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变应变 ，应对挑战

中 外语 言教 学 的 两种 不 同 思 路及对

外 汉语教 师 面 临 的 六 重挑 战
？

钟 勇
②

［摘 要 ］ 本文翔 实记 录 了 笔者使 用 行 为 研 究 法 对 自 己逾二 十 年 的 海 外 汉语教 学 进行反

思 、观察和研究 的 心 得 。 本文 开篇 引 用 的 三 个真Ａ真 实 经 历 ，足 以说 明 ， 笔者 的 心 得在 对 外 汉语

教 学从业人 员 内 具 有相 当 的 普遍性 ， 所 以 也有一 定 的 启发 意 义 。

中 西 方教 学传统和 方 法 不 同 ： 我 们 的教 学 及课 堂 活 动 偏 重 于教 师 的 角 色 和 作 用 ， 而 当 代 国

际特 别 是 西 方 的教 学 更 关 注 学 生 的 主导作 用 。 这种 差 异 ， 导致 对外 汉语教师 必 然要 面 对 多 重挑

战 。 我 通过行 为 研 究 法对个人经验进行 了 分析和提 炼 ， 总 结 出 其 中 六 重 主要 的挑战 ， 分 别 是 ： 对

教师 身份及其 角 色 的 再认识 、教 学 内 容之更新 、教 学 法从教 师 中 心 到 学 生 中 心 的 转 变 、 个性化教

育 、教师 的 自 我 特 别是现代技术 方 面 的 终 身教育 和教 师 威信的 重建 。 在 此基础 上 ， 笔 者提 出 ， 世

界 变 了 ， 时代 变 了 ， 环境 变 了 ， 学 生 变 了 ， 诸 多 变化给 汉语教师提 出 各种挑战 。

［关键词 ］ 对 外 汉语教 学 ； 学 生 中 心 ；应 试教育 ； 教 师 身份认 同 ； 行 为研 究 法

Ｃｈａｎｇ ｉ ｎｇｔｏＭｅｅ ｔＣｈａｎｇｅｓ

—

ＴｗｏＡｐｐ ｒｏａｃｈｅｓａｎｄＳ ｉ ｘＣ ｈａ ｌ ｌｅｎｇｅｓｏｆＴｅａｃｈ ｉ ｎｇＣ ｈ ｉ ｎｅｓｅｔｏＦｏ ｒｅ ｉｇｎｅ ｒｓ

Ｚｈｏｎｇ
Ｙ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 ｔ ］Ｔｈ ｉ ｓ
ｐ

ａｐｅ ｒ
ｐ

ｒ ｅ ｓ ｅｎ ｔ ｓｆ ｉｎｄ ｉ ｎｇ ｓｏ ｆａｎａ ｃ ｔ ｉ ｏｎｒｅ ｓ ｅａ ｒ ｃｈｐ ｒｏ
ｊ
ｅｃ ｔ ，ｗｈ ｉ ｃｈｅｘａｍ ｉｎｅ ｓｍｙ

ｔｅａ ｃｈ ｉｎｇａ ｃ ｔ ｉｖ ｉ ｔ ｉｅｓ ｉ ｎａＣｈ ｉｎｅ ｓ ｅ ｌ ａ ｎｇ ｕａ ｇ ｅｃ ｌ ａｓ ｓ ｒｏｏｍ．Ａ ｌ ｉ ｔ ｅ ｒａ ｔ ｕ ｒｅｓ ｅａ ｒｃｈｈａ ｓｆｏ ｕｎｄｒｅａ ｌ

－

ｌ ｉ ｆｅ

ｅ ｘｐｅ ｒ ｉ ｅｎｃｅ ｓｏｆｔｈ ｒｅｅｏ ｔｈｅ ｒＣｈ ｉ ｎｅ ｓ 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ａｃ ｈｅｒ ｓｏ ｎ ｔ ｈｅｂａ ｓ ｉ ｓｏ ｆｗｈ ｉ ｃｈ ｔｈｅｆ ｉｎｄ ｉ ｎｇｓｏ ｆｍｙ

ｒｅ ｓｅａ ｒ ｃｈｐ ｒｏ
ｊ
ｅｃ ｔｃａｎｂ ｅｓｅｅｎａ ｓｒ ｅ ｌ ｅｖａ ｎ ｔｔｏｍａｎｙ

ｏ ｔ ｈ ｅ ｒ
ｐ ｒａ ｃ ｔ ｉ ｔ ｉｏｎ ｅ ｒ ｓ ｉ ｎ ｔ ｈｅｆ ｉｅ ｌ ｄ ．

Ｔｈ ｅｄ ｉ ｆ ｆｅｒｅｎ ｃ ｅｂｅ ｔｗｅｅｎＣ ｈ ｉｎｅ ｓｅａｎｄ ｉｎ ｔ ｅ 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 ｔｅａ ｃｈ ｉｎｇｍ ｅ ｔ ｈｏｄｏ ｌｏｇ ｉ ｅ ｓ ｉ ｓｗｅ ｌ ｌｋｎｏｗｎ．

