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剑桥园地》第 19 期                                                                                                                                2013 年 9 月 

 
 

董 英 (剑桥中文学校教师) 
 

 
 

        2013 年 8 月 11 日，麻州中文教育界的楚翘---剑桥中国文化中心承办了由中国海外交流协

会和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主办的北美《海外华文教育名师巡讲团》的波士顿主场的讲座。讲座

从早上 10 时开始至下午 6 时结束。大波士顿顿地区的七十多位公、私立学校，周末学校的中

文教师与会，反响非常热烈。 
 
        此次波士顿地区的讲座邀请了四川省的三位名师。他们分别是四川大学中文系王晓路教

授、俞理明教授和锦西外国语实验小学的特级教师李海容老师。三位名师 8 月初抵美。刚刚结

束了纽约的讲座就赶到了波士顿。尽管时差弄人，尽管车旅劳顿，三位名师还是作了非常高水

准的演讲，敬业之心可鉴。每个人的演讲都长达两小时以上，分量是沉甸甸的。 
 
        王晓路教授在中文教育界非常有名望，专攻比较文学。他的讲座的题目是“比较视野中的

中国文化：特质与要素的重新考量”。讲座分两部分。先是溯源，讲述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

差异以及特质；再是论今，讲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特别指出了文化传承与国家软实力之间

的关系。提出了中国文化在内外交融的大时代环境下如何复兴的新命题，值得深思。讲座亦谐

亦庄，耐人回味。 
 
        如果说王教授的“文化”课题是“面”的阐述的话，那么俞理明教授的“汉字的形音义与

词汇”就是点的深究了。中国文化正是通过成千上万个汉字和词汇来表达的。俞教授用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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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来讲解了汉字的起源，形、义和构词的变化发展。底下的老师们经常发出豁然开朗的赞

叹。 
 
        如果说王、俞两位教授的演讲是理论的铺垫的话，那么工作在中文教育第一线的李海容老

师的演讲就是实践经验的传授。李老师不仅分享她多年来一线工作的经验总结，更是结合许多

个颇有效果的教案，展示了她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是如何激发学生学习中文的兴趣。 
 
        目前北美有 80%至 90%以上的华人家庭的孩子是到华人举办的课后或者周末中文学校学习

中文。针对海外移民的子女的华文教育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困难：

首先是教师队伍的专业理论知识的不够丰富。中文学校的教师大都是非中文教育出身的。有热

情但缺乏系统知识的装备。其次缺乏专业的培训。不像国内的教师经常有机会旁听优秀教师的

示范课，以及参加教育局举办的各种培训。三是遭受异文化（或主流文化）的冲击。海外中文

学校的学生平时在当地的公或私立学校就读，接受西式的教育。而中文学校的教师通常是在很

多年前在中国接受的教育，所以在授课的方法上保留了以往的“中国特色”。于是这“教”和

“学”两方面的磨合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从以上三点来看，此次的名师讲坛无疑是一场及时雨。无论是理论知识的积淀，还是灵活

多样教学方法的启迪，对波士顿地区的广大教师来说都是收益非浅的。其中最触动在座中文教

师的内心的是李海容老师讲述的一个老师的态度如何影响了一个孩子的一生的故事。它向每一

位老师发出了师德的重要性的警醒。李老师的演讲结束语带给大家的是深思，也是任重道远：  
“教育竭贵也？语小，个人之生活系焉。语大，世界国家之文化系焉。汉语，作为世界上最古

老的最富生命力又最难学的语言，博大精深，蕴量丰富，作为一名对外汉语教师，所做的不仅

仅是教授语言，因为你们的努力，汉语言这棵大树必将会更加枝繁叶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