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转眼，又到了“小龙辞岁，骏马迎春”时节。
在马年那得得蹄声已清晰可闻之际，让我们一如既往再
度回首，看看丹华在已逝的一年中，究竟又留下怎样的
足迹？

赛场

蛇年伊始，丹华一批优秀学生便已积极投入了由
中国侨联、人民日报海外版、《快乐作文》杂志社等共
同主办的第十四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活动，这
是丹华自建校以来，已连续参加多年的一个传统项目。
近年来，随着学校整体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学生参赛
作文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了很大提高，而且学生
获奖人次和名次累计数目也已相当可观。在参加第十四
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的学生中，既有一批“老
面孔”，如高级语文班的连紫虹、王昭君、戴蓥皓、安
晟、林姗等学生，也有一批像徐锐达、虞养正、陈欣迪
这样的“新面孔”，这些“老将”和“新秀”所写的作
文，不仅给作文大赛增添了色彩，也充实了学校专栏《
桃李园》的内容。年仅11岁的徐锐达同学凭一篇《家乡
上学记》获得了此届比赛的一等奖，也因此获得参加由
侨联主办的暑期“亲情中华”夏令营活动。丹华学校由
于每年的积极参与，再度获得作文大赛的“优秀组织
奖”。

2013年春，荷兰中文教育协会在首都阿姆斯特丹
举办了第五届普通话朗诵/演讲比赛，这场两年一度的
比赛也是丹华学生积极参与的重头项目。经过几场激烈
角逐，丹华9位参赛选手有5位获奖，而且名次都在一、
二名，他们分别是关祁南、威妮、王昭嘉、王子旭和裴
玉。比赛结束之后，无论校方还是参赛选手，都非常感
谢指导老师王岚的悉心教导，选手们也纷纷表示，不管
得奖还是不得奖，他们都会继续努力，争取在下次比赛
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考场

2013年3月，丹华校长李佩燕和数位教师应邀参加了
在AVANS大学召开的孔子学院2013新年酒会暨HSK考试工
作会议，并接受了由莱顿孔子学院颁发的HSK考试优秀组
织单位奖。李佩燕校长也和与会者分享了丹华教学与HSK
接轨，通过HSK考试提高了丹华学生的汉语水平的9年历程
与经验体会。丹华是全荷兰最早参加HSK考试的中文学校
之一，历来非常重视这一考试项目。每年考试之前，学校
都要组织学生参加考前分级集训，并让参加集训的老师、
学生甚至学生家长整理迎考心得体会，发表在《桃李园》
专栏上与大家分享，今年郑淑萍老师和学生家长苏颖分别
写下了自己对学生和孩子的辅导经验。

从2013年开始，HSK考试再度作出调整，从此迈入
全新的网考时代，这意味着丹华的老师和学生们又一次
迎来了新的挑战。不过凭着多年积累下的应考经验，丹
华的学生和老师们很快作出调整，努力适应这种新兴
的、现代的考试方式，此次又有36位同学分别拿到了
2-6级HSK考试合格证书。

活动气场

同往年一样，丹华师生的活动气场温馨而强烈：
2013年夏天，丹华部分师生参加了由中国华文教

育基金会主办、江西省外事侨务办公室承办、江西理
工大学协办的“2013中国文化行——完美江西客家营”
夏令营活动。在两个星期时间里，在江西第二大城市赣
州，在井冈山和庐山，丹华师生们度过了一段充满温
暖、热情和不断惊喜的难忘日子。这次江西之行正如它
的命名，是一段“完美之行”：它让丹华师生走进了一
片完全陌生的土地，然后这片土地再以它独特的魅力，
征服了他们的心。

遥远的“江西之行”刚结束不久，金秋10月，学
校利用放秋假的间隙，部分丹华老师在校长李佩燕的
带领下，踏上了德国波恩之行，专程前往波恩华侨中文

学校听课取经，和德国同行们切磋教学经验。值得一提
的是，一般这样的教学交流活动往往都是以听课和座谈
方式展开，但此次在波恩友校却出现了一种形式上的变
革：丹华《中华字经》课堂优秀教师林静“反客为主”
，在波恩友校的课堂上，给初次见面的外校师生上了一
堂生动的示范课。这种新颖的校际交流互动方式，令双
方都觉得眼前一亮，相得益彰。

