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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教书的中国女孩：

90后中国女孩在纽约给美国孩子上课，教的还是旨在传播中国文化的内容，这会是怎样的一幅画

面？在大熊猫、功夫和春节之外，中国老师怎样说服美国的学校和家长，使他们愿意让孩子在课堂上了解

和认识一个“非典型”的，但更全面真实的中国？

2015 年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后，杨赛到纽约当老师，在曼哈顿下城区的一所幼儿园到小学阶

段的私立国际学校任教。面对一大群 3岁到 6岁的美国“熊孩子”，以及对中国文化充斥刻板印象的

大环境，她大胆地负起了对外传递和展示中国文化的使命，并获得了成功。

杨赛在社交媒体创建了专门的账号，讲述在美国当老师的经历，引发读者关注。用她自己的话

说，既然选择了留在国外，秀出中国文化就是她的责任。

在美国当了几年老师，最让

杨赛感到骄傲的一点是，这些年

凡是她教过的孩子，90%后来在

选择外语语种时都选了汉语。

不过，在如今的成就感背后，

把“传播中国文化”视为职责的杨

赛，自始至终都在面对和挑战着

一堵“高墙”。“西方人对中国文化

的刻板印象是根深蒂固的。”杨赛

说，在有一年的开学季，她用心准

备的一节让美国小朋友模拟到中

国旅游购物，以此熟悉人民币和

手机快捷支付的公开课，在上课

前一个星期被学校主任叫停了。

“我们想看你讲的是大熊猫、春

节和功夫。”主任的态度十分坚决。

这让杨赛想起了自己第一次备课

时的经历，她想在学校图书馆里

找几本有中国元素的儿童书籍，

没想到这些书里描述的都是中国

古代的内容，“里面的中国人穿着

古装，眯着眼睛，还留着辫子。”

与国内不同的是，美国在基

础教育阶段是一个老师负责一

个班全科的课程，这让杨赛在教

学时有了很大的自主空间。她给

班上的每个美国孩子都起了中

文名字，因为名字可以让一个人

和名字背后的语言和文化建立

直接的联系。

“之前我有个学生叫Timothy，

小名‘提莫’。他是一个非常不爱说

话，很害羞的小男孩，所以我给他起

的中文名是‘霆默’。这两个字笔画

特别多，反而能让孩子很耐心地

去练习汉字的横竖撇捺。写名字

的过程让他变得专注和自信起来，

每次写完作业，他都会骄傲地签

上自己的中文名。”

霆默的妈妈问杨赛这两个

字是什么意思，杨赛这样解释：

“胸有激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

上将军。”英文就是“A leader has

thunder in his heart but serenity on

his face”。话音一落，这位妈妈感

动得几乎要哭出来，因为她看到

了老师对自己孩子性格的理解

和欣赏。这件事传开之后，连隔

壁班的家长都来找杨赛给孩子

起中文名。

学生和家长对中文名字的

积极反应，让杨赛最终坚定了在

美国的课堂上忠实展示中国文

化的信念。她开始确信，在刻板

印象之外，美国的孩子和家长也

会对更加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

产生浓厚的兴趣。

至于那堂被叫停的公开课，

杨赛把它搬到了自己的课堂上。

下课后，有家长特意找到她，对

她让孩子了解到中国便利的快

捷支付表示赞许。

杨赛认为：“文化传播者最

大的挑战，是不断用对方也能欣

赏的方式来构建其对中国文化

的认知。比如‘关公面前耍大刀’

这个典故，对于美国孩子来说很

难理解。为了增进孩子们对这个

典故的认识，我先用西方经典儿

童文学作品《纳尼亚传奇》中相

似的故事引入话题，再给孩

子们详细讲解《三国演

义》这部著作，他们就更

有兴趣倾听其中的故事

了。除了传播中国传统

文化外，我还希望尽我

所能打破西方社会对中国

的刻板印象。在教室里贴了

很多二维码，是为了让孩子们体

验中国旅游购物和扫码支付的

便捷。我希望在这些课程的影响

下，孩子们眼中的中国不仅有中

华传统文化元素，还有高铁、移

动支付等现代文明成果。”

杨赛不仅教学生们中文，还

用中文传授不同学科的知识。她

说：“我的学生每天都在使用中

文，不断与中国文化建立联系。

中文对他们而言不是抽象的概

念，而是音乐课的丝竹管弦，是

美术课的笔墨纸砚，是地理课的

锦绣河山。即使在数学课上，我

也融入中华传统文化元素。我把

孩子们的十进制算珠换成红灯

笼，带入元宵节看花灯的场景，

让孩子们玩算术游戏‘以数易

物’。在这个过程里，他们既学到

了课程规定的数理知识，也对中

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

“在纽约，中文是民间通用

语言。中国文化渗入了纽约这座

城市的血液。无论是一日三餐，

还是在地铁等公共设施内，纽约

可以说遍地都是中文和中华文

化元素，远远超出唐人街的范

围。”杨赛说，虽然纽约并不能代

表整个美国，但纽约文化氛围的

开放和包容是她在这里生活多

年来真切感受到的。

事实上，虽然美国人普遍对

中国文化存在着刻板印象，但杨

赛也在和美国家长的长期接触中

发现，他们实际上是喜欢并认可

中国文化和中文课程的。首先，中

文在纽约是可以现学现用的；另

外，汉语和英语在语音和文字体

系方面差异巨大，美国家长认为

学习汉语对开发孩子的智力、锻

炼自信和表达能力很有帮助。

一所学校的教师团队是否

杨赛是安徽合

肥人，十年前到美

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教育专

业硕士学位。谈到毕业后决定留

在美国当老师的原因，杨赛说，

读教育学很容易让人“纸上谈

兵”，“你可以在论文里写出一百

种课堂管理方法，在网上跟别人

长篇大论探讨教育理念，但只要

一进教室，随便一个熊孩子都能

把你气哭。孩子从来没学过你的

理论，所以他们不会按照你的期

待去‘表演’。”

