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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自接触此行业以来，接触过不少对外汉语教材，针对

来华成年留学生的主要有《发展汉语》、《汉语速成》、《博

雅汉语》等等，但是针对海外学生的中文教材了解的较少。然

此疫情在家，借此契机，笔者从事了线上对外汉语教师这一职

位。由于公司总部坐落于新加坡，分布于北美、北京等地，所

以对海外教学对象也有了一定的了解。经过系统的培训、与家

长的沟通交流以及自己使用教材的心得，在教材方面略薄见，

特别是对海外学生使用的教材有了“突破般”的认识。主要有

中国驻各国大使馆主推的暨南大学出版的《中文》、美国Talk

Summer Camp 暑校推荐的《马立平中文教材》以及许多华裔家

长会自教的人教版 / 部编版《语文》。

针对不同的年龄段、水平和阶段的华裔学生无疑需要去编写

和使用不同的教材。所以笔者此次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海外华裔

的孩子(5-12)或海外混血华裔家庭家中有一位华裔家长将其作为

外籍华裔的主要教学对象的情况来进行了分析。

1 《马立平中文教材》概况

马立平中文国际汉语课程的内容和服务对象主要是海外学生

以及华裔地区的青少年,可以仅供海外周末的中文学校使用，整体

教学内容设计比较完善(分别是设计了11个年级的课程和教学内

容)，并分为三个主要的阶段进行展开：①认字和语文阅读(一

年级从学前班到四年级)；②作文和阅读(五到七个年级)；③中

华文化和传统教育ap 考试(八到十一个年级)。其中每个单元按

基于新时代国际汉语教学的要求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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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国力的不断强盛,对外汉语的事业也正空前蓬勃发展。“汉语热”已经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对外汉
语教材，耳熟能详的便语教材有《博雅汉语》、《快乐汉语》、《汉语教程》、《汉语初级综合》、《hsk标准教程》等等。这些对外汉语教
材或分针对汉语技能编写、或有一部分针对国际话题编写、或有一部分针对汉语考试编写，使用者对这些汉语教材的看法和评价也
褒贬不一，本文中也提出了笔者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本文选取北美常使用的、笔者本人也较为熟悉和欣赏的《马立平中文教材》一
书，结合自己的对外汉语教学经验和实际使用的经验，旨在能够以小见大略表薄见，对马立平现有的教材和对外汉语中文教材的内
容进行更深入的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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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分册分为三个教学单元，按照每个教学单元八次授新课、一