Ｔｈｅｆｏ ｒｍｅ ｒ ｉ ｓｃｈａ ｒａｃ ｔ ｅ ｒ ｉｚｅｄａ ｓ ｔ ｅａ ｃ ｈ ｅ ｒ
－

ｃ ｅｎ ｔ ｅ ｒ ｅｄａ ｎｄ ｔ ｈｅ ｌ ａ ｔ ｔｅ ｒｓ ｔ ｕｄ ｅｎ ｔ

－

ｃｅｎ ｔ ｅ ｒ ｅｄ ．Ｔｈｅｄ ｉ ｆ ｆｅ ｒｅｎｃｅ

ｐｏ ｓ ｅ ｓ
ｇ ｒｅａ ｔｃ ｈａ ｌ ｌ ｅｎｇｅｓ ｔｏｅ ｓｐｅ ｃ ｉ ａ ｌ ｌ ｙｅａ ｒ ｌ ｙｃａ ｒ ｅｅ ｒ ｔ ｅａｃｈ ｅ ｒｓｏ ｆＣｈ ｉ ｎ ｅ ｓ ｅ ．Ｏｎ ｔｈｅｂａ ｓ ｉ ｓｏ ｆｍｙａ ｃ

ｔ ｉｏｎ

ｒｅ ｓｅａ ｒ ｃｈ ？Ｉｈａ ｖ ｅ ｉｄ ｅｎ ｔ ｉ ｆ ｉ ｅｄｍａ
ｊ
ｏ ｒ ｃ ｈａ ｌ ｌ ｅ ｎｇ ｅｓ ｉｎｓ ｉｘ ａｒｅａ ｓ ， ｉ ． ｅ ．  ？ｔ ｅａｃ ｈ ｅ ｒ  ｉ ｄｅ ｎ ｔ ｉ ｔｙ ，ｔ ｅａｃｈ ｉｎ

ｇ 
ｃｏｎ ｔ ｅｎ ｔ ，

ｓｈ ｉ ｆ ｔｆｒｏｍｔ ｅａ ｃ ｈ ｅ ｒ ｔｏｓ ｔ ｕｄ ｅｎ ｔｃ ｅ ｎ ｔ ｅ ｒｅｄ ｌ ｅａ ｒｎ ｉ ｎｇ ； ｉ ｎｄ ｉｖ ｉｄ ｕａ ｌ ｉ ｚｅｄｔ ｅａｃｈ ｉ 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 ｒｓ

，

ｓｅ ｌ ｆ
－

ｅｄ ｕｃａ ｔ ｉｏｎ

①本文部分 主要 内 容 曾 用于南京 大学 、 首都师范大学和扬 州 大学专题讲座 中 。 在此 ， 笔 者 向 上述 著 名 学府 主持相

关讲座 的 张全真教授 、封一 函教授和李现乐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 。

② 作者简介 ： 钟勇 ，澳大 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 Ｕ ｎ ｉ ｖ ｅ ｒｓ ｉ ｔ ｙ
ｏ ｆＮ ｅｗＳｍｉ ｔ ｈＷ ａ ｌ ｅ ｓ ） 高级讲 师 ， 国 际学 刊 《 乡 村教 育 》 主

编 。 主要研究方 向 为媒体研究 、 翻译理论 、教 育经 济学 、对外汉语教学法 。



７ ６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与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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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外汉语教育在海外 ， 各种说法 、各种判断 、 各种理论都有 。 我在这里 引 用几个取

材于 国际主要媒体的故事和亲身经历 ， 作为本文 的开篇 。 然后 ， 我将对 中外两种主要 的教学

法和思路作 出 简介 ，说明 国 内 教师在 国外从事对外汉教要面临 的挑 战 。 至于各种挑战 ， 我将

挑 出其 中六重主要 的 ， 加 以探讨 。

１ 三个个案故事

ｌ ． ｉ 关于中文热

汉语热吗 ？ 当 然热 ， 尤其是相对于总人 口 的 比例 。 澳洲人 口 少 ， 不 足 中 国
一个省 的人

口 。 但大学一般都有 中文系 ，本校学 中文 的学生常年多达 四 、五百人 。 部分 中小学里也有 中

文 的选修课程 ，周末补 习班有 中 文补 习 班 。 而且 ，按照政府 的政策 ， 从 ２ ０ １ ５ 年开始 ， 每个 中

小学学生都要修习 四 门亚洲语言里的一 门 ，汉语就在其 中 。 这将给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和

