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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心情太激动了，这是
我第一次来厦门，厦门真的很漂
亮。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最期待
的是华侨大学丰富多彩的中文课
程以及各类有趣的文化研学活
动，我想要参观我们的象屿总部，
想去鼓浪屿走一走。”近日，抵达
厦门的象屿集团印尼 OSS公司员
工杨过说。

和杨过一起抵达厦门的还有
28名同事，他们参加在华侨大学
举办的象屿集团印尼 OSS公司员
工中文研学营，开启为期3个月的
中文之旅。

据研学营班主任刘艺珍介绍，
华侨大学聚焦象屿集团印尼公司
需求和项目特点，围绕语言、文
化、技能和实践目标，专门研发了

产业中文课程、象屿企业管理智
慧研读、中国文化研学等课程，量
身订制了个性化、特色化的课程
体系，以“教”领“学”，以“教”促

“学”，将语言技能提升、文化研学
和专业技能实践有机融合，以增
强课程的吸引力、学员的参与度
和获得感，全面提升学员的中文
语言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对
象屿企业文化的理解力。

“以前只能在网上和老师交
流，现在再见到熟悉的老师非常
激动，感觉自己很幸运能够被选
拔为首期学员代表来到中国。学
校安排的课程也十分丰富，不仅
有中文综合课、应用课，还增加了
许多特色的文化研学课程，比如
和我们的工作紧密相关的产业中

文 课 ，我 对 这 些 课 程 都 充 满 期
待。”学员圣平阳说。

据悉，华侨大学充分发挥国家
语言服务出口基地载体作用，构建
语言服务赋能中国企业“走出去”
的新范式，助力“一带一路”倡议走
深走实。学校与世界 500强企业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人才
培养协议，以象屿集团的海外市场
发展需求为导向，通过“线上+线
下”融合的方式，为“一带一路”倡
议 重 点 项 目—— 象 屿 集 团 印 尼
250万吨不锈钢一体化冶炼项目
的印尼本土员工提供中文语言技
能提升服务。此前，华侨大学已成
功举办“象屿集团印尼员工线上短
期中文速成班”，开展了为期 4个
月的线上教学。（崔丽丽 刘艺珍）

日前，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主
席吴恒灿在接受采访时，讲了自己
亲历的一件小事，感到“中文越来
越受到马来西亚非华裔社会的重
视和欢迎”。

前不久，由马来西亚汉文化中
心参与举办的首届HSK(中国汉语
水平考试)中国留学就业展在吉隆
坡举行。展览上，作为“汉语考试
优秀考点”的汉文化中心向一批刚
刚通过考试的马来西亚非华裔考
生颁发了成绩证书。令吴恒灿印
象深刻的是，很多领取证书的考生
都是由家长陪同前来的。这些非
华裔家长告诉吴恒灿，自己早早把
孩子送进华文小学学习，让他们从
小就掌握中文。如今，不但这些孩
子中文学习顺利，通过了汉语水平
考试；家长也能用“谢谢”“你好”等
简单的中文和吴恒灿交流。吴恒
灿笑言，“在马来西亚，非华裔孩子

‘教’爸爸妈妈学中文，成为越来越
普遍的现象。”

中国留学就业展的盛况也让
吴恒灿感觉“超出预期”。他告诉
记者，据统计，展览仅一天就吸引
了近万名马来西亚民众观展。观
展民众积极向参展的50多所中国
大学了解赴华留学事宜。

记者在展览上遇到了马来裔
民众再迪，他和妻子特意带着女儿
和儿子前来观展。再迪把两个孩子都送到华文小学学
习。如今，再迪的女儿明年就要升大学了，他期待女儿能
去中国留学。“我曾两度去过中国，对中国的教育水平和未
来发展都十分看好。”

吴恒灿说，再迪一家并非孤例。目前，在马来西亚的
华文小学中，有二成左右的学生都是非华裔，“中国的飞速
发展，让学习中文的价值越来越高，这是中文在非华裔社
会越来越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在马来西亚长期从事中华文化传播工作、曾将中国
“四大名著”翻译成马来文的吴恒灿说，中文在马来西亚受
欢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华文化越来越被马来西亚其
他族裔民众了解。

吴恒灿认为，海外中文教育应该和中华文化的传播相
结合。世界各国民众越了解中华文化，学习中文的意愿也
会相应提高。 （陈悦）

日前，惠灵顿中国文化中心太极班、惠灵顿
太极拳协会等机构近百名太极爱好者齐聚练拳。

惠灵顿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郭宗光介绍：“惠
灵顿中国文化中心太极班自2016年创办以来，以
每周一堂课推广太极文化，吸引了当地民众热情
参与。”
（方华/文 孟韬/图 来源：惠灵顿中国文化中心）

