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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讲座立足于教学实践，以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视角审视

美国华裔青少年学习中文的特殊处境和心态，阐述了美国社会环境对
学生心理世界和中文学习的重要影响，探讨了在中文教学中引导族裔
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学习方式，以通
过文化比较认知中华文化为内容，以帮助学生认识华裔自我为目的，
以心理交流沟通式教学为特点的华裔中文教学模式。

这个模式力求把语言学习、文化教育和文化身份塑造三者结合起
来，在中高年级的中文教学中关注和帮助孩子的心理成长，提高他们
对中文学习的兴趣、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以及与移民父母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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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座的脉络

• 概念辨析和主要观点

• 论题提出的背景

• 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视角

• 由此得出的两个结论

• 操作讨论：在中文教学中引导族裔文化身份认同
（一）五个方面的内容
（二）学校规划建议
（三）心理沟通式教学方法

• 实践操作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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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辨析
由于“文化”这一概念的笼统模糊，有多方面、多层次的含义， “文化认

同”或“文化心理认同” 也是比较笼统模糊的概念。所以笔者使用的是“文化身
份认同”这一更狭窄更准确的概念。

“文化身份”，具有无论当事主体承认与否但在其身上客观存在的属性。
比如，对于一个华裔子女，无论他（或“她”）本人在多大程度上认同中华文
化及其规范，但他是“华裔”这个文化身份是客观存在的。

“文化身份认同”，就是“我”认同某一文化身份，认同与之相关的文化及其
群体，同时“我”也被那个群体认同和接受，产生如鱼得水，有根有家的心理
感受。二者如果不一致，则会导致“我”的心理不适、迷乱、被排斥甚至自卑。
不同于泛泛地谈“文化认同”或“文化心理认同”，这里的“文化身份认同”，不是
要求华裔子女必须认同某某具体的中华文化观念或规范，而是立足于“华裔”

这一既定的文化身份，引导他们认知中华文化的特点，认识华裔自我和华裔
群体，认识自己与别的族裔的不同，认识别的族裔对华裔的看法印象的原因，
最终实现自在和自信地对待华裔自我，强调和张扬自己的与众不同，开拓新
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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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观点（1）
• 华裔子女学习中文具有重要的文化身份认同价值。一方面，青少年时期（大体上

12岁至成人）是自我身份意识觉醒、发展形成而又骚动混乱的时期，是引导文化
身份意识的重要阶段。另一方面，中文学习伴随着学生对族裔群体和个体自我的
认识，伴随着通过美国社会环境这个“棱镜” 和“染缸”认知中文和中国文化，伴随
着在中西文化差异冲突包括对华裔的刻板印象下的成长体验，而且这些影响着他
们文化认同和学习中文的兴趣。那么高年级的中文教学需要包括这些方面的内容
而不能回避，要能把语言学习、文化教育和文化身份塑造三者结合起来，而不能
继续像学习一门外语和遥远国土的文化那样，导致教学内容与学生的内心世界和
心理成长不相干或者隔膜。

• 在高年级教育引入华裔孩子心理成长的内容，帮助我们的下一代在美国这种对华
裔有一定刻板印象下的社会环境里自信自在地成长，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目
前也只有中文教育能提供这个平台。中文教学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和使命。

• 在语言学习中（听说读写，形式层面），以华裔孩子认识生活的视角将其自身生
活和成长体验和关注的话题作为一定的教学内容，以既能提高中文学习兴趣，又
能帮助更好的认识华裔自我，更好地在美国社会成长为旨归（双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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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观点（2）

• 高年级中文教学，其内容至少需要涉及以下方面：
1）须能触及学生的内心灵魂世界，包括社会学意义的“双重意识” ；
2）须能帮助学生理解别的族裔对华裔的刻板印象，在与其他文化对照对话的视

角下学习中华文化；
3）须能引导学生对中华文化的正确理解，产生自我认同感和自豪感；
4）须能引导学生对华裔美国人社会群体的归属感，不仅有文化习俗方面的，而

且有政治和社会参与方面的；
5）须能有助于学生在多族裔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塑造自尊自强的心理人格等等。

