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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你可知 Macau 不

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

亲……”今年恰逢澳门回归祖国

25 周年，11 月 2 日晚，华侨大学

庆祝澳门回归 25 周年主题活动

暨第十三届澳门文化周在厦门

校区启动。来自华侨大学的海内

外师生、澳门校友代表等千余人

聚首。

“澳门文化周活动不仅增进

了华大师生对‘一国两制’的了

解和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的认

识，也密切了澳门校友与母校

的联系，增强了澳门学生爱国

爱澳的意识。”华侨大学副校长

王秀勇表示，该校已培养澳门学

生 8000 余人，目前有在校澳门

学生 1395 名，“希望校友们一如

既往关心和支持母校，常回家看

看。”

华侨大学澳门校友会会长

颜奕嘉表示，多年来，澳门校友

会秉持“爱国、爱澳、爱母校”的

创会宗旨，凝聚广大校友，为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澳门特色“一

国两制”成功实践、社会经济稳

定发展等贡献华大人的力量。

本届文化周由华侨大学、华

侨大学澳门校友会联合主办。文

艺晚会、境外生美食节同期举

行，现场设置了澳门文化游戏体

验、澳门特色文创产品展示和澳

门历史文化长廊展等，仿佛流动

的诗篇，诉说澳门与华侨大学的

不解之缘。

现场文艺表演精彩纷呈，鼓

声磅礴，锤棒齐舞，二十四节令

鼓《归》拉开晚会序幕。《一个神

奇的地方》旋律优美，歌词深情，

澳门学子用他们的声音唱出了

对家乡的热爱与眷恋。

美食节上，来自澳门等地的

境外生同学精心准备了家乡的

特色美食，香气四溢，令人垂涎

欲滴。咖喱鱼蛋、辣鱼包和西多

士等美食琳琅满目，让人应接不

暇。学生们在品尝美食的同时，

也感受着澳门文化的独特魅力。

文化游戏体验区更是热闹非凡，

投“石”问路、澳门碰碰游、葡砖

DIY 等游戏吸引了众多学生参

与。

在华大澳门校友会的推动

下，当晚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

展学院和澳门妈祖文化村天后

宫签约共建教学与研究基地，将

为更多的澳门学生提供学习科

研、实习就业的服务。

（李思源 吴江辉张怡芬 来源：中

国新闻网）

华侨大学启动澳门文化周：

东南亚六国中文

教师聚首曼谷

开展教学交流
本报讯 据中国新闻网

报道 2024“汉教英雄会”东

南亚国家本土中文教师教

学交流活动 11 月 2 日至 4

日在曼谷举行。来自柬埔

寨、老挝、马来西亚、泰国、

越南、印度尼西亚的中文教

师代表队参加交流活动。

其间还举办了东南亚

国家中文教学论坛。上述六

国代表队领队交流所在国

家中文教育的发展情况，特

别介绍了各国本土中文教

师队伍发展的情况。活动过

程中还举办了东南亚六国

本土中文教师的教学研讨

会，各国教师代表从师资、

教材、教学等方面介绍了各

自所在学校的中文教学发

展情况。 （李映民）

第十二届慕尼黑

华语电影节开幕
本报讯 11 月 4 日，由

慕尼黑孔子学院主办的第

十二届慕尼黑华语电影节

在慕尼黑市立图书馆开幕。

活动期间将线下放映

21 部华语长片、3 部短片、

2 部动画长片和 3 部动画

短片，共涵盖天坛映像、致

敬经典、人文纪实等七大

展映单元。展映场地包括

慕尼黑市立图书馆、新罗

德曼影院和高廷宽屏影

院。展映影片包括剧情片

《交换人生》《非诚勿扰》，

犯罪动作片《潜行》《扫毒

3：人在天涯》，以及经典动

画片《哪吒闹海》《铁扇公

主》等。

当晚，中德嘉宾共同观

看了开幕影片《交换人生》。

本届电影节延续多元化传

统，还设置了包括电影节知

识讲座、汉服体验和卡拉

OK等在内的文化活动。电

影节将持续至 11 月 18 日。

韩国首尔孔子学院

举行成立20周年

纪念活动
本报讯 据人民网报道

世界第一家孔子学院———

首尔孔子学院近日在韩国

首尔举行成立 20 周年纪念

活动。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临

时代办方坤在发来的贺词

中表示，当前中韩两国和两

国关系发展都处在关键阶

段，希望首尔孔子学院以成

立 20 周年为契机，秉持中

韩建交初心，坚守推动中韩

友好的使命，活跃开展对华

交流合作，进一步弘扬中韩

关系正能量。 （莽九晨）

与汉语结缘书写多彩人生
国庆假期结束，在福建技

术师范学院的教室里，又一次

响起了赛尔老师充满激情的

讲课声，而时不时传来的欢笑

声和掌声，也体现了学生们对

这位老师的喜爱。

12 年前，赛尔误打误撞开

始学习汉语。12 年后，他留在

福清这座城市工作生活。赛尔

说，这个跨越万里的选择他不

曾后悔，他把推广和研究汉语

作为终生事业。

“赛尔老师，你好！”

