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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语言教学传播中华文化  

总校长  傅志东      海外中文教育肩负着向华裔下一代传授汉语言文字和传播中华文化的双重的历史使命。按照全美中小学教师协会颁布的《全美中小学中文学习目标大纲》的“5－C Goals & 11 Standard”的要求，中文教育不仅要教授汉语言文字，还要使学生对中华文化，包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中国的艺术、历史、文学、音乐等知识有一定的了解。结合语言教学传播中华文化, 使语言教学与文化教育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是我校中文教学的宝贵经验之一。本刊刊登的我校丛勉尔老师的文章《中文语言教学的实例和体会》用具体生动的实例介绍了我校老师在正确处理语言教学与文化传播的关系，运用各种生动活泼的教学手段，使学生在不仅掌握语言，而且获得文化知识的经验。丛老师的经验对我校的中文教学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丛勉尔老师是一位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深受我校学生、家长们喜爱的教师。她在海外中文教育这块园地上已经孜孜不倦辛勤耕耘了十多年，培养出了一批批的学生。近年来，丛老师还积极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 并付出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她在 2007-2008 学年曾担任我校总校教学主任，负责学校的教学  

  管理和全校性教学活动的组织。此后, 她一直支持校务会的工作, 协助校务会招聘遴选与培训教师。我们 借这个机会向丛老师表示敬意和感谢，并衷心祝愿丛老师在海外中文教育领域里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中文语言教学的实例和体会  

北校教师  丛勉尔      处理好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中文教学成功的一个关键环节。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能脱离文化的背景而单独存在。在海外教中文，语言教学尤其不能被单独视为讲授字词，句子和语法，而应作为一种文化的传播。这文化传播的手段应当是直观和趣味教学与课堂内容相结合。这样才能使较为枯燥的语言教学充满活力。这是我常年来的体会。我也非常注意把这种观点用于备课和课堂教学中。     我现在教的五年级两个班共 48名学生，使用的是暨南大学编写的《中文》课本第五册。第五册的前三个课文都是和日常生活有关。特别是第二课《上餐馆》里面的词汇和内容同学们较为熟悉。在备课时我就准备向同学们布置一篇和饮食文化有关的写作。写作是海外学中文学生的难点，五年级的学生，虽然已学了上千字，但他们常常提笔忘字，词不达意，语序颠倒。难，但我们不能避而不教；教，要使大多数同学有所收获。     这次活动我是这样安排的。我们用一节多课就完成了生字和课文的学习，然后把同学们的思路引到了写作上，我的开场白是“你喜不喜欢吃中餐？”大家异口同声说喜欢。“喜欢什么菜”？大家七嘴八舌说了一大串。再问“最喜欢吃什么中国菜”？五年级四班的张艾文同学脱口而出“妈妈的罗宋汤”！罗宋汤我也爱吃，这可是我在二十多年前北京莫斯科餐厅的享受，久别的口福。当听到罗宋汤这三个字我心里一亮“好！咱们就说说什么是罗宋汤？汤里有什么？颜色什么样？味道怎么样？”张艾文同学摇头晃脑的一一回答，听得大家都要流口水了。     我马上又引申到“这么好吃的东西，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好不好？”我随机布置了作文题目“拿手菜”。先解词拿手菜的意思，孩子们知道最好吃，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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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看，现在要学个新词“拿手”，大家马上又说开了“妈妈的拿手菜是饺子”“爸爸的拿手菜是葱花饼”，更多的同学开始说这个菜为什么好吃。这些内容为写作打下了伏笔，开阔了思路。否则，生硬的题目是让学生无从下手的。同时，把新学的词：青菜，鱼肉，海鲜，炒饭，汤，味道香，饱极了，吃得很饱 …..重复了一遍又一遍，无形中复习了新学的东西。     两三周后作文交上来了，当我批改着一篇篇散发诱人佳肴气味的习作时，又产生了一个新主意。如让同学读一读他们的作文，再尝一尝这拿手菜不就更棒了吗？和家长一联系，随后举办了一次学生和家长的聚会。时间选在期中考试后的第二节课，这次活动得到了家长们的热情支持。     这天的课可真热闹，第一节课是考试，学生们一派小大人的样子，个个神情严肃，疾笔飞书。第二节课聚会开始，讲台前摆满了各种丰盛的家长亲自掌勺的拿手菜，虽然不是厨艺比赛，但也各显千秋。孩子们宣读自己的佳作，然后一拥而上品尝名菜：韭菜蛋饼，叉烧肉，葱油饼，蛋炒饭，炸藕夹，红烧豆付，香干肉丝，梅干菜，比萨饼.....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光这名字就够孩子们记一阵子，大家对课文所说的“中国菜颜色美，味道香，又好看又好吃”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邀请观战的家长个个喜笑颜开，连声说这样的活动办得好，应多办。     不光学中文知识，还传扬各国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我在每年的教学活动中都会根据课文内容额外加入的一点内容。每次活动我都会鼓励家长参加，父母对孩子的一丝微笑，翘翘大拇指，这种亲情激励着孩子更加努力地学中文。 在此我也想说一句，举办各种活动，离不开家长的支持。我非常庆幸历届的班长都非常配合我的工作，历届的家长都热心帮助我的教学。值班家长帮助我批改作业，组织课堂活动；来的早的家长总是主动帮助搬桌椅，布置教室。这种齐心合力的场面，对孩子也是一种影响。学中文无论多难，但是一件该做的事。这种教师，学生，家长三方多层次的互动，是更快取得教学成果的关键，少一环都不行。     下面(第六页)请看看我的学生们的大作“拿手菜”。       

