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华文教育2024 年 11月 29日

编辑：翁舒昕 美编：钱小凤

www.xmweekly.com

11 月 23 日，由华侨大学与

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联合主

办，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马

来西亚研究中心、海上丝绸之路

研究院承办的第八届中马“一带

一路：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

研讨会在华侨大学厦门校区举

行。本届研讨会以“中马关系发

展战略”为主题，来自中马两国

的 30 余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

围绕会议主题展开深入研讨。

华侨大学副校长林宏宇、马

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校长蔡润

煌出席开幕式，马来西亚投资、

贸易与工业部副部长刘镇东以

视频方式致辞。

林宏宇在致辞中提到，华侨

大学作为中国内地马来西亚留

学生最多的高校，与马来西亚的

合作非常紧密。今年是中马建交

50 周年暨“中马友好年”，自建

交之日起，也是共建“一带一路”

第二个金色十年的开局之年，马

来西亚是最早积极响应参与“一

带一路”合作的东南亚国家之

一。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

加速演进，希望研讨会继续发出

中马两国学者智慧的声音，为两

国以及世界和平发展添砖加瓦。

蔡润煌表示，回顾马中建交

50 周年，两国在经贸、文化、教

育等多领域不断深化合作，互惠

共赢，造福两国人民。南方大学

学院也不遗余力致力于推动两

国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为两国关

系注入信任与理解的力量。研讨

会探讨的不仅是学术上的前沿

课题，更是中马两国未来合作的

美好愿景和方向。

刘镇东表示，马来西亚与中

国在“一带一路”各领域的合作

成果丰硕，站在马中建交 50 周

年的新起点上，希望研讨会能够

带领两国学者针对当下的挑战

提出新的方向。当今世界在公共

健康、地缘政治、国际金融、气候

变化等多个领域都面临危机，希

望马中双方在产能问题、中产阶

级培育、联合研发、护理经济、智

库对话等方面加强合作，创造更

好的两国关系。

研讨会围绕经贸合作与产业

发展、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信仰

文化与文明传承、中马关系与华

社发展等议题举行4场分论坛。

为促进中马两国的交流与

合作，推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建设，2016 年以来，华侨大学

与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常态

化联合举办中马“一带一路：海

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

研讨会每年一届，两校轮流承

办，在两国产生了广泛影响，现

已成为中马两国学界深入交流、

推动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

（王赵远李璇）

“中国大使教育基金”

颁发仪式

在马尼拉举行
据中新网报道 近日，由菲律

宾华教中心主办的“中国大使教

育基金”华校华语教师奖励金及

学生奖、助学金颁发仪式在马尼

拉举行。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溪连出

席并致辞。他指出，使馆高度重

视、不遗余力推动华文教育事业

发展。“中国大使教育基金”奖助

学金及教师奖励金项目已惠及近

4000 名师生，2024 年更首次实现

在菲所有华校全覆盖。他表示，华

文教育肩负着为中华文化传薪

火、为中菲友好育人才的使命，希

望各华校多传授有关中华文化和

中菲友谊的知识，培养学生正确

历史观，帮助学生厚植中菲友好

情怀，树立为中菲友好而读书的

高远志向。

当天，菲律宾华教中心董事

李丽芬、主席黄端铭及各华校师

生代表，使馆王悦参赞兼总领事

等出席活动。 （张兴龙）

第五届中法学者

高端论坛在广州举行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11 月 25

日，第五届中法学者高端论坛在

广州举行。此次论坛由中央党史

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

中山大学与法国加布里埃·佩里

基金会联合主办，论坛主题为“现

代化：共同愿景和特色道路”。

与会专家围绕中国式现代化

的中国特色与世界价值、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中法两国推进现

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等议题进行了

深入研讨。

中央外办、外交部、中央党史

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中国

社会科学院、外交学院、广东省外

办、广东省党史部门、中山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传

媒大学、深圳大学、南京大学等单

位的专家学者、法国方面学者、法

国在华工作专家 90 余人参加论

坛。

泰国玛哈沙拉坎大学
孔子学院

会议综合中心落成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泰国玛哈

沙拉坎大学孔子学院会议综合中

心近日举行竣工揭幕典礼。

中国驻孔敬总领事刘红梅、

玛哈沙拉坎府副府尹卡诺、玛哈

沙拉坎大学校长巴育，以及来自

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泰国的孔

子学院(孔子课堂)的院长，在泰中

资企业代表，玛哈沙拉坎大学各

院系师生等 400 余人参加典礼。

刘红梅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

玛哈沙拉坎大学孔子学院在教学

与文化传播方面取得的丰硕成

果，并对会议综合中心的建设给

予高度肯定。她希望玛大孔院继

续发挥桥梁作用，为深化中泰传

统友谊和两国新时代合作培养更

多优秀人才。 （李映民 赵婧楠）

在中东打开中文未来“大门”
9 月 30 日，2024 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颁奖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

重举行，阿联酋中文教育“百校项目”负责人法蒂玛获奖并应邀出席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招待会。此时，由中阿两国元首共