师范学生提供可观的机会—— 当然 ， 国 内 毕业生要拿到汉教职位 ， 还要能应对一 系 列挑战 ，

详情稍后细说 。 不过 ， 这个问题反过来 问也可 以 。 问汉语还能更加热吗 ？ 答案 当然是可能

的 ， 必需的 ， 还远远不够热 。

由 此可见 ， 中文热是肯定的 。 但 《 经济学人 》发 表于 ２ ０ １ ０ 年 的 一篇特写里 的说法 ？
， 应

该引 起我们 的注意 。 我们要思考的是 ， 我们能做什么 ，应该怎 么做 ， 才能使汉语热持续下去 。

在 回答这个 问题前 ， 我先引 用该评论结尾 的两小段话 ：

问 题是 ， 中 文热是否是
一 时之热 。 日 语和俄语也 曾

“

热
”

过一段时 间 ，但最后 都

退烧 了 。 而且 ， （ 西 方 的 ） 学 生 家长还要担心 共产 主 义 的 影 响 。 最近 ，
加 州 某 学 区 就

谢绝 了 中 国 政府 为 中 文班提供的 三 万 美元 资助 。

尽管如此 ， 中 文教育 的 趋 势是上 升 的 。 美 国 只 有 百 分之 四 的 学 校教授 中 文 。

在英 国 ， 虽 然 中 文教育在普及 中 ，但最 受 欢迎 的 仍 然 是 西 班 牙 语 、 法语和德语 。 中

文要在 影 响 力 方 面赶上 中 国 经济 ， 任重道远 呀 ！

１ ．
２ 面临问題 ：关于师生的文化和学习 习惯冲突

２ ０ １ ０ 年 ， 中 国派 出 ３ ２ ５ 名 汉语教师 ， 在美 国各个学校教授 中文 ， 其 中包括在俄克拉荷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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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变 应 变 ， 应 对挑 战 ７ ７

某 中学任教的一位名 叫郑 月 （音译名 ） 的老师？
。 据她 自 己 总结 ， 中 国教师在美任教 ，要面对

一

系列 的 问题 ，其 中包括 ： 教师地位低下不受尊重 、学生学 习 不专心 不刻苦 、课堂秩序太差 、

学生对 中 国欠缺了解甚至误解很多 。

其实 ，根据在 国外教学逾二十年积累的经验 ，个人认为 ， 西方不是不尊重教师 ， 只是同时

也尊重学生 ；学生不是不专心不刻苦 ， 只是他们学 习 方法不 同且更乐于一心多用——英语里

叫 ｍｕ ｌ ｔ ｉ

－

ｔａ ｓｋ ｉ ｎｇ ；课堂不是秩序太差 ， 只是更加注重学生的感受 、学生表达的想法 、师生 的互

动 以及学生 的 自 主学习 。 至于说学生对 中 国欠缺了解和误解很多 ，个人看 ， 可能是他们对中

国想法很多 ，难 以统一 。 而且 ， 就是 因欠缺 了 解 、 误解太多 ， 这才为 中 文 教师提供 了 用 武之

地 。 此外 ，从关于郑月 的报道里 ， 我还看到其他两个 问题 。

一是学生之间互动 的时候 ， 她常

常只是局外人 ， 充其量只是坚持在黑板上书写教学 内 容 。
二是她常常要求学生熟记汉字 ，基

本上还是国 内课堂里
“

听课
”

、

“

做练 习
”

、

“

抄写
”

、

“

朗诵
”

、 和
“

考试多少遍
”

的一套教学手段 。

简而言之 ，郑月 的个人经历说明 ， 中文教师和 国 际学生之间存在着文化及学 习 习惯 的差

异和 冲突 。

１ ． ３ 国外 、特别是西方 ，学习方法确实不同

中 国重视教
——而且是教书 ； 国外教育重视学 ， 首先是 自 学 ，所谓 的 ＳＤＬ—— 自 导式学

习 （ Ｓｅ ｌ ｆ
－

ｄ ｉ ｒｅｃ ｔ ｅｄＬｅａｒｎ ｉ ｎｇ ） ， 而且着重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 和表达想法 的能力 。 汉语里有个

术语是
“

教学
”

，教在前 ， 学在后 ； 而在我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大学 ， 我们常用 的术语是
“

学教
”

，

学先于教 。 管理教学 的机构就 叫做
“

学教委员会
”

， 笔者也曾 于 ２ ００ ９ 和 ２ ０ １ ０ 年拿过两个
“

学

教
”

奖 。 下面再说的一个真实故事 ，可 以 为 自 主性学 习在西方课堂里的地位提供附证 。

英 国有个名 为美得里的私校 ，本来校 内基本无人会讲汉语 ，就因 为有位名 叫迈特 ？ 体普

顿 （Ｍａ ｔ ｔＴ ｉ ｐ ｔｏｎ ） 的教师对 中 文倍感兴趣并坚信 中文的未来影响力 ，该校成立 了 一家学 习 中

文俱乐部 。 俱乐部成 员 通过互联 网 和 网络 电视 （ ＣＮＴＶ ） ， 居 然就在各 种程度上掌握 了 中

文？
。 这个故事也说明 了

“

学
”

