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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自信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除中国(含港澳台)之
外，全球学习使用汉语的人数已超过1亿，“汉语
热”在全球持续升温。这体现了中国国际地位的
不断攀升，彰显了汉语独特的语言魅力和丰富的
历史底蕴，同时也给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带来了空
前的机遇。

作为对外汉语教师，增进对本民族文化的了
解和自信非常必要。对于高校如何在培养汉语国
际教育人才的过程中树立学生的文化自信这一
课题，在北京某高校担任对外汉语教师的李雪告
诉笔者：“现在，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教学中，关
于中华文化的教学比重越来越大，这有助于学生
对本民族文化的充分了解，树立文化自信。”

“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过程中，除了教授语
言，汉语教师应自觉将中华文化融入其中，适当
阐释文化内涵，让每一位外国汉语学习者走近和
了解中华文化，从而提高其学习汉语的兴趣。”

李雪补充道。
对外汉语教师除了要掌握汉语言理论、对外

汉语教学理论与方法等相关知识外，还需要广泛
涉猎琴棋书画等。国家汉办在招聘汉语教师志愿
者时就把掌握一门中华才艺作为选拔标准之一。

雨佳 （化名） 目前在某高校攻读汉语国际教
育硕士，她介绍说：“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对中华传
统才艺要求较高。学校会开设国画、剪纸、民
乐、少数民族舞蹈等课程。”

在教学中传播中华文化

对对外汉语教师而言，只有对中华文化有深
入了解，做到文化自信，才能更有底气地向世界
展示中华优秀文化。

对于如何有效传播中国文化，有多年教学实
践经验的陈龙 （化名） 介绍说：“教学阶段不同，
开设的文化课也不同。在教学初级阶段，文化课
主要包含在综合课中，所涉及的内容与日常交际

相关，如问候语、称谓语、节日名称等，都是学
生在最初学习汉语时需要掌握的知识。在教学中
高级阶段，学生掌握了一定的汉语交际能力，这
时再开设专门的文化课程，例如中国的饮食、民
乐、绘画、书法、武术、服饰文化课等课程。通
过知识讲解和现场演示等方法介绍中国文化的概
貌，让学生对中国文化有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此外，文化内容也应该纳入教师的语言教学
中，这不但可以丰富教学内容，还可以弥补语言教
学的枯燥与单一，提高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
陈龙举例说：“就汉字教学而言，汉字是表意文字，
与英文、法文等拼音文字相比，更富有文化内涵，但
也增加了学习难度。外国学生普遍反映汉字难写、
难记、难认。这就需要教师将汉字的发展变化、表
意特点、结构特征等相关知识融入教学过程中，让
学生体会到汉字的独特魅力。”在陈龙看来，教师只
掌握汉字知识是不够的。“可以将书法教学纳入汉
字教学中，在学习汉字的同时又能丰富学生的文化
知识，让他们了解到汉语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了解
汉字的综合性、丰富性、灵动性与审美性特色。”

本报电 日前，西班牙巴塞罗那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常世
儒、外方院长哈维及汉语教师等一行8人到意大利罗马大学
孔子学院交流访问。罗马孔院外方院长马西尼、中方院长
张红和外方执行院长保罗分享了13年来罗马孔院教学规模
的飞跃式发展、品牌建设的影响力，本土化发展的深度建
设等成果。常世儒和哈维介绍了巴塞罗那“大孔院”这一
独特模式，其中包括与当地大学的合作机制、教师本土化
培养、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创新与构建等。交流会上，罗马
孔院和巴塞罗那孔院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通过建立优质
交流合作机制，实现资源互鉴、优势互补 。

作为东道主的罗马孔院中方院长张红说：“新时代的孔
院发展需要具有全球视野。此次‘双城’孔院联谊，旨在
分享经验，为全球大孔院合作生态体系的构建贡献一份力
量。”

（袁 茜 贾 昊）

近日荷兰飓风肆虐，大有摧枯拉朽之势。我也趁机在家休息，就当给
自己放个假。近些年来，快节奏的生活让我无暇回忆也无暇宣泄。如果我
的记忆是一口池塘，那么波光粼粼的水面，便是我琐碎的往事。记忆是很
容易模糊的，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都消散在如水的光阴里。听着窗外的
风声和雨声，在我记忆的池塘里，逐渐泛起了波澜。

