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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汉 语作为继承 语学 习者 
汉语字词 知识 的习得 

吕 婵 美国华盛顿⼤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 

⼀一

、 界定 “汉语作 为继承 

语学习者 ” 

“继承 语”( Heritage Language ) 

这个概念在应⽤用语⾔言学界受到越 

来越 多 的重视。学 界 ⽬目前对于继 

I定义 ⽅方式很 多，如 ，Fishman ( 2001 ) 认 为这 

包括移⺠民及难⺠民的语⾔言以及美国⼟土著语⾔言，⽽而 

rger & Wang ( 2008) 将其 定义 为所 有 除英 语 

少数⺠民族群体使⽤用的语⾔言。除英语之外，美国 

有 150 多 种 不不 同语 ⾔言 ( Brecht & I ngold，2002 o 据 

2011 年年美国⼈人 ⼝口普查 的结果，有超过 6000 万⼈人 ( 5 岁 

及 以上 ) 在家 中使⽤用英语之外 的另⼀一种语⾔言 ( Ryan ， 

20 1 3 o 

汉语 也是 在美 国这 样⼀一 个极 其复 杂 的语 ⾔言环 境 中 

顽强发展的语⾔言之⼀一。最早的 中国移⺠民在 19世纪末 

淘 ⾦金金热 时 代便便 将汉 语 ( 包括 ⽅方 ⾔言 ) 带 ⼊入 美 国。从 那时 

起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华⼈人备受歧视 ，华⼈人⼦子弟也 

不不能进⼊入主流公⽴立学校学 习。例例如在加利利福尼亚州 ， 

1870 年年后华⼈人学龄⼉儿童便便不不能进⼊入公⽴立学校学习，直 

⾄至 1885 年年⼀一项诉讼迫使 旧⾦金金⼭山教育部⻔门重新开始接受 

华裔⼉儿童 ( Lai，2000)。与此同时，为了了保证华⼈人后 

代继 续接 受教 育且 不不 忘 中华 传统 ，旧⾦金金 ⼭山地 区 的华 ⼈人 

社区开始设⽴立私⽴立学校 ，通过使⽤用传统启蒙课本 ，如 

《三字经》等，来传承 中国语⾔言及⽂文化 ( Lai，2000 o 

这可以说是美国中⽂文学校的发端。如今，中⽂文 学校已 

遍布美国各州 ，到 2007 年年为⽌止 ，美国共有将近 15 万 

学⽣生在 中⽂文学校学 习，这占当时美国汉语学习总⼈人数 

的 70％ ( McGinnis，2005，2008 o 因 此 ， 以社 区 为 

基础的中⽂文学校是美国中⽂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上⽂文所⾔言 ，从⼴广义上来说，只要是在家中使⽤用 

某种⾮非英语语⾔言的⼈人就可 以被称为 “继承语使⽤用者”。 

本⽂文将 “汉语作为继承语学习者” 界定为 “在家以普通 

话或⽅方⾔言为主要语⾔言 ，在主流学校学习英⽂文 ，同时在 

中⽂文学校学习汉语读写的华裔学龄⼉儿童” ( Koda，Lti & 

Zhang，2008 o 为了了⾏行行⽂文简便便，下⽂文将 “汉语作为继 

承语学习者” 简称为 “华裔⼉儿童”。 

⼆二 、华裔 ⼉儿童汉 语字词 知识 习得和阅读 能 

⼒力力发展的困境与挑战 

联结主义理理论认为，“学习” 是⼀一个不不断觉察 、提 

取 、确认并 内化输⼊入的共现结构 中对 应元素之 间的 

关 系的过程 ，⽐比如 ，在语⾔言 学 习过 程 中，将 “复数 

化” 的概念和其所对应 的结构 ( ．S) 联系起来便便是⼀一 

种学习。学⽣生接触到含有某种特定结构映射关系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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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次数越多，各成分之间的联系就会越强。在这种 

