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

用好第二课堂 感受中文精彩（中）用用好好第二课堂第二课堂 感受感受中中文精彩文精彩（（中中））

学中文学中文
责编：赵晓霞 邮箱：xiaoxiapeople@126.com

2021年9月3日 星期五

骐骐出生在德国，上个月刚刚
结束了幼儿园生活，现在的她是一
名小学一年级新生。别看她年纪
小，可已经是杜塞尔多夫汉园中文
学校二年级的一名“老生”了。在
认真学习中文几年之后，骐骐逐渐
有了一些可喜的收获。在今年的第
四届全球华语朗诵大赛上，获得德
国分赛区特等奖，在之后的全球
决赛中获得优秀奖。根据国内专
业语文老师评价，她的中文程度
已达到国内小学二年级水平。看
着小小的她每天上学回家后都会
捧起中文书籍阅读很久，让我感
慨颇多，这几年陪骐骐学习中文
的场景历历在目。

我的思绪回到 6 年前，那时骐
骐还不到 1 岁，我每天坚持给她读
半个小时的中文绘本，最开始读
给她听时，她并没有太大兴趣。
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每到读绘本
时间，她就会欢欣雀跃地凑到我
身边，边听故事边指着绘本上的
图案咿呀学语。这个每天给她读
中文绘本的习惯坚持了好几年，
日积月累，给她读过的和她自己
读过的中文书已有上百本。有很
多书是她百看不厌的，比如 《不
一样的动物大百科》《米小圈上学
记》 等。

在骐骐 3 岁生日时，我和骐骐
爸爸送给她一套凯叔西游记故事人
偶，从此她对于中国传统故事的着
迷一发不可收拾。这套西游记人偶
整整伴随了骐骐两年，那时的她真
是吃饭听，坐车听，洗澡听，睡觉前
也要听。故事听久了，她可以声情并
茂地复述其中的精彩桥段。最近，她
迷上了三国演义，从最初的似懂非
懂到现在对里面的英雄人物如数家
珍，兴趣真的是学习最好的老师。

作为华人父母，大家都知道从
孩子的中文启蒙阅读到实现自主阅
读这个转变过程非常长，其中最困
难的要数汉字的学习。

我们也遇到了同样的挑战，骐
骐 3 岁多时，我和大部分家庭一样
选择用汉字卡开始教她认字，每天
学几个新字再复习之前学过的。刚
开始时，她学得很快，可几个月之

后，每次在我读中文绘本问她这个
字怎么读，那个字是什么时，她都
非常抵触，甚至觉得读故事书也变
成了学习任务，毫无乐趣。那时，
我真切感受到了自打陪着孩子学中
文以来的第一次焦虑，一方面担心
教她汉字会让她失去学习中文的兴
趣，另一方面又怕她的汉字基础打
不牢，等上学后课外学中文的时间
越来越少，更加难以坚持下去。幸运
的是，我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杜塞
尔多夫汉园中文学校的孙晓帆老
师，和她几次聊天之后明确了孩子
学习中文一定要以大量阅读为基
础，以培养其对中文的兴趣，同时科
学地、循序渐进地学习中文读写。

思路明晰之后，我回归到了单
纯地带骐骐遨游书海，自己的焦虑
也缓解不少。在骐骐 4 岁时，参加
了孙老师创建的识字启蒙班。因为
她年纪小，开始我只是抱着试试看
的想法，没想到骐骐特别喜欢孙老
师的教学方式。在识字启蒙班的 1
年中，我发现她越来越喜欢识字，
学习新字的速度也逐渐变快。这段
学习经历帮骐骐打下了很好的中文
语感和扎实的汉字基础。

骐骐 5 岁时，升到了汉园语文
一年级，开始学习国内 《语文》 一
年级的课程内容，她认识的汉字越
来越多，不到 6 岁，已经可以指读
整本中文故事书。虽然有时断断续
续，但这给了她满满的成就感。到
了中文学校一年级下学期时，我明
显感觉到骐骐已经不满足于一周一
节课的学习进度，通过内部测试顺
利进入快班，成为了班上年龄最小
的几个孩子之一。如今，她已经熟
练掌握了汉语拼音的拼写和认读，
成功完成了从拼音拼读到汉字自主
阅读的关键一步。

作为一名母亲，从骐骐开始学
习中文到她现在可以自主阅读，期
间我有过焦虑，有过疑惑，但从未
想过放弃。在我看来，在遇到困难
时让孩子保持对中文阅读的兴趣，
在孩子困惑时适时乐观地做孩子的
助力，这才是我们海外华人家长帮
助孩子学习中文的不二法门。

（寄自德国）

20 年前，我作为中国著名侨乡的
一名热血青年，跟随着那阵“出国
风”，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满腔热
情，远渡重洋来到西班牙，开启了海
外创业定居的人生之路。通过多年的
努力拼搏，如今我拥有了自己的事
业、家庭及可爱的孩子。

