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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教育部）留学

服务中心 / 集美大学战略合作

伙伴项目合作院校———日本环

太平洋大学代表团一行到访集

美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学校国

际合作交流处、海外教育学院

相关负责人，项目教学和学生

管理工作人员参加会见。

会谈中，学院相关负责人

介绍了集美大学国际化办学概

况和双方合作项目的开展情

况，希望双方通过多元深度的

交流，促进两校合作共赢，共同

打造国际教育品牌。日本环太

平洋大学代表、日本创志集团

副董事长大塚敏弘表示，两校

的合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

体，愿与集美大学携手努力，共

同推进项目办学与未来合作，

欢迎集美大学师生赴日交流学

习。双方针对项目课程设置、考

核标准与方式、教学质量监控

与评价、学生教育管理等主要

办学事项，探讨国际化人才培

养的优化方案，并达成共识。

日本环太平洋大学代表团

一行还参观了集美大学校园和

校史展览馆，走进项目学生课

堂了解教学情况，参与学生日

语分级测试，并为项目学生举

行留学说明会。

据悉，集美大学与日本环太

平洋大学于 2022 年正式签署合

作协议，采用“2+2”学制联合培

养商科类专业（综合经管方向）

国际化人才，合作项目已纳入中

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集美

大学战略合作伙伴项目。项目

现有 2022 级、2023 级在校生共

151 名，其中 2022 级首届学生

今夏将赴日留学深造。

（柯柳青 来源：集美大学海

外教育学院）

第 21 批赴泰国际中文
教育志愿者离任大会举行

本报讯 据人民网报道 近日，

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联合泰国

教育部在曼谷举办第 21 批赴泰

国中文教育志愿者离任大会，867

名中文教育志愿者圆满完成了本

学年的汉语教学工作。

泰国高等教育和科研创新

部、教育部对中国政府和中外语

言交流合作中心大力支持泰国汉

语教学表示感谢，并高度评价了

志愿者教师不远千里赴泰任教的

行动。

泰国高等教育和科研创新部

部长素帕玛在致辞中表示，国际

中文教育志愿者项目符合泰国

“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政策，

项目自实施以来成果卓著，为提

升泰国学生的中文语言能力、学

习和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做出了重

要贡献，成为推动泰国中文教学

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副主

任静炜表示，20 多年来，国际中文

教育志愿者秉持着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精神，默默耕耘、无私

奉献，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

迎。期待志愿者们把泰国的所见

所闻所获带回中国，进一步促进

中泰两国在语言、文化、商务等各

方面的交流合作，做好中泰人文

交流的使者。

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统计

数据显示，自 2003 年起，中外语言

交流合作中心累计派出 21 批，超

过 2 万余名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

赴泰国 1000 多所学校任教，为大

约 400 万泰国学生提供中文教

学。 （孙广勇）

马耳他大学孔子学院
参加开放日活动促进中马文化交流

本报讯 据人民网报道 笔走

龙蛇的汉字、清香四溢的中国

茶、酥脆可口的经典小吃……当

地时间 3 月 19 日，马耳他大学

孔子学院受邀参加马耳他旅游

学院举办的开放日活动，为该校

师生带去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

化盛宴。参与者们乐在其中，共

同体验中国文化元素的独特魅

力。

活动现场，马耳他大学孔子

学院的中文老师们精心策划，一

笔一笺一句祝福、一壶一盏一缕

茶香，别有巧思地将“中国”二字

融入小吃展台的布置，让参与师

生沉浸在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之

中。

汉字体验展台前，体验者络

绎不绝，大家纷纷拿着汉字祝福

语清单仔细观看，跟同伴们商量

要从“心想事成”“好事发生”“长

风破浪”“前程似锦”等祝福语里

挑选出最心仪的一个。孔院老师

们讲解词句所代表的含义，细致

认真地为参与者写下美好祝愿。

参与人员纷纷表示，这一活动增

进了他们对汉字的了解，他们要

将来自中国的祝福带给自己的家

人好友。

中国茶文化展台前，大家表

现出了对中国茶的极大兴趣。马

大孔院为此次活动准备了铁观

音、白芽奇兰、祁门红茶等代表性

茶叶，在体验者品茶茗香时，孔院

教师为大家介绍中国茶的分类、

特点等，共同探讨中西茶文化的

异同。不少同学表示，这是自己第

一次品尝中国茶，很喜欢茶的清

香。

此次开放日除了中国语言文

化体验区以外，还有多个其他国

家语言文化体验区，如英语、法

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

马耳他语。

马耳他大学孔子学院在活动

中不仅为旅游学院的师生们带去

了一场异彩纷呈的文化体验盛

宴，也促进了中马两国之间的文

化交流与理解。未来，马耳他大学

孔子学院也将继续积极参与各类

文化交流活动，为增进中马友谊

不懈努力。 （谢亚宏）

印尼 2024 年国际中文考试HSK顺利举办

本报讯据人民网报道 3月 16

日至 17 日，印尼 2024 年国际中文

考试HSK考试顺利举办。此次考

试由印尼教育文化研究技术部华

文教育综合统筹处（简称“统筹