同推动的“百校项目”已历经 5 年，正朝着覆盖 200 所学校的目标稳

步推进。

就在法蒂玛获奖前一个月，沙特政府委托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

交流合作中心招聘的中文教师，正式进驻沙特 5个城市的初中。按照

沙特教育部的计划，未来中文课程将进入 700 多所学校。去年，由深

圳大学与苏尔坦亲王大学共建的该国第一所孔子学院也成功落地。

随着中国与阿联酋、沙特这两个海湾地区主要经济体的合作深

入，中文正在成为桥梁，搭建起国与国之间交流的新平台。

始于“顶层设计”的中文教育

来到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

步入法蒂玛参与创办的哈姆丹学

校，教学大楼内悬挂了阿、中、英

三语招牌。这里被认为是阿联酋

“百校项目”的摇篮。2017 年，当时

还是阿布扎比王储的阿联酋现任

总统穆罕默德到学校参观，随即

提出要在 100 所公立学校开设中

文课程。

2年后，中阿双方在北京签署

备忘录，正式启动阿联酋中文教

学项目。作为中阿两国领导人亲

自倡导、亲手推动的民心工程，

“百校项目”不仅成为中阿教育交

流合作的亮丽风景，更成为“一带

一路”共建国家中文交流的品牌

旗舰。

在过去 5 年中，阿联酋 7.1 万

名学生受益于“百校项目”，今年 5

月，他们中的学生代表收到习近

平主席的亲切复信。信中说，“如

今看到‘学中文’在阿联酋已经成

为一种新风尚，培养了一批像你

们这样的中阿交流小使者，我很

欣慰。”

法蒂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我们渴望促进更多学生进入

中国大学，为多元化的学术和职

业前景打开大门。”

“目前开设中文课程的学校

多位于阿布扎比、迪拜和沙迦等

大城市。”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

学院副教授林秀琴是阿联酋教育

部“百校项目”中国专家，据她介

绍，中文专家组每年都要组织两

次教师工作坊，“经常有老师说，

‘我们校长特别希望来的中文老

师更多一些’”。

阿治曼一所幼儿园的园长玛

利亚姆主动申请加入“百校项

目”，让五六岁的孩子从小就在多

语言、多文化的环境中成长。迪拜

一所男子高中的校长纳瓦尔也表

示，“作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

言之一，汉语对我们学生的未来

具有重要价值。”

沙特公立学校的中文课程也

同样受到来自政府高层的强力推

动。2019 年 2月，沙特王储穆罕默

德·本·萨勒曼访华期间宣布，为

加强两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背景下的交流与合作，把中文教

学列入沙特中小学和高校教学大

纲。

自“2030 愿景”发布后，沙特

加快了多元发展的步伐。在基础

教育中引入中文教学，是沙特对

于未来发展的长远规划。

根据中国和沙特签署的《关

于中文教育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相关执行协议，中方将向沙特派

遣 800 名中文教师。

探索更契合当地的中文课程

林秀琴说，自 2019 年“百

校项目”开启以来，中文教育

在阿联酋顺利推进，不仅在数

量上朝着 200 所学校的目标

稳步推进，在质量上也在探索

更加契合当地实际的课程设

计。

而在玛利亚姆领导的幼

儿园里，中文已被融入了美

术、音乐、体育等课程。

值得一提的是，在“百校

项目”带动影响下，阿联酋中

文教育不仅广泛普及，还影响

到政府高层。据了解，目前阿

联酋王室多名子女在学习中

文，在今年的汉语桥比赛中，

阿布扎比王储长子以优异成

绩获得了小学组冠军。

尽管全面铺开中文教育

略迟于阿联酋，但沙特教育部

对中文教学的要求更严格。在

阿联酋，中小学将中文课列为

B 级科目，沙特则把中文的地

位提高到与英文一致，学生们

一周要上 3 节中文课，还要参

加期中和期末考试，而英文课

则从原来的每周 4 节压缩到

了 3节。

今年 9 月，随着首批中文

教师的到来，沙特 100 多所公

立学校的初一学生拿到了崭

新的中文课本。教材由沙特教

育部与中国中外语言交流合

作中心合作编制，还配套了影

音课件，力求从听说读写各方

面快速提高学生的中文水平。

沙特教育部门规定，学生

们每个学期要学完一本教材，

官方专门派出督导，到各个学

校旁听中文老师讲课，指导他

们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完成

教学任务，编写考试题目。

更多外籍孩子走进中文课堂

在中文教学陆续进入公

立体系的同时，阿联酋和沙特

两国的民间中文教育机构也

迎来了多元化的学习者。

阿联酋公立学校只招收

本地人，在此定居的外籍人士

大多把子女送入国际学校或

教育机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造就了阿联酋国际教育百花

齐放的盛景。有统计显示，仅

迪拜就有 200 多所国际学校。

2008 年来到迪拜的叶奇，

曾在一家国际教育机构工作，

因此结识了不少华侨华人家

长。感受到家长对子女继续中

文学习的迫切心情，2012 年她

创办了“你好教育”。

如今，该学校的 400 多名

学员中不只有华侨华人子女，

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在

逐渐开放的沙特，中文教育机

构方兴未艾。

创办于 2021 年的沙特智

慧宫语言公司是第一家落地

沙特的民营中文教育机构，从

一开始就锁定了“教沙特本地

人学中文”的目标。现在，他们

除了提供中文培训服务，还与

沙特穆罕默德王储创办的

“MISK 基金会”下属教育集团

达成多项合作。

目前，沙特有 15 所国际

学校使用该机构编写的中文

教材，其中包括王储儿子就读

的学校。一些国际学校还委托

其招聘符合要求的中文老师。

（王瑾 辛腾旋 林旭娜 彭奕菲

来源：南方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