让让让让您的孩子快您的孩子快您的孩子快您的孩子快乐学乐学乐学乐学中文中文中文中文 

--------------------对对对对一年一年一年一年级级级级改版教材分析及家改版教材分析及家改版教材分析及家改版教材分析及家长参长参长参长参与孩子与孩子与孩子与孩子

学学学学中文的建中文的建中文的建中文的建议议议议    

 

北校教师 魏玮 

                 在中文学校（ACCA）执教两年来，正好遇到新旧教材的替换。下面将对《中文》第一册试用版和修订版教材内容上的修改，做简单的对比分析，另外，再谈谈一年级学生如何更好地开始进入系统正规的中文学习，以及新生家长如何参入和孩子一起学习中文，使得孩子们在这条艰辛的学习道路上走得更好更稳更长远。 一． 教材分析     首先，通过下面的图表，大家可以清新地看到教材在内容上做了哪些调整和改进。 对比项目  使用版   修订版 课文 14 课(识字7+课文 7）  12 课（识字6+课文 6 ） 要掌握的生字  124个  133个 要会认读的词语  21 个   29个 要会运用的句型  7 个    6个 课后家庭作业  6 页/课   14页/课  《中文》第一册修订版将原来的 14 课，调整为 12课，但对于要学习掌握的生字量却增加了 9个，会认读的词语也增加了 8个，由此可见，新教材对学生掌握中文词汇有了更高的要求。另外，根据海外华文教学对象的特点，从第 7课开始，除了课文标题注有英文翻译外，其它的专有名词也标有英文翻译，如生字(Characters)，词语(Words and expressions),句子(Sentence).         这样一来，学生能较快地明白我们学习中文语也是从字，词，句开始，而每个字都包含有音，形，义三个部分，通过拼音来认读字音，通过广泛的词组来了解字义，再由字音和字义来帮助熟记字形。接下来，我将以第 8课《我去学校》为例，具体说说修订版和试用版教材的不同及有利之处。 1. 修订版中出现有英文注解：如：课题 8 我去学校 I am going to school，专有名词和学习要求也都有英文名称注解，如生字(Characters)，词语(Words and expressions),句子(Sentence).，读一读（read aloud）。扩展与替换（Expand and substitute）等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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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版并没有这样做。修订版给课文配有一定的英文注解，对刚开始学习中文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过渡和帮助，使学生能更快更准确地理解中文所要表达的意思。使用版中没有英文注解。 2. 课堂练习中的第1题，描一描，写一写，修订版教材是按照汉字的笔顺规则，一笔一画地教学生描摹书写的，而试用版不是这样做的。按照一定的笔画规律书写汉字，一是有利帮助孩子更形象的熟记汉字，二是，通过一笔一画完成汉字的书写，能让学生更深刻地体会中国文化千年的历史底蕴。 3. 第2题读一读，修订版中有24个词语让学生认读，而试用版中只有13个词语。这一题，让学生通过认读词语，丰富扩大中文词汇量，能帮助学生积累更多更好的中文词组，有利提高学生的中文口头表达能力。 4. 对话练习中，修订版共有6句话，而试用版中只有3句话。这一题，是根据本课内容所安排的辅助练习，也是训练学生的中文日常口语交际能力。 5. 阅读部分，修订版除了安排阅读的课文，还将课文中出现的生字（每课有6个）和词语写出来让学生认读，这对中文学习较好的同学来说，除了掌握本课要求学会的生字外，还可以自愿主动地学习阅读课文中的生字和词语，更好地满足部分孩子对于学习的求知欲，激发学生对于学习中文的积极性。 6. 家庭作业（练习册）：试用版中只有6页，形式单一。修订版共有14页，形式多样，有连线，数笔画，写句子。修订版对家庭作业的增加，使部分孩子因为作业的压力而渐渐失去了学习中文的兴趣，教师应材施教，可以对作业有适当地调整。        《中文》教材的修订版是结合海外华文教育的实际需要，从教学对象的年龄,生活环境和心理特点出发，以《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打纲》为依据和参考，科学地安排教材的字，词，句篇章等内容，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设计家庭练习，以期教学相长，学以致用，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学生积极思考，提高学生运用中文的能力。所以我们会继续使用这套修订版《中文》教材，争取做到给学生今后的中文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让他们带着开启知识之门的钥匙，在中文世界里自由翱翔。  

