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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受中国驻缅甸

大使馆委托，华侨大学组织实施

2024“名师堂”汉语培训班。来自缅甸

仰光省、曼德勒省、德林达依省、实

皆省、勃固省、克钦邦、孟邦、掸邦等

8个地区40多个单位的170余位本

土中文教师相聚云端，接受为期1个

月的教学技能与素养培训。

缅甸福星语言与电脑学苑董

事长、缅甸中华总商会会长、华侨

大学福星孔子课堂缅方理事长林

文猛在致辞中表示，福星语言与

电脑学苑长期致力于华文教育，

为缅甸社会培养人才，将持续与

社会各界、与教育界同仁携手共

进，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文

明的交流与互鉴、缅中友谊的友

好贡献力量。

“华文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于

促进中缅两国人民的文化融合与

民心相通、深化经贸合作具有重

要意义。”华侨大学华文教育处处

长涂伟表示，华侨大学在华文教

师的培训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期待本次培训班为提升本土教师

素质，为中缅文化交流搭建起一

座新的桥梁。

据悉，2024“名师堂”汉语培

训班由中国驻缅甸大使馆领侨处

主办，福星语言与电脑学苑、华侨

大学承办协办。此次华大选派了

4 位优秀教师授课，课程包含高

级汉字结构及书写、中文写作进

阶、成语故事及解析、office 常用

软件应用等，旨在全方位、多维度

地提升缅甸本土中文教师队伍的

教学水平与数字素养，持续深化

中缅教育领域纵深合作，共同推

动缅甸华文教育新发展。

（王钰来源：华侨大学）

2024 华裔大学生中国文化体验营开营
本报讯 8 月 22 日，由中国

华文教育基金会联合江苏省

海外联谊会主办的“2024 华

裔大学生中国文化体验营”

开营仪式在镇江举行。来自

德国、法国、西班牙等 14 个

国家的近 50 名华裔大学生

参加。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理

事许玉明表示，海外华裔大学

生与中国有着天然的血脉联

系，对中国文化有着与生俱来

的亲近感。希望营员们回到住

在国，能多向同学和亲朋好友

介绍江苏，宣传中国，为中外

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作出独特

贡献。

大学生营期间，营员们在

南京、镇江、常州三市游览特

色景观、体验非遗文化、参观

相关企业，感受中国的飞速发

展与独特的文化魅力。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

实施三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举行
本报讯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

标准》(以下称《等级标准》)实施

三周年国际学术会议8月 24日

在韩国延世大学举行。近 400

名国际中文教育领域专家学者

出席会议，围绕“深化标准体系

建设，开拓国际中文教育暨

HSK考试新局面”这一主题分

享交流国际中文教育经验。

来自欧亚不同国家的 7 名

专家做主旨报告，围绕《等级

标准》体系建设、教育标准多

元性、国际中文教育本土化、

国际中文标准与欧洲语言标

准对接、中文特性与教学测试

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

当天还举办了“韩国(第四

届)HSK 留学中国展”和第一

届“彩虹杯”世界韩人中文演

讲大赛。8 月 23 日，纪念韩国

孔子学院成立 20 周年和韩国

彩虹孔子学院成立 10 周年活

动也在首尔举行，韩国近 20

所孔子学院双方院长出席。

（刘旭）

印尼三一一大学

开设第二个本科中文专业
本报讯 据中国新闻网报

道 印尼三一一大学职业技术

学院近日在梭罗市举行了工

业汉语系“工业工程与商务汉

语”本科专业推介会暨第一届

新生见面会。这是该校第二个

本科中文专业。

工业汉语系主任郭玉梅

介绍了三一一大学“工业工

程与商务汉语”本科专业的

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和中外

方专业教师。孔子学院中方

院长樊洁介绍了印尼中资企

业对“专门用途中文”人才的

需求情况。

随着中资企业在印尼的蓬

勃发展，专门用途中文人才需

求不断扩大，三一一大学主动

因应社会需要和市场呼声，发

展了各种途径的中文教育，设

定短期和中长期的不同发展

计划。本次工业汉语系“工业

工程与商务汉语”的成功开

办，不仅能为市场提供应用型

中文人才，也将为“中文 + 职

业”教育的学科建设、人才培

养和资源建设积累宝贵的印

尼经验。

暑期中文班的别样风景
在海外，暑期中文班为各层次的中文学习者提供了接触中文、提升

中文水平的机会，吸引了众多学习者和中国文化爱好者。

中外教师合作授课
在突尼斯，迦太基大学孔子

学院与突尼斯教育部合作举办的

突尼斯示范性高中教学点暑期中

文班于线上开班授课。该中文班

使用《HSK1 标准教程》作为授课

教材，为期两个月的课程结束后，

学员的中文水平预计能达到

HSK1 级(汉语水平一级)，吸引了

当地百余名高中生报名参加。这

些学生都是中文零基础的学习

者，年龄在 14 到 19 岁之间。

在第一堂课上，两位本土中

文教师分享了各自在中国学习

中文的有趣经历以及中文学习

的重点与难点。学生们积极参与

互动，提出了许多与中文学习相

关的问题。在之后的课程设置

中，中方教师与本土教师合作授

课。中方教师先讲授知识要点，

本土老师在每节课的后 30 分钟

解答学生疑问，带着学生进行小

组练习。

当地授课教师表示，从目前

来看，学生们对中外合作授课的

形式反馈良好。同时，线上课程打

破了地域限制，将中文教学辐射

至更远的地区，为突尼斯更多高

中学生提供了学习中文和了解中

国文化的机会。“中方教师的中文

教学经验丰富，本土教师了解当

地学生的语言学习难点，两者密

切合作实现了优势互补，提高了

课堂效率。未来我们还将引入更

多元化的教学资源，结合突尼斯

文化特色，制定更贴合学生需求

的课程内容。”