在收获成功与喜悦的同时，我也
面临着绝大多数海外华人父母都不得
不面对的一个巨大挑战，那就是华裔
孩子的中文教育问题。由于大多数父
母平日里工作繁忙，没有太多的时间
陪伴孩子，再加上中外教育方式存在
差异，所以如何引导孩子既要保持中
国的优良传统，又要无障碍地融入当
地文化，无疑成了我们海外华人父母
的共同话题。

相对于很多家庭为教育孩子的问
题而苦恼，我和先生无疑是幸运的。
先生虽然从小在西班牙长大，但却是
在一个非常严谨、和谐美满且具浓厚
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家庭氛围中长大
的。所以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先生
可以兼顾不同方面的考量。

亲情陪伴对于孩子成长是至关重
要的。一直以来，我和先生由于各自
的工作性质，大部分时间都在出差中
度过，但我们有个约定从未打破，那
就是夫妻二人不要同时出差，必须有

一人在家中陪伴孩子。让孩子能够时
刻体会到父母的悉心关爱，在亲情中
快乐成长，一直是我和先生极力想要
达到的目标。

我曾经一度担心孩子的中文学习
问题，因为孩子在国外，不像国内的
孩子可以系统地学习中文以及中华文
化。幸运的是，在马德里，我们遇见
了合适孩子们的爱华中文学校。两个
孩子在进入爱华学习的几年时间里，
取得的点点滴滴的进步，我们是看在
眼里、乐在心头。

学中文过程中，兄妹俩养成了很
好的阅读习惯。通过大量的中文阅
读，我发现孩子们在写作、理解和与
我们沟通时的表达能力方面，都有了
很大的提升。所以，平时有时间，我
就会让孩子们给我讲书里的故事，也
会定期带他们去图书馆，借他们感兴
趣的书籍，以此来开拓视野，不断丰
富孩子们的精神世界。

回首过往半生路，三分酸楚七分
甜。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家两个孩子
的羽毛已经渐渐丰满。我真心希望所
有海外华人的孩子都能在父母的亲情
陪伴下，既能学好中文，又能传承中
华民族优良传统美德，逐渐成长为社
会所需要的人才。

（寄自西班牙）

最近，刚刚过完暑假的学生都开始进入校园，
迎接新学期的生活。开学就要去学“校”。与“家”
不同，“校”是不带有私密性的、范围更大一些的公
共空间，主要是学生进行学习的地方。“校”这个名
称在历史上有一个演变过程。《孟子》 中说：“夏曰
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
伦”。“校序庠”其名虽异，其实相同。具体来说三
者细微的差别主要如下：

校，《说文解字》 释为“木囚也。从木，交
声”。从字形看，“校”就是木桩子围合起来的栅
栏，其功能之一就是东汉文字学家许慎所说的“木
囚”。把犯了错的人圈起来的目的是使其能够反思自
己的错误言行，进而纠正错误，回归正途，所以这
个“校”也就有了“矫正”即“校正”“改正”之
义，这是“校稿”等词里的“校”的语义来源。在
此基础上，“校”又进一步引申出“考察”“思虑”

“比较”“计较”等义项。给孩子们提供长养的场
所，也是用木栅围合起来的公共空间，其功能也具
有“校正”使之正向成长，因此“校”成为“学
校”之“校”也是可以理解的事。

序，是一个形声字，从“广”“予”声，本义指
的是堂屋的东西墙。“宀”和“广”的区别在于，

“宀”是东西南北四面围合的房屋，而“广”是东西
北三面围合而南面开放的房屋。房屋建筑东西南北
规划与建设都有规则，因此“序”的词源中就含有

“秩序”“次序”之义。在“序”内学习人伦礼仪，
既是客观事实，也寄予了人文理想，所以，“序”成
为“学校”的代名词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从词汇学
角度来说，这是一种相关性语义引申。

庠，从“广”“羊”声。从“广”意味着这个房
屋建制跟“序”类似，也是三面围合南向开放的房
屋，说明“庠”也是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声符

“羊”有“长养”“长大”“大”之义，比如“养”就
是饲食以使之从小变大 （后来语义有所引申），

“翔”就是从低向高飞，“洋”就是范围广“大”的
水，等等。所以这个“庠”里的声符“羊”是提供
隐性语义信息的，即为孩子“长养”“成长”所提供
的开放性公共空间。

无论是“校”，抑或是“序”，或者是“庠”，在
中文语境下，都与“房屋”“建筑”密切相关，同
时，都跟“规范”“成长”有关，这也是中国教育特
别重视“教导”人的修养与品行的文字体现。

（作者系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研究员）

鼠年的钟声刚刚响起，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打
响了。敌人不宣而战，来势汹汹。“新型冠状病毒”
这个闻之色变的字眼，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必将
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人类与病毒的对抗。

