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5日周六是荷兰的儿童节，丹华学校为孩子们准备了荷兰儿
童节吃的小圆饼和糖，碧荷基金会还送来了小礼品，而低年级的老师
们则利用荷兰儿童节的风俗把中文课上得更生动活泼了。

《中华字经》1班李卫老师告诉小朋友黑彼得送来了很多礼物，
看谁能在游戏中获胜，便可获得礼物。课堂上老师设计了两个游戏：
一个是“黑彼得的礼物袋", 要求学生先回答出礼物袋中的字卡, 答得
越多的就能获得彼得贴贴纸奖励。另一个游戏是"酬谢彼得"。学生两
人一组, 一人蒙眼抽字卡, 然后在另一人的指挥引导下将字卡饼干送进

彼得的嘴巴。最后他的同伴必须说出字卡的中文名称。噢！孩子们都
争先恐后抢着回答问题，课堂气氛异常活跃，游戏中有些学习好的同
学还能当上彼得的助手……。

幼儿班尹霞老师当天让孩子们做小鞋子的手工，正好可以把学校
发的小饼干和糖果都装到里面。课堂上：有的孩子的鞋子外面贴上了
皮特的贴图以及其它的漂亮的装饰；有的孩子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手工制品看上去还挺像尼古拉斯乘坐的小船。课堂上孩子们有学习，
有手工，有品尝可口的糖饼，特别高兴。

【丹华讯】

12月5日周六一早，丹华学校教师休息室喜气洋洋，

全体丹华教师汇集一起，热烈欢迎驻荷使馆领事部秘书

郑皓和新上任的秘书袁春华到访丹华。在欢迎仪式上，

李佩燕校长首先向郑皓秘书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郑

皓秘书多年来一直关爱华文教育，工作认真细致，有条

不紊，受到荷兰华文教育界人士的称赞。

郑皓秘书在欢迎仪式上十分感慨地说：“很感谢

李佩燕校长还有丹华各位老师这么多年来对丹华和对华

文教育的贡献。对丹华我真的很有感情，来过很多趟，

每次都能看到丹华新的进步，还看到丹华有新的面孔。

我感觉，丹华在李佩燕校长的带领下是越办越好。每年

学校的活动都很丰富，中秋节品诗活动和刚过去的美食

节，还有前两年年的新疆、去年的四川教师培训活动都

举办得十分精彩。丹华这个团队非常有活力，非常有生

机。看到丹华的进步，我会想：如果荷兰的每一所中文

学校都像丹华一样，那真的叫事业蒸蒸日上了！感谢大

家！”

袁春华秘书是第一次来到丹华，他说：“我前几

天刚刚来到荷兰，这是我到的第一所中文学校。丹华这

个名字对我来说是如雷贯耳，李佩燕校长和黄音主任在

国内时我已经听说了，也知道丹华学校办得很好，是荷

兰示范学校之一。目前国内很重视华文教育，到了荷兰

后，郑秘书也给我介绍了丹华的情况，也说丹华办得很

好。我初来乍到，希望以后能多来丹华，多交流，也非

常感谢大家对华文教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我深知华文

教育事业在国外开展是很不容易，所以也特别敬佩大家

为华文教育所作出的努力，因为有了老师们对华文教育

事业的执着，才能汇集一股强大的力量，才能使我们的

中华文化得以传承，再次感谢大家为华文教育事业所作

出的贡献！”

丹华老师们对两位秘书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李

佩燕校长代表丹华为两位秘书献上鲜花。随后，丹华黄

音主任和李佩燕校长陪同两位秘书和当天参观丹华的郭

淑芬教授一起观摩了《中华字经》班和国学班的教学，

受到丹华学生们的欢迎。

五年级1班的学生我已带了三年了，一开始他们学《
中文》教材第二册，只掌握一百多个汉字，《等级汉字》
学到第四册时，我开始了拼音教学，他们的读字能力一下
子也提高了很多。随着所学汉字的增多，我感到了他们这
期间中文水平的进步，尤其是在词汇量和认读方面。从《
中文》第六册起，他们已经能在没有全部给出拼音的情况
下，读出整篇课文，这是他们中文水平提高的一个证明。
这里我想谈谈这几年来我的一些教学感受：

第一，用活泼、反复的教学打好基础。接这个班时，
学生们的平均年龄7岁，处于打基础的阶段。每次学新字
时要先学偏旁部首和结构，反复带读描红，一遍遍朗诵课
文，每学完一课要听写，这种大众化教学方式对这个年
龄的孩子来说有点枯燥无味，为了避免他们上课打瞌睡，

