遍，这番话让课堂上的学生
们炸开了锅。于是，我在课堂上做了个小调
查，请同学们说说他们都看过哪些中国的影视
作品。调查结果显示，他们看过的影视作品
有《十面埋伏》等。这些影片是学生们在海外
能够找得到并且已经看过的影视作品。我问他
们知道专门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影视教材吗？
学生们说不知道。我问他们看过 《家有儿女》
吗？学生们说没看过。可见，影视材料在对外
汉语教学中的应用还亟待开发，一方面影视教

学法是受学生欢迎的教学方法，另一方面学生
们还不能很好地选择、获取和使用中文影视材
料。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影视材料可以分为 3
类。第一类是为汉语为非母语的学习者专门设
计制作的影视教材。比如：《旅游汉语》《你
好，北京》《中国城市名片》 等；第二类是选
用已有的中国影视剧改编而成的影视教材，比
如：《家有儿女》《跟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学汉
语》等；第三类是公开发行的未做教学改编的
影视作品，如 《欢乐颂》《英雄》 等。第一类
影视材料的优点在于教学目标明确，教学信息
集中，词汇、语法等的编排更为合理，缺点是
语言稍显生硬，故事性不够强，内容不够贴近
生活；第二类影视材料的优点在于故事完整，
情节性强，情境贴近生活，语言生动自然，缺
点是针对性不够强，语言难易度差别大；第三
类影视作品的优点在于故事性强，数量品种繁
多，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喜爱自主选择，缺点是
教学信息不集中，语言不够规范。

选取影视作品时，要了解学生喜爱的影视
材料的种类，依据课堂上学生们的年龄和兴趣
来做准备。对于汉语水平较低的学生，还应选
择有中文字幕或者有学生母语字幕的影视材
料，以帮助观者理解。

一般情况下，我选择20分钟左右的短片做
课堂影视教材，分小组布置教学任务：教学任
务一，老师围绕剧情大意提出几个问题引导学
生思考，播放第一遍后要求学生们用自己的语
言回答，这主要是帮助学生理解剧情内容；教

学任务二，老师给出剧情中出现的几组核心词
汇，播放第二遍后要求学生根据剧情解释词
义；教学任务三，要求小组成员自主分配角
色，老师播放第三遍后各小组模仿剧情表演，
不要求一模一样的语句，只要求用自已的语言
正确表现剧中故事情节。课堂上，学生们基本
上能够完成上述教学任务。最后，我向学生们
介绍不同类型的中国影视作品，让他们自已选
一部，在课外反复地看，每天坚持一个小时左
右，倾听和模仿剧中人物的语言。有一名学生
选择了《秦淮人家》，1个学期过后，她的汉语
听说能力得到很大提高，还拿到了南京师范大
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她说虽然还没有去过南
京，但是她天天看 《秦淮人家》，喜欢南京，
想到南京去读书。

影视作品故事性强，情节生动有趣，能
将生活中真实的交际场景呈现给学生，向学
生提供最接近于真实生活的示范性的口语会
话材料，让学生在虚拟的生活语境里润物细
无声地提高汉语听说能力。影视作品还是文
化的缩影和体现，影视片段可以把汉语中所
包含和承载的中华文化再现于课堂之中，让
学生如身临其境般感受影片中所蕴含的文化
内涵。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教师应主动地为
学生搭建一个影视平台，课堂上选择符合时
代特征，反映当代中国人生活的影视作品进
行课堂教学，课堂外经常开展老师和学生之
间的交流，讨论影视信息，帮助和引导学生
获取和使用中文影视材料。

（作者为广西师范大学外派汉语教师）

在美国加州班宁小镇的中心小学有一个著名的教室：中
文教室。只要提及，当地人基本都知道。在外派到班宁小镇工
作的3年里，这个中文教室无论对于当地人，还是对于我，都有
不同寻常的意义。而围绕这个教室发生的故事，至今历历在
目。

美国课堂的突出特点是学生过于活跃。一旦课堂规则缺
失，就会一发不可收。于是，我第一次上课时就制定了中文教
室规则。但这些有着中国文化特色的规则并不能保证教室里
总是井然有序，如何因地制宜管理好我的中文课堂呢？

对于在国内当大学老师的我来说，到美国小学教汉语似乎
很简单，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初来时，我对学校的情况并不了
解，对小学生的情况更不熟悉，因此遭遇到了很多意料之外的情
况：课堂上学生随意说话；太多与教学内容无关的问题与插话
等。这些问题该怎么处理？于是，我利用课余时间到美国老师的
教室里做志愿者。老师们特别高兴，而我在学到很多宝贵的课堂
教学经验和课堂管理技巧的同时，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通过学习，我认识到，中文课堂要有中文特色，但也要考
虑当地的文化特点。我调整了自己的思维，一旦发现教室里声
音开始嘈杂，行之有效的办法是鼓励为主：“太棒了，布莱尔在
那么专注地学习……我很高兴。”立刻，教室里就神奇地安静
下来了。不需要批评，鼓励和表扬更能换取孩子们的安静。在
学习和探索中，这些宝贵的课堂管理经验让我一天天成熟，课
堂教学逐渐驾轻就熟，孩子们也喜欢来我的中文课堂。更有趣
的是，后来同事们告诉我，他们时不时地会拿“如果你们表现
不好，就不带你们去中文教室”作为条件，来管理学生，且效果
奇佳，因为学生们都非常期待到我的中文教室上课。甚至后来
还有个别家长说，他的孩子之所以来这所学校上学就是因为
有汉语课。