观点的背景下，我们也可以利利⽤用各种成分共现的可能 

性⼤大⼩小来预测阅读习得。简⾔言之 ，阅读输⼊入 的频率和 

其共现结构的规则性都会影响学习者的学 习结果。对 

于学 习任何⼀一 种⽂文字的⺟母语⼉儿童⽽而 ⾔言，在 ⼀一般情况 

下 ，⺟母语⼉儿童在阅读学习开始前及阅读学习的过程 中 

都可获得⼤大量量的较为规则的阅读输⼊入 ，包括环境中的 

⽂文字输⼊入及通过书本获得的阅读输⼊入。但是对于华裔 

⼉儿童⽽而 ⾔言则不不 尽然。⼀一是环境 中的⽂文字输 ⼊入极为匮 

乏 。美 国 除少数 ⼤大城 市 的 中国城 有带 汉 字 的招牌 、⼴广 

告牌、路路牌等外 ，在绝⼤大多数地区华裔⼉儿童⽆无法从环 

境 中获得任何 汉字输⼊入。通过 书本 的⽂文字输⼊入⼏几乎 

仅 限于 中⽂文 学校 的教材。笔 者的⼀一项调查发现 ，家 

⻓长报告 多于 56％ 的⼀一、⼆二年年 级的华裔⼉儿童⼏几乎不不看 

中⽂文阅读材料料 ( 除教材外 )，虽然 90％ 的华裔⼉儿童每 

周花 l ～ 2 个⼩小 时的时 问在家学 习中⽂文 ，但这个 时 

间仅 局 限 于 复 习 中 ⽂文 学 校 教 材 及 功 课 ( Ln & Koda， 

2011 )。因此 ，从输⼊入驱动的⻆角度来看阅读习得，中 

⽂文 教材 在 华裔 ⼉儿童 的 阅读 学 习过程 中的地 位举 ⾜足 

轻重 。 

同时 ，基于英语⺟母语⼉儿童的阅读理理解研究认为， 

阅读理理解包括两个主要成分，解码 ( decoding ) 和语⾔言 

理理 解 ( 1inguistic comprehension )，这 就 是 所 谓 的 “The 

Simple V iew of Reading” ( Hoover & Gough，1 990 o 该 

理理论认为，解码是有效的词汇识别 ，即学习者从⽂文字 

中迅速提取语义信息的能⼒力力 ，⽽而语⾔言理理解则着眼于对 

语⾔言中的意义 的理理解。华裔⼉儿童从⼩小在家中有听说 中 

⽂文的机会 ，在阅读学习开始的时候 ，具有⼀一定的语⾔言 

理理解 ⽔水平 ，这 是他 们 与汉语 作 为外 语 的学 习者 的⼜又 ⼀一 

不不 同之处 。 

因此，华裔⼉儿童的汉语 阅读学习为阅读研 究者提 

供了了⼀一个⾮非常有趣 的案例例 ，因为他们所拥有的各种内 

部和外部资源与关于⺟母语⼉儿童和外语学 习者阅读习得 

的假设不不够匹配：第⼀一，⼀一般的外语学习者在学习外语 

阅渎时需要同时学习语⾔言和⽂文字，但华裔⼉儿童在 中⽂文 

学习伊始 已经具备了了⼀一定程度的 ⼝口语能⼒力力 ( 包括语⾔言 

理理解能 ⼒力力和 ⼝口语词汇 量量 ) ；第⼆二 ，⼀一般 的⺟母 语⼉儿童 在 阅 

读学习的过程 中可以接触到⼤大量量的环境及书本的⽂文本 

输⼊入 ，⽽而华 裔 ⼉儿童 的 中⽂文学 习 却是在 ⽂文本 输⼊入 极 为 匮 

乏的情况下进⾏行行的。因此 ，中⽂文学校的教材 ，特别是 

教材 中的汉字，具体有哪些特征? 其对华裔⼉儿童的『蒯 

渎技能的发展有何影响? 华裔⼉儿童是否能在 中⽂文阅读 

的学习中利利⽤用他们的语⾔言优势? 下⽂文将介绍关于华裔 

⼉儿童 的⼏几项相关 研究来说 明这 些问题 。 

2．1 教材汉字输⼊入 的特点及华裔⼉儿童的形旁意 

识、字词知识和阅读理理解 

如果中⽂文教材是华 裔⼉儿童主要 的汉字输⼊入来源 ， 

基于上⽂文提到的输⼊入驱动的观点，教材中所呈现的汉字 

的性质及汉字的数量量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华裔⼉儿童对 

汉字内部结构和功能的理理解和掌握 。笔者与同事参照了了 

舒华等 ( Shu et a1．，2003 ) 对 中国汉语 ⺟母语 ⼉儿童 ( 下⾯面 

简称 “⺟母语⼉儿童” ) 语⽂文教材中的汉字输⼊入的分析⽅方法， 

分 析 了了在 美 国 的 中⽂文 学 校 通 ⽤用 的 ⼀一 部教 材 《中⽂文 》 

( ⼀一⾄至六 年年级 )，并考 察了了三 、四、五年年级 的华 裔⼉儿 

童的词素意识 及阅读理理解能 ⼒力力 ( Koda，Ln & Zhang， 

2008 o 《中⽂文》是美 国 中⽂文 学校使 ⽤用最⼴广 的教材之 

⼀一

， 主 要 由 中 国驻 美 ⼤大 使 馆 、领 事 馆 向 各 中 ⽂文学 校 

发放 。 

现将研究结果简单报告如下 ： 

( 1 ) 教材 汉 字输⼊入 极 为有 限 。⼀一 ⾄至 六年年级 的教材 

中汉字的总量量是 940 个 ，⽽而舒华等 ( Shu et a1．，2003 ) 

的研究中的⺟母语⼉儿童六年年时间通过教材所接触到的汉 

字总 量量是 2570个 。 

( 2 ) 形声字总量量有限。华裔⼉儿童接触到的形声字 

的总量量是 514 个 ，占教材 中汉字总数的 54％，⽽而⺟母语 

⼉儿童总共接触到 1845个形声字，占总数的 72％。汉语 

中 80％ 的汉字 是形 声字 。因此 ，根据 上⽂文所 提到 的输 

①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编，暨南⽕火学出版社出版 ，1996 年年出版试⽤用版，2007 年年出版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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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驱动的学习观 ，如果学习者需要理理解汉字的基本构 