• 由于上述教学内容的开放性，也由于华裔子女与移民父母内心世界的差异，在
教学方式上，主要以心理沟通式教学为主，以学生的兴趣话题打开他们的内心
世界，而不是传统的“老师教+学生练”模式。

• 以上诸方面，也正是我们目前流行的教材和教学中比较缺失的地方，也是导致
华裔青少年中文学习缺乏内在动力和热情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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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1） – 教育规划方面

帮助华裔孩子心理成长是一个涉及多领域、多层次的问题，需要大视野和大规划：

（一）在教材和教学中包含华裔学生感兴趣或关注的生活和社会话题，关心他们在中
西文化差异处境下的成长体验；

（二）教材和教学中包含美国华裔孩子自身成长的资料和故事、华裔美国人的历史和
现实故事，各行业的成功华裔美国人的楷模故事，以及对华裔群体文化的专题内容等
等。

（三）开放式教育方式，课堂与课外教育活动相结合。创造性引入亲子交流、社会实
践、参观访问、讨论调查和现身说法等。中文学校与有关中国或华人博物馆、百人会、
专家学者，以及有一定模范意义的华裔个人建立联系，多方位影响和培养下一代。

（四）整合社会资源，形成社会合力。家长、老师、中文学校、K-12学区和社会组
织能建立联系，各司其职，形成合力，铺成无缝隙的关爱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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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2） –教学操作方面
在具体教学操作上，上述观点和内容涉及到课程设计、内容编写、活动编排、

心理沟通式教学等，也有很多值得尝试的问题。

（一）平等开放的心理沟通教学方式，以学生的视角看问题，以平等和尊重的态
度交流沟通，既从中学习中文，又能沟通引导学生的族裔文化身份意识，解开思
想困惑，认识到学习中文的各种“实”的和“虚”的益处。

（二）在课程设计、内容编排、课堂教学和活动组织等方面，以学生感兴趣话题，
多采用话题讨论、观点辩论、案例分析、小组作业、阅历分享、场景设置、角色
扮演、互问问题、任务设计、调查研究等方式，而不是传统的“老师教 + 学生练”

的模式。

（三）家长参与配合，从教学设计一直到孩子作业完成。可以把教学方案先发

给家长，请他们参与教学设计，共同制定后，请家长参与执行，直至任务作业的
完成。

最后，通过回顾我在班级学生中开展过的“华裔美国人”主题活动和“华裔学生
学中文”大讨论，在这方面给予一些引导。 8



论题提出的背景
• 华裔高年级学生中文学习兴趣普遍不太理想，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较隔膜，一

些学生有抵触心理而放弃（家长的热情和期望与孩子的反应形成鲜明对照。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深层次的社会环境下的学生心态不容忽视）。我女儿和
朋友孩子的例子。

• 华裔学生在成长中不同程度地经历着两种文化的差异和冲突带来的困惑和烦
恼，美国社会环境这个“棱镜”和“染缸”对孩子学习中文和认同中华文化的影
响不容忽视。（下面还会谈到）

• 目前使用的一些教材比较缺乏本土化，缺乏以本地孩子看世界的视角，缺乏
文化比较的视角，缺乏引导华裔文化身份意识的视角，内容上与学生生活和
内心世界比较隔膜。直接的灌输性学习中华文化经典固然理想（个别家庭文
化氛围深，父母有大量时间精力或得当的亲子交流方式的也许能做到），但
囿于华裔子女学习中文的众多条件限制（如学校课时和家庭环境情况），实
践证明大多数孩子并不能很好或者有兴趣学习和理解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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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我的按目前教材所设计的教学模式

