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21年12月9日（星期四）                                                                                                                                                                                                        19

华裔青年说|13岁
的“教育博主”

视频号“杨柳依
依 的 小 学 堂 ” ， 日
常 “ 科 普 ” 英 文 俚
语，还分享中文古诗
词以及加拿大中学生
活故事；

有的时候，也会
给大家展示一下如何
弹 古 筝 、 如 何 成 功
在海上看到鲨鱼和海
豚……

开 通 仅 4 个 月 ，
就 登 上 “ 教 育 博 主
英 语 学 习 自 媒 体
TOP100”榜单第51
名，运营一年有余，
粉丝已超5万；

而这位“教育博
主 ” ， 今 年 只 有 1 3
岁……

本期“华裔青年
说”，加拿大华裔女
孩杨柳依依和她的妈
妈讲述了她们共同成
长的故事。

以下是杨柳依依
妈妈的讲述：

新冠肺炎疫情改
变了全世界人们的生
活。2020年疫情初起
的时候，我们身处加
拿大温哥华，疫情虽
不算严重，但也有很
多限制——大人无法
正常上班和社交，孩
子无法上学和游玩，

一家人24小时厮守在
一起。

我想，闲着也是
闲着，给自己和孩子
找点事做吧！

某一天，打开微
信“发现”，惊喜地
看到微信上可以开通
视频号！于是在某天
的家庭餐桌会议上，
我提议让杨柳依依开
个视频号，还和依依
约定：keep it up！一
起努力！

7 月 份 ， 微 信 视
频号开始推广。不知
不 觉 ， 我 们 从 夏 到
秋，从秋到冬，转眼
又是新一年，一直坚

持到现在，不细数，
还真不敢相信。

刚开始和孩子做
视频号，主要是为了
培养她的中英文表达
能力。之前，为了巩
固依依的中文，我们
坚持让她在国内读到
小学四年级，才来的
加拿大。之后，我和
她爸爸担心依依丢掉
中文，一直试图找到
一种方式，能让孩子
自觉提高中文语言学
习能力。视频号就是
一个不错的平台。

最初我们在录制
视视频时，也并不是
一帆风顺的。

记得第一次拍摄
是 从 《 历 史 上 的 今
天》开始的。那时候
还需要我给出建议，
拟 出 大 纲 ， 对 于 不
熟悉的人物和事件，
我和依依多次来回沟
通。

拍摄时，依依因
为紧张，常常忘记台
词 甚 至 说 错 。 其 直
接结果是，一个短视
频需要来来回回多次
拍，弄得鸡飞狗跳。

大 约 过 了 半 个
月，一次我和当地人
邻居聊天，邻居讲了
一 句 俚 语 ， 我 没 明
白，回来询问依依，
这给了我们灵感。后
来我和依依商议，要
不视频号就录俚语，
因为这与生活结合紧
密，日常语言交际中

还经常用到。依依特
别赞同，录起来得心
应手，不知不觉就坚
持一年多了。中英文
学习两不误，一举两
得！

除了巩固语言学
习外，视频号还培养
了依依的表达能力。
在我们家，每天都会
召开家庭餐桌会议，
鼓励杨柳依依讲自己
的观点，譬如美国大
选、BC省省选、平等
和公正的区别等都是
餐桌话题。当然也有
局限性。许多孩子私
底下口齿伶俐，可一
面对镜头，一站在讲
台上就脸红耳赤、结
结巴巴。

视 频 号 让 依 依
从“家庭表达”顺利
进 入 “ 公 众 表 达 ”
了。如果仔细看“杨
柳依依的小学堂”，
能明显看到杨柳依依
在一点点地进步，从
眼神、笑容到姿势，
都有很大的提高，现
在就更自然、更放松
了。开始时，一个视
频可能要录好多遍，
现 在 都 能 一 次 成 型
了。

视频号一路做下
来，我们积累了一些
无心插柳的经验，可
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认为一
期好的视频一定要有
好的内容，要有“故
事思维”，即用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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