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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经纬印尼营开营
8月 12日，由中国华文教

育基金会主办，华侨大学承办

的 2019 中国文化海外行———

“一带一路”经纬印尼营在印尼

文桥三语学校开营。中国驻登

巴萨总领事苟皓东，领事孙丽

华、李常达；中国华文教育基金

会项目一部主管张涵；文桥三

语学校董事长江睿；华侨大学

教师团队以及营员代表等近

300 人参加开营仪式。

苟皓东在致辞中勉励营员

们积极参与到文化交流的系列

活动中，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

传统文化和艺术的魅力，加深

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争当中

印尼友好交流的小使者。

江睿希望通过“中国文化

海外行”系列活动，让文桥三

语学校的同学们近距离接触

中国文化，提高学习汉语的兴

趣，增进中印尼文化的交流融

合。

张涵鼓励营员们珍惜此次

学习机会，在活动中熟悉中国

元素，增进对中华文化的理解，

学有所获。

华侨大学教师代表在发

言中表示，将借助中国华文教

育基金会搭建的文化交流平

台，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专业的

教学态度，践行“和而不同、美

美与共”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宗

旨，与文桥三语学校的师生一

起分享中国文化的魅力，共同

促进中印尼的文化交流与友

好交往。

据悉，2019“中国文化海

外行———‘一带一路’经纬印

尼营”由印尼文桥三语学校协

办，中国经纬置地有限公司资

助，为期 12 天。华侨大学从音

乐舞蹈学院、体育学院、美术

学院等单位选派了 8 名优秀

教师，将在印尼文桥三语学校

教授音乐、舞龙、武术、打击

乐、中国画和中国舞蹈等中华

才艺课程。

汉语本体知识储备待增

第三届中国国际华语
大会在广西桂林举行

8 月 19日，第三届中国国际华

语大会在广西桂林开幕，澳洲语言

协会主席、著名华人朗诵家吕忠堂

在演讲中称，近年来，随着世界各

地的人们对学习汉语的热情越来

越高，汉语热在全球范围内持续

升温。

吕忠堂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中文在世界各地的应用范围

也逐渐扩大。在澳大利亚，使用中文

的人约占总人口的 1.5%，在家庭使用

中文的有 9.7 万人次，“汉语热”日渐

形成。他们通过学习中文，也在更多

地了解中国。

当天，30多位国内外知名的语言

艺术家、教授学者应邀出席第三届中

国国际华语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广

播电视台主持人、播音主持艺术高校

教师和语言艺术从业者、爱好者，以

及部分中小学校师生共约 380 名代

表参加。

作为中国语言艺术展示和学术

交流的大型活动，中国国际华语大会

每次举办均引发国内外华语语言艺

术业界的广泛关注，具有较高的影响

力和美誉度。

据了解，此次大会为期 5 天，将

开设“大师公开课”18 场次，授课讲

演内容含括朗读、朗诵、新闻播音、

影视配音、广告演播、旁白解说、故

事演播、演讲及节目主持等六大

门类，组织者寄望创造一个良好

的交流学习平台，让参会者拓宽

专业视野，创异学术思路，提高实

战水平。期间还增设了“名家名篇

分享晚会”，由出席大会的众多艺

术名家与部分参会代表联袂登台

表演。

此外，根据众多与会专家学者

的倡议，本次大会特设“青少年教研

代表展演讲评”环节，面向全国招募

语言类艺术优才少儿，到大会现场

进行节目展演，接受全体语言艺术

家、专家学者和专业代表的点评解

析。旨在引导青少年语言教育回归

正轨，打造一个青少年语言教育的

教学样板，实现青少年语言教育可

持续的良性发展，有力推进“语言强

国”建设。

(唐梦宪李怡慧)

马来西亚森美兰 2019

华裔中学生交流营闭幕

据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报道，

近日，为期 3 天 2 夜的 2019 年森

美兰州华裔中学生交流营落幕，

120 名学生 共同 留下 了美 好回

忆。据了解，本次交流营在芙蓉

亚沙马华小学举行，获得了来自

森美兰州多所中学学生的积极

响应。

闭幕式上，芙蓉亚沙马华小学

副校长俞涌生表示，通过交流营，

学生不但学习了许多新知识，还

熟悉了集体生活，培养了团队精

神。

“虽然交流营已经结束，但它的

影响将伴随着大家。希望营员将这

次的活动视为起点，树立远大理想，

在今后的学习中取得更大进步。”俞

涌生说。

闭幕仪式上，大会还颁发了最佳

男女营员奖。

“我很喜欢当中文老师”
8 月 12 日，北京外国语

大学讲台上，该校中国语言

文学学院讲师孟德宏正在讲

《汉语知识与能力》。来自巴

基斯坦中巴教育文化中心华

文书院的吕珍霜老师在讲台

下听得认真。

“孟老师知识渊博，讲课

方式风趣幽默，我从他丰富的

讲课内容中，学到了很多。这

堂课让我受益匪浅。”作为一个

在海外从事华文教育近 4年的

教师，吕珍霜对照孟老师分享

的教学实践，查找自己的不足。

这一天，由国务院侨办主

办、北京外国语大学承办的

“2019年‘华文教师证书’北

京外国语大学研习班”在该

校举行开班典礼。吕珍霜和

其余 200余名华文教师将在

18 天的培训中，学习中华文

化知识、华文教学理论方法与

实践以及华文教案编写与备

课等内容。

利用假期回国参加培训
据介绍，“华文教师证书”