在 国 际语言课堂里的重要性 。

２中外教育的两种思路 、 两种 方法

综合 以上故事和经历 ， 我们基本可 以确认一点 ， 就是 中外教学方法不 同 。

一般而言 ， 国

内教育 以教师为 中心 ，若借用一句古语 ， 即是师道尊严 。 这种方法的表象为教学活动 以教学

大纲 、教科书 、学习 消化既定 内容为主 （ Ｐ ．ｃ ．Ｃｈｅｕｎｇ＆Ｌａｕ ，１ ９ ８ ５
；Ｇ ｉｎ ｓｂ ｅ ｒｇ ，１ ９ ９ ２

；Ｒａｏ ，

２ ００ ６
；Ｔｏｂ ｉ ｎ ，Ｗｕ ，＆Ｄａｖ ｉ ｄ ｓｏｎ ，１ ９ ８ ９ ） 。 和 国 内课堂教学相 比 ， 日 本和美 国 的教师的教学

活动则 以 自 主及 扶持 为 主要 特 色 （ Ｔｏｂ ｉｎ ，
Ｗｕ ，

＆？Ｄａｖ ｉｄｓｏｎ ，１ ９ ８ ９ ） ， 英 文 叫 ａｕ ｔｏｎｏｍｙ
－

ｓｕ ｐ ｐｏ ｒ ｔ ｉｖｅ
ｐ

ｒａｃ ｔ ｉ ｃ ｅ ｓ ，

—般称之为
“

学生 中心教学法
”

， 本文相应于
“

师道尊严
”

姑且将 国外这

种教学传统笼统取名 为
“

学道 中 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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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 ｔ ｒ ｉ ｅ ｖｅｄ  ｆ ｒｏｍｈ ｔ ｔ ｐ ： ／ ／ ｓｅａ ｒｃ ｈ ，

ｐ ｒｏｑｕ ｅ ｓ ｔ ， ｃｏｍ／ ｄｏｃ ｖ ｉ ｅｗ ／ ２ ５ ２ １ １ ９ ７ ５ ８ ？ａ ｃ ｃｏｕｎｔ ｉｄ
＝

 １ ２ ７ ６ ３ ．

② 详情 见 ：
Ｔ ｉｐ ｔｏｎ ，

Ｍ ． （ ２０ １ １ 〉 ？Ｍｏｄｅ ｒｎｆｏ ｒ ｅ ｉｇ 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 ｈｏｗ Ｉ ｌ ｅａ ｒｎ ｅｄｍａ ｎｄａ ｒ ｉ ｎ ？Ｔｈ ｅＴ ｉｍ ｅｓＥｄ ｕ ｃａ ｔ ｉ ｏｎａ ｌ

Ｓ ｕｐｐ ｌ ｅｍｅｎ ｔ ＊５ ０ ．Ｒｅ ｔ ｒ ｉ ｅｖ ｅｄ ｆ ｒｏｍｈ ｔ ｔ ｐ ： ／ ／ ｓ ｅａ ｒｃ ｈ ，

ｐ ｒｏｑｕ ｅ ｓ ｔ ， ｃｏｍ／ｄｏｃｖ ｉ ｅｗ／ ９ ０ ５ ９ ５ ０ ４ １ ０ ？ａ ｃｃｏ ｕｎ ｔ ｉｄ
＝

 １ ２ ７ ６ ３ ．



７ ８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与 研 究

学道 中 心 的表象为给学生提供选择 、尊重学生的需求和想法 、保证学生 自 主学 习 的时 间

和机会等 。 业界 （如 Ｒ ．Ｍ ．Ｒ ｙａ ｎ＆
＊ Ｄｅ ｃ ｉ

，
２ ０ ０ ０ ）及舆论常有一种共识 ， 以 为后者 的学 习 效

果一定优于前者
——估计这也是 中 国 学 生及其家长对 国 外教育及 留 学趋之若鹜 的 原 因 之

一

。 但 笔 者 必 须 指 出 ， 也 有 著 名 的 国 际 学 习 效 果 评 估 （ 如 Ｔ ｒｅｎｄ ｓ ｉ ｎ Ｉｎ ｔ ｅｒｎａ ｔ ｉ ｏｎａ ｌ

Ｍ ａ ｔｈｅｍａ ｔ ｉ ｃ ｓａｎｄＳｃ ｉ ｅｎｃｅＳ ｔｕｄｙａｎｄｔ ｈｅＰ ｒｏｇ ｒ ａｍｆｏ ｒＩｎ ｔｅ 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Ｓｔｕｄｅｎ ｔＡ ｓ ｓｅ ｓ ｓｍ ｅｎ ｔ ）结

果表 明 ， 中 国 学生 在某 些学科 方 面 的 表 现 系 统性超 出 西方 的 同 龄学 生 （ Ｍｕ ｌ ｌ ｉ ｓ ，
Ｍａ ｒ ｔ ｉ ｎ

，

Ｇｏｎ ｚａ ｌｅ ｚ ，＆－Ｃｈ ｒｏ ｓ ｔｏｗ ｓｋ ｉ ，２ ０ ０ ４
；Ｏ ｒｇａｎ

ｉ ｚａ ｔ ｉ ｏｎｆｏ ｒＥ 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Ｃｏｏｐｅ ｒａ ｔ ｉ ｏｎａｎｄ

