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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是中日青少年交流

推进年，以“日本校园文化体验

日”为主题的本次交流活动，是

2019 年度中日大学生交流事业

活动之一，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

会日中交流中心、厦门中日交流

之窗和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日语系

联合主办。

在活动现场，日本国际交流

基金会日中交流中心稻田久美子

女士介绍说，“每年 3月和 9月，

我们都会选拔日本大学生团队来

到中国开展青少年交流活动。”其

选拔标准主要有两项，一是学生

团队的交流意愿；第二，看参选学

生提供的交流策划书。

“这次，我们从 50个参选团

队里选出 5个，来到中国，并投放

到不同的基地去开展交流活动。”

她说。

其中，来到福建进行交流的

6位日本大学生是日本爱知大学

的团队，他们的策划主题“日本校

园文化一日体验”以其成熟的可

操作性和较好的趣味性胜出。譬

如，日本小学生校服体验环节，一

顶黄色的小帽子，一个方方正正

的双肩包就轻松吸引了一大波青

少年朋友的目光并排起长队等候

体验、留影。

参与体验的青少年学生在谈

论起体验感觉时，无不首先提及

“造型可爱”。由厦门大学嘉庚学

院日语系学生组成的活动志愿者

团队认为，除了可爱，“小黄帽”最

大的作用是确保交通安全，走在

路上，目标很明显，有助于车辆避

让。

据了解，去年 10月在厦门

大学嘉庚学院落户的这个交流

之窗，是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在

中国境内设置的第 15 处中日交

流活动基地，也是福建省第一

处。

厦门中日交流之窗自设立以

来，每个月都定期举办各种形式

的交流活动，为厦门地区乃至全

省的日语学习者、日本文化爱好

者提供了更好更完善的学习、交

流环境和条件。 （嘉闻）

3月 23日至 24日，华侨大

学组织 40名港澳台侨学生赴龙

岩开展红色文化研习活动。

在非物质文化提线木偶戏

传承人魏师傅（第五代传人）和

搭档的演绎下，同学们体验《皇

帝观灯》的现场教学，感受非物

质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土楼前，

建筑师傅介绍了土楼建筑的构

造、原理，同学们对客家人建造

土楼用来防御、团结族人等智慧

赞叹不已。在客家家训馆，同学

们认真研读“陈家”“林家”等家

族祖训，感受农耕、勤俭、孝悌等

家训文化。

来到松毛岭战地遗址，同学

们倾听讲解员讲述松毛岭战役中

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重温历史、

缅怀先烈。在中复村，同学们体验

了长征出发前动员讲话、饮壮行

酒、领送行干粮等。在古田会议纪

念馆，同学们参观着一张张照片、

一件件文物，体会“星星之火，可

以燎原”的革命真理，并深情缅怀

老一辈无产阶级的革命家。

同学们纷纷表示，红军前辈

们“不畏艰难、不怕困苦、不怕流

血牺牲”的精神值得港澳台侨学

生去学习、去发扬。

(洪千岚 曾莹 张永强)

