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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都惊呆了”

“说星期天，我到郊区，瞧见了一个蝈蝈和蛐蛐，他俩
在那儿吹牛皮……”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第二
课堂”曲艺课上，几位来华留学生正在练习快板传统曲目

《说大话》，一边用手打着拍子，一边说着。
从今年3月起，天津师范大学开设了快板课，来自天津

艺术职业学院的张楠是任课老师。跟张楠学习快板的来华留
学生有近 20 名，分别来自苏丹、意大利、俄罗斯、哈萨克
斯坦、泰国、日本等 10 余个国家。据张楠介绍，他不仅教

“打板儿”，还教传统曲目选段。目前，这些来华留学生已经
完成了“开场板儿”的学习，正在练习传统曲目选段，《说
大话》就是其中之一。

“我之前没有接触过快板，第一节课就被这种特殊的
艺术形式吸引了。”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留学生郑佩佩回忆
道，“当时我看到张老师左手打着大板，右手打着小板，
嘴里说着有节奏的词，不仅押韵，还时不时地表演一些动
作，就被深深地吸引了。”

张楠也记得给来华留学生上第一节课的情景，“我一边
讲解，一边给学生示范表演快板书 《西游记》，当时底下坐
着的学生都惊呆了”。在课堂上，张楠不仅给留学生详细介
绍快板这种中国特有的曲艺形式，还会通过表演，让学生对
于快板艺术有直观感受。“对于学生来说，快板很新鲜。他
们越感兴趣，我上课越有动力。”

“学起来真的很难”

曲艺对于留学生来讲，新鲜有趣，但学起来并不容易。
“刚开始我很好奇，加上想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就选了快板
课。但快板看起来简单，学起来真的很难。”来自泰国的留
学生张苗婷说，“之前我没有学过音乐，对于快板的节奏把
握不准。而且快板唱词中一些字词的发音，我也说不标准。
好在张楠老师一直鼓励我们。”

对于留学生学快板，张楠坦言“确实有难度”。“首先
因文化差异，有些内容不容易理解。例如‘板不离手，词
不离口’，学生就不明白为什么会说‘词不离口’；其次，
虽然这些留学生的汉语水平都挺高，但一些字词的发音还
是不准确。快板词讲究押韵，一旦发音不准，整个韵律就
被破坏了。”针对来华留学生学习快板面临的困难，张楠
先从为学生详细讲解相关知识做起，让他们首先做到理解
内容。同时，他建议学习快板的留学生“平时多练习、多

张嘴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快板，提高汉语口语水
平”。

作为快板书及相声专业的教师，张楠从 2003 年开始从
事专业的快板书教学，有着多年的专业教学经验。

为了更好地与来华留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也为了方便
教学，张楠还专门建立了快板学习微信群。“老师会提前把
视频等资料上传到微信群，我们就跟着视频练习。”来自哈
萨克斯坦的玛吉娜说。

为了更快地提高快板水平，留学生们也会在课下练习。
“学习的过程虽然辛苦，但我们一直在努力练习。”郑佩佩每
晚都会和同学一起练习。

“学汉语的有效方式”

“快板颇富韵律，语言通俗、诙谐、生动、活泼、形
象，而且曲目多反映现实生活，对于留学生来说是学习汉
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方式。”张楠说。

学习快板近 3 个月的张苗婷对此感受颇深：“通过学习
快板，我不仅对中国的曲艺艺术有所了解，而且明显提高了
自己的汉语水平尤其是口语水平。”

谈到给留学生开设曲艺课的初衷，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
育交流学院副院长石婕认为，曲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
分，学习曲艺不仅可以提高来华留学生的汉语水平，也可以
让他们感受中国的传统文化。“当然，学习快板对来华留学
生来说的确有挑战。看到他们在校园里练习中国传统曲艺快
板，很有趣，也很感动。”

天津被称为“曲艺之乡”，快板是其特色之一。在石
婕看来，“在天津留学的来华留学生有学快板的得天独厚
的环境”。

快板是一种传统说唱艺术，属于中国曲艺韵诵类曲种。
学习快板，最重要的是对语言的把握。“快板要求吐字清
晰、发音标准。练习快板，能提高留学生的语言能力，也是
一种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的方式。”张楠说，“而且快板的曲
目不少是歌颂民族英雄，弘扬正能量，可以让留学生更多地
了解中国文化，领会中国曲艺的魅力以及中国人的民族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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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汉字之美”2018 全球青年
设计大赛媒体见面会日前在京举行，大
赛旨在启发青年人了解汉字的深厚内涵
及其与中华文化的密切关系。

