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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实验学校2022网课营顺利开营开课
经过美中实验夏令营营管会几

个月以来紧锣密鼓的筹备安排，在
老师和家长们的密切配合下，我们
今年的网课营已于6月20日顺利开
营了！自开营之日起，夏令营每天
都有许多丰富精彩的课程在线上开
讲。报名多门网课的学生，无论身
在何处都能加入到自己感兴趣的课
堂中。仅一周时间，老师们娴熟的
教学技能和孩子们认真学习的劲
头，迅速赢得了家长们的肯定和认
可。有赖于过去两年积攒的网课教
学和管理经验，对我们顺利开营开
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能持续的
为大家提供高品质的教学体验，让
我们感到无比自豪！接下来，笔者
将随机走进不同的课堂，把最真实
的课堂面貌呈现给大家，敬请各位
多多关注！

在《舌尖上的中国》课堂里，孩
子们正在认真观看“世界上最牛的
吃播”。视频中，神舟十三号的三名
航天员正在直播吃饺子，由于微重
力的原因，连筷子都不用，饺子就能
飘进航天员的嘴里，场面十分有
趣。基于周皓老师趣味十足的教学
立意，孩子们很快进入学习状态。

周老师十分擅长在课堂中引入时下
流行的生活、文化和网络元素，辅以
生动的教学素材，吸引孩子们的注
意力，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今天
的课堂，就让孩子们对宇航员在太
空中享用的中华美食产生了极大的
兴趣，周老师顺势进行了更加深入
的讲解，教学效果事半功倍。

在《语言表演》的课堂上，柳红
伟老师情感饱满的教学感染了孩子
们，他们一同沉浸在浪漫儿童诗歌
的世界里，用声音为我们展现了一
个情趣盎然的立体画面。在柳老师
的教导下，孩子们认真思考，尽情发
挥想象，师生互动和谐，课堂气氛轻
松活跃。在朗读《青蛙写诗》的过程
中，孩子们的声线随着角色的改变
而切换，时而俏皮，时而低沉，时而
欢快，时而急促。朗读的节奏、情绪
的渲染、感情的重音，柳老师都倾注
了许多耐心进行讲解。让人感触颇
深的是，孩子们在课堂上敢问敢讲
敢演，投入度极高，即使笔者在场旁
听，他们也能大方自信的展示自
我。课后，柳老师还会把相关的教
学内容发到微信群里，让家长能跟
孩子在课后也把这份欢乐延续下

去。
当然，我们夏令营还有更多这

般有趣又有料的课程等你来发现和
体验！今年网课营的课程种类依然
十分丰富，除了设有专题系列中文
班、基础数学班，还有文化艺术班和
计算机合作项目班，孩子们不但能
利用暑假这个机会轻松愉快的温故
知新，更能学到课本以外的知识，拓
宽视野，进一步激发他们的求学热
情。如果您也想来体验我们夏令营
的精彩网课，现在就赶紧报名吧！

美中实验学校夏令营网站：
https://acsdc.us/rockvillecampus/?
page_id=459

报名咨询：
冯老师240-401-1195
扫码注册：

（美中实验学校夏令营营管会供稿）

美中实验学校学生梁天栋喜获
“华人学生作文大赛”一等奖

2022年6月11日上午，美中实验学校结业典礼上，16岁
的梁天栋从夏祥波校长手中接过了“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
赛”一等奖的证书。

（梁天栋的获奖证书）

由中国侨联、全国台联、人民日报海外版、《快乐作文》
杂志共同主办的“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始于2000年，已
经举办二十多届，参赛学生覆盖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
华侨子女。

