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三年级 余欣玥 指导老师 陈琳达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
句话出自汉乐府诗《长歌行》。《长歌
行》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劝人珍惜
时间发奋努力的诗歌。这首诗的主
要内容是说四季变换得很快，时间
一去不复返，所以人们要珍惜青少
年时代，刻苦学习，长大后才能有所
作为。“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就
是说如果年轻的时候不努力，	等老
了就只能悲伤叹气了。
	 我长大了想当一个医生。但是
光想不做是不可能实现这个理想
的。从现在起，	我就要为此而努力。
我每天跑步，做俯卧撑和练哑铃。	
我还参加了游泳队，每星期都去练
习游泳。我相信，	这样坚持下去，	
我的身体会很棒。	将来当了医生，
就是要做几个小时的手术，	我也能
坚持下来。另外，我还要认真学习，
将来才能进一所好的大学，去学习
世界上最先进的医学知识，最终成
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我现在每天合理利用时间，坚
持锻炼身体和学习各种知识，	长大
以后一定不会后悔小的时候虚度了
光阴。

我爱我家 
 三年级 曾恺希 指导老师 陈琳达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	也都很
爱自己的家。	我也爱自己的家，	因
为家会给我带来快乐和爱。
	 我的家里有三个人，	一个是爸
爸，	一个是妈妈，	还有一个是我。	
爸爸妈妈都很忙，	每天都要工作到
6点钟来接我回家。	回家后爸爸妈
妈还要做饭，	管我的学习。	爸爸妈
妈很辛苦，	可是每次我问他们，他
们都说不辛苦。我爱我的爸爸妈妈，	
他们每天都照顾我，改正我的错误，
教我什么是对的。他们还会保护我，
下雨打雷的时候我也不怕。	我也喜
欢我们的房子，	因为里面有爸爸妈
妈。	我也喜欢我的房间，	喜欢我的
小床，	它很舒服。	也喜欢躺在沙发
上读书和看电视。
	 我爱我甜蜜蜜的家。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三年级 张嘉文 指导老师 陈琳达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就
是说,	你小时候不用心学习,那你长
大以后就会很伤心。你伤心是因为
你没有好的工作,	也没有钱,	生活
会过得比别人差。你会后悔为什么
当初没有努力学习,改变现状。
	 我理解了这个成语以后,	想了
很多。我现在只有9岁,	但是我认为
我已经需要开始努力学习了,	为以
后的好生活做好准备。我还要改变
我的坏脾气,	不把时间浪费在没有
用的事情上面。
	 我会减少玩游戏的时间,	把时
间更多地用在学习中文,数学,英文
和写作上面。我也会和爸爸、妈妈和
哥哥一起锻炼身体。有了好的身体
以后,	就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学习中

去,	会让我进步更快。
	 有了好的身体和头脑,	就会给
我一个很好的将来。我要从今天开
始努力做得更好!

我爱我家
 三年级 郭嘉睿 指导老师 陈琳达
	 我很喜欢我们幸福的三口之
家，里面有操心和爱干净的妈妈，会
做实验和炒菜的爸爸，还有一个喜
欢飞机和船的我。	
	 妈妈很爱干净,我和我爸爸有
时候会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的,之
后妈妈总是把房子整理得井井有
条。妈妈非常操心 ,	每天除了要去
上班,	还要照顾家里。
	 爸爸很会做实验，因为他是一
个很棒的科学家。爸爸炒的菜，又香
和又好吃，他已经给我们三个人做
了好多不同的菜。我最爱做鸡蛋饼,	
因为它既好吃，做起来又很有意思。
	 我读了和看了很多关于飞机和
船的书和视频，让我学到了很多知
识。在我有空的时候，我会设计我自
己的喷气式引擎（Jet	Engine）。
	 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这
就是为什么我爱我的家。