次总复习和一次年级考试的平均教学量分别进行了设计，对应着

十周的教学时间。关于全套教材的设计内容结构，以及各个单元

和阶段的教学特点,请详细参见教材下图。

实线坡度分析示意：根据预计的复习坡度和感到学习困难度

的程度，坡度越"陡"，表示部分初中学生在开始复习时越有可能

就会感到自己学习上的难度越大；坡度越"缓"，难度越小。(如学

前班和一年级第一、二单元学习难度最低，二年级第三单元难度

最大)。

实线下的文字，表示该学习阶段的主要知识点和学习的内容。

虚线示意：认字数量增长的最快速度(一至四年级快，之后明显地

减缓)。

2  编写原则

2.1汉语拼音vs.汉字——直接拼音认字，后学汉语拼音

为了先入为主地培养和发展海外学生语言识别常用汉字的知

识和能力，我们在海外语音开始教学阶段完全不用拼音或者其他

注音符号，而是通过汉字和韵文直接地进行语言识别汉字的教学。

特别是在学了700个常用的汉字以后，再一次引入了汉语拼音。海

外语音的教学由课堂教学和网上的作业共同组织和分担，这样成

功地解决和避免了海外高中学生常见的过分依赖于拼音的汉字教

学弊病。

2.2认字vs.写字——先认后写，多认少写

海外少年儿童用于学习中国汉语和使用中文的时间精力和业

余时间十分有限，所以此汉语教材主要采用先读少认后读书写、

多读先认少认后写的“新型”教学方式原则。本书一系列汉语教

材通过各种学习方法和教学途径帮助海外高中学生熟练正规准确

识读2000个左右的常用汉语拼音字母汉字、拼音书写500个最常

用的拼音汉字。

2.3精读vs.泛读——课文和阅读材料并重

教材结构采用了正式教学课文和所需要阅读的材料相互交织

的教学结构，每篇正式教学课文都分别配有学生需要阅读的材料

数篇，纳入正式的教学。这些阅读的材料以发生在中国古代历史

上的神话故事和中国神话寓言为主要的题材，用学生已经学过的

外国语和汉字进行撰写。

2.4 阅读vs.写作——先读后写，水到渠成

语汇的各种练习方法是现代中文语言写作的重要理论基础。

一至四年级以小学中文生字写作阅读认字和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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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文练习阅读为主，让班级学生不仅能够快速掌握大量的经典

