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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我们先齐
读：《弟子规》”。大家
齐读后，那种学习气氛马
上就出来了，让大家特别
有精神，也许是古人的气
息吧！一直就这样，每次
上课就齐读《弟子规》十
分钟。有一天，突然有个
学生问我其意。后来，我
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每次
教学前，除了齐读还要讲
解一句内容的意思。不解
释不打紧，一解释，我突
然悟出了“教学相长”真
正的意义。我的领悟是，
我们不能只单纯的因为要
教学生，所以老师必须先
学习、先充实自己的知识
点，认为这样老师就是跟
学生一起成长。其实更深
一层意义是，如果我希望
学生能够实行美德比如“
孝 顺 ” ， 那 我 应 该 先 告

诉自己，要当学生的老

师，必须先以身作则，这
样才能己立立人、己达达
人，那才是真正的教学相
长。

虽 然 印 尼 的 华 文 教
育已经中断了三十多年，
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是 经 得 起 考 验 的 。 终 于
从1998年开始，渐渐开放
了，但当初要让华文教育
复苏，是仰赖着年长的老
教师和热爱中华文化的华
夏子弟，才渐渐走出困境
的。后来中国政府大力支
持，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学
习华文，不少人也因此得
到了去中国读大学、读研
究 生 、 甚 至 读 博 士 的 机
会，何其幸运啊！真是碰
上 了 一 个 黄 金 时 代 。 不
过 回 到 现 实 ， 不 少 当 初
热爱教华文的同学及同行
改 行 了 ， 去 当 翻 译 或 其

他薪资比较高的工作。不
过这也不能全怪他们，因
为解决温饱、照顾家庭还
是最重要的。说实在，在
我脑海里也曾经出现这个
念头，是不是要改行了？
因为当翻译比教书的薪资
高两倍以上。后来我翻开
我在2011年曾经写给自己
的一封信。信中是这样写
的：“孔夫子当时怀才不
遇，还遇到了种种困难，
可以说一生坎坷，筚路蓝
缕，但从不改变其志。两
千 多 年 后 ， 上 天 不 负 苦
心人，儒家学说应运而复
兴，从中国到世界各地都
在推广儒家思想，成立了
许多孔子学院，兴起了学
习《四书五经》的趋势，
各地都在请夫子出来“讲
学”。晶嫣现在在台湾做
的工作，虽然跟印尼比是
高薪的，但这是暂时的，
不能改变初心——当华文
教师。 ”

   
就 是 这 封 信 鼓 励 着

我，让我能够坚持下来。
因此我从2006年开始教华
文 ， 至 今 还 是 一 样 从 事
华文教学，只不过中间中
断了五年，因为出国留学
及治病兼工作。新冠疫情
前，我除了在坤甸希望补
习 班 工 作 之 外 ， 到 了 周

末，就会到乡下义务教华
文，虽然没有薪资，但可
以 到 各 地 乡 下 去 介 绍 华
文，去跟山村里的小孩们
分 享 德 育 故 事 里 面 的 内
容，那种快乐是用多少金
钱也买不到的，这样我就
很满足了。

小 小 的 我 ， 虽 然 不
能把很多的华文知识传授
给 他 们 , 但 我 很 开 心 能 在
穷 乡 僻 壤 听 到 朗 朗 读 书
声，至少我也可以先让孩
子们知道，将来他们有中
文这个专业可以选择，而
且不用到外岛就读，在坤
甸 就 有 两 所 收 费 不 高 、
质量很好的华文学校。若
没有高中文凭的可以到西
加 华 文 教 育 协 调 机 构 中
文 培 训 班 ， 若 已 高 中 毕
业 的 就 可 以 到 共 同 希 望
语 言 学 院 就 读 汉 语 系 本
科。 这六年来，我曾经
到过的乡下有：得洛巴当
（Teluk Batang）两年，山
莱（Sandai）两年，还有
农场（Terentang）两年。 

        
我 去 过 七 次 中 国 ，

除了读书和参加培训，有
时是陪亲友去治病。每次
我都会趁机到各地景点参
观，每个地区都会有瞻仰
英雄伟人事迹的机会。例

如 武 汉 黄 鹤 楼 里 的 岳
武穆铜像、长沙橘子洲
头的毛泽东塑像、广州中
山纪念馆等等。因为胸怀
救国救民的志愿，他们见
义勇为，舍身成仁，所以
流芳千古，美名远扬。渐
渐地，我也悟出了一个道
理，其实人的一生不在于
长短，而是在于有多深多
宽 多 广 。 我 们 当 然 不 能
跟圣人伟人英雄比，但是
我相信自己可以学习他们
的精神，通过教华文传播
中华文化，尽微薄之力，
以奉献自己所能来成就他
人 ， 作 为 我 这 一 生 的 目
标。      

总 的 来 说 ， 我 生 在
印尼这个时代，当华文教
育在印尼快要消亡的紧要
时刻，我有机会被列入到
华文教育的队伍里，多么
荣幸啊！在华文教育的道
路上，除了让自己和学生
获得知识，我还希望能够
跟学生一起成长。除了告
诉学生孝、悌、忠、信、
礼、义、廉、耻此八项美
德，还要自我鞭策，以身
作则，才能真正传播给学
生及周围的人优秀的中华
文化。(完)

朱晶嫣

我与华文教育的不解之缘
印尼坤甸希望补习班：朱晶嫣（下）

我名叫黎素妮，是
一位印尼华人，我的家

乡是在印尼西加里曼丹省
的一个小山村：横屏山，
那 儿 就 是 我 教 华 文 的 地
方。

         
我从小就对中文非常

感兴趣，我是看中国电视
剧长大的，我最喜欢的是
《西游记》。大概在九岁
那年我正式接触中文，那
时我的老师名叫秦露露。

学 习 中 文 之 后 我 才 发

现，其实中文并不是我想
象得那么容易。我第一次
写我的名字时，觉得为什
么我的姓那么难写啊！学
了好一段时间还是写得歪
歪斜斜。在我读中文第二
册时我的老师秦露露去中
国学习了，那时换了另一
位老师，然后又再换了一
位老师，在我读完第四册
时，补习所面临了一些问
题，不得不关闭了，我们
也只好停课了。

2 0 1 2 年 ， 补 习 所 重
开了，那是因为我的启蒙
老 师 秦 露 露 老 师 回 到 家
乡又办起来了。那时我已
经在印尼文初中辍学一年
多，由于身体健康的原因
没有继续我的学业。那时
的我，浑浑噩噩，好像没
有了人生方向，我每天都
呆在家里，不知道我的未
来将会怎样。但当我听到
我的老师回来了，她重办
补习所了，我非常想要再
读中文，虽然有一位长辈

对我说，因为是重办，所
以都是从第一册开始的，
并没有其他班级。长辈建
议说要不要等有第四册的
班时再读？但是我太想读
了，爸爸非常支持我的决
定，他说只要你想读，爸
爸就供你读，因此，我又
重新学习中文了，而且现
在还成了一名华文教师。

我人生中的贵人就是
我的老师秦露露，是她把
我从迷茫的世界中拉了出

来，她就像是一束光照
耀了我的生命，没有她
就没有现在的我。她总是
鼓励我，激励我。对我说
知识是多么的重要，让我
的人生有了新的目标。我
也重新参加了印尼文的中
考和高考，拿到了文凭，
为以后读大学而准备着。
我的老师是如何把现在的
补习所办好，其中的努力
和艰难我都知道，因为我
就是见证者。

我乐意成为一名华文教师
印尼西加里曼丹省横屏山华文补习所：黎素妮（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