成结构及各构成成分的功能 ，他们所获得的阅读输⼊入 

中当然需要很⾼高⽐比例例的形声字。⽽而 ⽬目前华裔⼉儿童的教 

材 中的形声字⽐比例例偏低。另外 ，形声字的形旁和声旁 

还涉及语义透明度和语⾳音⼀一致性的问题 。我们分析发 

现 ，虽然华裔⼉儿童教材 中语义透 明和语⾳音⼀一致的汉字 

的百分⽐比接近甚⾄至⾼高于⺟母语⼉儿童的教材 ( 华裔：86％， 

55％；⺟母语：78％，59％)，但由于总体数量量偏少，其 

对华裔⼉儿童对于汉字的内部结构和功能的理理解和掌握 

的影响可能有限。下⽂文将提到我们所做的⼀一项实证性 

研究来印证这⼀一观点。 

( 3) 独体字复现率低。独体字是汉字学习的基础 ， 

因为独体字将作为形旁或声旁出现在 ⽇日后学习到的合 

体字当中。我们的分析发现 ，华裔⼉儿童虽然和⺟母语⼉儿 

童⼀一样学习了了数量量相当的独体字 ( 分别为 216个和 219 

个 )，但他们所学的独体字有两个 区别性差异：第⼀一 ， 

⺟母语⼉儿童在⼩小学的头两年年就学完了了近 75％的独体字 ， 

⽽而华裔⼉儿童在头两年年的学习中仅接触了了不不到 50％的独 

体 字 ；第⼆二 ，在⺟母 语 ⼉儿童 所 学 的独体 字 中 ，60％ 出现 

在 ⽇日后所学的合体字中，⽽而华裔⼉儿童所学的独体字只 

有 22％ 出现在⾼高年年级的合体字中。这样的分布也许让 

华裔⼉儿童很难利利⽤用先前所学的汉字知识来促进 ⽇日后的 

汉字和词 的学习 。 

那么，在这种⽂文字输⼊入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华裔 

⼉儿童的阅读技能的发展究竟呈现 出⼀一种什什么状态呢? 