二． 家长的参与        要想让我们的下一代很好地掌握汉语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每个家长也要参入进来。特别是对刚入学的孩子，多多少少是被父母“哄”来的，如果刚开始我们能和孩子们一起学中文，同他们一起找到学习的乐趣，渐渐地孩子对学习中文就会产生兴趣，逐步做到自发而主动地学习。        （1）创造语言环境 总所周知，学语言，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语言环境，而我们的家长是最能够为孩子建立这样的语言环境的。在家里与家人的日常中文交流，阅读中文的报刊杂志，甚至大人们爱看的中文电视节目，等等，都能为孩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如果在家庭中营造出一种说汉语、用汉语的语言环境，并持之以恒，孩子的进步自然就不言而喻了。      （2）坚持督促学习      学习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孩子能否坚持学习中文，其实是看父母能否坚持下去。才6，7岁的孩子，自觉性有限，需要父母来为他们安排学习，我有以下建议：     ① 坚持每日学习中文20分钟。形式可以多样，除部分时间完成家庭作业以外，可以和孩子一起玩“亲子游戏”，猜字谜，说反义词，词语接龙等。还可以找一些相关的学习中文的网站，让孩子边学边玩。     ② 坚持每周末上完中文课后，用15分钟时间复述当天老师所讲内容。依据从快到慢遗忘规律特征，当天记忆是能达到最佳效果的。     ③ 坚持睡前给孩子讲一个中文故事。故事要简短易懂，富有儿童情趣或贴近现实生活。听故事不仅是学习语言的一个积累过程，还可以让孩子体会中华语言文化的魅力所在。     ④ 坚持当天的作业当天完成。写中文作业是最让华人子女们头痛的事，再加上孩子们有其它类似音乐，运动方面的训练，更是没有时间完成作业。家长要帮助他们安排分段完成，化整为零，化难为简，一定要坚持当天的作业当天完成，不然到了周五，作业没写，孩子不愿受老师批评而不去上课，有些家长就迫不得已代替孩子完成作业了。家长还应该根据孩子的喜好，采取奖励措施或孩子写作业时，家长陪着一起，这一点，对于一年级的孩子来说尤为重要。每天完成作业后，家长一定要多多鼓励，主要是口头上的，这会给孩子极大的学习信心。 从学校的角度，教师应该充分利用不多的教学时间、采取有效的教学方法，尽量给孩子们更多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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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让学生们进步得更快。然而从家长的角度，也肩负着同样的任务。由此可见，要想让我们的下一代很好地掌握汉语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只靠周末的中文学校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每个家庭都能参入到孩子的学习中文的活动中，那将会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得到进步和提高。正可谓天下无难事，有志者成之；天下无易事，有恒者得之。  
寓 � 教 � 於 � 乐  

北校和西校教师  崔莉敏 

 在美国教中文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同时也是件快乐的事。说它不容易是因为你所教的学生都是生于此长于此的 ABC。他们在娘肚子里就接受着西方文化的胎教，一下地又接受着美国正规的英文教育，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一路自然顺畅，得心应手，豪无障碍。可是现在让他们重新开始学习他们父母的母语——中文，完全陌生的文字，完全陌生的文化，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艰巨地挑战。对教他们的老师来说也是件不容易的事。要在一周一次九十分钟的教课中，把他们从英文的文化背景下拉回到中文的环境之中，任务艰巨。可为什么又说是件快乐的事呢？下面我就来说说自己三年来寓教於乐的小故事吧。 拼音正音，掌握声调，读准每个汉字。 在这几年的教学中，我感到同学们最不愿意做的就是大声地读和念。这是因为他们感到有些字的声调把握不准，小声地读和念老师听不清了也就过了关，又不失面子。了解了这些情况，做为老师首先要消除他们要面子的心理，然后再想办法解决读音不准的问题。其实同学们识读拼音的能力很强，只要有拼音的课都能顺读下来。但是有时你听着就是怪怪的。问题就出在四声声调不到位，声调乱跑，该读阳平的读去声，该读上声的读成阴声。我们知道声调是读准每个汉字的关键。要让同学们掌握住四个声调，我们除了每次上课都会反复训练“妈麻马骂”。我还教他们用手势控制声调。比如当同学们读到上声字时，我就打着 v字的手势，同学们顺着我的手势轻松地准确地把上声读准了。还有“一定”的“定”是去声，我就让他们用手往下甩，可是有的同学还是找不到音准，没办法我就让他们用脚跺，一跺脚还真把“定”字音给跺出来了，而且跺出的“定”字音还特准，屡试不衰。同学们听到自己一脚跺出来的“定”字，那个兴奋，那个高兴，小脸都泛着红晕。看到同学们通过自

