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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连线 华教资讯

本报讯 由国家广电总局港澳

台办、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和华侨

大学共建的“海峡两岸影视人才

交流与影视文化研究中心”，7 月

13 日在华侨大学厦门校区揭牌

成立。

该中心依托华侨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建设，旨在发挥福建省

的区位和特色文化资源优势，协

同创新积极打造两岸影视人才、

两岸影视文化、两岸影视传播等

领域的特色化实训交流和研究基

地，增进两岸相互认同与理解，促

进两岸融合。

“希望研究中心发挥‘政府

+ 大学’的协同效应，通过产学

研一体化，孵化推动创作优秀影

视作品。”出席揭牌仪式的福建

省广播电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张明生勉励中心成员不断拓展

两岸合作新路径，致力做两岸融

合发展的贡献者、两岸文化认同

的传播者、影视产业研究的开拓

者以及影视人才交流合作的建

设者。

人才交流和影视文化研究

长期以来发挥着沟通两岸信息、

促进两岸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

华侨大学副校长万安伦指出“海

峡两岸影视人才交流与影视文

化研究中心”的挂牌契合华侨大

学服务主责主业的办学定位，强

调中心建设要以项目为纽带、以

创新团队为载体、以精品成果为

目标，争取在两岸影视人才交

流、产教融合和影视文化研究领

域取得突破。

“大陆影视作品格局够大，台

湾的则更擅长挖掘生活细节，展

现人文关怀。两岸影视人才能够

互相借鉴提高影视制作水平。”来

自台湾的华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讲师马正恺见证了当天研究中心

的揭牌，“青年是迸发创意最好的

年华，希望两岸青年能在这里携

手共创佳作。”已在厦门扎根工作

十年的马正恺满怀期待。

（李思源）

华教人物

1983 年，我大学毕业，成

为恢复高考后中央音乐学院

歌剧系首届毕业生。1989 年 1

月，我赴日本神户留学，从熟

悉的音乐领域转入教育领域。

在日本完成教育学硕士学业

后，我先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

了一年。1995 年，神户中华同

文学校招聘老师，辗转联系到

我。我便荣幸地进入了这所拥

有近百年历史的侨校。

说来很巧，我和神户中华

同文学校还有一段奇妙的缘

分。出国之前，我曾受朋友所

托，为一所学校设计并手工制

作了一幅“朗诵演讲竞赛会”的

会标。若干年后，我惊喜地发

现，这所学校就是神户中华同

文学校。而我制作的会标也被

学校使用至今。

算起来，我在神户中华同

文学校工作了整整 27 年。从

一名普通教师，到 2016 年 4 月

接任校长职务，我始终心怀一

份强烈的使命感，希望通过中

文教育，让孩子们记住自己的

根，在求学、就职和融入当地

社会的过程中，都葆有中华文

化的特性。为此，我特别注重

在课程中引入中华文化元素。

在我看来，中文教育不只

是语言教育，中华文化也应是

其中的重要内容。在神户中华

同文学校，除了设有与日本公

立学校同步的课程以外，还设

置了语文课和汉语课 (即听说

课)，教学内容包括中国的地

理、历史、民俗文化等。学校的

文化部活动里有舞狮部、民族

舞蹈部和民乐部。这些代代相

传的中华文化教育成果，经常

在当地各类文化交流活动中

得到展现。我希望通过这样的

教学与交流，潜移默化地影响

学生，加深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和归属感。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

《中日友好根在民间，中日未

来望于少年》。虽然学校主要

招收华侨华人的孩子，但也有

一定比例的日本孩子。我相

信，在他们心中播撒的文化种

子终有一天会发芽开花。

今年 3 月 31 日，我在担任

神户中华同文学校校长 6 年

后，正式退休。尽管告别了讲

台，但我和学校依然保持着密

切联系。受学校民乐部邀请，

我每周都会返校两次，指导排

练。同时，我将继续在多元的

平台上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

日交流。

近期，我担任副理事长的

NPO法人国际音乐协会正在筹

备一个新的活动———将已举办

20 余届的中国音乐比赛“搬上”

