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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连线

华教资讯

11 月 27 日，“侨见八闽 福见

未来 ”在闽高校华裔留学生八闽

行研学活动集美大学营开营式举

行。福建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二级巡视员张志英，集美大学副

校长王建，省侨办海外处，集美大

学统战部、学生工作处、国际合作

交流处、教务处、海外教育学院相

关负责人及 50 名华裔留学生代

表参加典礼。

张志英代表福建省人民政府

侨务办公室致辞。她表示，福建历

史底蕴深厚、文化资源丰富，希望

参加研学的华裔留学生在闽山闽

水之间，用心感悟中华文化底蕴

和中国精神内涵，成为中华文化

在海外传播的新生力量。

王建致辞表示，希望华裔青

年学子珍惜研学机会，深入观察、

用心思考，学会站在中国的立场

上观察世界，站在世界的立场上

思考中国的发展。集美大学将继

续书写促进中外文明互鉴的海外

教育新方案，让在华留学生感受

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营员代表、集美大学泰国华

裔留学生刘佳恩发言，表示将充

分利用难得的学习机会，在另一

个课堂、另一片天地增长知识、锻

炼意志、丰富阅历，努力成为中华

文化优秀的学习者和传播者。

“侨见八闽福见未来”在闽高

校华裔留学生八闽行研学活动由

福建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办、

集美大学承办。活动为期 5天，集

美大学 50 名来自缅甸、泰国、越

南、印尼等 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华裔留学生参加。华裔留学生

走进永定土楼、南靖田螺坑土楼

群，了解世界物质文化遗产和客家

文化精神；参观古田会议旧址，感

悟中国革命精神；参观云水谣古

镇、高峰谷茶园，体验中华传统美

食和茶文化；参观龙岩、厦门等地

的校友企业以及漳州南靖兰花种

植基地、平和县最美乡村，了解城

市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政策。

（陈丽勤刘金昆来源：集美大学）

泰国东北部高校
举办中国语言文化大赛
本报讯 据中国新闻网报

道 第七届“丝路杯”泰国东北

部高校中国语言文化大赛 11

月 24 日在泰国玛哈沙拉坎大

学孔子学院文化活动中心举

行。赛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孔敬总领事馆主办，玛哈沙拉

坎大学孔子学院和孔敬大学

孔子学院共同承办。

本届大赛主题为“一带一

路一家亲，华语华文华夏情”，

吸引了泰国东北部 13 所高校

以及印度尼西亚阿拉扎大学、

老挝国立大学等共计 15 所院

校的 300 多名师生参与。

中国驻孔敬总领事刘红

梅、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参赞冯

俊英、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一等

秘书王欢、玛哈沙拉坎府副府

尹维瓦、玛哈沙拉坎市副市长

嘎蒙、玛哈沙拉坎大学副校长

彭拉迪等出席开幕式。

冯俊英指出，中华文明的

古老与魅力，以及中泰合作交

流的密切，将促使越来越多的

泰国学生学习中文，让中华文

化在泰国落地生根。“丝路杯”