基 于上 ⽂文 所提 到 的对 教 材 的分 析 ，Koda，Zhang & 

Yang ( 2008) 考察了了美国某中⽂文学校三、四、五年年级 

学⽣生的中⽂文词素意识和 中⽂文阅读理理解能⼒力力。该研究发 

现 ，虽然华裔⼉儿童的阅读输⼊入极为有限，但是他们对 

汉字的结构还是有⼀一定的敏敏感性 ，⽐比如，他们能够指 

出所给出的汉字 中哪个偏旁是表义的形旁，同时对于 

所测形旁在汉字结构 中的特定位置都有较好 的理理解。 

但是他们对于形旁的表义功能的理理解还⽐比较⽋欠缺 ，区 

分多义字不不 同义项的细微差别的能⼒力力还有待发展。另 

外，从三年年级到五年年级，华裔⼉儿童在词素意识 、汉字 

知识及阅读理理解上的差异均不不显著。 

2．2 ⼝口语能⼒力力与字词阅读及阅读理理解 

如 上⽂文所述 ，相 ⽐比将 中⽂文 作为外语 来学 习的⼉儿童 ， 

华裔⼉儿童的⼀一项优势是 ⼝口语能⼒力力。⼝口语能⼒力力包括多个 

层⾯面 的技 能 和技 巧 ，⽽而 ⼝口语词 汇 量量可 以被 看成 是 ⼝口语 

能 ⼒力力 的 基 础和 重 要 指 标 ( Verhoeven ，2000 )。虽 然 ⽬目 

前对于 ⼝口语词汇量量与阅读技能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定论 

( Ouellette，2006 )，但如果阅读的学习是学习语⾔言和⽂文 

字之 间的联 系 ( Perfetti ，2003 )，那么 ，华裔⼉儿 童是 否 

较⾮非华裔⼉儿童在阅读上有得天独厚 的优势? 笔者⽐比较 

了了两组年年龄相仿 、所学教材相同且居住在同⼀一 ( 或附 

近 ) 社区内的中⽂文学校的华裔⼉儿童和美国公⽴立学校 中 

⽂文沉浸式项 ⽬目的⾮非华裔⼉儿童在 ⼝口语技能 ( 包括语⾳音意 

识 、接受型和产 出型词汇量量 ) 以及中⽂文阅读上的表现 

( 吕婵，2016)。结果发现 ，华裔⼉儿童仅在声调意识上 

显著优于⾮非华裔⼉儿童，但是⼆二者在其他 ⼝口语技能指标 

上的表现均⽆无显著差异 。⽽而⾮非华裔⼉儿童在短⽂文和句句⼦子 

阅读理理解任务上的表现显著优于华裔⼉儿童。同时，华 

裔⼉儿童的语⾳音意识 、字词朗读均未能显著预测他们在 

句句⼦子阅读理理解上的表现 ，⽽而这些 ⾃自变量量⾮非常显著地预 

测了了⾮非华裔⼉儿童在句句⼦子阅读理理解上的分数。笔者认为 ， 

结果说明对于汉语字词学习来说 ，学习者辨析声 、韵 、 

调的能⼒力力固然重要 ，但最终还是需要学习者掌握⾳音节 

与字素之间的⼀一⼀一对应 ( Perfetti & Dunlap，2008 )，⽽而 

这种学习，需要⼤大量量的语⾔言与阅读输⼊入才能达到 ⽬目的。 

华裔⼉儿童虽有语⾔言优势，但是缺乏阅读输⼊入 ，因此其 

先天优势未能 ⾃自动转化为阅读上 的强势。与之相反 ， 

⾮非华裔⼉儿童在语⾔言上没有任何优势，语⾔言学习和阅读学 

习同时进⾏行行 ，但他们有⼤大量量的课堂语⾔言和课堂内的⽂文本 

输⼊入 ，因此 “先天不不⾜足 ，后天补⾜足”，反⽽而后来居上。 

三、华裔⼉儿童汉语教学的前景 

⽬目前本⽂文所呈现 的结果似乎暗示华裔⼉儿童的中⽂文 

阅读学习并没有取得⾮非常理理想的效果。但是 ，笔者需 

要强调的是 ，我们必须把华裔⼉儿童的中⽂文学习放到美 

国教育的⼤大背景下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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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大 多数 中⽂文 学校的华裔⼉儿童 属于所谓的 

