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硕留学生走进预科生课堂“实战演练” 

2017 年 5 月 3 日上午十点，2016 级 11 位汉硕留学生在胡

方芳老师的带领下走进预科 A3 班的课堂，感受了一场生动的

汉语技能教学体验，每位同学都从中受益匪浅。 

汉硕留学生在书本和教师的授课中学习上课的方法、技巧

和临场应变技能，但当他们真正站在讲台上进行实践的时候，

才切身体验到课堂上的“突发”问题是层出不穷的。比如：叫

+N+V=让+N+V，一位小“老师”说：“这个时候‘叫’和‘让’

的用法是一样的。”马上有调皮的学生提问：“我叫什么名字，

可以用‘让’吗？”大家大笑。 

课堂是教师和学生思想碰撞的地方，具备扎实的学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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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静两相宜 养吾浩然气 

2016 级汉硕留学生“中华文化才艺与展示”课堂采风 

编者按：本周开始，汉硕中国同

学的“中华文化才艺与展示”课

就要开始啦！这门课要学些啥？

怎么学？先来看看留学生课堂

的精彩瞬间吧。 

↓
“
同
舟
共
济
”
书
法
展
示 

    传统中华文化中的“静”与“动”恰如两尾相依相偎的太极鱼。因此，讲授“中华文化才艺与展示”的叶澜老

师、刘根洪老师为此课设计了“静”、“动”两个单元。在“静”的单元中，学生们通过听讲、体验，品读中国书法、

茶艺的至味；“动”的单元，则形随意转、养气健体，让学生在呼吸吐纳间领悟传统中国生活的哲学。4 月 29 日， 

↓
来
蹭
课
的
预
科
师
弟
师
妹 

叶澜老师特别邀请上海外国

语大学杨建文教授来给中外

汉硕生讲座。“书画同源”、“字

文一体”„„丰富多彩的活动

与互动（见左图）为留学生的

“静”单元画上了圆满句号，

也让中国同学益发期待在这

门课上收获新知。 

和冷静应对的能力，方能掌控好课堂局面。两节

课的时间转瞬即逝，汉硕留学生通过实战体验，

真正感受到想要成为一名好老师，他们还有很多

东西要学。（王婧 文并摄） 

 

静应对的心态方能掌控好课堂局面。两节课的时

间转瞬即逝，汉硕学生通过实战课堂体验纷纷觉

得要当一名好老师还有很多方面有待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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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酉年三月初，同济美丽的

