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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中文教学中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蒙学教材、诗词、神话故
事等的使用，为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扩展练习材料，能帮助学习者训练语音、
词汇，了解文化背景。本文试图就中国古代文学在国际中文教学中的运用进行
探析，以期使古代文学中相关作品能在乌兹别克斯坦汉语教学中更多地运用到
课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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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文教学离不开语言文化的学习，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为母语为非汉语

的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练习扩展材料。对学习者而言、在汉字识读、语音训练、

文化背景的了解方面都有很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就中国古代文学在国际中文

教学中的运用进行探析，以期使古代文学中的优秀作品能在乌兹别克斯坦汉语

教学中更多地运用到课堂中。这里所指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指的是适于第二

语言初学者阅读，符合初学者学习习惯的文学作品，本文主要指以下两类：一

是广泛认可的，幼童入学接受教育的教材，称为“蒙学读本”；二是有助于训

练发音和了解文化知识的诗词作品和童话﹑神话故事等。 

一、可行性分析 

中国古代蒙学教育与国际中文教学教学有着较强的相似性，因而古代文学

在国际中文教学中运用是具有一定可行性的。我国古代很早就已经十分重视儿

童教育，这从《易经》当中就能找到依据。《易经·蒙卦》：“蒙以养正，圣

功也。”在此思想下蒙学也应运而生。 

蒙学，顾名思义，就是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机构，所使用的教材就是蒙

学读本。古代蒙学教育在千百年教育教学实践中摸索、总结出了很多符合初学

者学习习惯的教材和教学方法，蒙学中识字、写字、作文的教法，也有许多值

得称道的地方，在国际中文教学中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国际中文教育与古代

蒙学教育相比，从教学对象来说，都是汉语初学者；从教学内容来看，都是从

识字、读写开始，培养听说读写的技能；从教学目的来看，都是培养汉语交际

的能力。不同之处为：母语以及语言环境差别较大。不过但这并不妨碍二者的

共通之处。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其教学对象在学习汉语时都需要从基础学起。中

国古代蒙学教育，作为汉语最基础阶段的教学，从汉字识读循序渐进，到阅读

能力培养，写作的系统训练，这些对国际中文教育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中国古

代文学作品中的蒙学读本、诗词、神话都是非常好的训练材料。 

《诗经》中就有记录有童谣，也可称之为早期童话。如《大雅·生民》中

的后稷诞生及成长，故事情节离奇曲折，较之当代的一些童话作品也毫不逊

色。《山海经》和《淮南子》中的神话故事，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

﹑“女娲补天”等，十分精彩。《庄子》《韩非子》当中更是有数量可观的寓

言故事，如“拔苗助长”﹑“掩耳盗铃”﹑“滥竽充数”等，生动有趣而且寓

意深刻。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有人说他几乎有古代童话的所有题材：

人与人的；人与神﹑鬼的；动物昆虫之类的，认为它对古代童话有多方面的开

拓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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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教士在明清之际来华传教，为了更好地传教布道，他们开始学习汉

语。张西平主编《世界汉语教育史》中记载：“传教士的汉语学习是从中国传

统的蒙学识字开始，在梵蒂冈图书馆仍保留着他们当年学习汉字的《千字文》

《三字经》等课本。”很多传教士通过传统的蒙学学习掌握了很好的语言能

力，不但把西方作品翻译成中文，还以中文著述，利玛窦和徐光启合作翻译的

《几何原本》就是很好的证明。由此可见，蒙学教育一类教学思想、教材，以

及古代文学作品，在国际中文教学中运用是可行的。 

二、蒙学读本 

蒙学在宋代日益完备，出现了许多专门而系统化的蒙学读本，其中有的不

无纹影，且图文并茂。当时在社会上流传最广，作为蒙学通用教材配套使用的

是“三﹑百﹑千”。这些读本的共同特点是：文字简明，句式整齐，注意韵

律，多用故事，容易记诵。能使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懂得许多常识和做人做

事的道理。中文教学中使用蒙学读本，对于识字，语音训练，培养语感，启迪

思想都很有帮助。 

“三”即《三字经》，作者一般被认为是宋末元初的大学者王应麟。它全

用三言，基本上由六部分组成。先讲“教”与“学”，其次是关于封建纲常的

内容，这里面有思想陈旧的地方，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再是四时、五

行、六谷、六畜名物的；接着介绍小学、四书、六经等基本知识。然后是简述

历史。最后讲一些历史人物发愤读书的故事。《三字经》的内容相当通俗，而

且知识较全面，有文言的许多基本句式。 

《百家姓》编于宋代，作者佚名。全书虽仅四百多字，但把没有意义的姓

氏连贯起来，句句押韵、和谐流畅，使人读起来不觉得枯燥乏味。 

《千字文》是三者中成书最早的，南朝梁时周兴嗣著。它用不重复的一千

个字，以四字韵语联缀成文。全文涉及宇宙、自然、历史、社会和日常生活等

多方面的内容，并非简单地文字堆砌。作者独具匠心。 

这三本书自成书之日起即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且

历经宋元明清诸朝长盛不衰。除此之外的蒙学读本还有《弟子规》《幼学琼

林》《童蒙须知》《书言故事》《蒙养图说》等大量蒙学读本。这些书在编写

上十分注意适应初学者兴趣和心理特点，也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值得注意的

是，这些读本除识字教育类外，还包括修身教育类，社会自然常识类，提高初

学者阅读能力类，陶冶性情类读本。这些读本是在不同学习阶段配套使用的，

在教学活动中相互补充。由此可见，中国古代蒙学教育是一个系统的综合性教

育，是值得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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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国际中文教学课堂上，汉字教学是一个大问题。吕必松先生认为

