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泰高校联合培养

汉语专业人才
据中新网报道 泰国孔敬

大学 - 中国西南大学 2024

届本科双学位毕业典礼日前

在孔敬大学举行，36 名由孔

敬大学与西南大学联合培养

的汉语言文学和国际汉语教

育专业毕业生正式毕业。

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中方

院长张家政表示，双学位联

合培养项目迄今已经培养了

十四届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

生和十二届国际汉语教育专

业毕业生。未来，孔子学院将

会继续扮演参与者与桥梁的

作用，持续推进泰国青年才

俊的培养工作。

孔敬大学校长昌才期望

同学们能够将所学知识与技

能运用到更高层次的学习或

工作中，不断寻求新知，时刻

关注世界风云变幻，继续为

建设和促进泰中友谊奉献自

己的力量。

自 2006 年泰国孔敬大学

- 中国西南大学两校共建孔

子学院开始，学院设立了两

个本科双学位联合培养项

目。截至目前，已经培养了近

千名毕业生，大部分已经成

为泰国教育、文化、旅游等诸

多行业的中流砥柱。

（李映民 赵婧楠）

中印尼产教融合发展论坛举行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由印

度尼西亚雅加达国立大学、

中国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和中

印尼文化与教育交流协会联

合主办的“中印尼产教融合

发展论坛”近日在雅加达国

立大学举行。

三方共同发起成立“中印

尼产教融合共同体”，合作内

容包括共建印尼职业教育标

准认证中心、印尼国家职业

技能鉴定中心、印尼产教融

合实习就业基地等。首批合

作单位包括 24 所印尼大学、

30 多所中国职业院校以及 50

余家拟合作的中资企业。

论坛嘉宾围绕“职业教育

合作：标准、内容和技能培

训”“中印尼产业的技术人员

需求与教师能力提升”展开

讨论，并和与会人员交流互

动。 （李志全 徐裕琴）

第二届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

专家研讨会举行
据中国侨网报道 12 月 18

日至 20 日，由国家语委“一带

一路”语言生态研究中心、浙

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社会

发展学院主办的第二届国际

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专家研

讨会在浙江师范大学举行。

2024 年全国 10 所高校

获批首批国际中文教育博士

专业学位授权点。本次会议

的召开对凝聚国际中文教育

专业和学科建设共识，构建

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学术体

系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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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0 日，冬至阳生，岁回律

转，300 余名华侨大学境内外学子

一同包饺子、搓汤圆、赠祝福、识节

气、提笔消寒、手作雅灯……享民

俗乐趣，话邻里情深。

揉面、擀皮、调馅、放料……在

社区阿姨的指导下，同学们专心致

志地捣鼓着手中的“元宝”，温软的

面团经手揉捏后变得更加富有弹

性，一上一下间，面团被擀成薄皮，

轻轻一抹馅料，对折、捏紧，变幻成

饱满的饺子，从擀面到包馅，从捏

褶到成型，小小的饺子，包的是幸

福喜悦，捏的是邻里温情。

“以前总是在家里吃现成的饺

子，这次自己动手包，才发现其中

趣味无穷。等回家后，我也要给家

人露一手，让他们尝尝我亲手包的

饺子。”建筑学院 2023 级中国澳门

学生吴江一边向大家展示他的成

品，一边兴奋地说。

来自阿联酋的外国语学院

2021 级华侨学生张迈巧手裁剪、拼

接，创作出一幅“冬至饺子图”。她

打趣道：“今天我包了饺子、吃了饺

子，做的布贴画也是饺子，想必今

年冬天我的耳朵一定不会再被冻

到了！”

身着鹅黄汉服的美术学院 2021

级中国香港学生李淑弘于祈福墙

前，系上“冬去日暖，万事和乐”的祈

愿；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跃然古风

书灯之上，工商管理学院 2023级中

国澳门学生林丽娜的嘴里喃喃着

“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

足以畅叙幽情”，感慨着没想到做书

灯还能学习到古诗文经典。

据悉，华侨大学基于“一站式”

学生社区借民俗搭桥，常态化开展

冬至、春节、端午等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体验活动，旨在让境内外学生

感受邻里温情、领略中华传统文化

魅力，促进更多学生将中国故事和

中国声音讲得更生动、传得更深

远。 （蔡昆松）

在厦门大学，有这么一群年

轻人。他们奔赴异国他乡，播撒中

文种子，展示中国青年的奉献精

神。他们，就是国际中文教育志愿

者。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厦门大

学已先后派出国际中文教育志愿

者 747 人次。

“中文不再陌生，中国不

再遥远”
近日，柴莹莹和陈盈菲即将

完成在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

学孔子学院为期 1年的国际中文

教育志愿者工作，返回厦门大学。

1 年来，课堂上的点点滴滴给两

位老师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陈盈菲和学生一起探索中文

的奥妙。“为什么汉语拼音上面有

符号？”“老虎的‘老’和老师的‘老’