“早上好！”走在大学校

园里，不时有老师同学与赛

尔打招呼。赛尔总是露出灿

烂的笑容，用标准的中文回

答道。

虽然有着黑皮肤和外国

人长相，但是这儿与他熟悉的

师生都知道，赛尔老师的中

文非常棒。而赛尔和汉语的

故事，还要从12年前说起。

2012 年，赛尔刚刚从

莫桑比克的蒙德拉内大学

的法语专业毕业，正规划着

人生的下一步。“当我在思

考要不要去法国留学时，我

的一个好朋友邀请我一起

去报名孔子学院的中文课

程。”赛尔表示，在他毕业的

同年，第一所莫桑比克的孔

子学院在他所就读的蒙德

拉内大学建立。

从小对语言感兴趣的

赛尔很快心动了，但让他没

想到的是，邀请他的朋友因

为学习汉语的难度很快就

当了“逃兵”，而他却坚持了

下来。

深入学习中文后，赛尔

很快被汉语背后博大精深

的中国文化所吸引。“中国

的儒家思想对我影响至深，

它让我变得更宽容，学会站

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

题。”赛尔说，他的座右铭，

便是出自《论语》的“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

对汉语的痴迷，让赛尔

走向了新的人生道路。他来

到中国继续学习，并在毕业

后选择留在福清，成为福建

技术师范学院外文学院的

一名老师。

留在小城

在一堂英语写作课上，赛

尔将班上的学生按座位分成小

组，由他给出一个类别，哪个小

组说出该类别的英语单词最多

就获胜。

学生们的积极性在比拼中

越发高涨，一堂课也在轻松愉快

的氛围中结束了。

“赛尔老师的课都特别有意

思，经常会用游戏的方式调动我

们的积极性，本来枯燥的写作课

都让人变得期待了！”英语专业

的学生黄静怡说。

2013 年，赛尔来到中国，在

浙江师范大学完成了对外汉语

的研究生学业。2023 年，从厦门

大学英语认知语言学专业博士

毕业后，北京语言大学、华侨大

学等众多高校都向赛尔伸出了

橄榄枝，但最终他选择了位于福

清这座小城的福建技术师范学

院。

“我走过太多中国的大城

市，但是小城市的烟火气才让我

有归属感。初次来福清，无论是

遇到的人还是吃到的食物，都恰

好是我喜欢的。”赛尔说，学校接

待他的老师十分热情，忙里忙外

为他张罗吃住的问题，“最让我

惊讶的是，我已经习惯走在路上

大家看到我多看两眼，但在这遇

到的陌生人似乎都把我看作是

本地人，还会热情地用中文和我

打招呼”。

如今，赛尔已经在福清待了

一年多，还把妻子和孩子都接到

了身边。从事自己喜欢的教师工

作，住在步行可达的宽敞公寓

里，和家人一起去菜市场买菜做

饭，带孩子在周边的龙江公园、

利桥古街走走逛逛，赛尔对小城

生活很满意。

终生事业

提起受邀参加去年在北

京举办的世界中文大会，赛尔

仍然感慨万千。“走进会场，看

到参会的人员坐满了整个大

厅，我对对外汉语教育的发展

速度感到惊叹。”赛尔表示，

这次世界中文大会，有来自中

外 160 多个国家的有关部门

负责人、国际语言文化机构和

国际组织负责人、知名中文

教育专家、汉学家等约 2000

人参会。

“就拿我们国家来说，2012

年才建立第一所孔子学院，到

现在蒙德拉内大学依托孔子学

院的师资、教材等力量开设了

中文专业，学习汉语的人越来

越多。”赛尔说，在中国研究生

毕业之后，他也曾经回国在孔

子学院任教，成为莫桑比克第

一位本土汉语教师。

在任教的过程中，赛尔深

深认识到本土师资培养的重

要性。在会上，他结合自己与

汉语结缘的经历作了主旨发

言。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

如何培养出更多、更高水平的

本土教师；二是各个国家的中

文教育怎么样实现自主发展。

他认为，本土中文教师的培养

可以走“一国一策”的发展道

路，根据各个国家中文教育的

不同情况，制定具有针对性的

方案。

把推广汉语落到实处，赛

尔一直在努力，他笑称：“我没

有什么兴趣爱好，我唯一的兴

趣爱好就是做汉语的研究。”

虽然在大学里是外文系的老

师，但是赛尔总是为学校的留

学生开设汉语或是中国文化

相关的讲座，外出参加对外汉

语教育的学术会议，做葡萄牙

语(莫桑比克的官方语言)母语

者汉语习得的相关语料收集。

不久前，赛尔向中外语言

交流合作中心提交了“葡语母

语者汉语习得空间运动时间

表达偏误与教学对策研究”的

课题。“期待能收到好消息，课

题能够立项。”谈及未来，赛尔

表示短期五年内甚至十年内

都会留在中国，“无论是我留

在中国或是回到祖国，我想要

做的，都是为两个国家增进友

谊尽绵薄之力，让莫桑比克人

民更了解汉语和中国，也把莫

桑比克这个非洲国家介绍给

更多的中国朋友”。

（汪洁 来源：福建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