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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连线

华教资讯

华教人物

厦门大学举办第十一届“中国日”文化节
12 月 3日下午，由厦门大学

主办，厦门大学翔安校区管委会、

美育与通识教育中心、国际中文

教育学院 /海外教育学院承办的

第十一届“中国日”文化节在厦门

大学翔安校区开幕。本届“中国

日”文化节以“新丝路·新十年”为

主题，旨在传承丝路精神、弘扬丝

路文化，为促进新时代新征程的

世界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搭建互

通互联的友谊之桥。厦门大学校

务委员会副主任、关工委常务副

主任、厦门大学党委原副书记赖

虹凯，厦门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副

主任姚建洪，厦门市文化和旅游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魏峰，厦门大

学翔安校区管委会副主任马龙，

海外办学事务办公室执行主任兼

国际处副处长（主持工作）余宏

波，国际中文教育学院 /海外教

育学院党委书记范丽，院长陈志

伟等出席活动。

赖虹凯在致辞中表示，今年

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举办“中国日”文化节，正是响应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致

厦门大学建校 100 周年重要贺信

精神，把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文化

基因与当代社会相结合，更好地

展现优秀传统文化。十一年来，

“中国日”文化节的内容和形式不

断丰富，成效与反响日益突出，打

造了翔安校区的文化育人品牌工

程和特色校园文化，通过多样的

特色文化活动促进同学们的全面

发展，丰富厦大的精神内涵。希望

通过“中国日”文化节等一系列品

牌文化活动，加强中外学生之间

的交流互鉴、文化互动，进一步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全世界

展示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

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中国形象。

本届文化节活动内容分为文

化荟萃联欢专场和文化体验活

动专场两部分。在文化活动体

验区，精心设置了书法绘画、传

统乐器、传统茶艺、布袋木偶、

传统纸艺、结绳文化、传统游

戏、传统服饰、宋江阵九大非物

质文化遗产体验板块，今年还新

增了包括八个国家在内的世界

文化体验区。

（来源：厦门大学）

悉尼中国文化中心主任刘东：

“这十年是搭建文化桥梁、讲

好中国故事的十年。”悉尼中国文

化中心主任刘东 12 月 1 日说。

悉尼中国文化中心即将迎来

十周年纪念。刘东表示，该中心自

2014 年成立以来，围绕国情宣

介、文化交流、人文对话、产业推

广、旅游推介、教学培训及信息服

务等方面开展各种活动。其中，如

何通过各种文化活动增进中澳两

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是他工作

的重点。

“今年以来，中心开展丰富多

彩的文化活动。从‘欢乐春节’到

‘翰墨丹青’，从‘新春嘉年华’到

与澳大利亚国家海事博物馆合作

的‘走进博物馆过大年’，不仅展

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还通

过各种展览和艺术展向澳大利亚

民众展示中澳艺术的交流与互

鉴。”刘东举例介绍说。

他坦言，中心的努力获得了

澳大利亚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

评价。如，在 2023 年女足世界杯

期间，中心组织的文化表演融入

了球迷节活动，提高了活动的文

化品质，也让足球迷们对中国文

化有了更直观的体验。中心还举

办了“宋元中国看泉州———世界

遗产城市海丝非遗文化展”的展

览，及“敦煌石窟艺术讲座”，深入

挖掘并传播中国丰富的历史和文

化遗产。又如举办“你好！中国”旅

游推广品牌标识的发布，都显著

提升了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旅

游目的地的认知和兴趣。

刘东认为，文化活动本身就

是讲故事的过程。中澳两国文化

均具有包容性，中国文化提倡“海

纳百川”，澳大利亚则推崇多元文

化融合。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找到

共通点以实现“美美与共”。在多

元文化的澳大利亚，中澳两国文

化的共同“包容性”和“和平性”

体现在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

对话合作的倡导上。中澳之间

的文化交流是基于共同的理解

和尊重，中国文化的海纳百川

和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和谐发

展理念在这里交汇。

“为此，中心致力于在文化交

流和旅游文化合作方面增光添

彩，推动民心相通。通过展示中国

的优秀传统和当代文化，不仅向

澳大利亚民众展示了中国文化的

独特魅力，也为当地的多元文化

注入了新的活力。特别是在悉尼

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中心的活动

促进了不同背景人士的交流，增

进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欣赏。”