10

讲中国历史故事，我把国内历史老
师网红袁腾飞那套手法都用上了

讲古典诗
词，我自
创了“四位
一体”教学
法



目前学界和教育界对此问题的研究

• 普遍认识到了学习中文对华裔子女具有重要的文化心理认同价值，对保
持心理健康的作用，但对于如何在教学实践中引导文化认同还缺乏透彻
有效和操作性强的研究。

• 大陆学者和各种侨联组织的文章多是泛泛主张通过寻根旅游、来华留学、
加强交流及在居住国开展文化习俗活动等等，这属于隔靴搔痒 。

• 北美的家长们和教育专家深入谈到了居住国社会环境对华裔子女学习中
文和认同文化带来的巨大困难，但对如何有效地提高仍缺乏研究。

• 目前美国中文学校里使用的常见教材和教学仍是直接地灌输性学习中华
文化和文学经典，似乎认为这样就可以产生文化认同，却对其实施困难
和实际效果谈及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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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些看待问题的视角：

华裔学
生中文
学习

心理学视角：

学生在冲突和骚动中寻求自我身份定位

文化学视角：

在比较中认知族裔文化，
文化冲突与刻板印象

语言教育学视角：

吸收第二语言学习研究成果和经验，制定合理
学习进阶(目前教材专注于这个视角)

社会学视角：

学生在多重冲突下的
中文学习处境和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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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冲突下的一种不成熟心态：“夹缝人”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冲突，家庭与社会的差异和冲突，以及社会上对
华裔的刻板印象等等所造成的障碍和隔阂，一些华裔子女不同程度地不能
坦率、自在、自信或自豪地接受华裔自我，导致无论在白人圈子还是在华
人圈子都不能如鱼得水、有根有家的心理感受。它可以表现为不同形式，
比如内心竭力认同白人主流文化而排斥中文及中华文化，但事实上又很难
被他们认同和接受；又比如对美国白人主流文化和中华文化都保持冷淡和
疏远，事实上导致“边缘化”的感受。无论哪种形态，这些人面对主流白人
文化有被排斥的感受，同时又由于他们不通中文和中国文化，其价值观、
思维方式和处事风格是高度美国化的，他们也难以融入中国文化和中国人
圈子，甚至与父母在沟通和理解上都差别很大，存在障碍。

（我身边的例子；媒体文章的例子（小林君；林嘉燕），也欢迎去看林书
豪和杨安泽讲的他们少年成长的经历。）

（我的班级家长提到了两本华裔和韩裔青少年小说：Eric Liu, The 

Accidental Asian: Notes of A Native Speaker; Chang-Rae Lee, Native 

Speaker） 13



心理学视角-在冲突和骚动中寻找自我身份定位

• 青少年（大体12岁至成人）时期是心理和情绪容易脆弱、偏激、骚动
和混乱的时期

• 青少年时期是自我身份意识发展的重要阶段，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开始
大于家庭的影响。（例子：青少年之间喜欢用绰号、标签搞恶作剧）。

• 三个自我概念 – 真实的自我、梦想的自我和应该的自我 （Michener, et 

al, Social Psychology, 5th Edition (2004), p. 95 &223）

• 有必要做华裔自我身份意识的引导，使三者不至于错位。让孩子自觉
认识到自己的不同和标准的不同，坦然接受和看待自己的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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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视角 – 多重冲突下的中文学习处境和心态

• 特有的两对矛盾 – 家庭 VS 社会；父母VS子女

（中国移民父母与ABC子女的“三观”和内心世界差别很大，不容
忽视。我女儿的例子 – 分数；其他孩子-选专业，课堂表现）

• 双重文化身份的冲突 – 美国人 VS 中国人

（W. E. B. DuBois-1903: Double Consciousness）

• 四种理论上的心态维度

（J. W. Berry-1980: Assimilation, Separation, Integration, 

Marginalization）

• 对华裔ABC心理调查的佐证

（Asian American Psychology-2007; 媒体文章和社交网络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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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视角 – 文化需要在比较中学习，在本土化中传承