“新⼆二代” 或者 “1．5 代”，这不不仅包括在 美国出⽣生 的 

移⺠民⼦子⼥女女 ，也包括在成年年以前就随⽗父⺟母移居美 国的⻘青 

少年年 ( Zhou ，1997 o 属于这个族群 的孩⼦子⾯面 临许 多 

⽅方⾯面的压⼒力力，包括学习⼀一⻔门新的语⾔言 ( 英语 )、调整家 

庭⽂文 化和 社 会⽂文化 之 问 的差 异 、⾯面 对可 能 存在 的偏 ⻅见 

等 ( McCa~hy ，1998 o ⽽而在 2001 年年 出台的 “No Child 

Left  Behind” 法案的影响下 ，学⽣生在 ( 英语 ) 阅读和 

数学标准化测试上的考试成绩成为衡量量学校 、教师和 

学⽣生的最 重要的指标 ，这使得华裔⼉儿童 ( 以及其他⾮非 

英 语⺟母 语 ⼉儿童 ) 的 外 语能 ⼒力力 ，特 别是 在⼩小 学 阶段 ，极 

少受到公⽴立学校的重视。许多公⽴立⼩小学还 由此放弃外 

语课程。截⾄至 2008 年年，美国仅有 15％ 的公⽴立⼩小学和 

51％ 的 私 ⽴立 ⼩小 学 设 ⽴立 了了 外 语 课 程 ( Pufahl & Rhodes， 

201 1 o 因此 ，美国虽然是⼀一个多族裔 、多元⽂文化的国 

家 ，但 是 在 教 育领 域 ，“英语 独 尊 ” ( Engli sh．only ) 的 

⼼心 态盛 ⾏行行 ，这也 在很 ⼤大程 度 上影 响到 了了美 国 的外 语政 

策 ( 或说外语政策的缺乏 ) ( Spolsky ，2011 o 可以说 ， 

在 正常 学 校教 育 之 外 再 寻 求 继 承 语 学 习 的华 裔⼉儿 童 

( 以及其他族裔的继承语学习者 )，是在夹缝中求⽣生存。 

第 ⼆二，虽 然 美 国 国会 于 1968 年年 通过 并 开 始执 

⾏行行 “双语教育法案” ( 1968-- 2002 )，允许公⽴立 学校 为 

移 ⺠民后代提供使⽤用其⺟母语受教育的机会，但是 ，现实 

的情况是 ，美国所谓的 “双语教育” 并没有让⾮非英语 

⺟母语的⼉儿童成为真正的双语⼉儿童，⽽而是因为英语学习 

使他们逐渐丧失了了原本拥有的⺟母语能⼒力力。这种现象被 

研 究 者 称 为 “削 减 型 双 语” ( subtractive bil ingualism ， 

Lambe~ ，l 974 o 与此 同时 ，美 国学 界呼 吁美 国各 界 ， 

特别是国防 、商业等部⻔门重视继承语学习者所具有的、 

尚 未 被 较 好 利利 ⽤用 起 来 的 “国 家 语 ⾔言 资 源 ” ( Brecht & 

Ingold，2002 o 但是 ，美国各级政府并未给予以移⺠民 

社区团体为基础的学校资⾦金金上的帮助 ，以中⽂文学习为 

代表的社区学校依然主要依靠学校学费和社区成员的 

捐款来维持运营。美国应⽤用语⾔言学中⼼心的⼀一项报告发 

现 ，美 国境 内的中⽂文学校总⼈人数呈下降趋势 ( Liu et 

a1．．20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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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文学校的出路路在哪⾥里里? 华裔⼉儿童汉浯学 