Ｄ ｅｖｅ ｌ ｏ ｐｍ ｅ ｎ ｔ ， ２ ０ ０ ７ ） 。 甚至还有学者 （ Ｔｏ ｂ ｉｎ ，Ｗ ｕ ，
８＾Ｄａ ｖ ｉ ｄ ｓｏｎ１ ９ ８ ９ ） 通过研究发现 ， 在 数

学等需求复杂技能 的学科方面 ， 中 国
一年级学生 的表现可 以 和美 国 的 五年级学生相 比 。

以 上说 明是 为 了 引 出 我 的 观点 ， 即 ： 姑且不论两种教学法孰优孰 劣 ， 中 外教学方法 确

实不 同 。 作 为在海外教授 中 文 的 我们 ， 尤其是短期 教 师包括汉办孔 子学 堂等 派 出 的 汉 语

教师 ， 不可避免地面临 何 去何从 的选 择 。 或者 是坚 持师道尊严 以 不 变 应万变 ， 用 我 们 熟

悉 的方法给外 国 学生教授 中 文 ， 或者是 以 变 应 变 ， 以 夷 人 之道 （ 即 学 道 中 心 ） 给外 国 学 生

教授汉语 。 当 然 还有第 三 种 选 择 ， 就 是结合前两 种 方法 ， 找 出 每 个 教师 自 己 最擅 长 的 教

学方法 。 根据笔者 的 判 断 和 经验 ， 第 三种 是最 好 的 选择 。 但是 ， 只 是坚 守 第 一种选 择 的

人是没有机会做 出 第三种选 择 的 ； 而 追求第 二 种选择 的 人 ， 通 常都会将第 三种选择 视 为

职业 的最高境界 。

笔者在悉尼教授 中文逾二十年 ，上面说的三种选择 ，本人都经历过 。 我做 出 第
一个选择

时 ，历经多年 ，受制 于学生 的学 习 惯性 、本校 的学制 、 整个文科教育 的 大环境 ， 导致教学成 效

极差 、师生关 系 紧 张 、 职业 成 就感 低 落 。 后 来 ， 我 转 向 第 二 个选 择 ， 研 习 了 应 用 语 言 学 、

ＴＥＦＬ 、传播学 ，将心得运用于 中文教学 。 结果是学生学 习 成效大 为改观 ， 但 自 觉不尽如 人

意之处仍多 。 最后 ， 我 自 然而然接受 了第三选择 ， 融汇 中 西教学法 ，建构 出 具有 自 己 个性 的

教学理论和方法 ， 进一步完善 了教学手段 、方法 ， 提高 了教学效果 ， 并 因 此拿到澳大利亚全 国

高校教学创新奖和 院长最佳学教学术贡献奖 。 必须提到 的是 ， 我在转 向 的过程 中 ， 不可避免

地遇到六重挑战 。 笔者认为 ， 对于希望在 国际 中 文教学界站稳脚跟并取得成功 的后来者 而

言 ，这六重挑战不可避免 ， 所 以应该对其 了解之 、研究之 、克服之 。 在这里我特此对之进行总

结 ， 以供同行分享和指教 。

在详细探讨所谓 的六重挑战前 ， 首先必须说明我是通过什么研究方法对其进行确认 、 梳

理的 。 我使用 的是 自 身行为研究法 （ ａ ｃ ｔ ｉ ｏｎｒｅ ｓｅａ ｒ ｃ ｈ ） ， 即 教师使用 系统 的观察及方法 ， 对 自

身 的教学活动进行持续性反思 ， 包括在展开教学 的 同时 ， 常常 自 问
一

系列 问题 ， 如 ： 我为什 么

要这样做 ？ 目 的是什么 ？ 为 了 达到什么效果 ？ 如果换个方法又会有什 么效果 ？ 然后 ， 反 思

的结果要运用在教学活动 中 ， 以期进一步 改善教学效果 （Ｍ ｃＮ ｉ ｆ ｆＷ ｈ ｉ ｔ ｅｈ ｅａｄ ，２ ０ ０ ６ ） 。 换

言之 ， 自 身行 为研究法极为关注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 的关 系 ， 因此对研究型教师尤 为重 要

（Ｍ ｉ ｌ ｌ ｓ２ ０ ０ ７ ） 。 笔者个人对此研究方法 了解及把握较多 ， 因 为我所在 的 翻译教学领域 ， 多 有

教师学者 （如 ：
Ｃ ｒａｖｏａｎｄＮ ｅ ｖｅ ｓ ， ２ ０ ０ ７

；Ｈ ｕ ｂ ｓ ｃｈ ｅ ｒ
－Ｄａｖ ｉ ｄ ｓｏｎ

；Ｋ ｉ ｒａ ｌ ｙ ，
２ ０ ０ ０ ）热衷于使用这种

方法 。



以 变 应 变 ， 应 对 挑 战 ７ ９

３ 个人经验 ： 成功之前必定面临的六重挑战

３ ． １ 对教师身份的不同认识

前文所谓的
“

师道尊严
”

