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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教育名师巡讲”在费城

举行华教名师授课
据中国驻纽约大使馆微信公众号消

息，7月 22 日，来自大费城地区中文学校

的教师、家长、学生百余人在此举办“华

文教育·名师巡讲”见面会暨开班仪式，

隆重欢迎山西省海外联谊会名师巡检团

莅临授课。中国驻纽约总领馆邱舰副总

领事出席活动并致辞。

本次巡讲团为大费城地区中文学校

师生精心准备了剪纸、面塑、腰鼓、中国

功夫等别具一格的“山西风味”艺术。

手工剪纸鲜活灵动，面塑工艺栩栩

如生，腰鼓舞蹈热情奔放，武术鞭杆虎虎

生威，在接下来的两周里，大费城地区的

华教工作者、华裔子弟将有机会与三晋

文化相约，共享中华传统文化盛宴。

“华文教育·名师巡讲”由中华海外

联谊会主办，通过选派国内优秀教师，为

海外华文教师、华裔子弟提供高水平、专

业化的中华文化培训。多年来，巡讲团为

提高华文教育教学水平、增进华裔子弟

对祖籍国文化了解和认知不懈努力。

（中国侨网）

陈嘉庚奖学金学生参加
“缅怀校主，走进延安”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7 月 13 日 -21 日，陈嘉庚奖学金院

校联盟组织了“追寻嘉庚先生足迹，探访

中国革命圣地，感知中国民族文化”的暑

期社会实践活动，集美大学 7 名泰国学

生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赴延安和西安参

加了此次活动。

实践活动期间，师生们参观了“天下

第一陵”黄帝陵、“中国第二大瀑布”壶口

瀑布和“世界第八大奇迹”秦陵兵马俑，

为中国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和气势磅礴

的自然景观而感到深深的震撼。在中国

革命圣地———延安，他们探访了杨家岭、

凤凰山和枣园等革命旧址，了解革命先

辈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艰辛历程；参

观了抗日军政大学旧址、延安革命纪念

馆和鲁迅艺术学院旧址；还聆听了“白求

恩精神”和“陈嘉庚在延安的 7 天 8 夜”

两个专题报告。

实践活动结束后，各位学生都表示

收获颇丰，不仅对校主陈嘉庚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也对嘉庚精神中的爱国主义

情怀有了更具体的认识，今后将更好地

传承和弘扬嘉庚精神。 （王瑞霞）

驻安哥拉大使考察

内图大学孔子学院
据中国驻安哥拉大使馆微信公众号

消息，7月 25 日，驻安哥拉大使龚韬考察

内图大学孔子学院，同安方院长和教师

代表座谈，与学生亲切交流，并查看学院

教学设施。

龚韬听取毛里西奥院长介绍孔院日

常管理和教学活动情况，并表示，中国驻

安使馆愿一如既往地支持内图大学孔子

学院发展，推动两国教育文化领域交流

合作。毛里西奥感谢使馆对孔院工作的

关心与支持，表示内图大学高度重视孔

子学院发展，将继续努力完成好教学任

务，争取为更多热爱中国文化的安哥拉

学子提供学习机会，为推动安中文化交

流和深化两国人民友谊搭建平台。

在交流中，龚韬深入了解学院师生

工作学习感受，希望孔院教师继续做好

汉语教学工作，鼓励各位同学认真学习

汉语和中国文化，努力成为中国文化的

传播者、中安友谊的支持者和中安合作

的参与者。在场同学均表示将刻苦学习

钻研中国语言和文化，为安中友好合作

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国侨网）

2019 年“寻根之旅”夏令

营———欧洲华裔青少年福建

华侨大学营，7 月 23 日在厦

门校区开营。由荷兰中文教

育协会组织的 44 名营员及

海外领队开启了“中国寻根

之旅”。

夏令营由中国侨联主办，

福建省侨联、华侨大学承办，

为期 10天。营员将体验书法、

舞龙、龙舟、武术等中国传统

文化的魅力，并前往泉州闽台

缘博物馆、开元寺，厦门华侨

博物院、鼓浪屿、胡里山炮台

等地参观考察。

福建省侨联副巡视员林

建华在致辞中指出，华侨大学

拥有举办“寻根之旅”项目的

悠久历史和丰富经验，并点明

“寻根之旅”项目的精髓内

涵———根、魂、梦。“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民族复兴的‘根、

魂、梦’振奋着海内外华夏人

民的心，‘寻根之旅’项目的延

续便是‘根、魂、梦’的传递。”

