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教资讯

华侨大学港生“兄弟档”：

汉语
课堂

院校连线

08 华文教育

本报转载使用的部分文章及照片因不能与作者取得联系，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领取稿酬

2022年 7月 1日

编辑：翁舒昕 美编：蔡晓伟

www.xmweekly.com

“我脚下的这‘一方沃

土’，就是我的第二个家。”

回想起几天前在毕业典礼

上的发言，华侨大学 2022

届本科毕业生代表、香港

学生许宜杰心绪依然难以

平复。

在内地求学的四年

中，许宜杰从青涩到成熟。

他就读于政治与公共管理

学院行政管理专业，与同

专业的香港学生吴亲中有

着诸多相似之处，俨然一

对“兄弟档”。大学四年，他

们积极上进，多次获各类

奖助学金；他们主动投身

社会实践，调研香港学生

对“一国两制”的认知现

状，参加“中国文化之旅”

寻访祖国壮丽河山；他们

同样获得“挑战杯”竞赛全

国二等奖、2022 年“大学生

标兵”、2021 年“星光耀华

园”优秀学子等诸多荣誉

……

“我的爷爷奶奶都

是泉州人，从小就一直

听长辈们讲述泉州的故

事，内心萌生了向往，我

也想多了解、学习优秀

的传统文化。”受家人影

响，许宜杰报考大学时，

就毫不犹疑地选择了华

侨大学。

吴亲中则希望可以

通过到内地学习生活，亲

身感受一下祖国近几年

发展的新面貌、新成就。

因自己从小就对中国悠

久的历史文化充满浓厚

的兴趣，在综合考量下，

他同样选择到坐落在历

史文化名城泉州的华侨

大学求学。

2018 年，他们同时入

读华大。入学以来，许宜

杰在校园各大文艺活动

中表现亮眼，并担任过华

侨大学建校 60 周年纪念

晚会等重要活动的主持

人。同时，他还凭借在演

讲、主持上的特长，在假

期与同学们组成“艺术扶

贫”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开展网络授课，线上兴趣

辅导，帮助受疫情影响的

贫困家庭的孩子们点亮

艺术之光。

在大二时担任班长

的吴亲中迅速拉起了班

级的凝聚力，并积极加入

福建省高校香港学生联

合会，参加各类公益活

动，如探访泉州鲤城区社

区福利院、参加驻华联

合 国 儿 童 基 金 会 活 动

等。坚持无偿献血的他，

4 年来已累计献血 20 余

次。

大学期间，许宜杰和

吴亲中常常一起参加课外

学术科技竞赛活动。作为

队友，二人共同参与完成

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

的港澳学生融入现状调查

研究》《社区治理视阈下疫

情防控志愿服务实践模式

调查———以五省一区部分

社区为例》等项目。

最为骄傲的是，他们

共同参与的《国家认同

视角下香港学生对于“一

国两制”的认知现状研

究———以福建、广东两地

高校为例》科创项目，在第

十七届“挑战杯”全国大

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中斩获二等奖，在

第十五届“挑战杯”福建

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中获特等奖。

此外，二人还积极报

名参加“境外生爱国教育

主题活动”“学生骨干训练

营”“中原文化冬令营研

习”等活动，在学习实践中

感悟家国情怀。

而今，二人都成功保

研本校，继续并肩前行。

“未来我想继续留在内

地，从事文化传媒方面的

工作，传播好中华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许宜杰

说。

“在香港回归 25 周年

之际，我希望香港的经济

发展越来越旺，希望各行

各业百花齐放。”吴亲中坦

言，学成后想回到香港从

事政务工作，“希望帮助更

多的香港人大胆地亲身体

会真实的内地，增强自信

心，让自己在服务国家、服

务香港的过程中，实现人

生价值。”

（孙虹 来源：中新网）

2022 年线上中华文化大乐园

欧洲园第一期开园
据中国侨网报道 6 月 27 日下午，由中国国务院侨

务办公室主办，福建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福建省海

外联谊会承办，泉州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福建省海

外华文教育发展中心协办，黎明职业大学和意大利罗马

中华语言学校共同执行的 2022 年线上中华文化大乐园

欧洲园第一期正式开园。

中国驻意大利共和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过琳指出，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维系海外中华儿女共

同的魂、共同的根。中国和意大利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

国，友好往来渊源已久。随着中意关系的不断发展，中华

文化不断得到当地社会的喜爱和欢迎。希望通过此次线

上活动，让旅意华裔青少年进一步感受和学习中华传统

文化，领略中华文化的魅力和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成

就，增进对祖(籍)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断成长为中意

民间友好的促进者。

福建省海外联谊会副会长肖华鑫介绍了福建的基

本情况。他希望，海外华裔青少年能够学有所成、学有所

思、学有所获，从中华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开拓文化视

野，并发挥自身跨越中西、兼具多种文化视角的优势，在

增进住在国和祖(籍)国之间的经济社会文化交流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作出积极贡献，努力成为推动中国和世界

