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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4“理解当

代中国”来华留学生中

文短视频大赛国赛在北

京落幕。华侨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柬埔寨留学

生孔智勇、马来西亚留

学生卓嵩原和黄于康策

划及创作的作品《文化

桥梁》晋级国赛并最终

斩获金奖，成为福建高

校唯一入围且获奖的作

品。

《文化桥梁》以独特

的视角及镜头语言，展

现“学术、运动、艺术”三

座文化之桥如何让中外

文化在华侨大学的校园

里碰撞出绚丽光彩：孔

智勇通过积极参与校园

社团活动，在学术交流

中搭建起连接中柬两国

的友谊之桥；热爱篮球

的黄于康则在球场上与

各国同学挥洒汗水，用

体育精神跨越文化界

限；而卓嵩原则沉浸于

艺术创作与舞台表演，

成为推动中马文化交融

的生动使者。三位主人

公用各自独特的方式，

生动诠释了他们眼中璀

璨多彩的中国，展现了

留学生们对中国文化的

深入理解和真挚热爱。

孔智勇表示：“我认

为更加珍贵的是创作过

程中收获的成长———与

团队老师及成员建立的

深厚情谊，对中国文化

的更深层次的理解，以

及在口语表达、公共演

讲、视频创作等领域积

累的宝贵经验。这些都

让我深深体会到，追求

卓越的过程才是最宝贵

的财富。”

华侨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学校于 2024 年委托

学院成立“学生口语表

达与公共沟通实践工作

坊”，旨在提升学生的口

语传播和公共演讲等叙

事能力，该作品便是工

作坊孵化出的成果之

一。 （来源：华侨大学）

澳大利亚福建乡情联谊会举办
“新南威尔士州社区中文学校研讨会”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澳大

利亚福建乡情联谊会 12 月 8

日在悉尼成功举办“新南威尔

士州社区中文学校研讨会”，

吸引了悉尼地区十余所主要

中文学校的负责人齐聚一堂，

共同探讨中文教材的选配与

有效使用以及教师队伍专业

化建设的路径。

福建乡情联谊会会长、澳

大利亚国际中文学院院长林

锦姗主持了研讨会。她代表主

办方对与会的本地华校精英

代表以及中国驻悉尼总领事

馆领事胡阳和陈慕华的到来

表示热烈欢迎。

研讨会重点围绕暨南大学

出版的《中文》教材及其他流

行教材的适配性展开讨论。与

会者深入探讨了教材内容的

本地化需求、课堂教学的趣味

性提升，以及教师对教材的专

业理解与运用。

与会代表纷纷表示，华文

教育不仅仅是语言的传承，

更是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

未来，他们将致力于推动更

科学的教材编写、更完善的

师资支持以及更本地化的教

学模式，为华文教育开辟新

的篇章。

（顾时宏）

2024 年中华文化大乐园
———巴西里约营闭营仪式举行

据人民网报道 12 月 7 日，

2024 年中华文化大乐园———

巴西里约营闭营仪式在里约

中国国际学校举行。

中国驻里约总领馆副总

领事王尉育代表中国驻里约

总领馆对参与中华文化大乐

园———巴西里约营的老师们

表示感谢，并特别强调了中华

文化大乐园活动的重要意义。

他鼓励学生们在今后的学习、

生活当中，不断弘扬和传承中

华文化，争当中巴友好的使者。

里约中国国际学校代董事

长尹霄敏表示，此次活动通过

诗歌、舞蹈、武术、书画等形

式，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

深。他期待未来有更多类似的

文化活动，培养孩子们对中华

文化的兴趣。

巴西里约中国国际学校校

长袁爱萍表示，在过去的几天

里，教师团队用他们的热情、

爱心和耐心，为每一位学生带

来了丰富的文化体验。这次活

动的圆满成功，再次印证了中

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

影响力。 （陈一鸣 陈海琪）

成都市举办华教云课堂系列活动

据中国侨网报道 近日，

2024 年“Panda 成都·华教云课

堂”系列活动———“棕编之巧

武术之魂 搭建文化交流之桥”

活动在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

实验小学举行。

活动现场，新繁棕编非遗

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罗志勇为

西班牙的海外华裔同学们带

来了一堂精彩的棕编课程。罗

志勇首先介绍了新繁棕编的

历史文化、制品分类、编制技

法等内容，随后带领同学们亲

手体验棕编的乐趣。不一会

儿，就见到一个个栩栩如生的

蚱蜢在同学们的巧手下编织

成形，大家纷纷感叹道“太好

玩了！”

在武术课堂上，云顶·铁佛

派第十四代传承人白皆详细

讲解了铁佛派武术的起源和

文化内涵。中西两地学生在一

招一式中感受传统武术的精

妙特点，在强身健体中体验禅

武文化的深刻底蕴，以及中华

文化中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

精神内核。

据悉，此次活动是金堂县

第二次连线西班牙华校开展

云课堂授课，通过此类友好交

流活动，不仅加深了两地学校

的结对共建，更弘扬了中华传

统文化，促进民心相通，增进

了友好合作。

走进巴西里约葡中双语高中

从无到有建设一所学校
时隔多年，乔建珍还记得，当

年创办这所学校时，里约州政府

特别支持，几经讨论，“选了挺有

名的一座古建筑给我们当教室”。

这座古建筑，始建于 1849 年，曾

是巴西帝国时期最后一位王室公

主伊莎贝尔的住所，后渐衰败，历

经修缮。三层小楼面朝大海，十分

别致。

对乔建珍来说，创办学校是

一生的心愿。她表示，自己出身教

育世家，曾祖父、祖父都曾办过学

校，家里到现在已经连续五代都

有老师了，“但是完全没想到会在

巴西实现梦想。”