己的努力，读准了每一个生字，此时的老师也是兴奋不已。先前一遍遍纠正的疲劳，口干舌燥都不亦而飞。老师和同学们都在尽情地享受教学带来的快乐。 声情并茂读课文，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力。 要让同学们上课时集中思想听课，我们老师不仅要背好课，做好教材，我们还要声情並茂地读课文，把同学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课文上，让他们感到听课文像听故事一样有趣。我比较注重课文的朗读。每课的课文我都会在家大声地朗读几遍，不仅读熟，还要用不同的语声语调感情丰富地表述课文的内容。如我们学习《小马过河》这一课。通过小马，老牛，小松鼠和小马妈妈的对话，告诉同学们一个道理，遇事不能光听别人说，而是要通过自己亲自去做，来找到问题的答案。我是用拟人的声调用对话的口气来读的。小马问老牛的话我是用奶声奶气的语调。老牛的回答我就用憨声憨气的语调。小松鼠我是根据课文情节的需要用快速的尖声尖调。小马的妈妈我是用语重心常的语调。我念着念着突然感到教室里越来越安静，好像只有我一个人似的。我一下子明白了同学们进入了课文，跟着小马看到了老牛，松鼠和妈妈，他们陪着小马一起过了河。接下来的教学，不管是学习生字，读课文还是提问题，同学们学习的热情空前高涨，一个问题几个人举手抢着回答，就连平时寡言少语的同学也踊跃回答问题。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声情并茂读课文，竟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真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快乐。 反复练习音近字和形近字，加强对已学过字的记忆。 我教过的学生们个个都非常聪明好学，识字的能力也很强。所有的生字只要教三遍就都能读出来。每次听写绝大多数同学们都能把所学的生字默写出来。问题是如何能让学过的字学而不忘。我的办法是反复练习，加深记忆。我设计了找朋友的游戏，让同学们找出同音字和形近字。每次上课，我都会留出一点时间和同学们一找朋友。比如，我们才学的生字“深”，要找出已经学过的同音字或音近字有：深——伸——身——什——生——声。同学们不仅要说出这些同音的字，还要组词。又比如形近字：我要求找出已学过的带有穴字头的字。突——窗——穿——空。不仅要组词，还要把词语写在黑板上，然后自己要大声地读出来，再教全班同学读这些写出的词语。每到这时，同学们就开始忙碌起来，翻书的，查字典的。同学们积极参预，课堂活跃，兴趣浓厚。这样同学们不仅参预了教学，同时也将他们学过的字又复习了一遍，加深了对已学过字的记忆。看到学生们能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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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学得字一个个都找出，并能准确组词，老师为他们聪明好学的精神感到骄傲和自豪。 中文教育任重而道远，为让同学们喜欢中文，并认真积极地学习中文，我会不断地摸索和改善教学方式，努力探索更加适合孩子们学习的方法，使学生们能在生动活泼的氛围中更多更快地掌握中文知识。  
双语中文教学技巧点滴  

北校和南校教师  赵 宏  自从二零零五年任教于亚特兰大现代中文学校以来, 我从一名曾经的中国英语教师转教美国非中文母语学生的中文课程。得益于有幸参加数次校内外乃至汉办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海外中文教师培训, 收获颇丰。面对日渐壮大的双语教师阵容, 不禁为祖国的强大、中文日趋国际化而自豪!       汗颜于校长的厚望, 我真不知如何面对甚至”培训”众多于教龄和经验皆在我先的”老” 教师们。临阵磨枪、重拾书本, 寄望能”班门弄斧”, 无奈实觉心虚! 好在几位初任双语班的年轻、漂亮的老师们提出一些问题, 我正好借题发挥, 和各位老师一同交流探讨, 本人更是获益非浅。如遇异见, 请不吝赐教, 在此先谢!     有道是:”教学有法(原则), 法无定法(方法) 。”  问题一: 如何教授汉语拼音四声? 拙见: 因拼音教学多在入学之初, 根据低年级学生的心理特点, 采取趣味教学法: A.  中国武术法: 摹拟武术动作, 双手根据四声顺序移动, 四声踏步, 轻声弹指一挥。 B. 飞机起降法: 一声滑行, 二声起飞, 三声颠簸降又升, 四声降落到地上, 轻声松开安全带轻又快。 问题二: 如何教授笔画? 拙见: A.魔棒法: 发给学生人手一根 pipe cleaner, 用来演示折出”横竖撇捺提”等笔画。 B. 辅助联想记忆法:     横: 一条小棍躺在地     竖: 一棵小树直又直    撇: 左边滑梯向下滑    捺: 右边滑梯向下滑    提: 右脚踢向右上方 C.分类添加组合法:  横: 横折, 横竖, 横撇, 等等 竖: 竖折, 竖弯, 竖撇, 等等  