据了解，这次大赛由北京师范大
学、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主办。大赛截稿
日期为今年 8 月 15 日，为设计者提供了
比较充足的创作时间。为鼓励和表彰对
大赛作品征集及创作辅导作出突出贡献
的高校教师，本届组委会特增设“指导
教师奖”。

作为“汉字之美”发起人与总召集
人，首都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工程研究
院院长于丹介绍说，本届大赛以“家和
万事兴”为主题，传达了“家和则万事
兴，家和则天下平”这一古老的东方智
慧。

据了解，本届大赛在“家和万事
兴”主题之下，甄选出带有“宀”部首
的 30个字，鼓励创作者以其中任意一字
为创意原点进行设计，同时鼓励视觉传
达设计、产品设计、空间设计、服装设
计等多种形式的作品参赛。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楠表示，
“汉字之美”设计大赛是设计与语言文字
之间跨界的结合。汉字并不只是记录语
言的符号，而且与日常衣食住行密切相
关。这次设计大赛有 4 个评分点：切
题、创意、美化和应用。

（王亚鹏）

我决定开始学习中文时，无法想象
自己的学习前景。最开始，我想学中文
的首要原因是我看了一些中国电影，对
中国文化感兴趣。而且，在我眼中，汉
字趣味无穷，这是我对中文最初的印
象。开始学习之后，我越来越喜欢中文
了。

首先，当我进一步了解中文后，我
就爱上了它，比如动听的发音、有趣的
汉字、背后的文化等。

其次，在我看来，学习中文是既有
挑战又好玩的经历，有时候很像玩电子
游戏，因此我从来不觉得腻烦。学习中
文不但好玩，而且能刺激我的大脑，让
我学会思考。比如，汉字学得越多，就
越能猜到其他生字的含义。这是因为中
文是一门很有逻辑的语言。

更重要的是，学习中文帮我加深了
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对我来说，学一门
语言和了解其背后的文化是互补的。语
言就像是文化的钥匙。其实，为了深入
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学习它的语言是
最有效的办法。在了解中国文化方面，
这点表现得尤为突出。汉字的构成有特
殊的文化根据。比如“好”，这个字由

“女”和“子”构成。这和中国人的家庭
观有关系，由此可以推测在中国文化
中，家庭对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上述原因，我对中国文化的兴
趣大大提高了。在我看来，了解中国文
化的最好途径是进行中西方文化的比
较，发现二者的不同能让我更深入地思
考自己国家的文化。比如，我开始并不
知道中国人收到礼物时，并不会马上打
开。在刚听说这个事后，我觉得很奇
怪，但是后来我了解到这是为了尊重别
人。这和意大利很不一样，我就会反问
自己，为什么西方人收到礼物后会马上
打开？每次发现这样的文化差异，都能
让我在反思中更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
因此，学习中文还是一个不断开阔眼界
的过程。

（作者为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孔
子学院学生）

来华留学生：拿起竹板儿学快板
王亚鹏 文/图

快板是中国传统曲艺艺术，不仅中国人喜欢，外国人也着迷。来华留学生通过学习快板，不仅可以提高汉语水平，也
能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课外跟学生们一起吃饭聊天时，一名
男学生当着大家的面说：“我的中国女朋
友发短信说我是‘铁公鸡’”。大家都笑
了，他很困惑地问：“你们为什么笑？”他
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他的女朋友在委婉地说
他有点儿小气。

在海外教中文常听外国学生抱怨说，他
们在和中国人交流或者看电视、看电影时，
经常遇到一些词，每个字都认识，可是放在
一起，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样用，就感到很困惑，有的时候查字典也
查不到。其实他们遇到的就是汉语中的惯用

语。惯用语是熟语的一种，口语色彩较浓，
结构固定，本身就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
不需要临时组合其他语句就可以脱口而出，
还具有一定的修辞作用，如“没戏”“泡
汤”“不像话”“开夜车”“铁公鸡”“卖关
子”“炒鱿鱼”“马屁精”“开小差”“连锅
端”“喝西北风”“钻牛角尖”等。但是，惯
用语的语义往往不能从字面直接看出来，大
都有特别的语用含义，需要结合语境才能准
确理解。

