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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厦门大学国际中

文教育学院 / 海外教育学

院“翘角飞檐，访古兴漳”闽

南传统建筑保护实践队在

漳州市埭美古村进行闽南

建筑保护及家风文化实践

调研。

队员们首先参观了明末

清初古码头遗址，古码头是

明末清初村民们与外界连接

的历史见证。码头打通了村

民与外界的联系，在中国台

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均有

埭美陈氏后裔。据当地村民

描述，每年均有海外族人返

乡寻根，保存完好的古厝群

不仅传承着深厚历史也承载

着几代人儿时的记忆，“饮水

思源怀祖德，慎终追远念宗

亲”，那排排的燕尾脊像是翘

首盼望着远方亲人的归来。

之后，在工作人员的讲

解和带领下，实践队来到了

家风堂，“家有良规传道义，

风盈正气倡人和”，一副“家

风”的藏头联映入眼帘。堂

中设有“家和人乐”“良方教

子”“修身持家”“家誉满堂”

“团结友爱”“丰衣足食”“尊

老爱幼”“家和万事兴”八个

展厅。队员们深入其间，欣

赏闽南古厝建筑之美，品味

家风传承之质朴，挖掘蕴藏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通过实地调研，实践队

充分体验到了埭美古村的

无穷魅力，也将继续传承

“天下之本在家”，中华民族

历来注重家庭、家教、家风

的优良传统。 （王娴）

第十六届外国政府官员

中文学习班举行线上毕业典礼
本报讯 据华侨大学官网消息 8 月 8 日，

207 名来自泰国、印度尼西亚、老挝、菲律宾、

缅甸等国家的第十六届外国政府官员中文学

习班学员，在“云端”参加毕业典礼，顺利完成

他们为期一年的线上学习交流。

任课教师也纷纷寄语学员。典礼结束后，学

员们还精心准备了毕业晚会，用精彩的节目表

达了他们对中国的浓厚感情和对中文的热爱。

十六年来，华侨大学“外国政府官员中文

学习班”学员已逐渐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特别是东盟多个国家。中国语言、

中国文化、中国对外关系等一系列课程的普

及和开设，推动了中国与东盟国家以及东盟

国家间的合作与交流，为“一带一路”建设提

供了更有力的人才支撑。 （柴华）

菲律宾菲华商联总会

为华教事业捐赠善款
本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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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主席李淑慧一行走访菲律宾菲华商联总会

(以下简称“商总”)，双方进行了友好座谈。经

商议，商总决向由华文学校联合会设立的“华

社尊师重道奖励基金”捐赠善款 150 万菲律

宾比索。

商总副理事长施梓云首先致欢迎词。他

表示，华文教育事业的发展十分重要，商总一

直以来都很重视华文教育工作，努力在当地

积极传播中华文化。他希望，在菲侨社能够共

同为华教事业发展助力，让中华传统文化代

代相传。

商总董事兼文教委员会主任洪健雄感谢

华文学校联合会对华文教师的关心和帮助。

他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华文教师的

后顾之忧，希望能有更多的爱心侨社为此共

同努力。

李淑慧代表华文学校联合会感谢商总对

“华社尊师重道奖励基金”的捐助。商总作为

在菲侨社的楷模，该善举能在侨社中起到良

好的带头作用，带动其它在菲侨社响应号召。

她表示，如何将筹集的善款进行合理分配，发

挥出其最大效益需要大家进一步讨论。她希

望能够从资助在职老师进修、提高华文教师

专业技能和素养等方面来助力华教事业发

展。 （洪宾宾）

尼泊尔第二所孔子学院揭牌
本报讯 据新华社报道 尼泊尔第二所孔

子学院特里布文大学孔子学院揭牌仪式 8 月

16 日在尼首都加德满都举行。

尼泊尔教育和科技部长德文德拉·保德尔

在视频致辞中说，尼泊尔从今年开始将中文作

为选修语言列入学校九年级至十二年级课程。

希望孔子学院多注重文化交流和双边合作。

尼泊尔前驻华大使利拉·马尼·保德亚尔在

揭牌仪式上说，中文对于尼泊尔经济和社会发

展、投资、旅游和高等教育等诸多领域都非常必

要，“相信中国的发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机遇”。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侯艳琪在视频致辞中

