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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来华留学教育和管理

工作的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加快

构建来华留学新发展格局，11 月

10 日 -11 日，由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和中

国高等教育培训中心主办、厦门

大学承办的 2023 年来华留学生

教育管理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厦门

举行。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党

委书记、秘书长生建学，厦门大学

党委副书记徐进功、中国高等教

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

副秘书长 /国家留学基金委财务

部主任陈琳、厦门大学国际中文

教育学院 /海外教育学院党委书

记范丽、厦门大学国际中文教育

学院 /海外教育学院院长陈志伟

出席会议，共有来自 125 所高校

的 206 位来华留学界的专家学者

参加。

生建学在致辞中指出，党的

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到 2035 年

建成教育强国，习近平总书记从

“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对扎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提出

明确要求：一是“根据国际形势

发展变化，完善教育对外开放发

展策略，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

去两篇大文章，有效利用世界一

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使我国

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

要教育中心”；二是“积极参与

全球治理，大力推进留学中国品

牌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

国经验、发出中国声音，增强我

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

权”；三是“坚持扩大教育对外开

放不动摇，同时，深入贯彻总体

国家安全观，把牢教育对外开放

正确方向和安全底线”。总书记

的这些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内

涵丰富，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来华

留学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

动指南。为此提议应围绕提升

来华留学生生源质量、提高在华

留学管理服务水平、加强来华留

学生管理队伍建设、有效防范来

华留学的风险四个重点开展工

作。希望业内各学者充分交流

沟通，拓展研究视野、加强理论

探讨，助力来华留学教育管理工

作再上新台阶。

徐进功在致辞中表示，厦门

大学自建校以来遵循“研究高深

学问、养成专门人才、阐扬世界

文化”的办学宗旨，致力于搭建

广阔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他

提出新时代留学生来华教育事

业要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此次

研讨会汇聚各方智慧共同探讨

留学生来华教育面临的问题和

挑战，寻找留学生来华教育管理

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模

式，探索为留学生提供更好的教

育服务和学习环境的新路径，发

挥高等教育作为国家吸引杰出

人才孵化器作用，共同寻找解决

之道，为国家发展提供更好人才

力量，并期待大家在本次论坛中

深入交流、深度研讨。

六位专家先后作主旨报告。

南京大学程爱民、西安交通大学

纪婷、山东大学王璐璐、浙江大学

沈杰、中国矿业大学吴格非、安徽

工程大学朱铁军六位专家学者从

来华留学国情教育：目标、意义、

实践途径与方式，到构建新时代

国际学生中国国情教育体系，再

围绕问题、模式和突破：国际学生

趋同化管理的实践理路，指出要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国际学

生的回信精神，构建招生、教学、

管理三位一体的国际学生育人体

系。

本次研讨会设置八个分论

坛，以“新发展阶段来华留学教育

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为主题，围

绕“区域国别与国际学生教育的

差异化发展”“来华留学国情教育

及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国际学生

生源质量评估及入学标准”“国际

学生心理适应与趋同化管理”等

教育教学热点专题展开讨论。专

家学者围绕研究人类命运共同

体、探索国际人才的培养新模式

与新途径提出建设性意见，对加

快构建来华留学新发展格局具有

重要意义。

（杨泽義 张可凡 来源：厦门大学）

本报讯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由

福建省侨联主办，福州市侨联、闽

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承办，马来西

亚华校教师会总会协办的 2023 年

马来西亚华文校长研修班近日在

福州开班。

研修班吸引了来自马来西亚

的 50 名华文学校校长及管理人员

参加，研修通过教育实践、集中学

习、文化浸润三种形式展开，内容

涉及华语教育传播前沿、华文教育

先进教育理念、校长职业专业素

养、华文教育课堂教学模式、教学

管理实践等。

“海外华教一路走来并不容

易，面对了许多困难和挑战。”马来

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简称“教总”)

