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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7日晚，由华侨大学国际

中文教育办公室与澳大利亚丹迪

讲堂共同主办、海内外多家单位参

与联办的“立秋烟火味，万里系侨

心”全球直播活动在线举行，吸引了

近百名来自澳大利亚、美国的华侨

华人及国内青少年学生参加。

活动分“美食故乡情”“美食

代言人”和“美食生活家”三个篇

章，由海内外青少年学生同台主

持，16 组嘉宾携原创美食视频登

场并进行中英双语访谈互动。

“据说闽南方言走过一条街，

就是一种口音。面线糊用闽南语

怎么说呢？”“有人将夫妻肺片的

英文名翻译做‘史密斯夫妇’，十

分有趣，这道菜有什么典故和寓

意吗？”大家热烈讨论美食文化，

分享美食习俗，并穿插生动有趣

的美食竞猜游戏。

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大米和

小珑是两兄妹，一家祖孙三代齐上

阵，展示了家乡陕西麻食的做法和

来历，两兄妹的母亲温柳感慨“自己

小时候可以连吃三大碗，如今一碗

下肚赶紧打住。这场活动让世界各

地的孩子们以吃会友，别有一番滋

味，下一代传承的不仅是胃口和口

味，更是浓浓乡情”。

来自华侨大学华文教育青年

志愿者服务队的同学们则积极拍

摄视频为家乡美食“代言”，从泉

州面线糊、厦门海蛎煎到河南胡

辣汤、新疆烤馕再到四川麻辣烫、

广东早茶，为海外青少年们直观

呈现当代中国的精彩生活和烟火

气息。

建筑学院 2021 级学生刘祎

一是本次活动的主持人之一，她

认为这次活动立足美食、以小见

大，味觉植根在记忆深处，熟悉的

味道会提醒海外游子家的方向，

唤起他们对祖（籍）国的思念。自

己也通过与海外小伙伴的互动，

感受到他们的落落大方与出众才

华，希望彼此在交流中相互学习，

共同成长。

“作为生活在海外的华侨华人，

国内的亲人、故乡的美食、儿时的美

好回忆和成长经历，是我们难以割

舍的特殊情感。”澳大利亚丹迪讲堂

负责人彭荻表示，通过举办此次活

动，能够引导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青

少年们以美食为依托，展现多彩的

生活方式和寄托思乡之情，搭建起

文化沟通的平台。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华侨大

学国际中文教育办公室与澳大利

亚丹迪讲堂合作开展的“多语种

讲述全球地域人文历史”系列活

动之一，旨在依托全年时令节日

进行系列主题策划，为全球华侨

华人青少年搭建跨国朋辈互动的

空间平台，复苏中华文化与家族

记忆的时间纽带，助力海内外中

华儿女向心而行、向阳成长。

如果把汉字拆开，拆分

到最小单位就是笔画。笔画

是构成汉字的线条，是汉字

构形的最小单位。写字时，

从落笔到提笔留下的痕迹

叫一笔或一画。笔画增减，

字的形态和意义随之发生

变化。

有些字多了一笔、少了

一笔，字形和含义就会不

同，比如太阳的“太”和大小

的“大”，本来的“本”和树木

的“木”，笔画增减之后，表

达的含义就不同了。

通过笔画增减展开教

学，可以充分激发学生学习

汉字的兴趣。比如，老师可以

和学生讨论“日”字如果加一

笔，会变成哪个字。由于答案

不止一个，不同中文水平、不

同母语背景的学生都可以参

与其中。在“日”字的中间加

一笔可以变成目光的“目”、

自由的“由”、田地的“田”、甲

乙的“甲”；在“日”字的上方

加一笔可以变成白色的

“白”；在“日”字的下方加一

笔可以变成元旦的“旦”；在

“日”字的左边加一笔可以变

成新旧的“旧”。

笔形是汉字笔画的形

状。关于汉字笔形的分类有

多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

可分为 8 类，包括点、横、

竖、撇、捺、提、折、钩。值得

注意的是，笔形还有不同的

变化，如点有长点、竖点等，

钩有横钩、斜钩、卧钩等。

笔形不同，会构成不同

的汉字。笔形就像一个婀娜

多姿的舞者，以独特的组合

方式“舞”出了奇妙的汉字，

并随汉字的结构灵活变换

出各种各样的造型。了解笔

形变化的特点，有助于母语

非中文的学习者对汉字结

构的理解以及对汉字之美

的认知。

笔顺是书写每个汉字

时笔画的次序和方向，是人

们书写汉字的经验总结。笔

顺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

指笔画的走向———比如有

的字是从左到右书写，有的

字则是从上到下书写；二是

指写字时笔画出现的先后

顺序。

为了规范通行汉字的笔

顺，《现代汉语通用字笔顺规

范》由语文出版社在 1997 年

出版。2021年，《通用规范汉

字笔顺规范》正式实施，代替

了 1997 年发布的《现代汉语

通用字笔顺规范》，规定了

《通用规范字表》所包含的

8105个汉字的笔顺规范。该

规范依据现行通用规范汉字

形体，即《通用规范汉字表》

的标准宋体字形，给出每个

