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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力不断增长，在德国学习和工作的华人也越来越多。根据德国联

邦统计局的数据，拥有德国居留证的华人（持大陆或台湾护照）人数由1980年的5587人增加

到2010年的86159人，加上已入籍的华人，所有在德华人估计有15万之多。与早期来德的华

人不同，八十年代后走出国门的新移民普遍受过高等教育，十分重视子女的汉语学习。顺应

时代的潮流，波恩华侨中文学校从2008年8月起开设以3-6岁华裔儿童为主要对象的快速识字

班。三年来，已先后开设了4个班级，学生总数近60人。快速识字班从无到有，经过孩子、

家长和老师们的共同努力，快速识字的效果已逐渐体现。我们发现，三岁孩子学习字经一年

后即能阅读简单的幼儿读物。快速识字班孩子的识字数和阅读水平普遍高于用传统中文教育

方法（即随文识字法）学习汉语的同龄孩子。与一般汉语教学每两周才学十几个生字的孩子

相比，识字班的孩子每周的生字量就达到16个或更多。这些经常认读大量汉字的孩子即使看

到很长的、有很多生字的中文文章也不会发怵，而是兴致勃勃地高声朗读，生字发音则被学

过的形近字取代。他们对中文的兴趣明显强于其他的孩子，这就为进一步的中文学习创造了

良好的条件。在教学过程中我们积累了不少经验，现总结如下：

快速识字，尽早阅读

汉字具有图画性的特点，是右脑学习的强项，而擅长记忆的右脑在儿童期最为发达，这

就决定了儿童期可以快速轻松识字。为此，学校决定采用符合儿童认知规律的集中识字法进

行汉语教学，让孩子们能在短期内认识很多汉字。集中识字法古已有之，如《千字文》、《百

家姓》等传统启蒙教材。中国五四运动后，受西方拼音文字教学的影响，中文教学开始偏向

于分散识字法。进入二十一世纪，集中识字法又重新获得了学者的重视和推崇。被我校选作

课本的《中华字经》就是现代版快速识字教材之一，由郭保华教授编写。该教材的特点是四

字一句，韵语连篇且字不重用。新班开学时我们一般每周教 16 个字，等孩子们适应后再逐

步增加到每周 24 个字或更多。

集中识字法的缺点是识字与阅读分开，不利于书面语言的学习也影响识记效果。为解决

这个问题，本校老师组字成词并配以图片做成 PPT 文件在课堂播放，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让孩

子理解词意从而加深记忆。在学完《中华字经》第一课后我们就开始同步阅读以巩固所学汉

字，选择的素材有中华字经国际书院编撰的启蒙阅读、我校老师编写的阅读教材等。与本校

其他班级相比，在快速识字班教学中我们并不学习拼音，也不强调书写。

听说是基础

由于父母（或一方）是华人，华裔儿童都有一定的汉语听说基础。又因整体汉语语言环

境的缺乏，他们的汉语听说多局限于和父母的交流，词汇量十分有限。为给孩子们创造一个

更广阔的汉语环境，《中华字经》识字班老师全部采用汉语授课。有的孩子一开始不习惯，

几次课下来就完全适应了。很多孩子虽然能听懂中文，但口语水平很低，为鼓励他们开口，

老师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用电脑投影一张房间的图片，让孩子们说说房间里都有什么，再

让他们说说自己房间里有什么；课堂上播放儿童故事、成语动画片、中文动画片《喜羊羊和

灰太狼》等，播映完毕后再要求孩子们回答相关问题。只要选择的主题是孩子们喜欢又能够

表达的，他们就会踊跃发言。

家长是关键

波恩华侨中文学校周六上课，每次三学时。仅靠一周三小时的汉语学习不可能达到快速

识字的目的，每周学习内容的复习巩固工作需要在家里完成，这个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家长

的监督和辅导。一般说来，3 到 6 岁的幼儿十分依恋父母，父母也容易对他们的行为加以引

导。新班开学时老师会向家长详细介绍集中识字法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以及家长怎样辅导