为热爱奔赴山海，是国际中文教育志
愿者们的真实写照。他们努力钻研专业
知识，积极了解文化差异，用心完成每次
教学，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国际中文教育
事业的热爱。今天，我们走近他们，倾听
他们的海外教学故事。

青春有梦，责任在肩

自从选择了国际中文教育专业，陶还
瑛始终有一个梦想——成为一名国际中
文教育志愿者。为此，她努力学习专业知
识，提升专业能力，终于获得了前往老挝
任教的机会。

第一节课时，面对座无虚席的教室和
学生们满怀期待的目光，虽然内心有些紧
张，陶还瑛还是努力调整好心态，开始了
她的中文教学。“好在经过和学生们的互
相了解，我发现老挝学生很好相处，上课
时也会很好地配合我。这让我逐渐克服
了紧张情绪，自信大胆地按照自己的思路
去上课。”

课堂上，陶还瑛采用“寓教于乐”的教
学理念，运用各种教学工具和游戏，鼓励
学生们用所学中文提问互动。“看到学生
们对中文和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日益浓厚，
我深刻体会到作为一名国际中文教育志
愿者的责任。”

当得知自己到任后教授的第一个班
是零基础班时，在匈牙利罗兰大学任教的
志愿者石绍捷有些忐忑。通过与学生的
沟通了解，她发现，学生们对中国文化习

俗充满兴趣。
因此，她决定在每节课前设置一个文

化介绍环节，通过图文和视频等多种方式
给学生讲解中国传统节日和相关习俗，并
在每次讲解结束后带领大家用中文写下
节日名称。“这样，学生既了解了文化又练
习了汉字，在接下来的中文课上也会更加
聚精会神。”

她还利用和学生们一起去中国餐馆
吃饭的机会，向大家介绍中国美食及点餐
的常用中文，让学生们在实际生活场景中
感受中文、学习中文。“当‘新手’老师遇上

‘零基础’学生，尽管可能我在教学技巧上
还不够完美，但我对中文教学的热情学生
一定能够感受得到。”石绍捷表示。

挥洒汗水，收获成长

从第一堂中文课的兴奋、紧张到最后
一堂中文课的游刃有余、依依不舍，海外
任教经历中的每一堂课都让志愿者苏佳
莹记忆犹新。

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任教期间，她承
担了6个班级的中文教学，学生水平涵盖
从初级到高级的各个阶段。教学中，苏佳
莹一边摸索一边总结，逐渐提升自己的教
学能力。

“对初级阶段的学生来说，利用图片
教学非常有效。对于中级阶段的学生，我
经常让学生们把课文改编成对话并表演，
在增强课堂趣味性的同时提升中文交际
能力。对于高级阶段的学习者，他们更渴
望了解现代中国，于是我会结合‘汉语桥’
比赛视频教学，学生们都很感兴趣。”苏佳
莹表示，这段经历使她的教学能力有了显
著提高，也加深了对国际中文教育的理
解。

在英国任教的志愿者毛宇曼也有同
感。“刚开始辅导学生时，我总是严格按照
标准一一纠正学生的发音和词汇，但学生
进步并不明显。经过反思和向有经验的
老师请教，我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教学方式
过于单一。慢慢地，我尝试根据每名学生
的情况作出调整，多给学生一些鼓励，情
况就逐渐好起来了。”

正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让毛宇曼和
学生教学相长、共同进步。“非常幸运成为
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在这里，我能够把
所学的书本知识付诸实践，也能够在实践
中不断获得提升。”毛宇曼说。

不负韶华，未来可期

“在担任志愿者之前，我曾怀疑过自

己能不能掌控课堂，为完全陌生的外国学
生上课。但当我面对这群对知识充满渴
望、对中文满怀兴趣的埃及学生时，我感
到自己充满了能量，课堂教学对我来说变
成了一种享受。”志愿者梁舒毓说。

未来，她希望自己能继续带给学生们
更多中文知识和中国文化，将那些有趣、
动人的中国故事讲给学生，增进学生们对
中国的了解。

任教于美国的志愿者张香香表示，在
教学过程中，她收获了热爱、理解和包
容。面对着对中文充满兴趣的美国学生，
她会用不同美食让他们了解中国的不同
菜系；会将中国的影视剧介绍给他们，带
领学生们成为“追剧高手”。

她深深感到：“我不仅是在教授一种
语言，更像是在铺设一座桥梁，让不同国
别、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跨越山海，在
桥上相见、相识、相知。”

在赴澳大利亚任教的志愿者陶虹源
看来，能从事国际中文教育事业让他感到
幸运和幸福。“这一事业完美地将我的专
业技能与职业追求相结合，将内心热爱与
自身价值实现相结合，带给我很多帮助与
成长。”

他表示，作为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中
的一员，希望能用自己的青春力量为学生
照亮中文之路，架设起用中文沟通世界的
友谊之桥，让更多中文爱好者感受中文之
美，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

（来源：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青春，因中文教育而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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