刘东表示。

刘东还透露了一系列丰富

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规划。他

说，目前中心正在展出的“遇见大

漆”———福建漆艺术家作品展持

续至 12 月。此外，中心将举办“走

进博物馆过大年”和“走进中心过

大年”等活动，通过展示春节民俗

和传统艺术表演，如剪纸、中国

结、京剧脸谱绘制、美食品尝等，

让参观者深入体验中国的传统节

日文化，感受中国的春节祥和和

欢乐。中心还计划引进大型商业演

出，通过商演模式吸引更多澳大利

亚民众参与，深入了解中国文化。

“希望借助一系列文化活动，

为两国民众搭建更多的交流平

台，进一步促进两国文化的交流

与合作，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

互了解。”刘东说。

（顾时宏 张浩鑫来源：中新社）

本报讯 据东南网报道 12 月 2

日，菲律宾华教中心（以下简称“华

教中心”）在菲律宾国际会议中心

举行“中国大使教育基金第四届华

校华语教师奖励金暨第九届华校

学生奖助学金颁发仪式”。中国驻

菲律宾大使黄溪连、参赞兼总领事

王悦、领事施伟健、秘书朱宸贤，华

教中心主席黄端铭、董事长蔡建

立、董事蔡志洋等以及获奖师生、

华校领导、老师、家长、媒体界人士

参加仪式。

黄溪连首先向获得“中国大

使教育基金”华校学生奖学金、助

学金和“华校华语教师奖励金”的

师生表示热烈祝贺。同时，他也向

长期以来默默奉献的广大华校教

师致以崇高敬意，向一直关心支

持华教发展的华社广大热心人士

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华文教育

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对于凝

聚侨心、保持华侨华人民族特性、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

进中外交流都具有重要意义。中

国驻菲使馆一直高度重视华文教

育工作，未来使馆将大幅增加奖

助学金的名额，扩大覆盖面，同时

从搭建沟通桥梁、推动与国内院

校合作、引进国内资源等多方面，

进一步加大对各华校的支持力

度。

黄端铭认为华文教育在新时

代中必须识变应变求变，要为建

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添砖加瓦，

因为全世界人民经过新冠疫情以

后，已经深刻体会到只有团结一

致，同甘苦共患难，才能真正解决

全球性大灾难所带来的问题。他

表示中国愿意将先进技术拿出来

与全世界人民共享，一起建设人

类命运共同体，身为华教工作者

应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为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做一些实实在在

的工作，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

兼顾他人的合理要求，促进大家

的共同发展。黄端铭希望获奖老

师要为新时代发挥应有作用，获

奖同学要确立远大的理想，勇攀

高峰，希望大家都能成为国家的

先锋和民族的英雄。

现场举行了 2023-2024 学年

度助学金、2022-2023 学年度奖学

金、第四届华校华语教师奖励金的

颁发仪式。助学金受惠同学、奖学

金获奖同学、奖励金获奖教师分别

上台接受黄溪连的颁奖，获奖者代

表依次发言致谢。 （洪宾宾）

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孔子学院
庆祝成立十周年

本报讯 据新华社报道

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

大学孔子学院成立十周年

庆典 12 月 4 日在位于埃塞

首都的亚的斯亚贝巴大学

举行。

亚大孔院的学生在现场

表演了中国功夫、打竹板、中

国戏曲联唱以及埃塞民族特

色舞蹈，主办方还在现场进

行了《你好，中文》的中文教

材发布，这本教材分别通过

当地语言阿姆哈拉语和奥

罗莫语教授中文。

埃塞俄比亚教育部国务

部长科拉在庆典仪式上表

示，发展埃塞和中国人文交

流是两国全面合作的基石，

亚大孔院通过语言教育和

文化交流，为促进埃塞和中

国友谊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

赵志远在致辞中说，亚大孔

院已发展成为埃塞中文教

育和中国与埃塞人文合作

交流的重要平台，促进了人

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希望亚

大孔院积极践

行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全球

文明倡议，在促进两国文化

交流和深化中埃塞全天候

战略伙伴关系中发挥更大

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亚的斯亚贝巴大学校长

塞缪尔称赞亚大孔院为发

展两国友谊发挥了桥梁作

用。他表示，希望巩固双方

过去的合作成果，为两国的

共同利益开辟新的合作领

域。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党委书记张金刚说，十年来，

亚大孔院一直致力于以专业

的、高质量的中文教学服务

中国和埃塞间文化交流活

动，培养高质量埃塞本土中

文人才，搭建中国和埃塞民

心相通的友谊桥梁。

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孔子

学院由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

学与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合

办。10 年来，近万名埃塞学生

参加了亚大孔院不同的中文

教学项目。 （汪平）

首届泰国中文教师教学技能大赛
展现中文教师风采

本报讯 据中新社报道

首届泰国中文教师教学技

能大赛决赛 12 月 3 日落下

帷幕。在这次大赛中，来自

泰国各地的中文教师展示

了他们的教学才能和创新

方法。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参赞

冯俊英、泰国华文教师公会

主席罗宗正、泰国中文教师

学会会长傅文鸿、泰国华文

民校联谊会主席黄迨光等观

看了决赛。

冯俊英在开幕式致辞中

表示，中文教师的教学水平

是中文教育发展的生命线。

近年来，泰国政府和社会各

界对中文教师的培养和发

展给予了高度重视，成效显

著，中文教师水平有了明显

提升。

本次大赛分为中学组和

小学组两个部分，来自 19 所

学校的 22 名中文教师参与

决赛。比赛设定了真实的课

堂环境，参赛教师在学生面

前进行教学演示，通过备课、

说课、模拟授课和问答等环

节，展现了他们的教学技巧

和创新能力。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姜丽

萍观赛后认为，参赛教师在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展现教

学激情以及多样化教学技巧

方面表现出色。

泰国智民学校的徐如梦

老师和伊兰老师分别获得

中学组和小学组的总冠军。

她们将代表泰国赴北京参

加“汉教英雄会”国际中文

教学技能交流活动。

本届大赛吸引了泰国教

育界的广泛参与，共有来自

102 所学校的 122 名教师和

志愿者报名参赛，展现了泰

国中文教师队伍的活力和

实力。

（李映民）

刘东在“遇见大漆”

福建漆艺术家作品展上致欢迎词

张靖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