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们复习、巩固、提高其课堂所学。

• 所有的成人包括家长、教育工作者们只习惯于一种沿袭数代人并在母语学习环境中被证明行之有效的

华文学习方法，即“听说读写”、“音形字义”全面推进的学习方法，并绝对坚定不移地用以指导、制定、推

行北美华文的业余学习。

   但是，这些难点最后效果都集中表现在学生们经过五、六年艰苦的业余学习、上了中学后，开始认

识到华文学习的真正难学之精髓，而此时他们的华文水平远远不足以阅读适合其生理及心理所需要的华

文读物（此一结论可参阅文章《浅析北美华文业余教育的特殊性》的分析[http://www.shihan.org.cn/

subjects/100203]），更重要的是其较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理解记忆的学习方法已经形成，特立独行的美国

价值观开始树立，对于业余华文课堂上的学习已渐行渐远，过去五、六年艰苦业余学习所建立起来的成就感开

始丧失殆尽。在这样因难学而不愿意学的心理状态下，大部分学生恐怕忘得要比课堂上学的要多了，最终在上

高中课业加重的某个时期就要选择放弃，进而在很短的期间就忘得精光。简单地总结来讲，就是在起始的五、

六年的学习中，没有像中国国内的小学学习一样，有效地突破识认2500常用字的瓶颈口，致使华文学习的进度

远远达不到自主阅读的境界，远远达不到学生们此时的生理、心理成长的要求，而这时他们形成的“理解记

忆”学习方法，以及此时的华文学习课程中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认知要求更高，使他们更觉得学习华文“难于

上青天”，似乎注定要以放弃为终点。

   这些孩子们学习华文所面临实际的状况和难题逼迫我们这些从事华文业余教育工作者不得不反思这些年来

的教学实践，不得不开放思想去探索新的利器去克服孩子们学习中的障碍，不得不深入学习、探讨孩子们生理

及心理成长的进程和特点，义无反顾地开拓海外华文业余学习的新路径、新方法、新思维。关于另类教学方

法，我们所能知道的是老祖宗们曾用过“千字文”等等韵文来尽快突破识认汉字的瓶颈，但古代语言的应用只

有不到1千常用字即可，而不像现代汉语的应用需要至少2500常用字，所以把2500的生字表编成有文有义、一

字不重的韵文的难度将是呈几何数量级地增长。另一方面，我们通过研究孩子们的生长特点，可以知道在8岁

左右大脑发育完成之前，“整体记忆/形象记忆”是孩子们认识世界、学习世界的主要手段，岁数越小此特点

越显著。可以说，强记是他们这个年龄段生长的特点，或称之为“天性”，而对于韵文的学习，难点则在于单

字的识认，即从一句韵文中如何抽出单字进行识认，是此年龄段孩童们学习汉字的最大难题。同时从我们传统

的“听说读写”、“音形字义”全面推进的学习方法中，可以看出“写”和“义”是其最大的难点，需要孩子

们要像成人一样去分析、理解字的偏旁、部首、表音、表意、象形、意义等各种内部结构、关系，还需要很强

的人文知识的背景。对于已具有严谨的逻辑思维、并以理解记忆为学习方法的成人来讲，也许不算什么大问

题，但是对于把一个个的汉字当成一个一个完整的、由若干线条组成的“图形”来识记且还没有什么逻辑思维

的孩子们来讲，岂不是太难了吗？同时我们也知道，理解力是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加、人生阅历

的丰富而逐步加强的，认识字不一定非要先理解，因为识字与理解字义属于不同的学习进程，不能认为幼儿识

字就必须像成人一样先要理解汉字的意义来学习。如果使劲搜索我们的记忆，还可能记的起来我们在课堂所学

的很多生字是在大量的课外读物中得到真正理解或升华的。很可惜的是，我们早已忘记了我们自己本身在幼童

时期是怎样认识、学习世界的。那么，在利用孩子们特有的“模式识别”能力，集中识认汉字，在识字量积累

的过程中，逐步渐进地加大阅读能力的培养与训练的力度，使他们尽早掌握自主阅读的能力，“读万卷书”也

许并不是不可能的了，至少孩子们可从利用自主阅读的能力弥补在北美这样的大环境中所缺少博大精深的中华

文化氛围，也可以通过阅读来充实和学习他们所需要的知识。

   我们学校的集中识字实验班从大约五年前开办以来，坚持开放思想，不懈地探索，破解各种对于集中识字

学习方法的误区，比如说，不可以用成人思维、习惯的理解方法应用在幼童的集中识字学习中，也不能把识字

与理解生字摆错位置，因为在字汇量增加的同时，理解力也在阅读训练及孩子们的成长中逐步加强。集中识字

不是不要学写字，而是放在孩子们具有2000或更多生字量的基础上，因为此刻，孩子们在识认生字过程和阅读

训练中，已经接触了大量生字的偏旁、部首、表音、表意、象形、意义等各种内部结构和关系，在此基础上，

老师所讲的笔画名称、字体结构及下笔顺序对孩子们来讲都不是“天书”了，彻底杜绝通常我们所观察到的

“画字”现象。在完成集中识字的全部课程结束前的一个月，汉语拼音、查字典（含偏旁部首检索）的教学将

列入教学内容，使孩子们真正形成、掌握自学华文的能力和工具。原因是，我们还认识到，看图识字与拼音注

音识字都是间接识认汉字的方法，在北美的孩子们没有掌握大量的生字的情况下引用，只会极大地分散了孩子

们识认汉字的注意力，反客为主，形成“无拼音不读”的现象，实际上是加重孩子们识认汉字的困难度。在完

成我们实验的集中识字教学课程以后，孩子们开始从暨南大学《中文》第六册学习（从此册往后，课文中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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