离开美国已经 1年有余，我还会时常想起那个中文教室。
它交融着中国传统与异域文化，在空旷的沙漠小镇散发着独
特的魅力。

（作者为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外派汉语教师）

说起汉语教学的技巧，对
外 汉 语 教 师 们 都 有 自 己 的

“秘笈”。如何运用现代手段
寓教于乐，用影像、中文歌
曲等充实课堂，听听一线老
师们怎么说——

每一年的“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
的才艺展示环节，都有外国学生选择演唱中文
歌曲。这说明，运用中文歌曲来辅助汉语教学
不但可行，也受汉语学习者欢迎。作为对外汉
语教师，我们尝试了用教唱中文歌的方式辅助
汉语教学，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和好评。

辅助语音教学

在初级汉语课本中，语音教学是重点。
尤其是介音 u 与一些韵母的拼合中，很多同
学都发不好音。如果在教学中抓住学生的发
音错误不停地纠音，就很容易使学生产生挫
败感，在情绪上变得焦虑，影响学习汉语的
积极性和课堂教学效果。怎么解决“前期语
音教学必须弄清楚”和“揪着错误不放使学
生感到挫败”二者之间的矛盾呢？我们就通
过播放并学唱一首儿歌—— 《小蜜蜂》 来化
解这个难题。

《小蜜蜂》 这首歌的歌词是：小蜜蜂／飞
到西又飞到东／嗡嗡嗡嗡／嗡嗡嗡嗡／不怕雨
也不怕风。

这首歌的歌词简单，又恰好包含了韵母
“ueng”这一教学重点，而且复现频率很高。
我们播放歌曲到“嗡嗡嗡嗡、嗡嗡嗡嗡”这句
时便暂停，让学生轮流来唱，我们也加入学生
跟着一起唱几次，以便让他们能更好地模仿
……通过这样反复练习，当我们再回到黑板上
的韵母“ueng”时，学生的发音就有了明显的

改善。而且，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们都说
这首歌很有意思，通过学唱中文歌调动起了他
们的学习兴趣。

辅助语法教学

我们也可以用中文歌来辅助语法教学。比
如形容词重叠式的，有的教材原文就有“她高
高的个子，黑黑的头发，大大的眼睛，真漂
亮”这样的句子。为了加深学生对这个语法点
及其运用的理解，我们就选用了 《弯弯的月
亮》这首中文歌来辅助教学。之所以选择这首
歌，是因为这首歌中“弯弯的”这一形容词出
现频率很高，而且这首歌语速缓慢、旋律优
美、句子较为简单，学生在听力和理解上的难
度较小。

在教学中，我们首先播放了歌曲中的一段。
学生听完后，说很好听。然后我们把标好拼音的
歌词用 PPT 投影到黑板上，逐句给他们翻译歌
词的内容。把“弯”的意思用英文标注，再把“月
亮”“小桥”“小船”等主要名词一一标了出来，让
学生确认词义。学生熟悉歌曲后，我们让3个学
生到讲台上来，根据听到的歌词在黑板上画画。
画完后，再放几张符合歌词内容和意境的图片，
配合着手势问学生，“弯弯的月亮”是说这个特
别弯吗？“弯弯的小桥”是说这座桥拱得特别高
吗？接着再把学生引回课本——这时再看课本
上的例句“红红的苹果”是说这个苹果特别红
吗？这样一来，就把一个语言点中最容易理解错

的难点化解了。

辅助词汇教学

在《匈牙利汉语课本》中，有一篇课文是
《我爱我的家》，主题内容是家庭。课文里出现
了“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基于学生
的水平和实际家庭情况，我们选用了《让爱住
我家》这首歌来辅助词汇教学。

《让爱住我家》 这首歌的歌词简单，语速
较慢，内容温馨，十分符合本课主题。同时，
歌词中的“爸爸”“妈妈”“儿子”“女儿”等
都是课文中已学过的词汇。而且，演唱者可以
选择不同的角色唱不一样的歌词，比如女同学
可以唱“我爱我的家，弟弟、爸爸、妈妈”。
这一歌词结构很适合用来进行生词练习。当大
家听过几遍以后，我们就把歌词擦掉，由学生
来依据角色填入歌词。最后，一边播放歌曲，
一边让学生仿照歌词结构，写出句子来介绍自
己的家庭成员。就这样，我们用一首歌顺利串
联起了生词的讲练环节。

中文歌曲在汉语教学中的作用不容小觑，
但也有短板。例如，有的歌曲虽然包含了教学
目标，但教学目标以外的部分在语法或词汇上
大大超出当前的教学进度。所以，汉语教师在
运用中文歌曲辅助课堂教学时，要选择既符合
现代汉语规范，又有教学针对性，同时还能满
足学生兴趣、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歌曲。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汉语教师）

今年暑假，我参加了许多好玩的夏令营，
最喜欢的是国际象棋夏令营和中文夏令营。

首先，我想和大家分享参加国际象棋夏令
营的经历。在这里，我们早上分析棋技，中午
参加国际象棋比赛，然后再接着分析棋技。通
过这个夏令营，我的国际象棋水平提高了很
多。

在彩虹桥中文夏令营里，我们动手做了很
多与我们生活相关的东西，还学到了在平时学
习过程中学不到的东西和知识。

比如，我们观察了大蒜、蒜苗、韭菜、土
豆和洋葱。虽然我们每天只观察一种蔬菜，但
大家兴趣特别高。因为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摸
到、闻到实物，还在网上搜索它们各自的特
点，比如包含哪些维生素，对身体有哪些好处
等。在学习中，我们把语文、数学、科学、社
会等知识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

我们还把观察的蔬菜画成图，把它们的个
性特点列成表，在每天放学前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中文夏令营里，我们多用中文表达，但
偶尔也会用中英文双语表达。

我喜欢夏令营！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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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和学生在一起

将教学和当地文化结合起来
王秀卿

王秀卿 （右一） 在课堂上

图片来源：“学习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