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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通过中文歌曲学中文”“汉字很难，我就自创
了汉字游戏攻下这个难关”“看中餐馆的菜单会激发我
的学习兴趣”……中文非母语的学习者为了学好中文，
可谓各显神通，以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有这样
一个群体，他们学习语言的方式很特别——在绿茵场上
学中文。

当足球遇上中文，会有怎样的故事？且听这些在中
国留学的国际学生如何演绎足球和中文的故事。

认同中国文化成学习动力

来自日本的小川俊和来自巴西的雨果是来华留学
生，虽然他们所就读的学校不同，学校所在的城市也不
同，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好——足球和中文。在赴中国
留学之前，他们的心中已种下了中文的种子。

来自日本札幌大学的小川俊目前就读于烟台大学外
国语学院，他的中文学习之路始于一个朋友的“安
利”。“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周围朋友的介绍下接触到
了中文。这位朋友是个中国通，经常向我们介绍中国的
历史和传统文化，让我对中国充满了向往。”怀着对中
国的期待及亲自看看朋友眼中的中国的期望，小川俊赴
中国留学。“中国发展得很好，快速发展中可见中华文
化的影响，我希望自己多学习和了解中华文化，体会其
独特魅力。”

就读于北京体育大学的巴西小伙雨果和中文结缘，
是受到了舅舅的影响。“我的舅舅非常热爱中国武术，
每年都会抽时间到中国学习。他在巴西开了一家中国武
术馆，让我从小就对遥远的中国充满了向往。”在舅舅
的影响下，雨果渐渐喜欢上了中国武术。让他欣慰的
是，如愿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赴中国留学，这样就离
中文更近了。

从听懂战术布置开始

小川俊的中国朋友大多是在足球场上认识的，正是
足球拉近了他与中国朋友的距离。在中国的留学生涯刚
刚开启时，小川俊的中文还达不到和同学们自在沟通的
水平。那时的他比较害羞，很少和同学交流。因为喜欢
足球，他就抱着足球到球场让自己放松，几场球赛下来，
他和一起踢球的同学渐渐熟悉起来，还交到了新朋友。

激烈的足球比赛容不得半点马虎，如何理解战术，
如何与队友及时沟通成了小川俊面临的难题。因为误解
了队友的意思，他还闹过笑话，“有一次我们比分领
先，队友们让我踢前锋，其他人回撤防守。我没听明
白，看队友们都撤回去了，我也和他们一起后撤。”

面对困难，小川俊并未放弃，而是迎难而上。虽然
他经常听不懂球队的战术布置，但会仔细地询问。到了
足球场上，也会主动与队友们交流，尽力了解他们的想
法。在不断努力下，小川俊的中文水平提升很快，如今

已能熟练地与队友交流。“足球是团队运动，当大家齐
心协力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一起拼搏时，彼此之间的感
情就会加深得更快。”小川俊说。

成长于足球王国的雨果，一上足球场便成了同学们
关注的焦点。“刚来时，我的中文一般，也不知道怎么
交朋友，但大家知道我是巴西人以后，都会约我踢足
球。”球场上的雨果尽情地展示着自己，也拥有了越来
越多的中国朋友，在和朋友们交流的过程中，中文也说
得越来越好。

如今，在中国待了近两年的雨果已能熟练地与队友
们沟通。“我很珍惜学习中文的各种机会，平时在足球
队训练时会主动和队友们聊天。为了在球场上和大家的
交流更加顺畅，出了球场，我也会练习中文口语，还会
做些笔记。”在雨果看来，足球场的良好氛围是他中文
进步的重要原因，“队友们给我提供了非常好的中文学
习机会，在足球场上，逼着你去听懂对方在讲什么。此
外，队友们平时有什么活动也会邀请我参加。因为大家
是朋友，我也敢大胆地讲中文，这样一来，中文水平就
提高了。”

将语言学习延伸至球场外

对小川俊和雨果来说，足球场是交到中国朋友、提

升中文水平的重要途径，同时，他们还将友谊和语言学
习延伸至足球场外。

“通过足球我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在
日常生活和学习上都很照顾我，让我感受到了中国朋友
的乐于助人。”与此同时，小川俊也承担起了日语老师
的角色，“我周围有许多喜欢日本或者正在学日语的朋
友，他们会用日语与我交流，其中有不明白的地方我会
耐心解答。在互助中，我的中文学得越来越好，他们的
日语水平也有了提高。”

不久后，作为交换学生的小川俊就要离开中国了。
“足球队里的朋友们为我举办了一个欢送仪式，让我特
别感动。我永远忘不了他们的热情相待，希望我能再回
中国与他们相聚。”

谈到将来的打算，雨果希望留在中国。“我原来的
计划是到中国学习武术，将来回到巴西帮助舅舅。随着
对中国的了解加深，我希望能留下来，努力学习足球知
识，促进巴西足球与中国足球的交流。”