“一开始，我们就按照国内的

课程来设置，但是因为课程太多，

有点‘水土不服’。所以这 10 年

来，我们一直在摸索本土化这条

路子，在当地已有教育的基础上，

进行本土化课程设置，用本土老

师进行本土化教学。”乔建珍说。

为学生们创造机会到中国

学习，成为学校很重要的一项工

作。由于连续几届都有数十名学

生考入里约州立大学等巴西著

名高校，这所学校在 2022 年 9

月巴西教育部基础教育发展指

数评估中获得里约热内卢州第

一的排名。

因材施教的中国文化课堂
教室里，正在上一门唐代壁

画课。

从一个个小问题出发，中国

唐代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怎样，唐

代壁画有哪些特点，中国陕西历

史博物馆里的文物长什么样……

来自中国的老师王婷一点点进行

着讲解。

讲完后，王婷给大家发了纸、

笔、颜料以及唐代壁画的临摹小

样。学生们立刻来了兴趣，这个

下午接下来的时间，他们在白纸

上描出侍女、骆驼、将军等不同

的形象，然后一点点上色。很多

学生的美术功底不错，尽管第一

次见到唐代壁画，但画得有模有

样。

在对比过不同国家的学生

后，王婷感觉到了因材施教的重

要性。巴西学生天性热情，但坐不

太住，单纯灌输式的教学容易适

得其反。而把他们叫到黑板前写

写画画，每个学生都热情踊跃地

报名。

已经举办四届的“巴西中学

生足球夏令营”，正是这所学校因

材施教的典型案例。

通过夏令营，学校已经选送

了一百多位师生到中国交流，举

行足球友谊赛、体验中国文化、了

解中国历史。但参加这个夏令营

的选拔条件，不光需要球踢得好，

还对学习成绩和平时表现有要

求。

巴西师生们的热爱溢于言表
巴西当地师生们的创举，时

不时让中方老师们感到很惊讶。

用乔建珍的话说，“学校里全员参

与讲述中国故事”。在课程比例越

来越大的文化课上，从哲学到宗

教，从汉朝到唐朝，没有他们不涉

足的领域。为了讲好楚河汉界，大

家自己做棋盘；为了讲好中医，学

生们不知从哪里找来了足底按摩

浴盆；“中国日”系列工作坊，学校

师生全员参与……

5 年前来到这里工作的副校

长方海鲲(Flavia)表示，学校师生让

她感到惊喜。“这里的学生非常喜

欢学习中文，对中国文化表现出

极大兴趣，整个教学过程很有趣，

这让我的工作动力十足。”

已经学了一年半中文的安

娜·路易斯·拉莫斯则认为，“今天

我们要通过中文了解世界上很多

真正重要的事情”。对于学习中

文，她动力十足。她说，自己正计

划着参加“汉语桥”比赛。

多年来，在巴西举行的“汉语

桥”比赛上，这所学校的学生们表

现优异。不少学生通过“汉语桥”，

获得了前往中国的机会。

在中文帮助下改变命运
这些年，中文在巴西的用处

越来越大。如今，很多中资企业在

巴西投资，当地大街上随处可见

来自中国的汽车、手机、生活用品

等。2022 年，里约市市长签署了议

会通过的一项法案，将每年 9 月

28 日设立为“中文日”，并作为里

约市的官方节日写入日历。

乔建珍还清晰记得，2014 年

学校刚成立时，恰逢金砖国家峰

会在巴西福塔莱萨举行。当时，有

不少外围活动都找不到合适的翻

译人员。“我当时就对大家说，一

方面岗位这么稀缺，另一方面失

业人员却那么多，所以我们真的

要用中文教育，帮助学生们多一

个谋生的手段。”

更令乔建珍自豪的是，从这

所学校走出的学生大学毕业后，

有的继续进修，有的成为里约热

内卢州中小学中文教师，有的选

择去中国留学深造，还有一些学

生得到了去中资企业工作的机

会。

站在中巴建交 50 周年的时间

点上，望向未来，乔建珍觉得充满

希望。

（刘少华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小城尼泰罗伊与里约热内卢市隔海相望，大桥相连。

当地著名的瓜纳巴拉海滩前，一处漂亮的黄色小楼外墙上，用葡语写着“若阿金·戈麦斯·德·索

萨葡中双语高中”。院子里，两名工人师傅一整个下午都在忙忙碌碌，先是在墙上打草稿，然后一点

点用颜料上色，到下午太阳落山时，一人多高的纪念图案已经绘制完成。上面，有中巴两国国旗元

素，写着大大的“十周年纪念”。

这是巴西境内第一所以葡萄牙语、中文和英语 3 种语言教学的公立高等中学，2014 年成立，

2015 年 2 月正式启动，由里约热内卢州政府和河北师范大学共同创办，以理工科，尤其是数学教育

为特色。

望着学校的角角落落、一草一木，学校创始人及中方负责人乔建珍感慨不已。

团队成员孔智勇在现场演讲、答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