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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习 班 现 在 有 不
少高中生，他们都是抱

着学会中文日后找一个好
工作的心态来学习，与那
些家长做主催他们来学习
的小学生不同，中学生这
种“自主”“自愿”的心
态才是学好中文的关键，
当然面对前来报名的小学
生我们也从不拒绝。   

如今补习班已经进入
第8个年头了。我清楚记得
第一学期开办时招了71名
学生，转到第二学期却剩
下60名学生。随后的日子
里，补习班有起有落，直
到2019年已经有一百二十
多名学生。这样的小型补
习班，放在大城市根本就
排不上号，更不能和大规
模的华教单位相提并论，
我很清楚自己的情形，但
不论多小都是我们努力拼
搏的结果。风雨兼程，一
路走来我也悟出了一些道
理，补习班想要生存就必
须要有一套适合自己的发
展模式。

有 些 补 习 班 一 个 学
生一个月的收费就相当于
我们一学期的收费。大城
市的国民学校把中文课列
入必修课程，而我们这里
开设中文课的学校寥寥无
几。现实就摆在面前，我
看过一些蒸蒸日上的补习
班，也见过不少在艰难中
挣扎的补习班，我们应该
参考成功案例，却不能生
搬硬套。依我拙见，想要
坚持下去首先要在业务能
力方面下功夫，其次是要
自食其力，然后是组建一
个精诚协作的团队。

 

打 铁 还 要 自 身 硬 。
华文教育刚兴起的时候，
大家都对年轻教师没有信
心，随着时间推移，如今
民众普遍更能够接受年轻
的 老 师 ， 恰 恰 是 因 为 如
此，我们更应该努力提高
自身的水平。十余年的教
学经历，我从没有停止过
学习，2010年，我也特地

前往广州中山大学，参

加了为期两周的国外汉语
教师教材培训。我认为：
只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
把 自 己 投 入 到 教 学 最 前
线，才能保证业务能力的
进步，多大名头的教师，
一学期教不到几次课也不
顶用。处处留心皆学问。
比如有一本很多人采用的
汉语教材，其中有一篇《
中国民族乐器》的课文。
里 面 提 及 了 古 琴 和 高 山
流水的故事。不知是何缘
故，课文里的人物设定将
俞伯牙写成了柴夫，钟子
期成了琴师。可是一直以
来我学到的故事里俞伯牙
是琴师，钟子期是樵夫。
为了谨慎起见，我仔细查
了一些资料，结果都表明
书本里的内容是错误的。
我并非是有意卖弄学识，
只不过是借助分享这一事
例来表明一个小道理，留
心学习细节会有大收获。
即使是课文中的一小段文
字 而 已 ， 一 味 地 照 本 宣
科，我们被教材误导，学
生被我们带跑偏。富有诗
书气自华，归根结底都是
靠日常积累得来的学问。
提高阅读量，尤其是文化
方面的修养，华文教师拼
到最后拼的就是文化，语
言只是一个载体。交谈，
写作和教学都一样，文化
会让我们加分不少，博观
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临 渊 羡 鱼 ， 不 如 退

而结网，自食其力是我们
办补习班的原则。补习班
想要长足发展，不能一直
靠“外援”，资助你是情
分，不资助你是本分，没
人强迫我们走上华文教学
这条路，所以选择了就应
该坚持下去。我们可以对
自己选择的事业有情怀，
但是不能要求别人为我们
的情怀买单。说实在的，
经过多年的一线教学，我
发现只要质量好，收费合
理，学生都能接受，因此
我 们 一 方 面 考 虑 教 学 质
量，一方面考虑利益无可
厚非。华文教育不是赚钱
的事业，但是华文教师至
少应该是挣钱的行业。