中文阅读语汇。六至七及八年级以学习中文语言写作的具体教学

内容为主，学习如何用中国传统描写的方式来正确描写自然状物、

叙事、写人；中间则以重新改写的《西游记》等小品作为中文教

学内容过渡。

3  使用体验

3.1由于作者是根据自身实践于自己孩子身上的经验过程编

写的，所以使《马立平中文教材》非常适合海外儿童学习。对

于教师来说能够较容易地抓住孩子的视线，课堂氛围总体生动活

跃，既能够达到教授语言的目的也能够达到传播文化的目的。

从实际的情况分析来看，其实大部分中国海外华人的子女学

习英语中文都是“被迫地”勉强地被父母要求去学。再加上他

们的语言学习环境几乎都是单纯的英语，和朋友在一起朋友也希

望他们是能够说流利的英语，父母一方面也希望他们能够用英文

顺畅地交流，以致于他们觉得中文的地位和分量在他们心中不是

很重要。他们觉得中文能够听懂或者说一些基本的能够满足家庭

需要的中文即可。因而如果汉语中文课程枯燥、单调，无法找

到吸引海外华人兴趣之处，就可能会直接造成他们的孩子更加地

不想再系统地学习和接触华语中文。也正是考虑到这个原因，

此中文教材从选材到教案的制定、课时的安排、课后英文作业

的安排和设计，基本上都是极力地让中文学生们既感到有趣、

在心里发自内心地愿意学下去，与此同时也保证了内容上有一定

的进度和学习难度。

3.2在汉字识字课堂教学中，让我们的学生感到最有意义和

效果的方法就是教师使用马立平老师为教材精心设计的大字卡

片。游戏中老师还能做到可以随时的抽取任何由大字卡片所拼成

的新词组让教师引导学生快速准确认读，中途教师还可以任意加

入一些“炸弹、鬼脸”等游戏元素丰富汉字识字游戏卡片的有趣

性。在游戏中教师还能做到可以任意的抽取容易让学生混淆的字，

做到让学生快速反应快速准确认读的练习，有利于目的的让学生

强化对某些字词的准确认读和理解能力。除此之外此类配套的教

具还能帮助学生省去了老师很多繁琐的课前准备识字工作，减轻

了教师备课负担的同时还因为能够大大增加学生对识字的学习兴

趣，在汉字识字游戏中潜移默化的引导学生识字。

3.3笔者对此教材另一个最大的欣赏点就是：马立平的拼音

中文课和汉语教材为当代海外少年孩子们学习成长的过程带来了

最宝贵和令人值得自豪的收获——那就是他们完全可以不靠学拼

音，只读书、就识字，并且学完之后能够大胆地拼字说话。

鉴于海外孩子们的特殊口语学习环境，他们常常在中文课堂

上表现出“蹦字、蹦词”或者用最简单的普通话语方法回答问题

的现象(他们“能省就省”的汉语学习原则)。绝大部分的很多孩

子在刚接触中文开始的学习时觉得中文很难甚至会变得更难，于

是一个个难于启齿。但在直接通过识字学习一段时间之后，识字

的数量大大得到了增加，靠猜、依赖于拼读的孩子识字习惯大大

得到了改善。海外孩子能够用简单的生字进行遣词造句、说长长

的中文句子。海外家长们纷纷反映：海外孩子的英语从中文终于

变成了像是“走出家门”的中文了，过去在家不愿意听人讲中文

的海外孩子们识字之后充满了信心和成就感还主动地考起了自己

的同学和爸爸妈妈。更可喜的是，除此之外，孩子们学到了极其

代表的是具有中国独特语言文化底蕴的经典儿童歌谣和经典的童

话故事。

3.4题外的话：(笔者作为一位线上教授对外汉语的教师)在

我的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经历中除了认真阅读课文和教材之外，老

师与孩子家长及时的交流沟通也是有助于了解如何帮助自己的孩

子们真正学好自己的中文、快乐地学习好中文的。课堂反馈很重

要，笔者在我的每节课学习结束之后都会给我的家长和孩子们发

一次课堂的反馈(feedback)，从孩子的听、说、读、写、课堂综

合的表现、汉语运用能力这几个方面给孩子的家长做一个及时的

指导和反馈。笔者会详细介绍课堂的内容、概括孩子的实际课堂

学习表现以及同时强调孩子须要课下及时巩固复习加强自己掌握

的方法和要点等等。通过课后课上的同步“联手”，让孩子的家长

也加强对自己孩子的对外汉语学习的管理指导和监督。

4  综合述评与期待

近年来，海外的图书馆和中文学校也发展迅速，但其中文

教材还是多来自国内。可是，由于海外孩子学习生活的环境和

国内不同，海外学生的文化背景、学习的方式以及实际学习的

条件和国内也不同，所以国内教师编写的中文教材，往往不符

合他们的实际学习需要。其中比如暨南大学的《中文》对长期

学习和接受传统美国本土化教育的海外孩子来说就“极其枯

燥”，难度和起步也相对较高。（据家长反映）多半海外孩子

的课程可能在学习刚刚开始就已失败、退怯。

故笔者就此教材，详细分析了马立平这本书，表达自己对

马立平教授的感谢和敬佩的心情。与此同时,也是由衷地希望我

们可以互相交流借鉴“海外本土化”的中文教材，一起推动中

国华语教育发展得越来越好，让越来越多的海外华裔孩子更加喜

欢学中文，喜欢中国华裔这条“根”。

在笔者系统地了解了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原则之后，再结合

本教材来看，对这个教材有了更全面、更理性的认识。本教材的

教学理念很符合时代的需要：“培养交际能力、强调互动运用、重

视认知规律、突显学生主体”，（根据二、和三、我们可以看出）马

立平中文教材针对性很强——专门针对海外拥有华语环境的儿童，

体现了个体差异性教学；单元、课程、年级的划分也具有科学性

——语言规范、数量比例编排合理、安排由浅入深；整个教材内

容课文的选用也具有实用性，省掉了国内教材存在的“毛爷爷、邓

小平爷爷”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章，考虑到孩子的儿童心理，也

摒弃了儿童不易理解的文章，且强调了语言的交际功能，符合海

外华裔的所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本文一开始便提到的，笔者最

欣赏的地方——趣味性，根绝儿童的心理兴趣设计，避免了枯燥

学习，很大程度上也让孩子们克服了畏难心理，对中文学习充满

了希望。

笔者真心希望越来越多的教材，可以像马立平中文教材一样，

设身处地地考察实践，细化教学对象，编写出越来越具有针对性、

适用性地教材，让“中文热”越来越发光发热！

参考文献：

[1]马建敏.美国华裔教师马立平关于美国中小学的文章

[DB/OL].

[2]暨南大学.《中文》教材介绍[EB/OL].

[3]陈曦.浅析对外汉语课选用教材的原则[J].中国多媒体与

网络教学学报(上旬刊).2019(03).

[4]潘琦.对外汉语教学中教材的选择[J].文学教育(上).

201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