撇: 撇折, 撇折点, 等等 问题三: 如何教授语法? 拙见: 对比法。对比英语和汉语语序的异同, 总结出相应的语序规律。 高年级可用主谓宾, 低年级可用人+ 动作+ 时间+ 地点等形象词汇。 问题四: 如何让学生开口读课文或发言? 拙见:  A.变换不同方式: 如齐读, 轮读, 单读, 分组读竞赛, 等等。        B.物质刺激奖励法: 口头表扬辅以奖励, 培养积极发言习惯。 以上只是才学疏浅之个人观点, 请各位多加指正!     感谢学校领导的信任和各位同仁的支持! 参考书目:  ISBN  7-100-04147-3    <<对外汉语教学概论>> ISBN 7-5619-1085-1     <<汉语课堂教学技巧>>    
[名家之言] 给父母的建议(之二)  

多信任，少严管；多放权，少施压。在严厉

管教下长大的孩子，会缺乏独立的能力和管理时

间、管理自己的能力，一旦进入大学没有人再帮

他策划，就会迷失自我，无所适从。所以家长应

该随着孩子的长大而逐渐放权。三五岁的时候告

诉他们怎么做，七八岁的时候给他们一些授权，

读了大学以后，他们就应该完全做自己的主人。

很多父母认为自己是为了孩子好才要去管他，但

是我有四个应该放权的理由。  

父母不见得懂孩子的这一代，可能并不像孩

子那样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如果父母帮孩子做了太多决定，反而会造成

他们日后责任心的缺失。  

    如果父母管教太多，就会淹没孩子自己的声

音，他们会找不到自己的兴趣，失去自信。  

如果施压太多，会给孩子沉重的负担。今天

的孩子有很多心理问题，有的甚至严重到自杀、

抑郁症，这都是在巨大压力下造成的，父母对孩

子一定不要过分施压，而应有解压的责任。 

                         （李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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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校五年四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教师  从勉尔  
我妈妈的拿手菜  张艾文 我妈妈的拿手菜是罗宋汤。差不多每个月我都能闻到一种美妙的香味。这种迷人的香味总会让我问妈妈:“我们什么时候能吃饭呀?” 罗宋汤里面有牛肉，胡萝卜，包心菜，土豆，还有番茄酱。我妈妈要花很多工夫才能做出一锅罗宋汤。她头天晚上就要把牛肉煮一煮，然后把牛肉放到焖烧锅里焖一夜，这样牛肉才会嫩。第二天，把胡萝卜，包心菜，和番茄酱先放到油锅里炒一会儿，再放到牛肉汤里一起烧。土豆要最后放，那样才不会太烂。 罗宋汤颜色美，味道香。因为有番茄酱，所以汤的颜色是红的。里面还有红色的胡萝卜，棕色的牛肉，白色的土豆，浅黄色的包心菜，颜色真漂亮。因为有这么多好吃的菜，所以味道特别好，吃起来比闻起来还香。 今年夏天我们去上海，到了我奶奶家。我姑姑听说我喜欢吃罗宋汤，她也做了一锅。可是，她做出来的汤跟妈妈做的不一样，没我妈妈做的好吃。 我妈妈做的罗宋汤是最好吃的。 
妈妈的拿手菜  秦栋栋 我每天在家里都能闻到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我发现这种好闻的味道是从妈妈做的饭菜里飘出来的。 妈妈做的饭可好吃了。她会做非常多的菜。其中我最喜欢蕃茄炒鸡蛋，葱油饼，香菇烧排骨。蕃茄炒鸡蛋，营养丰富，红红的蕃茄，黄黄的鸡蛋，配上绿绿的小葱花，颜色鲜艳又好看。葱油饼，香香的，圆圆的，妈妈把它切成一块块，就像“中国比萨饼”。香菇烧排骨，其中的香菇，汁浓味鲜，总让我流连忘返，意尤未尽。 这三道菜味道美极了，每当有这三道菜时， 我都会闻着它们的香味，很快去吃饭， 妈妈说：“悠着点，慢慢吃，妈妈过两天再给你们做”。           

