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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先生是否已經長過水痘。  

接任中文學校教師一職之前，曾經想要找個社福團體擔任義

工，沒想到因緣所致竟然當起老師。為了幫助更多人學習中文，

雖然私人的時間因此而變得非常有限，但是為了能夠奉獻所學、

回饋社會，只要是符合自己的志願，就應該勇往直前、當仁不讓。 

在教學中會時常發現自己許多不足的地方，剛好可以藉機學

習，再從學習中不斷成長自己。我亦期許自己不僅能夠教學生認

識中文，更希望教導學生懂禮貌、通情達理以及能夠適應現代社

會所需之地球上的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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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金香國度中文教學 

陳素善／荷蘭台北中文學校教師 

對教研院 

為僑教師資 

願華文教育 

盼華僑子弟 

心存感恩； 

盡力栽培； 

落實全球； 

開花結果。 

很榮幸也很感謝今年能有一個豐收的暑假。在鬱金香的國度

裡已經旅居了十年，但是真正踏入僑教卻才是第五年的開始。七

月十五日收拾起包袱，邁向家鄉的路途，感動的是，我將踏上的

是家鄉的家鄉：三峽。那是一種「近鄉情更濃」的喜悅啊！從七

月十八日「海棠」颱風來襲的報到日，到八月五日「瑪莎」颱風

的結業日，果真是「風雨故人來」，連老天爺都如此捧場。我們這

兩期的學員，可說是名副其實的有始有終哦！ 

話說回到四年前，剛接僑教工作時，所要帶的是剛從注音班

上來的國字班，心裡可是憂喜參半。令人憂心的是，從沒教過這

些ＮＢＣ（Netherlands Born Chinese），但是，這一種挑戰卻又讓

我躍躍欲試，有些歡喜。於是我左思右想，決定採取遠程計畫。

本著學習第二語言的基礎，開始依字、詞、句，循序漸進為教學

步驟，希望為學生的中文往下扎根。當時所使用的是國立編譯館

的教材，所以我也就按部就班的一課一課慢慢教，重質不重量，

並且還一口氣訂下了四年教學計畫，更堅定執著要讓這些ＮＢＣ

不但會聽也會說，更要會讀也會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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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的教學計畫大約如下： 

第一年：教材為第一冊。內容著重於生字及字的解體，同時

教與部首的概念，並運用字典玩查字比賽。當然也鼓勵學生將課

文背得琅琅上口，對於成就高的學生，更鼓勵他們把課文默寫下

來。 

第二年：教材為第二冊。內容著重於生字生詞，並利用查字

典造詞。同時練習簡單的造句，為第三年打基礎。原則上，一課

的內容需三堂課才能教完。 

第三年：教材為第二冊的延續及第三冊，並加強造句能力。

鼓勵新詩的背誦及便條、卡片內容、書信的教寫，以作為第四年

寫作的基礎。 

第四年：教材為第三冊，並加強造句能力。鼓勵學生看故事

書說故事及寫信給家人和朋友，同時加入詩歌吟唱，讓學生用自

己喜愛的方式，如：套曲或 rap 等，活潑的將詩歌的韻律表達出

來。 

看完以上的教學計畫，是否讓您覺得既填鴨又教條？更令人

望之卻步。當然啦！現代的老師，要用現代的方法，來應付現代

的學生。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師生關係，便是開啟教學

計畫大門的鑰匙。老師「沒有三兩三，怎麼上梁山」？以下是個

人維持良好師生關係的幾個小撇步，供您參考： 

一、以利誘之：剛從注音班上來的學生難免童心未泯，光是

口頭上的讚賞未必能收買童心，所以，帶些糖果餅乾，或是時下

流行的卡通貼紙，當作鼓勵的獎品，可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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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乘虛而入：每個學生聽說讀寫的能力不盡相同。孔夫子