习的前景⼜又如何? 笔者认为 ，中⽂文学校应该将精⼒力力集 

中在⼩小学的教学，⽽而不不需要将学校的规模扩展到初中 

和⾼高 中。这样 ，学校既可以集中精⼒力力提⾼高教学 质量量， 

在校舍、资⾦金金 、师资等⽅方⾯面的压⼒力力也可梢有缓解。 

如果能将精⼒力力集 中在⼩小学教学上，笔者建议 ，第 

⼀一

， 中⽂文 学校 应 该⾛走 出去 ，与 当地 的⼤大 、中 、⼩小学 的 

中⽂文项 ⽬目加强联系，⼀一⽅方⾯面可以向受过专业训练的中 

⽂文教师在教师培训 、材料料设计等⽅方⾯面寻求帮助和指导 ， 

另⼀一⽅方⾯面，也可以将 中⽂文学校 的课程与初 中、⾼高中的 

课程设计稍做衔接，这样为从 中⽂文学校毕业后有志在 

当地 中学继续学 习中⽂文的华裔⼉儿童铺路路。同时，中⽂文 

学校应该考虑在引进教材的同时在当地社区建⽴立中⽂文 

⼉儿童图书馆 ，让华裔⼉儿童有机会接触到适 合他们 的、 

除教材之外的阅读材料料 ，还可组织各种与阅读相关的 

活动来激发他们对阅读的兴趣和积极性 。 

第⼆二 ，对于初中和⾼高中的华裔⼦子弟，笔者认为L⼘卜I 

⽂文 社 区应该 效仿 ⻄西班 ⽛牙语项 ⽬目的做 法 ，要 求 当地 公⽴立 

学校为华裔⼦子弟设⽴立 “华裔班”。这样可以保汪华裔⼦子 

弟在进⼊入初 中后不不会 因为学校没有适合他们的中⽂文课 

程⽽而不不 断地重复学 习⼊入⻔门汉语 。 

在提⾼高华裔⼉儿童的阅读⽔水平⽅方⾯面 ，笔者建议 中⽂文 

学校的教师 、校⽅方及家庭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 

第⼀一 ，前⽂文提到，语⾔言是阅读的基础 ，这对华裔 

⼉儿童来说也同样适⽤用。根据笔者的观察和问卷调查 ， 

许多⽗父⺟母在 家并不不与其⼦子⼥女女使⽤用中⽂文，或者常常是 中 

英 夹 杂 ，抑 或 ⾃自⼰己对 孩 ⼦子说 中⽂文 ，然 后孩 ⼦子 ⽤用英 ⽂文 作 

答。这种家庭语⾔言使⽤用的模式在北北美华裔家庭中极为 

常 ⻅见 。笔 者 认 为 ，⽗父 ⺟母应 该在 ⾃自⼰己与孩 ⼦子 的语 ⾔言使 ⽤用 

⽅方⾯面多下功夫 ，在家⾥里里就应该注意培养孩⼦子的中⽂文测 

汇量量 、中⽂文语感和 ⼝口头表达能⼒力力，为其在中⽂文学校的 

阅读和写作⽔水平的提⾼高打下基础 。 

第⼆二，家⾥里里的中⽂文环境不不仅包括语⾔言环境，也包 

括家庭的语⽂文环境。简单说 ，就是家⾥里里是否拥有供成 

⼈人和⼉儿童阅读的中⽂文材料料? 家⻓长是否经常抽时问和孩 

⼦子⼀一起阅读 中⽂文书籍? 家⻓长是否帮助孩⼦子理理解所读内 



容? 家⻓长 ⾃自⼰己是否有 良好的阅读习惯? 这些都是影响 

孩⼦子阅读习惯形成的重要因素。 

第三，⽬目前海海外中⽂文学校多以汉字和中国⽂文化教 

学为主 ，但笔者认为 ，汉字学习的难度 以及 中国⽂文化 

与华裔⼉儿童所熟悉的 ( 美 国 ) ⽂文化之间的距离，是难 

