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享在澳洲中文教學的體會 

—記與漢辦對外漢語教師劉琪琪的談話 
墾丁 

  

熊貓是一種稀有保護動物，也是普遍受人們歡迎和喜愛的一種動物，因為它

們很可愛。不久前，筆者到我們華人服務社好市圍區的啟思中文學校訪問時，聽

見老師夥伴們經常提到「大熊貓」! 原來，在 2013 年其間，有一名新成員加入

到中文教師的隊伍裡，大家將他稱為「大熊貓」是稀有受保護動物，為什麽呢?

因為這是一位男老師, 是啟思中文學校近年來入職執教的唯一一位男老師。 

 

筆者找了個機會和他談話。他叫劉琪琪, 是中國漢辦(中國國家漢語國際推

廣領導小組辦公室)委派來澳洲執教的 一位對外漢語教師，由於他的教學專業資

歷，在我們的學校裡, 他得到老師和學生們的重視。 

 

他說：「我瞭解華人服務社是一個非牟利的社區慈善機構，幫助當地華人解

決學習及生活上的困難，通過各種活動培養華人和當地人的相互了解和合作。所

辦的啟思中文學校，是讓兒童在澳洲多元文化的環境下學習中文，提高對中華文

化的認識和了解，以促進和弘揚其傳播。我因為工作關係來到悉尼，從事漢語教

學和中華文化傳播領域的工作，因此，工作目的和服務社的相應宗旨不謀而合，

所以很高興能加入到這個集體。」 

 

劉琪琪在悉尼已有大半年，在平時的工作生活中也會接觸到一些華人後裔。

他說：「英語已成為這些人的母語，中文除了偶爾在家裡時講幾句，幾乎從來不

用，所以他們的中文說得已不像樣，倒像是在說一門外語。」這情況使他有點遺

憾, 同時，也讓他感到有義務多幫助這些人，既是為了提高他們的語言水平，也

是為了讓中華文化能在海外傳承下去。 

 

「我在啟思中文學校教授 9年級，幾名學生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許是他

們在家裡使用漢語較多，其中有學生的中文口語表達能力, 超出我想像好多，也

是我第一次在澳洲與華人的第二代可以無障礙的交流。他們有喜愛的中文歌曲、

中國電視節目，也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在發展有一定的了解，使我感到很欣慰。對

於這個班級，因其水平較高，對他們的教學我不僅僅局限在書本上，在三個課時

裡，我至少抽出一個課時, 與他們討論和本課課文相關的內容，是最原始也是最

有效的語言學習手段，通過讓他們充分鍛煉口頭表達，不斷使用學過的去聯系新

學的詞語、句式；在談古論今的同時，不斷提高中文水平。但我也發現一些問題，

那就是有的學生基礎紮實，學習態度很嚴謹，認真記錄下我所教的每一個擴展，

如近義詞、形近字，但是很少去想如何運用，有點像在中國的學生學英語的態度；

還有學生可以流利的用中文表達心中所想，但對一些需要耐心並花工夫去記的內

容，比如成語，就沒那麼用心。所以，我準備對他們各自的薄弱環節進行不同的

督促，以發揮其長處，並彌補弱項。」 

 

「學校同事們的關心照顧，我很感謝。我會總結經驗，希望在工作中可以更

進一步，繼續為中華文化和中文的傳播盡一點綿力。」 



 

 

 
(圖﹕漢辦對外漢語教師劉琪琪(後排右四)與學生、家長及老師們於課堂外活動一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