我最喜欢的炒土豆丝 刘悦 我吃过很多好吃的菜，但是我最喜欢的菜是我妈妈做的土豆丝。它可好吃了！它是用土豆，醋，葱花，还有油做的。味道好吃极了！ 我妈妈做的时候，是先把土豆削皮，再切成片，然后再把片切成丝。切好的土豆丝要放在凉水里泡一会儿。接着，她再切一点葱花。都准备好以后，就可以炒了。妈妈把土豆丝和葱花放在油锅里炒。快抄完

的时候，我妈妈往上面撒一点醋，一盘好吃的土豆丝就好了！ 如果你照着上面的说明做，你就知道怎么做我最喜欢的土豆丝了！我在很多地方吃过很多菜，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我妈妈做的土豆丝。   
妈妈的拿手菜 李云涛 我非常喜欢吃梅干菜烧肉。它的味道很特别，味道很鲜。当肉的香味和梅干菜的咸味烧在一起，很好吃。  今年夏天，我去了中国。我在中国很想吃梅干菜烧肉, 所以我的爷爷和奶奶就做给我吃, 我吃了以后，觉得没有妈妈做得好。后来，我和爷爷，奶奶去了饭店，也点了梅干菜烧肉；我也觉得它没有我妈妈做得好吃。我回到美国问妈妈怎么做梅干菜烧肉。她告诉了我她做的方法。先把梅干菜泡一泡，然后开始烧肉。妈妈说在烧肉的时候，要加盐,酱油,糖,葱,和生姜，再放一点豆瓣酱。肉快烧好的时候再把梅干菜放进去。这就是妈妈做梅干菜的方法。 每次吃梅干菜的时候，我会吃很多饭。我喜欢我妈妈做的梅干菜烧肉。            

奶奶的牛肉汤  徐挹林 星期天爸爸妈妈带我和哥哥去看望爷爷和奶奶。奶奶家离我们大约 10公里。爸爸开了 15分钟车就到了他们家。爷爷和奶奶看到我们很高兴。中午奶奶做了鸡蛋炒饭，炒青菜， 红烧鱼，炸猪排，和牛肉汤给我们吃。中国菜颜色美味道香，又好看又好吃。我最喜欢奶奶的牛肉汤，牛肉汤味道好极了。大家吃了很多饭菜。饭后奶奶还请我们吃苹果和葡萄。下午我们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奶奶家。 
妈妈的拿手菜 高俊轩 我的妈妈会做很多好吃的中国菜。比如:  韭菜蛋饼、茄汁虾、叉烧炒蛋、烤排骨、家制烤鸭，等等。我们全家都爱吃。 我最喜欢的一道菜是韭菜蛋饼。这道菜是以韭菜、鸡蛋、猪肉末为原料。首先把适量的盐、糖、酱油、生粉放入肉末中腌 10分钟，然后再加入切好的碎韭菜和鸡蛋，搅伴在一起，用油煎成饼的形状后，再加入少量的水焖烂至熟而成。这道菜吃起来又香又软，而且又好看。有金黄色的蛋、绿绿的韭菜，真是色、香、味俱全啊! 我一顿饭可以吃好几个呢! 可好吃了! 
我妈妈的拿手菜 杨思婷 我妈妈经常给我们做好多好吃的东西. 其中我最爱吃的是她做的牛肉汤面。 牛肉汤面里有牛肉,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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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萝卜, 白色的蘑菇还有土豆和绿色的葱花， 颜色很好看, 味道也很美妙!   要做好牛肉汤面, 首先要挑选适当的, 好的牛肉。 做的时候, 先把牛肉放在锅里面，等水开时, 就可放进各种调料, 酱油和盐。然后把火开小， 在锅里煮一个多小时. 牛肉就好了。 煮好后, 再把土豆和萝卜等蔬菜放进去。 最后, 把煮好的面放进牛肉汤里。 现在我们就可以吃了! 这就是我妈妈做的鲜香美味的牛肉汤面. 又好闻, 又好吃。  
妈妈的拿手菜-糖醋小排骨 刘友铭  我最爱吃的菜是妈妈做的糖醋小排骨。妈妈做的排骨色泽好, 味道香, 又营养。每次妈妈做这道菜时, 我都吃得很香, 很饱。现在我将做法告诉大家, 你们一定会喜欢。 做法是： 先将小排骨洗净后，加入适量水淀粉、盐、料酒抓匀，腌制 15分钟。汤锅中加入水烧开，放入葱、姜片、小排骨，一起烫约 1分钟。直到排骨变色没有血水后捞出，用清水冲洗干净。烫过的排骨充分沥干水分，放入油锅中用中火炸至金黄酥脆。 炒锅中放入一小半碗清水烧开，放入白糖用小火加热，白糖煮化后淋入酱油拌匀，然后淋入香醋、剩余的水淀粉勾欠，放入小排翻炒几下裹上酱汁即可，最后可以撒上一点白芝麻做点缀。 每次妈妈做这道菜时，厨房里都充满香甜的味道，我现在都好像闻到香味了。我最爱吃妈妈做的糖醋小排骨。 