为促进和提高老师们的教学水平和质量，除了向外
校老师学习取经外，学校也很重视校内老师之间的互动。
建校十几年来，丹华每位老师可以说都有不同的行之有
效的教学方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事之间相互
交流教学经验意义重大，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桃李园》
专栏可以说为丹华老师的教学交流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
台。蛇年岁末，丹华“新学年教学巡视”活动登场了，从
11月初开始，一篇篇丹华各年级老师的教学心得，登上了
《桃李园》专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老师们为了把课上
好，是如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从小学部余小明
老师的“浅谈读的教学”、张娜老师的以提高学生学习兴
趣和积极性的“快乐学中文”，荣思佳老师的从词汇、句
型到语段教学法，胡碎娟老师的掌握课堂每10分钟的教学
法，到中学部张磊老师的“因材施教”和陈傲雪老师的写
作教学等等，无不给大家以很大启发。老师们的一篇篇教
学心得体会也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教学技巧，还看到了老师
们对教学、对学生所流露出的那份爱心，比如邓成老师寓
教于乐的幼儿课堂、龚旋旋老师“培养学生的好习惯”、
刘梅岭老师的“细心了解每一位学生”、颜凤琳老师的“
调动每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等，其实都在强调耐心和爱
心的重要性。厦门大学教授、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李
明欢曾对丹华老师提出：在海外从事华文教育，最重要的
不是教学技术，而是对这份事业的爱心、对孩子的爱心。
值得欣喜的是，在丹华老师们身上，已体现出了这份爱
心。

马蹄声声报春到，在马年钟声即将敲响之际，我
们真诚希望，丹华师生在新的一年里，无论是教与学，
都能取得更优秀的成绩。

去年9月我第一次接幼儿班，5岁左右的孩子们
在荷兰学校还没有上课，家长们送孩子来上学时，老
叮嘱说：“我孩子是来玩的，你就让她玩吧，别布置
太多作业啊！”我想这对我真是个挑战，如果孩子不
做中文作业，以后怎么继续学习中文呢？再说，海外
的孩子学写汉字是个大难关，总写倒笔画，有时像涂

画。根据孩子这个特点，我决定带着他们一起突破这一难关。
从开始上课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带着孩子们一起背笔画笔顺表，

先横后竖，先撇后捺，每次给他们的本子上留下两个基本笔画当家庭作
业，要求每个笔画写三排。刚开始有几个家长来向我反映说：“荷兰学
校都没有要求孩子写字，你为什么要求啊？”我告诉家长：“这里出
生的孩子写中文笔画是个大问题，而且我带着他们是一起一边玩一边
学的，他们都会背了，只需要家长配合把这简单的点点，横横，撇撇，
捺捺的笔画完成便可。”家长听了我的解释后，真的都很配合，两个月
后，我们班的孩子们个个会背笔顺笔画表，这是一个多大的进步啊！除
此以外，他们还开始明白笔顺表的意思，开始了写字。由于笔顺表理解
了，他们汉字书写的笔顺也正确了，而且还都爱上了写字。记得去年有
位家长告诉我：“老师，我孩子的笔顺表比我的还正确，他还能说出每
个汉字有什么笔画呢！”我笑着告诉她们：“其实，孩子们的潜力比我
们想象的大得多。”

幼儿班的孩子都很小，爱玩是孩子们的天性，他们都特别爱画
画，到了第三节课时，孩子们有点累了，我就在黑板上带他们画画，别
看这些孩子们，他们可是比我们想象力还丰富，画完画我总要问孩子们
你们画的是什么？中文怎样说啊？慢慢地孩子们都习惯用中文表达了。
如果学一个汉字，我就让他们写下来放到有关汉字意义的图画上，有
的孩子在家不讲中文，我就利用画画课来锻炼他们的口语，我常常问他
们：“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过了一段时间的训练，孩子们都能用汉
语回答我的问题了。

丹华学校从幼儿班就开始学习《等级汉字》，这是一部帮助孩子
们快速认字的好教材。刚开始孩子们学习是有些困难，根本不可能一下
子就全部认识这些汉字，不过没关系，汉字就像一幅图，经过反复练
习，他们不仅能背下来，而且对这些汉字有了初步的印象。今年我们开
始学习《中文》第一册，我发现孩子们认字都特别快，有时可以说是
不费吹灰之力，一下就认出课文的汉字来了，这就是教学中文的事半功
倍，也就是《等级汉字》教学的成功之处。