樱花还未绽开，我便拖着行李，

悄悄然坐上飞机，来到了这个美

丽的地方——佛罗伦萨。仍清楚

地记得第一次知道这个城市的

时候，是初中时读徐志摩的诗作

《翡冷翠的一夜》，多美的名字

啊，从那时起仿佛就在心口纹好

了一处刺青，只等着某年某月某

日，与她相逢、融汇、贴合。 

来到这边的遇见的第一个

问题，便是时差。刚到的时候是

三月初，根据这边的时间乖乖地

调好手表，比北京时间整整晚了

七个小时呢。可是不出一个月的

功夫，清楚地记得我在 3 月 26

日清晨醒来的时候，不太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因为手机时间默默

变成了八点，而手表还停留在七

点。对，就是这样，和中国不同

的是，大部分欧洲国家都采用着

夏令时和冬令时，3月 26日起，

正式进入 2017 年的夏令时，意

大利跟中国时间便只相差 6 个

小时了。有了这个真实的经历之

后，我想冬令时到来的时候，我

就会早早做好准备了。 

刚来到的第一周，我便开

始了本学期的汉语教学工作。学

生的汉语学习程度不等，被分进

了不同的班级，有的班可能有

20 个人，有的班可能只有七八

个。教学任务基本是与意大利老

师合作完成的。上课的教室不定，

老师和学生都是分别根据课表

到不同校区不同教室上课，有时

候可能要坐火车或者巴士去上

课。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

的教室楼层和意大利人的时间

观念。中国人意识里的一楼，在

意大利其实是零层。所以当教室

是 204的时候，我们会跑到二楼

找教室，其实不然，我们应该到

三楼去找教室。刚开始不知道的

时候，很可能会找教室找得一脸

茫然，等到知道并习惯这一点，

一切就没什么问题了。但是要记

得在和中国的其他汉语老师沟

通交流的时候，就一定得提前说

明白到底是中国的一楼还是意

大利的一楼啦。相信很多人对意

大利人的时间观念问题都早有

耳闻，不管老师还是学生，上课

迟到十几分钟都是可以被接受

的。刚开始会不习惯，比如有一

次我提前十五分钟到了教室，有

个学生跟我说：“老师，您来得

太早了。”我略尴尬地笑笑，说：

“我想你们啦，所以等不及要见

到你们了！”后来我基本是提前

五到十分钟到教室，安装好电脑

投影仪等设备，给学生分享分享

适合他们程度的中国歌曲，或者

陪他们聊聊天，解答解答问题，

以方便更好地调节课堂氛围。 

除了这些，一些文化差异现

象还会不定时地出现在生活、学

习及工作中，这就需要我们相互

尊重和多多理解了。比如在这里

生活，网络可能需要装大半个月

才能装好，要随时关注交通信息，

防止因为公交系统罢工而不能

及时去教室或者回家，生活中的

一点一滴，都需要我们留心注意。

意大利的学生相对也比较直爽，

喜欢和不喜欢都表现得比较明

显，这就需要作为汉语教师的我

们多多用心了，印象最深的是，

和另一位汉语老师搭班的意大

利老师对我们说，她上课时，让

学生用“不如”造个句子，学生

说：“A老师不如 B老师。”这里

的 A 老师指的就是这位意大利

老师，而 B老师是与她搭班的一

位汉语老师。这个意大利老师非

常随和，诙谐地回答这个学生：

“当然了！”我听到这个小故事

的时候，就觉得首先中国的学生

应该是绝对不会直接说出这样

的句子的。就算真的有学生说了，

场面也会变得相当尴尬吧，老师

也不一定都会这么大方地分享

给其他老师听吧。 

每个人天生并不都是完美

的，需要我们后天的不断努力。

来到这个新的地方，在母语国家

内的汉语教学与之前在中国国

内的汉语教学并不一样，让我们

在教学中实践，在实践中学习，

在学习中成长，我们必定能做得

越来越好！ 

行走在翡冷翠的春天里，明

媚的阳光像极了学生们的笑脸，

我们在他们身上播下希望、倾注

能量，已是人间四月天，如此该

很好。（杨晶晶，2017年 4月外

派意大利佛罗伦萨孔子学院.左

图中排左起第三位为本文作者） 

行走在翡冷翠的春天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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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意外！ 

在

意任教

已经半

年多了，

对意国

学生不

算了如

指掌但

也了解

得八九

不离十

了，与亚洲学生相比，意大利学

生的课堂有很多有意思的特点。 

意大利学生非常直接 

有个学生私下找我帮他做

毕业论文的问卷调查，在经过一

番辛苦调查后我们完成了所有

问卷。这位学生非常感激我，于

是在接下来的一节汉语课上把

一份又大又扎眼的礼物当着所

有同学的面送给了我，并附上了

一句“老师我爱你！”。 

意大利学生不喜欢比赛： 

    拿今年的大学生“汉语桥”

来说，经过老师们的一再鼓励和

“施压”，终于勉强有三个学生

准备报名，其中一名是华裔学生，

一名是蒙古留学生，只有一名是

地地道道的意大利人。最后，由

于华裔学生母语为汉语不能参

赛，意大利学生也中途退赛，只

有一名蒙古学生坚持下来完成

了比赛。今年全意参加大学生汉

语桥的人数也只有 20 人。我在

课下与学生们的聊天中得知，他

们从小到大的学校教育生活中

都很少有竞争性很强的比赛，对

他们来说学习应该是轻松愉快

的，学习的动力应该来自兴趣、

好奇、求知欲和热爱，而不是为

了拿到比赛中的所谓“名次”或

“成绩”。 

“活到老学到老”与“人人平等” 

