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前的那个冬夜，眼看着爸妈因工作原因马上要调回城里，我们
一家人彻夜未眠。我们最终做出了痛苦的抉择，让小老虎花花回归到大自
然。那晚，我脑海不断地在设想，花花没有我们的生活会是怎样。我不停
地说服自己，让花花过自由自在的生活是对它最合适的安排。可是记得那
次我们送花花进杂技团，因离开我们的它竟滴水未进。一想到这儿，我又
深深地为花花担忧，生怕这次会让我们永远失去花花。

第二天清晨我们带着花花到森林里玩耍，趁它顾着追野兔时我们一
家人悄悄地离开了它，躲在丛林里远远地观察。追完野兔，花花回头寻找
我们，当它发现我们已经离他而去时，他几乎崩溃了。他发疯似地四处寻

找，找遍了整个森林都找不到我们的踪影。于是，它沮丧地朝着我们来时的路狂奔而去。
一年后我们回到乡村，邻居告诉我们：那天，花花独自回到家，眼看着紧闭的房门，它哀

鸣着，似乎呼唤着狠心的主人快点回来。接下来的几天，花花就呆在院子的角落里，一步也没离
开过院子。好心的邻居每天都会送点吃的给花花。但就算他们把饭菜放到它嘴边，它也一口不

吃。只是口渴的时候喝点水。就这样，花花不吃不睡，整天翘首眺望着远方。可是，它没有等到
主人的归来，不到一个月它就得病死了。

时至今日，花花那悲凉而绝望的眼神在我心里挥之不去，那哀鸣声常常会穿透黑夜刺痛我
的心。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责怪自己，当年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如果早就知道有这样的
结果，我们当年就不会那么狠心地离开它。

《人虎情》课文简介

课文讲述了小女孩一家和小老虎花花之间的感人的故事。小女孩父母在东北农场工作的时
候，偶遇一只小老虎，小老虎成了女孩朝夕相处的玩伴。女孩有次在森林里遭遇大黑熊，花花还
救了小女孩的命。几年后，女孩父母要调回北京，把花花送进杂技团，于是花花一直不吃不喝，
七天后被送了回来。经历此事件后一家人决定让它回归到大自然。陈雪蓉同学的习作是这篇文章
的续写。

今年的秋假，我每一天都过得很开心：和妈妈一起逛街买了一件新的外
套；跟阿姨第一次学做包子，卖相虽然不是很好但还挺好吃的；同学来我家
玩，我们一起做了饼干，做了意大利面当晚餐，也做了冰淇淋当饭后甜品。
我们还骑了两个小时的自行车，减了一下肥。这个假期过得真的很热闹。

然而最难忘的还是我们全家去游乐场的那一天。我们在那里碰到了我
爸爸妈妈的好朋友，他们也是一家人一起出来玩。突然，中间的一个女孩跳
出来叫我的名字，我心想：“她是谁啊？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我还没开
口，她就说:“我们很小就认识了,我们以前还经常一起玩。”她一说完我就想
起她来了。接下来我只跟她玩跟她讲话，完全忘了我是跟我家人一起来的。

我们两个坐过山车上了瘾，连续坐了差不多十次。一直坐到我整个人都不好受了才停下来。晚上,我
们还在一起吃了晚饭，分手时都觉得难舍难分，我们就约定，明年一起回中国去玩。

今年的秋假真是太爽了！

学生作文
离 别

— —《人虎情》续写
初三  陈雪蓉

快乐的秋假！
初一班  吴艾琳

丹华中文学校是一个充满凝集力的大集体，这里不
仅凝集了几十名教学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任课老师，还
凝集了一批默默无闻、甘愿为海外华文教育做贡献的助教
们。今天我就带着大家把镜头对准这些站在丹华主力教学
大军后面，为丹华教学保驾护航的助教群体。

镜头一：每个星期六早上10点半，送孩子的家长和
丹华学生们陆陆续续来到丹华中文学校。无论是荷兰式的
阴雨天，还是狂风肆虐的寒秋，或是冰雪覆盖的冬日，他
们总会看到两位身着黄色反光马甲的老师站在校门口，和
谒可亲地迎接大家。丹华有五百余学生，许多学生住在其
他城市，家长们每周不畏路远开车送孩子来学中文。早高
峰时刻，学校门口总会排起或长或短的车队，多亏有在门
口值班的钟月芬老师和周彦老师及时而耐心地疏导校门口
交通，既保证了孩子们按时有序地进校，又减少了给附近
住户带来的不便。

镜头二：11点到了，一阵清
脆的铃声准时响起，提醒大家中文
学习正式开始。随着铃声走来的，
就是同样清爽而利落的孙红蕾老
师。由于丹华的学生太多，不得不
启用在教学楼外的几个教室，而这
几个教室又听不到电铃声，所以每
到上课和下课的时候，孙红蕾老师
就会拿起手摇铃，“叮铃当啷”地
从教学楼内一直摇到教学楼外以及
操场上。别以为这事简单，那铜铃
摇动起来真可谓震耳欲聋。孙红蕾
老师却能够神情自若，让手中的摇
铃有节奏地、欢快地、更有力地鸣
唱。