• 文化起着塑造一个人的心理人格和一个社会群体的行为规范的重要功能。

• 文化本身是历史、现实和环境的产物，是个相对独立的复杂系统，既有有价
值的成分，也有滞后性的成分，需要在本土化的扬弃中传承。

•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族裔共存、多元文化参照的社会环境里，无法忽视环境
和别的族裔对我们学习中文和认同中华文化的巨大影响。如果不关注不理
睬，各种或“正面”或“负面”的刻板印象，会在孩子心里投下阴影和压力。
（e.g, all Chinese kids are smart at math; they are nerds; As for 

leadership and social skills, forget about it …  My parents 

require me to score A+ in all academic subjects; to choose 

computer, engineering, finance, medical science or law, and no 

other fields…… in the future）

• 中华文化≠华裔世俗文化，但我们的孩子认知不到，并受社会环境和刻板印
象的影响会有一些负面看法，需要我们引导，否则也会影响他们认知中华文
化和进一步学习中文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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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一：以学生们的视角把他们的成长体验
和关心的话题作为一定的教学内容

既然华裔子女的美国生活和内心世界与经典书本上的中华文化和中

文有相当的距离，而我们周末学校和其他诸多家庭及社会环境对中文学
习条件的限制，又使他们无法真切地认知那个“遥远而神秘” 的中国文化
和中国世界，学习上的缺乏兴趣和理解上的隔膜就不可避免了。

我们不如直接以华裔孩子在美国环境下的生活为内容，把学生们在
多重文化和社会环境下的成长体验写进教材，以他们的视角和关注的话
题作为教学切入点，想他们之所想，发他们之所发，一箭双雕，既能更
好地实现心理沟通，提高中文学习兴趣，也帮助学生更好的认识华裔群
体和自我，更好地在美国社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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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二：有必要引导族裔文化身份意识和认同

• 帮助克服文化“夹缝人”心态
--正确地认知美国社会对华裔的刻板印象

• 对族裔文化的肯定也是对人格自我的肯定
-- 正确地认知中华文化，对其产生一种亲切的、肯定的和自豪的情感

和态度，在内心深处树立一种华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意识，构建一个健
全、完整和强大的自我人格。

-- 求得中美两种文化的平衡、包容和共赢，对自己身上承继的中华文
化有认识有自信，在美国这么一个多元的社会文化环境里有足够的适应
能力和判断能力。

--自信自在地看待华裔自我，肯定和张扬自己的与众不同

• 培养对华裔美国人社会群体的归属感

--了解华裔美国人在美国的历史今生，有助于思考自我群体的命运和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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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中文教学中引导族裔文化身份意识和认同

一、教育内容：至少有五个方面

二、学校规划：整合资源，形成合力

三、课堂教学：较多采用心理沟通式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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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如何在中文教学中引导族裔文化身份意识和认同

• 教育内容1：对华裔孩子的中文教学，须能触及学生的
内心灵魂世界，包括社会学意义的“双重意识”

• 比如通过讨论交流，列举生活例子，分享同龄人的成长经历，在与
别的族裔孩子的比较中，引导学生们发现和归纳自己的华裔美国人
特点，并开始对自己这个社会群体产生好奇，开始对华裔美国人这
个社会群体在美国的来龙去脉和历史现实产生兴趣。从中引介华裔
美国人的历史和现状。

• 笔者已经在这方面开展过“华裔美国人”主题教育活动，后面还会
予以简单介绍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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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如何在中文教学中引导族裔文化身份意识和认同

教育内容2：结合别的族裔对华裔存在一些刻板印象的情
况，在与其他文化对照对话的视角下学习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不吻合或冲突的部分，也往往与对华裔的“刻板
印象”相连， 要专门设计教学内容去谈。

--比如可以通过讨论交流，列举生活中生动鲜活的事例，通过故事、漫画、
视频和音频等学生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引入不同族裔文化（如欧裔、西裔和
非裔）对一些学生有所认知的话题的看法，在孩子心中早早引入文化比较、
换位考虑问题的思维方式。

--又比如可以通过讨论交流，以事例引导学生发现和归纳在美国社会里别的
族裔对中国人和华裔的一些印象和看法，引发学生们去探究这些印象背后的
历史和现实的根源的兴趣；也可以从中引导学生对中华文化和华裔群体特征
的理解，对华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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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如何在中文教学中引导族裔文化身份意识和认同

