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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对孩
子来说，亲身经历更胜于在家里通过网络
或电视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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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中文学习热的一波波浪潮中，华裔青少年是个很特殊的群体。
就像有人会觉得出生在英语国家的孩子张口就可以流利讲出英语，也会有
人认为华裔孩子熟练掌握中文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一个“难”字道出现状

近来加拿大一项调查显示：只有 40%的华裔第二代移民能熟练掌握中
文，而到第三代移民这个比例还在下滑。实际情况是，不少华裔青少年只
能听中文，不愿意或者不会说，读和写更加困难。

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妈妈来说，怎么才能让孩子保持中文
水平，真的是非常考验耐心和智慧。朋友间分享小朋友学中文的经历，最
终往往都会演变成彻头彻尾的吐苦水大会。

戴先生移民过来的时候，女儿已经上三年级，开始觉得中文保持应该
不是问题，可没想到，没有语言环境，孩子中文阅读的习惯只保持了两三
年，读写能力越来越弱。

“因为父母都要上班，儿子从11个月开始就被送去日托。虽然我们在家
里坚持说中文，孩子也从 5 岁开始周周不落地去中文学校，可学了六七
年，我家儿子的中文阅读水平大概也就相当于国内小学一年级。真的太难
了！”蔡太太十分坦诚。

一个“难”字道出了华裔青少年学习中文的现状。
然而，学好中文，说是所有华裔父母的愿望，绝不为过。且不论，依

托中国国际地位的大幅上升，会中文、懂中国思维，在未来的发展中会具
有多大的天然优势；学好中文更重要的还是一种文化传承的情结。通过学
习中文留住中华文化的根，是很多旅居海外的华人父母坚持陪伴孩子学习
中文的原动力。

家庭教育需多方入手

任何一种语言能力的保持和学习，都需要持续不断地输入，中文同样
如此。对于华裔青少年而言，虽然有中文学校，一些公立学校也会开设中
文课程，但往往时间有限、效果难以保证。要弥补海外中文学习语言环境
先天不足的劣势，家庭作为第二课堂所能起到的作用至关重要。

如果家庭成员保持用中文交流，对于中文学习十分有帮助。华裔青少
年进入学校以后，日常交流主要使用所在国语言，即便是兄弟姐妹间，很
多时候也是如此。而且，表达上一般会有中文和居住国官方语言混杂的问
题。可以引导他们尽量用中文完整表达，这也有助于培养中文思维。

当然，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兴趣始终是第一位的。我家两个女儿在
加拿大出生，她们对儿歌很感兴趣，学习中文就从儿歌开始。然后慢慢接
触一些故事、诗歌，看一些中文动画片。今年看了《西游记》，学会了一些
日常生活中不太会用到的语汇，比如和尚、师傅等。家庭的日常交流只会
涉及一些生活情景和语汇，有意识地引导孩子们接触文学作品，能拓展听
说的广度。

华裔青少年学习中文，也不能仅仅局限于语言本身的学习，要带孩子
多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流行文化。每一个传统节日，尽量依传统过，
讲一些传统节日的由来和故事。比如，端午节的时候我们会给孩子们看赛
龙舟的视频、一起包粽子，也会给他们缝制香包、系上五彩绳，讲屈原的
故事。中文的魅力在于其背后的深厚文化和传统，希望华裔青少年不仅能
学好中文，更希望他们可以亲近中华文化，这样的中文学习才有温度。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华裔父母的坚持，是不希望因为语言的惯性退
化，慢慢隔断了华裔青少年与祖 （籍） 国的文化联系，丧失了文化认同。

因此，东京奥运会上的中国选手比赛、这个月国际烟花节的中国场表
演……所有跟中国相关的事件，我们都尽量带孩子们去感受、去参加。当
中国国歌响起的瞬间，情由心生不禁泪目。无论是汉字还是中国这个名
称，都不应该只是符号，而应该是饱满的、有内涵的存在。

学好中文，身在海外的我们，更希望有更多的华裔孩子可以成为所在
国和祖 （籍） 国文化交流的使者和桥梁。

（寄自加拿大）

随着中国语言文化国际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大幅
攀升，海外中文教育发展迅速。作为中文教育的第
二课堂——家庭，不仅是海外中文学校课堂的延
伸，更是实现语言自然代际传承的桥梁。

对华裔父母而言，希望自己的子女在融入居住
国文化的同时，不要忘了根，能在世界多元文化激
荡之中有根本、有传承，今后能找到回家的路，中
文以及中华文化正是桥梁纽带。如何让孩子由学习
中文而至了解中华文化，由了解中华文化而至传承
中华文化，是对家长的考验。