福建师范大学菲律宾籍
全额奖学金研究生赴华

3月 24日，福建师范大学索

莱达学院首批 10 位菲律宾籍全

额奖学金硕士学位研究生，从马

尼拉尼国际机场起飞，飞赴中国

福建。他们将获得菲律宾友好基

金提供的每年 7000 美元全额奖

学金，在福建师范大学索莱达学

院展开为期两年的学习和生活。

分别以英文攻读国际商务、工商

管理、旅游管理硕士学位，并攻读

汉语语言课程，目标是成为中菲

未来经贸往来、友好交流的高级

人才。

福建师范大学索莱达学院，

由福建师范大学和菲律宾友好基

金于 2018年联合创办，2019年正

式开始在菲律宾招生。索莱达学

院，是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

母亲索莱达·罗亚·杜特尔特

(Soledad Roa Duterte)名字命名，旨

在让中国和菲律宾的年轻学子缅

怀和纪念这位伟大的母亲和教育

家。索莱达是菲律宾著名的教育

家、社会活动家，曾获得过菲律宾

国内及世界多个机构的奖项。

据悉，为促进中菲教育交流，

增进中菲友谊，福建师范大学索

莱达学院 2019 年计划在菲律宾

招收 60 名全额奖学金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分春季和秋季两次

招生。

菲律宾友好基金创办人、旅

菲华侨、福建师范大学校董事会

副董事长许明良先生表示，将有

大马尼拉地区和达沃地区各 30

名学生获得奖学金。这些学生将

主要来自菲律宾大学、雅典耀大

学、德拉萨大学、棉兰老大学、

SanPedro大学和红溪礼士大学六

所大学，学生们在华将主修工商

管理、国际商务、旅游管理和公共

事业管理四个专业。第二批学生

将在 2019年 9月前往中国就读。

负责招生的福建师范大学索

莱达学院副院长范启华介绍道，

春季班的 10 位全额奖学金获得

者，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来自于菲

律宾各名校的历届优秀毕业生，

原专业为市场营销管理、商业管

理、经济管理、计算机科学、信息

管理、旅游管理、英语与汉语教学

等，他们非常看重这次前往中国

学习的机会，有些甚至辞去了工

作。“他们多是多次获得奖学金，

并以优异成绩从大学本科毕业的

学霸级人物。” （关向东）

3月 23日至 24日，2019年度印

尼全国第一次汉语考试在首都雅加

达及全国其他 15个城市的分考点

同时进行，6078名考生参加考试。

印尼文教部社会教育与学前

教育总司培训与补习班辅导司副

司长 Lestari、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

化处参赞周斌、雅加达华文教育协

调机构(简称“雅协”)辅导委员会总

主席郑年锦及执行主席蔡昌杰等

视察了雅加达达国大学考点的考

务工作。

印尼汉语考试是印尼文教部

与中国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合

作项目。该考试自 2001年起由印

尼文教部华文综合统筹处和雅协

负责实施。

在雅协汉考团队的努力下，印

尼汉语考试由最初的 4个分考点、

1200名考生，发展到 2018年的 22

个分考点、全年 16430 名考生。

2014年 4月，在雅加达成立了印尼

全国汉语网络考试委员会并在全

国首次开考。至 2018年，印尼全国

汉语网考总人数达 3053人。

(林永传 刘雨浓)

据荷兰一网报道，荷兰的中文教

育进一步普及，在多个省份，特别是

西部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多家主要

面向华人子女的中文学校。目前还没

有中文学校的德伦特省(Drenthe)今年

9月将有一所新的中文学校诞生。

当地时间 3月 23日，筹建德伦

特中文学校的代表一行五人，前往已

有 30多年历史、办学经验丰富的乌

特勒支中文学校参观取经，受到乌特

勒支中文学校校长胡云飞和教务主

任郭蓓的接待，双方进行了热情的交

流与沟通。

乌特勒支中文学校已有 30多年

的历史，目前有学生 500多人，任课

教师都有大学学历，有些还是师范专

业的毕业生，基本能掌握双语甚至中

荷英三种语言，师资力量雄厚。这给

中文教育带来很大的帮助。

乌特勒支中文学校表示大力支

持德伦特省中文学校的开办，决定免

费赠送德伦特中文学校一学年的学

生教材以及教师的教学参考资料。

另外，在海外华文教师远程培

训项目、海外华文教师资格证培训

等方面，都会与德伦特中文学校资

源共享，发挥乌特勒支中文学校作

为海外华文示范学校的作用，携手

共同为荷兰华文教育的发展添砖加

瓦。 (黄锦鸿)

6000余人参加今年
印尼全国首次汉语考试

荷兰新中文学校筹建 乌特勒支中文学校分享办学经验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

推出新书 讲应用文写作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由新加坡南洋理工

大学孔子学院出版的《中文应用文写作》一书邀请

来自中国的孔子学院访问学者寇红耗时三年撰

写，希望为新中交流做出贡献。该书目前已正式发

售。

由孔子学院出版的《中文应用文写作》是学院

学术丛书的第四本。该书引用大量本地和中国实

例撰写，对公函、讲话稿和新闻宣传稿等七种类别

应用文的写法进行具体分析，结合说明和示范帮

助读者轻松理解。

孔子学院院长梁秉赋介绍，这本书原本是为了

配合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文凭中的应用文写作

课程编写的教材。不过，它同样能为与中国有文化、

贸易或政治往来的个人和团体提供参考，提升他们

在与中国交流时的信心和能力。

贸工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日前出

席新书发布会，他在受访时谈到，政府接下来会通

过贸工部、通商中国及不同商团继续在投资及经

贸方面与中国保持密切合作。《中文应用文写作》

一书将帮助本地商人在与中国企业和官员沟通时

显得更为得体。

“我个人很相信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会为将来铺

路，可能现在马上不会有经济成效。但如果我们的

年轻人更好地认识中国，中国的年轻人也更好地认

识新加坡，未来便会有合作的机会。”徐芳达表示。

(王晓亚)

暨南大学汉语国际教育日本

“硕士班”入学典礼在东京举行
据中新网报道，暨南大学汉语国际教育日本

“硕士班”入学典礼近日在东京丰岛区“千代田教育

集团”大楼举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总领事詹孔朝、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副院长曾毅平、日本杏林大学教

授刘迪等各界人士及六十多名学生出席了典礼。

据介绍，该硕士班学制为两年，由暨南大学与

千代田教育集团合作招生。教学采取采取导师个

别指导、教学点密集面授、网上视频教学相结合等

方式进行课程教学。修满本专业规定学分以及课

程成绩达到相应要求，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并且符

合学位授予条件，即可获教育部认可的硕士研究生

毕业证书以及学位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