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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桥中文学校校长： 陶  凯  
 
 
时间过得真快，似乎刚放下写鸡年新春寄语的笔，狗年就到了。俗话说干什么的吆

喝什么，我这个中文学校的校长在新年到来之际最想说的自然就是--学中文。 
  

随着中国近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已经是美国的第三贸易大国，仅次于加拿大

和墨西哥。美国去年发行的时代杂志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分别以中国为主题和封

面，对其未来惊人的发展潜力及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力作了非常深入的报导。去年民主

党和共和党的两个参议员提交国会的议案—United States-China  Engagement Act of 2005 中
的八项内容各以杜甫，王羲之，郑和，孙中山，周信芳，蔡伦，贝律铭，王维命名。议案

要求联邦政府从 2006 到 2011 年拨款 13 亿支持中小学有关推广中国语言文化的计划。这

种发展趋势带动了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文化的必要性和急迫感。 
  

2003 年 12 月 5 日美国大学理事会主席 Gaston Caperton 正式宣布 AP 中文具体计划

时表示，学习中文不仅使高中生接触这种语言，而且使他们接触中国文学和深厚的中国历

史。2003 年向大学理事会表示开设 AP 中文意愿的中学有 120 所。而目前向大学理事会表

示开设 AP 中文意愿的中学有 2400 所。这个数字比大学理事会预期的高出十倍。前不久

国务卿赖斯明确表示，在外交领域里如会中文得到升迁的机会大很多。在美国已有城市把

中文列为必修外语课。在纽约也出现了十万年薪的中文家教。这些都充分显示出中文是未

来世界强势外语的趋势。 
  

当我们听到，看到这些时，作为炎黄子孙怎么能不振奋呢？某种语言在世界上被接

受的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的社会地位。

美国的中文学校也有着不短的历史。美国的第一所中文学校成立于 1911 年（宣统三年）

的旧金山中国城。中文学校注重中国文化的承传，教学方法上也习惯沿用中国的教学模

式。中文学校的教学与美国中小学的教学与着很大的区别。九十多年来中文学校一直游离

在美国主流教育系统之外。1994 年美国大学理事会开始举办 SAT II 中文考试。中文学校

的学生们才开始有机会借着这项全国性的考试向大家证实他们的中文程度。十年来， 中
文学校参加考试的学生有数万人。全美有上千所中文学校， 学生人数高达 16 万，是美国

中，小学选修中文学生人数的 7 倍。美国教育界已经认识到了中文学校在中文教学领域中

的重要作用。大学理事会提供的 AP 师资培训也包括了中文学校的教师, 考生也不必是在

高中选修过 AP 中文课程的学生才能报考。所以现在是中文学校进入主流社会的的大好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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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AP 中文的启动对我们中文学校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使我们的教学符合形势的发

展，达到美国外语教学委员会提出的 5 个目标（即 Communication, Cultures, Connection, 
Comparisons, Communities）。 这些不仅仅是学校，教师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需要广大

家长积极参与的事情。 
 
在过去的年份中，我们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现在面对新的挑战，让我们大家携

起手来进一步搞好中文教学。海外中文教育任重道远，希望通过我们脚踏实地的努力，中

文在美国真正成为强势语言！ 
   

 
 

 
 
 

洪胜律老师谈孩子学乐器 
 

  
 
        
         经常会有学生家长问我这样的问题：同在一个音乐班上学习，为什么有的孩子进步快，为什

么有的孩子进步慢？是天份的关系吗？ 
        
         应该说，出现这种现象是正常的，究其原因则是多方面的。有天分的关系---有的孩子生性文

静，对艺术有较强的感受力；有的好动，易于投入体操武术球类运动。也有年龄的关系---在教学

过程中，比较一个五岁和六岁的孩子，一般总能发现大的孩子要老练些，小的孩子注意力集中时

间较短，理解和接受能力明显要差些。还有学习条件的关系---有的孩子是每天“朝七暮六”（早

七点离家，晚六点回家），晚上要做英文还要做中文，很难天天练琴。但通过比较年龄，个性，

学习条件相近，又同时起步的孩子，我发现家长的引导和关心是至关重要的，它与孩子进步快慢

有极大关联。有的家长由于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往往严厉有加，引导欠缺。造成小的孩子练

一次琴哭一次，大的孩子练一次和你吵一次。弄得不好，这些孩子一辈子对音乐“过敏”,   留下

苦涩的记忆。还有的家长则是抱着“让孩子玩玩”的目的，很少关心孩子的具体学习情况，放任

自流，结果可想而知。 
 
        因此，孩子进步快慢的原因并不简单，过严和过宽都是不可取的。我发现，那些能基本坚持

每天练习的孩子，不但学琴进步快，在其它方面也同样表现出色。也许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启发：

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更重要。只要家长，老师，学生共同努力，未来的人才一定出在你的家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