教育内容2：华裔刻板印象与中华文化特征

一方面可以通过生活例子，让华裔学生们认识到中华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个人

成长和社会发展的作用，比如：1）勤劳节俭，自食其力，以乞讨为耻；2）重视
家庭的责任；3）重视人伦关系、长幼有序，敬老爱幼；4）重视子女教育，父母
的身心付出；5）对个人前途作长远规划；6）重视人际和谐，和为贵；7）处事
内敛、平衡中庸；8）热情好客，为客人买单；9）个人服从集体，重视相互依存
和提携等等。

另一方面，通过一些热门话题对自己的文化和教育进行反思，比如：1）华
裔父母的“推娃”教育；2）华裔表达方式间接含蓄，而不是直接和主动；3）华
裔比较谨慎，比较服从权威；4）等级伦理文化，不同于其他族裔的宗教信仰文
化；5）比较“小我”，缺乏社区奉献和捐献精神（如个人捐赠和志愿参与社区
活动），6）比较封闭，缺乏与其他族裔的交流；7）华裔教育偏重于知识技能及
职业物质性回报，对爱好和梦想的追求相对轻视；8）华裔教育偏重于“看得见”
的学业和分数，相对忽视“软”教育，如社交（培养个人魅力、领袖魅力、合作
能力及对人际关系的沟通）和人格培养（处理冲突、压力、冒险和失败）等等。

很多时候，华裔抱怨受到的刻板印象，但我们自己的一些选择和做法恰恰是
在迎合、验证和强化别的族裔对我们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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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如何在中文教学中引导族裔文化身份意识和认同

教育内容3：引导学生对中华文化的正确理解，产生认同感
和自豪感，多方位培养华裔自我的积极体验。

可以通过多媒体教学和多方资料，让孩子们了解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

和辉煌的成就，包括历史上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如孩子们比较喜欢秦、汉和唐。

多讲中华文化里与美国土壤和时代精神一致或有独特价值的方面，这些也
容易获得学生们的认同。比如 “天人合一”、 “君子和小人”、“和而不
同”、“自强不息”、“自力更生”、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治国安家平
天下的“大我”观念和领袖精神。

笔者在涉及儒道经典时，讲到中国历史和古典诗词时，也是从西方文化和
美国现实生活中寻找例子进行比较和阐释的。

注意多使用华裔美国人的楷模行为和楷模故事，来说明中华文化对华裔美
国人成长的积极作用。

对于中华文化中与美国主流文化不吻合甚至冲突的部分，也要让学生知道
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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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如何在中文教学中引导族裔文化身份意识和认同

教育内容4：引导学生对华裔美国人社会群体的归属感，不
仅有文化习俗方面的，而且有政治和社会参与方面的。

社会群体的归属感和凝聚力不仅仅来自于共同的文化和语言，也来自于共同

的群体历史记忆、面临的共同的利益和现实问题。

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华人倾向于选择“实用” 和“技术”的职
业，如商科、医科、理科、工科和科研等领域，满足于个人经济地位的被认可而
不太参与社会和政治问题。比如笔者与家长们在谈论孩子未来的大学专业或社会
职业时，家长几乎无一不是专注于IT、工程、医疗、金融这些行业。

大家对华裔美国人的历史今生比较陌生，对本族裔在美国各行业的楷模人物
的认知、发现和传播较少，对社会和政治参与的话题的谈论也不多。

（这从比较不同族裔的电视、报刊、杂志、社交媒体、社交和聚会场所、集
体行动等等看得出来）

老师和家长需要鼓励学生关注和参与社会与政治方面的新闻信息和调查研究，
需要有华裔榜样人物去树立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单从这个意义上说，杨安泽就
是目前很有价值意义的一个楷模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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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如何在中文教学中引导族裔文化身份意识和认同

教育内容5：有助于学生在多族裔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塑造
自尊自强的自我心理人格，防止“夹缝人”心态。

