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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研習心得（極短篇） 

吳幼儀／加拿大多倫多培德中文學校教師 

正體繁體字 

注音或拼音 

兩造持己見 

判官難定論 

粉墨生涯已多年 

練就一身好功夫 

混齡教學非難事 

惜無適性好教材 

巧婦難為無米炊 

華語傳承難啊難 

海棠風雨天 

齊聚教研院 

切磋勤學習 

歡愉永難忘 

時光匆匆去 

收拾行囊歸 

心懷感恩意 

永續教育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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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僑教教學經驗談 

勞朱雯華／加拿大亞省愛民頓福德中文學校教師 

小時候！我最喜歡玩的一項遊戲就是在辦家家酒時扮演老師

的角色。曾經將媽媽買的一大桶金雞餅乾全數分給了扮演學生的

鄰居小朋友，惹得媽媽狠狠地用雞毛撢子抽了我一頓。原來那時

已種下了「好為人師」的種子。 

二十年前，因為我是愛城眾華人天主教唯一說國語的人，所

以被邀請擔任了成人教國文的中文老師。後來又開始在不同的週

末中文學校教幼中青孩子們的中文。 

今天有機會參加了一五八四期加歐非地區華文教師研習班，

得以有與各位優秀老師共同分享僑教之經驗，實是榮幸！希望藉

敝人一些「野人獻曝」的小小教學經驗，能使各位老師收穫「少

少」，敝人也就十分感到欣慰了！ 

如何使來學中文的學生對學習中文產生興趣呢？我認為身為

老師的我們應該注意以下四點：(一)教學計畫；(二)教學與評量；

(三)班級經營；(四)親師關係。 

教學計畫好比是海邊的燈塔，指引著海上船隻航行之方向。

一個沒有完善教學計畫的老師就像一隻迷了航的船隻在大海裡無

目的在飄蕩，無所適從。教學計畫又分全學期的大計畫和以每個

月為單位的小計畫。大計畫訂下後再以每個月為單位的教學小計

畫去修正因學生程度不同而產生的差異。全學期的教學計畫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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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學校：(1)先向同學們介紹中文學校的名字。(2)學校裡成

員的名稱：例如：校長、老師、同學、家長。(3)教同學們說自己

的姓名、年齡、性別。(二)問候語：早安、午安、晚安、再見、

謝謝、不客氣、對不起、沒關係等等。(三)顏色：在教顏色的時

候，用句子比用詞更能讓同學們容易記住。例：黃色的香蕉、紅

色的蘋果……等等。(四)數目字：(1)同學們家裡的電話、年齡等。

(2)年、月、日。(3)星期等等。(五)四季與天氣的變化。例：今天

的天氣怎麼樣？有沒有太陽？有沒有颳風？有沒有下雨？有沒有

下雪？(六)節日：各個中國節令的習俗。(七)五官：介紹身體各部

位的名稱。(八)家庭成員：例：爸爸的爸爸是祖父，媽媽的媽媽

是外婆，以此類推。 

有了完善的教學計畫後，需要跟進的便是有效的教學方法。

談到有效的教學方法則是多多鼓勵代替責罵。讓同學們感受到你

是一位幽默有愛心的老師。讓他們愛你代替他們怕你，他們會打

從心裡服你、尊敬你。認識我的各位學員你們從我的外表來看我，

一定知道我是個不抹胭脂、不抹粉、又胖又不漂亮的老師。但是，

我一年級的學生在描寫我的時候，卻寫下了以下的內容：「我的老

師是朱老師，朱老師是個好老師。我愛朱老師。朱老師非常漂亮。

我愛朱老師好多好多。朱老師愛我好多好多」。我想最溫馨的是「我

愛朱老師好多好多。」那句話。而且「愛是盲目的」這句話也因

此得以證明，同學們為什麼會愛我好多好多呢？答案就在：「我愛

他們好多好多。」平時上課的時候，我就時時不忘記讚美他們，

而且讚美還不能盲目的讚美，每次我都抓住他們真正值得讚美的

地方去稱讚他們。 

我教的都是三歲半到六、七歲的孩子，他們的注意力是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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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暫的。所以時時都要轉換教學的方式。我利用帶動唱來教兒歌，

