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教资讯

华文之声

打开柜子、存好包，我

提着图书馆给访客准备的

篮子，沿着楼梯上行，在图

书馆的一天就这样开始

了。通常，我会选择靠窗边

的位置坐下，阅读累了，还

可以欣赏窗外景色。

环顾馆内四周，有的

同学神色匆匆，在寻找资

料；有的同学则安安静静，

在享受阅读。图书馆外，一

窗之隔，就是德国慕尼黑

市中心一条较为繁华的大

街，路上的行人低头畅聊，

甚是悠闲自在，这与静悄

悄的图书馆形成鲜明对

比。

我所就读的慕尼黑

大学有 16 座图书馆，分

散在城市各个校区。前述

提到的那座是我最常去

的，它规模适中，陈设也

中规中矩，没有华丽的装

饰设计。

这座图书馆主要存放

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

心理学等人文社科类的书

籍。我经常在这里翻阅日

常学习用到的专业类书

籍，如果有时间，也会看看

纪实文学作品、经典小说

等。

我常去的这座图书

馆门口就是地铁站，交通

方便，距离市中心也不

远。它所在的这栋楼旁边

还有很多超市和面包店，

较为热闹。不过图书馆里

平时人并不多，或许是因

为这座图书馆比较小，在

繁华的闹市中并不起眼，

我曾经数次路过这栋楼，

都没发现这里面竟然有

一座大学图书馆。这种闹

中取静的氛围、独特的气

质，让我在众多图书馆中

偏爱它。一窗之隔，一边

是图书馆，是获取养分、

充实自我的地方；一边是

闹市，是充满生活气息的

地方。

我喜欢读文学作品，

阅读时可以用第三视角去

看别人的生活、悟别人的

思想，在品味故事的过程

中受到启发。还记得读法

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

时，我被故事中跌宕起伏

的情节深深吸引。这部小

说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

学的代表作，作者司汤达

赋予了主人公鲜明的性

格，描写人物内心独白的

手法独树一帜，小说篇幅

虽然很长但节奏明快。我

为书中人物的悲剧命运扼

腕叹息，也感叹作者的文

学造诣高深，开创了“意识

流小说”“心理小说”的先

河。

在阅读之旅中，我发

现人也会变得理性、勇敢。

例如在面对纷繁复杂的信

息时，阅读的积累带给我

们丰富的知识和深度的思

考，帮助我们分辨事实与

真相，而不是人云亦云。例

如，当我读德国哲学家尤

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

的结构转型》这本书时，不

禁思考，我们身处的公共

领域和私人领域该如何界

定，在公共舆论场合，个体

该如何理性发声。阅读教

会我在表达之前，要再三

思考，如何去阐释观点、组

织语言，才尽可能做到不

偏不倚。

这座图书馆已陪伴我

两年，它就像我的一方小

天地，在这里我度过了许

多安静的学习时光，这将

成为我留学生活中特别的

回忆。

（杜珂 来源：人民日报

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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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连线

为深化港澳台学生国

情教育，提升文化认同，增

强国家意识，7 月 22 日至 7

月 28 日，以厦门大学“行

远”港澳台学生骨干培养计

划学员为主的 16 名港澳台

学生组成的“共圆中国梦”

