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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知道澳大利亚是一块神奇而美丽的大陆。多少年来，想亲

眼目睹其风采的愿望一直萦绕于心。1999年，我不仅有幸访

问了这个令人神往的国度，而且还在那里做了几个月的临时

居民，教了一个学期的汉语。给外国人上汉语课，算起来也

有十多个年头了，但没想到还有机会去国外传授中国语言文

化。当年7月，作为交流学者，我被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

邀请为汉语教师。接到邀请时，我既兴奋，又紧张。去澳洲

教汉语，一方面可以传播中国文化，一方面可以学习澳洲文

化，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发展我们贵州大学和塔斯马尼亚

大学的友好合作关系。同时还可以学习西方国家的教学方法

，博采众长，用于实际。紧张的是，担心自己是否能胜任好

这一工作－－这将直接影响到我校的声誉乃至贵州的形象。

我所去的大学，位于澳大利亚最南端的塔斯马尼亚州。全校

共有13000多名学生。亚洲语言系隶属于人文学院，设有汉语

、日语、印尼语和亚洲研究四个专业，有8名专职教师，5名

兼职教师。该系已有20多年的历史，但汉语却是最年轻的专

业，开设于1995年，约有60名学生选修汉语。他们都不是专

门的语言生，都有自己的专业，每周大概上6学时的汉语课。

所开课程从一年级到三年级，有基础汉语、汉语阅读、新闻

汉语、中级口语、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欣赏等。开设汉语课

与澳洲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从人口来讲，中国是世界

上最大的国家，在过去十几年中，经济发展迅猛，有望成为



下世纪的经济强国。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中国都将对全球

产生极大的影响。不仅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和其

他地区的华人也使用中文，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澳大利亚经

济的发展越来越重要。对澳洲学生来说，懂中文，意味着有

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外交、法律、管理、旅游、商贸、政府

机关、教育等部门对汉语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特别是在贸易

方面更显重要。学生有本地人，也有来自日本、香港、马来

西亚的留学生。学生的背景不同，水平参差不齐，给教学带

来很大的难度，也是考老师的教学技巧。例如，香港学生能

写会看，但只会说粤语，不会说普通话，纠正他们的发音，

有时比教一点汉语也不懂的澳洲学生还困难，因为他们已经

形成了特有的发音习惯。日本学生也有同样的问题，因为日

语中有1000多个汉字，日本学生会写不会说，而且常常将日

语的语法套用在汉语中，闹出不少笑话。马来西亚、印尼和

澳洲当地华裔学生很多不会写，不会说，但能听懂一些。纯

粹的澳洲学生是一张白纸，什么都不会，但一般都很用功。

有个叫大卫的澳洲男孩，对中文特别有兴趣，学习十分刻苦

。一年的时间，他从零开始，能够进行日常会话，写小短文

，看懂一般性的短文，这在非语言环境中是很了不起的。他

从不耽误一节课，练习做得极认真，无论大考小考都名列前

茅。后来经我和其他老师商量，决定向塔斯马尼亚中文协会

推荐他为没有中文背景、中文学习最优秀的学生，他因此而

受到嘉奖。班上的学生两极分化，好的顶呱呱，差的没底底

。有些有中文背景、基础很好的学生选修汉语，是为了混学

分。其他专业要取得好成绩不容易，他们就把时间用在其他

专业课的学习上。通常这些学生学得不很认真，常常缺课，



但考试一定来，否则没有成绩。有的学生平时不很用功，考

试却很计较，会来查阅卷子，因此老师必须很仔细，评分标