可以根据搜集到的一些“夹缝人”心态表述和事例，通过故事、
漫画、视频和音频等形式，在学生中展开讨论，引导他们正视这些问
题的存在。

帮助华裔青少年完成心路历程：盲目遵从模仿 - 接受本族裔 -
反思和融和

文化多样性、兼容并蓄和平等相处本身就是美国学校教育中大力
倡导的观念。当我们的华裔学生从对中华文化的学习中强化了这种自
信、开放和包容的胸怀，对中华文化的长短处有了较正确的理解，对
本族裔在美国的来龙去脉和历史现实有了足够的了解，实现了自在和
自信地接受自己身上所承继的中华文化，他们自然也就培养了自尊自
信的心理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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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规划方面
孩子心理成长是一个涉及多领域、多层次的问题，需要大视野和大规划，比如：

（一）在教材和教学中包含华裔学生感兴趣或关注的生活和社会话题，关心他们
在中西文化差异处境下的成长体验；

（二）教材和教学中包含美国华裔孩子自身成长的资料和故事、华裔美国人的历
史和现实故事，各行业的成功华裔美国人的楷模故事，以及对华裔群体文化的专
题讨论等等。

（三）开放式教育方式，课堂与课外教育活动相结合。创造性引入亲子交流、社
会实践、参观访问、讨论调查和现身说法等。中文学校可以与有关中国或华人博
物馆、百人会、专家学者，以及有一定模范意义的华裔个人建立联系，多方位影
响和培养下一代。

（四）整合社会资源，形成社会合力。家长、老师、中文学校、K-12学区和社会
组织能各司其职，形成合力。家长每天与孩子有谈心时间，了解内心动向；中文
学校与社会组织合作课外教育活动；老师课堂上有关于族裔文化意识的教学；家
长联系K-12学区，让其老师们有少数族裔心理意识，有专门的教学内容（如文本
和音频资料），在课堂教学和学校活动中正面引导，营造华裔孩子的积极体验，
而不是也像好莱坞电影或者社会上电视广告那样模式化或者丑化华人。

26



三、教学方式：较多地采用心理沟通式教学方法

27

• 在课程设计、内容编排、课堂教学和活动组织等方面，多采用话题讨
论（topic discussion）、观点辩论 (debate)、案例分析(case study)

、阅历分享(personal opinion & experience sharing)、场景设置
(situation setting)、角色扮演(role play)、互问问题(interview)、任务
设计(task design)、调查研究(investigative inquiry & research)、批
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小组作业(group work & project)等方式，
而不是传统的“老师教 + 学生练”的单一模式。

• 以孩子们的兴趣话题打开他们的内心世界，不要让孩子的心灵窗口因
为某些文化差异和观念冲突而关闭，不要让沟通渠道在父母的不理解
和强制中而堵塞。

• 这类心理沟通估计很多家长与孩子也经常用。比如家长和孩子每天专
门设一个时间聊天，不谈作业、分数或成绩，而是聊聊今天有什么开
心或不开心的事，做了哪些事，有什么收获，通过这些及时了解孩
子的内心状态，她的朋友和社会圈子等等。



心理沟通式教学–过程和步骤(仅供参考)

1、老师引入话题。老师提出问题，引入生活例子、视频资料、漫画、广告标识、文章或
图像资料等，触发学生的关注，并交代学习步骤、任务和目标。

2、学生第一阶段的讨论交流。主要在课堂上进行，两人对话或三人以上小组讨论，分享
个人观点和生活阅历。老师在旁边引导、帮助、释疑和延伸发挥。

3、老师正式引入教学内容和资料。通过介绍和讲解等方式，或者组织课外教育活动等等，
帮助学生提高认识，触发他们的进一步思考，并布置新的问题和作业。

4、学生第二阶段的讨论交流和调查研究。不再仅限于课堂，还包括在家里与父母或长辈
的交流，和课外课下的调查研究，目的是对老师提出的问题重新思考和探究，看看是否有
了新的认识和思考能力的提高。

