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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及时了解学院留学生对

各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提

高学院来华留学本科教学质量，

近日，厦门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

院 / 海外教育学院召开本科生

座谈会。该院华文系副主任郭建

花，教研室负责人高清辉、马杜

娟，本科各班的班主任、学院学

工和教学等部门老师，以及 30

余名留学生参加座谈。

郭建花阐明了召开本次座

谈会的目的，鼓励同学们畅所欲

言，反馈学习、生活等方面的问

题。

同学们对学院及老师的关

怀表示感谢，并就遇到的问题表

达了各自的看法，主要围绕毕业

论文、学分、实习等方面。即将毕

业的大四同学正在撰写论文，有

的同学表示在调查问卷方面遇

到困难，希望老师在数据收集方

面提供帮助。有低年级同学则提

出开学初在学校的教务系统使

用上遇到了困难，希望老师多介

绍教务系统的使用。还有同学踊

跃参加学院举办的汉语比赛，并

希望能增加更多样的比赛形式。

同学们还积极为学院本科教育

教学工作建言献策。

学院相关负责老师认真听

取学生发言，并针对学生反映的

情况和问题，充分交换意见，逐

一给予解答。

今后该学院还将继续定期

举办座谈会，了解留学生的学业

学习情况，加深师生间交流，进

一步完善本科生培养的各项工

作，推动学院更高质量发展。

（文 / 吕佳莹 图 / 苏宏捷

来源：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本报讯 据人民网报道 5 月 9

日至 12 日，首届东南亚孔子学院

国际学术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巴厘

省举办。此次会议由印度尼西亚

三一一大学孔子学院和伽内什师

范大学巴陵康孔子学院联合举

办，会议主题为“数字智能时代中

国 -东南亚文化交流背景下的中

文教育本土化、国际化与现代

化”，线上线下共 300 余人参加会

议。

本届会议共设“中文教学与研

究”“本土教材与教法”和“中国 -

东南亚文化”三个分论坛，邀请了

来自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亚、新加坡、泰国、越南和菲律宾

等国家的 19 位资深专家做主旨

演讲，各位专家结合各自研究领

域，围绕“数智时代中文教育的本

土化、国际化和现代化”这一主

题，对国际中文教育和文化交流

互鉴的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和探讨。

此外，线上线下的 39 位青年

学者进行了分组报告，大会特邀

暨南大学邵宜教授、巴陵康孔子

学院朱敏霞副教授、马来西亚玛

拉工艺大学叶俊杰博士担任点评

专家。会议根据专家点评选出的

优秀论文将在三一一大学孔子学

院国际期刊《MANARINABLE》

上择期发表。

会议为国际中文教育理论与

实践的深度对话提供了一个良好

的平台。青年学者大都来自东南

亚各国中文教学一线，报告内容

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当前各国中文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思考，而主