我便充分利用Powerpoint，在幻灯片上用动画形式打出很
多图片。比如《中文》第三册第一课“红绿灯”中有一
句：“街道宽，街道长，街道交通真是忙”，我打出了宽
街道和长街道的图片，还有城市交通繁忙的图片，用形象
方式解释生字词的意思，同时还带来玩具红绿灯，让他们
当道具表演课文中的故事，目的是希望他们在生动的教学
形式下，牢记生字词和句型，以打好基础。事实上，这样
的教学方式也的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等级汉字》教学接近尾声时，我增加了拼音教学。
孩子对西方字母已有认识，所以不用再教写字母，最重要
的是让他们记住拼音的不同发音。为避免他们用荷兰发音
记住拼音，我先用两周课教完所有字母，以后每周课上都
要复习，并通过字母卡片让他们比赛，看谁读得快、读得
准。每次布置回家作业，我都会给他们十几个字词，请他
们写拼音。现在我班的很多同学拼音基础打得很好，都可
以在电脑和手机上用拼音打汉字。

随着孩子们年龄的提高，他们渐渐已有自己的想法。
为提高他们的听课兴趣，我增强了上课时的互动环节。比
如在讲《中文》第七册第一课“在机场”时，我先不讲课
文，而是让学生们根据自己坐飞机的体验，讲一讲坐飞机
的经过，比如上飞机前要干什么，怎么上飞机，学生们于
是七嘴八舌地说，我逐一把他们说的事的关键词写到黑板
上，在黑板上列出的词语大多数都是课文中的生字词。
通过这样的互动，学生们可以自己思考，提前想到这些
词，接着再从课文里学的话，不仅兴致高，而且印象深，
记得快。

第二，及早抓阅读和写作。文字的基础打好以后，

阅读和写作作为语言学习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提上了日
程。在低年级时，同学们的阅读练习主要是课后阅读，虽
然是泛读，但我每次还会带着他们认真读课文，然后请他
们回答问题。从四年级起，我开始逐渐放手，让他们自主
学习。每次阅读时，为了锻炼他们独立阅读的能力，我会
先在黑板上写出问题，请学生们在阅读时自己在课文里找
答案，有不懂的地方问我，读完后随意点名叫学生回答问
题。现在学生们基本上可以做到自己阅读了，虽然还有很
多不懂的地方，但只要他们可以读出文章的大意，泛读目
的也就达到了。

从这学期起，我每周开始安排半节课专门让他们练习
中文写作。一开始他们感觉非常困难，不知道该写什么。
我每次都会先想好一个题目，比如“我的假期”，找几

个和题目有关的词，让他们按照题目用已经给出的词写一
段话，然后逐渐过渡到自己想题目写一段话，条件是这段
话里一定要有人物、时间和地点，这是写一段记叙文的基
本三要素。每次写作课，我还会在网上找一些范文读给他
们听，旨在启发他们的灵感。学生若有不会写的字，我同
意他们问我或先写拼音，有不会写的句子，也可以先用荷
兰语想出，然后问我怎么用中文写。渐渐的，学生们开始
能写上一小段文字了。这里是我们班上的一个孩子第二次
写的文章，虽然文笔幼稚，但写出了孩子的真情实感，对
初学乍练者来说，已经不错了：“今天下午妈妈说给我玩
会儿电脑，哇！我高兴的跳了起来，太好了！太好了！终
于可以玩电脑了，我最喜欢玩电脑游戏，我问妈妈为什么
今天我可以玩电脑，妈妈说这是给我的奖励，我当时愣住
了，心里想，我没做什么啊，妈妈怎么说是奖励给我的。
原来，是妈妈说我今天的表现不错，写中文作业比较认
真，字写的比较公正，也较快。所以妈妈很开心，就奖励
了我。”以上的习作，如果再经过修改，就能成为一段叙
述清楚、通顺流畅的小短文了。

做老师的最大欣慰，就是能看到孩子们的不断进步。
在孩子们进步的过程中，老师在教学中也要不断进行调
整，与孩子们共同成长。现在，我班大部分孩子要升中
学了，荷兰学习课程任务加重，所以我这学期也相应减
轻了家庭作业，练习册作业只做一半，并在课堂上完成一
部分。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让学生保留学习中文的热
情，把中文学习坚持下去。

仅以以上这些肤浅认识，和同事们分享交流。

棍，中国武术的著名长器械，是各种传统武术和现代武术竞赛的主要内容之一。棍在武术器械中占有重要的地
位，在众多的武术流派中，也都有各种棍术的练习方法和套路。棍术内容丰富，具有勇猛泼辣、密集如雨、气势恢
宏的特点，演练时上下翻飞、八方纵横，有“棍扫一大片”之说。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套路是中国武术中最基本的
棍术套路之一，其棍法威猛、攻防分明、讲解清楚、简单易学，是武术的入门套路。

学习内容和目标：

1、掌握所学初级棍术的动作方法及其要领。
2、使学生能够掌握所学初级棍术中的基本棍法。
3、棍法与身法的连贯性。
4、练习过程中手、眼、身法、步的配合，体现出武术的“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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