    在我所带的班级中，也不乏

一些满头白发的“大龄学生”，

与大多数年轻人“为了找到好工

作”“为了跟女朋友沟通”“为了

修到学分”等目的性很强的学习

理由不同，这些“大龄学生”们

的学习动机往往极其单纯，大部

分的人都是为了兴趣，不想在退

休之后闲赋在家，于是纷纷继续

来学校“深造”或者完成年轻时

遗憾错过的“东方梦”。这样的

现象在意大利相当常见，完美展

现了中国那句“活到老，学到老”。 

在年龄层次差距极大的班

上，完全看不到学生们的“分级”

现象，年轻人和老年人们很快就

能打成一片，大家一起谈论问题、

聊天、开玩笑，课间一起去喝咖

啡，课下还会相约聚餐、看中文

电影。这样的“人人平等”在中

国很罕见，中国年轻人往往对老

年人敬而远之，老年人也常常选

择独处一隅默默学习，导致班级

里出现不同年龄的“小分组”。 

意大利学生上课也没那么“活泼” 

    在赴意任教之前，我一直认

为“意呆利”人民大大咧咧、热

情洋溢的民族性格是渗透融入

在他们的血液和生活的方方面

面中的，课堂气氛一定会很“火

爆”。没想到第一个月的汉语课

甚至让我怀疑起了自己的教学

能力，因为真实的课堂情况是：

大部分人真的不会很积极地回

答问题，大部分人对语法比较较

真，大部分人对小组表演反应冷

淡，唱汉语歌时会害羞，他们看

起来更习惯于中国式的“师讲生

听”模式。这个发现着实让我花

了一段时间来适应和调整。然后

慢慢地，他们接受了我这个年轻

新老师的教学方法，大家逐渐放

松开来，最后终于开始努力张嘴

说话了。值得一提的是，很多老

年人上课时非常积极、活泼、放

松，这跟很多年轻人的谨慎小心

形成了鲜明对比。 

    最后我想说，其实无论国家，

无论民族，无论文化，无论年龄

与性别，无论所有的所有，只要

真心付出，真心爱自己的学生，

他们就一定会感受到，然后用他

们的爱回馈你，拥抱你。只有爱

和真心会消除一切隔阂，让我们

变成“一家人”。（王雪娇，2016

年 9 月外派意大利佛罗伦萨孔

子学院。） 

“备课”之前先“备学生” 

至今还清晰地记得 2016 年

第一学期的中级综合汉语课上

给学生解释“实在”时造的句子：

“我要买 1 斤苹果，老板称了 3

个，一共一斤 2 两，可他还是收

了我一斤的钱，这个老板真实

在！”为避免文化理解的差异，

我特意跟学生说，这是中国人认

为的诚实、不说谎。原以为这样

的说明学生可以理解，没想到接

下来的多次测验中很多学生照

样用错。后来得到老师的指点：

解释词语时得看学生的程度，选

择多个简单、直接、典型的语境

才能易于学生理解。词语文化含

义的解释得注意尊重文化差异。 

不同于之前同济的多国学

生混编班，现在我面对的学生全

部都是日本人。（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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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三版）本以为学日语的