我的冬天
 八年级 马艾滢  指导老师 李雪

	 今 年 冬 天 就 像 春 天 一 样 暖
和。都十二月份了，每天还差不多
五六十度。
	 前几天是晴天，爸爸带我去公
园跑步，公园里的野鹅还在那儿呢。
我看见地上长出来绿绿的小苗，那
些植物肯定以为现在已经到春天
了。
	 昨天我在后院里看见一群火
鸡。它们肯定是在找吃的呢。我想照
一张像片，但是它们一看见我，就飞
快地跑了。感恩节已经过了，他们怎
么还那么怕我呀？我又不吃它们
了。
	 圣诞前夜很热，我们去了一个
朋友的家。很多我认识的同学也在
那里。我们在他们后院里的小篝火
上烤棉花糖。感觉就像我们在夏天
的树林里野营。
	 我一直在等着下雪，那样我就
可以去滑雪了。每年我和我的朋友
都去附近一座山上滑雪。今年我没
滑雪，但是我去滑冰了。因为我很长
时间都没滑冰了，我都快要忘了怎
么滑了。有一天终于下了一点点雪
我和弟弟赶快跑到外面玩雪因为我
们知道第二天雪就会全化了。这个
冬天我干了很
多春天和夏天
的事，一点也不
像冬天了。我希
望下一个冬天
会下很多雪！

营造局部中文环境 (上)      王晏虹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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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大女儿今年刚升入高中
九年级，开学不久，有一天回来很
兴奋，告诉我.	她们同学中有几个
中国来的留学生，知道可以和她
用中文交流感到很惊讶。她用力
给了我一个拥抱，说到“谢谢你，
妈妈”！
	 这一声道谢我足足等了9年。
这一个拥抱让我的记忆闪回到她
5岁那年。
	 她5岁开始在美国上小学，每
天放学坐校车到家快4点了。我计
划每天从4：30开始，学一小时中
文，并准备了国内的一套教材，我
的目标是要和国内同年龄学生掌
握同等进度的中文。万事俱备，
没想到实施起来步步维艰。每天
一个小时的家庭中文课，根本不
能顺利地教授下去，她天天哭哭
闹闹，专门跟我作对，拒绝学习中
文。讲什么道理都没用，她的道理
只有一个：中文没意思，没有同学
在学校里讲中文。	只好硬着头皮
推进，进度及其缓慢，我的目标看
起来像天方夜谭了。我们因为住
在一个小镇上，华人很少，佳佳所
在的年级有接近90个小孩，只有

她一个华人。在这种完全英文的
环境中，要学好中文，我一开始就
低估了其挑战性，全部照搬我们
小时候在国内老师教中文的那一
套方法，没想到行不通。就在我感
到前路茫茫时，一天在购物中心,		
碰到了佳佳的同学和他的父亲。
这位父亲是本地一间上市公司的
董事长，学法律出身。闲聊中得知
他曾在台北工作两年，并在国内
接连收购了3家全资企业。我得知
他会说中文，尝试着用简单的中
文跟他交谈，没想到他的中文流
利极了，震惊得我的中文都不流
利了。记得他曾经感叹道：中国将
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学好中文很
重要啊。
	 我不得不抖擞起精神来了，
美国人都能说流利的中文了，华
人岂有不会说中文之理？在老大
的不断抵触下，继续推行我的目
标教学。这回她的反对理由改成：
中文太难学了。她经常把四声混
淆，像把香蕉说成“香脚”；或者说
美式中文，类似：“灯泡死了”。解
决这个问题，就要引入拼音教学
了。因为她也刚学英文不久，教拼

音会不会造成和英文26个字母混
淆哪，说实话，我也很担心，只好
拿她实验一把了，意想不到的结
果发生了，拼音终于学会了，并没
有出现混淆的情况，第一次有小
小成就感。但是纯粹按照课本学
中文，她提不起精神，我就累得要
命，关键是进度慢，但一时半回儿
也想不到好的方法。一天，我在网
上看到有一个华人分享的文章，
介绍如何提高小孩学中文的兴
趣。她的儿子也对学中文非常抵
触，后来她用“三国演义”，“水浒
传”等系列名著连环画，引导儿子
阅读，突破了这个障碍。
	 这篇文章点醒了我，可以尝
试换一种灵活的方式教中文，不
必完全照本宣科。可在北美买到
连环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况
且女孩子喜不喜欢读三国也未可
知。何不利用电视那？我停掉了
英文电视，生活在北美，母语就是
英文，不怕她们英文不好，然后安
装了中文网络电视。电视不是一
个最直接，最方便的，营造中文环
境的好方法吗？