“实践出真知，书不能白

读。”毕业后，杨赛就决定先拿美

国的孩子“练练手”。

自己勇敢地突破刻板印象，

全面真实传递中国文化的尝试，

为何能够取得成功？“如果一个

美国成年人从未真正接触过中

国文化，可爱的大熊猫或者炫酷

的功夫都可以成为他了解中国

不错的入门话题。因为从简单、

有趣的内容开始学习新的知识，

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更容易。但

是，我带的 3 岁到 6 岁的孩子就

像是一张白纸，对他们来说，所

有的事物都是新鲜的，都是有趣

的，他们的印象中也没有什么是

像大熊猫、春节和功夫这样大多

数美国成年人眼中‘典型’的中

国文化元素。所以，我就能非常

自然地向他们展示更丰富多彩

的中国文化。”杨赛说。

时光一晃而过，杨赛觉得，自己

在美国从教多年，最大的收获也正

是这群可爱的孩子———世界上所

有的孩子都是一样的，他们没有

偏见，对任何新事物都有无限的

勇气和好奇心去尝试和接受。“我

相信教育的力量。对我来说，这些

孩子就是我们现在和未来的朋

友，是文化交流更好的未来。”

不仅在美国，全球范围内，

越来越多的人正对中国文化和

中文产生兴趣。根据教育部、国

家语委发布的数据，全球有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育，

70 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

育体系，超过 2000 万外国人正

在学习中文。

在杨赛看来，越来越多的中

国年轻人拥有坚定、自信的文化

认同感，并且乐于而有能力在世

界舞台上展示自己的面貌，恰恰

也是中国文化和中文越来越具

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

“曾经有人说，全世界都在

学说中国话，是因为中国的经济

实力不断增强，中文是未来成功

者的一项标配。其实这是美国家

长想让自己孩子学中文的理由，

就像我们小时候家长要求我们

学奥数、学英文一样。”

“但现在我看到的是，美国

的孩子主动去选择学习中文。当

美国人能在 Netflix 上看到《甄嬛

传》，在 Youtube 上讨论《白蛇：

缘起》，在 TikTok 上看到春熙路

的街拍，美国的孩子们由衷地觉

得：中文是酷的人说的，中文是

浪漫的有创造力的语言。所以他

们才主动去学。”

对于未来，杨赛已经有了新

的计划。“我希望告诉中国的孩

子们，无论何时何地，一定要对

自己的文化有自信，要有在世界

舞台上去主动讨论和传递中国

文化的勇气。向世界展示一个多

彩而充满活力的现代中国，是每

个真正热爱中国文化的人应该

做的。”杨赛说。

（白波 来源：北京日报，杨宁

陈书雨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具有丰富多样的文化背景，是纽

约人衡量学校教学质量的重要

指标。在布鲁克林的新式学校

里，授课语言可以有五六种之

多。杨赛所在的曼哈顿下城区是

纽约的文化熔炉，在她任教的多

语言国际学校里，许多非美籍的

同事都乐于展示和分享各自鲜

明的文化特色。一位西班牙老师

会穿着西班牙传统服饰来上班，

并在课间操加入弗拉明戈元素；

墨西哥老师会突然说今天的午

餐要请大家品尝她做的鳄梨酱。

杨赛说，作为学校里第一位

华文老师，自己从不同文化背景

的同事那里获得了很多启发，

“她们传递文化的方式，不仅仅

限于课程内容当中，也绝不是像

在时代广场的大屏幕里那样，而

是日常生活中的涓涓细流。”“文

化在一粥一饭里。符号化的大熊

猫、春节和功夫，离美国孩子的

日常生活其实很遥远，像是在描

绘一个遥远的国度。但当我给他

们放起 TFBOYS 的 MV，积极向

上的中文音乐节奏令他们愉悦

和振奋；当我和美国孩子一起包

饺子，他们可以用手去触摸到、

用嘴巴去品尝到这个食物背后

文化的温情。”杨赛说。

杨赛还采取了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教学方式。她说，线上教学虽然给

老师们带来很大挑战，却并不会影

响她的教学效果和传播知识的

热情，一些新媒体手段甚至可以

增加课堂的参与度和趣味性。

“一个优秀的华文教育者要

驾驭很多角色，我们不仅是知识

的叙述者，也是趣味的启蒙者，

是有同理心的分享者，更是优秀

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只有这样，

才能生动地讲好中国故事，让世

界欣赏中华文化之美！”杨赛说。

感动学生的家长

文化的传递是日常生活中的涓涓细流

“中国文化和中文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杨赛和孩子们在一起

杨赛用月饼盒

做的“挂灯笼”教具

杨赛在课堂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