旨专家的报告高屋建瓴，为一线

教师提供了学理上的指导及应用

上的启示。

此次会议的举办，得到三一

一大学孔子学院和巴陵康孔子学

院的中外方合作院校中国西华大

学、信阳师范大学和印度尼西亚

三一一大学、伽内什师范大学的

大力支持，这也是多校合作开展

学术活动的全新尝试，为未来的

多方位、深层次合作奠定了坚实

基础。 （李培松曹师韵）

本报讯 据人民网报道 2024

“汉语桥”中学生中文演讲比赛全

英大区赛近日落下帷幕。当天，来

自全英 37 所中学的 47 名个人赛

选手和 59 名团体赛选手各显身

手、尽展风采。

“从小我就想去中国，我的中

文老师是哈尔滨人，我最想去哈

尔滨冰雪节，在零下二十五度吃

马迭尔冰棍”“汉语虽然很难学，

但我一定会坚持的，去年我的中

国笔友来英国住在我家，很高兴

今年 7月又可以和他见面”“今年

夏天我和同学们要第一次去中国

参加夏令营，打卡著名景点，品尝

地道中国菜”……在主题演讲环

节，选手们分享自己与中文结缘

的故事，以及对前往中国的热切

期待和向往。他们的演讲或激情

澎湃，或活泼生动，或轻松幽默，

引来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有些

选手的演讲虽略显稚嫩，但他们

对学习中文的真挚热爱和对中国

的美好感情，依然深深打动了听

众。经过激烈角逐，来自玛丽皇后

文法学校的尼山·西迪克夺得个

人高级组桂冠。

团体组决赛中，中学生带来

的《中国达人秀》《龙年大吉》《孔

融让梨》《抢生意》等节目更是精

彩纷呈，不仅展现了英国中学生

学习汉语的热情和兴趣，也体现

了她们对中国语言和中华文化的

理解。最终，Kingsford Community

School 的参赛作品《中国达人秀》

夺得团体组第一名。

许多参加比赛的中学生即

将参加今年 7 月由英国文化教

育协会、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

作中心联合主办的英国“中文培

优”项目夏令营，来自英格兰 61

所公立学校的 1400 余名 9 年级

中学生将赴华参加为期 11 天的

游学活动，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

开展中英青少年交流。本次夏令

营也是历年来人数规模最大的一

届。

据了解，目前英国共有 30 所

孔子学院、160 多所孔子课堂。经

过十多年发展，孔院已经成为英

国汉语教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量。同时，英国教育部在 2016 年

资助启动“中文培优”项目，截止

目前，已有来自英格兰地区 79 所

学校的约 10000 名学生参与了该

项目。 （余颖）

“琢磨”中“琢”的读音

杜老师：

有人把“这件事你再琢磨

一下”中的“琢磨”读为

zhuómó，是否妥当？谢谢。

安徽读者 郑女士

郑女士：

“琢磨”读 zhuómó 时表

示“雕刻、打磨(玉器等)”。例如：

（1）这是一千多年前琢磨

（zhuómó）出的玉器，非常精

美。

（2）一件玉石饰物陈列在

玻璃柜中，饰物表面琢磨

（zhuómó）得很光滑。

（3）这个人物雕像琢磨

（zhuómó）得酷似其人。

“琢磨(zhuómó）”也可用

来指对文艺作品等反复加工使

其精美。例如：

（1）文章里有些文字还需

要琢磨(zhuómó），先不忙着

发表。

（2）作者把这段描述又琢

磨（zhuómó）了一下，更精彩

了。

（3）这位画家在画这幅画

的时候，跟其他艺术家反复切

磋琢磨（zhuómó），终于画出

一幅受到人们赞赏的画作。

“琢磨”读 zuómo 时，表示

“反复思索”的意思。例如：

（1）小说的这个片段很值

得琢磨（zuómo)，含义颇深。

（2）怎么把这件事处理好，

你 再 琢 磨 （zuómo） 琢 磨

（zuómo）吧。

（3）我琢磨（zuómo）了半

天，才弄懂文章里这段话的意

思。

（4）别瞎琢磨（zuómo）了，

根本没有这回事。

值得注意的是，需要将“琢

磨 （zuómo）” 跟 “ 捉 摸

（zhuōmō）”区分开。“捉摸

（zhuōmō）”表示“揣测”的意

思，一般用于否定形式。例如：

（1）他的这些做法我真捉

摸（zhuōmō）不透是怎么回

事。

（2）这些变化，复杂多样，

其规律难以捉摸（zhuōmō）。

（3）县令的话模棱两可，让

捕快捉摸（zhuōmō）不定，他

不知如何是好。

从 意 思 上 说 ，“ 琢 磨

（zhuómó）”表“雕琢”，“琢磨

（zuómo）”表“思索”，“捉摸”表

“揣测”。从使用上说，需留意不

要把“难以捉摸”（难以猜测）、

“捉摸不定”（猜来猜去而不能

决定）、“捉摸不透”（猜不透）中

的“捉摸（zhuōmō）”写成“琢

磨（zuómo）”。

（杜永道《语言文字报》原

主编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

多瑙河东岸，坐落着匈中双语

学校。学校大门上方悬挂着中

国国旗、欧盟旗帜和匈牙利国

旗，教学楼里不时可见红灯

笼、中国结等装饰品。课间休

息铃一响，楼道里充满了孩子

们的欢声笑语。

匈中双语学校成立于 2004

年 9月，是中东欧地区唯一一所

使用中文和所在国语言教学的

公立全日制学校。2009 年 10

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

匈牙利期间，曾到匈中双语学校

考察。

2023 年春节前夕，该校学

生致信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

媛教授，按照中国风俗拜年，讲

述在校学习中文 12 年的感受，

表达将来到中国上大学、为匈中

友好作贡献的愿望。习近平主席

在复信中鼓励匈牙利青少年更多

了解中国，做传承发展中匈友好

事业的使者。习近平主席对匈中

双语学校的关心，极大鼓舞了同

学们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热情。

“习近平主席复信匈中双语

学校学生，对我们来说是至高无

上的荣誉。”匈中双语学校校长

埃尔代伊·苏珊娜自豪地说，“虽

然我们学校规模不大，跟中国相

距遥远，但在两国民间交流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我们的很多学生

前往中国学习，今年又有 10 名

学生收到了来自北京的大学录

取通知书。”

匈中双语学校目前有 12 个

年级、20 个班，在校学生 500 余

名。该校不管是低年级还是高年

级学生，中文发音都很标准。据

匈中双语学校中方负责人王悦

介绍，近年来，越来越多匈牙利

青少年喜欢上中文，一家兄弟姐

妹都就读于匈中双语学校的情

况不在少数。2023 年曾代表全

校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和夫人

彭丽媛教授的宋智孝及其家人

都是中文爱好者，她的哥哥和弟

弟也曾在这所学校就读。

匈中双语学校既是学习两

国语言文化的平台，也是发展民

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桥梁。

近年来，“中文热”在匈牙利不断

升温。中文已被纳入匈牙利从小

学、中学到大学的整个国民教育

体系，成为该国的高考科目。匈

中双语学校的发起人之一、匈牙

利前总理迈杰希·彼得对学校蒸

蒸日上的发展颇感欣慰。在他看

来，鼓励两国民众学习对方语

言，可以推动匈中友谊世代相

传，这是两国人民的一致期待。

“很多匈牙利年轻人从匈中双语

学校毕业后到中国留学，也有华

侨华人的孩子在这里毕业后进

入匈牙利的大学读书。匈中两国

青年从小就建立起真挚友谊和

相互理解。”

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到

匈牙利投资办厂，掌握中匈双语

的人才越来越受欢迎。“我从 7

岁起就开始学习中文，已经学了

10 年。学习中文对我而言很重

要，毕业后找工作，会中文是一

个很大优势。”匈中双语学校十

年级学生厄多斯·阿图尔说。

“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

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

好……”中午时分，匈中双语学

校三楼教室里，传来阵阵女声合

唱，高年级的学生正跟着老师学

唱中文歌曲。2024 年恰逢匈中

双语学校成立 20 周年，它正像

一位充满朝气和活力的青年，在

中匈友好事业的大道上，向着未

来奋力奔跑。

（刘仲华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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