我妈妈的拿手菜 林敏智 我妈妈做的菜，看着颜色美丽，吃着又香又馋人。我喜欢她做的海鲜和牛肉菜，但是，妈妈的蔬菜汤是我的第一选择。蔬菜汤里面有很多小小的胡萝卜，芹菜，鸡块儿，洋葱和土豆。土豆的味道很鲜美，芹菜和洋葱又香又好吃，胡萝卜又鲜又甜。啊，味道可真香！我一看见那大锅在桌子上，就叫，“噢！太好啦！新鲜的蔬菜汤，我来了！”这个菜太好吃了，你一定得尝一下！哦，我好像已经闻到我最喜欢的，最亲爱的蔬菜汤啦！ 
我最爱吃外婆做的菜 陈祥儿 我妈妈只会煮拉面和炒饭， 所以我最爱吃的菜是我外婆煮的。 我外婆有很多拿手好菜。  其中我最喜欢吃的是香菇糯米饭。 她的香姑肉饭最特别的地方是糯米。糯米一粒一粒的，不软不硬，香喷喷的。饭里面还我最爱吃的香肠和香菇。外婆告诉我说，做香菇糯米饭要先泡，再炒，然后蒸一蒸，所以做得很费事。 我虽然不能每天吃， 但是只要外婆一做我和妹

妹都会抢着把它吃光。 因为餐馆里卖的都没有我外婆做的好吃! 
我最喜欢吃的中国菜  程雪薇 我最喜欢吃的中国菜是西红柿炒鸡蛋。 西红柿炒鸡蛋颜色美, 味道香,又好看又好吃。如果你想做, 你要有几个鸡蛋和一到两个西红柿。 先把鸡蛋打碎, 再把它用筷子打匀了, 接下来把西红柿切成小瓣, 锅里放油, 烧开, 放入鸡蛋, 再放入西红柿, 加盐, 炒熟了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时间, 你也做一个尝尝吧! 

妈妈的拿手菜  郎雨奇 妈妈的拿手菜是糖醋鱼, 也叫西湖醋鱼。 这是我妈妈的故乡-------浙江的名菜。 糖醋鱼颜色美极了, 有红红的辣椒, 绿色的青葱. 吃起来甜甜, 酸酸, 辣辣的. 味道好特别棒。每次妈妈煮这道菜, 我都可以吃两大碗饭。  
北校五年五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教师  从勉尔  
红烧肉 金蒈明 姑姑拿手的菜是红烧（排骨）肉。今年暑假， 我回北京吃了很多次红烧肉， 可是姑姑做的红烧肉是最好吃。每次姑姑刚做好时，我一闻到红烧肉的肉香味，我就流哈喇子了。 姑姑做的红烧肉的颜色是红红的，形状是方方的，又好看，又好吃，而且百吃不腻，越吃越爱吃，越吃越想吃。 我每次吃姑姑做的红烧肉的时候,我都觉得，不但红烧肉烧得十分好吃，就是留在嘴巴里的红烧肉的肉汁也是非常香的，而且回味无穷，直到吃下顿饭时，还觉得嘴巴里留有上顿红烧肉的香味。 我下次回中国，一定要向姑姑学习做红烧肉这道菜。等我学会了，我要给老师和同学们品尝！  