看到幼小的孩子们一天天地长
大，汉字越学越多，我作为中文老师，
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深深体会到海外
中文教学离不开三大要素：一是教材的
选用，二是老师的培训学习，三是家长
的配合和监督。我爱我们班的孩子们，
我把他们都当作自己的孩子那样去爱护
去培养，也许缘于这份情，我越来越爱
海外的中文教育了。

一个孩子如果有了很多好的习惯，那么无论在学习上或是在生活中都
会是个可爱的孩子。常言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教师在学校里
也应该有意识的去培养，去提醒，去督促学生树立好的习惯。一般我接到
新班，除了教会学生们学习中文知识以外，对孩子们好习惯的培养也下了
一些功夫，做了一些工作。

一、培养遵守学习时间的好习惯
我要求学生们上课不迟到，不早退，有特殊情况要请假。也许有人觉得有点小题大做，

但我认为这是必须的。如果我们老师对遵守学习时间不重视也不去要求，那么又怎能要求学生
学好中文呢？我的方法是：每周六上课做好考勤，并将考勤作为学期结束评比优秀学生的依
据。另外，我要求家长及时跟我联系，如果孩子不能到校，尽量及时通知我，我的手机号及邮
箱地址都在开学第一时间就给了家长。如果孩子没来，又没有请假，我会立即打电话去问，一
般家长都会解释原因并表示感谢，下次也就重视了。由于我的严格要求，我班的学生很少有迟
到早退的现象，当然我也十分感谢家长的配合。孩子们有了守时的好习惯，将终身有益。

二、培养学生自学的好习惯
学生独立完成作业，独立思考问题非常重要，我把这也纳入每节课的教学中，从而培

养学生自学的好习惯。课堂上孩子不懂的时候，我不希望他们第一时间问老师，而是习惯先
去查书，刚刚入学的一年级孩子就可以这样要求了。例如，学习偏旁部首，遇到新的部首，
我不马上告诉他们是什么，而是让他们自己到部首表里找，然后大声的读3遍，下次忘了，
再去看，几次下来他们就都记住了。这样习惯了，即使没有老师、家长在身边，也能在课本
找到答案。对于布置作业，很多老师对低年级的孩子都是事先打好，贴到本子上，而我对我
班的一年级新生第一次就要求他们自己记作业，然后我细心检查他们记录的情况，实在不懂
的，就请会记录的同学帮助他，孩子间互相帮助也是好习惯。任何的习惯的形成，都必须经
过引导和坚持，经过反复实践，使学生逐步做到习惯成自然。此外，我还经常表扬有良好自
学习惯的同学，让他们介绍自己的做法，使同学的学有榜样。

三、培养爱好整洁的好习惯
周六上课，学校个别淘气的学生喜欢随便乱扔垃圾，给学校管理造成麻烦。我要求本

班学生吃喝东西要坐下，保持各个角落的卫生，上课时桌面不要放吃喝的东西，随时整理
好。下课后首先检查自己桌下有没有废纸张或垃圾，及时清理干净。坚持了一段时间，大家
就养成了爱好清洁的好习惯了，现在我们班放学后基本不用打扫清洁。

四、培养有爱心的好习惯
在学校同学之间应该互相帮助，平时的礼貌用语

不要忘记，要理解家长，知道他们的辛苦……这是我
经常教育孩子们的。我还会经常问孩子在家帮父母做
了什么家务，华裔的孩子通常很孝顺，他们都常常帮
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有的学生知道父母辛
劳，还帮助父母按摩，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啊！

作为老师应该责任培养学生们的好习惯，大家有
了学习好习惯，就有了良好的班风，良好的纪律，大
家相互关爱，学习中文就更有兴趣了。以上是我这几
年做老师的一点心得，希望能与大家分享。

我是怎么教幼儿孩子学中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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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班学生年龄都在5-6岁，他们在荷兰出
生，很多学生在家只讲荷兰语。因此学生们在
课堂上无论是说中文或是读中文都感到非常困
难。其实这种情况在中文学校里是普遍存在
的。针对学生的这种情况，激发同学们的学习
兴趣，调动他们的学习热情是非常重要的。为