可惜的是，在海外学校设置课程时，大
多按语言技能来分课型，比如口语课、听力

课、写作课等，课堂内容大都围绕语音、词
汇、语法等语言要素展开，较少涉及以语用
为中心的惯用语方面的语言知识。事实上，
学生们对汉语中的惯用语很感兴趣，也觉得
很有意思，因为它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语言
生活当中。

为了满足学生对惯用语的了解需求，我
先找出使用频率较高的150个惯用语，根据
内容分类，比如与食物有关的，如吃素、吃
醋、吃软饭、吃了豹子胆等；与感情有关
的，如热心肠、死心眼等；与数字有关的，
如八卦、一把手、二手货、王老五等；与人

物有关的，如小儿科、妻管严、娘娘腔等。
每次下课前，以类为专题列出 10 个左右惯
用语，简单地解释一下其语用特点，然后给
学生布置作业，要求学生自己设计对话场
景，3 人一组自编话剧使用这些习惯用语。
下次课上课前每组上台表演，表演前把本组
将要使用到的惯用语写在黑板上，帮助其他
学生理解和判断，使用个数最多最准确的那
一组获胜。

汉语中的惯用语作为现成的语言材
料，生动形象，言简意骇，是中国人民语
言文化智慧的结晶，外国学生一旦掌握，
不仅能提高汉语表达能力和水平，还能了
解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风土人情等。所
以教师在备课时，要有意识地结合教学内
容给学生介绍一些惯用语，让不同学习阶
段的学生都能陆续地接触到。学生学习和
使用惯用语的过程，也是了解和体验中国
文化的过程。

（作者为广西师范大学外派汉语教师）

学习惯用语 了解中国文化
刘香君

学习惯用语 了解中国文化
刘香君

从中国电影

到中西比较
赛莱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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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3日，中国动物园协会与哥本哈根动物
园在北京正式签署了 《中丹大熊猫保护研究合作协
议》。根据协议，两只来自成都大熊猫基地的大熊猫

“和兴”“毛二 （乳名毛笋） ”将远赴丹麦，旅居哥本
哈根动物园。 2017 年 11 月，哥本哈根动物园熊猫馆
奠基仪式举行。这些消息像春风一般传遍丹麦，孩子
们翘首以待，盼望着熊猫的到来。但熊猫到底长什么
样？它的生活习性是什么样的……这些都是大家感兴
趣的话题。

丹麦华文教育基金会李晓梅主任和吕靖芸等老师
开创的实景课，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为海外华裔学生提
供了打开中华文化的钥匙，让学生在屏幕前学习和感
受中国文化，如身临其境。4 月 28 日那天正是有关

“大熊猫”的实景课，丹麦华人总会中文学校早早地报
名听课。

4 月 28 日一早，华人总会主席兼中文学校校长林
燕标等来到中文学校，做开课前的准备工作。实景课
测试完成后，100多位学生可以在3个教室同时收看现
场视频。

孩子们跟着大屏幕的场景来到了四川成都大熊猫

基地，看到一只只活泼可爱的大熊猫，孩子们拍手叫
好，连连说：“好可爱！好可爱哟！”在线的老师用
浅显易懂、生动活泼的话语介绍了大熊猫的生存环
境、生活习性和爱好等。在短短的 1 小时里，孩子们
学到了在别处学不到的东西，他们开始对熊猫有了更
多了解。

老师当场给学生布置了画熊猫的作业，在孩子们
的笔下，形象各异、生动活泼的大熊猫跃然而出。除
此之外，老师还给学生布置了课后作业：小班的学生
回家后需向家长介绍大熊猫，高年级的学生需用中文
写介绍大熊猫的短文。

“大熊猫”实景课结束了，留给我们海外中文学校
的思考却没结束。丹麦华人总会中文学校成立至今已
走过27年，它是丹麦最早的一所华文学校，並被评为
首批“华文教育示范学校”之一。实景课的开创，使
我们开阔了教学视野——课堂不再局限于教室，还可
以探索更多样的形式。

我们期待着大熊猫的到来，也期待着实景课更精
彩！

（寄自丹麦）

一堂“大熊猫”实景课
俞 露

大熊猫“实景课”课堂上，在短短的1
小时里，孩子们学到了在别处学不到的东
西，他们开始对熊猫有了更多了解。

林燕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