社会实践队奔赴武汉和宁

夏隆德县，进行为期一周的

国情研习和社会实践。

感学践悟

用脚步丈量中国大地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

广大青年要如饥似渴、孜孜

不倦学习，既多读有字之

书，也多读无字之书，注重

学习人生经验和社会知识。

从暑气炎炎的荆楚大地到天

高云淡的塞上江南，从楚国

八百年到西夏民族史，从科

技大厦到田间地头……实践

队员们跨越东西南北，走过

长江黄河，饱读无字之书。

在叶开泰中医博物馆、

湖北省博物馆、建筑科技

馆、黄鹤楼、魏氏砖雕展示

馆，学员们漫步其间，感受

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怀着

敬佩的心情，学员们参观武

昌起义的城门，重温六盘山

的长征之路，走进那一段段

波澜壮阔的历史时光。

传统与现代的交织，西

部与中部的文化碰撞，多样

的文化魅力激起了港澳台

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访学调研

用眼睛发现国情社情
本次实践，16 名港澳台

同学组成三支小队，从教

育、电商、非遗文化传承等

角度对隆德县的经济文化

发展现状进行了综合性的

调查研究。

“学校有多少间机房？设

备情况如何？”“教师在教学

中对多媒体设备的使用情

况如何？”“学生在信息技术

课程中主要学习的内容有

哪些。”凌晨一点钟，以隆德

县信息技术教育现状研究

为主题的第一小组还在挑

灯夜战。通过调查分析，他

们初步了解隆德县信息技

术教育的情况，对乡村振兴

战略下西部教育的发展变

化有了深刻感悟。

在人造花的生产车间、

张树村的合作社养殖园、砖

雕厂的雕刻工作室里也活跃

着一批“厦大蓝”的身影。他

们从一朵人造花飘洋过海远

销欧美的过程，探知电商的

作用，从一片青砖里蕴藏的

百年技艺，探讨文化遗产的

传承之重和创新之力。

交流帮扶

用行动奉献青春力量
“隆德所需，厦大所能。

作为一名港澳台学生，爱国

是我们最鲜亮的底色。我希

望能追随学校的脚步，尽我

所能回馈社会。”在与隆德

四中的座谈中，建筑与土木

工程学院 2020 级建筑学硕

士研究生，“行远”计划香港

学生黄佳鸿毅然决定将去

年获得的港澳及华侨学生

奖学金捐给隆德县教体局

用于购置教学设备。在实践

期间，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吴

德文为隆德四中的 200 余

名中学生开设了题为“计算

思维教学发展现状”的讲

座，并承诺为隆德县师生持

续提供信息技术的教学资

源。

师生纷纷表示要结合

所学所长，为闽宁协作、乡

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闽宁携手，山海情深。”今

年已是厦门大学定点帮扶

隆德的第十年。十年间，厦

门大学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和使命感，用“实”的精神

和态度，不断创新工作思

路，丰富智力扶贫模式，动

员各方力量，广泛凝聚扶贫

攻坚强大合力，全力帮助隆

德打赢脱贫攻坚战。

（易恩亚）

华侨大学泉州古城遗产

保护与利用研究基地揭牌成立
据中新网报道 由华侨大学和泉州市鲤城区政

府共建的“华侨大学泉州古城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

基地”日前揭牌成立，双方并签署《合作共建框架协

议》。

今年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制度设立四十周年，

也是古城泉州申遗一周年。2021 年 7 月，“泉州：宋

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入选《世界遗产

名录》，成为中国第 56 处世界遗产。

据了解，该基地将发挥华侨大学在建筑历史与

遗产保护的专业优势，以泉州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利

用展示及古城空间环境改造提升为目的，通过遗产

保护利用专题研究、空间环境提升整治设计工作营

等多种形式，动员社区居民参与到遗产保护利用，

共同推动古城的保护与利用，助力泉州打造“世遗

保护典范之城”。 (孙虹 谭磊)

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

捐赠善款支持华文教育
据东南网报道近日，菲律宾华文学校联合会(以

下简称“华文学校联合会”)轮值主席兼菲律宾中正学

院校长叶启明带领该会同仁们礼访旅菲各校友会联

合会(以下简称“校友联”)，双方进行了友好座谈。

校友联主席张怀义表示，华文学校联合会是由

当地 125 所华文学校共同组织的华文教育机构，其

宗旨是为宣扬中华文化，发展华文教育，加强菲律

宾各华文学校之合作，互相交流教学经验及改善华

文教师福利。他还表示，为支持华文教育事业的发

展，经会内商议后决定向华文学校联合会设立的

“华社尊师重道奖励基金”捐赠 100 万比索作为善

款。

叶启明感谢校友联对“华社尊师重道奖励基

金”的慷慨支持，他表示，华文学校联合会设立“华

社尊师重道奖励基金”是鼓励华文教师们的一种方

式。他希望未来华文学校联合会能够继续与校友联

进行合作。 （王丹凤）

米兰华侨中文学校与华夏语言

艺术学校举办暑期联欢活动
据中国侨网报道 7 月 26 日下午，米兰华侨中

文学校、华夏语言学校在米兰大学校区内，举办暑

期联欢暨毕业典礼活动。

米兰总领事馆领事孟蕊对米兰华侨中文学校、

华夏语言学校建校以来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的肯

定。她表示，米兰华侨中文学校是领区最早成立的

华校之一，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使学校成为国务院

侨办授牌的第一批海外示范华校，希望日后随着两

国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的华裔新生代和

意大利朋友热爱学习中文，热爱中华文化，文化交

流促进民心相通，也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发展合作机

遇。

随后，米兰华侨中文学校、华夏中文学校的学

生们为现场嘉宾表演了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

第二期乌兹别克斯坦
本土中文教师培训课程开课
据中国侨网报道 当地时间 8月 1 日，第二期乌

兹别克斯坦本土中文教师培训课程的开课仪式在

线上举行。来自十多所学校和教育机构的 60 多位

本土中文教师参加了开课仪式。

本次课程内容涵盖了汉语词汇、语法、汉字等

基础知识在教学中如何精讲与操练，第二语言习得

特点所需要的“二语教学与应用”“二语教育心理

学”以及为进一步提升本土教师教学技能，丰富教

学手段而设计的“声音塑形与形体语言在教学中的

应用”，影视手段在国际中文教学中的应用等创新

型课程。

这些课程不仅能提升本土中文教师线下与线

上的教学技能，更能帮助本土教师加强中文教学的

素养。在培训课程之后，还设置了笔试和模拟试讲

环节，目的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切实有效地解决

本土中文师资专业水平参差不齐、教学资源欠缺等

实际问题。

品味闹市书香———我的留德生活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