5、老师要求学生把个人和小组的思考和调查成果输出出来，形式有公共演讲（public 

speech）、课堂展示（class presentation）、调查报告（report）、观点作文（essay）
等形式。

6、老师和家长一起对学生们的输出成果给予评点打分，并帮助他们提高。在内容上看学
生们调查研究或思考讨论的深度、广度和精彩度，对事物和问题的研究、描述、说明和论
证能力；在形式上看学生听说读写的表达能力。然后指出这些方面的优点和不足，再给予
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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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沟通式教学：一般原则

课堂教学注意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始终以学生为主体，围绕学生生活和兴趣，设计教学内容和方法。

二是结合教学目的和内容，把有关的语言和文化知识点包容进去，也尽量把要重
点学习的字词、语法和练习等融合进去，

三是请家长参与配合，发挥家长和家庭的文化资源优势。把教学方案先发给家长，
请他们参与教学设计，比如让他们提出一些他们认为孩子会感到困惑的问题和解
决方法，然后自始至终要求家长参与执行，直至教学任务和课后作业的完成。在
这种亲子交流中，既让孩子体会到老师和父母的良苦用心，又感受到父母和家庭
传递的活生生的文化传统，实现了理解和沟通。

四是利用班级提供的集体环境，发挥协作、激励、约束和奖惩的作用。我们的周
末学校虽然不具有像K-12的公校或私校的那种硬性的激励和约束环境，但根据学
生开始“爱面子”、同学间影响、喜欢分数、争强好胜等特点，我们采用小组分工
合作、小组间评比、量化规则制度、班级表扬等方式，激励良好行为，抑制不端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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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操作例子1：“华裔美国人”主题教学活动

通过引入话题和问题，课堂观看讨论华裔青少年成长的视频
故事，通过带领学生实地参观华人博物馆，让学生分组做课堂演
示和写大作文等学习活动等等，多角度深化对华裔美国人自我群
体的认同，对华人历史的认知，对未来华人命运和地位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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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1. 做好关于华裔美国人思考的问题引导；

2. 观看和讨论华裔青少年成长的视频故事；

3. 做好参观博物馆前的学生分组和作业分工；

4. 要求各小组课堂展示参观的成果并评比；

5. 布置大作文和激励措施

•激励措施：采用学生小组内分工协作、小组间评比、完成作文后

设计成书和推荐发表等办法，使每个学生都认真参与，交出他们

最好的答卷，从而培养学生们小组合作、讨论思考、调查研究、

公众演示、写作文的多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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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华裔美国人，我是ABC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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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美国人，对我意味着什么”问题引导

• 我生活中经历过哪些事情让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CHINESE AMERICAN, 不同于其他族裔

美国人或国内的中国人？

• 作为一个ABC，我与其他族裔美国人有什么异同？我与大陆的中国人又

有什么异同？

• 在美国的广告、电影、电视剧、体育、文艺作品和其他族裔的交谈中，

华裔美国人的形象多是什么样子的？别的族裔为什么会有这种印象？

• 与其他族裔相比，我们华裔有哪些可以自豪的地方，有哪些不足的地

方？如何提高这些不足的地方？

• 我们华裔在美国的生活、工作、政治和文化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如

何解决？

• 谈谈你理想中的华裔美国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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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视角：中国人移民美国的不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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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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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视角：美国的大陆移民（198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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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美国人的人口、分布、职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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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视角：ROLE MODELS - 各行业华裔美国人的代表

现在还有他！ WE CHINESE 

AMERICAN CAN 

DO ANYTHING 

AND 

EVERYTH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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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视角：
各族裔的人口比例

现在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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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视角：FREEDOM IS NEVER FREE

民主、平等和自由的抗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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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关系着你们切身利益的一件事：
亚裔美国人入学Ivy League Colleges (Harvard, Yale, Columbia, etc)：

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suing Harvard U.

