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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学期很荣幸还能继续选择上吴老师的中文课。如果说上学期

的中文课更多的是关于中文的字词句篇章方面的理论积累，这学期更

多的是将中文教学和文化背景结合起来。 

从文化方面看来，作为中国人，感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的同时，

也感到自己对传统文化的欠缺。在上这个课之前，几乎不知道布袋戏



这个词。课堂上，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布袋戏的起源，操作方式，和它

在台湾地区和宗教、经济、社会的关系。这几个星期以来，我们看到

文字，拼音，英文这样的书面形式，同时也有大量的视频，图片和音

乐，老师甚至把布偶和舞台带到课堂上，让我们能亲身体会。不像传

统意义上认为的那样，觉得戏剧大概只有上了岁数的人才喜欢，反而，

布袋戏能够与时俱进，利用现代科技，特效和音响，在电视上播放，

真正走进千家万户。让我惊讶的是台湾人对于布袋戏的喜爱，不管在

城市还是乡野，电视台有专门的霹雳布袋戏电视频道，甚至还走向了

国际化大舞台。 

布袋戏之所以能传承和发展，归功于那些偶师的精湛技巧。在大

师手上，布偶能抽烟，能耍棍，能喝水，能翻跟头，生旦净末丑杂，

惟妙惟肖，生动形象。每当看视频时，大家总是不禁发出“哇！”的感

叹，很想透过那精美的布偶看看那些灵巧的手指到底是怎么动的。另

一方面，我时常很肤浅地想这些偶师躲在舞台后面连脸都不能露，却

能默默地坚持很多年，实在是不容易。还记得老师在做 fieldwork 时

拍摄的那个年轻的布袋戏博物馆馆长。辞去了大城市的工作，回到家

乡云林做一个平凡又拮据的博物馆馆长。正是有这样为了自己所热爱

的领域甘于寂寞的人，才有了那些如今布袋戏的蓬勃发展。写到这想

到一句不算很恰当的话“勿以善小而不为”，不计较回报和付出，脚踏

实地地为自己的兴趣或者理想一点点地努力，每一分的积累最后都会

为成功添砖加瓦。 

从中文教学课堂实践中来看，这个班级，除了我们几个作为参加



“教师培训”的教育专业学生，另一部分恰好是真正的中文学习者，有

美国人，有华裔，也有中国留学生，这样的学生群体注定了这节课融

合了各种文化背景，增加了多样性，同时对老师来说也具有挑战性。

吴老师既要考虑来自母语为中文的学生，又要照顾中文学习者。作为

小老师的我们，在帮助其他同学的时候真切地感觉到一些中文教学中

的挑战。例如，一天下课后，听到那位中文水平已经相当高的美国老

师想找吴老师交谈，他说“吴老师，我们想说几句话跟您。”虽然不觉

得有什么交流障碍，但是还是觉得中文的语序是一个很值得花时间研

究和练习的问题。并且，当阅读文本材料时，很多学生即使能够认得

字读出来，但还是不能完全理解词的意思。所以吴老师会要求学生读

后概括大概意思，并不要求逐字逐句翻译，这也不符合交际的主要目

的。另外，每次看完视频，吴老师都会要求大家发表评论或提问，这

其实是对于学生理解的检查(comprehensioncheck)，并且，学生用目标

语回答问题，是一种锻炼，回归语言课的本质。没有统一答案，没有

是非对错，学生可以随心评论，在这种没有压力的环境下，语言以一

种最自然的状态输入和输出，也有利于增加学生的语感。课堂时间有

限，对于语言学习者来说，最好的就是在一个纯粹的目标语环境中练

习，所以整个课程的百分之九十都是用中文教学。 

通过上这门课，吴老师给我最大的启发是，使用教具激发学生的

兴趣。当学生能亲手转动孙悟空布偶的金箍棒时，他们能亲自体会到

操纵布偶的乐趣和不易，所以才想更深入地了解这个文化。吴老师在

这门课上花的功夫，是我们所想象不到的，不仅找到大量图片、视频、



图书资源，还亲自回到台湾去进行实地采访，研究，和一些演员专家

交流，并带了各种精致的布偶回来。这一点也提醒我，老师上课要准

备大量资料，根据学生的不同需求，量体裁衣。和我们专业所要求的

学生是课堂活动的主体一致。并且，相信吴老师在研究的时候自己也

有了更多的了解，这就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 

中秋节前，吴老师还为每位同学带来了月饼。去年也是，春节给

每人包了零食。从课堂来说，这是将文化产物(product)带到课堂，文

化实践(practice)与语言相结合；从老师和学生关系来说，这样贴心的

举动，也着实能得到同学们的喜爱和尊重。好老师，大抵如此，一言

一行都能影响学生，并且专业知识过硬。感觉在这一方面自己还有很

多需要提高的。 

最后，收到吴老师编辑印制的《中国民间演艺传统》，看到自己

和同伴的名字也列在册，多少还是有些自豪。这说明上学期的辛苦有

一些成果。而自己正是学习传统文化的受益人，从对传统戏剧一窍不

通，到现在能够欣赏大陆和台湾很多戏曲，了解了其发展过程，并有

幸在大会上做展示，这种进步带来的满足鼓励我继续研究下去。不禁

感叹，语言离不开文化背景，而文化元素让语言课变得生动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