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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

网上夏令营泉州营开营
6 月 29 日，“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网

上夏令营第 5期泉州营举行线上开营式，来

自美国、德国、英国、爱尔兰、西班牙、葡萄

牙、荷兰等国家 168 名华裔青少年将在为期

15 天的时光里，共聚网络课堂，一起领略中

华文化之美。本次线上活动由中国侨联主

办，福建省侨联、泉州市侨联、惠安县侨联承

办，德国福建商会、北美华人华裔寻根协会

协办。

开营仪式上播放了中国侨联文化交流部

部长刘奇讲话音频。刘奇部长勉励营员能认

真听好每一个故事，认真写好每一个字，认

真思考每一个问题，认真做好每一次作业，

争取得到老师们的表扬，争取独具自己的风

格和特点。他还点赞为夏令营活动辛苦付出

的老师们和侨联工作者。

为了提升办营效果，在总结前几期经验

的基础上，本期泉州市侨联专门安排泉州师

院对外汉语专业的小老师在微信群中进行

语音教学并与营员互动，相信在小老师的指

导下，可以进一步加深营员对中华文化的理

解，提高学习兴趣。开营仪式结束后，来自泉

州师院的小老师在 zoom 上给营员们上了生

动有趣的第一堂课。

据悉，“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网上夏

令营共 8 期，每期 15 天，持续至 8 月 27 日，

第 5期夏令营活动将持续至 7月 13 日。

（据中国侨网报道）

印尼孔子学院“云端”

庆端午传播中华文化
6 月 25 日，由印尼三一一大学孔子学院

举办的“云”端午节系列活动开幕式在线上

举行。三一一大学副校长尤里斯教授、文化

科学学院院长华尔多教授、孔子学院外方院

长潘范妮和中方院长陆雨参加开幕式。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次端午节系列

活动改为线上进行，通过国内外各大社交平台

如微信公众号、Zoom、Instagram、YouTube 等

进行视频直播。位于梭罗市的印尼三一一大

学，与中国合作院校西华大学组成各自工作团

队进行了精心准备。200多名印尼大、中、小学

师生欢聚“云端”参加当天的首期节目。

华尔多致辞称，通过端午节活动能更加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希望此次活动能加强印

尼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尤里斯感谢该校孔子学院举办的此次

活动，让印尼师生了解到中国民众挂艾草、

划龙舟、吃粽子等端午节习俗。

本次活动为期三天，除视频直播和图文

介绍外，还有有奖问答、画龙舟比赛等各种

节目，给参与者带来别样的“云”端午体验。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马来西亚举行线上“汉语桥”

大中学生中文比赛
6 月 27 至 28 日，2020 年度“汉语桥”世

界大学生、中学生中文比赛马来西亚赛区决

赛先后通过社交媒体线上直播方式举行。来

自马来西亚 7 所大学的 19 名选手参加大学

生组决赛，7所中学的 11 名选手参加中学生

组决赛。

比赛由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主办、马

来亚大学孔子学院承办。马来亚大学孔子学

院外方院长艾琳在欢迎词中表示，“汉语桥”

比赛已成为越来越多中文学习者的年度盛

会，学习中文不仅是学习语言，也是了解中

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过程。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文化参赞张振

表示，今年是中马建交 46 周年，在共同抗击

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中马之间的真挚友谊得

到体现，“汉语桥”比赛的参赛者和中文学习

者都将是中马友谊未来的使者。

（据新华网报道）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

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

一生情，一杯酒……”

在华侨大学第十五期外

国政府官员中文学习班“云”

结业典礼上，来自不同国家的

20 多位外国政府官员代表在

“云端”合唱中文歌曲《朋友》，

表达了彼此的依依不舍和深

厚友谊。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这

场特别的结业典礼 6月 21 日

采取“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举行，在校的 1 名学员现

场参加典礼，而分居各国的

108 名学员通过直播线上参

加。

在这一天，来自泰国、印

度尼西亚、菲律宾、老挝、柬埔

寨、沙特、阿曼等 7 个国家的

109 名政府官员，完成为期一

年的学习，从华侨大学顺利结

业。

华侨大学校长徐西鹏祝

贺学员们顺利结业。他表示，

在当前抗击疫情的严峻时刻，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

守望相助、共克时艰，希望各

位学员回国后，“发挥熟练掌

握中国语言、熟悉中国事务的

优势，积极传播中华文化，投

身‘一带一路’建设，多向所在

国人民介绍真实立体全面的

中国，携手为促进民心相通、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

量。”

过去一年来，华侨大学

为外国政府官员开设了汉语

听力、口语、阅读等课程，疫

情期间改为线上教学，坚持

“停课不停学”；还开设了中

国传统音乐、舞蹈、武术、绘

画、民间手工艺等各类文化

课程和讲座，组织赴福建晋

江企业、云南警官学院、西安

交通大学等地开展交流和社

会考察，让学员们亲身感受

中国文化、了解现代中国发

展面貌。

“虽然在华大时光很短

暂，但她教会我很多———科学

的精神、团结的力量、担当的

勇气、友谊的延续。”结业典礼

现场视频连线的学员代表、泰

国警察刘文远，特别感谢疫情

期间老师们还坚持为大家上

网课。

他说，来中国后，听到最

多的词是“人类命运共同

体”，“以前并不了解它的意

思，但是经过这场战‘疫’，我

深刻认识到中国集中力量办

大事的制度优势，以及世界

人民休戚与共、守望相助的

重要性。”