我祖籍深圳盐田、客家人。上世纪50年代末，家族长辈为了理想，背
井离乡。先是我祖父到了位于南美的苏里南，随后我父亲也跟了过去，我
便是在那里出生的。依稀记得苏里南的阵雨和苦樱桃：苦樱桃像小小的、
通红的南瓜，在雨中摇曳，向年幼的我挥手。4岁时，我跟随长辈逐梦的脚
步到了香港。在幼稚园我学会了粤语和英语，后来在香港中学学会了普
通话。16岁时，我来到了荷兰，那一年是我独立人生的开端。记得从那一
年开始，我吃了不少苦，一边在专业学院学习，一边在不同行业里摸爬滚
打，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但我依然没有放弃。1995年，我成立
了会计事务所，随后将事业扩展至国际贸易咨询领域，创立了项目和咨询
公司，之后拓展了各类经济文化项目。

30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回到了在深圳山上的祖屋。久未修缮的
祖屋，周围已是杂草丛生。但青砖素瓦、古朴沉稳仍能让我内心感到宁
静，这大概是一种源自故乡的羁绊。我在山上俯视着山下，整个深圳尽收
眼底。那时深圳正在从小渔村向国际化大都市转变。此时的祖屋，犹如一
位屹立在山头的孤独老人，坚守着这一片饱经风雨的故土，见证着时代
的变迁。祖屋周围的风景很美，左边是一棵大柏树，右边森林枝繁叶茂、
郁郁葱葱。微风从脸上拂过，像祖母的慈爱，暖暖的。当时我在想，如果
父亲没有走出国门，我的童年会是什么样子？我现在的生活又会是什么样
子？也许在山林之间平平淡淡地生活是另一种幸福。祖屋给我印象最深的
是屋旁山涧的一缕清泉，飞流直下，纯洁得像一位从深山走出来的少女。
捧起一汪清泉，细细品尝，甘甜的味道沁人心脾，我恰似一位久久未归的
游子，回到家乡被热情地款待，享受着家乡带给我的温馨。

2017年我又回到了深圳，尝试着去寻找祖屋的踪迹和那一缕清泉，却
败兴而归。岁月流逝，人老了，山也老了，唯有一棵似曾相识的柏树，代
替了那位孤独的“老人”，立在山头。就在我回头往山下看时，眼前的景象
让我惊呆了，山下的深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小渔港变成了国际
化大都市，这成了我此行意外的惊喜。我默默许下愿望，希望尽自己最大
的努力实现理想，回到深圳建设我的故乡。

在外的游子，不管身居何职，拥有多少财富，在外面生活得再好，始
终难有家的感觉。只有站在故乡的土地上，听到浓浓的客家话，我才觉得
自己有归属感。我想，我还会回
到这里，回到这个始终牵挂的
家，回到这一片让我魂牵梦萦的
故土，再听那熟悉的乡音。那一
缕清泉依然在我心底静静地流淌
……

（作者为荷兰广东华商总会
会长）

从小学起，我们就开始学习历史、英文、科学、音乐、数学
等各种学科。对学生来说，培养批判性思维非常重要。批判性思
维可以培养我们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帮助我们做出正向的决
定，而正向决定可以增加个人的潜能。

那么，怎样才能培养批判性思维呢？首先，每个人不应该只
是被动地接受书本知识，而是要超越书本。因为许多知识不只通
过传授获得，也可以通过实践获得。

此外，做任何决定前都可以计算一个有益值。这让人们可以
在不知道结果的情况下做出决定，又让人们知道这样的决定会得
到“群体智慧”的平均数。

最后，要多向榜样学习。除了向父母学习之外，也可以向别
人学习。比如，童年华盛顿的故事在美国很流行。故事说的是：
华盛顿的父亲有一颗樱桃树，华盛顿6岁那年，用斧头玩耍，不小
心伤到那棵树。后来，他面对父亲老老实实地说出了真相。这个
故事讲述的是做人要诚实的道理，听了这个故事我也从中受益。

慢慢地培养自己的批判性思维，我也渐渐想通了头脑中从在
幼儿园时就有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上学？我们可以用获得的
知识做什么？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寄自美国）