	 现在国内的电视节目办的风
生水起，真是目不暇接。我首选儿
童动画片推荐给两个女儿看，像
大耳朵图图，喜羊羊和灰太狼，果
宝特攻等简单易懂的，不用家长
陪伴就可以自己观看。下一步就
是挑选比较热门的唱歌节目，拉
着女儿们一起看。像“中国好声
音”，从第一届我们就开始追，她
们爱上了这个节目，一集不拉的
看，看完了她俩还模仿比赛现场，
轮流唱歌，全家背对着听，不同点
是必须都得转过来，不然小歌手
就生气了。
	 老大会把她喜欢的歌下载到
酷狗音乐上，我要求她们一坐车
就打开听，时间长了形成了习惯，
一上车就开始听中文流行歌曲，
听得多了就会唱了。学歌是学习
语言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我们还
追看了“我是歌手”，“蒙面歌王”	
等热门歌唱节目，现在她们对国
内的流行歌手是如数家珍，中文
歌更是朗朗上口。然后是对话比
较复杂的娱乐节目，像“爸爸去哪
了？”，“奔跑吧，兄弟”，“极限挑
战”等等，在看“奔跑吧，兄弟”第
一季时，好多比赛规则她们都听

不懂，我得时时讲解，现在到第三
季时，我完全可以放松观看了。我
们都喜欢“极限挑战”里三傻之一
孙红雷，昵称阿雷，老二一放了学
就嚷着回家看阿雷。现在形势逆
转了，我要求她们做完作业才能
看。对于老二来说，因为有姐姐做
榜样，又在周六参加华夏中文学
校的学习，不存在为什么学中文
这个问题，她的拼音都是姐姐教
的，有不认识的字也让她去问姐
姐，她们俩的互动很顺利。老大很
爱看书，一捧起英文书就放不下，
晚上看到很晚也不睡，眼睛也近
视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规定
她只能带中文书到卧室。但她阳
奉阴违，不盯着她就执行不了；最
近，这条规矩在老二那开始实行
了，睡前我给她讲古诗“悯农”等，
听得精精有味的。不同性格的小
孩同样规则的接受度也是不同
的。
	 最近，我在华人联谊活动中
偶遇一个台湾ABC女孩，她20多
岁，她抓住我用中文大聊起来。言
谈中得知她医学院毕业，现在在
纽约作住院麻醉医生。我很好奇
她为什么喜欢用中文跟我交谈，

要知道很多ABC都是中文文盲，
她说：“很多中国新移民来到异国
他乡面临很多新困难，如果生病
了，又语言不通，那就是难上加
难，我学好中文，可以更好的帮助
他们”。看着她年轻的脸庞，我为
她这一颗博爱怜悯之心感动了。
也看到了一个学贯中西，兼具中
西文化的成功例子。也进一步加
强了我的信心。
	 最后总结一下这九年来教女
儿学习中文的心路历程：首先，家
长要重视和尊重中国文化，孩子
才能建立起一个积极的学习态
度。其次，学习方式尽量多样化，
一点一滴不断挤压。最后，跟小孩
斗智斗勇家长是有优势的，但比
耐力和韧劲才是对家长最大的挑
战。不掌握一种语言，就不可能很
好的理解这种语言背后的文化，
我希望女儿们能够掌握背靠13亿
人民的这种语言，进一步理解这
种文化，享受这种文化带来的乐
趣，带着一颗包容的心，包容不同
的种族，包容不同的文化，活出丰
富的人生。