他称。

华侨大学华文教育处负

责人简要介绍了学校的侨校

办学特色与学科优势，希望

营员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更

深刻地了解中国的历史、地

理、风土人情和传统文化，

学习体会中华民族勤劳善

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团

结宽容的优秀品质，感受祖

（籍）国日新月异的城乡变

化。该负责人称，希望与福

建省侨联、欧洲侨校在华文

教育领域有更多愉快的合

作。

荷兰中文教育协会理事

刘莎莎表示，非常幸运首次

参加福建的寻根之旅夏令

营就来到华侨大学，沿途秀

丽的校园风光让人倍感愉

悦。学生们对于行程表上丰

富多样的文化课程和充盈

有趣的闽南文化考察十分

期待。她希望通过本次活

动，让营员进一步了解中国

国情，并希望他们回到荷兰

后把交流学习成果分享出

去，促进两国文化友好交

流。

“虽然生在、长在荷兰，但

我的故乡在中国。”营员代表

陈蓓蓓对自己的祖籍认同十

分坚定，她说，这次回归故里

便是来寻根，来学习真正的中

国传统文化。

7 月 13 日至 16 日，厦门

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迎来了来

自四川大学、中南大学、西北

大学、武汉理工大学、西南交

通大学等全国 21 所高校的 35

名优秀本科生参加今年的优

秀大学生夏令营。

在开营式上，陶涛院长向

营员介绍了厦门大学和海外

教育学院的概况，他鼓励同学

们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

任，不断提升汉语知识技能，

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16 日的闭营式上，来自暨

南大学、广西大学、郑州大学

的漆琳、刘文璐、李嘉琳、巫梦

真四名同学作为营员代表依

次上台发言，他们分享了在这

里交织理想，编织友谊，互相

学习的心得与收获，也感谢老

师与志愿者们的辛勤付出，让

他们能够拥有一次圆满美好

的夏令营体验。

傅万里副院长作本次夏

令营活动总结发言，她勉励同

学们带着“厦大印记”积极进

取，努力开拓，不断提升专业

技能。她希望同学们肩负起汉

语推广的责任和使命，为推进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为共同开

创人类社会美好未来贡献青

春与力量。同时她也诚挚地向

营员们发出邀请，表示期待明

年 9 月与同学们相约“海院”，

一起筑梦青春。 （练亚芸）

马来西亚华校生协会：

据马来西亚《光华

日报》报道，马来西亚

华校生协会认为，小学

教育是孩童的基础教

育，应着重在语文科打

好基础。

马来西亚华校生

协会会长陈纹达 7 月

24 日发文告指出，他们

不反对推行英文教数

理，但让学生通过自己

熟悉的母语学习其他

语文或学科，才是最有

效果。

“我们认为小学教

育是孩童的基础教育，

应着重在语文科打好

基础。对于提升学生的

英文水平，可通过科课

本的内容及教师的教

学水平等着手处理。”

陈纹达指出，英语英文

是国际语文，在管理和

企业方面也获得广泛

运用，懂得英语英文，

在职场上切实能占到

优势。但这并不是唯一

的，法语、德语、日语及

西班牙语，在国际语文

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当今的中国，不

但是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其科学及技术的水

平，正逐步引领世界。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

大幅提升，华语华文在

国际上的运用，也逐渐

普及，这是不可逆转的

世界趋势。”

他说，多元流教育

强调母语作为教学的

主要媒介语，但这不表

示不鼓励其他语言的

学习。最重要的是，多

元源教育的教学理念，

符合马来西亚多元种

族、多元文化的国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

告显示，使用孩童所熟

悉的语言进行教学，所

取得的效果最好，这也

直接协助孩童更能学

习和掌握其他语言。

陈纹达表示，“ 随

着时代的进步，在科技

日新月异的时代，应该

着重正确的语文基础

教育；也只有掌握一定

程度的语文能力才能

吸取网上无尽的讯息；

当然，如何区分讯息的

是非黑白，那是另外一

个教育课题。”

（中国侨网）

第二十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
第二十届世界华人学生

作文大赛颁奖典礼 7 月 27

日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美

国、日本、阿联酋、意大利、荷

兰、英国等国家的百余名获

奖学生和教师代表参加颁奖

典礼。

本届大赛由中国侨联、

全国台联、人民日报海外版、

《快乐作文》杂志联合主办，

以“中国变化”“家乡味道”为

主题，共吸引了来自 34 个国

家和地区的近 300 万名学生

参加，经过专业评审团队的

评定，最终评出特等奖佳作

20 篇，一、二、三等奖佳作

14000 篇。

美国加州新概念中文学

校的杜劭晨写的《我与古典

诗词的相遇》获得特等奖。他

表示，自己出生在美国，父母

来自中国，他非常喜欢中国

古典诗词，“在这篇作文里，

我用文字把学习诗词的经

历记录了下来。”特等奖作

品《清欢小乐朴实村》的作

者安徽省利辛县第一中学

的王子和说：“我写了我所

生活的小村庄的普通一天，

展现了村民们宁静祥和的

生活场景。”

日本同源中文学校获得

优秀组织单位奖，教师代表

杨林说，大赛为海外华裔儿

童提供了展示中文习作的机

会，学校从 2003 年开始参加

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持

续 17 年，累计有三四百名学

生参赛，共有 114 名学生夺

得各奖项，学校也多次获得

组织奖。

据悉，世界华人学生作

文大赛于 2000 年开赛。

（吴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