“学习中文不是最终的目

的，以文化为桥，做两国友谊

的桥梁，才是我们的责任。”刘

文远表示，今后将继续努力学

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像诗

琳通公主一样努力在文化、教

育等各领域推动泰中友好合

作。

外国政府官员中文学习

班是华侨大学打造的一个中

华文化传播平台和对外交流

合作品牌，创办 15 年来已先

后为泰国、老挝、菲律宾、柬埔

寨等 12 个国家培养了 1045

名汉语人才，促进中外人文交

流，厚植“一带一路”建设民意

根基。

据华侨大学介绍，往期

学员中，郑啸天现已升任泰

国空军上校；张博文现任泰

国国会上议院秘书办公室对

外联络官，承担了泰国旅游

部“救助中国游客的泰国志

愿者汉语基础会话”培训工

作……他们已成为中泰两国

友好往来的使者。当天，他们

也在“云端”表达对学弟学妹

顺利结业的祝贺，对华侨大

学培养的感激之情。

华侨大学副校长曾路主

持结业典礼。典礼上，华侨大

学还播放了为学员们精心制

作的电子相册以及《致知力

行·继往开来》主题视频，通

过影像资料回首学员们在华

大学习的点点滴滴，表达携

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

好愿景。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随着外国民众对中文及中国文化的热情持续升温，国际中文教育蓬勃发展。多位孔子学院负责人及外国知名汉学

家认为，国际中文教育将会继续升温，孔子学院对国际中文教育的持续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中文学习需求与日俱增

多位孔子学院负责人

及外国汉学家看好国际中

文教育发展前景。他们认

为，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

提升，未来将有更多外国人

走进课堂学习中文。

菲律宾雅典耀大学孔

子学院中方院长梁广寒

说，国际中文教育在全球

范围内前景广阔。全球经

济一体化时代和中国经济

实力及影响力的上升，引

发全球中文需求井喷。梁

广寒表示，菲律宾与中国

一衣带水，中文教育在菲

律宾是刚需，菲本土各界

人士和大量驻菲国际人士

的中文学习需求预计在相

当长时期内都将持续保持

上升态势。

在白俄罗斯，人们学习

中文的热情也与日俱增。白

俄罗斯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院长托济克表示，几年后中

白工业园将会有较大发展，

届时，园区内会有很多白中

合资企业，需要大量懂中文

的人才，白国内中小学学习

中文的人数也将持续增加。

白俄罗斯教育部也计划扩

大中文教学，使 2022 年后

本国学习中文的中小学生

数量提高到 4000 人。

乌兹别克斯坦知名汉

学家、塔什干国立东方学院

教授伊斯马特·别克穆拉托

夫说，乌兹别克斯坦年轻人

对学习中文和去中国接受

教育的兴趣日益浓厚。官方

数据显示，在乌兹别克斯坦

各大学中，目前有 800 多名

学生主修中文专业，1000

多人将中文作为第二选修

外语。

推动中文教学的有效平台

在国际中文教育的发

展历程中，孔子学院凭借

其高质量教学发挥了关键

性推动作用。

巴西汉学家、里约州

立大学古东方学教授安德

烈·布埃诺介绍说，20 年

前在巴西学中文非常困

难，随着巴西人对东方文

化的兴趣增浓，巴西社会

上出现一些中文班，但水

平不一。孔子学院的到

来，让巴西人可以在正式

的教育机构、在有专业资

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中

文。

日本汉学家、广岛大

学副校长佐藤利行说，45

年前，由于缺乏教材，他

和同学只能通过广播节

目收听中文新闻以及通

过查字典阅读文章学习

中文。而现在日本学习中

文的环境非常好。他表

示，学习语言需要从文

化、历史、地理等多方面

着手，从这个意义上说，

孔子学院起到的作用很

大。

今年 72 岁的中谷喜和

3 年前进入日本北陆大学

孔子学院学习汉语和中国

文化。他非常喜爱中国的历

史文化，先后去过中国 6

次。他说，孔子学院是日中

交流的有效平台，能够帮助

更多日本人学习中国的历

史文化，加深对中国的了

解。

匈牙利罗兰大学副校

长、汉学家、罗兰大学孔子

学院匈方院长郝清新说，

匈中人文交流源远流长，

几代知华友华的汉学家和

学者开创了匈牙利中文教

育和研究的先河，于 1923

年成立了罗兰大学中文

系，但由于中文系在学人

数有限，无法发挥更大影

响力。罗兰大学孔子学院

的成立，推动匈牙利中文

教学上了一个新台阶。在

罗兰大学孔子学院十几年

来的不懈努力下，匈牙利

有多所中学将中文作为第

二外语，有些成为学分课

程。

哈萨克斯坦国立欧亚

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杨

雷认为，孔子学院“要为当

地创造学习中华文化的沃

土”，让当地能更好地开展

中文学习。

（据新华网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