汉语教学就要从汉字入手。学界有也有很多汉字教学方法，如“语文分进”，

即语言教学和汉字教学分开进行；“语文并进”语言教学和汉字教学；以及组

合汉语教学法等方法。证明了汉字教学的重要性。 

但教师普遍存在把汉语教学效率难以提高的原因归结为汉字难学，因为汉

字难学，进一步推及汉语难学的现象。因此在国际中文教学中，汉语教师首先

应该树立正确的汉字观，不仅自己要意识到“汉字并不难学”，还要帮助学生

在观念上突破这一瓶颈。应该借鉴蒙学教材思路和体例，学习汉字循序渐进，

关注初学者心理特点，注意汉字教学的趣味性。编写识字教材要选词表达浅显

但内涵丰富、朗朗上口，集中识字要从笔顺笔画结构逐步推进，才能便于学生

理解并掌握。 

三、古典诗词 

中国古典诗词作品有平仄押韵、富有音乐性的特点，对训练汉语学习者语

音、词汇，培养汉语的语感、节奏感有很大帮助，有助于语言学习。 

唐代骆宾王《咏鹅》，符合幼儿学习特点，简单易懂，是很好的语言学习

材料: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能够强化 e 的发音，巩固颜色词的学习，生动活泼，朗朗上口。对于幼儿

班学生来说，既能培养学习兴趣，又能加深记忆。清代郑板桥诗《咏雪》： 

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千片万片无数片，飞入梅花总不见。 

诗中一到十的数字全部出现，内容简单易懂，适合初级班教学，对学习数

字时的扩展练习很有帮助。又如宋代邵康节《山村咏怀》：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这首诗在课堂中运用，不仅能巩固学生对数字的学生，又能练习量词的用

法，对于初级班语言学习是很有帮助的。 

对于汉语水平较高的学生，可以在内容上选择活泼轻快，语言清新富有日

常生活情趣的作品。如杨万里《宿新市徐公店》：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绿未成荫。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通过春天儿童嬉戏的画面，描写了一个富有童趣，生动活泼的生活场景，

让读者在学习的过程里体会到诗人的生活乐趣。杨万里另一首《桑茶坑道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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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风日雨干时，草满花堤水满溪。童子柳荫眠正着，一牛吃过柳荫西。 

杨万里诗歌特点生动活泼，趣味盎然，在日本影响很大。这些描写生活图

景的诗作，富有童趣，诗中儿童形象更是生动可爱，通过学习诗歌可以是学生

体会到中国古人的生活图景。此外唐诗中还有如孟浩然《春眠》，李白《静夜

思》，柳宗元《江雪》，孟郊《游子吟》等，都是具有活泼、浅近特点的佳

作。一些国际中文教学教材如《快乐汉语》《跟我学汉语》中都选择了一部分

诗歌作为课后训练，体现了对诗词作品的重视。但这只是古典诗歌中很少的一

部分，还有丰富的诗词作品可供一线教师进行选择。 

四、神话与童话故事 

神话故事富有想象力与奇幻色彩，往往能引人入胜。而童话故事则具有语

言通俗易懂，情节生动的特点。国际中文教学课堂上通过神话和童话故事的讲

述，不仅能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能引起不同文化背景的共鸣 

1. 提高学习兴趣。 

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中就说：“这四本书（其中有山海经），是我最

初得到的，最心爱的宝书。”“九头的蛇；一角的牛；袋子似得帝江；没有头

而‘以乳为头，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这些形象本身就比

较生动有趣，对于儿童或者语言初学者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学习者

的学习兴趣。 

2. 引起学生共鸣 

周作人先生在《古童话释义》中说：“中国虽古无童话之名，然实固有成

文之童话，见晋唐小说，特诸多志怪之中，莫为辨别耳。”在这篇文章中周作

人还论述了《吴洞》这篇作品，并指出:“按《支诺皋》所载，在世界童话中

属灰（姑）娘式。坊本《玻璃鞋》即其一种，辛特利者译言灰娘，今叶限之名

谊虽不详，然其本末则和一也。中国童话当以此为最早。”也就是说，《吴

洞》这篇作品应该是有文字记载最早的灰姑娘式的童话作品。十九世纪德国作

家的《格林兄弟》中的《灰姑娘》，是一个近代以来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童

话作品。在国际中文教学课堂上，选择同类型的故事，这样的故事不仅便于理

解，启发学生进行讨论，更能引起读者的普遍共鸣。 

3. 了解中华民族精神 

《艺文类聚》中的“盘古开天辟地”；《山海经》中的“刑天争神”“精

卫填海”；《太平御览》中的“女娲造人”；《淮南子》中的“女娲补天”

等，都是古人认识世界本源的智慧的结晶，几千年来一直被人们流传。这些神

话故事塑造了很多英雄形象，这些英雄形象无不承载这中华民族艰苦奋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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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不息、敢于抗争的民族精神，而这种精神是在各个民族文化中普遍存在的，

渗透到文化基因里的。在国际中文教学中，让学习者了解到中华民族民族性的

根源，更有助于增进互相了解，民心相通，文明互鉴。 

由于文学语言的发展变化，一些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在当代人们接受过程

中存在一定困难，从而被忽视而遭受淡漠。但这些作品是具有持久生命力的，

在国际中文教学课堂上，一线教师应该重视对教学材料的选取，在课堂中适当

利用这些古代文学作品，不仅有助于学习生字、训练语言，也将会使课堂更加

生动有趣，培养学生的学习热情，进而了解中文蕴含的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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