和
“

学道 中心
”

给对外汉语教师带来 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对 自 身身

份的认识及其重新认识 ，若认识不到位 ， 就会 出 现个案故事 （ １ ． ２ ）里郑 月 所经历过 的苦恼 。

至于这个挑战的强度 ， 我可 以借用 中 文里教师 的称谓做 出 简要说 明 。 教师 ， 在英文里就是

ｔ ｅａ ｃｈｅ ｒ ， 顶多就是到 了 大学 的 顶层 ， 把那些学术造诣高深 的 教师称作 ｐ ｒｏ ｆｅ ｓ ｓｏ ｒ ， 另 外还有

一个通称 ，就是 ａ ｃａｄ ｅｍ ｉ ｃ ，也就是学者 的意思 。 这些称谓 ， 几乎没有 或很少有等级 的涵义 。

但中 文里的称谓 ，都有非褒 即贬 的 引 申 意义 。 如
“

先生
”

（相对于
“

后生
”

而言 ）颇有先知先觉

的含义 ；

“

老师
”

之
“

老
”

标志着辈分 广师
”

还有为人榜样的意思 ； 而
“

教书 匠
”

则 把教师 比作工

匠 ， 不仅贬低教师还贬低 了手工业者 。 而最要命的是
“

教书
”

（还有
“

读书
”

）这个称谓 ，居然把

一整套心智类 的工作简化成一个简单的教书环节 。 回 想一下 ， 我们 中 间很多人 的教育和教

学经历 ， 基本上就是买书 、看书 、读书 、背书 、传授 ／记忆书本上 的 知识 ， 说不定还真是受到 中

文称谓 的影响 和约束 。

理想主义地说 ， 教师就是众多 职业之一 ， 既不 比律师 医生低廉 ， 也不 比 工 匠农 民 高级 。

德国就是在大学里百里挑一地挑选毕业生送进师范学院 ，澳大利亚这两年也有个精英计划 ，

挑选大学各个专业最优秀 的毕业生去 中小学任教两年 ，再重新挑选职业 。 这样说来 ， 国 内 的

对外汉语专业毕业生希望 出 国任教 ， 必定会面临非常激烈的竞争 。

英语里 ， 即使是 ｔｅａ ｃｈｅ ｉ

？

和 ｐ ｒｏ ｆ ｅ ｓ ｓｏ ｒ 这种貌似 中性 的称谓 ，在实践里也历经演变 ， 现在

时髦的 称 谓 是 ｆａ ｃ ｉ ｌ ｉ ｔａ ｔｏ ｒ ， 也 就 是
“

成 人 之 美
”

、

“

助 人 为 乐
”

的 那 种 人 。 简 言 之 ， 作 为

ｆａ ｃ ｉ ｌ ｉ ｔａ ｔｏ ｒ 的教师之使命 ， 不是引 导学生成为 自 己那样的人 ， 也不是书里倡 导 的那种人 ， 而是

帮助每个学生朝着 自 己 梦想成为 的人努力 ， 帮助他们做到想做的事 。 回 到我们 的本业 ，就是

要照顾到不 同学生学习汉语的 目 的 ， 不 同 的学 习方法和不 同 的学 习 能力 。 换言之 ，就是个性

化教学 。 由此引 人我要说的下一个挑战 ， 就是不用教科书 的年代 ， 学生学什么 ？

３ ． ２ 教师不教书了 ，学生学什么 ？

教授语言不用教科书 ， 听起来像天方夜谭 ，但这确确实实就是很多 国外学堂里正在发生

的事 。 而且 ，
ＴＥＳＬ 和 ＴＥＦＬ 等英语教师培训 课程给师范生灌输 的

一个重要理念就是不要

单纯使用任何一本教科书 。 说到澳大利亚 ，那里的 中小学开设 中文课程多年 ，教育局至今未

钦定任何教科书 ，基本上是各校老师 自 己 指定教材 ， 甚 至 自 己 编教材 。 至于大学 ， 虽然多有

国 内 各个机构赠 书 ，但基本上很少有学校使用 。 我 自 己 呢 ， 以前 同 时从多种教材里提取 内 容

为每节课组合教学 内容 ， 直到近年我编写 了 自 己 的教科书 （ Ｚｈｏｎｇ２０ １ ２ ） 。 书是根据 自 己 的

学生 （特别是华侨学生 ） 之需求结合澳洲 国 情 ， 而且是最新 内 容 （ 如根据 《 非诚勿 扰 》 、 留 守儿

童 、辨假打假 ） ，使用 了 网 页和多媒体资源 。 书是 自 己 编 的 ， 我 当 然要用 。 但是 ， 这本书要推

广到澳大利亚其他的大学 ， 同样是 困难重重 ，原 因就是教书不用书 ，特别是不用 同一本书 。

不用教科书 ，学生学什么 呢 ？ 这是个系统工程 问题 ， 三言两语真 回答不 了 。 若是用排除

法来解答 ，

一言 以蔽之就是不教语法 ，没有太多 的纯语言操练 。 或者可 以根据笔者的个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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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简单化地说 ， 主要教的是表达 ， 既包括语言也包括身体语言 （ 和理解相对应 ） ， 是个人利用