是一样的吗？”“饺子、粽子为什么

都有‘子’？‘子’是什么意思？”学生

们的问题层出不穷，他们对中文的

好奇心令陈盈菲十分惊喜。在陈盈

菲的启发式教学下，孩子们渐渐爱

上了中文课，爱上了中文这门语

言。“或许这就是我来到孔子学院

的意义。”陈盈菲说。

柴莹莹在 4 所学校任教，她

说：“骑车穿梭在各个学校的每一

天，都充满了未知的挑战和无限

的希望！”令柴莹莹最难忘的是在

异国他乡过的中秋节，她和学生

一起为大家带来了一场歌舞表

演，融合了汉服之美、扎染艺术及

剪纸技艺等。活动结束离开礼堂

时，一个又一个学生走向柴莹莹，

问她：“我们可以上更多的中文课

吗？”那一刻，柴莹莹非常激动，

“我知道，对他们来说，中文不再

陌生，中国不再遥远”。

2016 年 9 月，邱玉华作为国

际中文教育志愿者前往波兰弗罗

茨瓦夫大学孔子学院任教。刚到

波兰，异国他乡的新鲜感还未褪

去，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难和挑战

便接踵而至。

邱玉华的教学对象年龄跨度

大，任教的地点分散，有的地方来

回通勤时间需要 3个小时，她就

把部分备课工作安排在乘坐电车

的途中。在邱玉华的努力下，学生

们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的热情被

激发，来自各个地区的学生积极

参与孔院举办的各种中华文化活

动，成为弗罗茨瓦夫市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在第 22届“汉语桥”世界大学

生中文比赛中，泰国皇太后大学孔

子学院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肖婧

辰指导的选手张益荣获全球总决

赛“亚洲冠军”、泰国赛区总冠军。

肖婧宸和张益荣亦师亦友。在

准备“汉语桥”比赛期间，她们曾一

起在办公室准备参赛材料到深夜，

也一起拍参赛视频，互相鼓励，克

服困难，最终收获好成绩。“极其幸

运，我遇到了如此努力优秀的学

生，互相成就是师生关系里最美

好、最幸运的事情！”肖婧宸说。

“您是我们最大的礼物”
2019 年 12 月，在尼日利亚纳

姆迪·阿齐克韦大学孔子学院 (以

下简称“韦大孔院”)任教的邹维琴

被评为“2019 年度孔子学院先进

个人”，并被授予“孔子学院奖章”。

回首在非洲的时光，邹维琴感叹

道：“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018 年，邹维琴怀揣着对国

际中文教育事业的热爱来到尼日

利亚，成为一名国际中文教育志愿

者。她所在的教学点奥古联邦理工

学院比较偏远，停电缺水是常事，

生活不便，购物困难，卫生条件差。

原本计划在这里做 1 年志愿

者的她，当看到学生们为了改变

自身命运，起早贪黑地努力学习

中文时，深受感动，决定克服困

难，继续留在这里教授中文。邹维

琴一直觉得学生也是自己的家

人，学生们也把她当作亲人。邹维

琴至今记得 2019 年教师节那天，

学生们悄悄为她准备了礼物，并

在精心布置的黑板上写下“教师

节快乐，您是我们最大的礼物，辛

苦您了”，当时的她顿时泪目。

在邹维琴的努力下，26 名学

生成功申请到国际中文教师奖学

金，来到中国留学，开阔了眼界，

增长了知识。她不仅给学生种下

希望，还将他们的梦想变为现实。

“放不下这里求知若渴

的孩子”
2012 年 9 月，许伟刚步入厦

门大学攻读研究生。当时，在尼日

利亚韦大孔院的中文教师吴群彬

结束任期回到母校作演讲，向学

弟学妹们介绍了自己在尼日利亚

的教学时光。这次演讲让许伟深

受感染，“报名！我当时心里就一

个想法”。

然而，在心愿达成，真正踏入

韦大孔院校园时，有限的教学条

件让许伟感到犯难。他想了很多

办法，比如将很多知识点设计成

游戏，以比赛的形式调动学生积

极性，也让中文课堂变得生动有

趣。在开展中文教学的过程中，

“成为一名优秀的国际中文教师”

也成了许伟为之努力的方向。

二度奔赴尼日利亚时，许伟

说：“我放

不下这里

求知若渴的孩子”。他积极投身

“汉语桥”比赛的活动组织，在许

伟的协助下，韦大孔院主办了

2018 年尼日利亚赛区“汉语桥”

大学生中文比赛。他指导的参赛

选手丁家明成为尼日利亚首位

“汉语桥”大学生中文比赛非洲赛

区冠军。和学生们结下的情谊，让

他在第二次任期结束后，第三次

奔赴尼日利亚。

谈及自己三次赴尼日利亚开

展中文教学，许伟说：“我见证了

中文为学生们开启了通向新生活

的大门，有的同学凭借语言优势

成功创业，成为拥有超过 150 名

员工的企业负责人；有的在跨国

企业中成为管理层，拿着远超当

地平均水平的薪水；有的在学术

研究上取得突破，已获得博士学

位……看到他们通过中文学习更

加自信、实现梦想，我深感自豪。”

国际中文志愿者们的故事仍

在继续，他们用扎实的知识、温暖

的情谊滋润着中文学习的幼苗，凝

结成文化交流的一点一滴，架起了

一座座民心相通的友谊桥梁。

（尹雨桐 周媛媛 来源：人民

日报海外版）

厦门大学派出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 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