大赛为泰国东北地区的师生

和中文爱好者提供了展示才

华的平台，并促进了中泰两国

民心相通。

大赛内容涵盖中泰交流

史、中国国情与文化常识、中

华才艺和中华经典诵读等方

面，比赛形式包括知识竞答、

经典诵读和才艺表演三个环

节。最终，玛哈沙拉坎大学荣

获一等奖，老挝国立大学和呵

叻皇家大学分别获得二等奖，

乌汶大学、那空帕农大学和乌

汶皇家大学则各自赢得三等

奖。 （李映民 赵婧楠）

“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
汉服主题网上营开营

本报讯 据中国侨网报道

近日，由中国侨联主办，江苏

省侨联、浙江省侨联、宁波市

侨联、瑞士苏黎世中国传统文

化协会共同承办和协办的“亲

情中华·为你讲故事”汉服主

题网上营苏黎世营正式拉开

序幕。110 名旅居瑞士的华侨

华人青少年儿童和老师家长

们，相聚苏黎世中国传统文化

协会网上营地，共同开启为期

8 天的汉服基本知识和中华

礼乐文化学习之旅。

开营仪式由领班主任、苏

黎世中国传统文化协会常务理

事姜雨芯主持，苏黎世中国传

统文化协会常务理事许晓娟出

席活动并致辞。

营员代表李浩轩、田瑞欣、

张雨琛、王天哲、姚惟菀、张紫

萱、刘语晨和本期最小营员谢

梓琪，分别表达了对祖（籍）国

传统服饰的喜爱和对网上汉服

营的新奇与期待。

家长代表王馨女士，分享

了 2020 年，她的女儿曾全程

参与了连续 4 个月 120 天不

间断的亲情中华网上故事营。

她表示孩子的收获非常大，

她真诚地感谢中国各级部门

为身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孩子

倾情打造如此珍贵的网上寻

根平台，感谢利用业余时间

却一直保持爱心与耐心，为

孩子们无私付出的苏黎世中

国传统文化协会的老师们。

她希望大家能珍惜这些宝贵

的学习机会，通过一次次的网

上课程及活动，让孩子们能更

多地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文

化，更积极、更快乐地学好中

文。

本次汉服主题网上营活

动，共两大板块，分前期课程

营和学以致用的汉服表演设

计大赛。课程营面向零基础的

在瑞华侨华人小、中、大学生，

以浅显的语言、生动有趣的内

容向他们普及汉服基本知识

和历史文化背景。所邀请的专

家授课团队，一定程度上可以

代表国内汉服研究水平。

探索海外华文教育路径：

实用性与素养培养相融合
“我认为海外华文教育仍面

临本土化的问题，授课内容也需

要与时俱进。”日本华文教育基

金会理事长林立日前表示。

近年来，随着中文国际影响

力的日益提升以及新生华裔数

量的不断增多，海外华文教育需

求日渐多元化。华文教育工作者

正探索不同路径，以适应新变化。

林立说，华文教育在日本的

发展已有百年历史。除去五所全

日制华文学校外，周末中文学校

数量正不断增多，以满足新生华

裔的华文教育需求。但无论是传

统的华文学校还是周末中文学

校，都面临着教材内容本土化程

度不高、教法针对性不强的问题。

“许多在日本出生的华裔新

生代对中国的了解较少，对课本

中涉及的中国古迹都很陌生。”

林立认为，为了激发华裔新生代

学习中文的兴趣，华文教育工作

者在教材的编纂和授课内容上

可以从住在国与中国的文化联

系上寻找素材，譬如日本的孔庙

与中国的孔庙间有何联系、汉字

在日本的演变等。从学生熟悉的

文化环境切入更易于激发学生

的兴趣。

林立同时表示，华文教育的

授课模式不应仅限于书本教育，

还要在活动中感知两国的文化

联系。此前，华文教育基金会联

合华文书院举办“读行会”，带领

华裔新生代参观由郭沫若题字

的内山书店，了解鲁迅与内山书

店的渊源。孩子们还去万福寺体

验明朝文化，了解中国文化东传

日本的历史。

“一些华裔青少年会问我为

什么要学习汉语。这让我意识到

提高实用性对于海外华文教育

的意义。”林立说，面向华裔新生

代的华文教育，不仅要展示中华

文化的魅力，还要让孩子意识到

学习中文为个人未来发展提供

的机会。教育工作者可将翻译纳

入授课之中，促进中日双语共同

提高。华侨华人们也需打造文化

社区，为华裔新生代提供汉语应

用环境。

赞比亚中文国际学校校长

孙杨同样认为，海外华文教育需

结合学生的实际需求，在强调基

础知识和文化习俗传承基础上，

与多种素养技能培养相结合，丰

富教学内容。

孙杨举例道，她所在的学校

引入编程等计算机课程，让学生

通过编程学习汉字，并利用科技

工具制作中文学习视频等。未

来，学校还计划引进其他科技相

关课程，举办科技创新比赛，同

步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文化

底蕴。

“我认为，为汉语学习者创

造语言应用环境很重要。”国际

汉语教师金山表示。2019 年，中

文教学“百校项目”正式在阿联

酋展开。金山作为第一批中文教

师来到迪拜，为当地学生授课。

金山表示，在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方面，他作了不少尝试，比

如为阿联酋学生寻找中国朋友，

鼓励他们互相发送说中文的视

频。班内不少同学向他表示很开

心认识新朋友，希望提高自己的

中文水平，和中国朋友聊天，了

解他们的生活。

此外，一些学生未来想要从

事经贸工作。金山也会以此切

入，在教学中侧重汉语实际应

用，以此提高学生学习兴趣。金

山表示，未来将为学生设计多样

化的模拟场景，让学生有更多机

会使用汉语交流。

（刘洋 来源：中新社）

本报讯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当地时间 11 月 27 日，首届中国

东盟国际教育展曼谷站活动在泰

国格乐大学曼谷校区举办，北京

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暨南大学、浙江理工大学、广东

财经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

师范大学等 40 多所中国高校在

线上线下参展，近万名泰国学生

参加活动。

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

作中心曼谷中心主任赵燕清在开

幕式致辞中表示，首届中国东盟

国际教育展的举办是中国高校教

育在泰国的又一次集中展示，为

中泰高校、教育机构、企业等搭建

了人才培养、学生交换、创新教

育、产教融合等领域的面对面交

流合作平台。同

时，为泰国学生

前往中国留学提

供了更多的机会

和选择。教育展

将进一步促进中

泰两国的人文交

流，成为中泰教

育 交 流 的 新 品

牌。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留学生教

育学院院长蔡红、浙江理工大学

副书记姚珺、泰国泰中侨商联合

会主席邝锦荣及泰国格乐大学校

管理层出席本次活动。

据了解，中国东盟国际教育

展是由柬埔寨柬中教育交流协

会和泰国中国东盟国际教育协

会联合举办，有曼谷站和金边站

两场活动，活动得到了柬埔寨教

育青年和体育部、柬埔寨新闻

部、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

作中心曼谷中心、泰国格乐大

学、泰国泰中侨商联合会的大力

支持。

（李映民陈映玲）

教学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