正如身在加拿大的华人妈妈李炜娜所言：“中
文的魅力在于其背后的深厚文化和传统，希望华裔
青少年不仅学好中文，更希望他们可以亲近中华文
化，这样的中文学习才有温度。”

就如何用好“家庭”这个第二课堂，本版今日
推出 《用好第二课堂 感受中文精彩》 系列报道
（上）。

我的儿子夏恩泽出生在西班牙马德里，从他开始
咿呀学语的那一刻起，我就意识到中文对他来说有多
么重要。

于是，我把家庭当成第二课堂，有意识地用中文和
西班牙语两种语言跟他交流，还带着他读中文绘本，给
他讲中国童话故事。

儿子5岁那年，我将他送到爱华中文学校开始系统学
习中文。但因为学校是周末班制，一周只有3个小时的中
文课，单单依靠中文学校，想学好中文实在困难不小。
这时，发挥家庭的第二课堂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我先给儿子立下规矩，要求在家里必须说汉语普通
话；其次是从孩子的兴趣入手。小家伙喜欢看绘本，我
就每天安排时间陪他一起看中文绘本，讲故事给他听。
为了鼓励他读书，我常跟他说：“可不可以把你知道的故
事讲给我听呀！”每当这时，儿子就会像个小老师一样，
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起故事来。这些方法都在儿子学中文
的路上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

爱华中文学校也会教家长怎样帮助孩子实现学习能
力的提升。在学校老师的指点下，我对中文阅读有了更
深入的认识，在网上找到不少适合少儿的书籍，比如

《十万个为什么》《淘气包马小跳》 系列等，由于当时的
儿子还处在学习汉语拼音的阶段，我就挑了一些有汉语
拼音标注的书籍，每天陪他读1个小时。

为了不让阅读变得乏味，我带着儿子开展了不同形
式的阅读，比如我读一段，他读一段，有时还会模仿动
物的声音来读或者互换角色来读。随着时间的推移，小
家伙渐渐迷上了阅读，而且享受着阅读带来的亲子互
动体验。渐渐地，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2014 年 10 月，爱华中文学校准备推荐 6 岁的儿子参
加西班牙“中汇杯”第一届“我是超级演说家”演讲比
赛，老师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欣然答应。虽然儿子的中
文基础还比较薄弱，但我还是鼓励他去尝试。就这样，
我们投入到了紧张的准备之中。功夫不负有心人，儿子
的表演赢得了满堂彩，居然拿下了少儿组第一名。

2015 年 10 月，儿子参加第二届“中汇杯·我是超级
演说家”比赛，他以 《我的朋友—妈妈》 为演讲主题，
用真情实感打动了观众，获得了三等奖。

自此，儿子学习中文的热情更高了，也更自信了。
在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儿子把从中国带来的
书全都看完了，有些书甚至读了两遍。后来，我就带着
他到学校的图书室借书看。

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在亲子
关系中，我们应把孩子看成是生命中“亲密的他人”，要
尊重孩子。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曾经奶声奶气的儿子已经成
长为一个英俊少年，回想起以往的点点滴滴，作为妈
妈，我很欣慰的是在培养儿子的道路上，我不但没有缺
席，而且一直享受着共同成长的人生乐趣。

（寄自西班牙）

我家老陈是个自动化
工程师，也是古诗文爱好
者。他常年四处奔波，出差
是家常便饭。每次出差，随
身行李可繁可简，但必不可
少的，是女儿的中文书。

以前，无论是女儿在中
文学校学的课本还是课外阅
读的故事书，老陈都会同时
买两本，一本女儿用，一本
放在他的公文包里。后来电
子书盛行，一本电子书可以

包罗万象，就简单多了。
老陈经常“见缝插针”，一看见女儿闲

着，就提议一起读一会儿中文书，口气虽
然谦和委婉，但这种做法让女儿不胜其
烦，经常会口气生硬地断然拒绝，被拒绝
的次数多了，他也会压抑不住勃然大怒。
最后，我们全家坐下来一起商量的结果
是，每周固定时间一起读书，不需要询
问，更不允许拒绝，其余时间，老陈也绝
不再去问女儿“愿不愿意”。

规则定好了，老陈和女儿就坚持下
来，每周会一起读书。在德国的时候好
办，如果出差在国内，他也会等到女儿放
学回家，两个人通过视频一起读书后再睡。

他们读书的内容很随意。中文学校的
人教版的教材、国内外的儿童文学书籍等

都有，比如 《草房子》《肚子里的虫子》
《窗边的小豆豆》《忠犬八公》等。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老陈也会推荐
更多经典文学作品，比如 《城南旧事》《朝
花夕拾》《骆驼祥子》等。