	 此次研讨会收获很大。这次
研讨会用时两天，第一天开幕式
之后即安排了资深中文教育家的
讲座，分别是王双双老师的《抓住
不同阶段儿童心理认知特点，激
发学生中文学习的兴趣》；魏令查
先生的《文化的旅行与变异 ---
文化阐述中的翻译》；和王嘉佳教
授的《中文教学的新趋势：学术及
文化内容与语言课的结合》。			
	 第二天的专题讲座按低中高
年级分组展开。以下是中年级专
题讨论的总结及体会。	

专题一：”AP”中文的启示―――
中国文化如何贯穿在各个不同学
习阶段，　
	 ”AP”中文考试是对学生使
用中文，在沟通能力，文化体认，
融会贯通，文化比较和社区运用
这几个方面的检验。廖山漫老师
介绍了如何将”AP”中文的理念贯
穿在中文学习的各个年级，包括：
１如何利用现有的教材，２如何
使用合适的教学手段，３如何引
导学生体验中国文化的体现与产
物。
	 廖老师提出的三个有效的外
语学习沟通模式有：互相交流沟
通(interpersonal	Mode),			理解诠释
沟通(interpretive	Mode),	表达演示
沟通(presentational	Mode)。	
	 ”AP”中文的理念的核心体现
在：主题教学模式	，重视学生兴
趣，以真实的语料教学，使用目的
语，连贯现实生活，	并不断评估语
言功能。	
	 ”AP”中文的标准，5 个 C:	

Communication	沟通；	Cultures	
文 化 ；	 C o n n e c t i o n s 	 贯 通 ；
Comparisons	比较；Communities	
社区
	 廖老师在教学中总结的出：
合理使用现有教材，适当调整课
文顺序，精心设计每一课。尽可能
提供较多的真实语言材料，帮助
学生了解真实的社会生活。充分
利用网络资源，悉心选择适合学
生年龄的学习材料。完全使用目
的语言，给学生更多机会感受。挖
掘课本的文化信息，有效地使用
各地文化资源。　

专题二：教历史的探索
	 学生的语言课学到一定水
平，主题课应运而生。
	 历史教学总是有一个内容取
舍的问题。无论是浩瀚的中国历
史还是相对简单的美国历史，细
节内容都可以无限地繁复。历史
又常常点缀着一个个亮点。特殊
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甚至传
说，都是普通百姓特别喜闻乐见
的。但是现实中的历史却是一个
连绵不绝的过程，其中有些重要
史实已经经过现代考古所考证，
有些重大的变化也是在渐变过程
中发生的。中文学校的学生中文
程度有限也是一个现实。在这种
环境下，如何选择教材，想让孩子
们学什么，形成这次交流所要探
讨的主要内容。费城的薛大海老
师对比教材，挖掘学生潜力，一边
教一边探索，以求找到一个相对
有效的教学方式和内容。
	 薛老师几经甄选，在中文教

材和英文教材之间选择了英文版
教材。这样学生能够更直接地了
解历史事件内容，减少了翻译带
来的误差。	同时，薛老师也尽量带
入中文语言成份，把特定名称，专
有词汇，比如朝代名称，历史人物
的中文直接介绍给学生。

专题三：如何写作文
	 大纽约分校的马捷老师通过
实例和大家分享一些适合美国孩
子的中文教学方法。内容介绍：
	 1.把课堂还给学生---怎样
让学生喜欢上中文课。创造以学
生为中心的课堂气氛。	老师则是
辅助辅导角色。课件有趣，以有趣
的开场白导入课文。课堂环节安
排的很紧凑，衔接的很自然。鼓励
所有学生参与课堂活动，读课文，
造句接龙，小组合作。
	 2. 提高课堂效率—不同年级
课堂管理特点。制定班规，以及奖
惩措施。
	 3. 	 写作指导—语感的培养
及其他。明确作文主题，清楚作文
结构，理顺语法语序，正确选词措
词，避免罗嗦重复。	
	 4.	我们怎样帮忙—家长需要
做什么和不要做什么。多理解，少
压力，设定合理期望值，保持学生
学习热情。	
	 教师研讨会的专题报告紧凑
简洁，对我今后的中文教学有很
大启发。	也很期待校内教师之间
的经验交流。更具体，更有针对性
地提高我校教学质量。	

