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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素妮：和我的学生在一起。

很 感 谢 我 的 老 师 愿
意回到家乡，愿意教导我
们，为我们的人生找对了
道路。

如 今 横 屏 山 华 文 补
习所在我们这一带已成了

较有成绩的补习所，陆

陆续续培养了20多位华文
教师，有多名到过中国学
习，回来又派往各地学校
教学。这都是在秦露露老
师和各界爱心人士的努力
下才有的成果。

我 首 次 成 为 一 位 小

老师是在2015年1月8日，
那时的我还未满17岁。我
记 得 我 教 学 的 第 一 天 ，
因为面对着很多学生我开
始有点心慌，发抖，自我
介绍时磕磕绊绊，眼睛始
终不敢望向学生。明明在
前一天晚上做好了思想准
备和备课，但当真正面对
时始终不同。但是，当我
望向他们时，他们含笑的
面孔和眼里的紧张仿佛在
和我说：“老师，我们也
是第一次学，我们也很紧
张。” 渐渐地我开始放
松，开始了我人生中的第
一次教学。我没有任何的
教学经历，只能一步步摸
索，照着我的老师教我的
方法和我自己的理解，终
于上完了我人生中最重要
也 最 值 得 铭 记 的 第 一 堂
课。

时 光 匆 匆 ， 如 今 我
已经23岁了，不知不觉我
从 事 华 文 教 育 已 经 六 年
了，六年中我的生活发生
了很大的改变，让我觉得
充满了希望。在我从事华
文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我
的老师始终给予我肯定与
鼓励。在这六年里我慢慢
丰富了我的教学，参加了
好几次教师培训，培训老
师都是来自中国的优秀老
师。他们的到来使我更加
了解中国，也增加了很多
教学知识。

          
我自己虽然未曾去过

中国，但我相信，总有一
天我会去中国领略神州风
采，学习更多的知识。我
现在也想通过函授来增加
我的学识，实现我的大学
梦，也能让我的学生学得

更多，因为只有老师懂
得多了，学生才能学到
更多。

能 够 成 为 华 文 教 师
是我的荣幸，让我能教育
下一代学习中文，知道自
己的名字，不忘记自己是
华人后代，延续我们华人
的文化。虽然我还是在一
个小村庄里教学，但是我
非常乐意留下来为我的家
乡尽一份力，就像我的老
师秦露露一样，她就是我
的榜样。虽然现在补习所
由于新冠疫情缘故，面临
着许多问题，但是我们依
然努力地维持着它，让补
习所能够运作下去，使我
们家乡的孩子能够学习中
文，为他们的人生铺设一
条更好的出路。（完）

黎素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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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我的华文教育之路
印尼西加省松柏港市时代华文补习班：温世忠（上）

我受家庭环境熏陶，
自幼接触中文。记得2006
年的时候，我被父亲带到
了一个华文补习班，原本
是 出 于 爱 好 想 报 名 学 中
文，但是补习班的温老师
了解了我的情况之后却鼓
励我当老师。随后，在几
位老前辈的支持下，我高
中 毕 业 就 到 了 补 习 班 代
课。

十 多 年 前 ， 印 尼

华文教育刚刚从三十多年
的封闭中复苏，老一辈的
教师又执起教鞭，拿起课
本，走上三尺讲台，可是
华文教师青黄不接的窘境
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年
轻老师要面对的除了自身
教学水平的问题，还要承
受外界的不信任，毕竟相
隔了两代人，凭什么相信
一个年轻人能担此重任？
这 也 就 有 了 我 在 课 室 里
面 教 ， 家 长 在 教 室 外 面

讥讽的情况，有时候就连
学生都不配合，说错话，
写错字，一次次从错误中
积累经验。在补习班代课
的这一段日子，我逐渐意
识到其实“会中文”和“
会教中文”是完全不同的
概念。在这段时间里，无
助和迷茫的情绪，成了家
常便饭，有时候还萌生了
放弃的想法，现在回想起
来，确实些许唏嘘。      

因 为 决 定 了 要 当 一
名称职的华文教师，我争
取机会在2008年前往中国
江门参加了一年的幼师培
训。回来后，从2009年至
2014年，我开始在正规学
校教课，在此期间也参加
了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的函
授班，继续提升自己的中
文水平。

数年光景过去了，在
这段日子里，种种机缘使
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前辈老

师，他们都年逾花甲或古
稀，凭借着对华文教育的
执着和热心在奋斗着。他
们的处事经验、人生观、
价值观都深深影响了我。
其中有松柏港的温文贵老
师、温燕杰先生、西加华
文教育协调机构的陈慧珍
老师、陈得时先生、薛惠
芳老师、游惜贞老师、山
口洋的黄锦陵老师、百富
院的黄俊金老师等等。试
问他们哪一位不是应该安
享晚年的人？在这些前辈
之外，还有一位是最特别
的，那便是家父。支持我
走上华文教育之路的人是
他、教会我为人处世的是
他、在我犯错时一次次把
我骂醒的人也是他、在面
对舆论时支持着我的人还
是他。我不愿称他们是伯
乐，因为我不觉得自己是
千里马，可他们无疑是我
人生中的贵人。

         
2014年1月，经过深

思熟虑之后我决定开办
自己的补习班。一间租
来 的 平 房 ， 三 间 教 室 ，
简陋的设备，置办好这些
之后我就开始招生了。父
亲为补习班取名“时代”
，无背景、无资助、无生
源，我们这所“三无”的
补习班要面对的是生存问
题，仅靠一腔热血和情怀
无法解决问题。补习班要
想长远发展下去，需要认
真对待，首先就是教学质
量要得到民众的认可。  

        
  补习班开办初期，

我 们 就 以 汉 语 水 平 考 试
（HSK）作为教学标准。
我们自2015年开始，已经
组织学生参加了几次汉语
水平考试，而且获得了4
级和5级的良好成绩。 事
实证明，这个教学思路是
对的，在随后的日子里，
前来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
多，而且大多是以青少年
为主。             

图：带
学生去坤
甸参加汉
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