研习班是国务院侨办在海外

推广和实施的“培训、考核、认

证”三位一体的培训项目，旨

在顺应海外华文教育师资专

业化发展的需要，提升海外

华文教师的综合素质和教学

能力。华文教师参加培训和

考试，可根据成绩获取“华文

教师证书”。

来自加拿大华文教育学

会的肖健是第一次参加“华文

教师证书”研习班，目标是考

取证书。“我之前从事过相关

教学工作，对儿童心理学也有

了解，但看到周围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学中文，就想做一名中

文老师。此次培训是很难得

的机会，课程安排丰富，老师

教学经验非常丰富。”肖健说。

来自南美洲国家苏里南

的闫笑蕾和梁良也是第一次

参加研习班，他们就职于苏里

南中文学校，希望借此次培训

提升中文教学水平并更深入

了解中华文化。该校于上世

纪 80年代创办，学校现设有

学前班和 1 至 6年级，在校学

生约 400 名，共有 8 名全职中

文老师，“00 后”的闫笑蕾和

“90 末”的梁良是年纪最轻

的。但他们的教学任务并不

轻，闫笑蕾教一年级学生中

文，梁良教五年级学生中文，

每周上 4次课，每次 3小时。

孟德宏表示，在海外从事

华文教学的教师选择在暑期

回到中国的例子越来越多，参

加相关培训，进行充电。“我和

接受培训的华文教师们聊天，

发现在传统的中文学校，非华

裔汉语学习者的数量日渐增

大，这直接导致了对华文教师

的需求增大。”孟德宏说。

汉语本体知识储备待增
华文教师需求增加的背

后是近年来“中文热”在全世

界不断升温。随着越来越多

的国家开始重视华文教育，

华文教育得以更贴近所在国

的主流教育体制。但随着华

文教育的发展，对教师的教

学水平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参加培训，提升教学水平，成

了不少海外华文教师的愿

望。

孟德宏认为，海外华文教

师的优势十分明显，比如很多

华文教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对于如何教中文有一整套自

己的做法。同时，他们有着丰

富的跨文化语言交际经验，对

非目的语环境下的学习者，比

国内研究者更有切身了解和

感性认识。

为了激发学生们的学中

文兴趣，梁良不断调整教学

方法。“比如我教学生‘马’

字，会先画出马的图形，然

后再讲解‘马’字的演变历

史。由图到字，学生就更容

易接受。”

“由于本土教师来自不

同的专业领域，有些老师的

汉语汉字知识、中国传统文

化知识的储备相对不足，会

导致出现‘教不好’的情况。

此外，如何进行汉外语言对

比，也是老师们关心的问

题。”孟德宏说。

已有约 1 年中文教学经

历的梁良表示，在此次培训中

收获颇大，也看到了自己的局

限。“通过参加培训，我更加认

识到老师与学生之间互动的

重要性。比如教我们文言文

的老师，正是因为善用互动，

不仅调动了大家的学习兴趣，

更是让大家在课上就背下了

一篇近 100字的古文。同时，

我也在思考，如何利用多种手

段辅助教学，让学生更加喜欢

中文。”

讲解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
相关专家表示，海外华文

教育不仅教授语言，还担负着

民族文化薪火相传的使命。

这也是不少华文教师从事中

文教学的初衷所在。

数据显示，目前海外各类

华文学校约 2万所，华文教师

达数十万人，在校生达数百

万人。传承文化是不少华文

学校的办学宗旨。

“当时想的是，华侨华人

的孩子只有学会中文才能找

到回家的路。”回想巴塞罗那

孔子文化学校的办学历程，西

班牙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创

始人麻卓民说，“慢慢地形成了

明确的办学宗旨———传承和

弘扬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

“我当中文老师，一个重要

原因是考虑到学会中文是了解

中华文化的前提，我希望海外

华文教育不仅教生词、文法和

写作技巧等知识，也告诉学生语

言背后的文化内涵。”肖健说。

作为中文教师，闫笑蕾的

每月收入并不高。“但老师们

并非冲着薪水来教书。大家

是真心热爱这份工作，有的

老师已经教了 20 多年。”闫笑

蕾说，“虽然一年级学生是老

师们公认较难教的，但当我看

到学生们的学习有了进展，看

到他们在课后缠着我提问题，

就会有成就感。”

和闫笑蕾一样，正准备申

请大学读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的梁良也收获了来自中文教

师这份职业的成就感，“我很

喜欢当中文老师，也准备一直

坚持下去”。 （赵晓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