妈妈的拿手好菜 刘凯 我的妈妈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她不但工作好，而且家务也干得很好。 妈妈会做很多菜，我们全家人都喜欢她做的菜。我妈妈的面食非常有名，每次朋友聚会都请她做面条，葱油饼，或者包子。虽然妈妈能做很多好吃的饭菜，但是我最喜欢她做的海鲜猪肉韭菜饺子。她做的饺子的形状很美。外面白白的，里面的馅是绿绿的，红红的。我每次吃完一碗还想再吃一碗。 如果你到我家来做客，我一定会让妈妈给你做顿饺子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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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做的比萨饼 王凯丽 我爸爸做的比萨饼好香啊。 在他做比萨饼的时候, 我可以闻到香喷喷的味道。当他从烤箱里拿出比萨饼的时候, 我可以听到比萨饼说”快点吃我吧, 快点吃我吧”。 我坐在凳子上看我爸爸切比萨饼，他把比萨饼切成十二块， 我迅速地拿上一块最大最好的比萨饼, 一下子就全吃了。 啊，太好吃了!    
我最喜欢的中国菜 雷梦 我最喜欢吃的中国菜是妈妈做的宫保鸡丁。宫保鸡丁里面鸡丁很鲜嫩，味道很香，菜里还有各种各样的蔬菜，有红色的辣椒，绿色的花菜，橙色的胡萝卜，还有白色的蘑菇。再加上淡黄色的鸡丁，真是五颜六色，美极了!宫保鸡丁营养丰富，色泽鲜艳，十分好吃。妈妈做的宫保鸡丁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菜。 
妈妈的拿手菜 王嫣然 我很喜欢吃我的妈妈烤的鸡翅膀。我问了妈妈怎么做，她说很容易。她头一天晚上把鸡翅膀用姜，盐，韩国的 BBQ调料拌在一起，腌一晚上。第二天，妈妈下班回家后，她把鸡翅膀放在烤炉里，把温度调到 350度，烤大约三十分钟，直到鸡翅膀变成金黄色。我一回家就能闻到鸡翅膀的香味道。鸡翅膀太好吃了！我每次能吃很多。我的妈妈做的鸡翅膀很好吃，我相信你们也一会喜欢。 

我最喜欢的中国菜 王逸旸  我最喜欢的菜是妈妈做的香干肉丝。我喜欢它因为它很好吃。每次我妈妈做菜时，我都能闻到香味，忍不住就想吃两口。  妈妈做香干肉丝的时，她会把豆付干和肉切成很细的丝，还会放葱丝，胡萝卜丝和芹菜丝，这样炒出来的菜五颜六色，很好看。我每次都能吃很多。 
西红柿炒鸡蛋  谢泽亮 我最喜欢妈妈做的西红柿炒鸡蛋。虽然妈妈说这是一道很普通的中国菜，但是我还是百吃不厌。 妈妈是先用橄榄油把鸡蛋炒好，再放切好的西红柿，最后再放点糖，盐和青葱。这样的西红柿炒鸡蛋吃起来酸酸甜甜，看起来又红又绿又黄，可真是颜色美，味道香。我一次可以吃一大盘，一点都舍不得分给爸爸吃。可是妈妈说我不能吃太多。因为吃多了，胆固醇会升高。 其实，妈妈还会做很多好吃得菜，比如清蒸鳕鱼，香煎三文鱼和红烧排骨。但是我最喜欢吃的还是西红柿炒鸡蛋。 

馄饨汤 胡光辰 一天, 我和爸爸去了一个地方叫旺记烧烤. 我点了三菜一汤, 那一汤就是馄饨汤. 馄饨汤的味道好极了! 我给服务员说: “我可以再来一碗吗?” 他又给了我一碗馄饨汤, 我很快就喝完了, 从那一天起, 我最喜欢吃的东西就是馄饨汤。 
爷爷的拿手好菜 梁光龙 我的爷爷每天给我们做五颜六色的菜, 爷爷的菜有青菜, 牛肉, 蛋炒饭和蛋花汤, 还有凉拌菜和红烧猪肉. 我最喜欢爷爷的蛋炒饭. 蛋炒饭里有鸡蛋, 香肠, 饭和各种各样的蔬菜, 好吃极了! 我的哥哥也非常喜欢吃爷爷做的蛋炒饭。 我还喜欢爷爷做的凉拌菜, 我把爷爷做的凉拌菜带给我的中文学校的同学们和老师, 他们都喜欢吃爷爷做的凉拌菜。 
我妈妈的炒饭 陈慧珊 我妈妈的拿手菜是炒饭. 我一闻到妈妈的炒饭我就会想起白白的米饭, 黄黄的鸡蛋, 绿绿的青豆, 红红的肉。炒饭颜色美, 又好吃, 又好看. 我一想起它还会流口水. 我妈妈的炒饭真的很好吃, 你应该尝尝我妈妈的拿手菜。 

爸爸的拿手菜炒米线 李航天 我最喜欢吃爸爸做的番茄猪肉炒米线。 我小时候在学校庆祝圣诞节时, 爸爸就炒米线给我吃，我还带到学校, 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 今年暑假时, 我叫爸爸做给我吃, 我一连吃了六天，都百吃不厌。 软软的米线加上番茄一起炒, 这个菜真是又好看又好吃。  
我最喜欢吃的东西 王怡宁 我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三宝饭. 三宝饭味道又香又鲜, 你再搁上一种调料汁，就更好吃了。饭里有好多叉烧肉和鸡肉，叉烧肉有很多汁, 味道不错. 鸡肉的味道也很香。鸡肉的旁边还有好多白菜， 白菜上头也有三宝饭的调味汁。 我是在中国城吃的三宝饭，我每次去那个地方，都想吃我最喜欢的三宝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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