在结业典礼的后台，梁天栋同学和他的母亲以及指导
老师张红卫接受了采访，分享中文学习的心路历程。

天栋的父母从小坚持在家和他说中文，并教导他中国
文化的点点滴滴。三四年级时，天栋进入美中实验学校，开
始正式学习。他记得，刚进学校就学习《西游记》的故事，在
那之前，他看过《西游记》的电视剧，激起了他浓浓的兴趣，
因此，那时候的天栋觉得，如果自己能阅读这样中国文学的
经典作品，将会有更大的乐趣和自我实现。梁天栋强调，中
文学校让他开始全面系统地学习中文的历程，他很清楚记
得美中学校每周布置的朗读录音作业以及期末的小剧表
演，等等。可以说，每周末老师的课堂教学、定时定量的家
庭作业、同学们的互相影响——上述因素共同创造了一种

“正式”的中文学习体验。聚沙成塔，七八年来，老师的悉心
教导、父母的有意引导、自己的毅力促使天栋坚持每周在中
文学校的学习，并按时完成作业，这也缔结了他今天的优异

成果，积跬步以致千里。
除此之外，张红卫老师指出，与其他

常见的华裔孩子中文作文不同，梁天栋
的文章不仅有美国式写作的逻辑性、结
构感，更有丰富有趣的亲身体验和感性
细腻的细节描写。天栋的获奖作文题目
是《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在这篇一千
七百多字的文章中，他把自己关于中国
文化的学习主要归纳为“先哲和典籍、艺
术和医学”三个部分，并依次谈到他对诸
子百家特别是孙子兵法的理解，叙述中
国书法艺术带给他的审美体验，回忆小
时候跟父母回北京看中医、喝中药的个
性化经历。最后，在文章结尾，他总结了
中华文化四个基本观念——天人合一，
自强不息，以人为本，以和为贵——而这
恰恰是著名汉语教育家马立平老师所总
结的中华文化四大精神。

在对梁天栋和他母亲的访谈中，记
者深深地感到，父母对中文学习的重视
与坚持程度是华裔孩子中文水平重要的
分水岭。从小到大，每隔一两年，天栋都
会跟着父母回中国探亲和旅行，在妈妈
的老家北京看京剧，在爸爸的老家贵州
欣赏少数民族风情，更去中国的天南地
北体验华夏山川风物，正是这种“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式的文化寻根经历成为天
栋中文学习和创作的无穷源泉——在采
访中，天栋和妈妈均多次强调这一点。

语言是心灵交流的工具。天栋妈妈
特别想和广大的华人父母分享的一点
是，学习中文不仅仅是让孩子传承族群
文化，更是有助于促进亲子感情。她曾
经看到，身边不少的华人父母不擅长英
文，而孩子又只会说英文，这样的错位导
致很多父母无法与孩子进行深入的交
流，造成了亲子关系的疏离与遗憾。因
此，鼓励和坚持华裔孩子从小学习中文，
在华一代和华二代之间架设多一道沟通的桥梁，促进彼此
的沟通、共享与认同，这一点应该引起更多父母的重视。

最后，记者问天栋：“很多华裔子弟觉得学习中文有点
枯燥，能不能给学弟学妹们分享一下，你是如何长期坚持中
文学习的兴趣？有什么办法可以抵挡无聊和厌烦吗？”天栋
说：“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找到有趣的事情，来帮助你保
持兴趣。比如，我有时候会请我妈妈给我做中国食物，或者
带我去吃，这些特别的食物让我有兴趣进一步了解。还有，
我喜欢运动，所以学中文的时候顺便去了解一些特别的中
国的运动，例如踢毽子。总之，不断找到新鲜的、有趣的关

于中国文化的东西，这样就不那么容易厌烦。”
万世师表的孔子强调“学以致用”，古罗马诗人贺拉斯

则提出“寓教于乐”，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每个个体都更
深地卷入跨文化沟通和发展场景中，那么，如何引导华裔青
少年的中国语言和文化学习？如何培育这些孩子的中美文
化双重身份？如何促使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热爱、认同与参
与？梁天栋的中文学习历程和成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答
案。

（美中实验学校北维校区供稿，
撰稿人：李洁，摄影：李洁 张红卫）

（梁天栋与夏祥波校长合影）

（梁天栋与指导老师张红卫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