常务理事杜淑菁说，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教总就安排校长和老师

到中国参加短期培训课程和进行

教育考察。

杜淑菁表示，教总与闽江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洽谈培训项目，务求

量身定制课程内容。希望参加这次

研修班的学员珍惜和中国学者专

家交流学习的机会，以提升华校的

行政管理能力，助推华文教育的发

展。

“能够参与此次研修班，对我

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马来西亚

吉隆坡州立华小校长张秀珠说，此

研修班课程内容扎实，符合新时代

教育改革和推广方向，提供了丰富

的学术与观摩课程，更为华校校长

们搭建了跨国交流平台，有助于扩

展视野、丰富教育理念。

福建省侨联副主席陈成栋表

示，希望此次研修班能够成为学员

学习交流的平台，学有所得、学以

致用，同时发挥熟悉中文和中华文

化的优势，讲好中国故事，为促进

中外民心相通、密切中外交流合

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

更大力量。

据悉，本期研修班为期 10 天，

是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自 2018

年以来举办的第 14 期海外华文师

资研修班，此前 13 期研修班共培

养了 700 名华文教师。 （闫旭）

本报讯 据中国新闻网报

道 当地时间 11 月 13 日晚，

中巴各界人士在巴西圣保罗

共同庆祝圣保罗州立大学孔

子学院成立 15 周年。

2008 年 8 月，湖北大学

与圣保罗州立大学达成共建

孔子学院意向。同年 11 月，

圣保罗州立大学孔子学院挂

牌，成为巴西第一家孔子学

院。

目前，该院在巴西 3 个州

开设 16 个教学点，2.8 万余名

巴西学生就学，其中近千人

被在巴中资企业聘用；吸引

了当地民众逾 50 万人次参

加各种体验中国文化活动；

127 名汉语教师和志愿者从

事汉语教学；三获“全球先进

孔子学院”称号等。

赴巴西出席庆典的湖

北 大学党委书记谢红星在

致辞中用上述数据指出：

“这是中巴两国深厚友谊

的共同见证。”他表示，下

一步将在文化交流、人才

培养、教育教学、科学研究

等领域开展更多务实的中

巴合作。

参与创院并担任外方院

长至今的保利诺，今年 9 月

荣获中国外文局颁发的首届

兰花奖友好使者奖。保利诺

回顾说：“这可以帮助数以万

计的巴西青少年学习中国语

言和文化，而青少年正是增

强巴中人民友谊的恒久动

力。”

“巴中关系中最为重要的

部分，是培养未来推动两国

合作共赢的人才，我们能够

为之贡献力量，倍感自豪。”

圣保罗州立大学校长巴莱蒂

说。

圣保罗州科技厅厅长阿

戈皮扬表示，孔院为巴西了

解中国经济和科技何以突飞

猛进开拓了渠道。

“得益于孔院，越来越多

的‘中国通’活跃在两国政

府、企业、高校、智库、媒体等

各个领域。”中国驻圣保罗总

领事余鹏表示，期许孔院在

两国之间搭建更多的语言之

桥、文化之桥、友谊之桥。

（林春茵）

为中文课奔走的“娜娜姐”
说到中文课和中文课堂的开

设，罗马尼亚姑娘庄娜付出了很

多努力。庄娜是“中国通”，我亲切

地叫她“娜娜姐”。娜娜姐因对中

国文化感兴趣，于 2000 年开始学

中文，2012 年到南京大学攻读硕

士学位。在南京就读期间，她协助

当地学校组织相关活动，让中国

人更加了解罗马尼亚文化，为中

罗文化交流做出自己的贡献成了

她的目标。

2014 年暑假，庄娜回国后找

到中方相关负责人，协商在巴克

乌费迪南德一世国立高中开设中

文课程事宜。庄娜毕业于这所学

校，该校校长是她读高中时的生

物课老师。她为双方牵线搭桥，当

年 9 月，中文课顺利开设。

也是在 2014 年秋天，我赴罗

马尼亚任教，赴任前收到了娜娜

姐的邮件。她热情洋溢地介绍了

自己，介绍了罗马尼亚、巴克乌以

及费迪南德一世国立高中，并对

我将成为她高中母校第一任汉语

教师充满期待。在生活上，她给我

很多帮助，不仅提醒我要带的东

西，还在回到南京读书后继续帮

我和校方沟通相关问题并请她在

巴克乌的好友周末邀请我到家里

做客。这些帮助让我倍感温暖。

现在，娜娜姐是布加勒斯特

卡罗尔·达维拉医药大学博士研

究生。她希望能在“中西医相互融

合”方面有更多探索。

支持中文教学的安布罗谢
我在巴克乌工作期间，阿德

里安娜·安布罗谢女士是这所学

校的英语老师，也是学校公共事

务管理负责人，现已退休。那时，

她和校长常说：“中文教学的事儿

你说了算，我们尽力协助。”安布

罗谢的丈夫是一位音乐家，曾多

次赴华演出，她也常陪丈夫前往

中国。安布罗谢最喜欢的城市是

西安，还喜欢中国的茶叶和丝绸。

她很支持我的中文教学，不仅带

着我去听当地老师的课、向我传

授课堂管理经验，还穿着旗袍参

加我组织的中国文化活动、帮助

我和学校各部门沟通。

安布罗谢不只在工作上给予

我支持和帮助，还在生活中照顾

我，让我感到母亲般的温暖。她带

我到中餐馆，告诉我如果需要中

国食材，她会委托这家餐馆从布

加勒斯特帮忙采购。如果布加勒

斯特也没有的话，她还可以请常

去中国的丈夫或朋友帮我从中国

捎来。我为学生上第一堂中文课

时，她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听课

后，给了我很多鼓励。让我最难忘

的是，在我第一任期结束回国休

假前，安布罗谢说：“你的父母应

该为自己有这么一个勇敢而优秀

的女儿感到骄傲和自豪！”

2014 年，初到罗马尼亚的

我，从未想过会在这里度过 10 年

教学时光。我的坚持正是来自像

安布罗谢女士一样的师友对我的

鼓励，他们积极支持中文教学，热

爱中国文化，对历任中国老师给

予无微不至的关怀。玛丽亚·奥若

格是该校小学部班主任，从 2014

年学校开设中文课至今，她所带

的班级都是全员学中文。她会帮

助中文老师进行课堂管理，也会

协助开展相关文化活动。

正因为我在巴克乌孔子课堂

遇到的这些可爱师友的支持和鼓

励，我爱上了巴克乌这座小城，爱

上了罗马尼亚，爱上了在罗马尼

亚教中文。

（曹瑞红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巴西首家孔院迎来成立 15 周年庆50 名马来西亚华校校长福州研修

巴克乌孔子课堂的可爱师友
罗马尼亚巴克乌费迪南德一世国立高中于 2014 年秋天开设中文课。

2016 年，该校孔子课堂揭牌，目前的中文教学开展得有声有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