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世界华文教育大会

12 月 19 日在北京开幕。会议期

间，多位华校校长表示，新形势下

海外华校要完善“造血”功能，进

一步提升教学质量，推动华文教

育转型升级。

老问题新解法
当前海外华文教育持续发

展，但缺乏师资、教材适用度不足

等老问题仍存在。华文学校发挥

“造血”能力，推动教师专业化、教

材本土化，办学模式也向多元化

和正规化发展。

“30 年前我开始在澳大利亚

从事华文教育，那时在华校当老

师没有明确的要求，现在有严格

的录用标准。”澳大利亚标准中文

学校校长李复新说，目前学校老

师以新移民和中国留学生为主，

教师队伍更加年轻化；教材方面，

学校自主编写贴近当地生活的校

本教材；学校与当地国民教育体

系衔接，是在澳大利亚首都地区

教育部高中学习委员会注册的专

业教育机构。

“我们从 2006 年创校之初就

很注重教师的本土培养，建立教

师培训机制，通过评课磨课、教学

研讨会等方式夯实教师基本功。”

意大利罗马中华语言学校校长蒋

忠华说，学校采用中西融合的教

学方法，在课堂中融入本土特色

内容，互动性实操性强。学校也教

授意大利语和英语，为刚来意大

利不久的孩子进行语言接轨。

1898 年，在孙中山“教育救

国”思想的感召下，世界上第一

所近代华侨学校在日本横滨建

立。120 余年间学校几经变迁，

成为横滨山手中华学校。横滨山

手中华学校校长张岩松说：“作

为包含幼稚园、小学和中学的全

日制学校，学校的教师队伍专业

稳定，很多老师学习中文或对外

汉语专业，我们也在不断吸纳新

老师。”

新科技赋能转型
随着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

现代科技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

用，华文学校也加强信息技术在

教学中的运用。

“近两年，我们开始用实景课

堂和网络课堂辅助教学，还开设

了机器人兴趣课程，深受学生欢

迎。”李复新说，明年他们还将与

世界机器人大赛合作，在堪培拉

举办机器人锦标赛，未来也计划

继续推动数字化学校建设。

横滨山手中华学校与中国的

科技公司合作开发了电子教材，

其特色是用人工智能打造能听会

说的中文教师，学生可以利用碎

片化时间自主学习，提升了中文

学习的兴趣和效率。“我们也计划

引入教学管理系统，实现学生成

绩、教师信息等数字化管理。”张

岩松说。

“近两年学校布局线上教学，

建立了‘中华云网校’平台，除本

校学生外，来自比利时、荷兰等国

家的华裔孩子也加入进来。”蒋忠

华表示，海外华文教育要做到信

息化，还面临资金、技术、设备等方

面的不足。但她也认为，面对面的

传统教学是不可替代的，华校还需

避免对新技术的过分依赖。

语言和文化并重
华文学校也注重将语言学习

和文化传承深度结合，让华裔青

少年深入了解中国和中华文化。

“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

的。”李复新表示，对于有一定基

础的学生，学校会教授中国历史、

地理等课程。每逢中国传统节日，

老师还会带着学生体验节俗，让

学生在巩固语言学习的同时了解

中华文化。

在张岩松看来，学习中文和

传承中华文化是华文学校的两条

生命线。“我们为不同年龄层的学

生开设不同的文化课程。学校还

设有中华文化教室，供学生学习书

法、刺绣、泥塑等。舞狮也是我们的

特色，学生在不同阶段都会接触和

学习舞狮，每年还会参加横滨中华

街龙狮游行等活动。”他说。

“我们用沉浸式中华文化体

验课堂替代纯语言教学，希望让

学生体悟到，中华文化不是抽象

概念，而是音乐课的丝竹管弦、美

术课的笔墨纸砚、地理课的锦绣

河山。”蒋忠华说，中华文化是华

侨华人的心之所向、梦之所系，华

文学校也会接续传承中华文化。

（吴侃 来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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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连线

华教资讯
教学心得

近日，“侨见八闽 福见未来”

在闽高校华裔留学生八闽行研学

活动举办。在为期 5天的研学之

旅中，集美大学 50 名来自缅甸、

泰国、越南、印尼等“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华裔留学生深入八闽，

学习中华文化。

活动中，他们走进福建土楼、

云水谣古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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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中国革命精神的

思想伟力；参观高峰谷茶园，体验

中华茶文化；参观平和县最美乡

村新建村，了解乡村振兴政策；参

观校友企业龙岩龙合智能装备制

造有限公司和厦门保沣实业有限

公司，了解城市经济发展和创新

创业发展环境。

“古田会议遗址的一砖一瓦都

是历史的痕迹，我对红军不惧困难

的品质更加敬佩，对红军精神又有

进一步的感悟。”“我们亲自体验了

永定客家美食的制作方法，对客家

美食的内涵有了一些了解。”华裔

留学生们交流了研学过程中对中

国共产党史、中国传统文化、客家

文化等的学习体会和心得。

本次活动由福建省人民政府

侨务办公室主办，集美大学承办。

（黄鑫 陈丽勤 来源：新福建）

杜老师：

时或听到有人把“剔除”