相关专家表示，不少运动项目需要团队协作，也需
要队员快速做出反应，这就逼着学习者快速进入中文语
境。对语言学习者来说，主观能动性和学习效率是呈正
比的，参加团队运动项目，可以大大提升学习者的主观
能动性，从而快速提升语言水平。这其中，在足球场上
学中文，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途径。

在我心中，我最想感谢的人就是我的妈
妈，感谢她给予我生命，感谢她把最好的东
西都给了我。

我的妈妈很聪明，看一次美食节目就可
以做出各种美味的食物，还总是非常清楚
地记住我们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
我的妈妈很爱开玩笑，茶余饭后，一家人
总是开开心心地谈笑风生。我的妈妈也很
严厉，弟弟淘气，不爱学习，写作业总是
磨磨蹭蹭，很不情愿，每当这时妈妈都会
批 评 他 ， 于 是 弟 弟 翘 着 嘴 巴 一 边 哭 一 边
写 ， 等 弟 弟 完 成 作 业 后 ， 妈 妈 又 会 安 慰
他，给他讲道理。

妈妈告诉我们，当她还是小女孩时，胆
子非常小，特别怕毛毛虫。但是，在我的眼
中，妈妈可勇敢了！是啊，如今她已是妈妈

了，她不能再害怕毛毛虫，因为她知道她的
孩子也会害怕。她必须坚强，有责任保护好
自己的孩子。

如果说我对妈妈的爱是一条河，那么妈
妈对我的爱就是一片海。我对妈妈的爱可以
用一篇小作文写出来，而妈妈对我的爱则是
千言万语都表达不尽的。

（寄自葡萄牙）

“谢谢陈老师！”“谢谢张老师！”“辛
苦老师了！”“感谢华侨大学的两位老师
耐心而详细地直播授课，让我受益匪浅，
辛苦你们啦！期待下午的课程。”……这样
的话语不时在“华大云课堂”培训群里涌
现，时时刷新大家的屏幕。

日前，由泰国华文教师公会和华侨大
学联合主办的“华大云课堂”第一期泰国
中文培训班正式开课。来自华侨大学华文
学 院 的 3 位 老 师 ， 以 钉 钉 视 频 会 议 和
Facebook直播的方式为泰国中文教师讲授
了 《三种常见在线教学形式》《汉字输入
小技巧》和《汉语语音教学》等课程。当
天，泰国各地的 400多位老师在线观看了
直播学习，5000多位老师观看了重播，近
2万人关注了此次培训活动。

“华大云课堂”培训模式是华侨大学
在泰国开展中文教育的新尝试，也是泰
国华文教师公会的新创举。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包括泰国在内的全球中文教
师都面临“教和学”的巨大挑战，泰国
不少学校处于停课状态，中文教师们在
学校的汉语课程急需由线下转到线上，
在此过程中面临着不少的问题与困难。
泰国华文教师公会通过多次尝试和摸
索，探索出一种将中国的在线教学平台
和泰国本土中文教师习惯的社交平台结
合起来的“直播+录播”培训模式。泰
国华文教师公会将以前开展的各种线下
教师培训活动比成是教师们学习的“第
一课堂”，将这种新的线上培训模式命名
为“第二课堂”。“第二课堂”培训模式
能够即时精准把握教师们的课程需求，
可以快速高效推进培训，具有减少聚集、节约成本、实时
互动、无国界地区限制、在线永久保留，无限次播放等优
点，适于疫情防控期间的教师培训。

华侨大学响应泰国华文教师公会的号召，在接到“第二
课堂”消息的第二天，就针对疫情防控期间泰国中文教师对
线上教学工具及使用方法的迫切需求，设计出了“第二课
堂”之“华大云课堂”第一期培训课程的内容，并与泰国华
文教师公会同仁一起完成了前期测试等工作。

近日，“华大云课堂”为泰国中文教师开展了第二次线上
培训。培训当天，有近6000位老师收看课程。

2020 年“汉语桥”美西南地区预赛比赛小
学组 16号选手爱玛在比赛结束后的访谈中，面
对着录像机，双眼闪烁着激动的泪光。

得知自己获得小学 4-5 年级组冠军后，她
特别兴奋。为了这次比赛，这个 11岁的女孩足
足准备了1年。而这其中，还有一段感人至深的
师生情谊。

“李老师，我很想您”

“我今天表演的节目是 《太极功夫扇》。教
我太极扇的老师是厦门大学的李老师，他已经
回中国了，我很想他。因为去年我的脚受伤
了，所以去年的‘汉语桥’比赛我没有办法表
演太极扇。现在脚伤好了，我可以重新表演这
个节目。”爱玛用流利的中文说道。