2020 年除夕夜，我按照惯例打开视频给远在中
国的外公、外婆拜年。众所周知，春节是中国文化
中最重要的节日，往年都是“爆竹声中一岁除，春
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
符”。然而，今年电话那头的外公忧心忡忡地对我
说：“莉莉，今年春节不过了。”通过外公的讲述和
各类新闻报道，我终于体会到了外公的担心。春节
的人员流动、拜年的亲朋走动、庙会的人头攒动，
这些人们已经习惯了的过年方式，戛然而止，取而
代之的是“静”。

随着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我也被迫离开了喜
爱的课堂，禁锢在自己小小的家中。突如其来的疫
情，以一种猝不及防的方式打乱了我们熟悉的一
切。为了防控疫情，人类社会同步按下了一次史无
前例的“暂停键”。此时的我，渐渐领悟了“一动不
如一静”。作为普通人的我们，静静地宅在家中，不
远行、不扎堆、少聚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默默支
持坚守在疫情最前线的英雄们。做好我们的“静”，
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支持和保护。

一定的社交距离，可以有效保护我们免遭病毒
侵犯，但也正是这小小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
人类感情的交流。而在屋角“安静”履行职责的网
线又让我们的精神在互联网中重聚。我们看到隔离
在方舱医院里的人通过视频向家人报平安，看到大
家在网络媒体里录制各类短视频为社会送去希望和
温暖，看到一个个普通人利用社交网络接力为需要
帮助的人求助、募捐…… 窗外，安静的街道、空旷
的广场，一切都在默默地坚守。

那 一 刻 ， 每 个 人
的“静态”都是疫情
防控的需要，都是为
防疫尽一份责任。每
个 人 都 应 该 以 “ 静 ”
来 致 敬 那 些 坚 守 和

“逆行”的英雄们。
希望我们一起携手

今天的“宁静”，以期
许明天的“致远”。

（寄自美国）

汉字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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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静”致远
徐奥莉（14岁）

宁“静”致远
徐奥莉（14岁）

开学说“校”
孟德宏

开学说“校”
孟德宏

中文阅读是根本
孟 丽

亲情陪伴助力中文学习
张春玲

在我看来，在遇到困难时让孩子保持对中文

阅读的兴趣，在孩子困惑时适时乐观地做孩子的

助力，这才是我们海外华人家长帮助孩子学习中

文的不二法门。

平时有时间，我就会让孩子们给我讲书里的故

事，也会定期带他们去图书馆，借他们感兴趣的书

籍，以此来开拓视野，不断丰富孩子们的精神世界。

图片来源于网络

◀从骐骐还不
到 1 岁时，母亲孟
丽就开始每天坚持
给孩子读半个小时
的中文绘本，一直
坚持到现在。

图为孟丽和骐
骐一起读中文书。

▶ 张 春 玲
说 ， 真 心 希 望
所 有 海 外 华 人
的 孩 子 都 能 在
父 母 的 亲 情 陪
伴下学好中文。

图 为 张 春
玲 （后 右） 和
先 生 及 两 个 孩
子合影。

学习中文的外国朋友对汉语水平考试
（HSK） 一定不会陌生。近年来，随着海
外中文学习者越来越多，参加中文考试的
考生也在不断增多。

其实在中文考试大家庭中，除了汉
语水平考试，还有不少中文专项考试，可
以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考试需求。

中文专项考试是针对第一语言为非中
文的特定人群、特定领域开展的权威中文
考试，目前主要包括“汉语水平口语考试

（HSKK）”“中小学生汉语考试（YCT）”“商

务汉语考试（BCT）”“医学汉语水平考试
（MCT）”等。

为有效应对疫情影响，为考生提供更
加便捷的考试服务，包括汉语水平考试在
内的中文系列考试于2020年4月创新推出
居家网考形式，截至目前，已有8万余人
次参加。

除汉语水平考试之外，其它中文专项
考试考什么？

据相关专家介绍，汉语水平口语考试
主要考查中文非第一语言考生的中文口头

表达能力，包括初级、中级和高级，考试
采用录音形式。

中小学生汉语考试重点考查中文非第
一语言的中小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运
用中文进行交际的能力，该考试分为笔试
和口试两部分，二者相互独立。笔试包括
四个级别，口试包括两个级别。

商务汉语考试重点考查中文非第一语
言工作人员在商务或一般工作情境中运用
中文进行交际的能力，考试分为笔试和口
试两部分，二者相互独立。

医学汉语水平考试主要面向医学专业
留学生、在中国境外用中文进行医学专业学
习的学生以及在中国境内外用中文进行临
床诊疗的中文非第一语言医护工作人员，考
查其在医学/医疗场景中与患者、医护人员
及相关人员用中文进行交流的能力。

到 2021 年底，中文系列考试还有 11
次考试机会。此外，考虑到海外疫情情
况，为满足考试需求，2021年下半年增加
9 月 25 日、10 月 30 日、12 月 11 日 3 次考
试，面向海外开设居家网考。

中文专项考试有哪些？考什么？
于 荷

中文服务站

（本文配图除
署名外，均由作者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