字的逐笔跟随和笔画序号式

笔顺，为社会通用层面的汉

字教学与研究等提供了重要

依据。

在汉字教学中，引导学

生按照正确的笔顺书写汉

字，是非常必要的。与此同

时，在课堂上带着学生开展

笔顺对比练习也可以增强

教学趣味性。

（李华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据东南网报道 植根闽南文化，

共筑海外侨心。日前，由华侨大学

华文教育青年志愿者服务队“鹭

鲤同心筑侨行”实践团承接的西

班牙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中

华传统文化双师大讲堂”圆满结

束，共有 150 名西班牙华裔青少

年参加了为期 17 天的线上课程

学习。

如何让千里之外的华裔青少

年体验到更具温度和活力的中华

文化？课程采用了“实景”与“双

师”相结合的授课模式，经过前期

反复实地考察与脚本撰写，组织

外景团队在泉厦多点拍摄定制

视频，内景教师围绕视频内容开

展课件制作与直播教学，力求将

知识点无缝嵌入鲜活的场景与互

动中，巴塞罗那孔子

文化学校的老师则

同步在海外课堂中辅助教学组

织与互动反馈。通过多方紧密配

合，华裔青少年们在云端跟随实

践团成员的视角赏鼓浪屿美景、

观手工制茶、品闽南肉粽，收获

了不同以往的沉浸式体验。

（王钰吕挺）

据中新网报道 由日本

华文教育协会和全日本华

侨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办的

第八届“大使杯”中文朗诵

大会 8月 6日在东京举行。

中国驻日本大使孔铉

佑发来视频贺辞。孔铉佑

充分肯定在日华文教育协

会的努力和参赛选手的热

情，他表示，今年适逢中日

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希望

华侨华人小朋友们，能够作

为中日民间友好交流的小

使者，让身边的日本小朋

友更加了解真实的中国，

增进中日小朋友之间的

友谊。

日本华文教育协会会长

颜安致开幕词。他热情鼓励

在日华侨华人的孩子们勇敢

参与比赛，锻炼成长，并对一

直支持、陪伴和关爱赛事的

驻日大使馆历任领导和社会

各界爱心人士致以特别感

谢。

本次朗诵大会共有约

6000 名选手参赛，154 名选

手脱颖而出进入决赛环节。

比赛分为幼儿组、少儿组和

自创组，分别设“大使杯奖”

和金、银、铜奖。比赛现场，选

手们的朗诵内容或为历史故

事，或融入自身的经历和思

考，生动诠释了中日友好的

历史渊源和殷殷期望。

（朱晨曦）

据中新网报道浙江华侨网络学

院首期华侨华人技能培训班开班仪

式近日在线上举行。本次技能培训班

由浙江华侨网络学院主办、意大利东

方语言学院承办，为广大华侨华人提

供办公软件、设计排版、商务英语等

实操性技能培训课程。

温州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处

长黄文浩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温

州与意大利在经贸、人文等各方面

合作和交流日益频繁深入。此次培

训应时之需，以培训为契机，加强

双方沟通交流，切实提高华侨群体

在电脑、英语等方面的实操能力，

为海外华侨华人做实事，开创了温

州大学服务地方、服务华侨华人的

新篇章。

意大利东方语言学院陈建勇校

长在发言中表示，此次培训班经过多

方调研与充分论证，首次将成人技能

培训引入学院课程体系，将“学以致

用”理念落到实处，希望学员们能够

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认真学

习，掌握新的实操技能。 （门睿）

据中国侨网报道 8 月 7 日下

午，阿根廷新太阳中文学校携手

阿根廷华文教育基金会及阿根廷

华人义工协会免费为旅阿小朋友

发放练习册。

据阿根廷华人义工协会会长

何雄明介绍，新太阳学校自 2014

年增设中文教学部起，专门接收西

文零基础学生。新太阳有专门的教

师团队帮助中国学生，协助学生顺

利升学、毕业。新太阳三语学校自

筹建以来，一直受到中国驻阿根廷

使馆及侨领、侨贤们的鼎力支持，

在短短的八个年头里，培养了七百

余名中西英三语人才。

阿根廷华文教育基金会会长

刘芳勇指出，中华文化是海内外华

人共同的根。伴随中国的发展变

化，学习中文不仅是华人传承民族

文化的需要，更成为具有世界影响

的广泛需要。期待阿根廷各华校加

强与中国各类学校的交流，成为促

进中阿关系发展的友好使者。今

后，阿根廷华文教育基金会将继续

对旅阿各中文学校的汉语教学提

供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并祝各校汉

语教学越办越好，希望有更多的侨

界有识之士加入到推广汉语的行

列中，将来成为两国文化交流和人

民友好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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