	 十一月十四日，	华夏中文学
校六位老师出席了由华夏中文学
校总部在新泽西主办的中文教学
研讨会。这是一次华夏中文学校大
家庭老师的盛会，	大约有300	名老
师参加，	尽管有相当一部分老师因
故未能出席。本次会议不仅有隆重
的大会报告，	而且有活跃的分组讨
论，	更有友好的个人交流。从这次
大会的各种活动可总结出八个字，	
即“自身提高，	创新教学”。
	 教师的自身提高，也就是说教
师的本人的文化素养主要体现在
以下方面：
	 1.渊博的知识：知识是师生心
灵交汇的载体，	也是联系师生精
神世界的纽带。作为小学的中文老
师，	虽不要求我们是位文学家或科
学家，	但我们知识的广度，深度和
更新速度都要大大超过学生。在课
文中，	有些内容涉及到历史人物，	
有些涉及到自然知识。在课堂上，	
学生的问题	很多，	他们什么都问，
什么都敢问。如果老师不能正确
回答学生的问题，就有失老师的责
任。所以，一个勤奋的教师，	不仅要
理解教材和参考，	更要博览群书。	
	 2.精美流畅的语言技巧：	在课
堂上给学生传授知识时，	经常用语
言来表达。	比如，朗读课文时能做
到声情并茂，	为静止的文字赋予生
命的活力。教师通过表露自己所感
受到的兴奋，惊讶，赞叹，	失望，伤
心，	以及愤怒等情感，	不断地给所
教的知识加温，	震撼学生的心灵，	
带领学生走进课文，	学生对所学的
内容和生字记忆深刻。俗话说“近
珠者赤，	近墨者黑”教师的潜移默
化作用会对学生产生重大影响。	所
以教师要努力追求语言艺术，这是

一个优秀教师必备的基本条件。
	 灵敏的思维能力：在教学过程
中，	教师应有判断，概括，	应变等
能力。	学生的问题可能千奇百怪，	
教师要在短时间内做出判断哪些
问题重要，	值得探究，	哪些问题不
必花很多时间去解答。教师不能只
是一个指挥官，	教师说什么学生就
做什么，教师也不能只是一个裁判
员，	判断对与错。	学生回答的问题
或作业，	如果错了要让学生知道错
的原因，即使对了也要知道对的依
据。	要适当现代高科技技术营造良
好的课堂氛围。	
	 1.提高学生学习中文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有兴趣不是负
担。	一旦学生的兴趣激发出来，	就
不必教师或家长天天督促，	学生会
自觉学习中文，	这样一来，	教学就
会取得事半功倍之效。提高学生学
习中文的兴趣的方法有多种，	比如
创造轻松，和谐，浓郁的课堂氛围，	
赞扬欣赏，	平等评学，师生互动，	
人人参与。
	 2.多煤体的应用营造良好的课
堂氛围：	通过图像，	声音，	动画，
游戏等形式，	给学生直观形象，生
动新鲜的视听感受，	对具有强烈好
奇心的学生来说，	具有极强的吸引
力。
	 以上是这次参加华夏中文教
学研讨会后的小结，	可能有很多遗
漏不足之处，敬请其他老师补充合
纠正。	总之，	凡参加会议的老师都
认为收益非浅，很有价值。	虽然有
些经验我们在教学中已经使用或
准备使用，	但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提
高。	只有这样才能高效地完成教学
任务。

营造局部中文环境 (下)      王晏虹老师

华夏教师年会中年级专题研讨会总结
 康州华夏中文学校 王茜 老师

华夏教师研讨会
 康州华夏中文学校 聂型铁 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