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爱与激情伴随我的整个教育生涯 
 

               华夏普兰斯堡中文学校  陈冬青老师 

 

 我的母亲是一名小学音乐和语文老师，从小我看着她为学生排练节目，觉得妈妈好

伟大。那时就想长大后我也要像妈妈那样当一名老师。大学毕业后这个愿望实现了，我成

了一名成人高校的数学老师。来美国后虽然尝试过不同的行业，但最后那心底的声音告诉

我，我仍然想当一名老师，我仍然想在课堂上释放我的激情和梦想，我仍然想在美国继续

我的教育事业！这样在美国教中文就成为了我教育生涯的另一个努力方向。 

 

 记得我在应聘时对校长说，我来，只是因为我爱。我爱教学，爱课堂，爱孩子们。

虽然中文和数学是两个不同的专业领域，面对的学生年龄层次也不一样，但教学的基本原

理是一样的。为了这份理想，我利用回国的机会去广州的暨南大学对外汉语专业听课学

习，补充自己汉语言文学方面的不足，同时阅读大量的有关汉语言文化和教学方面的书

籍。像“现代汉语”、“中国文化要略”、“对外汉语教学实用语法”、“汉语课堂教学

技巧与游戏”、“汉字教学理论与方法”等等，通过学习，我更加感到我们中国文化的博

大精深，也重新发现我们的中国文字是那么美妙，在人生的后半段，我找到了我的人生之

所爱——中文教学。 

 

 教小学生和教成人学生的教学方法是不同的。相比之下教美国孩子学中文，你更需

要耐心、关心和爱心，更需要进行鼓励式、启发式教学，同时在教学中更要充满激情和幽

默。这些出生在美国，父母双方或一方是中国人的孩子，虽然从小有一定的中文环境，具

备了一定的汉语基础，但相当一部分学生，由于种种原因对中文学习并不感兴趣，他们大

多数是在父母的“逼迫下”每周来中文学校学中文的。如何让这些学生喜欢上中文，爱上

中文学习，从每周被逼无奈被动的来中文学校，到主动的、心甘情愿的、开开心心的来中

文学校上中文课，中文学校教师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我所教的五年级学生，

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往往是“因师而学”。也就是学生喜欢上那个老师，他的那门课程的成

绩就比较好。这就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要用爱去温暖他们，爱他们像自己的

孩子，让他们和你有亲近感，让他们喜欢上你的同时喜欢上你的中文课，找到学习中文的

乐趣和信心；另一方面更要利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着力营造激情的课堂，努力提高课堂的

吸引力，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让学生的学习热情在激情中不断燃烧。 

 

一、爱是教育的基础， 有爱就有希望。 

 

  一个班的学生有好有差，教师要关爱学生，尤其要关爱学习成绩差的学生。爱一个

好学生并不难，因为他本身就讨人喜爱，爱一个学习差的学生才是对教师的重大考验，而

这正是所有教师的天职。对成绩好的学生我在课堂上会提出挑战性强的问题提问他们，把

他们大脑中储存的中文尽可能的挖掘出来，同时让他们带动学习差的学生。如在进行“参

加拉拉队”这一课时，我提问在中国看比赛拉拉队的口号是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

一时还真没有学生能答上来。经过我再三启发，终于有个基础好的学生答出“加油”！这

两个字每个字他们都学过，但就是不知道怎么组合在一起和怎么样使用，通过这样的启发



式问答，全班学生记住了在中国看比赛时使用的口号，同时通过问答增强了他们对中文词

汇和文化的理解。对于中文基础差的学生，他们往往是敏感而不自信的，他们不敢大声

读，更不敢举手回答问题。这部分孩子教师更不能忽视，他们更需要老师的爱，更需要那

种源于本能的、热衷于教育的爱，更需要鼓励式教育。对于他们我会选择一些容易回答的

问题，甚至暗地里提前和家长沟通好，让家长在家里事先和孩子们练习好，然后在上课时

提问或让这个孩子阅读。他们声音小，我就会蹲在这个孩子旁边，一句一句鼓励他大声

读；他们答对了，我大声的进行表扬鼓励，同时也及时让家长知道孩子们的成绩，让家长

在家里也表扬鼓励孩子，一点儿一点儿树立起孩子们的信心，慢慢的孩子们的兴趣上来

了，对老师的提问不惧怕了，他心中那盏学习中文的希望之灯点亮了！ 

 

二、激情，让课堂成为中文学习的“乐园”。 

 

教师的魅力在于激情，而激情来源于对职业的热爱。没有激情的讲课是平淡无味的，

无法吸引和征服学生，也就不能使学生信任你、欢迎你、敬佩你。激情是贯穿整个教学过

程中的一种感染力，是通过老师的行为、语言、语调和发自内心的对教学的热爱体现出来

的。有人说，教师也是演员，那么，每当上课时我都把讲台当作我表演的舞台，努力营造

充满激情的中文课堂。每次上课我会随机找三个或四个学生走到讲台前面扮作“小老师”

每人一段带领全班领读课文，结束后让全班同学评出名次。为了不在同学面前丢脸，孩子

们回到家中会积极准备，无形中养成了每天阅读课文的习惯。而在讲到有对话、有情景、

有故事的课文时，我又会利用自己的朗读特长，声情并茂地给学生们一个有意思的情景小

话剧表演。每课的生字我会放大打印在 A4纸上，上课时挂到黑板上，每讲一个生字，我

都会让学生们利用以前学过的词汇进行组词。如“开通班级微博”中的“微”字，我启发

同学们除“微博”之外自己组出了“微风、微笑、微波炉、微信”等词汇，同时也告诉他

们“显微镜”这个词汇。通过组词竞猜学习，活跃了课堂气氛，增加了孩子们的中文词汇

量，同时也让孩子们觉得中文学习并不枯燥。在讲到“日月潭”这一课时，我给孩子们唱

“阿里山的姑娘”，唱完后幽默的让孩子们给我打分，有的孩子调皮地给我不及格，但这

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生动的课堂教学，让孩子们很容易的记住词汇和知识点，对中文

学习生产兴趣。所以说，激情课堂是教师与学生互敬互爱的课堂，是愉悦的课堂，是“个

性化”的课堂。一个教师，如果在课堂上经常板着一副面孔，惟我独尊，那么，即使再好

的教学设计，也无法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开启他们智慧的大门。 

 

教育需要爱，教学需要激情，没有爱的教育是空洞的教育，没有激情的课堂会平平淡

淡。有了爱，学生们的情绪将受到感染，身心会得到春风般沐浴；有了激情，教学活动就

能生动、形象，富有情感性，从而使教学峰回路转，增强教学效果。充满激情的课堂为美

国出生的孩子们学习中文营造了良好的思维环境，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作为一名热爱教育的老师，爱与激情，将伴随我的整个教育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