了使学生们尽量大胆地开口讲中文，克服语音的障碍，我在教学
中采用的方法是：

一、大声“读”
在上《等级汉字》课时，我通常采用快读—慢读—大声读，

方式则是：汉字读—接龙读—组词读的方法。一方面使学生在“
读”中能练习发音，认字，另外还能使学生习惯开口读中文。我
还把一些偏旁部首写成字卡，让学生在教过的汉字里找出带有这
些偏旁部首的字，并且要求大声读出找出来的汉字。孩子们的
热情很高，都争先恐后地回答。如果有的同学找出了汉字，但是
读不出来，我就让全体同学齐声读出，帮助不能认读的同学。大
声朗读，有助于增强孩子的记忆力和表达能力，树立孩子的自信
心，最重要的是，大声朗读还能帮助孩子养成阅读的好习惯。

二、儿歌“朗读”
上中文课时，如果只要求孩子们识字，朗读句子，课堂气氛

容易枯燥无味。为了避免沉闷气氛，我配合教学儿歌。儿歌的语
言简洁明了，词句音韵流畅，易于上口，节奏也轻快，儿歌的教
学不仅可以引导孩子们学习汉字，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儿歌发展他
们的语言能力。学生们通常跟着读儿歌两三遍后就能慢慢地自己朗
读了。只要学生们有了兴趣，随之大声地朗读也就不感到困难了。
我在教儿歌时，配合儿歌的内容，有时会让学生站起来，一边做动
作，一边背诵, 孩子们顿时活跃起来。例如，教学儿歌《做游戏》
，师生一起背诵，一起做着动作，孩子们积极性很高。班上一名女
孩子做到特别好，很投入。我就请这女孩子到前面来，由她带领
大家朗读，从而调动了全班同学的学习兴致。学生年纪小，对于方
位词的理解比较混乱，为了让学生能易懂易记，学习“上，下，
左，右，前，后”这些方位词时，我用叫口令的方法，孩子们都很
开心，声音响亮，很认真地
和着节拍按着方向拍手。灵
活运用生动的教学方法，学
生们不仅没有疲惫感，而且
朗读渐渐成为他们的习惯，
语言表达能力就提高了。班
上一名比较淘气的男孩，当
他能单独流利背诵一首儿歌
时，他获得了满堂的掌声，
孩子感到特别的自豪。

我执教的班级是二年级，全班26名学生大
多是7、8岁的孩子。这个岁数的孩子求知欲望强
烈，同时生性好动，又处于自控力较弱的阶段，
倘若一味严厉，课堂秩序也许会好些，但孩子们
易生厌学情绪；倘若忽略课堂纪律，课堂上喧哗
声此起彼伏，将干扰教学的正常进行。

我在教学中发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是管理好教学秩序行之
有效的方法。通常第一节课的头10钟，我热情鼓励孩子们用中文谈
谈一周有趣的事情，和全班同学分享。孩子们通常会七嘴八舌地
说，有时我也会点名让一些同学作个别的发言。10分钟时段是孩子
们畅所欲言的时间，也是师生情感交流的时段，孩子们不仅练习
了汉语的口头表达，还交流和畅谈了学习和生活，从中教师也了解
了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10分钟交流结束后，通常教室就安静下来
了，我就抓紧接下来的20分钟有步骤地进行课堂教学，新的知识点
都会集中在这个阶段教授，从生字到词语到句型到课文，孩子们都

能配合教师教学，这是课堂教学气氛最好的时段。
不过，7-8岁孩子的学习注意力通常集中在20多分钟左右。当我

发现有些孩子开始讲话，坐不住了，有的玩笔画画了，就马上换一种
口味，重新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或是让同学串读课文，尽量鼓励
孩子们动口，大声朗读；或是请学习成绩好的同学或者比较淘气却有
胆子的孩子当当小老师；或者在完成多媒体中文游戏过程中，让孩子
们留心判断答案的错对，通常
孩子们都会争着指出错误，给
出正确的答案。这时的课堂气
氛就又活跃起来了。

教师关注学生的一言一
行，主动组织好课堂教学，这
样做便能充分调动学生们的学
习积极性，同时易于管理课堂
教学秩序。

谈我的课堂教学秩序管理
二年级（1）班  冯为民

培养学生的好习惯
一年级3班  龚旋旋

浅谈 “读”的教学
一年级3班  余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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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家2014年吉祥如意！健康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