孩子等。老师还支持家长和孩子一起上课，这样家长对老师上课的内容、教学方法和孩子的



课堂表现就一清二楚，便于家长课后辅导。为及时听取家长意见，最迟在新学期开学一个月

后就召开一次家长会，讨论对教学的建议，交流家庭辅导经验等。平时老师也会用电子邮件

和家长联系、交流。我们的体会是，家长只要认同了老师的工作就会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

识字班有很多热心的家长，他们不仅为老师出谋划策，举办活动时还协助老师准备活动所需

材料和奖品。

考试是手段

每学完一课，老师会及时组织小测验，内容包括字经背诵、字经认读及短文阅读。考试

目的是检验教学效果，方便老师尽快调整教学进度和教学方法。孩子的成绩也会通知父母以

掌握孩子的情况。为避免给孩子压力，与德国学校的做法一致，老师不会公开孩子的个人成

绩，但会告诉家长所有考生成绩的平均统计。在考卷设计上我们也充分考虑了学龄前儿童的

特点，努力增加试卷的趣味性，如在考卷上印上孩子喜欢的卡通图案、完成好的孩子得到一

朵小红花图案等。对孩子的每一点进步老师都及时表扬，适当的时候还会发点小奖品作为鼓

励。这些在成人看来不值一提的小举动往往会让孩子欢呼雀跃，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荣誉感。

《中华字经》共有五册，为鼓励孩子们经常复习，学完一册后我们举办了趣味识字奥运会，

并模仿奥运会颁奖仪式由家长为获得前三名的孩子戴上金银铜牌并颁发由家长赞助的奖品，

其他参加的孩子也都得到了奖品和证书。

快乐学汉语

3-6 岁的孩子好动，注意力容易分散，这就要求老师不断变换教学手段吸引孩子们的注

意力。在新课教学时，为避免反复诵读字经的枯燥，老师经常模仿动物和鸟类的声音带读字

经、变换诵读节奏等。游戏是孩子们都喜欢的，除中华字经游戏集提供的游戏外，老师们也

自创了不少认字游戏，比如记忆力（memory）游戏、拼图游戏等。此类游戏在德国很盛行，

我们将其中的图片改为汉字，结果深受孩子们的欢迎。利用儿童好胜的心理，课堂上将他们

分成几组进行学习比赛经常能起到很好的教学效果。遇到德国的节假日，如狂欢节老师就和

孩子们一起穿上节日的服装，扮演各自喜欢的角色；复活节则和孩子们一起做彩蛋；圣诞节

临近时老师再扮圣诞老人给每个孩子送上一份节日礼物。我们还教孩子们唱一些朗朗上口的

中文儿歌，如《小白兔白又白》、《找朋友》、《新年好》、《咏鹅》等。唱歌的同时再播放歌曲

的 MV 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儿歌的含义。唱歌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也让孩子们复习了学过

的汉字，体会到文字的神奇魅力。

经常交流，共同提高

个人的智慧总是有限的，只有集思广益，才能互相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在筹备快速识

字班期间，我校校长卢康乐博士、黄小桦老师、袁素明老师等两赴荷兰丹华文化教育中心取

经。该校于 2006 年起开设《中华字经》班，他们成功的经验为我校开展儿童快速识字教学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校老师还积极参加国务院侨办讲学团赴德国送教活动，将讲学团成员

之一，北京七一小学孙宇老师在我校的公开课制成录像供老师反复观摩学习。另外，波恩华

侨中文学校坚持每个月召开一次教师会议，会上各位老师畅所欲言，介绍教学经验。四位讲

授《中华字经》的老师还利用学校假期自行聚会，交流教学心得、讨论新学期教学计划等。

结束语

海外华裔儿童汉语教学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程。对孩子、家长和老师来说，放弃每个

周末的休息坚持来上课就很不容易。说服孩子在上德国学校之余再学中文也需要很高的技巧，

常常看到学中文半途而废的例子。快速识字班的成功让我们相信：只要找对了学习方法，再

加上家长和老师的爱心、耐心和恒心，让孩子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甚至阅读中文小说都不再

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