单 丝 不 成 线 ， 孤 木
不成林，要想把补习班办
好 还 需 要 有 一 个 精 诚 合
作 的 团 队 。 补 习 班 自 开
办初期算上我在内有三位
老师。在补习班教课的过
程中我一直在留意那些品
德兼优的学生，目的是在
需要的时候可以把他们培
养成我们的助手。毕竟随
着班数增多，我们难免顾
不上来。幸运的是，在这
几年里我们确实发现了一
些能够胜任教学工作的学
生，他们一方面是补习班
高年级的学员，另一方面
以学长的身份帮忙代课，
家长们也是很乐意让孩子
来补习班帮忙代课，重点
是这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
更大的进步机会。记得有
一次和同行聊起我们的补
习班，他好奇我一个人怎
么能教那么多班。经过了
解之后他表示：“你运气
不错呢，能有这样优秀的
学生帮着你，家长也不干
涉，要是碰上一些计较的
父母，可能就认为他孩子
吃亏了，谁还会帮你。现
在有这样的孩子，不容易
呀！”确实，我每次看到
他们在教室里帮我代课的
时候内心欣慰无比。他们
一个个都还是中学生，有
的刚毕业，学校一下课就
跑来补习班代课，晚上还
要到自己的高级班学习。
看着他们的身影，我知道
他们不可能一直呆在我这
个小补习班，有朝一日他
们将离开，但我坚信，他
们一定是不飞则已，一飞
冲天。

        
补 习 班 在 2 0 2 0 年 也

受新冠疫情波及，期间我
们做了许多努力，绝大部
分家长和学生们都不离不
弃，补习班总算是扛过去
了。现在随着西加省疫情
的好转，补习班也逐渐开
始恢复课堂教学，虽说影
响 还 是 存 在 ， 但 见 过 最
灰暗时期的我们，眼前的
这点阳光已经是莫大的希
望了，希望补习班能早日
回到正轨。日常教课过程
中，我除了给学生们输入

中文知识，还经常给他们
做思想工作，因为我觉得
一个老师不能只是让学生
去学习知识而不告诉他学
了知识之后有什么机会。
如果认为华人的孩子就应
该学习华文，这有点像是
在卖弄情怀，学会之后又
当如何？难道就只因是华
人就非得学华文？让学生
看到学习这门语言的潜力
才是关键。

       
华 文 教 师 的 另 一 项

工作其实就是为孩子们拓
宽眼界，让学生看到学习
中文的发展机会。我总是
强调让他们学好中文之后
要“走出去”，不要留在
这 小 镇 子 里 ， 莫 恋 浅 滩
头。记得有一回碰见一个
学生家长，聊起了孩子的
事，他开心地告诉我，现
在他的孩子在中国公司
当翻译，每个月能挣不
少钱。从他的言语中能
感受到家长对我们老师
的肯定，每每聊起这些
话题，心里总是充满成
就感，但脸上也只是憨
憨地笑着。自开始教课
到今天，十多年了，有
些学生是从小学就跟着
我学中文的，如今他们
也都是二十岁左右了，
有些在中国公司上班，
有些在大学深造。有时
在网上或者外面见到他
们，看到他们依然能与
我 用 中 文 对 答 如 流 ，
我 总 是 抑 制 不 住 的 开
心……

        
我有时会想，自己

如果不教书还能干点什
么，想想似乎真没有，
那就尽量把这一行业做
好吧！幸运的是，我很
享受华文教学工作，教
书能让我学有所用，又
符合我的性格特点。常
听人说干一行爱一行，
这话对，但也不全对。
试问建筑工人就真的爱
搬砖推土吗？都市白领
就真的喜欢高度紧张的

工作吗？都是为了生
活 而 拼 搏 。 总 说 找 工
作要找自己喜欢的，真
能做到的人其实不占多
数，很庆幸我的工作能
和兴趣结合在一起。如
今我已而立之年，上有
老下有小，在事业和家
庭方面我都要顾及，面
对华文教育，我现在更
多的是理性主义，而非
理想主义。记得刚投身
华文教育时心里想着的
是弘扬中华文化，振兴
华文教育，现在看来用
心上好课其实就够了。
我不太愿意去想数年甚
至数十年之后的华文教
育，百年教育，我们只
争朝夕！

    
最 后 ， 想 说 明 一

下，这篇文章不是标榜
功绩，而是一名最基层
的华文教师多年来的感
悟。（完）

温世忠
作 者 简 介 ： 温 世

忠，印尼西加省松柏港
人。2009年开始在松柏
港国民学校和华文补习班
教课，同年参加了暨南大
学华文学院远程教育坤甸
教学点的函授班，进修华
文教育专业，2014年毕
业并在松柏港开办时代华
文补习班，2017年开始
也在西加华文教育协调机
构师资培训班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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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图：我和父亲的
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