网络。2006 年我们与杭州师范

大学音乐学院合作，联手举办

了首届中国音乐国际比赛。此

后，中国音乐国际比赛每两年

举办一次，成为在神户和杭州

交替举办的国际赛事。

如今，新冠肺炎疫情给跨

国交流增添了阻力，但我希望

借助网络平台，延续这项普及

中国音乐的比赛，也延续两国

民众因为音乐结下的情谊。

尽管身份变了，但我的初

心始终没有改变。我将尽己所

能推广中文教育、传扬中华文

化，为促进中日友好培养更多

人才，营造更好氛围。

（张述洲 节选自《人民日

报海外版》）

世界汉学家理事会成立
据人民网报道“世界汉学家

理事会成立大会暨世界文明与

中国道路”论坛 7月 20 日在北

京语言大学举行，来自 60余国

的百余位汉学家及国内学者与

会。会上宣布成立世界汉学家理

事会，并开启了“世界文明与中

国道路全球论坛”。

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刘利在

欢迎辞中指出，北京语言大学

是“世界汉学家的摇篮”，其中

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S)平台

的中外汉学家翻译家人才动态

数据库已经联络沟通了 93 个

国家、63 个语种近 5000 名汉学

家。这些汉学家为认识中国、理

解中国、读懂中国提供了新鲜

的视角。世界汉学家理事会旨

在着力打造“人”与“人”之间的

亲厚联系，充分发挥汉学家沟

通中西交流的桥梁与纽带作

用，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

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好中国声音。

青年汉学家代表、突尼斯

学者瓦利德表达了青年汉学家

们对于理事会未来前景的期许

和祝福，希望世界汉学家们能在

理事会框架内体验家的温馨、共

享中国智慧、共筑人类命运共同

体意识，让汉学在青年学者手中

进一步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世界汉学家理事会成立

后，自 7 月 20 日至 9 月 9 日，

总历时一个月的“世界文明与

中国道路全球论坛”将逐次启

动非洲、亚洲、欧洲、拉美、北美

和大洋洲五大区域汉学论坛与

世界青年创新与发展论坛六大

板块。 （曾书柔）

中国驻泰大使韩志强

出席泰国华文教师公会换届典礼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中国驻

泰国大使韩志强日前应邀出席

泰国华文教师公会第 19 届理

事会就职典礼。

韩志强对泰国华文教师公

会新一届理事会成立及罗宗正

先生蝉联理事会主席表示热烈

祝贺。他表示，国之交在于民相

亲，民相亲在于文相连，泰国华

文教育对中泰关系而言是基础

工程，对广大华侨华人同胞而

言是“留根工程”。泰国华文教

育的良好发展既得益于中泰两

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也

是中泰两国不断深化交流合作

的大势所趋，更是根植于广大

旅泰侨胞传承弘扬中华文化、

争取更大更好发展的内在需

要。希望华文教师公会顺应时

代发展大势，百尺竿头、更进一

步，为泰国华文教育发展和中

泰友好交流合作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中国驻泰使馆公使衔参赞兼

总领事潘瑾、教育参赞冯俊英和

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林楚钦、泰

国潮州会馆代主席萧俊杰等侨

领一同出席活动。 （王国安）

暨南大学港澳学生

到江门市开展国情教育研学活动
据江门日报报道近日，暨南

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和环境

学院港澳学生一行 29人到江门

新会区开展国情教育研学活动。

学员们先后参观了江门双碳实

验室、中国(江门)“侨梦苑”新会

园侨企展馆、扬航电商科技产业

园“同心圆”工作站。

江门双碳实验室聚焦低碳

科技、零碳科技、负碳科技、数

据分析与双碳设计、双碳政策

与绿色金融等五大领域。中国

(江门)“侨梦苑”新会园侨企展

馆以视频、图片、文字形式，向

学员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广大

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参与新

会经济社会建设的历史画卷。

扬航电商科技产业园“同心圆”

工作站以党建引领、统战赋能的

模式，凝聚部门合力、积极链接

港澳台侨资源，共同助力电商发

展，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服务青

年创新创业。

活动中，江门市人社局相关

负责人向研习营学员介绍了面

向港澳青年的创新创业政策。随

后，研习营一行还前往小鸟天

堂、梁启超故居，开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参观学习及爱国教育。

（傅雅蓉）

首批柬埔寨中国学校外派教师赴柬任教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海外第

一所中国特色国际学校———柬

埔寨中国学校的首批外派教师7

月 17日自上海出发，赴柬埔寨

任教。

2021年 10月，柬埔寨中国

学校在上海与复旦大学附属中

学签订合作协议，正式成为中柬

友好交流学校。复旦附中具备中

国传统文化教育和国际化教育

的丰富经验，将为柬埔寨中国学

校的办学发展提供支持和指导，共

同实践国际教育交流。

柬埔寨中国学校执行董事

高健介绍说，上海复旦附中、上

海未来教育研究院为柬埔寨中

国学校的建立出谋划策，并由研

究院理事长、复旦附中原党委书

记王德耀任荣誉校长，重庆复旦

中学原校长邓小庆为总校长，全

面负责学校教学和管理工作；首

批外派教师也都是具有数十年

教学经验，具备高级职称的资深

教师。

柬埔寨中国学校执行校长

陈自元表示，赴柬埔寨建设一

所新的学校，是一件光荣又艰

巨的任务。新学校从零开始建

设，目前硬件基本完成，但软件

要从头开始。在各方支持下，有

决心也有信心团结带领各位老

师把学校办成具有中国特色

的、一流的柬埔寨中国学校。

（许婧）