互动课堂趣味十足
近日，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国

立大学 2024 年暑期中文班开班，

学员除了当地的大中小学生外，

还吸引了一些对中文有兴趣的社

会人士。因此，班中的学员年龄跨

度较大，且中文水平都是零基础。

老师们根据学生年龄，分成

了儿童班与成人班，不同教学风

格的老师负责不同年龄段的学

员。儿童班采用的教材是《快乐汉

语》，内容简单、图文并茂、趣味性

更强。成人班使用的教材是

《HSK1 标准教程》，难度循序渐

进，适合零基础学生，不仅实用性

强，内容也与汉语水平考试同步。

在具体教学中，儿童班常使

用双语动画，学生通过看动画片

的方式，可以形象生动地学习中

文字词；成年班教学偏向讲练结

合，教师授课和学生讨论相结合

的方式让学员们在课堂上得到了

充分练习的机会。

学员们还在老师的指导下参

加多样的中国文化体验活动，如

学习书法、体验中国结和剪纸的

制作等。这些活动不仅帮助他们

初步了解中国文化，也激发了其

学习中文的积极性。

提到这段教学经历，授课中

文教师张倩说：“学员中，有一位

妈妈带着她的两个孩子来报名学

习中文。妈妈在成人班学习，两个

孩子在儿童班学习。她们每次都

按时上课，学习也十分努力，认真

完成作业，学习中文的热情让我

非常感动！”

对于此次暑期中文班，学员

们均表示受益匪浅———“在这里，

我学到了很多地道的中文表达，

现在我可以用中文进行简单的日

常交流。”“这段学习经历让我对

中国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学

习中文不仅为我的未来开辟了更

多的可能性，也让我感受到文化

交流的美好。”

量身定制分级课程
在哈萨克斯坦，朱巴诺夫大

学孔子学院暑期中文班于近日开

课。当地气温很高，但仍有许多中

文学习者与中国文化爱好者前来

咨询并报名。

参加本期暑期班的学员的学

习初衷并不相同，有的是对中文

感兴趣，有的是想到中国留学，还

有一些学员是因为工作上的语言

需要。为满足不同中文水平学习

者的需求，中文班提供了分层培

训课程，不同课程均制定了相应

的主题教学内容，以兼顾实用性

和互动性。

按照学员的中文水平，班级分

为零起点班、HSK1-4 级班，使用

《新实用汉语》《体验汉语》两本教

材。零起点班旨在通过1个月的时

间，培养学员对中文的兴趣，同时让

学员掌握基本的拼音拼读，课程结

束后能够达到在孔子学院学习的

水平。HSK1-4级班采用话题讨论

的课堂模式，模拟在中国工作生活

的实际场景，如“购物”“点菜”等，旨

在帮助大家灵活运用特定话题的

常用词汇和句式。

授课教师们根据学生的学习情

况对话题进行拓展，除完成必要练

习外，还让学生自主编排中文情景

对话，进行小组比赛。老师们还亲手

制作了很多情景教学所需的教具，

既增加了课堂趣味，也锻炼了学生

在实际场景中运用中文的能力。

“我对暑期中文班非常满意，

特别是小组竞赛环节，真的很有

趣……我们愿意把学到的知识分

享给家人和朋友，让他们也了解

中国。”学员们说。

（于荷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反问句末尾的语气词
宋先生：

这两个句子是反问句，虽

然采用的是疑问句的形式，但

表示的是语气强烈的肯定的

语气，且都是用否定的形式说

出肯定的意思。反问句有时不

用语气词，有时则用“呢”或

“吗”。这两个句子都宜用语气

词“吗”，写成：

（1）难道我不想把工作做

好吗？

（2）他会没有意见吗？

不宜用“么”代替“吗

(ma)”。对于“么”，《现代汉语词

典》从 2012 年第 6 版开始，在

“同‘吗(ma)’”前加了一个“旧”

字，写成“旧同‘吗(ma)’”。意思

是，过去“么”有“同‘吗(ma)’”

的用法，但是现在不可以这样

用“么”了。因此不宜用“么”来

代替“吗”。

也不宜用“嘛(ma)”代替

“吗(ma)”。“嘛(ma)”处于句末

时，通常有两种用法。一种是

“表示道理或事实显而易见”。

例如：人多力量大嘛。

另一种是“表示期望或劝

阻”，也就是用于祈使句。例如：

（1）不会你就学嘛。

（2）别这么说嘛！

也就是说，“嘛”只用于陈

述句跟祈使句末尾，不用于疑

问句或反问句末尾。因此不宜

用“嘛(ma)”代替“吗(ma)”。

（杜永道《语言文字报》原

主编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杜老师：

某篇文章中说：“难道我不想把

工作做好么？”另一篇文章里说：“他

会没有意见嘛？”请问这两个句子末

尾的语气词用得是否妥当？谢谢。

甘肃读者 宋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