出身及与日本人交往的经历能

减少我对日本学生的陌生感，但

当我真实地面对 28 个不同性格

的学生、教授不同课型时，既兴

奋又充满了压力。 

我的第一个大班是选修中

文作为二外的 25 名其他专业的

学生，其中有一名已学过中文两

年，希望我能帮忙纠音，另一名

之前曾多次参加汉语角等活动，

其他学生基本为零基础。 

本着以激发兴趣为先的理

念，在每节课的教学里我都引入

了游戏。“找朋友”的声韵母拼

合游戏、锻炼学生高度注意力的

拼音小球消失的游戏、团队合作

的接龙读拼音的 Bingo 游戏等等。

尽管这些游戏都非常经典，但在

实际进行时仍出现或大或小的

问题。比如：游戏规则的解释，

日语说明游戏规则时一半学生

理解了，另一半学生依旧云里雾

里，导致一半学生玩得很嗨，另

一半学生死气沉沉。 

我将课后的读拼音练习改

编成 5×5 的 Bingo 游戏格子，

让 5 人一组，每人读一行或一列

拼音，5 个人全读对 5 行才算胜

利。原以为课后习题学生会提前

预习，试着自己读一读，没想到

学生完全懵了，觉得这个游戏太

难。虽然最后我改成了每人读两

个，5 个人读对 10 个就能算胜

利，但完全对的小组依旧非常少。

由此可看出，教师在设计游戏时

不仅需要考虑这个游戏有没有

趣，更应关注学生的现有水平及

完成度。 

另外，为了增加同学们对汉

语及中国的兴趣，我特意选了

TFboys 的《青春修炼手册》，制

作了精致可爱的乐谱，本以为学

生会很感兴趣，没想到放过后却

反响平平。事后问过日本同事才

发现日本根本不用简谱。 

在备课中很多的预想与现

实总是有落差，精心设计的游戏

及教学环节往往呈现效果不佳。

汉办培训试讲时获得赞赏的教

学设计搬到课堂上却又是另一

番景象。 

一个月的在日教学经验仅

仅是起步，我迈出了备学生的第

一步：尝试去了解我的学生。一

位资深汉语国际教育教师曾说：

一位好的国际汉语教师应是一

位话剧演员、导演和体操演员。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继续好

好地去了解我的学生，并多从学

生的角度设计课堂教学，琢磨最

简单

恰当

的说

明方

法，

让我

和学

生一

同享

受汉

语的

乐趣。（曹璐 2017年 4月外派

日本樱美林大学孔子学院） 

西班牙汉语课堂 

跨文化冲突案例一则 

一次去听课，看到一位汉语

老师正在教“毕竟”这个词，举

例子引出了这样一个情景：“我

（老师）和他（一位爷爷）一起

去爬山，你们觉得我快还是他

快？”学生们互相之间看了看，

笑而不语。老师继续说：“没关

系，你们可以随便说，他不会生

气，我们是在开玩笑”，可是，

学生们还是看了看对方，没有回

答老师的问题。 

这时，老师觉得课堂气氛有

些尴尬，就补充道：“一定是我

更快，对吧？因为我是年轻人！

所以我们可以说：年轻人毕竟是

年轻人，爬山爬得很快”。这时，

我意识到老师是要引导学生用

“毕竟”说出这个句子，但是，

学生们的笑而不答让课堂冷场。

相信这位老师也意识到了自己

所提的问题中含有比较的意思。

事后，我了解到虽然这位老人也

爱开玩笑，但是当着众多学生的

面，说他的身体没有年轻人好，

让这位老人觉得很没面子，伤害

了他的自尊心。 

在不少中国人的“成见”里，

外国人喜欢开玩笑。但这并不意

味着汉语老师可以在课堂里用

学生随便举例，特别是涉及能力

比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无论

东西方人，都是如此。在设计引

导语境时要格外注意。案例中第

一次出现冷场的时候，老师就应

该及时发现问题，调整教学引导

语，如：“抱歉，这个例子不恰

当。那你们想象一下，30 年后，

我和我的孩子比赛爬山，谁比较

快？”这样引出“年轻人毕竟是

年轻人”，相信就不会让课堂气

氛尴尬了。（张鹏 2016 年 9 月

外派西班牙莱昂大学孔子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