处”）和印尼雅加达华文教育协调

机构（简称“雅协”）联合举办。考

试全国共设 23 个考点，4970 名考

生参加了考试。其中，纸笔考考点

15 个，考生共计 3984 人；机网考

考点 8个，考生共计 986 人。

此次考试是疫情后印尼首

次统一组织的线下大型集中考

试，社会各界均给予了充分关

注。考试当天，统筹处领导颜

培椿（Sritun Gandaputra）、戴莉婷

（Christine Bachrun)等，雅协执行

主席蔡昌杰、秘书长余文琼、公派

教师卢鹏到考场巡视指导工

作 ，对考试组织工作表示肯

定，对考生寄予鼓励。

此次国际中文考试科目涵盖

YCT 1-4 级 ，HSK 1-6 级 及

HSKK 口试初级、HSKK 口试中级

和 HSKK 口试高级。为做好考试

准备工作，雅协成立了国际中文

考试考务工作小组，于考前组织

培训与指导，参与把控考试过程，

梳理完善考试资料，有效保证了

全国各省市考点顺利开考。

国际中文考试 HSK 是一项

国际标准化考试，重点考查汉语

为非第一语言的考生在生活、学

习和工作中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

能力。根据计划，2024 年印尼将组

织四次HSK考试。此次考试的成

功举办，进一步激发了印尼学生

学习中文的热情，对帮助印尼民

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学习中文、

了解中国，促进印尼与中国在经

济、教育、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与

合作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国

际中文教育事业的积极健康发

展。 （李培松）

泰国华裔作家梦凌：

努力促进中泰文化交流

梦凌，本名徐育玲，泰国华裔作家，曾任小学、中学教师，时代中学校长，现

为沙拉萨通库双语学校副校长，《世界诗人》季刊艺术顾问，泰国《中华日报》

副刊主编，在文学、教育、翻译、影视等领域均有涉猎。

追逐文学梦想
“梦凌”的笔名来自中学时

代的老师给她的八字箴言：凌

云壮志，梦想成真。“这成了我

一生的座右铭。”梦凌说。她一

直在追逐自己的文学梦想。

梦凌与文学结缘，则要追

溯到幼时。1976 年中泰建交后，

她去了广州的姑妈家。之后，她

在中国留学八年，打下了坚实

的中文基础，并踏上文学之路。

当时，她居住的院子里住

着许多老人。“在月亮之下，听

这些老人家说革命、长征和家

乡。”同时，因为身边多是大人，

闲暇时无人陪伴，她便一个人

对着院子里的花草树木、小猫

小狗说话，想象与动植物的交

流。诸如此类的美好回忆，为她

后来创作儿童文学奠定了基

础。

上世纪 80 年代，舞台剧流

行。她的表姐是某电影制片厂

的演员，梦凌便有机会近距离

观摩排练。舞台剧的台词引人

入胜，尤其是《白毛女》和《西厢

记》，让她领略到中华文化之

美。

中学时代，梦凌的语文成

绩突出，作文经常登上学校的

光荣榜，广播组也常采用她的

稿件。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她荣

获广东省第一名。“我觉得这是

一个预兆，老师也说我有写好

文章的基础，如果朝着写作这

方面发展的话，我会走得很

好。”就这样，带着对文学的热

爱和老师的鼓励，梦凌沿着这

条路走了下去。

探索不同领域
“时代在前进，我们也跟着

前进。”梦凌认为，与时俱进、不

断进步是她取得成功的重要原

因。

上世纪 90 年代初，微型小

说在中国十分流行，也传播到

了泰国。梦凌从 1996 年开始创

作微型小说。“我写了不同生活

层次的人，大部分是社会底层

的人，比如小贩，比如失业的

人。”她以独到的眼光看社会，

将人生百态展现在字里行间。

短短几年内，她的微型小说集

陆续出版，多次获得泰国和国

际奖项，其中一篇还被编入泰

国教科书中。

沿着微型小说创作之路，

梦凌进入到微电影文化圈。

2017 年，泰国文化部举办文学

与影视大赛，她的微型小说《父

亲》进入决赛。梦凌与《亚洲微

电影》杂志副总编刘玉龙一同，

基于《父亲》创作了微电影剧本

《象画情缘》。这部反映中泰两

国文化交流的微电影，荣获第

五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金海

棠”奖最佳国际单元微电影奖。

这只是一个开始。微电影

短小精炼的特点契合当下快节

奏的生活，梦凌希望在这条路

上继续向前。接下来，她计划以

弘扬华文教育为主题，写一个

泰国男孩与汉语老师的剧本。

教育、文学、翻译、媒体、影

视……梦凌已经在众多领域取

得成绩。新冠疫情期间，由于教

学活动受到影响，她还开起了

自己的农场。

促进文化交流
中文和泰文双语创作，是

梦凌文学创作与众不同的一

点。拥有中泰两国文化背景的

她，致力于促进中泰间的文化

交流。

对于学生和自己的孩子，

梦凌很重视让他们体验中国文

化。担任中学校长时，她每年暑

假会组织一批学生前往北京，

游览中国首都的名胜古迹。她

的孩子接触到三国故事等中国

传统文化内容，也会同她讨论。

“在潜移默化中，他们都增进了

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每年至少一次，她会到中

国参加文学讲座、研讨会或发

表演讲，结识了许多艺术界人

士。梦凌还带着泰国的画家、艺

术家到北京、广州、上海等地举

办画展。

掌握双语的梦凌在翻译

领域同样有所作为。泰国文化

部长访问武汉和泰国卫生部

长前往四川时，她担任了翻译

工作。“作为一个懂汉语又懂

泰语，两门语言都掌握得不错

的人，能够为两国的文化交流

做一点事情，我觉得是应该

的。”

“有机会得到良好的华文

教育，我是幸运的。我作为一个

泰国华裔，肩负着传承中华文

化的使命。弘扬中华民族优秀

文化是海外华侨华人应该做

的。”梦凌说，她将不断与时俱

进，以新的时代观念写作，为中

泰文化交流作贡献。

（杨宁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日本环太平洋大学代表团一行到访
集美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