“挑剔”中的“剔”读成四声 tì，

是否妥当？谢谢。

北京读者 周先生

周先生：

“剔”字读一声 tī，不读四

声 tì。下面例子中词语里的

“剔”都宜读一声 tī：

(1) 把已经腐烂的部分剔

(tī)除掉，剩下好的部分清洗干

净。

(2)灯光下，这些珍珠显得

晶莹剔(tī)透，非常漂亮。

(3)剔(tī)骨肉是湖南的地

方传统名菜，属于湘菜系。

(4)他对大量有关材料爬梳

剔(tī)抉，整理出十分有价值的

资料。

(5)剔(tī)红是雕漆的一种。

“挑剔”是常用词语，见于

《现代汉语常用词表》《义务教

育常用词表》等。“挑剔”是个必

读轻声词，其中的“剔”必须读

成轻声音节。在《现代汉语词

典》上，“挑剔”的注音是 tiāo

ti。也就是说，“挑剔”的“剔”只

能读轻声，不能读一声或别的

声调。这种轻声读法，听起来有

点像四声。或许因此，有人误以

为“剔”字读四声，于是把其他

词语中的“剔”都误读为四声。

因此，必须强调，“剔”字不论在

什么词语中以及单独使用中都

读一声 tī。

由于“剔”字误读为四声

tì 的情况比较多见，有的词典

如《现代汉语学习词典》特别提

醒读者：“剔不读 tì。”另外，在

北京话里，“剔”也读一声 tī。

如北京话表示“用刀把骨头从

肉里弄出来”叫“剔(tī)骨头”。

（杜永道《语言文字报》原

主编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全美中文学校协会华文教育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报道 日前，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第

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暨华文教育

研讨会在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

举办。大会讨论修改了协会工作

条例，并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

此次大会以“传承·创新·合

作·发展”为主题，旨在深入探讨

美国华文教育领域的多个话题，

特别关注数字化转型、线上线下

融合、课程本土化、师资队伍技能

升级、教学内容和模式更新、多元

社区建设等议题。来自美国及全

球各地的 400 多名会员学校代

表、华文教育专家以及华裔青少

年齐聚一堂，共同分享中文教育、

文化传承以及组织社区服务等方

面的经验。

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第一次会

议 1995 年在哥伦

布召开，28 年后协

会大会再次回归哥

伦布。为庆祝本次大会回归哥伦

布以及俄亥俄现代中文学校在两

次大会中所作贡献，哥伦布市议

会特别决定将大会会期（通常为

12 月的第二周）定为中国文化和

语言周。

全美中文学校协会会长倪小

鹏表示，面对新的机遇，正是重新

审视和定义华文教育新愿景、新需

求、新策略的时候，需要大家凝心

聚力，共同打造更具活力的美国华

文教育体系和新生代培养框架。

据悉，全美中文学校协会成

立于 1994 年，旨在加强会员学校

合作共享、促进中国语言和文化

教育、推动中美文化交流。（钟文）

印尼中文写作家嘉年华收官
本报讯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12 月 15 日，由印尼中国商会总

会、印尼中华总商会指导，中国

人寿印尼公司、印度尼西亚日报

主办，雅加达华文教育协调机构

承办的首届中国人寿印尼中文

写作家嘉年华活动收官并进行

颁奖，各小组分别评选出金银铜

和优秀奖项，共计 99 名同学获

奖。

此次活动聚焦印尼小学、初

中、高中、大学研习中文的学生，

写作主题聚焦“我的愿望”“我的

幸福家庭”“我心目中的千岛之

国”“保险创造幸福生活”等，吸引

约 500 多名学生报名参加。

颁奖仪式上，中国人寿印尼

公司董事长李伟表示，此次中国

人寿印尼公司走进校园，以中文

作文比赛和国寿小画家作为舞

台，搭建了一个同学们表达才艺

的平台。今天获奖的同学们是“小

荷才露尖尖角”，相信成功的种子

已种满大家心田，将来一定会成

长为造福社会的“参天大树”。中

国人寿印尼公司将继续举办类似

活动，继续为同学们搭建成长和

展示才能的舞台，帮助同学们能

够更多更远更广地看世界。

印度尼西亚日报首席执行官

周维樑在致辞中说，这项比赛吸

引了印尼各地热爱中文的学生和

中文教育者的高度重视，这让我

们看到推广中文的希望，希望大

家踏着热爱中文的步伐，在未来

成为杰出的印尼写作家。

本次表彰活动中，中国人寿

印尼公司延续过往工作计划，继

续开展国寿小画家评选活动，并

在图案设计、色彩搭配、创意等方

面评选出优秀作品并进行颁奖。

（李志全陈诗梦）

本报讯 据人民网报道 近日，

由布加勒斯特中国文化中心、辽

宁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办的

“中国故事”系列讲座———《汉

字———富有人文精神的符号》在

布加勒斯特中国文化中心举办。

来自罗马尼亚政界、学术界、教育

界、商界、新闻界等人士，以及罗

马尼亚 3所学校的师生共 100 余

人出席。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

文化参赞张丽丽、辽宁省文化和

旅游厅一级巡视员赵奎伟、布加

勒斯特中国文化中心主任徐宁

波、罗经济创业和旅游部顾问丹

古丽亚参加活动。

辽宁省图书馆 (辽宁省古籍

保护中心) 馆员陈浮以汉代许慎

在《说文解字》中对汉字的生成属

性归纳的六书造字法为出发点，

从汉字的字意，汉字的色彩美、画

面美和空间感，汉字中双声、叠

韵、叠字的音乐美、音韵美，汉字

的谐音文化四个方面讲述了汉字

的文化内涵。为了让罗马尼亚观

众加深理解，陈浮选取了浅显易

懂的例证。比如在谈到象形字时，

他以汉字“日”“月”为例，并配以

生动的图片，通俗的语言，一步一

步地阐释这两个汉字的由来。现

场观众纷纷点头表示理解。

讲座结束后，观众们欣赏了

中国传统民乐舞蹈，体验了非物

质文化遗产烙画、皮影技艺。

（李增伟）

布加勒斯特举办“中国故事”系列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