镜头三：上课了，朗朗的读书声从各班响起。幼儿
班和低年级班里大多是四岁五岁的孩子，这些孩子刚开始
学写字，很多还不会拿笔，生活还不能完全自理，需要老
师额外照顾。学校考虑到低幼班的实际情况，特别安排助
教协助任课老师辅导小同学课堂学习，批改作业，让小朋
友们从小打好中文的学习基础。

镜头四：下课了，楼道一下子热闹起来。坐了一节课
的学生们走出教室舒散一下筋骨。助教们也从各个班里走出
来，站在各自负责的公共区域，提醒孩子们慢行，防止打闹
冲撞。课间老师们可以休息一下，却正是助教们维持学校秩
序的时刻。一个戴着眼镜的小女孩走向在一楼楼道值班的杨
立红老师，说：“老师，老师，我知道你是谁。”杨老师好
奇地问：“我是谁呀？”小女孩说：“如果哪个男孩子在楼
道地乱跑乱闹，你就是那个说他的人。”

镜头五：校口外的操场上，很多学生利用大课间的
时间在操场上活动，高级语文班的戴蓥皓和金健尧同学也
站在操场上。只见他们神色轻松地说着话，却不时留意着
操场上的情况。操场上的其他学生显然很清楚这两个大男
孩的使命：维持操场课间秩序。从这个学期开始，学校特
意为这两个丹华最优秀的学生安排了特殊的学习内容：让
他们学以致用，利用一节课的时间帮助低年级班学生修改
作业，并在大课间协助维持操场秩序。

镜头六：课间休息时，餐厅里的小卖部前常常排满
了学生。为了让孩子们缩短排队的时间，学校安排钟月芬
老师在课间帮助小卖部的荷兰卖家出售食品。丹华中文学
校租借荷兰学校办学，与租借学校的合作关系至关重要。
小卖部与租借学校关系密切。钟月芬老师细致和蔼的工作
态度不仅赢得了学生们的热爱，也赢得了荷兰卖家的信任
和尊重。

镜头七：一天的教学结束了。助教们协助任课老师
帮助年龄小的同学整理书包，收拾教室。教室整理好之
后，助教们还需要到各自负责的公共区域，包括卫生间等
检查是否有设备破损。一切检查好之后，助教们才完满结
束了这一个忙碌的星期六。

助教工作很繁琐并要承担很多责任，需要有极大的
耐心和责任心。幸运地是，丹华中文学校能够汇集这样一
群工作认真细致、不图名利、乐于助人、踏实又肯干的助
教群体。丹华教学成功有序，助教工作是不可替代的重要
一环！

甘当绿叶护丹华
— — 丹华助教工作集锦

杨立红

12月6日，我抵达北京参加由国务院侨务办
公室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办的第三届世界华文
教育大会。

12月7日早晨9点，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
式开幕。国务委员杨洁篪于开幕式前在金色大厅
接见了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位华文教育界
参会代表，并做了重要讲话。

开幕式上，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裘援平作
了题为《发展华文教育、振兴华文学校》的主题
精彩报告，她总结了华文教育的现状与启示以及
近几年国务院侨办华文教育工作的进展，并着重
提出了华文教育面临的新形势与核心特点。我很
关注裘主任在讲话中有关全面提升华文教育发展
水平的六大体系。其中在培训体系中，裘主任谈
到要从根本上突破束缚海华文教育发展“瓶颈”

，解决当前海外华文教师数量不足，专业素养不
够，断层严重等问题。

裘援平还介绍说，国务院侨办秉承“以人为
本，为侨服务”的宗旨，积极会同有关方面，在
华文教材研发推广、华文教师培养培训、华文学
校发展建设、举办华裔青少年活动等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她指出，面对新形势、新机遇，国务院
侨办愿与海内外的华文教育工作者，以及所有热
心华文教育的人士一道，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新
时期的华文教育工作，引导华文学校转型升级发
展，推动华文教育向标准化、正规化、专业化方
向迈进。“我们要紧密携手，抓住机遇，开拓进
取，共同做好新形势下的华文教育工作，让中华
民族的优秀精神基因在海外世代相传。”

国务院侨办还在会上表彰了1646名海外优秀

华文教师和120名热心华教人士，并为38所海外华
文教育示范学校颁授了牌匾。此外，“发现东方
之美”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微信大
赛也在会上启动。

据国务院侨办介绍，第三届世界华文教育大
会旨在进一步加强海内外华文教育工作者的交流
与合作，探索共同做好新时期海外华文教育工作
的新思路、新举措，广泛凝聚共识，携手推动海
外华文教育大发展。接下来的两天里，与会代表
将围绕“发展华文教育，振兴华文学校”的主题
进行充分交流和信息沟通。我也会参加“稳步推
进“三化”建设，促进华文学校转型升级”的专
题讨论，倾听代表们的真知灼见，共商海外华文
教育的发展大计。

发展华文教育  振兴华文学校
— — 祝贺第三届世界华文教育大会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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