Academic Requirements SAT/AST Score
Asian American 1550

White 1410

Latino 1250

African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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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讨论：华裔二代

• 讨论：一些中美文化冲突的例子

- 中国家庭 VS 美国社会；

-移民父母 VS 美国子女

• 讨论：一些刻板印象（STEREOTYPE）的例子

- where are you from?

- All Chinese/Asian kids are smart at math

- All Chinese kids are ne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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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青少年讲述自己成长的视频故事
（在课堂上观看时，学生们感同身受，叽叽喳喳议论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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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参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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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课堂展示
项目 展示页 展示时间 说，不是读 清晰流畅 整体印象 总分

分数 1-5分 1-2分 1-3分 1-3分 1-2分 1-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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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精彩的PRESENTATIONS
（孩子搜集的资料之多和之深远远超出老师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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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作文布置

一、要讨论的问题（略）

二、完成过程
1. 每组对每个问题都要讨论，然后分工给每个组员要写的问题，每个组员写好后发

到本组GOOGLE DRIVE里，鼓励在本组内讨论、互相帮助和评改。每组的GOOGLE 

DRIVE要发给老师连接，以便老师及时指导。

2. 每人写出200字-300字，每人写的内容要写上自己的名字。如果自己单独写不出来，

可以与其他1-2名本组成员一起写。然后本组汇总后在11月17日不迟于5PM前发给老师。

3. 全班作文将结集成书。如果写得精彩，会推荐到校刊《小语世界》甚至《侨报》

发表。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认真写，保证质量。

4. 每组里喜欢绘画和设计的学生请设计作文书的封面和插图，含义要与ABC有关

，再由大家投票，得票最高的图画成为作文书的封面。

三、作文评分标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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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满满：作文、教学和评价
（不少学生作文写得很有深度，且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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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操作例子2：讨论和辩论

华裔学生应不应该学好中文?

正方：应该

反方：没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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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与父母、爷奶、外公外婆、国内亲戚很好地交流；

2）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作为华裔人的特点和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习惯；

3）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传统和艺术；

4）等于掌握一门学校要求的外语（一辈子有用，打开了你人生的一扇窗户）。你们有人

说，我们有翻译工具，何必必须学习这种难学的语言。请不要迷信翻译，无论机器翻译，

还是人工翻译，都没办法做到100%准确；人文社科和艺术世界的微妙，翻译更是无能为

力。中文和英语里很多事物并不对应。

5）满足学校的外语学分要求，学好中文AP，或者考好SAT，对申请大学有帮助；

6）幼年、童年和少年是学习任何语言的最佳时期，不能错过；

7）将来容易去中国留学，甚至可以在那里生活（如果需要或喜欢）；

8）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重要，将来容易找到与中国或使用中文有关的工作

9）帮助确立自己华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不做 “文化夹缝”里的人。学好中文，了解中

华文化，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产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10）华裔学生学中文，有特殊的优势，放着这些优势不用，也是一种浪费。这些优势包括：

A）父母和家庭的语言环境是中文；B）容易学到地道的中文；C）比其他族裔的学生更容

易学好中文；D）有专门的中文学校、同学和老师。

讨论总结：学习中文的十大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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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在对华裔青少年的中文教学中，要包括他们在双重文化环境里
的成长体验，包括华裔美国人历史今生和各行业楷模人物，开放地引
入有关华人目前社会处境和未来状况的讨论，有意识地引导对学生对
自己的华裔文化身份进行各个角度的思考，并从培养孩子们完整健全
的人格，更好地成长和适应美国多元社会的高度看待这种教学，是很
有必要的，也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对华裔青少年的中文教学，不仅仅是语言学习和文化传统的灌输，
一定要打开和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保持移民父母与华裔子女两代人
心理世界沟通渠道的畅通，引导和培养他们对自己身上所承继的中华
文化身份的认同，培养华裔学生的族裔自豪感和自信心，使我们的孩
子在两种文化生活环境中都能自信满满，有根有家，如鱼得水。这不
仅是在帮助我们的下一代学习语言，也是在帮助他们在北美大地上更
好地生存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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