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才能知道将来要
到哪里去。当女儿上了高中以后，读书重
点转向中国历史和古代诗文。比如，老陈
会将 《古文观止》 中的名篇打印出来，先
让女儿在网上查询文章大致含义，然后两
个人一起探讨，希望女儿能体会到古诗文
的韵味。

和孩子一起学习的过程有快乐，也有
失望。老陈工作繁忙，遇到女儿情绪抵
触，他也会感到沮丧。但每当看到女儿可
以用简单朴实的语言，写出感情真挚的文
章时，他也体会到收获的满足。

女儿现在在汉园中文学校学习人教版
九年级教材，基本和国内保持同步。汉园
的老师们春风化雨，循循善诱，我们全家
一起积极配合，女儿几篇小作文居然在国
内举办的作文比赛中获奖，这也给予孩子
莫大的鼓励。

老陈说，作为中国人，我们有义务把
中华文化传承下去，在孩子心中开出一片
苗圃，让中华文化之美像一颗种子，在那
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寄自德国）

7年前，我和读小学四年级的儿子仁博
来到荷兰。因担心仁博忘掉母语，我要求
他每周用中文写一篇周记，内容可以是每
天在学校里的见闻，也可以是周末外出时
见到的风景以及生活体会等，然后我再帮
他修改。就这样，他坚持了 1 年多的中文
写作。

随着学校学习科目的增加，仁博的功
课日渐繁重，而我也要工作，之前的安排
不得不调整。我意识到，在有限的时间
里，不能仅依靠写周记来学习中文。我叮
嘱仁博在网上搜索或查询资料时，多使用
中文输入，平时读读中文报纸，看一些中
国电影和电视剧，这为他巩固中文提供了
帮助。

平时放春假或秋假时，我们一家会到
郊外骑车或徒步行走，有时也会与其他的
中国同学或朋友聚会。作为父母，我们鼓
励孩 子 们 用 中 文 沟 通 ， 分 享 学 习 的 乐
趣，讨论生活中的困惑。闲时，我们经
常一起包饺子、做中国菜肴，让孩子参
与其中，熟悉中国的饮食文化。我家里
也有从国内带来的汉语词典、成语大词
典等中文书籍，希望仁博在遇到不理解
的中文字词时，能主动地从书本或网上
去寻找答案。作为家长，我更多的是给
儿子鼓励和支持。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让他在闲暇时自由地选择阅读，在知识
的海洋中自在地遨游。

2016 年夏天，我和仁博回国休假。我
们俩在广东、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完成
了 20 天的自助游，让他体验了中国各地的
风情及文化。同时，为了加深他对国内生
活的了解和亲近感，我们乘坐了高铁、旅
游车和马车等不同的交通工具。既要读万
卷书，也要行万里路。对孩子来说，亲身
经历和用心体会更胜于在家里通过网络或
电视进行学习。

2018 年暑假我们再次回国，在深圳参

加了一个 50 多人组成的行知助学公益团
队，前往一些偏远的乡村，去帮助那里的
贫困儿童。那些乡村孩子不畏艰难掌握知
识的态度对儿子来说是一种鞭策和教育。
活动结束后，他与我探讨了许多关于中国
教育及经济的话题，这也是我们此行最大
的收获。

随后，我们与家人自驾在华南及贵州
等地旅行，每天与当地人吃住在一起，在
旅行中增长见识。仁博将荷兰的生活与中
国的生活习惯、学习方法相对比，提出自
己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学习中
文、了解中国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认知与
兴趣。

2019 年，仁博进入荷兰丹华文化教育
中心学习中文，他的中文阅读理解和写作
能力都有了明显的提升。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今年6月，儿子参加了汉语水平考试

（HSK） 六级，并取得了好成绩。
回望仁博的中文学习之路，我最想说

的是，培养孩子对中文的认同感非常重要。
（寄自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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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汉字还是中国这个名称，都不应该
只是符号，而应该是饱满的、有内涵的存在。

留住中华文化之根
李炜娜

留住中华文化之根
李炜娜

◀来自加
拿大的华裔小
姐 妹 李 姊 恬

（左） 和 李 紫
钰在展示她们
学写的汉字。

培养孩子对中文的认同感
王 洁

单单依靠中文学校，想学好中文
实在困难不小，发挥家庭的第二课堂
作用尤为重要。

共读激发兴趣
张建秋

在孩子心中开出一片苗圃
杨国香

我们有义务把中华文化传承下去，在孩子心中
开出一片苗圃，让中华文化之美像一颗种子，在那
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来自荷兰的王仁博在读书。来自荷兰的王仁博在读书。

◀ 来
自 西 班 牙
的 华 人 妈
妈 张 建 秋
和 儿 子 夏
恩泽合影。

◀来自
德国的华人
妈妈杨国香
和女儿以及
丈夫老陈一
起练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