以调动华裔⼉儿童学 习积极性的主要原 因之⼀一。因此 ， 

笔者建议 ，中⽂文学校的教学应考虑华裔⼉儿童作为⼉儿童 

的兴趣所在 ，或者与在主流学校所学的知识有关的内 

容 ，如数学、⽣生物等知识相结合。⽐比如 ，笔者认 为， 

《⼗十万个为什什么 》之类的材料料 ，经过⼀一定的挑选和简 

化 ，应该是给华裔⼉儿童学 习中⽂文的好材料料。同时 ，笔 

者建议 中⽂文学校和教师应该考虑减少 “⾃自汉字⽽而上” 

的外语教学⽅方式 ，放弃从第⼀一堂课开始⼀一笔⼀一画地学 

汉字的做法，⽽而应考虑 “⾃自上⽽而下”，通过⼤大量量阅读为 

⺟母语⼉儿童设计的内容，包括童谣 、歌谣、故事 、图⽚片 

及影⾳音资料料来让他们对所学 内容先有⼀一定的了了解和理理 

解 ，然后再挑选重要的汉字 、词组等加以学习。 

当然 ，这些建议只是笔者基于 ⾃自⼰己对华裔⼉儿童的 

阅读研究及对 中⽂文学校近⼏几年年来的观察的管窥蠡测。 

这些建议是否可⾏行行，与当地华裔社 团的活跃程度、当 

地 的 政治 ⻛风⽓气 、经 济状 况 、当地 居 ⺠民对 外来 ⽂文化 的 接 

受程度、家⻓长对中⽂文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意愿 ，都息息 

相关。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海海外华裔⼉儿童的中⽂文教育 ， 

光靠中⽂文学校是远远不不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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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向数 字化 ：21 世 纪汉语 
⼆二 语字词教 学研 究 

沈沈⽲禾玲 美 围爱荷华⼤大学 

廖建玲 美 国亚利利桑那州 j⼚厂⼈人学 

进 ⼊入 21 世 纪 信 息 化 时 代 以 

来 ，汉 语 ⼆二 语教 学 ⾯面 临 着 许 多新 

的挑战。多模态读写 ( multimodal 

literacy )、数 字化 学 ⽙爿 ( digital li— 

teracy ) 等 各种新形态的学 习概念及 

模式应运⽽而⽣生。它们拓拓展了了识字 、 

读写等相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同 

时也对当前的汉语教学提出了了新的 

要 求 。 早 在 1997 年年 ，Paul Gilster 

在他 的著作 D igital L iteracy 中就指 

出 ，“在 新世 纪 到 来 的 时候 ，⽹网络 

技术将代替电视 、电话及报纸，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