說過，要「因材施教」。所以呀！要了解每一個學生最弱的部分，

並陪伴他一起加強。例如：某位學生在背書方面總是畏縮沒有信

心，我就會說，老師陪你一起背。又如：某位學生在認字方面速

度不是很快，可以讓他聽其他同學讀完課文後再請他讀。建立學

生的自信心是彌補弱點的最佳決策。 

三、師為學者容：所謂「女為悅己者容」，女生都會為喜愛自

己的人而打扮。那麼，老師應該也要為前來學習的人而有所裝扮。

我認為，老師是班上的靈魂人物，除了整潔的衣裳外，活潑有朝

氣的穿著可以帶動整體的生氣。有些女孩甚至於喜歡討論老師的

穿著，那也無妨，姑且一聽，說不定她們比你更有審美觀呢！ 

四、放下身段，與生同樂：國外的學風自由開放，包括老師

和學生也都是直呼其名，無意間拉近了彼此的距離。雖說「尊師

重道」是中國固有的傳統，但是在課餘時，倘能暫時放下老師的

包袱，與學生共聊天南地北，毫無拘束，自由自在，也是人間一

大樂事！何樂而不為？ 

五、長學生之威風，滅老師之志氣：傳統的老師站在講臺上

好神氣啊！但是別忘了，我們的尾巴有時也翹不起來。正好利用

這一點，可以增加學生的信心。我的荷蘭語說得並不好，可是，

它卻變成我教中文的輔助教材。因為我說的荷蘭語，可以讓學生

的牙齒眼鏡掉滿地。「龜笑鱉無尾」，哈！哈！原來老師的荷語和

我的中文一樣破！ 

看完了駭人的四年計畫以及令人噴飯的小撇步，您可預料我

的第五年又將出什麼怪招嗎？當然，要把今年暑假在教研院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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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菁華派上用場： 

一、一視同仁：無論成就高低，老師對所有學生都應誠懇對

待。因為，現在成就高的學生，將來可能是你的同事；而成就低

的，也許是你未來的老闆。 

二、條條大路通羅馬，天生我才必有用：用愛心、耐心、和

關心，建立學生的信心，讓學生開心，並勉勵學生：「成功是屬於

堅持到底」的人。 

三、用童心、寫童詩、畫童畫：鼓勵學生觀察大自然，用眼

看看，用心體會，把它寫下，開心畫畫。再把它們編成詩集，賞

心悅目，說說唱唱，快樂逍遙。 

四、載歌載舞，活力四射：帶動唱是個很不錯的提神藥丸，

把「榮譽在我心裡，我就不怕風浪，不怕風浪。榮譽在我心裡，

我就不怕風浪，直到海的前方。搖呀搖向前，搖呀搖向前。榮譽

在我心裡，我就不怕風浪，直到海的前方。」這首歌當班歌，只

要有人打瞌睡，我們就開始帶動唱。這個點子還不錯吧！ 

五、製作手工書，一起做環保：將紙盒的一邊用刀片割開，

再割除零碎的部份，以月曆紙或用過的包裝紙，甚至於精美的廣

告紙包裝。內頁可貼上學生的童詩作品，再順著紙盒已摺過的痕

跡摺回，就是一本手工書。還可在封面上塗鴉或剪貼，點綴一番，

學生看著自己美美的作品，一定愛不釋手。 

親愛的夥伴們，謝謝你們耐心的讀完這篇文章。更感謝你們

容忍我那巨大如雷的笑聲。是緣，讓我們千里來相會，但願緣起、

緣再續、緣遠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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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教學心得 

呂金益／法國法亞會中文班教師 

我在法國從事中文教學，前後算來也有 7 年了，剛開始前 2

年，我還在大學唸碩士班，只有週末抽空教書，當時法亞學生只

有 400人左右，教室亦不足，但是我們在困難的環境中，讓華人

有學習中文的機會。 

由於初到法國兩年法文並非很流利，因此，上課前準備工作

需花較長時間，因為此地學生在家只說方言，完全不懂中文，老

師上課只能以法文解釋。 

當時，我除了教兒童班也教成人班，尤其教成人更覺困難，

碰到用功的學生她可能提出一些中文文法的疑問，尤其在國外很

難找到補充教材，有時也會讓我難以作答。 

在留學與教書間忙碌了兩年，深感自己經驗不足又恐誤人子

弟，而且搬到比利時居住半年，接著兩小孩相繼出生，只好在家

專心照顧孩子。直到大女兒七歲時，也開始上中文課，我又回到

法亞教中文。這時，學校已經擴大，報名的學生達一千多人，法

亞需要更多老師，我也深感中文教育的重要性。 

從 1999年至今，也教了五年書，漸漸累積一些教學經驗。我

比較偏重口語訓練以及造句，因為學生常會用法語句型來造句，

因此，作文時許多語法相反，必須仔細更改。 

另外，學生之間常用法語聊天，難得以中文說話，因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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