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民间大使”。

本次活动以“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世遗泉州、展现当代

中国”为聚焦点，设计了“语言课堂、文化课堂、技能课堂”，

建立了横向融合纵向贯通的课程体系，来自意大利、比利

时、葡萄牙等 8个国家的 547名青少年将在为期 12天的

云端文化之旅中，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世界遗产的

独特魅力、海丝泉州的别样风情。学员不仅能对中华文化、

当代中国、世遗泉州有更多的认识，还将实现“五个”基本

技能目标：学会一首南音曲、做出一道中国菜、写下一幅毛

笔字、编出一个中国结、画出一幅海丝韵。

76 个国家将中文

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据中新社报道 中国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

长田立新 6 月 28 日在北京表示，截至 2021 年底，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旅游组织等 10 个联合国下属专门

机构将中文作为官方语言，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

文教育，76 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中国教育部当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语言文字

事业十年改革发展成就。十年来，中文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力随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而显著提升，外国正在学习中文

人数超2500万，累计学习和使用中文人数近2亿。

在加强与港澳台地区语言文化交流合作方面，十年

来开展港澳普通话水平测试 6万余人次，举办港澳中小

学教师普通话培训、港澳学生语言文化夏令营、两岸大

学生汉字创意设计大赛等活动，覆盖 10 余万人次。建立

两岸语言文字交流合作协调机制，共建中华语文知识库

网站，合编《两岸常用词典》《中华科技名词大词典》等系

列工具书，制作《潮平两岸阔》纪录片。 （高凯）

印尼举办全国中学校长

及本土汉语教师论坛
据中新社报道 2022 年印尼首届全国中学校长及本

土汉语教师论坛 6月 29 日在雅加达举行。中国驻印尼

大使馆文化教育参赞周斌、印尼驻中国大使馆文化教育

参赞苏亚德、中国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陈庆华线上出席

并致辞。

周斌说，近年来，中印尼两国人民相互好感度不断

提升。当前，中文教育在印尼需求旺盛、发展态势良好，

为促进两国民心相通作出了重要贡献。

苏亚德表示，将全力支持印尼中文教育事业，并将

与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合作线上培训印

尼本土汉语教师。

该论坛由印尼阿拉扎大学孔子学院主办、印尼汉语

教师联谊会协办。阿拉扎大学孔子学院现场与 18 所印

尼中学签订意向合作协议。 （林永传）

日前，国产古装剧

《梦华录》热播。其片头

与海报上的“录”字上部

因多了一横引发热议，

焦点在于该写法是否是

错别字。相关讨论也引

发了大家对汉字规范书

写的关注。

相关专家表示，由于

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

无论是早期以象形为主的

阶段，还是后来进入复杂

的表意文字阶段，其形体

都具有很强的多变性。汉

字的一字多形现象，扰乱

了字与词之间的对应关

系，影响了汉字记录汉语

的有效性，也增加了人们

学习和使用汉字的负担，

因而必须加以整理和规

范。

数字化背景下，汉字

字体更加多元，一些所谓

的“艺术字体”，粗俗、草率

地对汉字进行夸张变形，

不仅影响了规范汉字书写

意识，还背离了汉字的文

化内涵和审美趣味，对传

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造成了负面影响。新闻出

版、影视媒体、展览广告等

公共领域，应使用规范汉

字。但汉字书写带有个性

色彩，在非公共应用领域，

在规范性的前提下，应对

个性书写予以尊重。

值得关注的是，进入

信息化、网络化时代，计

算机汉字字体广泛应用

于出版、影视、网络等面

向公众的领域，较好地满

足了单位和个人多样化、

个性化的用字需求，但也

存在字体运用场合不当、

书写不规范等问题，有的

字体甚至忽视了文字的

书写规范、书写技法和文

化内涵、审美特征。就此，

相关专家呼吁，对字库设

计者和相关企业来说，需

要强化把关意识，提升审

美水平。

在国际中文教学中，

汉字规范书写尤为重要。

“横平竖直皆风骨，撇捺飞

扬是血脉。”在世界文明发

展史上，汉字作为形、音、

义三位一体的文字符号系

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和广泛的影响力。如何让

外国学生从规范书写中感

受汉字所承载的中华文

化，是国际中文教师面临

的挑战之一。

（赵晓霞 来源：人民日

报海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