使他們覺得在玩遊戲。在他們學會了兒歌以後，我會問他們在那

首兒歌裡，那個字是「花」字，或其他我希望他們認得的字。因

為他們的年齡太小，手部肌肉尚未完全發達，所以我們班上的小

朋友是只認字而不寫字的。 

至於如何評量學生，我不光只是給他們每月的月考，平時我

就為他們的學習做評量，他們的學習態度包括上課認真的聽講，

按時交每星期的功課，雖是填色，但都要保持紙張、顏色的乾淨。

而且是同學們自己上色，而不是爸爸、媽媽代筆。因為我事先將

要教的兒歌用錄音帶錄好，結果到最後學期結束前，孩子們對兒

歌的歌詞與動作比我還熟，真是開心！ 

至於班級經營中有關維持教室裡的秩序，我是這樣維持的：

一開學，我就告訴小朋友教室裡的規則。例如：見到校長、老師

要說早。在教室裡上課的時候有問題要先舉手再發問。如果要上

廁所時，要先告訴老師，得到了老師的許可才可以由助教或愛心

媽媽帶著去洗手間。一般來講，只要老師要求的合理，小朋友們

都會樂意的照著老師的話去做。 

最後保持良好的親師關係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家長們將子

女送到中文學校，無非是想讓自己的孩子會聽、說、讀、寫中文

的方面能有良好的成績。所以如果有老師想請家長們幫忙做教具

的話，他們是十分樂意，我將做字卡的材料印好給他們，他們便

將這些材料變成一張張精美的字卡。有的家長還不時地捐獻一些

餅乾糖果給班上的小朋友們享用。我是怎樣和家長們維持良好的

關係呢？我用一封封誠懇的信去打動他們，一通通的電話去關心

小朋友們的缺席的原因。（開學時與學期結束前兩封信是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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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下課後的面談，告訴父母今天他們的子女在課堂上的表現。 

教了二十幾年的中文，使我相信要結怎樣的果就要怎樣去

栽。家長與學生們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做老師的憑著一股做園丁

的精神一定不會使任何人失望。我愈教愈年輕，也愈教愈快樂，

團結我們讓我們藉著今天發達的電腦科技在網上彼此互相交換教

學的經驗，互相鼓勵對中華文化傳薪盡一份綿薄之力。珍重！再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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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學中文認字的小貼士 

林慶布/加拿大卡加利亞省中文學校教師 

各位老師午安！ 

今天我很榮幸能站在這裡和大家分享我的一點教學體會。首

先，我要感謝葉莉班長和歐洲組的老師，她們把僅存的一點中午

時間騰出來讓我站在這裡和大家講話。我原是沒計畫來講這個題

目，但班長和一些老師再三邀請盛情之下，卻之就不恭了。我知

道在座有很多經驗豐富的老師，我的這一點體會也可說是班門弄

斧，但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希望我的淺薄之見可以達到拋磚引玉

之效。今天，我主要想談兩個認字方法，一是認繁體字的捷徑，

二是掌握繁體字後認簡體字的捷徑。 

首先說如何讓學生增加認繁體字的能力。海外的中文老師都

知道，海外學中文的學生很受環境限制，主要是中文課時少，耳

濡目染的是英語、法語、德語……（這是和在臺灣、香港、中國

大陸的學生截然不同之處），學生在記憶中文字方面是存在極大的

困難。所以，我教學生認字時是讓他們知道中文字有兩個特點。

一是形聲字，很多字是上形下聲或左形右聲，如能在學習中先掌

握字的聲部（大多數學生都先學會了部首）那以後認字就容易多

了。如學生學“待”時，因為他們以前學過“詩”字，所以我會

教他們把“詩”的“言”去掉，加“ㄔ”即可（因為“寺”他們

可能還沒學過）其他形聲字也可以此類推，如“構”－“講”……

等。二是字的拆字方法，中文字大部份是可以分拆的。如“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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