说，截至目前，尼泊尔两所孔子学院累计注册

学员总数超过 3 万人，为尼旅游、基建、商贸

等行业贡献了大量人才。她希望在尼孔子学

院成为展示中国文化的窗口、促进文化交流

的桥梁和联系中尼友谊的纽带。

据特里布文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刘悦

明介绍，特里布文大学孔子学院由中国东华

理工大学、青海民族大学与特里布文大学联

合建设。

尼泊尔第一所孔子学院加德满都大学孔

子学院于 2007 年正式揭牌。 （易爱军）

忌“囫囵吞枣”式理解
成语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一大特色，有固定的结构

形式和固定的说法，表示丰

富的意义。尤其是成语中很

大一部分从古代沿用下来，

表达了一个故事或者典故，

因此，对古代汉语的掌握水

平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母

语非汉语学习者对成语的

理解程度。

刚获得上海师范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的

朱海红的硕士论文题目跟

成语有关———《国际学生汉

语成语学习 APP 调查研究

与设计》，根据她的研究，来

华留学生一般对古代汉语

比较陌生，这使得他们理解

和运用成语有一定难度。

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成

语含义，在北京语言大学汉

语学院任教的张亚茹副教

授在教学过程中，会引导学

生了解成语的历史文化背

景，帮助学生理解成语背后

的含义以及沿用脉络，然后

对成语语义、语法、语境、语

用进行讲解，让学生明白成

语的搭配规则、语法功能

等，从而达到自如运用成语

进行造句的教学目标。

张亚茹表示，学习成语

不仅要明白其表层意义，还

要探究其内在深意，忌“囫

囵吞枣”式的理解。“成语有

双层含义，一是一目了然的

字面义，二是引申义、比喻

义，也就是我们现在实际使

用的意义。对意义理解的准

确与否会影响中文学习者

对成语语法与语用功能的

掌握以及如何运用。因此，

教师在教学中应格外重视

并详细讲解成语的语法功

能、使用语境等。”

在交际中

“学而时习之”是关键
在张亚茹看来，成语学

习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

老师的讲解是学生掌握并

得体运用成语的基础和前

提，但要想学好成语，还需

要学生在课外多花时间巩

固，尤其是要结合语境多进

行实践。“成语是汉语的精

华，在报告、演讲与日常交

际中适当运用，有助于表达

的完善。”张亚茹说。

朱海红指出，担心在写

作中用错和在日常交际中

说错成语是制约学生在课

下使用成语的重要原因。

“有些学生虽然在课堂上学

了成语，但却不常在课下使

用。其实，将成语运用于实

际交际中，正是学习成语不

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张亚茹推荐中文学习者使

用成语词典，比如商务印书馆

出版的《商务馆学成语词典》。

“词典中有成语的详细释义，也

有规范例句，这对使用者来说

是非常好的参考资料。学生可

以观察成语出现的语境，模仿

词典中的例句进行造句练习并

付诸于实践。”

朱海红的经验是运用相

关教材书籍也是母语非汉语

的中文学习者可以选择的成

语学习方式。“像北京语言大

学出版的《边听边记HSK 成

语》、复旦大学出版的《成语

教程》等，既和汉语水平考试

(HSK)考试大纲相贴合，又与

生活相联系，兼顾了科学性

和趣味性，有助于学生掌握

正确的成语使用方法。”

朱海红也期待未来能

有更多符合母语非汉语学

习者需求的成语学习软件

被开发出来。“软件可以通

过视频、漫画、动画等形式

展示成语释义，令成语释义

一目了然。这种多样化、趣

味化的成语学习还有利于

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学习中感悟“博大精深”
就读于河南大学国际汉

学院、来自马来西亚的林溢

慈表示，要学好一门语言，就

要了解该语言背后的文化，

学习成语就是深入了解中国

文化的有效途径之一。在课

余时间，林溢慈喜欢观看百

家讲坛《王立群说成语》节

目，“节目中，王老师会用讲故

事的方法，将成语背后的文

化背景娓娓道来，这有助于

我理解成语的含义。”

张亚茹认为，成语学习

有助于学生了解中国文化，

从而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

梁。“比如，精卫填海、愚公

移山等来自中国古代神话，

闻鸡起舞、负荆请罪等来自

中国历史故事。学成语可以

了解中国古代人的生活，积

累相关知识，感受中华文化

的独特魅力。”

朱海红观察发现，不少

母语非汉语的中文学习者

对成语充满好奇，在很大程

度上是基于成语的独特韵

律及其背后的故事。因此，

在成语教学中，只有将其讲

得透彻明白，学生才能感受

到成语之美，理解其背后所

承载的文化信息。

金恩智的成语学习就源

于好奇心。“成语多是4个字，

这种形式很有节奏感，让我

觉得很有意思。而且，短短的

几个字却蕴含了非常丰富的

文化，更是让我想去探究。比

如，我刚学‘博大精深’这个成

语时不太理解其意思，后来

知道了其出处，就想更深入

了解相关含义，随着理解的

加深，就逐步掌握了这个成

语的含义和背后的文化。 ”

（薄圣仪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

华教资讯

———厦门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 /海外教育学院实践队
开展实践调研

院校连线

2019年，从韩国高丽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金恩智到中国传媒大学继续深造。在学中文的过程中，她开始对成语产

生了兴趣。“让我印象最深的成语是‘顺其自然’和‘竭尽全力’。”金恩智说，“中国同学常用前者劝我保持良好的心态

面对学习和生活，用后者鼓励我拼尽全力完成自己想做的事。”

对金恩智来说，中国成语意蕴深厚，学习成语让她受益匪浅，但学习难度也不低。“成语到底应该怎样学？”

金恩智遇到的挑战，也正困扰着不少像她一样对成语感兴趣的母语非汉语的中文学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