“虽然李老师今天不在现场，但她 （爱玛）
为了李老师准备了太极扇节目。”爱玛的妈妈苏
珊娜补充道。

母女俩所提到的李老师，是美国圣地亚哥
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师李仁松教授，来自厦门大
学体育学院。从2017年至2019年，李仁松在孔
院作为“六艺”项目负责人，主要负责太极、
武术文化等的教学和指导工作。现今，他已结
束任期，返回厦门大学。

师徒情深

2018 年秋，爱玛报名了孔院的“六艺课后
兴趣班”中的 《太极功夫扇》 课程，从此与李
仁松结下了师徒缘。当时的爱玛就读于孔子课
堂巴纳德小学的中文沉浸班三年级，中文基础
扎实，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

李仁松发现爱玛不仅有天赋，还努力好
学，上课常和老师互动。经过 1 个学年的太极
拳、太极扇训练，爱玛不仅熟练掌握了动作，
对太极精神内涵也有所领悟。

在 2019 年“汉语桥”比赛报名时，爱玛毫
不犹豫地在才艺表演里填上了“太极功夫扇”。
同时李仁松还向中国健身气功协会推荐爱玛，
希望她在赛后能到中国参加太极比赛。

可惜所有的计划都由于爱玛的脚伤而不得
不暂停。她在练习中国舞蹈时，脚踝韧带意外
拉伤。医生告诉她，几个月内都不能做任何
运动和舞蹈动作。得知这个消息，爱玛很是
伤心。

即便如此，在 2019 年春节期间，为了支持
李仁松老师组织的中国新年演出，她还是带着
脚伤坚持参加了几场太极功夫扇的演出。到同
年5月“汉语桥”比赛时，由于脚伤加重，在妈
妈和医生的劝说下，爱玛只能临时改变表演节
目，用诗歌朗诵代替《太极功夫扇》节目。

凭借流利的中文演讲和动情出色的朗诵表
演，爱玛获得了“汉语桥”小学组第三名的好
成绩。赛后，李仁松鼓励爱玛，希望她脚伤康
复之后坚持练习太极，也欢迎爱玛母女以后到
厦门大学参观和学习。

回归“汉语桥”

时隔 1年，爱玛带着《太极功夫扇》节目重回
“汉语桥”赛场。虽然李仁松不在现场，但是他通
过视频看到爱玛的表现后非常感动：“很高兴看
到她的脚伤康复了。这个节目是去年给她编排
的，一共两分钟，她表现得很好。”

得知爱玛凭借优秀的表现获得冠军后，李
仁松很是激动：“真为爱玛感到高兴！希望疫情
结束后，能够邀请爱玛母女来厦门大学。”

爱玛的妈妈苏珊娜曾经到中国学习中文和
中医，所以她鼓励女儿从小学习中文，也十分
支持孔院的项目。

“汉语桥”比赛后，她向孔院表达感谢：
“孔院举办的‘汉语桥’比赛是一个非常好的活
动，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平台，相互鼓励、相
互帮助、相互学习汉语，不仅提高了他们的中
文水平，还学习到中国文化，建立了一座文化
沟通之桥。”

汉语桥
师徒情

孔 媛

爱玛在表演太极功夫扇

我很喜欢小鱼，你呢？你在大海中玩过
“寻找小鱼”这个游戏吗？

前年暑假，妈妈带我、姥姥和姥爷到美
丽的泰国玩。在泰国，我们游览了很多地
方，看了大佛、坐了船、去了漂亮的海岛、
玩了很多有趣的项目。

但是，我最喜欢的是“寻找小鱼”这个
游戏，因为在游戏中，你得在无边无际的大
海中找到小鱼，然后再给它们拍照，看谁拍
得最多。

游戏刚开始时，我有些害怕，但是看到
大家都很积极，我的忧虑也打消了，倒是越
玩越开心，越玩越来劲儿。导游一说“开
始”，大家都开始行动起来。我先看到一条金
色的小鱼和我打招呼，远处的海带跳着舞开
心地迎接我，我开始特别用心地给小鱼拍照。

不一会儿，哨子“嘟嘟嘟”地响了起

来。时间到了，大家都回到了海滩，开始互
相展示自己拍到的小鱼。终于到了分享照片的
时刻，忽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胸有成竹地
说：“我赢了，我拍了62条小鱼！”我们都“哇”的
一声喊了起来，说道：“厉害！厉害！”

听了我的描述，你们觉得“寻找小鱼”
这个游戏是不是很有趣？

（寄自西班牙）

母爱如大海
韩雨桐（12岁）

寻找小鱼
柴润泽（1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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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足球遇上中文
孙晨彭

来自巴西的留学生雨果 （左一） 和中国同学在一起踢足球。

柴润泽近照柴润泽近照

韩雨桐近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