汉语在现代社会谋生和发生 的能力 ，是学术研究能力 ，是对 中 国形成个性化 的认识能力 。 这

类 内 容说起来 比较抽象也难 以说清 ， 还是 留待 以后专文论述 。 下面接着说第三个挑战 。

３ ． ３ 学生中心教学法

学生 中 心教学法 ， 实际上是整个现代语言课堂系统工程里 的 一个主要环节 。 教师上课

不用教科书 了 ，学生不用捧着教科书 朗诵理解做练 习 了 ， 岂不是放羊 ： 学生想干什么就干什

么 ，想学什么就学什么 。 其实 。 国外课堂里放羊的现象并不鲜见 ，基本上就是那些不用教科

书又不知道不用教科书怎 么教书 的教师负责的课程 。 本校就曾 发生过 中 国 留学生 因 为教师

每堂课都让学生花费大量时间做报告却又不提供指导而积怨颇深进而 向校方投诉的事 。

学生 中心教学法 ， 实际上除 了要保证学生是学 习 主体 、课堂活动 由 学生主导和参与 、 课

堂时间 主要交给学生充分使用外 ，还有个关键就是教师 的作用 。 前面 （ ３ ．１ ）说到学道 中心 ，

学 习 以学生为主 、教师为辅 ， 说到教师 的新 的称谓 （ ｆａ ｃ ｉ ｌ ｉ ｔ ａ ｔ ｏ ｒ ） 等 。 其实 ， 除此 以 外 ， 还有一

个称谓 ， 就是课堂管理者 （ ｍ ａｎａｇｅ ｒ ） ， 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教师在现代课堂的作

用 以及学生 中心教学法 的实施要领 。 好的教师 ， 要充分考虑到学生 的个体情况制定 出 教案 ，

并管理 、协调好整个课程及大多数个体学生的学 习进度 。 具体怎么做 ，也不是本文三言两语

可 以说明 白 的 ，但通过下面说到 的其他挑战 ， 可 以窥见学生 中心教学法 的一斑 。

３ ． ４
—个班里 ， 西瓜芝麻怎么一起教 ？ 苹果鸭梨怎么评估 ？

在师道尊严 、教学就是教书 、教学 向考试看齐的课堂里 ， 学生基本就是千人一面 ， 即使个

体之间存在差异 ， 教学 目 的也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一个模子浇灌 出来 的 同一产 品 。 国 外很多

学校 ， 特别是学道 中心实施 比较成功的课堂里 ， 学生被视作活生生 、 各不相 同 的个体 。 这就

给从师道尊严环境里毕业 出 来 的汉语教师造成 了另一个挑战 ， 即 ： 西瓜芝麻怎 么一班教 ？ 苹

果鸭梨怎 么评估 ？

笔者 （ Ｚｈｏｎｇ ，
２ ０ ０ ５

；２ ０ ０ ６ ） ） 通过 多 年 反 思 和摸索 ， 制 定 出
“

方案 教 学 法
＂

（ ｐ ｌａｎ
－

ｂａ ｓ ｅｄ

ｔ ｅａ ｃｈ ｉ ｎｇａｎｄａ ｓ ｓ ｅ ｓ ｓｍ ｅｎ ｔ ） ， 在此分几步对其简而言之 。 第一步 ， 教师在课程之初 ， 通过各种

途径清晰传达教师在本课程里 的 角 色 、教学 目 的 和方法 、教学辅助资源 、教学效果及其范例 。

第二步 ，学 习拉开序幕 ， 师生开始互动并在此基础上为每个学生制定 出 学 习方案 。 方案元素

包括指标化学 习 目 的 、学习方法 、可借助资源 、预期 的学习成果 。 第三步 ，学生按照学 习方案

完成各种学习任务 。 第 四步 ， 按照每个学生 的学 习 方案对其学 习 效果进行评估 。 这种教学

法 ，基本可 以满足西瓜芝麻一个班里教 （学 ） ， 苹果鸭梨一起 比较评估 的要求 。 简而言之 ， 就

是按照每个学生 的学习计划及其完成程度评估他或她的学 习 。 换言之 ， 方案教学法是量身

制衣而非削足适履 ， 这就是学道 中心 了 ，也可称谓个性教学 了 。

３ ． ５ 和学生一起成长

教师不再是
“

先生
”