教育部近日正式颁布实施新修订
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其
中，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成为
课标修订重点之一，古诗文背诵推荐
篇目增至 72篇。对汉语国际教育人
才来说，扎实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精髓，能将其灵活表现，使之易懂
好学，是秉承文化自信，成为中国与
世界交流使者的必备技能。

回荡在耳畔的乡音
钟麟昌

回荡在耳畔的乡音
钟麟昌

我理解的批判性思维
韩 岳 （ 15岁）

罗马孔院和巴塞罗那孔院

签署合作协议

伴随着汉语国际教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展开，如何从学习者
的认知特点出发，科学系统地进行汉字教学，是其重要组成部
分。这要求汉语教学者在面对外国汉语学习者时，不但能把汉字
讲“对”，也能把汉字讲“明”。这个“明”，不但要“明白无
误”，更要“明白透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比文字学”研究
确实非常必要。文字的对比是寻找差异，但从教学领域关照这种
对比，更重要的是要寻找到异质文字间的“共通性”“共同性”，
拉近两种文字间的距离，减少外国汉语学习者对汉字的陌生感与
畏惧感，这样才能切实提高汉字教学的效率。

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身体力行者，在汉字教学的具体实践
中，我们尝试将“对比语义学”“汉字构形学”“英语词源学”的
相关理论，应用在汉语与英语的文字构形分析中，并将相关的研
究成果应用于课堂教学，解决汉字难读、难认、难写等问题。

汉字与英文单词可不可以进行比较？在什么维度上进行比
较？比较的基础是什么？这些问题是展开相关讨论的基础。

我们都知道，汉字是以表意性为基本特征的文字，“意”是其
第一特性。英文是以表音性为第一特征的。但是英文文字所记录
的，往往是诸多的音节组合。如果继续追下去，在音节组合与音
素之间，存在着一个中间的语音单位，这个单位可能是单音节
的，也可能是多音节的，在字形上则表现为相应的“字根”。这个
字根，同汉字学所描述的“初文”一样，具有固定的意义信息。
这就提醒我们，无论是汉字还是英文文字，其所记录的信息，实
际上还是“语义”信息。正是在“意义”这个维度上，汉字与英
文文字是具有共通性的。这是汉字与英文文字能够进行对比的基
础。

通观汉英两种文字的造字法我们发现，二者实际上都是在通
过原初语义信息的叠加来进行语义的再造与传达。原初语义信
息，在汉字上表现为初文，在英文文字上表现为字根与字缀。二
者的造字共性，其实质是人类语义认知、构拟、传播与交际的共
性所决定的。这种共性特征，可以被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文字教学
所利用，并可以有效地解决一些课堂教学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随着世界范围内学习汉语的人数逐年上升，对汉字感兴趣的
外国人也逐渐增多。在该背景下，怎样科学、系统、富有感染力
地将汉字介绍给外国汉语学习者，既是国际汉语教育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又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其中之义。因此，加强语义
学指导下的汉外文字对比研究，业已成为一种需要。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汉语教师）

2017 年，我去了中国。
一天，我的朋友昆问我：“这
个周末你打算做什么？”因为
我是奥地利人，我的家乡有
很多俊美奇秀的大山，所以
我喜欢爬山。于是，我们决
定去爬福州郊外的鼓山。

当 我 们 到 达 鼓 山 的 时
候，我被眼前密密麻麻的人
群震撼了，我还从来没有见
过这样的大场面。

如果是在奥地利，当我
一个人去爬山时，整整一天
可能会遇到三四个人，山上的道路也是坑坑洼洼的自然状态，更
谈不上有什么保护设施。可是在福州的鼓山，情形大不一样，上
山的路铺设得整整齐齐。我感觉特别奇特的是，爬山的人一个接
着一个，没有尽头。

我们登上了鼓山的顶峰，想去买午餐，却发现卖午餐的地方
人特别多。昆建议道：“我们下山吃吧！”

在山脚下，我们终于吃上了美味的包子，还喝了啤酒。这次
“人山人海”的登山经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寄自奥地利）

对外汉语教师：

加强文化自信 做好汉语推广
李姝依

福州登山记
大 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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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篮球联赛卑尔根站，孔子学院的武术志愿者带领学
员在赛场上进行武术表演。

在新西兰，孩子们体验国画小写意“鱼戏莲叶间”。

本文配图均来自国家汉办

大卫近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