准得清清楚楚。学生中也有年龄较大的。有一位退休的澳洲

老太太，已六十多岁了。学习汉语纯属对中国语言、文化感

兴趣。但是基础很差，记忆力也很差，跟班学习很吃力。每

次上课，她都带上录音机，把上课的内容全录下来，反复听

。她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学汉语上。我也被这种

学习精神所感动。每周花两个小时的时间单独辅导她。她的

英文功底很好，理解力不错，作业一丝不苟，对有些文化现

象和词语的解释有独到的见解。澳洲当地学生大多数一边打

工，一边学习，比较辛苦。有个叫尼可的女孩，一直想参加

暑期班到中国看看。父母告诉她，要去中国，费用得自己挣

。她每周在超市当14个小时的收银员。另一男学生，因为娶

了个中国太太，学汉语特别带劲，他每天晚上都出去开出租

车养家交学费。虽然教的是初级班，有如幼稚园，但能给学

生一个好的开端也并非易事。初级班没有基础，要用英语解

释，尤其一些语言现象和文化背景，教和学都不易。澳洲大

学对老师的要求很高，管理很严格。每学期开学前，都要将

教学计划给学生交代清楚，包括目的、内容、要求、进度、

考核办法、评分标准、作业评改及学分比例，等等。学生选

课前，老师还要给学生咨询，解答有关该门课的目的、要求

和意义的问题。为了使学生能有更多的练习机会，我常到图

书馆去找一些与他们水平相当的资料，编成练习题让学生做

。汉字的书写对澳洲学生是个老大难问题，我就将整本书所

涉及到的生词，按偏旁部首分类，让学生练习书写。无论是

有无中文背景的学生，“四声”汉语声调都是他们最大的难



题。有时一个发音往往要反复练习、纠正几十次。对“一”

和“不”在与不同的字配合时要变调，也常使他们感到困惑

。教学生汉语，不单教语言，还要教他们中国文化。简单的

一个词“吃饭”，却包含了好多文化知识在里面。西方人用

刀、叉、匙，中国人用筷子；西方人以面包为主食，中国人

以米饭为主。在烹饪、吃法上也有很多不同，学生听了津津

有味。一次上口语课，课文内容是“看病”。我将中国看病

的情况一一列举出来，然后让学生说说在澳洲是怎样看病的

。文化和工作方法有如此大的差异是学生始料不及的！当教

到怎么问价钱，我将从国内带去的各种面值的人民币拿给他

们看，第一次见到中国钱，大家都很感兴趣，问个不停。澳

洲学生在课堂上很活跃，气氛轻松，勇于发问，不像中国学

生老师怎么教就怎么学；上课也很随便，吃东西、喝饮料、

说闲话都是允许的，直呼老师的名字也不表示对老师的不尊

重。可是在中文课上，我告诉学生，学这门语言，就要了解

这种文化，尊重这个民族的习惯。中国的课堂气氛很严肃，

学生也很注重尊敬师长，从不敢直呼老师的姓名，有的甚至

从进校到毕业只知道老师的姓而不知道名字。虽然没有明确

要求，在我的中文课上，还是没有学生吃东西、喝饮料。他

们对老师也很尊敬。有事迟到或缺课都会很有礼貌地打声招

呼，按中国习惯称老师或女士。在澳洲，老师对学生的学习

从不强求，也不鼓励，怎么学是学生自己的事，老师只起引

导作用。否则会使学生感到学习有压力而厌学，甚至会到校

长那里抱怨老师给了他们压力。刚开始上课时，由于进度慢

，出勤率低，我心里很着急。澳洲同行告诉我，着急没有用

，还会使情况更糟，得想法子改变方式。后来，我根据学生



的不同情况分别对待，对肯学但基础差的学生有针对性地进

行单独辅导；注意表扬和肯定他们的每一点进步；允许程度

非常好的学生不来上课，只参加考试。这样一来，好生差生

互相影响的情况得到了改善，基础不好的学生对汉语也有了

信心，期末考试时所有的学生都顺利通过了，有几个原来很

差的学生还考了前几名。我的工作态度和教学方法也得到了

学生和校方很好的评价。在澳洲教汉语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学

期，却极大地丰富了我的人生经历，学习和了解了不少西方

的社会、文化，交了很多朋友。特别是通过学习、对比，熟

悉了东西方教学方式上的差异。这些，都给了我不少启迪。

同时，我也因为有机会将中国博大精深的语言文化在西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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