甚至不再是
“

师
”

而学生成为 中心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或者做好 了 心

理及技能准备 ，这都 已 经是大势所趋 了 。 现实摆在那里 ，我这一代基本就是笔墨纸媒时代 的

人 ，现在的大学生基本是电脑互联网一代的人 ，更新一代的人将会成为完全应用件和个性媒

体的新生代 。 如果学生都用这个个性媒体和应用件 ， 我们却还捧着书抓着粉笔写黑板 ，就像



以 变 应 变 ， 应 对 挑 战 ８ １

个案故事 （ １ ． ２ ）里的郑月 那样 ， 我们有什么理 由 不变成学生眼里的恐龙 。 如果学生 自 己 可 以

学会汉语并且还学得很好 ，就像个案故事 （ ３ ． １ ）里 的迈特和他的俱乐部成员 一样 ， 我们 岂不

是成了 多余或可有可无之人 。

所 以 ，要教新生代的学生 ， 我们面临 的另
一个巨 大 的挑战就是填平师生之间 的代沟 （包

括数字鸿沟 、 内 容鸿沟 、表达鸿沟等等 ） 。 就此 ， 我 的应对之策是和学生一起成长 ， 也就是古

语里说的要活到老学到老 ， 尽量掌握新生代擅长或喜欢使用 的各种硬件软件 ，并将之运用 于

汉语教学实践里 ， 用于教学 内容和方式方法的改变 。 这样做很 累 ，但想做一个胜任 的汉语老

师 ， 这是必需的 。

当 然 ， 无论我们怎样努力 ， 都不可 能完全赶上新生代学生 。 而且 ， 时 间 、精力 和 资 源方

面 ， 我们都未必负担得起 。 但不要 紧 ， 也不需要我们在这方面面面俱到 。 关键是我们要熟悉

新技术的特性 、使用效果 、社会效应 ，借此可 以评估学生 的练 习 及其作业是否充分利用 了新

技术 的性能 、 水准 、要求 、 和效果 。 无论如何 ， 纸媒年代的人不正对这个挑战就是不行 。

３ ． ６ 师道旁落 ，那教师靠什么服人 ？

前面说到教师是
“

助手
”

， 我们搞汉语教学工作的人 岂不是很掉价 ，很没地位 ，很没面子 ？

实话说 ， 如果我们面对挑战选择逃避 ， 如果我们还是照本宣科 ， 如果我们还是 以 自 我 中心 ， 只

会写黑板字 ，那我们就真 的 只是
“

工匠
”

， 就真 的会没地位 、没面子 。 或者再说一个事实 ， 国外

很多大学里 ，汉语课程和英语课程或其他各种课程就是不 同 。 别 的课程里学术含蠢确实很

高 ，各种 当代理论层 出 不穷 ， 而进 了汉语课程 ， 基本上就是语法句法外加听说读写反复操练 ，

除 了记忆 以外基本不用动太多脑筋 。

其实 ， 国际各级学校 ，包括现在 国 内 的大学 ， 老师的声望主要是依据学术及其学术成果

来建立和评估的 。 好的教师 ， 不是照本宣科者 、或者字正腔 圆者 ， 而是学术做得好 的 学者 。

而最好的教师 ，则是那些学术做得好 ， 又能把 自 己 的学术研究成果融会到 教学 内容里 ， 还能

进一步辅导 、 推动学生把学术研究做出 来的学者 。 对于汉语教师而言 ，好教师就是通过研究

对 中 国语言 、文学艺术 、社会 、经济及其他领域取得深人认识并形成一 己之见的学者 ； 而最好

的汉语教师 ，则是那些可 以把 自 己对 中 国研究 的深刻独特认识融会到汉语教学 内 容里 的学

者 ， 并且他们还能进一步辅导 、推动学生对 中 国之语言 、社会 、 文化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并借此

增加对 中 国 的关注 、 了解和认识 。

４ 总结

本文开篇 ， 首先简要描述 了三个真人故事 ， 并对关于语言教学的两种思路作 出 了 简介 。

在此基础上 ，笔者开始探讨 中 国 教师在 国外从事汉语教学
“

水土不服
”

的原 因 。 简而言之就

是 ，世界变 了 ， 时代变 了 ， 环境变 了 ， 学生变 了 ，诸多变化给汉语教师提 出各种挑战 。

因 篇幅限制 ，我 只着重讨论 了六重挑战 ，都是根据本人二十年的 国际教学经验总结 出来

的 。 六重挑战 ， 分别是 由 下列 问题造成 的 ： 对教师身份及其角 色 的再认识 、教学 内容之更新 、

教学法从教师 中心到学生 中心的转变 、个性化教育 、教师的 自 我特别是现代技术方面的终身

教育 、和教师威信的重建 。 这些挑战 ，都是客观且不可避免的 ， 如果我们不去主动应对 ，就不

可能胜任汉语教学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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